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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首部新编《雄县土地志》经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志办公室精心组

织实施，编修人员广征博采、辛勤笔耕，几经修改，于今成书付

梓。这是全县国土系统的一件大事，也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的一项丰硕成果o

《雄县土地志》在编纂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

贯通古今，详今明古，纪实求真，客观地记述了雄县土地资源开

发、利用和管理的历史与现状，清晰地展示了雄县土地制度、赋税

的历史演变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土地管理的工作业绩。让世

人从一侧面了解古今土地概貌，藉以古为今用，为雄县政治、经

济、文化服务，此即编纂该志之初衷。

土地乃万物发端之母，人类社会的发展元一不与土地息息相

关。“欲政通人和，必先明地情而兴地利，"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千

百年来，我们的先辈披荆斩棘，艰辛耕耘，同大自然搏斗，抗争；

拓荒原、疏河道、淤淀泊、开拓良田。然终被官宦豪强所攫取，留

给人们的只有贫困和饥寒。新中国成立后，雄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经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土地归

农民所有，随即走上了农业合作化道路，由农民所有制逐步转变为

集体土地所有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雄县经济建设进入有

序、高速发展时期，土地管理工作取得了瞩目的成就。然而，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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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随着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各类建设用

地增加，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坚持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

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努力提高国土

资源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新的贡

献。

编修土地志是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尽管编纂人员

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无奈时代久远、资料残缺、水平所限、经验缺

乏、差错漏缺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雄县国土资源局局长 刘维领
200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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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指导思想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真实地反映

雄县辖区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二、时期断限 上溯至明代置雄县，下断下1996年底。个别

事物的记述下延至2002年。

三、体例结构 横排竖写，纵横结合，采用章、节、目结构。

志首为概述，其后为大事记，正文分地理环境、土地资源、土地所

有制、土地使用制、地税地价、地藉管理、土地规划、建设用地管

理、土地保护、土地开发与复垦、土地监察、科技与宣传、土地管

理机构共十四章，志后设附录、编后记。

四、表述形式用语体文记述体。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

表、照片，力求图文并茂。

五、纪年方法 民国前采用历史纪年用汉字书写，民国时期用

阿拉伯数字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用

公元纪年。

六、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前按历史计量单位，不作换算；建

国后按有关规定行文。所用土地数据，主要采自县统计局，土地详

查后，以县土地管理局的为准。

七、称谓书写 以各个历史时间的称谓书写。地名以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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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称谓书写，后有变更者，括号说明。

八、资料来源新中国成立的主要采自明、清、民国时期的县

志和有关史书、专著；主要采自县有关部门保存的史料，部分采自

民间口述。

九、注释采用页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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