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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市长 拟
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和澳门即将回归的喜庆日子里，

《南通市土地志》辑成，这是我市土地管理事业发展史上又

一重要的成果。

土地是“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苑”。南通这方热土历

经沧桑，先民们为之垦殖、开发、管理、保护，逐步孕育出这

片沃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南通带来融融生机。土地管理

从无序到有序，从单一的资源管理到资源与资产管理并

重。全社会用地秩序明显好转，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得到

有效遏制，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稳步发展，土地管理事业在

整个南通经济发展中显示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新

的土地管理体制刚刚建立，土地管理面临的形势仍很严

峻。“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珍惜土地、保护耕

地，是全市广大公民的共同责任，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有

丝毫的疏忽和懈怠。

编纂这样一本土地志，在南通前无古人。这是一件面

广量大的崭新工作，尤其是征集资料等方面难度很大。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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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全市土地管理工作者群策群力，各相关部门鼎力相助，

特别是全体修志人员辛勤劳动，历经5年，几易其稿，终于

完成了这部资料较为翔实、地方特色鲜明的志书，成为我

市专业志书中的后起之秀，实属难能可贵。

修志的目的在于“借前人之鉴，通古今之变，启后人之

智"。《南通市土地志》记述并客观反映了南通这块土地从

成陆到垦殖，从开发到建设，从管理到保护的历史，必将对

今后的土地管理工作起着“鉴古、资政和教化”的作用。

现实是历史的延伸。今天的土地管理虽然与昨天的土

地管理全然不同，但又不能割断两者的关系。为此，在实际

工作中，全市土地管理工作者和各级领导不仅要努力学习

当前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恪尽职守，精通业务，而且还

要认真阅研《南通市土地志》，运用成功的经验指导实践、

规划未来，为促进南通土地管理工作和土地管理事业再上

新台阶，为推动南通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作出更大的

贡献。

1 999年10月8日

iiI●●●J1龋



凡 例

凡‘ 例

1．本志编纂遵循“实事求是’’这一修志原则，详今略古，突出时代特点，

体现地方特色。

2．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辅以述、记、图、表、录等。前以《大事记》、《概述》

为领，随之正文逐章分述，后以《重要文献辑录》、《参考资料索引》等附之。

3．本志正文结构是以类系事，横分门类排列，全面展示以土地为中心

的各类事项；纵按时间记叙，具体阐述事物的发端、发展与现状。

4．本志史料的上限因事而异，不作统一规定，下限断止1994年。

5．本志以史籍、档案及有关单位提供的资料和其他文献为依据，在记

叙中，有些部分由于资料难以搜集，内容稍显单薄，但力求纵不断线。部分章

节内容交叉互见，而所述侧重却各有不同。

6．本志采用语体文。所用数字，凡统计表，公历年、月、日和行文中出现

的数字等，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所述时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

朝代纪年(括注公元年份)，建国后采用公元纪年。记述的地名以今地名为

准。历代度量衡及币制单位一律按当时的记载，不作换算。

7．本志所引用的各种资料，正文中一般不注明出处，志后附录《重要文

献辑录》和《参考资料索引》可资查考。

f o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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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大 事 记

清 代，月 ．I～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奏准将太通道改驻通州，就近清理(沙案)，

