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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土地志》历时2年，几易其稿，终于面世。这是我区土地管理事业发

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大兴安岭地区地处祖国北部边疆，土地面积82，975平方公里，是我国规模最

大的重要林业生产基地。巍巍的山岭，茫茫的林海，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珍稀

野生动植物资源，哺育了世世代代在这古老荒原上拓荒的中华儿女。

据考古和史料记载，早在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就有人类活动。据先

秦古籍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大兴安岭早期居民已经和中原王朝建立了臣属关兼。

清代康熙皇帝为加强边关管理，在千里林海中设立了嫩江至漠河多处驿站，称之为

“黄金之路”o
’

“盛世修志”。按照行署的要求，地区土地局成立了编纂委员会，邀请了参加大

兴安岭开发建设的资深人士主持编纂。该志书上溯清代，下断于1998年12月。

比较翔实地记述了大兴安岭地区土地管理、土地开发、土地管理机构、地籍管理等

方面的历史。特别是1986年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实施以

来。土地管JE-Y-作的发展变化更为翔实完整。该志书依据大兴安岭地区土地利用

现状调查，结合历年的土地变更调查，详细地介绍了大兴安岭地区的土地利用现

状。‘

“志以致用”为宗旨。组织力量进行编纂，目的在于使《大兴安岭土地志》成为

“资政之书，教化之篇”o使大兴安岭人更深入地了解大兴安岭，更加热爱这块美丽

富饶的土地。广泛宣传大兴安岭，感召有识之士，参与投身于大兴安岭地区的经济

建设。

在《大兴安岭土地志》的编纂过程中，参加编纂的人员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

史实和资料进行分析考证，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规范，体现了思想性、科学性

的统一，真实地反映了大兴安岭地区土地管理的发展史。

二年的修志历程，行署土地管理局的领导时刻关注着《大兴安岭土地志》的编

纂进程，多次召开会议研讨，编纂人员笔耕不辍，才始得该志早日面世o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o展望未来，全区土地管理事业在地委、行署的正确领导

下，紧紧围绕着为林区经济发展服务这个大局，认真贯彻落实土地基本国策，合理

利用土地资源，为林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

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副局长

二o o一年二月
撕彼



概 述

大兴安岭地区位于黑龙江省的最北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北部的一个地

区，纬度最高的漠河县漠河村被称为我国的“北极”，气温在全国最低，1969年2月

13日气温降至一52．3℃o地区的地理座标为北纬50008’至53034’、东经为121011’

至127002’o行政管辖土地面积为82975平方公里，占黑龙江省土地面积的18．

25％、占全国陆地土地面积的0．86％o与浙江省的土地面积相接近。境内西部和

中部有逶迤起伏的大兴安岭和伊勒呼里山。矿产资源丰富、森林茂密；北部有阿木

尔河、呼玛河、宽河水系直接注入黑龙江；南部有那都里河、多布库尔河、甘河水系

汇入松花江的上游水系嫩江；内部大小河川纵横、湖泊泡沼星罗棋布。各河流域的

中下游区域是发展农、林、牧、渔业的好地方。地貌：中山占3．8％、低山占49．6％、

丘陵和山间盆地占46．6％，中山、低山和丘陵是全国主要的木材生产基地。年降

雨量450毫米左右，气候为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土壤以棕色针叶林土、暗棕壤

为主，丘陵和河谷地带分布着黑土、草句土和沼泽土。

大兴安岭地区的土地开发和内地相比较晚，14世纪中叶住在这里的土著族人

学会种植粮食和蔬菜，明朝时期，今漠河、塔河、呼玛县一带已盛产大麦、燕麦、稷

子、荞麦、大麻、豌豆、黄瓜、大豆、蒜等作物o 17世纪40年代，由于沙俄的入侵，清

廷为了抗击沙俄的入侵，对黑龙江上游一带实行坚避清野政策，居住在这里的居民

被迫迁至嫩江流域居住，使该地土地荒芜，土地开发停滞o 1677年(清康熙六年)

