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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i．一江苏省海安县位于苏中平原，是南通、扬州、盐城三市吸引范围相对空

心地带，又是三市辐射余波的重叠区。沃野镶流，资源丰富，交通发达，经济

繁荣，是一片古老而新兴的昌盛之地。<海安县土地志》以丰富的资料，翔实

地记载了这片土地的历史与现状，是一件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好事，可喜

可贺! ‘‘r一一‘ ‘· J’

海安地区历史悠久，是五千年以前青墩文化的发祥地，而县域形成则

始于1943年，抗日民主政权析泰县、如皋、东台三县结合部的部分土地建紫

石县o 1948年紫石县更名为海安县。境内按地貌成因又分为三个自然区：通

扬河北、通榆河西为里下河低洼圩田平原区；通扬河以南为长江冲积平原

区；通扬河、通榆河以东为滨海平原区。这在漫长的岁月里，在复杂地形结

构上，经历不同时期的土地制度，不同方式的开发利用。志书能翔实地记述

这些地情特点和时代特色，以资政当今，教化后世，保存历史，对于加快和

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即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耕地的关系，正确处

理土地市场宏观调控与加速发展土地市场的关系，正确处理土地使用制度

与管理体制改革的关系，都具有特殊意义d、j

j．_<海安县土地志>是该地区土地专业的首部资料书，虽然成书时间滞

后，但能博采众长，显现特色，人文地理，条目纷呈，承先启后，继往开来，随

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海安县的土地规划与管理一定会取得更大成效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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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厅长 麴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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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厅厅长杨任远同志撰写了首序。领导的重视，社会各界的关怀，都从

不同角度勉励和鞭策我们海安人民管好土地，用好土地，在此深表敬意和谢

忱。

万物出于土，“土地志应列为诸志之首”，因此人志资料，必须求实存真，在

编纂过程中，土地管理部门通力协作，编写人员精心撰写，不辞劳累，同时得到

社会各界和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深切谢意。

鉴古知今，继往开来o‘我们将以此来教育今人，激励后人，为进一步搞好土

地管理工作，建设美丽的新海安而奋斗。

南通市国土规划局局长 ．萎一f磊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一、本志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真实
、 --．

：
·

’

7

地记述海安县土地及其管理的历史与现状。
、 ，

●

．’二、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现县域为主，适当记述行
．

● 。

●

政区域变迁前的状况，以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

．． 三、本志记述内容由区域概况，土地资源、土地制度、土
·

h
·

地利用、土地施政及相关的人物艺文等部分组成。
，

‘‘

四、本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因事而异，尽量追

溯；下限1994年，大事记及土地管理的要事，则延伸到脱稿

时为止o ．．

五、本志设概述、大事记、专志三个部分·概述概括全志

大要；大事记以编年形式纵列大事；专志为志书主体，分记
●

各类事物。专志部分分章、节、目三个层次，横排纵述，纵横

结合，章首设无题序，图表、照片附于章节之中。

六、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用历史纪年，

括注公元纪年(公元前在纪年前加“前”)；中华人民共和国
●

成立以后，用公元纪年。记述中的“解放前、解放后"，以1949

／锭



年1月20、日海安全境解放为界；“建国前、建国后"，以1949

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

七、本志除引文外，一般采用语体文。文中数字除习惯

或专用术语外，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计量单位，除照顾历史

习惯外，均采角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地名以《海安地名录》为

准，古地名括注今名。．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自省、市、县档案馆和图书馆以及

县级机关各有关部门、有关乡镇提供的资料及报刊摘录和

有关人士的回忆j_般不注明出处。
’

-：．’；～、：■“j

．·+善：：薯。≮■7：．． ：

‘

l：：00’孓i、‘．、．：一
‘‘·

，气： ．‘，．，，7．．一jj’

．?o|0 j 1■。___一·

·．?It≤!≯j‘‘∥～· 。



|々



编 纂 组

主 编 王圣法

执行主编 陆群蔡炳山

副主编 马应人朱元吉’

编 辑 顾宝群 陆忠义 崔俊林 朱加纯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韩国常

副主任 蔡炳山

成 员 顾宝群 陆忠义 崔俊林 朱加纯
，

评审委员会成员名单

朱正年 韩国荣 姚建华 李志勇 徐凤英

季正兴 江少康



编 纂 组

主 编 王圣法

执行主编 陆群蔡炳山

副主编 马应人朱元吉’

