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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望都县土地志》是我县编纂的第一部土地专业志。它的问世，

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硕果。它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

“认识过去，服务当代，规划未来"的重要土地资料，是我县土地

利用和管理工作的一项新成果o

土地是立国生存之本，土地管理的根本任务是开源、节源、惜

源、护源。人口多，土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是我国的国情，

也是我省的省情、我县的县情。而经济的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却与

日俱增，而土地是不可再生的、极其宝贵的资源。因此，必须长期

坚持“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

坚持珍惜土地的基本国策，必须加强土地管理，深化土地使用

制度改革，使全县人民树立起土地的危机意识，尤其要认清耕地FI

益减少的严重性，一定要采取最严格的保护措施，运用法律手段有

效地制止乱占耕地的现象，保护和利用好全县的耕地，为经济建设

服务o

《望都县土地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较系统、科学、真实地记载了我县的土地概况及土地管理、利

用的历史进程。希望通过这本志书，进一步唤起全县人民保护土地

的意识，依法用地、依法管地、合理用地，保护好我们的生命线

——耕地，使我县的土地发挥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编纂土地志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前无所鉴，资料缺乏，经

验不足，然而编著者艰苦努力，广征博采，去粗取精，几易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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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三载，终成定稿。因此，我谨代表望都县人民政府对他们及给

予我们关心指导和大力支持此项工作的各位专家致以崇高的敬意和

诚挚的感谢!

望都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赵兵晨
， 2001年6月



的精心编纂，在21世纪之初付梓

面世。此志书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客观、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望都县

土地发展历史及其现状的专业志书。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望都县从秦置县，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

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全县绝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封建地主

阶级手中，他们倚仗占有的大量土地和生产资料，以出租、放高利

贷等手段残酷剥削广大贫苦农民o 193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解

放区领导农民开展了减租减息、土地改革，铲除了私有制，实现了

“耕者有其田”的农民所有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87年望都县土地管理局

成立后，望都县着力推动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从而加强了地籍管理

和用地管理，使全县土地管理工作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为全县的经

济发展和高效农业的形成提供了保障。

土地志的编纂时间跨度长，历史文献资料记载又甚少，加之编

写水平有限，经验不足，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

指正。此志之成，首先是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及有关单位大力

支持、密切配合，其次是县土地志编修人员，以辛劳、敬业、拼搏

的精神，深人调查访问，不避寒暑、反复核实、数易其稿，使志书

具备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厚的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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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都县土地志》在编修过程中，得到保定市土地管理局志办

室主任郝毅生及有关专家、学者的精心指导和热情关怀。在此，一

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望都县土地管理局局长 李保安

200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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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都县土地志》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

求是地记述全县有关土地事业的历史与现实。

二、上限不限，下限一般定为1996年。为体现事物的连续性，

个别事件或重点事件延续到2000年。

三、体例采用章节体，用以类系事的方法加以记述，以志为

主，随文配以记、传、录、图表、照片。

四‘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为主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记述。

五、志中除引用历史资料，为忠于原著引用原文外，一律使用

现代语体文o 。

六、纪年o 1948年以前纪年以各朝代年号，并括注公元年号，

1949年以后采用公元纪年。

七、志书中采用的数字，均采用县土地详查的数字及县统计局

公布的数字及县志资料。

八、志书中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前后。

九、志书中凡称“党"，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县委"、“党

委"等均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凡称“政府"、“人委"、“革委’’

均指望都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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