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徽

甜

黼

014345

渊

燃
鬟

j：筝蒜。：留警辩l掰媳。 麟 量Z零鞭菇譬巍鎏j旗嚣

隧



新．疆人民出版社

醅。



责任编辑刘德润刘江波

‘乌恰县土地志
《乌恰县土地志》编纂委员会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激光照排公司照排

新疆公安厅印刷厂印刷

787X 1092 16开16．5印张250千字

1997年4月第一版1997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28—0‘306—5

9“787

ISBN7—228—04306—5／K·499定价：30元

㈣I
228

Ⅷ㈣
04306 >

矿

炉；
，

奢
1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乌恰县土地志》编纂委员会

买买提乌斯满·阿依特巴义

扎依尔·买买提周贤华孙良普张晓中高彦宇

马坎-雄哈尔

张福任陈新建徐琪华李强阿依古丽·买买提居马

彭艳文陈慧卿居马·吐尔达力 陈燕

《乌恰县土地志》编辑室

主任张福任

副主任马坎·雄哈尔

《乌恰县土地志》编纂人员

主编张福任

副主编 高彦宇马坎·雄哈尔

编辑 张福任徐琪华彭艳文阿依古丽·买买提居马李强 ．

陈新建

编 务陈慧卿居马·吐尔达力陈燕

摄 影高彦宇周志刚刘训亭贺继宏(有的照片选自《乌恰县志》)

绘 图居马·吐尔达力

编辑分工 张福任编写《概述》、《大事记》、《附录》；徐琪华编写《土地开发与

利用》、l：土地制度》；彭艳文编写《土地管理体制及管理机构》、

<土地法宣传》；阿依古丽·买买提居马、张福任编写《地籍管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乌恰县土地志》编纂委员会

买买提乌斯满·阿依特巴义

扎依尔·买买提周贤华孙良普张晓中高彦宇

马坎-雄哈尔

张福任陈新建徐琪华李强阿依古丽·买买提居马

彭艳文陈慧卿居马·吐尔达力 陈燕

《乌恰县土地志》编辑室

主任张福任

副主任马坎·雄哈尔

《乌恰县土地志》编纂人员

主编张福任

副主编 高彦宇马坎·雄哈尔

编辑 张福任徐琪华彭艳文阿依古丽·买买提居马李强 ．

陈新建

编 务陈慧卿居马·吐尔达力陈燕

摄 影高彦宇周志刚刘训亭贺继宏(有的照片选自《乌恰县志》)

绘 图居马·吐尔达力

编辑分工 张福任编写《概述》、《大事记》、《附录》；徐琪华编写《土地开发与

利用》、l：土地制度》；彭艳文编写《土地管理体制及管理机构》、

<土地法宣传》；阿依古丽·买买提居马、张福任编写《地籍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乌恰县土地志》编纂委员会

买买提乌斯满·阿依特巴义

扎依尔·买买提周贤华孙良普张晓中高彦宇

马坎-雄哈尔

张福任陈新建徐琪华李强阿依古丽·买买提居马

彭艳文陈慧卿居马·吐尔达力 陈燕

《乌恰县土地志》编辑室

主任张福任

副主任马坎·雄哈尔

《乌恰县土地志》编纂人员

主编张福任

副主编 高彦宇马坎·雄哈尔

编辑 张福任徐琪华彭艳文阿依古丽·买买提居马李强 ．

陈新建

编 务陈慧卿居马·吐尔达力陈燕

摄 影高彦宇周志刚刘训亭贺继宏(有的照片选自《乌恰县志》)

绘 图居马·吐尔达力

编辑分工 张福任编写《概述》、《大事记》、《附录》；徐琪华编写《土地开发与

利用》、l：土地制度》；彭艳文编写《土地管理体制及管理机构》、

<土地法宣传》；阿依古丽·买买提居马、张福任编写《地籍管



理》；李强编写《土地保护》、{：土地监察与土地纠纷调处》、《土地

信息与土地档案》；陈新建、张福任编写《土地资源》；阿依古丽·

买买提居马、彭艳文编写《建设用地管理》；张福任、彭艳文编写

<土地赋税》；阿依古丽·买买提居马、张福任编写《土地利用规

划》。

《乌恰县土地志》编审人员

蔡时亮买买提乌斯满·阿依特巴义陈建新周贤华孙良普张晓中

高彦宇马坎·雄哈尔依马木·买买提蒋迎春秘增仁刘稀栋



理》；李强编写《土地保护》、{：土地监察与土地纠纷调处》、《土地

信息与土地档案》；陈新建、张福任编写《土地资源》；阿依古丽·

买买提居马、彭艳文编写《建设用地管理》；张福任、彭艳文编写

<土地赋税》；阿依古丽·买买提居马、张福任编写《土地利用规

划》。

《乌恰县土地志》编审人员

蔡时亮买买提乌斯满·阿依特巴义陈建新周贤华孙良普张晓中

高彦宇马坎·雄哈尔依马木·买买提蒋迎春秘增仁刘稀栋



图片

概述⋯⋯⋯⋯⋯⋯⋯⋯⋯⋯⋯⋯⋯⋯⋯⋯⋯⋯⋯⋯⋯⋯⋯⋯⋯⋯⋯⋯⋯⋯⋯⋯⋯(1)