编 辑 顾宝群 陆忠义 崔俊林 朱加纯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韩国常

副主任 蔡炳山

成 员 顾宝群 陆忠义 崔俊林 朱加纯
，

评审委员会成员名单

朱正年 韩国荣 姚建华 李志勇 徐凤英

季正兴 江少康



编 纂 组

主 编 王圣法

执行主编 陆群蔡炳山

副主编 马应人朱元吉’

编 辑 顾宝群 陆忠义 崔俊林 朱加纯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韩国常

副主任 蔡炳山

成 员 顾宝群 陆忠义 崔俊林 朱加纯
，

评审委员会成员名单

朱正年 韩国荣 姚建华 李志勇 徐凤英

季正兴 江少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1·

目 录

凡例

概j塞···”·“··””·”·000 OOO O 00⋯⋯⋯⋯”⋯⋯⋯”⋯”“一一“”⋯⋯⋯⋯“⋯⋯(1)

第一章县域概况⋯⋯⋯⋯⋯⋯⋯⋯⋯⋯⋯⋯⋯⋯⋯⋯⋯⋯⋯⋯⋯⋯⋯(6)

第一节地理环境⋯⋯⋯⋯⋯⋯⋯⋯⋯⋯⋯⋯⋯⋯⋯⋯OOO OOO 000 000⋯(6)

l区域位置⋯⋯⋯⋯⋯000 000 00·⋯⋯⋯⋯⋯000 000 000⋯⋯·”⋯⋯(6)

2成陆过程⋯⋯⋯⋯⋯⋯⋯⋯⋯⋯⋯⋯⋯⋯⋯⋯⋯⋯⋯⋯⋯(7)

3土地状况⋯⋯⋯⋯⋯⋯⋯⋯⋯⋯o⋯⋯⋯⋯⋯⋯⋯⋯⋯⋯(8)

第二节建置沿革⋯⋯⋯⋯⋯⋯⋯⋯⋯⋯⋯⋯⋯⋯⋯⋯⋯⋯⋯⋯⋯(9)

第三节行政区划⋯⋯⋯⋯⋯⋯⋯⋯⋯⋯⋯⋯⋯⋯⋯⋯⋯⋯⋯⋯(11)

l区域演变⋯⋯⋯⋯⋯⋯00000 0⋯⋯⋯⋯⋯⋯⋯⋯⋯⋯⋯⋯⋯(11)

2行政设置⋯⋯⋯⋯⋯⋯⋯⋯⋯⋯⋯⋯⋯⋯⋯⋯⋯⋯⋯⋯⋯(12)

第四节自然环境⋯⋯⋯⋯⋯⋯⋯⋯⋯⋯⋯⋯⋯⋯⋯⋯⋯⋯⋯⋯(26)

l 四季特征⋯⋯⋯⋯⋯⋯⋯⋯⋯⋯⋯⋯⋯⋯⋯⋯⋯⋯⋯⋯⋯(26)

2气象要素⋯⋯⋯⋯⋯⋯⋯⋯⋯⋯．．．⋯⋯⋯⋯⋯⋯⋯⋯⋯⋯(26)

3水系水文⋯⋯⋯⋯⋯⋯_⋯⋯⋯⋯⋯⋯⋯⋯⋯⋯⋯⋯·0·0048,(31)

4 自然灾害⋯⋯⋯⋯⋯⋯⋯⋯⋯⋯⋯⋯⋯⋯⋯⋯·00 0。400 0 400 000⋯(35)

第二章土地资源⋯⋯⋯⋯⋯⋯⋯⋯⋯⋯⋯⋯⋯⋯⋯⋯⋯⋯⋯⋯⋯⋯(48)

‘第一节土地类型分布⋯⋯⋯⋯⋯⋯····00 0·48 4800 48 40··00 00··O dL⋯⋯⋯⋯(48)

l陆地⋯⋯⋯⋯⋯⋯⋯⋯⋯⋯⋯⋯⋯⋯⋯⋯⋯⋯⋯”⋯⋯·⋯(48)
’

