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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略古详今，古

为今用原则，记述文安县土地资源、土地制度及土地管理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时间断限

’本志上限尽可能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至1996年底。

三、体裁结构

本志结构为章、节、目；采用语体文，以记述为主，适当配以图、表、照片。

四、纪年方法

本志纪年建国前使用历史纪年并加注公元纪年，建国后使用公元纪年。

五、数据来源

本志采用数据，1987年县土地管理局建立前以县统计局数据为主，1987

年后以县土地局数据为主。

六、计量单位

本志计量单位采用各个时期的通用或法定计量单位；简化字、数字的使用

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o

．七、名称称谓

对于频繁使用的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后改用简称。

八、资料来源

本志资料来源，以档案、志书、史书资料为主，辅之以一些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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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文安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平原，东经116012’至116045’，北纬38043’至39D

3’，地处北京、天津、保定三市鼎足交汇之处，东与天津静海县为邻，西与任丘

市接壤，东西长44．25公里；北与雄县、霸州市隔河相望，南同大城县相连，南

北宽31．25公里。全县面积1029平方公里，耕地面积86．68万亩。县辖11镇

2乡、5个国营农场，383个行政村，人口43万。古为幽冀之地，西汉置县，县城

在今大柳河镇一带。隋大业七年(611年)炀帝割平舒、文安二县的部分辖区

设丰利县。唐贞观元年(627年)丰利县并入文安县，改丰利县城为文安县城

(原县城遂废)，属瀛州，后属鄣州，后周至清属霸州，中华民国时期属河北省津

海道。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几经分合，于1949年3月同新雄县(由原新

镇县和雄县东南的部分村组成)合并为文安县o 1958年11月，文安、大城二县

并入任丘县o 1961年6月二县从任丘县析出，合称文安县，同年12月底，大城

又从文安析出，各自为县，今同属河北省廊坊市。

文安县的土地所有制可上溯到4000年前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从奴隶制国

家开始了对土地的占有，出现了奴隶制国家土地所有制。春秋战国时期，随着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始萌芽。战国时期，封建土地私有制在

社会剧烈变动中得到了大发展。到秦汉时期，以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地

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形式为基本构成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逐步

确定和稳定下来。几千年间，虽然经过多次战乱和改朝换代，但封建土地所有

制始终是稳定发展的。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废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但以

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为特征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却仍然保留下来。直到

1945年文安县从日伪统治下获得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土地改

革，才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与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相适应，文安县历代土地管理体制也有所不同。从

西周奴隶制国家设立司徒开始，统治阶级对土地的管理日益加强，管理机构和

律法多有改变，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段的统治和满足其

需要。它对土地的调查、登记、清理丈量，其目的是按照田亩征税，防止隐瞒逃

避赋税徭役，以保证封建王朝的财政收入o
‘

封建土地所有制决定了私有土地使用制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实行

土地改革以后，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土地实行国家和个人使用制度，1962年



文安县土地志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明确三级所有(即公社、
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取消土地的私有制度，土地实行国家和集体使用制

度，在这个基本原则下，土地的使用形式也不断发生变化o

新中国成立后，文安县先后经历了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政社分开，以及

家庭联产承包等重大的变革o，

建国后的文安县土地管理工作，初期沿用旧机构的组织形式。之后，逐步

建立了土地分管体制，先后由民政、财政、城建、农业等政府部门分别管理土地

行政工作、公产地产管理工作、城乡征用土地审查报批工作、土地规划和利用

工作。土地管理机构的分合演变，形成了城乡土地分管、多头分散管理的体

制。在土地使用上，逐步形成了与计划经济模式相适应的以实行土地行政划

拨、无偿无限期使用，严禁流转为特点的城乡土地管理形式。

自1987年4月起，文安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后，文安县的土地管理工作开

始了新的里程。从此，县土地管理局成为唯一有权代表文安县人民政府行使

城乡土地统一开发、利用、整治、保护等方面职权的职能机构。按照县政府土

地管理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切实保护耕地，抑制耕地面积锐减；大力开发利用

荒废土地和闲散地；强化土地执法宣传，使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懂法、执法、依法

办事的要求，县土地管理局积极开展了各项工作：

(一)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市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按

着实际情况，制定行政措施和规章规定，分别以县政府，县政府办公室和县土

地管理局的名义下发。就过去遗留的各类违法占地处理，严格控制砖瓦窑生

产占用耕地、农村居民宅基地确权发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建立

基本农田保护区、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方

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做出了明确规定o

(二)开展了全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工作，以村为单位，全面查清土地类

型、数量、质量、分布，利用现状，并做出了科学评价o 。

(三)编制了《文安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明确了2010年全县土地利用的

目标与方向，使全县土地的开发、利用、整治，保护纳入规划管理的轨道，使土

地利用的数量结构和空间布局得到了进一步优化，预测了农业发展、人口增长

和建设用地，为县人民政府调控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o

(四)an强建设用地管理。为解决各部门建设用地和保证农业稳定发展，

实行了项目用地定额、非农业建设用地年度计划控制，以及严格报批与审查用

地项目等办法。截止到1996年底，核退核减不合理用地450宗，节约用地

1866亩，其中节约耕地1330亩，有力地遏制和扭转了用地单位多征少用、宽打

2



概 述

窄用、征而不用等浪费土地资源的倾向。

(五)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开发利用荒废土地，调动群众承包开发荒废土地

的积极性，自1987年至1996年，全县共开发各类土地资源4万余亩，分别改造

为耕地、果园、林地、水产养殖地等等o

(六)开展基本农田保护工作口从1990年开始，经过历年的逐步调整、完

善，到1996年底，全县共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地块1553个，保护面积达630135

亩，耕地保护率达到了77．1％，为稳定农业基础提供了土地保障o

(七)开展了城镇地籍调查，进行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自

1991年起，全县11个建制镇开展此项工作，至1996年底，全县共调查3863宗

地，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3507份。实现了城镇国有土地依证管理，持证用

地，为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和城乡地政统一管理奠定了基础。

(八)加强土地执法监察工作。县人民政府和土地管理部门一直把乱占、

滥用、浪费土地作为土地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从1987年起，全县逐步

建立起了县、乡(镇)、村三级土地管理网络。全县383个村全部成立了土地管

理领导小组。并在全县范围开展了“三无乡镇99．U三无村”达标竞赛活动，严肃

查处各类违法占地案件，维护了土地所有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总之，进入90年代，全县人民对保护土地、依法用地、正日益引起高度重

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也给土地管理工作注入了新的活

力，赋予新的内容。随着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随着各级领导和人民

群众对土地资源重视程度的日益提高，文安县的土地管理工作一定会提到一

个更高的水平，文安大地一定会更加生机勃勃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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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西汉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分巨鹿、济北郡的部分地域置渤海郡，共辖

二十六县，文安为其中之一。治所在今大柳河镇东。

东汉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复国，文安县属冀州渤海郡。

永元二年(公元90年)，文安改属冀州河间国。

西晋

泰始元年(公元265年)，文安县改属冀州章武国。

元康四年(公元294年)，文安县二月地震，八月地裂水出，死百余人。

东晋

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文安县八月大雪成灾，人马多冻死。

北魏

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水经唐县至河陵县(今任丘市陵城村)故城

东，流向东北过文安县境后流入易水(今大清河)。

隋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文安县改属瀛州。．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征辽途经文安，见此地三河合流，地处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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