大事记⋯⋯⋯⋯⋯⋯⋯⋯⋯⋯⋯⋯⋯⋯⋯⋯⋯⋯⋯⋯⋯⋯⋯⋯⋯⋯⋯⋯(7)

第一章土地资源

第一节地质地貌⋯⋯⋯⋯⋯⋯⋯⋯⋯⋯⋯⋯⋯⋯⋯⋯⋯⋯⋯⋯⋯⋯⋯⋯⋯(23)

一、地质⋯⋯⋯⋯⋯⋯⋯⋯⋯⋯⋯⋯⋯⋯⋯⋯⋯⋯⋯⋯⋯⋯⋯⋯⋯⋯⋯⋯⋯⋯(23)

二、地貌⋯⋯⋯⋯⋯⋯⋯⋯⋯⋯⋯⋯···900 OOB DBI⋯⋯⋯⋯⋯⋯⋯⋯⋯⋯⋯⋯⋯⋯(27)

第二节土地面积⋯⋯⋯⋯⋯⋯⋯⋯⋯⋯⋯⋯⋯⋯⋯⋯⋯⋯⋯⋯⋯⋯⋯⋯⋯(30)

一、全县土地面积⋯⋯⋯⋯⋯⋯⋯⋯⋯⋯⋯⋯⋯⋯⋯⋯．⋯⋯⋯⋯⋯⋯000 00Q 000⋯(30)

二、各乡镇场土地面积⋯⋯⋯⋯⋯⋯⋯⋯⋯⋯⋯⋯⋯⋯⋯⋯⋯⋯⋯⋯⋯⋯⋯⋯(30)

第三节气候⋯⋯⋯⋯⋯⋯⋯⋯⋯⋯⋯⋯⋯⋯⋯⋯⋯⋯⋯⋯⋯⋯⋯⋯⋯⋯··(31)
一、盆地丘陵气候⋯⋯⋯⋯⋯⋯⋯⋯⋯⋯$gO QOOIBm⋯⋯⋯⋯⋯⋯··00 000⋯⋯⋯⋯(31)

二、山区气候⋯⋯⋯⋯⋯⋯⋯⋯⋯⋯⋯⋯⋯⋯⋯⋯⋯⋯⋯⋯⋯⋯⋯⋯⋯⋯⋯⋯(33)

第四节水利⋯⋯⋯⋯⋯⋯⋯⋯⋯-⋯⋯⋯⋯⋯⋯⋯⋯⋯⋯⋯⋯⋯⋯⋯⋯(36)
一、资源⋯⋯⋯⋯⋯⋯⋯⋯000 000 Dol oo·1

o·log⋯⋯⋯⋯⋯⋯⋯⋯⋯⋯”：⋯⋯⋯⋯⋯(36)

二、管理⋯⋯⋯⋯⋯000 OO·gO··gO···O···gI St·Q···0 00 gO$⋯⋯⋯⋯⋯⋯⋯⋯⋯⋯⋯⋯⋯(37)

第五节生物资源⋯⋯⋯⋯⋯⋯⋯⋯⋯⋯⋯⋯⋯⋯⋯⋯⋯⋯⋯⋯⋯⋯⋯⋯⋯(38)

一、野生植物⋯⋯⋯⋯⋯⋯⋯⋯⋯⋯⋯⋯⋯⋯⋯⋯⋯⋯⋯⋯⋯⋯⋯⋯⋯⋯⋯⋯(38)

二；野生动物⋯⋯⋯⋯⋯⋯⋯⋯⋯⋯⋯⋯⋯⋯⋯⋯⋯⋯⋯⋯⋯⋯⋯⋯⋯⋯⋯⋯(38)

第六节矿产资源⋯⋯⋯⋯⋯⋯⋯⋯⋯⋯⋯⋯⋯⋯⋯⋯⋯⋯⋯⋯⋯⋯⋯⋯⋯(39)

一、铁矿⋯⋯⋯⋯⋯⋯⋯⋯⋯⋯⋯⋯⋯⋯⋯⋯⋯⋯⋯⋯⋯⋯⋯⋯⋯⋯⋯⋯⋯⋯(39)

二、熔剂灰岩矿⋯⋯⋯⋯⋯⋯⋯⋯⋯⋯⋯⋯⋯⋯⋯⋯⋯⋯⋯⋯⋯⋯⋯⋯⋯⋯⋯(39)

三、铜矿⋯⋯⋯⋯⋯⋯⋯⋯⋯⋯⋯⋯⋯⋯⋯⋯⋯⋯⋯⋯⋯⋯⋯⋯⋯⋯⋯⋯⋯⋯(39)