2水域⋯”·⋯一⋯⋯⋯⋯·⋯·⋯⋯⋯⋯⋯··⋯⋯⋯⋯··⋯⋯⋯·(49)
：

第二节地质地貌⋯⋯⋯⋯⋯⋯⋯⋯⋯⋯⋯⋯⋯⋯⋯⋯⋯⋯⋯⋯(49)

l地质构造⋯⋯⋯⋯⋯⋯⋯⋯⋯⋯⋯⋯⋯⋯⋯⋯4-00 000 0480⋯⋯(49)

： ’2她貌特征4800 048 4·00．000 00 0·0⋯⋯⋯⋯⋯⋯⋯⋯⋯⋯⋯⋯⋯⋯·“(52)

”j第三节土地自然条件⋯一⋯⋯～⋯⋯⋯一⋯l⋯⋯⋯⋯⋯⋯。⋯”(55)



·2· 海安县土地志

1成土母质⋯⋯⋯⋯⋯⋯⋯⋯⋯⋯⋯o⋯⋯⋯⋯⋯⋯⋯⋯⋯(55)

2土壤种类及分布⋯⋯⋯⋯⋯⋯⋯⋯⋯⋯⋯⋯⋯⋯⋯⋯⋯⋯(56)

3土壤养分⋯⋯⋯⋯⋯⋯⋯⋯⋯⋯⋯⋯⋯⋯⋯⋯⋯⋯⋯⋯⋯(57)

4土地资源评价⋯⋯⋯⋯⋯⋯⋯⋯⋯⋯⋯⋯⋯⋯⋯⋯⋯⋯⋯(59)

5土地资源分析⋯⋯⋯⋯⋯⋯⋯⋯⋯⋯⋯⋯⋯⋯⋯⋯⋯⋯⋯(61)

第四节土地与人口⋯⋯⋯⋯⋯⋯⋯⋯⋯⋯⋯⋯⋯⋯⋯⋯⋯⋯⋯(63)

1人均土地面积⋯⋯⋯⋯⋯⋯⋯⋯⋯⋯⋯⋯⋯⋯⋯⋯⋯⋯⋯(63)

2土地后备资源⋯⋯⋯⋯⋯⋯⋯⋯⋯⋯⋯⋯⋯⋯⋯⋯⋯⋯⋯(66)

第三章土地制度⋯⋯⋯⋯⋯⋯⋯⋯⋯⋯⋯⋯⋯⋯⋯⋯⋯⋯⋯⋯⋯⋯(69)

第一节封建土地所有制⋯⋯⋯⋯⋯⋯⋯⋯⋯⋯⋯⋯⋯⋯⋯⋯⋯(69)

1土地占有状况⋯⋯⋯⋯⋯⋯⋯⋯⋯⋯⋯⋯⋯⋯⋯⋯⋯⋯⋯(69)

2土地租佃⋯⋯⋯⋯⋯⋯⋯⋯⋯⋯⋯⋯⋯⋯⋯⋯⋯⋯⋯⋯⋯(73)

第二节土地所有制变革⋯⋯⋯⋯⋯⋯⋯⋯⋯⋯⋯⋯⋯⋯⋯⋯⋯(74)

l减租减息运动⋯⋯⋯⋯⋯⋯⋯⋯⋯⋯⋯⋯⋯⋯⋯⋯⋯⋯⋯(74)

2土地改革运动⋯⋯⋯⋯⋯⋯⋯⋯⋯⋯⋯⋯⋯⋯⋯⋯⋯⋯⋯(75)

3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化⋯⋯⋯⋯⋯⋯⋯⋯⋯⋯⋯⋯⋯⋯⋯⋯(78)

第三节土地公有制⋯⋯⋯⋯⋯⋯⋯⋯⋯⋯⋯o⋯⋯⋯⋯⋯⋯⋯(81)

1集体所有制⋯⋯⋯⋯⋯⋯⋯⋯⋯⋯⋯⋯⋯⋯⋯⋯⋯”j⋯⋯(81)

2国家所有制⋯⋯⋯⋯⋯⋯⋯⋯⋯⋯⋯⋯⋯⋯⋯⋯⋯⋯⋯⋯(89)

第四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90)

1集体土地有偿使用⋯⋯⋯⋯⋯⋯⋯⋯⋯⋯⋯⋯⋯⋯⋯⋯⋯(90)

2国有土地有偿使用⋯⋯⋯⋯⋯⋯⋯⋯⋯⋯⋯⋯⋯⋯⋯⋯⋯(92)