通州添设州同一员，驻河基镇，统辖州沙务”。

光绪年间，通州设管理田粮、赋税的官员库总。张禹杨、季平直、卢瑞生、

李辅卿、陈星槎先后任通州库总。在乡村设里、排、图等基层组织。光绪二十

七年(19b1年)，张謇等集资创建通海垦牧公司。光绪三十三年，通州开始测

绘土地，历时7年，完成了五千万分之一、一万分之一、二万分之一、五万分

之一、二十五万分之一5种清图。

中华民国

民国元年(1912年)3月，南通县建立清丈局。8月，南通县创办清丈传

习所。同时，南通县公产公款保管处改为地方自治善后事务所。

民国3年7月，余东场灶(盐)民因土地权属纠葛引发烧毁大有晋公司，

烧死职员两名。事后，顾兆祥等三人被处死。4月1日，南通县建立清丈

总局。

民国8年，南通县土地丈竣，计200余万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十分之

六。同年，南通县成立土地局，撤销清丈总局。

民国1 9年，国民政府颁发《土地法》，南通县实施执行。

民国23年、24年，如皋等县开办图根测量、地籍测量。

民国25年，南通县建立地政局。

民国36年2月，南通县建立地政科，并开始地籍清查。5月，南通县政

府颁布《土地权利清理办法施行细则》。

民国37年，国立中央大学对南通地区土壤选10个样，作分析调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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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初，南通市政府制订、发布《房地产管理条例》。2月，南通市建立

房地产管理处。

1950年9月，南通市郊区实行土地改革。

1952年3月，南通市建立建设科，副市长尤海平兼任科长。同年4月，

南通市建立地政科。

1954年11月，南通市撤销地政科，设房地产管理科。

1956年2月9日，南通市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市郊农业社处理社员

生产资料公有化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南通农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面改

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6月，南通市政府建立建设局，下设房地产管理科。5—6月，江苏省农林厅对

南通、如东等县进行土壤概查。

1959年3月，南通地区对六县及市郊进行第一次土壤普查。6月25日，

如东县德贵公社与邻县海安旧场公社因滩面捕鱼纠纷，发生械斗，互有伤

亡。两县政府及时制止，作了处理。5月，南通市成立土地丈量委员会。

1962年5月，南通市对1958年至1962年期间国家征用土地作全面回

顾检查。

1964年5月，南通市政府制订《南通市房地产管理暂行办法》。

1975年9月，南通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城市建设管理的通

知》。

1976年7月5日，南通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南通市建设征用土地办法

(试行)》。

1979年，南通市政府建立房地产管理局，下设地政科。10月，南通市进

行第二次土壤普查。

1981年3月，南通市对全民、集体单位租借的土地进行清理。

1984年4月，南通市政府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

例>的通知》。

1986年，南通市贯彻、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南通市对全

市非农业用地进行清理。

1987年1月3日，市政府决定：撤销市征地拆迁办公室、市农业局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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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公室、市房地产局地政科，建立南通市土地管理局。局长周通生，副局