四，铜锌矿⋯⋯⋯⋯⋯⋯⋯⋯⋯⋯⋯⋯⋯⋯⋯⋯⋯⋯⋯⋯⋯⋯⋯⋯⋯⋯⋯⋯⋯(40)

五、锶矿⋯⋯⋯⋯⋯⋯⋯⋯⋯⋯⋯⋯⋯⋯OOOOi·⋯⋯⋯⋯⋯⋯⋯⋯⋯⋯⋯⋯⋯(40)

六、金矿⋯⋯⋯⋯⋯Dog·00 0pO gll⋯o⋯⋯⋯⋯⋯⋯⋯⋯⋯$$Q 900 QOO⋯⋯⋯⋯⋯⋯⋯(40)



2

七、石油⋯⋯⋯⋯⋯⋯⋯⋯⋯⋯⋯⋯⋯⋯⋯⋯⋯⋯⋯⋯⋯⋯⋯⋯⋯⋯⋯⋯⋯⋯

八、l鬃⋯⋯⋯⋯⋯⋯⋯⋯⋯⋯⋯⋯⋯⋯⋯⋯⋯⋯⋯⋯⋯⋯⋯⋯⋯⋯⋯一⋯⋯⋯·

九、黄铁矿⋯⋯⋯⋯⋯⋯⋯⋯⋯⋯⋯⋯⋯⋯⋯⋯⋯⋯⋯⋯⋯⋯⋯⋯⋯⋯⋯⋯⋯

十、磷矿⋯⋯⋯⋯⋯⋯⋯⋯⋯⋯⋯⋯⋯⋯⋯⋯⋯⋯⋯⋯⋯⋯⋯⋯⋯⋯⋯⋯⋯⋯

十一、岩盐矿⋯⋯⋯⋯⋯⋯⋯⋯⋯⋯⋯⋯⋯⋯⋯⋯⋯⋯⋯⋯⋯⋯⋯⋯⋯⋯⋯⋯

十二、硫矿⋯⋯⋯⋯⋯⋯⋯⋯⋯⋯⋯⋯⋯⋯⋯⋯⋯⋯⋯⋯⋯⋯⋯⋯⋯⋯⋯⋯⋯

十三、石灰岩矿⋯⋯⋯⋯⋯⋯⋯⋯⋯⋯⋯⋯⋯⋯⋯⋯⋯⋯⋯⋯⋯⋯⋯⋯⋯⋯⋯

十四、石膏矿⋯⋯⋯⋯⋯⋯⋯⋯⋯⋯⋯⋯⋯⋯⋯⋯⋯⋯⋯⋯⋯⋯⋯⋯⋯⋯⋯⋯

十五、泥浆粘土矿⋯⋯⋯⋯⋯⋯⋯⋯⋯⋯⋯⋯⋯⋯⋯⋯⋯⋯⋯⋯⋯⋯⋯⋯⋯⋯

十六、陶瓷粘土矿⋯⋯⋯⋯⋯⋯⋯⋯⋯⋯⋯⋯⋯⋯⋯⋯⋯⋯⋯⋯⋯⋯⋯⋯⋯⋯

第七节旅游资源⋯⋯⋯⋯⋯⋯⋯⋯⋯⋯⋯⋯⋯⋯⋯⋯⋯⋯⋯⋯⋯⋯⋯⋯⋯
一、加力登避暑山庄⋯⋯⋯⋯⋯⋯⋯⋯⋯⋯⋯⋯⋯⋯⋯⋯⋯⋯⋯⋯⋯⋯⋯⋯⋯

二、玉奇塔什草场⋯⋯⋯⋯⋯⋯⋯⋯⋯⋯⋯⋯⋯⋯⋯⋯⋯⋯⋯⋯⋯⋯⋯⋯⋯⋯

三、尚亥草场⋯⋯⋯⋯⋯⋯⋯⋯⋯⋯⋯⋯⋯⋯⋯⋯⋯⋯⋯⋯⋯⋯⋯⋯⋯⋯⋯⋯

第二章土地开发与利用

第一节土地开发⋯⋯⋯⋯⋯⋯⋯⋯⋯⋯⋯⋯⋯⋯⋯⋯⋯⋯⋯⋯⋯⋯⋯⋯⋯

一、农业土地开发⋯⋯⋯⋯⋯⋯⋯⋯⋯⋯⋯⋯⋯⋯⋯⋯⋯⋯⋯⋯⋯⋯⋯⋯⋯⋯

二、口岸土地开发⋯⋯⋯⋯⋯⋯⋯⋯⋯⋯⋯⋯⋯⋯⋯⋯⋯⋯⋯⋯⋯⋯⋯⋯⋯⋯

第二节土地利用⋯⋯⋯⋯⋯⋯⋯⋯⋯⋯⋯⋯⋯⋯⋯一⋯⋯⋯⋯⋯⋯⋯⋯⋯
一、各乡镇场用地⋯⋯⋯⋯⋯⋯⋯⋯⋯⋯⋯⋯⋯⋯⋯⋯⋯⋯⋯⋯⋯⋯⋯⋯⋯⋯

．二、用地效益⋯⋯⋯⋯⋯⋯⋯⋯⋯⋯⋯⋯⋯⋯⋯⋯⋯⋯⋯⋯⋯⋯⋯⋯⋯⋯⋯⋯

第三章土地制度 ．

(40)