第四章地籍管理⋯⋯⋯⋯⋯⋯⋯⋯⋯⋯⋯⋯⋯⋯⋯⋯⋯⋯⋯⋯⋯⋯(97)

第一节土地调查⋯⋯⋯⋯⋯⋯⋯⋯⋯⋯⋯⋯⋯⋯⋯⋯⋯⋯⋯⋯(97)

l县域土地面积调查⋯⋯⋯⋯⋯⋯⋯⋯⋯⋯⋯⋯⋯⋯⋯⋯⋯(97)

2年段土地面积调查⋯⋯⋯⋯⋯⋯⋯⋯⋯⋯⋯⋯⋯⋯⋯⋯⋯(99)

3土地利用状况调查⋯⋯⋯⋯⋯⋯⋯⋯⋯⋯⋯⋯⋯⋯⋯⋯⋯(99)

第二节非农业用地清查⋯⋯⋯⋯⋯⋯⋯⋯⋯⋯⋯⋯⋯⋯⋯⋯⋯(117)

第三节土地登记⋯⋯⋯⋯：⋯⋯⋯⋯⋯⋯⋯⋯⋯⋯⋯⋯⋯⋯⋯”(i21)



一日 录 ·3·

lt土地清丈登记

：‘-2国有土地、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一⋯·”⋯⋯”⋯⋯⋯⋯⋯

第四节．土地分等定级⋯⋯⋯⋯⋯⋯⋯⋯⋯一⋯⋯⋯⋯⋯⋯⋯-⋯

+，．‘1。农业土地分类定级⋯⋯⋯⋯⋯⋯”⋯⋯⋯⋯⋯⋯⋯⋯⋯·

．·“o·2非农业用地分等定级⋯⋯⋯⋯⋯·一．．．⋯⋯⋯⋯⋯⋯⋯⋯

第五节．地籍档案⋯⋯⋯⋯⋯⋯⋯⋯⋯⋯⋯⋯⋯⋯⋯⋯⋯⋯⋯⋯

第五章地租i地税、地价与土地市场⋯⋯⋯⋯⋯⋯⋯⋯=．⋯⋯⋯⋯⋯”

．：、第一节地租⋯⋯⋯⋯⋯⋯⋯⋯⋯⋯⋯⋯⋯⋯⋯⋯⋯．．-⋯⋯⋯⋯

一．．1农业地租⋯⋯⋯⋯⋯⋯⋯⋯⋯⋯⋯⋯⋯⋯⋯⋯?⋯⋯⋯”

2城镇地租⋯⋯⋯⋯⋯⋯⋯⋯⋯⋯⋯⋯～⋯⋯⋯⋯～一⋯·

．第二节地税⋯⋯⋯⋯⋯⋯⋯⋯⋯⋯⋯⋯⋯⋯⋯二⋯⋯⋯⋯⋯⋯”

l 田赋⋯⋯⋯⋯⋯⋯⋯⋯⋯⋯⋯·⋯⋯⋯⋯⋯⋯⋯⋯⋯．．．⋯

2粮税⋯⋯·“⋯⋯··⋯⋯⋯··⋯⋯⋯·····⋯·n····”⋯···“····

3农业税O·01-·000O··⋯⋯⋯⋯⋯⋯⋯⋯⋯⋯⋯⋯⋯⋯k．．．⋯

4城镇房地产税⋯⋯⋯⋯⋯⋯⋯⋯⋯⋯⋯一⋯⋯⋯⋯⋯⋯

5土地使用费⋯⋯⋯⋯⋯⋯⋯⋯⋯⋯⋯⋯⋯⋯一⋯⋯⋯⋯·

6土地出让金一⋯⋯⋯⋯⋯⋯⋯⋯⋯·”⋯·”··”·一”⋯·”··“

7耕地占用税⋯⋯⋯⋯⋯⋯⋯⋯⋯⋯⋯⋯⋯⋯⋯⋯⋯⋯⋯·

8契税·一⋯“⋯⋯“”⋯⋯⋯⋯”一”““·⋯··”··⋯⋯·“⋯“”