虽提倡“开荒垦田、永准为业”，但清廷为了保持“龙兴”之地，把吉林城以北的地区

划为重点禁区“严禁移民之居住、田地之垦辟、森林矿产之采伐、人参东珠之掘捕”o

1860年(清咸丰十年)开禁放垦，但大兴安岭地区，地处偏远，居民寥寥无几，开禁

放垦并未给该地区带来土地开发机遇。1877年漠河发现金矿以后，由于采金人员

的增加，政权的设立，为解决吃粮问题，民国3年，呼玛县又开始种植小麦和燕麦，

并要求开放边荒，因此，土地开发又进入了新的阶段，但进展缓慢o 1947年3月呼

玛县全境解放，1948年2月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平分土地，加快了土地资源的开发

利用o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大兴安岭林区的开发建设o 196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开发大兴安岭林区，1965年开始全面开发，到1970年

进入开发高潮。由于林业的开发带动了农业、牧业、城镇、农村居民点、工矿、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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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业用地的开发o 1998年全地区已建成3个县、4个区、33个乡(镇)和10个林业

局。境内修筑铁路794．48公里、修筑公路14901．2公里。各业用地面积为：耕地

71526公顷，占地区土地面积的0．86％；林地7146771公顷，占86．13％；牧草地

17468公顷。占0．21％；居民点及工矿用地44366公顷，占O．53％；交通用地18049

公顷，占O．22％；水域71041公顷，占0．86％；未利用土地928284公顷，占11．19％。

土地资源利用率为88．8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土地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镇国有土

地使用制度也开始改革，变国有土地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o 1993年地区土地资源

详查，国有土地面积8270083公顷，占全区土地面积的99．67％；集体所有制土地面

积23733公顷，占全区土地面积的0．29％；未定权属土地面积3689公顷，占全区土

地面积的O．04％o到1998年底，全区共出让国有土地123宗，土地面积22．29公

顷，收缴土地有偿使用费1432．74万元。

为了维护国有土地、集体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地籍管理工

作，解决单位之间用地的矛盾，1989年开展了全区的土地划界工作，同时也进行了

农村土地的权属调查、城镇地籍调查o 1992年根据国务院55号令，对国有土地使

用制度进行改革，推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和开展土地变更登

记、土地统计以及城镇土地的评等定级等工作。到1993年底，完成了全区的土地

权属调查o 1998年底完成全区城镇地籍调查工作，共调查宗地70895宗，面积为

16044公顷，发放国有土地使用证53300册，集体土地所有权证359册。调查建制

镇30个，面积为11244．34公顷。累计完成土地变更登记981宗，面积为62．56公

顷o

1914年黑龙江省城镇的街基地、镇地、宅基地进行清丈，发给财政部印照。

1928年7月民国政府公布《土地征收法》。东北沦陷时期，除军事用地强占外，对建

设用地由伪满政府有偿征收。伪满政府于1939年开始对城镇进行地籍整理，对城

镇土地进行统一管理。征用土地管理始于清未中东铁路占地，对官地划拔，对民地

收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节约用地、保护耕地、控制建设用地，国家和省

人民政府发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性文件。主要有：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东

北区人民政府颁布了《东北区土地管理条例》o

1962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农村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o共9章60条重申了土地权属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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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9月2日，黑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家有关土地政策、法令，制定了《黑龙江省土地管理暂

行条例》o共12章49条o 』

1986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

的通知》o

是年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

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1987年1月1日起实行o

1987年7月25日，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通过了《黑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并于同年11月1日起实行o

1990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以55号令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出租、抵

押、划拨和终止作出了明确规定o ．

1994年7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A．R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o

。1998年8月29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1999年1月1

日起施行。

大兴安岭地区土地管理局自1987年成立后，根据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和上

级的有关文件精神，加强了对土地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加强了对农村用地、土

地征用、城镇建设用地、交通用地和其它用地的管理。编制了基本农田、菜田保护

区规划，指导三县四区完成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编。使节约用地、保护耕地和林

地、控制建设用地、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政策得以落实，为今后的土地管理和合理

利用土地资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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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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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地区土地面积82975平方公里，占黑龙江省土地面积的18．25％，与