(40)

(41)

(41)

(41)

(41)

(41)

(42)

(42)

(42)

(42)

(42)

(42)

(43)

(45)

(45)

(49)

(50)

(50)

(61)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土地制度⋯．．．⋯⋯⋯⋯⋯⋯．．一⋯⋯⋯⋯⋯⋯⋯⋯⋯⋯(69)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土地制度⋯⋯⋯⋯⋯⋯⋯⋯⋯⋯⋯⋯(69)

第四章土地赋税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土地赋税⋯⋯⋯⋯⋯⋯⋯⋯⋯⋯⋯⋯⋯⋯⋯⋯⋯⋯⋯(77)

一：田赋⋯⋯⋯⋯⋯⋯⋯⋯⋯⋯⋯⋯⋯⋯⋯⋯⋯⋯”：⋯⋯⋯⋯⋯⋯⋯⋯⋯⋯⋯(77)

’．二、地价税⋯⋯⋯⋯⋯⋯⋯⋯⋯⋯⋯⋯⋯⋯⋯⋯⋯⋯⋯⋯⋯⋯⋯⋯⋯⋯⋯⋯⋯(77)

三、土地租金⋯⋯⋯⋯⋯⋯⋯⋯⋯⋯⋯⋯⋯⋯⋯⋯⋯⋯⋯⋯⋯⋯⋯⋯⋯⋯⋯⋯(78)

四、土地增值税⋯⋯⋯⋯⋯⋯⋯⋯⋯⋯⋯⋯⋯⋯⋯⋯⋯⋯⋯⋯⋯⋯⋯⋯⋯⋯⋯(78)

五、草场租金⋯⋯⋯⋯⋯⋯⋯⋯⋯⋯⋯⋯⋯⋯⋯⋯⋯⋯⋯⋯⋯⋯⋯⋯⋯⋯⋯“(78)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土地税⋯⋯⋯⋯⋯⋯⋯⋯⋯⋯⋯⋯⋯(79)
一、农业税⋯⋯⋯⋯⋯⋯⋯⋯⋯⋯⋯⋯⋯⋯⋯⋯⋯⋯⋯⋯⋯⋯⋯⋯⋯⋯⋯⋯⋯(79)

二、耕地占用税⋯⋯⋯⋯⋯⋯⋯⋯⋯⋯⋯⋯⋯⋯⋯⋯⋯⋯⋯⋯⋯⋯·叩⋯⋯⋯⋯(83)



目 录 3

三、草场管理费⋯⋯⋯⋯⋯⋯⋯⋯⋯⋯⋯⋯⋯⋯⋯⋯⋯⋯⋯⋯⋯⋯⋯⋯⋯⋯⋯(83)

四、土地经费收支⋯⋯⋯⋯⋯⋯⋯⋯⋯⋯⋯⋯⋯⋯⋯．．．⋯⋯⋯⋯⋯⋯⋯⋯⋯⋯(84)

五、土地经费管理⋯⋯⋯⋯⋯⋯⋯⋯⋯⋯⋯⋯⋯⋯⋯⋯⋯⋯⋯⋯⋯⋯⋯⋯⋯⋯(88)

第五章土地利用规划

第一节新县城建设用地规划⋯⋯⋯⋯⋯⋯⋯⋯⋯⋯⋯⋯⋯⋯⋯⋯⋯⋯(91)
一、规划布局⋯⋯⋯⋯⋯⋯⋯⋯⋯⋯ODQ OOO OOO OOi 00 000⋯⋯⋯⋯⋯⋯⋯⋯⋯⋯⋯⋯(91)

二、规划实施⋯⋯⋯⋯⋯⋯⋯⋯⋯⋯⋯⋯⋯⋯⋯⋯⋯⋯⋯⋯⋯⋯⋯⋯⋯⋯⋯⋯(93)

第二节经济建设用地规划⋯⋯⋯⋯⋯⋯⋯⋯⋯⋯⋯⋯⋯⋯⋯⋯⋯⋯·(96)
一、农业规划⋯⋯⋯⋯⋯⋯⋯⋯⋯⋯⋯⋯⋯⋯⋯⋯⋯⋯⋯⋯⋯⋯⋯⋯⋯⋯⋯⋯(96)

二、畜牧业规划⋯⋯⋯⋯⋯⋯⋯⋯⋯⋯⋯⋯⋯⋯⋯⋯⋯⋯⋯⋯⋯⋯⋯⋯⋯⋯·?·(96)

三、林业规划⋯⋯⋯⋯⋯⋯⋯⋯⋯⋯⋯⋯⋯⋯⋯⋯⋯⋯⋯⋯⋯⋯⋯⋯⋯⋯⋯⋯(97)