第三节地价⋯⋯⋯⋯⋯⋯⋯⋯⋯⋯⋯⋯⋯．．．．⋯⋯“⋯⋯÷·如⋯⋯

；：．、．1地价种类⋯⋯⋯⋯⋯⋯⋯⋯⋯h⋯⋯⋯⋯⋯⋯⋯⋯⋯⋯·

．j-：·．2地价评估～⋯⋯⋯⋯⋯⋯⋯⋯⋯⋯⋯⋯⋯⋯·⋯⋯⋯⋯!”

i‘第四节土地市场⋯⋯⋯⋯⋯⋯⋯⋯⋯⋯⋯⋯⋯⋯⋯⋯⋯⋯⋯．．．

，，l土地一级市场⋯00060i·i,Q 000 001⋯⋯⋯·”⋯⋯0⋯⋯⋯⋯⋯

j⋯2土地二、三级市场⋯⋯⋯⋯⋯⋯⋯⋯⋯⋯二小“．．⋯⋯⋯⋯·

第六章土地开发与复垦⋯⋯⋯⋯⋯⋯⋯⋯⋯⋯⋯●⋯⋯⋯⋯一⋯⋯·

。第一节土地开发⋯⋯⋯⋯⋯⋯⋯⋯⋯⋯一⋯?⋯⋯⋯⋯⋯⋯⋯·

，．， l’沿江农业区高沙土开发⋯⋯⋯⋯⋯．-．⋯．．．⋯⋯⋯⋯⋯··一

。j”．。．2 沿海农业区盐碱地开发⋯⋯⋯⋯⋯一山·一?，一．．⋯⋯⋯·
●

(121)

(123)

(129)

(129)

(131)

(132)

(133)

(133)

(133)

(136)

(137)

(137)

(139)

(142)

(147)

(148)

(149)

(150)

(151)

‘(155)

(155)

(160)

(171)

(171)

(172)

(174)

(175)

(175)

(178)



·4· 海安县土地志

3里下河农业区低洼地开发⋯⋯⋯⋯⋯⋯⋯⋯⋯⋯⋯⋯⋯(183)

4草荒田开发⋯⋯⋯⋯⋯⋯⋯⋯⋯⋯⋯⋯⋯⋯⋯⋯⋯⋯⋯(190)

第二节土地复垦⋯⋯⋯⋯⋯⋯⋯⋯⋯⋯⋯⋯⋯⋯⋯⋯⋯⋯⋯⋯(192)

1土地复垦的计划管理⋯⋯⋯⋯⋯⋯⋯⋯⋯⋯⋯⋯⋯⋯⋯(192)

2土地复垦具体措施⋯⋯⋯⋯⋯⋯⋯⋯⋯⋯⋯⋯⋯⋯⋯⋯(193)

第三节海涂围垦⋯⋯⋯⋯⋯⋯⋯⋯⋯⋯⋯⋯⋯⋯⋯⋯⋯⋯⋯⋯(194)

l废灶兴垦⋯⋯⋯⋯⋯⋯⋯⋯⋯⋯⋯⋯⋯⋯⋯⋯⋯⋯⋯⋯(197)

2海涂围垦⋯⋯⋯⋯⋯⋯⋯⋯⋯⋯⋯⋯⋯⋯⋯⋯⋯⋯⋯⋯(198)

3北凌垦区建设⋯⋯⋯⋯⋯⋯⋯⋯⋯⋯⋯⋯⋯⋯⋯⋯⋯⋯(200)

第七章土地利用与保护⋯⋯⋯⋯⋯·⋯⋯⋯⋯⋯⋯⋯⋯⋯⋯⋯⋯⋯··(202)

第一节土地利用状况⋯⋯⋯⋯⋯⋯⋯⋯⋯⋯⋯⋯⋯⋯⋯⋯⋯⋯(203)

第二节土地利用规划⋯⋯⋯⋯⋯⋯⋯⋯⋯⋯⋯⋯⋯⋯⋯⋯⋯⋯(208)

1规划确定的总目标⋯⋯⋯⋯⋯⋯⋯⋯⋯⋯⋯⋯000 000 000 000(208)

2规划确定的土地利用结构⋯⋯⋯⋯⋯·?⋯⋯⋯⋯⋯⋯⋯·(208)

3土地利用规划布局与分区⋯⋯⋯⋯⋯0 00 000 008·00⋯⋯⋯⋯(209)

4土地整治与保护应达到的目标⋯⋯⋯⋯·⋯⋯⋯”0 Q0 0 0i．Oml(213)

