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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土地局局长邹玉

川(左四)在赵县检

查工作时合影

召开编纂《赵县土地志*

征求意见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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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边l衬散地利用

荒废土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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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志之为用犹如镜，鉴古

知今，捕捉历史脉络，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收资治、存史、教育之功能。此

乃编修土地志之初衷。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

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管子·乘马》)。土地，是万物发端之母。土地是人

类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土地制度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财政制度。中

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无不围绕土地占有与分配决定一个政权的稳定和繁荣，或

者动荡与衰败。欲政通人和事业兴盛，则先明地情兴地利，古今中外概莫例

外。然旧中国土地私有，弱肉强食，千百年置劳动人民于水火深渊，使生产

第一要素不能发挥应有效力。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开展土地革’

命，推翻三座大山，进行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毕其功于一役，消灭

私有制这个万恶根源，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制，解放生产力，开创新中国之新

纪元。

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破天荒地形成与发展，由于受旧思想、1日观念、1日体

制的影响，加之人们认识的局限和对国策的误解，地政管理体制、土地使用

制度且不完善、成绩与失误、优势与弊端并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着

力推进土地管理体制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新的土地统一管理机构相继建立，

积极开发和後垦±地，十分珍惜和利用土地的新政策、新措施相继出台，使

赵县土地管理事业呈现勃勃生机，充满活力。

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继往开来，发展土地管理事业，在改革开放新形

势下，沿十五大路线，克服一切困难，群策群力，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

法、新技术，筚路篮篓，从实际出发，众手成志。全志立概述、大事记、土

地资源、土地制度、地价税费、土地规划、地籍管理、建设用地管理、土地

保护、土地监察、土地科技宣传、开发复垦、土地档案、管理机构、人物等。

详今略古、贯通古今。科学朴实、严谨翔实记录赵县土地管理事业的历史和

现状，为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和国土管理工作者参阅，因种种原因，志书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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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错误在所难免，敬企读者赐教、指正。

赵县人民政府县长李屏东

1998年11月15日



凡 例

一、宗旨：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赵县土地管理事业的

历史和现状，使本志具有资政、教育、存史的功能。 、

二、断限：上限尽量追本溯源表其发端，下限断至1996年，有些连续性

强需表明原委的大事、要事则断至搁笔时止。

三、体载：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7种体裁。以志为主，辅

之以图、表、录等，力求图文并茂。 ·

四、结构：本志设概述、大事记、土地资源、土地所有制、土地使用制、

地价税费、地籍管理、土地规划、建设用地管理、土地保护、开发与复垦、土

地监察、土地科技宣传、土地档案、土地管理机构、人物、附录等。

五、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为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

结合；各专业志以类记事，横排纵叙，叙而不议；人物传只记事迹不作评论；

行文除引用古籍外，均用语体文，力求朴实、简炼、流畅。

六、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兼收客籍，排

列以卒年为序。对有建树的生人，采用“以事系人"方法，散记于有关章节，

或作简介，或列表彰之。

七、纪年：清及清以前，用帝王纪年、民国用民国纪年，夹注公元；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八、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按历史计量单位书写，不作换

算；之后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为准绳。

九、数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单位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数据一般用统计局数字，统计有短缺的数

字，用经过考证勿误的数字。

十、称谓：地名、人名、专门用语等按历史惯例书写；需用简称时，在

文内第一次出现用全称，括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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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资料：来自新旧志书、历史文献、档案局和赵县土地管理局各股

室等。所有资料，均经考订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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