四、水利规划⋯⋯⋯⋯⋯⋯⋯⋯⋯⋯⋯⋯⋯⋯⋯⋯⋯⋯⋯⋯⋯⋯⋯⋯⋯⋯⋯⋯(98)

五、矿产资源开发规划⋯⋯⋯⋯⋯⋯⋯?⋯⋯⋯⋯⋯⋯⋯⋯⋯⋯⋯⋯⋯⋯⋯⋯”(99)

六、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99)

七、林业生产三期工程总体布局和建设规划⋯⋯⋯⋯⋯⋯⋯⋯⋯⋯⋯⋯⋯⋯(101)

八、各乡镇场的规划⋯⋯⋯⋯⋯⋯⋯⋯⋯⋯⋯⋯⋯⋯⋯⋯⋯⋯⋯⋯⋯⋯⋯⋯(102)

第三节开发区的建设规划⋯⋯⋯⋯⋯⋯⋯⋯⋯⋯⋯⋯⋯⋯⋯⋯⋯“(103)
一、果园建设规划⋯⋯⋯⋯⋯⋯⋯⋯⋯⋯⋯⋯⋯⋯⋯⋯⋯⋯⋯⋯⋯⋯⋯⋯⋯(103)

二、口岸建设规划⋯⋯⋯⋯⋯⋯⋯⋯⋯⋯⋯⋯⋯⋯⋯⋯⋯⋯⋯⋯⋯⋯⋯⋯⋯(104)

． 第六章建设用地管理

第一节国家建设用地管理⋯⋯⋯⋯⋯⋯⋯⋯⋯⋯⋯⋯⋯⋯⋯⋯⋯⋯⋯·(107)
一、管理原则⋯⋯⋯⋯⋯⋯⋯⋯⋯⋯⋯⋯⋯⋯⋯⋯⋯⋯⋯⋯⋯⋯⋯⋯⋯⋯⋯(107)

二、国家建设用地前期管理⋯⋯⋯⋯⋯⋯⋯⋯⋯⋯⋯⋯⋯⋯⋯⋯⋯⋯⋯⋯⋯(108)

三、国家建设用地后期管理⋯⋯⋯⋯⋯⋯⋯⋯⋯⋯⋯⋯⋯⋯⋯⋯⋯⋯⋯⋯⋯(109)

第二节集体、个人建设用地管理⋯⋯⋯⋯⋯⋯⋯⋯⋯⋯⋯⋯⋯⋯⋯”(110)
一、乡(镇)村企业建设用地管理⋯⋯⋯⋯⋯⋯⋯⋯⋯⋯⋯⋯⋯⋯⋯⋯⋯⋯⋯(110)

二、农村居民建设用地管理⋯⋯⋯⋯⋯⋯⋯⋯⋯⋯⋯⋯⋯⋯⋯⋯⋯⋯⋯⋯⋯(111)

第三节开发区用地管理⋯⋯⋯⋯⋯⋯⋯⋯⋯⋯⋯⋯⋯⋯⋯⋯⋯⋯⋯⋯(117)

第四节旅游区用地管理⋯⋯⋯⋯⋯⋯⋯⋯⋯⋯⋯⋯⋯⋯⋯⋯⋯⋯⋯⋯·(118)

第七章地籍管理

第一节民国时期的地籍管理⋯⋯⋯⋯⋯⋯⋯⋯⋯⋯⋯⋯⋯⋯⋯⋯⋯(119)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地籍管理⋯⋯⋯⋯⋯⋯⋯⋯⋯⋯⋯⋯(120)

一、土壤普查⋯⋯⋯⋯⋯⋯⋯⋯⋯⋯⋯⋯⋯⋯⋯⋯．．．⋯⋯⋯⋯⋯⋯⋯⋯⋯⋯(120)

二、土地利用现状调查⋯⋯⋯⋯⋯⋯⋯⋯⋯⋯⋯⋯⋯⋯⋯⋯·O 000⋯⋯⋯⋯(12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

三、边界000 OO QOB⋯⋯⋯⋯⋯⋯⋯⋯⋯⋯⋯⋯⋯⋯⋯⋯⋯⋯⋯⋯⋯⋯⋯⋯⋯⋯

四、乡村牧场及工矿企业地界⋯⋯⋯⋯⋯⋯⋯⋯⋯⋯⋯⋯⋯⋯⋯⋯⋯⋯⋯⋯

五、土地登记发证⋯⋯⋯⋯⋯⋯⋯⋯⋯⋯⋯⋯⋯⋯⋯⋯⋯⋯⋯⋯⋯⋯⋯⋯⋯

六、土地分等定级⋯⋯⋯⋯．．．⋯⋯⋯⋯⋯⋯⋯⋯⋯⋯⋯⋯⋯⋯⋯⋯⋯⋯⋯⋯

第八章土地保护

第一节耕地保护⋯⋯⋯⋯⋯⋯⋯⋯⋯⋯⋯⋯⋯⋯二⋯⋯⋯⋯小⋯⋯⋯⋯”