第三节基本农田保护⋯⋯⋯⋯⋯⋯⋯⋯⋯⋯⋯⋯⋯⋯⋯⋯⋯；一(213)

1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213)

‘2基本农田保护区管理⋯⋯⋯⋯⋯⋯⋯⋯⋯⋯⋯⋯⋯⋯⋯(221)

第八章建设用地管理⋯⋯⋯⋯⋯⋯⋯⋯⋯⋯⋯⋯⋯⋯⋯⋯⋯⋯⋯⋯(228)

第一节建设用地规定⋯⋯⋯⋯⋯⋯⋯⋯⋯⋯⋯⋯⋯⋯⋯⋯⋯⋯(228)

1国家建设用地规定⋯⋯⋯⋯⋯⋯⋯⋯⋯⋯⋯⋯⋯⋯⋯⋯(228)

2乡(镇)村建设用地规定⋯⋯⋯⋯⋯⋯⋯⋯⋯⋯⋯⋯⋯⋯(236)

第二节建设用地管理⋯⋯⋯⋯⋯⋯⋯⋯⋯⋯⋯⋯⋯⋯⋯⋯⋯⋯(242)

1国家建设用地管理⋯⋯⋯⋯⋯⋯⋯⋯⋯⋯⋯⋯⋯⋯⋯⋯(242)

2乡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245)

3个人住宅用地管理⋯⋯⋯⋯⋯⋯⋯⋯⋯⋯⋯⋯⋯⋯⋯⋯(246)

第三节开发区及重大工程项目用地管理⋯⋯⋯⋯⋯⋯⋯⋯⋯⋯(277)

1开发区建设用地状况⋯⋯⋯⋯⋯⋯⋯⋯⋯⋯⋯⋯⋯⋯⋯(277)



目录 ·5·

2开发区建设用地规定⋯⋯⋯⋯⋯⋯⋯⋯⋯⋯⋯·：⋯⋯⋯·(278)

第九章土地法制建设00·000 000@00⋯⋯⋯⋯⋯⋯⋯⋯⋯⋯⋯⋯⋯⋯⋯⋯(285)

第一节土地法规⋯⋯：一⋯⋯⋯⋯⋯⋯⋯⋯⋯⋯⋯⋯“⋯⋯⋯”(285)

1土地法规制定000 OQe OIO 600 000⋯⋯⋯⋯⋯⋯⋯⋯⋯⋯一⋯⋯(285)

2土地法制宣传⋯⋯⋯⋯⋯⋯⋯⋯⋯⋯⋯⋯⋯⋯⋯⋯⋯⋯(290)

第二节土地监察执法机构及职能⋯⋯⋯⋯⋯00·O@@@00 0·O QOQ O@O 00,0 000(291)

1县级土地监察组织⋯⋯⋯⋯⋯．．．⋯⋯⋯⋯⋯⋯”⋯⋯”一(292)

’2乡镇土地监察组织000 000 0·0 00·⋯⋯⋯⋯⋯⋯⋯⋯⋯⋯⋯⋯(293)

第三节土地信访⋯⋯⋯⋯⋯⋯⋯⋯⋯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0@0 00，(294)

第四节土地管理。三无"乡镇建设⋯⋯⋯⋯⋯⋯⋯00·000 000 000$Oe⋯(296)

第五节土地违法行为查处⋯⋯⋯⋯⋯⋯⋯⋯⋯⋯⋯⋯⋯⋯⋯⋯(298)

l土地专项治理⋯⋯⋯⋯⋯⋯⋯⋯·⋯⋯⋯⋯⋯⋯⋯⋯⋯一(298)

2土地案件查处(案例选录)⋯⋯⋯⋯⋯⋯⋯⋯⋯⋯⋯⋯⋯(302)

第十章土地管理体制⋯⋯⋯⋯⋯⋯⋯⋯⋯“⋯⋯⋯⋯⋯⋯⋯⋯|．．．⋯(308)．

第一节土地管理沿革⋯⋯⋯⋯⋯⋯⋯⋯⋯．．．⋯⋯⋯⋯．．．⋯⋯⋯·(308)

第二节县土地管理机构设置⋯⋯⋯⋯⋯⋯⋯⋯⋯⋯⋯⋯⋯⋯⋯(309)