长邵瑞林、顾沛云。同月16日，市土地管理局召开全市土地管理经验交流

会。同月24日，市土地管理局增设建设用地事务所。同月25日，市土地管

理局发出《关于颁发(南通市市区国有零星土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5

月30日，《南通政讯》转载市土地管理局发出的《1987年土地管理工作情

况》。6月11日，市土地管理局增设地政管理服务站。同月28日，市政府在

南通县召开非农业用地清理工作经验交流会，市委副书记唐增寿、副市长张

琛出席。7月29日，市政府发出《关于颁发<南通市砖瓦窑用地用土管理的

暂行规定>的通知》。8月，经国家土地管理局批准，南通成为全省首先进行

城镇国有土地登记、发证的试点单位。同月7日，市土地管理局主办的《土地

管理情况》创刊。12月16日，国家土地管理局监察司副司长林国昌和省土

地管理局地政地籍处副处长胡锡九至海安、如皋、如东县检查非农业用地清

理等工作。

1988年4月20日，市政府表彰非农业用地清理工作中成绩显著的46

个先进单位和36位先进个人。5月3日，市政府在如东县召开全市非农业

用地清理总结表彰大会。市委副书记唐增寿、副市长张琛、省土地管理局地

籍处副处长胡锡九等到会。同月20日，市计委批复：建立南通市土地资源开

发公司。6月30 El，国家土地管理局通知：确定南通市土地管理局为第二批

国家和省级土地监察联合试点单位。7月23日，市编制委员会通知：市土地

管理局机关内部机构调整，设人秘、监察、地政地籍三科。8月3日，市编制

委员会通知：市土地管理局建立土地监察队。9月16日，国家土地管理局通

知：江苏省在南通市进行城镇国有土地登记、发证试点。11月2—3日，国家

土地管理局监察司司长胡炳南和省土地管理局监察管理处处长陆胜其至如

东等县视察。同月4日，南通市成立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发证领导小

组。副市长张琛兼任组长，冯祖祥、周通生任副组长。1988年11月4日，南

通市政府发出《关于印发<南通市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发证暂行办法>

的通知》。同月7日，市土地管理局召开全市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

工作座谈会。同月14日，国家土地管理局副局长陈业、建设用地司副司长李

玉光、省土地管理局副局长倪骥程至南通检查工作，并视察如皋磨头镇等

地。同月28日，南通县人民法院于环本农场公开审理谢某非法倒卖土地一

案，市土地管理局副局长顾沛云、科长吴功明参加。经法院审判原告谢某败

诉。此为南通第一起通过法律程序处理非法倒卖土地的案件。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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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日报》对此作了报道。12月13日，省土地管理局转发南通市政府下发

的《关于贯彻省政府<关于认真清理和严肃纠正违法占地情况的紧急通知>

的意见》。

1989年1月3日，市土地管理局举行建局两周年庆祝活动。3月4—13

日，市土地管理局召开土地管理工作研讨会。其间，周通生局长、顾沛云副局

长率领县(市、区)土地管理局负责人分赴苏北、苏南，到一些市、县考察。同

月12—13日，国家土地管理局地籍司司长马克伟在南通指导工作。同月25

日，国家土地管理局建设用地司乡镇处高处长至南通检查工作。同月29—

30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海门县公开审理三厂镇土地行政案件。一审判决：

维持市土地管理局原处罚决定。范本连违法占地一案，范以败诉告结。该案

例收进《缘于土地的官司》一书。同月，市土地管理局张跃进等6人被评为

1988年度先进工作者。5月25日，市土地管理局被评为全国监督、监察先进

单位。同日，国家土地管理局秘书处处长张乃贵等至南通考察。6月，南通市

开展城镇土地申报登记工作，城区有申请登记单位1350个，2290万平方

米，建成区面积1600万平方米。全市共完成申报登记面积6920．2314万平

方米。7月11—14 El，市土地管理局在海门县召开土地管理工作经验交流

会。同月24日，市政府决定：市土地管理局调整为一级局建制。8月10日，

市政府任命邵瑞林、顾沛云为市土地管理局副局长。同月19日，市人大任命

周通生为市土地管理局局长。同月20日，《南通土地监察信息》创刊。9月6

日，市编制委员会决定：市土地管理局增设建设用地科。同月23日，省土地

管理局表彰如皋县土地管理局为全省先进单位。10月4日，市土地管理局

迁至青年西路15号新址。同月19日，市土地管理局于如东县召开全市土地

复垦现场会议，如东县土地管理局等五单位作经验介绍。11月10日，南京

电影制片厂到南通，与市土地管理局联合摄制《在被告席上》。同月28日，周

通生带领市、县(区)土地管理、农业等部门有关人员一行15人，赴湖北省等

地区考察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工作。同月，由市土地管理局、规划局、房管局

局长组成“三图并出”领导小组，与市测绘队联合制订“两步成图”方案。

1990年1月23日，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土地管理局局长陈根兴至南通

视察。2月10日，市土地管理局表彰吴功明等五人为1989年度先进工作

者。同月29日，市土地管理局陈宗源、张跃进等四人组成联合试点组，至如

东县岔南乡开展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试点。3月6日，市土地管理局陶月娥

被授予市级机关“三八红旗手”。同月23日，市政府批转《市土地管理局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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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门关于对土窑进行全面清理整顿意见的通知》。4月24日，市编制委员