一、保护措施⋯⋯⋯⋯⋯⋯⋯⋯⋯⋯⋯⋯⋯⋯⋯⋯⋯⋯⋯⋯⋯⋯⋯⋯⋯⋯⋯

二、保护成果⋯⋯⋯⋯⋯⋯⋯⋯⋯⋯⋯⋯⋯⋯⋯⋯⋯⋯⋯⋯⋯⋯⋯⋯⋯⋯⋯

第二节牧草地保护·⋯⋯⋯⋯⋯⋯⋯⋯⋯⋯⋯⋯⋯⋯⋯⋯⋯⋯⋯⋯⋯⋯“

一、保护措施⋯⋯⋯⋯⋯⋯⋯⋯⋯⋯⋯⋯⋯⋯⋯⋯⋯⋯⋯⋯⋯⋯⋯⋯⋯⋯⋯

二、保护成果⋯⋯⋯⋯⋯⋯⋯⋯⋯⋯⋯⋯⋯⋯⋯⋯⋯⋯⋯⋯⋯⋯⋯⋯⋯⋯⋯

第三节林地保护⋯⋯⋯⋯⋯⋯⋯⋯⋯⋯⋯⋯⋯⋯⋯⋯⋯⋯⋯⋯⋯⋯⋯⋯

一、保护措施⋯⋯⋯⋯⋯⋯⋯⋯⋯⋯⋯⋯⋯⋯⋯⋯⋯⋯⋯⋯⋯⋯⋯⋯⋯⋯⋯

二、保护成果⋯⋯⋯⋯⋯⋯⋯⋯⋯⋯⋯⋯⋯⋯⋯⋯⋯⋯⋯⋯⋯⋯⋯⋯⋯⋯⋯

第四节水土保护⋯⋯⋯⋯⋯⋯⋯⋯⋯⋯⋯⋯⋯⋯⋯⋯⋯⋯⋯⋯⋯⋯⋯⋯
一、保护措施⋯⋯⋯⋯⋯⋯⋯⋯⋯⋯⋯⋯⋯⋯⋯⋯⋯⋯⋯⋯⋯⋯⋯⋯⋯⋯⋯

二、保护成果⋯⋯⋯⋯⋯⋯⋯⋯⋯⋯⋯⋯⋯⋯⋯⋯⋯⋯⋯⋯⋯⋯⋯⋯⋯⋯⋯
1

第九章土地监察与土地纠纷

(132)

(133)

(140)

(143)

(145)

(145)

(149)

(149)

(150)

(151)

(151)

(152)

(154)

(156)

(156)

(157)

第一节土地监察机构⋯⋯⋯⋯⋯⋯⋯⋯⋯⋯⋯⋯⋯⋯⋯⋯⋯⋯⋯⋯⋯”(159)
第二节土地违法案件查处⋯⋯⋯⋯⋯⋯⋯⋯⋯⋯⋯⋯⋯⋯⋯⋯⋯⋯⋯(159)
第三节土地纠纷⋯⋯⋯⋯⋯⋯⋯⋯⋯⋯⋯⋯⋯⋯⋯⋯⋯⋯⋯⋯⋯⋯⋯⋯(160)

一、草场纠纷⋯⋯⋯⋯⋯⋯⋯⋯⋯⋯⋯⋯⋯⋯⋯⋯⋯⋯⋯⋯⋯⋯⋯⋯⋯⋯⋯(160)

二、宅基地纠纷⋯⋯⋯⋯⋯⋯⋯⋯⋯⋯⋯⋯⋯⋯⋯⋯⋯⋯⋯⋯⋯⋯⋯⋯⋯⋯(162)

三、其他土地纠纷⋯⋯⋯⋯⋯⋯⋯⋯⋯⋯⋯⋯⋯⋯⋯⋯⋯⋯⋯⋯⋯⋯⋯⋯⋯(162)

第十章土地信息与土地档案

第一节土地信息⋯⋯⋯⋯⋯⋯⋯⋯⋯⋯⋯⋯⋯⋯⋯⋯⋯⋯⋯⋯⋯⋯⋯⋯

第二节土地档案⋯⋯⋯⋯⋯⋯⋯⋯⋯⋯⋯⋯⋯⋯⋯⋯⋯⋯⋯⋯⋯⋯⋯⋯

一、地籍管理档案⋯⋯⋯⋯⋯⋯⋯⋯⋯⋯⋯⋯⋯⋯⋯⋯⋯⋯⋯⋯⋯⋯⋯⋯⋯

二、土地利用规划档案⋯⋯⋯⋯⋯⋯⋯⋯⋯⋯⋯⋯⋯⋯⋯⋯⋯⋯⋯⋯⋯⋯⋯

三、建设用地档案⋯⋯⋯⋯⋯⋯⋯⋯⋯⋯⋯⋯⋯⋯⋯⋯⋯⋯⋯⋯⋯⋯⋯⋯⋯

四、其他文件资料档案⋯⋯⋯⋯⋯⋯⋯⋯⋯⋯⋯⋯⋯⋯⋯⋯⋯⋯⋯⋯⋯⋯⋯

第十一章土地法宣传

第一节土地日⋯⋯⋯⋯⋯⋯⋯⋯⋯⋯⋯⋯⋯⋯⋯⋯⋯⋯⋯⋯⋯⋯⋯⋯⋯

(167)