浙江省的土地面积相接近。中部的伊勒呼里山横穿大兴安岭地区，把大兴安岭地

区分成岭北和岭南两部分。自然资源丰富，森林茂密，是松嫩平原的天然屏障，是

我国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土地开发利用潜力很大。

第一章土地资源条件

大兴安岭地区土地面积较大，气候、水文、地貌、植被、土壤等自然条件相对较

差。因此，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率以及土地生产率比较低下。

第一节 政 区

‘一、地理位置 。

大兴安岭地区处于祖国的最北部，位于东经121011’至127002’；北纬50。08’至

53。34’。东西横跨6个经度，最大距离485公里；南北跨越3个纬度，最大距离379

公里。北部和东部以黑龙江为界与俄罗斯隔江相望，东南与黑河市接壤，西南与内

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毗邻，西北与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左旗相连。

二、行政区划

大兴安岭地区由黑龙江省的呼玛县、塔河县、漠河县、新林区、呼中区和版图属

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的松岭区、加格达奇区组成，松、加两区，行政上归黑龙

江省人民政府领导。
’

现大兴安岭地区辖呼玛县、漠河县、塔河县、加格达奇区、松岭区、新林区和呼

中区(即三县四区)。下属33个镇、13个乡(其中，两个民族乡)，6个街道办事处，

484个居民委员会，102个村民委员会。详见大兴安岭地区基层组织统计表。

大兴安岭地区基层组织统计表

居民委 村民委
县区 乡 镇 街道办事处

员会 员会

全区计 13 33 6 484 102

三卡乡、荣边乡、金山乡、

呼玛县 鸥浦乡、兴华乡、北疆乡、
呼玛镇、兴隆镇、古龙镇、

18 67

白银纳鄂伦春族乡
韩家园镇

依西肯乡、开库康乡、十 塔河镇、盘古镇、秀峰镇、
塔河县 97 17

八站鄂伦春族乡 瓦拉于镇



注：199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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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委 村民委
县区 乡 镇 街道办事处

员会 员会

西林吉镇、劲涛镇、图强

漠河县 漠河乡 镇、长缨镇、育英镇、兴安 52 8

镇

红旗街道、

曙光街道、

加格达 长虹街道、

奇区
加北乡、白桦乡 162 10

东山街道、

光明街道、

卫东街道

小扬气镇、大扬气镇、古
松岭区 45

源镇、新天镇、劲松镇

新林镇、翠岗镇、林海镇、

新林区 塔源镇、碧州镇、宏图镇、 63

大乌苏镇、塔尔根镇

呼中镇、碧水镇、呼源镇、
呼中区 47

雄关镇、苍山镇、宏伟镇



三、建置沿革 ，

先秦时期，为东胡部落联盟体属地。

西汉时期，为汉廷护乌桓校尉和辽东属国都双重统辖。
’

三国两晋时期，为鲜卑拓跋部辖区o

北魏时期，岭南为乌洛候地，岭北为室韦地，均隶属北魏王朝。

隋唐时期，为室韦督都府属地，受平卢节度使管辖。

辽代，岭南为上京道东北路招讨司所辖，岭北为乌吉敌烈统军司所辖。

金代，岭南归蒲与路所辖，岭北为东北路招讨司所辖，北部为乌吉敌烈统军司

所辖。

元代，成吉思汗于1214年将岭南分封于大弟弟拙赤·哈萨尔和二弟弟合赤温

额勒赤，将岭北分封给三弟弟帖木哥·斡赤斤o 1288年，元朝实行行省制，为辽阳

省开元路管辖o
’