会通知：决定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土地管理分局。5月4日，市政府表

彰32个土地管理先进单位和41位先进个人。同月12—13日，全市土地管

理工作会议在如皋县召开，副市长张琛等到会。同月15日，省土地管理局表

彰启东市朱惠康、海门县王浩如为土地管理先进工作者。市土地管理局表彰

海门县长乐乡等21个单位为1 989年度“无违法占地案件乡镇”。同月25

日，市土地权属纠纷仲裁委员会成立。同月31 El，市土地管理局周通生局长

等在闸西乡处理强行占地事件，遭到新闸二村村民围攻。同日，市政府发出

《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工作的通知》。7月5日，市政府发出《传达贯彻

国务院8号文件精神的汇报》。张琛副市长批示：“清理建设用地审批工作要

抓紧进行，务使土地管理纳入法制轨道。”8月7日，市土地管理局发出《关

于开展向吴功明等28位先进工作者学习的通知》。同月14日，市政府发出

《关于印发<南通市土地复垦实施细则)的通知》。同月21日，市政府发出《关

于全面开展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工作的通知》。同年，南通市被列为全国土

地管理综合试验区。市政府颁布《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买卖或以其它

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通告》。

1991年2月，在全国土地管理局长会议上，将南通市《集体土地使用制

度改革的实践和认识》一文作为典型材料印发。3月2日，市土地管理局表

彰常乐镇等56个单位为1990年度“无违法占地案件乡镇”。同月21日，市

土地管理局内设法制科。同月22日，市土地管理局、如东县土地管理局被授

予“1990年度江苏省土地监察先进单位”称号，市土地管理局吴功明为土地

监察先进工作者。同月31日，市委、市政府授予市土地管理局“1990年度先

进集体”称号，局长周通生获县处级记功奖励。4月25日，市委、市政府表彰

如皋县土地管理局为1990年度信访工作先进集体；市土地管理局陶月娥为

先进工作者。同月，市崇川区建立土地管理局。5月2日，吴功明任市土地管

理局副局长。同月13日，市土地管理局表彰施玉珍、陶月娥、陈宗源、吴功

明、蔡桂英、单伟为1990年度先进工作者。6月25日，南通市举行全国第一

个土地日庆祝活动。10月15日，国家土地管理局表彰如东县为全国土地复

垦先进县。同月18日，市土地管理局人秘科改为办公室。同年11月26日，

国家土地管理局表彰市土地管理局为全国土地管理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同

期市土地管理局局长周通生获全市事业单位“管理改革服务积极分子”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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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2月20日，市土地管理局表彰建设用地事务所为1991年度先