(167)

(167)

(167)

(168)

(168)

(169)



目 录 5

一、土地日的确定⋯⋯⋯⋯⋯⋯⋯⋯⋯‘⋯⋯⋯·：⋯⋯⋯⋯⋯⋯⋯⋯⋯⋯⋯⋯·(169)

二、土地日宣传⋯⋯⋯⋯⋯⋯⋯⋯⋯⋯⋯⋯⋯⋯⋯⋯⋯⋯⋯⋯⋯⋯⋯⋯⋯⋯(169)

第二节土地法普及教育⋯⋯⋯⋯⋯⋯⋯⋯⋯⋯⋯⋯⋯⋯⋯⋯⋯⋯⋯⋯·(170)
一、学习宣传《土地管理法>0@@00@0BO O@D@OB⋯⋯⋯⋯⋯⋯⋯⋯⋯⋯⋯⋯⋯⋯⋯⋯(170)

二、业务培训⋯⋯⋯⋯⋯⋯⋯⋯⋯⋯⋯⋯⋯⋯⋯⋯⋯⋯⋯⋯⋯⋯⋯⋯⋯⋯⋯(171)

第三节日常宣传⋯⋯⋯⋯⋯⋯⋯⋯⋯⋯⋯⋯⋯⋯⋯⋯⋯⋯⋯⋯⋯⋯⋯⋯(171)

第十二章土地管理体制及管理机构

第一节土地管理体制⋯⋯⋯⋯⋯⋯⋯⋯⋯⋯⋯⋯⋯⋯⋯⋯⋯⋯⋯⋯⋯·(173)
一、民国时期的土地管理体制⋯⋯⋯·OO@D⋯⋯⋯⋯⋯⋯⋯⋯⋯⋯⋯⋯⋯⋯⋯(173)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土地管理体制⋯⋯⋯⋯⋯⋯⋯⋯⋯⋯⋯⋯⋯⋯(173)

第二节土地管理机构⋯⋯⋯⋯⋯⋯⋯⋯⋯⋯⋯⋯⋯⋯⋯⋯⋯⋯⋯⋯⋯”(175)
一、民国时期的土地管理机构⋯⋯⋯⋯⋯⋯⋯⋯⋯⋯⋯⋯⋯⋯⋯⋯m⋯⋯⋯(175)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土地管理机构⋯⋯⋯⋯⋯⋯⋯⋯⋯⋯⋯⋯⋯⋯(175)

第三节土地管理队伍⋯⋯⋯⋯⋯⋯⋯⋯⋯⋯⋯⋯⋯⋯⋯⋯⋯⋯⋯⋯”(176)
一、人员构成⋯⋯⋯⋯⋯⋯⋯⋯⋯⋯⋯⋯⋯⋯⋯⋯⋯⋯⋯⋯⋯⋯⋯⋯⋯⋯，⋯(176)

二、职业道德教育⋯⋯⋯⋯⋯⋯⋯⋯⋯⋯⋯⋯⋯⋯⋯⋯⋯⋯⋯⋯⋯⋯⋯⋯⋯(177)

三、土地管理人员名录⋯⋯⋯⋯⋯⋯⋯⋯⋯⋯⋯⋯⋯⋯⋯⋯⋯⋯⋯⋯⋯⋯⋯(177)

四、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178)

附录

关于成立乌恰县土地管理局的通知⋯⋯⋯⋯⋯⋯⋯⋯⋯⋯⋯⋯⋯⋯⋯⋯(181)

关于印发土地登记规则和成立土地登记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181)

关于成立县处理土地纠纷领导小组的通知⋯⋯⋯⋯⋯⋯⋯⋯⋯⋯⋯(182)
关于成立《乌恰县土地志》编纂委员会的通知⋯⋯⋯⋯⋯⋯⋯⋯⋯⋯⋯⋯(183)

新疆乌恰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报告⋯⋯⋯⋯⋯⋯⋯⋯⋯⋯⋯⋯⋯⋯·(183)

后记⋯⋯⋯⋯⋯⋯⋯⋯⋯⋯⋯⋯⋯⋯⋯⋯⋯⋯⋯⋯⋯⋯⋯⋯⋯⋯⋯⋯⋯⋯⋯(209)



序一

序言．一

蔡时亮①

《乌恰县土地志》即将付梓成书，这是我县继《乌恰县志》出版之

后的第五部志书，也是我县第一部土地志，是我县文化建设的又一

项新的成果，令人欣慰，表示祝贺!