1行政设置⋯⋯⋯⋯⋯⋯⋯⋯⋯⋯⋯⋯⋯⋯．．．⋯⋯⋯⋯⋯(309)

2科室设置和下属事业单位⋯⋯⋯⋯⋯⋯⋯⋯⋯⋯⋯⋯⋯(311)

第三节乡、镇土地管理机构设置概况⋯⋯⋯⋯⋯⋯⋯⋯⋯⋯⋯(314)

第卡一章人物⋯⋯⋯⋯⋯⋯⋯⋯⋯⋯⋯⋯⋯⋯⋯⋯⋯“⋯⋯⋯⋯⋯·(326)

第一节知名人士．．．⋯⋯⋯⋯⋯⋯⋯⋯⋯⋯⋯⋯”：⋯一⋯⋯⋯⋯(326)

第二节科技人才·÷⋯⋯⋯⋯⋯⋯⋯⋯“⋯⋯⋯⋯⋯⋯⋯⋯⋯⋯·(329)

第三节先进人物⋯⋯⋯⋯⋯⋯⋯⋯⋯⋯⋯⋯⋯⋯⋯⋯⋯⋯⋯⋯(331)

第十二章土地文化⋯⋯⋯⋯⋯⋯0@0 00@⋯⋯⋯⋯⋯⋯⋯@00·00·00 000@0·⋯(333)

第一节土地科研录⋯⋯⋯⋯⋯⋯⋯⋯⋯⋯⋯⋯⋯⋯⋯⋯⋯⋯”·(333)

第二节土地艺文录⋯⋯⋯⋯⋯⋯⋯⋯⋯⋯⋯⋯⋯⋯⋯⋯⋯⋯⋯(337)

第三节乡土谚语录⋯⋯⋯⋯⋯⋯⋯⋯⋯⋯⋯⋯⋯⋯’⋯⋯⋯⋯“·(341)

大事记⋯⋯⋯⋯⋯⋯⋯．．．⋯⋯⋯⋯⋯⋯⋯⋯⋯⋯⋯?⋯⋯⋯⋯⋯⋯⋯一(345)

编后记 ． ．



‘- 概述·1·

．

1’、

i ．

、

‘，

概’、述7．

。

海安县位于北纬32。327～32。417、东经120。127。120。537之间，东西最大跨

距71．1公里，南北最大跨距39．35公里，呈西宽东窄的三角形状。地处苏中偏

南，南通市北缘，为南通、扬州、盐城三市交界处。东临黄海，南与如东、如皋、泰

兴，西与泰县，北与东台等市县接壤。现政区形成于1943年抗战民主政权析泰

县、如皋、东台部分土地所建的紫石县，1948年紫石县更名为海安县，其间部分

区乡地域曾多次调整，直至1959年方固定为现县域范围。1994年，全县辖14个

建制镇、28个乡、6个场圃，559个村，5161个村民小组，总面积1108平方公里，

总人口98．85万人。海安县是南通、扬州、盐城三市吸引范围的相对空心地带，又

是三市辐射余波的重叠区，沃野镶流、资源丰富、交通发达、经济繁荣，是一片古

老而新兴的昌盛之地。 一 ·t’ +··’ 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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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县土地的形成时间相距久远，据《考古学报》载：沙岗青墩遗址、隆政吉

家墩遗址至县城沿线以西，陆地形成时间距今6000余年；东部的范公堤以西亦

有三四千年历史，现黄海新堤以东数十里是新成陆的土地，大部分为杂草丛生

的海滩或盐渍荒地，其范围现仍继续东延。全县地势低平，自然环境优越，居江

淮平原、滨海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北翼的结合部，分别为古泻湖沉积和黄泛冲积、

海相沉积、长江冲积而成；境内地形坦荡，河网密布，地面高程在1．5,---,6米之间。

由于平原各部物质来源和形成过程不同，在地貌形成上分三个地形区：：·：‘

里下河浅洼平原区，位于通扬运河以北、串场河以西，俗称“河北地区一。地

势低洼，港汉交织，海拔1．6～3米，为全县最低处，由南向北微倾。这里的“垛

田"是人工地貌，明清时，居民为防洪避涝，选择湖荡边缘的局部高地，就地取

土，逐年培高，形成四周环水的小型高地，面积大小不一¨：一·，：ij_ ．；’一⋯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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