进集体，杜高祥等7人为先进个人。3月7日，市土地管理局表彰墩头镇等

38个单位为1991年度土地复垦先进单位，苏俊虎等13人为土地复垦先进

个人。5月12日，市土地管理局表彰吕四镇等31个单位为1991年度“三无

乡镇’’。6月15日，市政府颁布《南通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办

法》。同月16日，市政府发出《南通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方案》。5月14日，

建立南通市土地综合开发公司，内设土地资产管理科。7月24日，南通市政

府办公室转发市土地管理局拟订的《南通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方案(第1

号)》的通知；同年10月4日转发该方案的第2号通知。8月19日，省土地

管理局表彰启东市、海安县为乡镇土管员培训先进辅导站，施菊为先进工作

者，陈隆为优秀辅导员，杨乃华等4人为优秀学员。9月28日，省土地管理

局表彰南通县土地管理局为1991年度土地统计先进单位，吴素兰(市局)、

陈永华(南通县)为先进工作者。11月28日，市土地管理局表彰杨正英、孙

学成等6人为乡镇电教培训先进工作者，张荣辉、赵栋等6人为优秀辅导

员。

1993年1月15 El，南通市市区首批出让国有土地5幅，计40 115．07

平方米。4月8日，市政府决定撤销市土地管理局、规划局，成立南通市国土

规划局。周通生任局长，吴功明、何寿平、邵瑞林、张炳林任副局长。5月5

日，市编制委员会批复：同意市国土规划局设总工程师室、办公室、综合法制

科、组织人事科、用地规划管理科、建设用地管理科、建设工程管理科、测绘

管理科、地政地籍科、监督检察科等科室。同月12日，市委组织部决定：刘广

植、陈宗源、施中任副总工程师。lo月31日，市政府任命朱正年为市国土规

划局副局长。11月7日，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省土地管理局局长杨

向杰等至南通视察。

1994年1月28日，市国土规划局表彰永和乡等78个单位为1993年

度土地管理“三无乡镇”。2月17 El，国家建设部副部长叶如棠至南通检查

城市规划工作。同月28日，南通市土地学会成立。同年3月1日，国家土地

管理局科技宣教司决定：南通市列为国家土地管理新技术示范基地。同月

12日，市委通知：免去周通生市国土规划局长职务。同月14 El，市信访局表

彰陶月娥为信访系统先进工作者。同月18 Et，金桥土地资源开发公司划归

土地综合开发公司。4月5日，江苏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表彰市国土规划

局为1991—1993年度二五普法先进集体。同日，市级机关妇女工作委员会

√鼢隧



大事记7

表彰市国土规划局施玉珍为市级机关“三八红旗手”。5月10日，通州市土

地管理局、崇JiI区土地管理局被评为江苏省征收农业重点开发建设资金先

进单位。南通市、如皋市、通州市土地管理局，如东县环北乡、港闸区东乡、海

门县货隆镇、启东市圩角乡土地管理所被评为财务先进单位。同月18日，市

国土规划局表彰邓庄乡等38个单位为1993年度“国土杯”复垦竞赛先进单

位，李和义等13人为先进个人。同月24日，南通市国土规划局表彰启东局

袁卫民、海安局沈永明、海门局徐德生、通州局孙成昌、如东局徐裕兵、如皋

局丁正洪等8人为土地复垦开发先进工作者。同月25日，建立南通市测绘

院。同月26日，市国土规划局在广州举办南通市土地使用权出让招商会，与

中外客商签订了面积133．4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意向书。同月

27日，国家测绘局、总参测绘局表彰市国土规划局测绘管理科为全国测量

标志维护管理先进集体。6月6日，市政府转发了《市城乡建委、市国土规划

局关于市区城市主要道路两侧规划控制意见的通知》。同月10日，市政府发

出《关于集中整治市区违法建筑的通告》。同月14日，江苏省土地管理局验

收了《南通市城乡土地定级估价报告》。同月18日，建立南通市土地市场服

务中心。同月24日，市人大任命王恒生为市国土规划局局长。7月2日，经

市档案馆考评组考核，市国土规划局档案馆总分为94．5分，达市级机关档

案二级先进标准。同月9—11日，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南通市检

查《城市规划法》的贯彻执行情况。9月27日，市国土规划局向各县(市、区)

土地管理局局长传达全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会议精神。10月10日，市国土

规划局王恒生局长、邵瑞林副局长一行10人赴大连、烟台等市考察。同月

20日，省土地管理局表彰丁堰镇等13个单位为江苏省“三无乡镇”先进单

位，如皋、海门市土地管理局为土地信访先进单位。11月3—5日，市国土规

划局举办南通总体规划修编纲要研讨会，省、市有关专家、领导到会。12月6

日，市政府任命颜卫东为市国土规划局副局长，邵瑞林改任巡视员。同月7

日，市国土规划局制订并发布《南通市地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同期，市国

土规划局杜高祥被授予“全国建设用地管理先进个人”称号。
’

1995年4月28日，市政府表彰市国土规划局为1991—1994年度先进

集体。5月3日，市国土规划局表彰市土地综合开发公司、市规划设计院、建

设用地事务所、监督检察科为1994年度“公仆杯”竞赛先进集体，吴功明、周

坤等25人为积极分子。5月8日，市国土规划局表彰李庄乡等37个单位为

1994年度“国土杯”复垦竞赛先进单位，沈晖等10人为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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