“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生存的源泉"。这是马克思论述土地重

要性的一句名言。土地是人类生存发展之本，人离不开土地，人与土

地是唇齿相依。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这句话道出了

土地为人类造福的真实含义。《乌恰县土地志》以具体而真实的资料

记述了乌恰县土地的变迁、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状，让人们进一步

懂得“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一项基本

国策，人人要贯彻执行，搞好土地管理工作；深化土地管理体制和土

地使用制度改革，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促进经济发展服

务。此外，让人们以史为镜，开拓进取，发展经济，振兴鸟恰，这就是

编纂此志的目的所在。此志内容充实，记事具体，体例完备，突出了

“土地"这一特点，是一部有借鉴价值的专志。

。《乌恰县土地志》是在国家土地管理局颁发《土地史志编纂暂行

办法》之后编纂的，为了按时搞好此志，乌恰县人民政府成立了《乌。

恰县土地志》编纂委员会，特聘请原县史志办主任张福任担任主编，

从此在《乌恰县土地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有计划地开展修志工

作。但资料残缺不全，编修志书遇到了很大困难。困难挡不住有心

人，“有志者，事竞成”，编修人员迎着困难上，不畏艰苦，饱尝酷热，

① 蔡时亮，系中共鸟恰县委员会书记。



乌恰县土地志

内查外调，搜集资料，默默无闻地耕耘，夜以继日地编纂志稿，经6

个多月的辛勤努力就编出了25万多字的初稿，为我县编修速度最

快的二部志书。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我县的修志光荣传统，使编纂土

地志的工作走在全自治州的前列，这是全体编修人员共同努力的结

果。编修人员为了编纂此志而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出了重大贡献，

许多同志也为编纂此志而给予了大力支持，借此一并表示谢意。

此志出版后是我县传之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更好地为乌

恰县政治、经济、文化服务，为当前的改革开放服务。

1996年12月



1．9万多平方公里，边境线长400多公里。克孜勒苏河从西至东横

贯全县，闻名遐迩的玉奇塔什草原牛羊肥壮；对外开放的吐尔尕特

和伊尔克什坦两个口岸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县境群山雄奇，层峦叠

嶂，渠道纵横交错，林带拥绕。

乌恰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

汉政府在乌垒城设西域都护府后，鸟恰随之归入中国版图，清光绪

十年(1884)，新疆建省，乌恰属喀什噶尔道。光绪九年(1883)疏附建

县，乌恰属疏附县管辖。民国9年(1920)，疏附县在鸟恰设乌鲁克恰

提县佐。民国19牟(1930)，国民政府行政院准设乌鲁克恰提设治

局。民国27年(1938)，正式建乌恰县，隶属喀什行政区。1949年9

月，乌恰和平解放，1954年，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成立，乌恰县

归其管辖。乌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南疆通往中亚的交通枢纽，是

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1959年，在乌鲁克恰提山中发现波斯萨

珊王朝的库思老二世的银币和金条；鸟恰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在边陲居住的各族人民，尤其是柯尔克孜族人民，为捍卫神圣的国

土而英勇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捍卫祖国统一的英雄凯歌。鸟恰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牧业生产飞速发展，改革开放取得可喜的

成绩，如今鸟恰正在腾飞。我是土生土长的鸟恰人，为鸟恰的光荣历

史而自豪，为乌恰拥有辉煌的今天而自慰。今天，我要当好人民的

“公仆”，在这块广袤而英雄的土地上奋斗不息，把乌恰建设好。我获

。 买买提鸟斯满·阿依特巴义，系乌恰县县长，柯尔克孜族。



乌恰县土地志

悉县土地管理所编纂《鸟恰县土地志》感到由衷的高兴，感奋之余，
写上数语为之作序。

《乌恰县土地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运用辨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完整、准确、系统、科学地展示我县

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状，其内容包括土地资源、土地开发与利用、

土地制度、土地赋税、土地利用规划、建设用地管理、地籍管理、土地

保护、土地监察与土地纠纷调处、土地信息档案、土地法宣传、土地

管理体制改革等诸方面，重点记述了以柯尔克孜族为主的各族人民

在鸟恰这块边陲大地上辛勤劳动的光辉业绩，尤其以翔实的资料记

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贯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

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取得的成效，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乌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
是一部有价值的专志。此志出版后将促进全县土地管理工作的顺利

开展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我县编写《乌恰县土地志》起步较晚，当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

州土地管理局发出编写《土地志》的通知后，县城建局、土地管理所

的领导积极进行了准备。今年5月29日县人民政府成立了乌恰县
土地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工作正式开始。编修人员接受任务后，克服

各种困难，多方搜集资料，加班加点，赶写志稿，仅6个多月，即完成

了撰写初稿的任务。这部专志凝聚了全体修志人员的心血，是我县
第一部土地志，可喜可贺。我代表县人民政府表示敬意和祝贺。但

由于编修人力不足，资料残缺，时间仓促，错漏难免，敬请读者批评
指正。

199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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