明代，属奴儿干指挥都司管辖。今漠河县为木河卫管辖，塔河县为塔哈卫管

辖，呼玛县和新林区为额克卫管辖，加格达奇区和松岭区及呼中区为坚河卫管辖o

1645年(清顺治二年)，为盛京驻防内大臣(1646年改称昂邦章京)管辖o

1653年(清顺治十年)，由镇守宁古塔昂邦章京管辖。

1662年(清康熙元年)，由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所辖的宁古塔副都统衙门

管辖。 ’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由镇守黑龙江将军衙门所辖的瑷辉副都统管辖o

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达斡尔、鄂温克和鄂伦春族人由布特哈总管衙门

管理(副都统级)。

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岭南由黑龙江将军衙门所辖墨尔根副都统管辖。

岭北由瑷辉副都统管辖o

1731年(雍正九年)，布特哈总管管理大兴安岭各族八旗事务，隶属黑龙江将

军。

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岭南划归呼伦城总管统辖。岭东南由墨尔根副都统

管辖，岭北由瑷辉副都统管辖。

1743年(清乾隆八年)，岭西改由黑龙江将军所辖的呼伦贝尔副都统管辖o

1871年(清同治十年)，清廷将大兴安岭鄂伦春族人按住地分为五路编为佐。

阿力河流域为阿力路佐领管辖，呼玛河流域为呼玛尔路佐领管辖，多布库尔河流域

为多布库尔路佐领管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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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清光绪八年)，由黑龙江将军兴安城总管管理鄂伦春五路。

1883年(清光绪九年)兴安城总管撤裁。鄂伦春阿力路、多布库尔路由黑龙江

将军墨尔根副都统管辖，呼玛尔路由瑷辉副都统(亦称黑龙江副都统)管辖。

1884年(清光绪十年)，布特哈衙门改制为布特哈副都统，总领鄂伦春五路和

索伦部o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清廷撤裁布特哈副都统，以嫩江为界分设东、西布

特哈总管衙门。今大兴安岭地区为西布特哈总管衙门管辖。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岭南为黑龙江行省(简称黑龙江省)呼伦兵备道呼

伦直隶厅管辖，岭北为瑷辉兵备道瑷辉直隶厅管辖。

1909年(清宣统元年)，今漠河县为珠尔干河总卡伦和漠河总卡伦管辖，今塔

河县、呼玛县为呼玛尔总卡伦管辖。

1912年(民国元年)6月25日，岭北隶属民国政府黑龙江瑷辉兵备道(同年8

月26日改为黑河道)瑷辉直隶厅。同年7月1日，呼玛尔总卡伦改制为呼玛设治

局。岭南属少数民族上层叛乱分子的“为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o

1914年(民国3年)，岭南隶属黑龙江省龙江道布西总管公署。同年1月11

日，岭北呼玛设治局改制为呼玛县，漠河总卡伦改为漠河设治局，隶属黑河道。

1915年(民国4年)，岭南改制为布西设治局管辖，隶属黑龙江省龙江道。

1917年(民国6年)，岭北漠河设治局改制为漠河县，隶属于黑龙江省黑河道。

1920年(民国9年)，岭南隶属于呼伦贝尔善后督办。

1925年(民国14年)，呼伦贝尔善后督办改制为呼伦贝尔道，辖岭南地区。

1929年(民国18年)，岭北呼玛县辟设鸥浦县、呼玛县、漠河县。鸥浦县隶属于

黑龙江省黑河市政筹备处。其中：(1)呼玛县县界：呼玛县南北长420多里，南到宽

街与瑷辉县接壤，长300余里，北至兴胜口与鸥浦县接壤，长120余里，东界黑龙

江与俄国黑龙州对峙，西与嫩江县毗连，面积为1619平方公里。(2)漠河县县界：

漠河县南至马伦与鸥浦县接壤，长390多里，北以额尔古纳河与俄国后北加尔州

为界，约300余里，西以伊勒呼里山脉与嫩江县为界，东以牛尔河与呼伦贝尔之一

部分为界，面积为43315平方公里。(3)鸥浦县县界：鸥浦县南以兴胜口为界，与

呼玛接壤，北至开库康卡，与漠河相接，面积为1412平方公里。岭南隶属于呼伦

贝尔市政筹备处。

1932年(民国21年)，岭南为伪兴安分东省管辖，岭北三县为黑龙江省管辖。

1934年(民国23年)，岭南为新合并的伪兴安东省所辖的巴彦旗管辖，岭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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