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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出版问世，为我们提供了总结历史，认识现状的重要土地资

料，是全区土地利用和管理工作的一项新成果o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是社会存在和发展

不可再创造的社会财富。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人口与土地的矛盾

Et益突出。因此，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

国策o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颁布和实施，把

土地管理工作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o 1988年3月保定市南市区

土地管理局成立以后，相继在乡成立了土地管理所，各村设立专、

兼职土地管理人员，形成区、乡、村统一的土地管理网络。从此，

我区的土地管理工作实现了由分散、多头管理，到集中、统一管理

的转变，由单一的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行政、法律、经济相结合

的科学管理转变，标志着我区土地管理工作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o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

展和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辖区耕地逐渐减少。为此，我们一方面

主动配合和服务于全市的城市发展和经济建设，一方面采取有力的

措施，有效遏止乱占耕地的现象发生o 1992年划定的保定市南市

区基本农田保护区是根据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妥善处理好

“吃饭、建设、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满足城市建设用地的前

提下，采取有力措施，把全区耕地切实保护起来，为全市和我区协

调发展服好务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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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志较系统的记述了南市区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

了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区域特色、专业特

征，是一部朴实、严谨、科学的资料汇集，具有“资政、教育、存

史"的功用o ．

。

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区委、区政府和市土地管理局的关心和指

导；区档案、财政、税务、农业、统计等部门给予了有力的配合和

帮助；参加志书编辑的人员，虚心学习、善于思考、笔耕不辍，倾

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在《保定市南市区土地志》定稿出版之

际，我代表南市区人民政府对所有关心、支持和参与本志编纂工作

的领导、专家学者、编辑人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政府区长 陈宪庚

199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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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保定市南市区土地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

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记述

南市区土地管理事业的历史和现状，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的统一o

．二、使用规范的语体文，要求结构严谨，语言朴实、简洁、流

畅。

三、按照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的原则，突出地方特色、时

代特点、行业特征，并按土地专业分章、设节、立目。

四、志书结构用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以序

开篇，概述冠于全志之首。大事记以编年体与记事本末相结合，附

录悉照原文。

五、坚持求实存真，详今明古的原则，力求做到门类分明，资

料翔实可靠。

六、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机构、官职，沿用历史习惯称呼。

历史纪年，民国以前用帝王年号，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均括注

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地理名称括注今地名，机构名

称第一次出现使用全称，其后均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称建国前或建国后o ．

七、建置时限上迄1948年11月，下限断至1996年底o(为体

现事物的完整性，可追溯至事物的发端，下限至1999年o)

八、统计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农历日期、词汇和成语中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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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专用名词一律用汉字o ．

九、计量单位及货币单位建国前沿用当时名称，建国后按

1984年国务院规定执行。

十、志中资料，主要来自各级档案馆和《清苑县志》、《保定府

志》及部门志，也有个别史实来源于经考证的口碑，成书时一般不

注明出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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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区为保定市三个市辖区之一。历史悠久，是保定政治、文

化j商业中心，其土地富饶，交通便利，商业繁荣，官衙、寺庙、

园林集中，莲池书院、保定军校驰名中外，是集政治、文化、商

业、旅游业为一体的古城区。地处市区东南部，东、南与清苑县毗

邻，西连新市区，北与北市区接壤。地理位置在北纬38049’一380

57’和东经115021 7—115030’之间，全区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

10．8公里，南北最宽为6．4公里，总面积43．664平方公里，其中

城区面积16．4平方公里。全区总人口18．9万，其中非农业人口

14．6万o
’

解放前，辖区归清苑县管辖o 1948年11月22日保定解放后，

保定分设一、二、三、四区。其辖区为一、二区南部和第四区全部

为今南市区辖区o 1950年8月重新调整区划，东、西大街以南为

第一区o 1953年一、四区合并为第一区o 1955年6月，第一区改

称南市区o 1958年12月与北市区合并称保定市区，1959年11月，

撤销市区，建路东、路西两个区(南市区辖区为路东区南部)，

1961年1月，路东区与路西区合并改为保定市市区。同年，市区

划分为4个小区(永华区、裕华区、兴华区、新市区)o裕华区的

7个行政街和兴华区全部为今南市区辖区o 1962年8月，恢复南市

区建制。进入80年代，由于城市居民不断增加，部分行政街居民

过多，行政区划进行了多次调整划分，到1996年，南市区辖裕华

路、永华路、联盟路、红星路、南关5个街道办事处、81个行政

街、33个行政村，形成城乡结合，区辖城乡的体制。

解放前，今南市区境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城区以

官署、宗教、学校、官僚、商贾、房地产主占有绝大部房地产。农

村则为官僚、地主、富农占有大量土地，占人口多数的自耕农和贫

雇农占有很少土地或无土地。解放后，1949年5月，开展土地改

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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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运动。通过土改，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地主的土地，征收富农多

余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o 1950年颁发了土地房产证。

从此结束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o 1952年以

后，辖区农村普遍建起“农业互助组"o 1953年12月，南大园农民

郭顺兴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号召，

率先组织起辖区第一个蔬菜生产合作社，随后，并组为社的农民愈

来愈多，初级社在辖区普遍建立起来o 1956年，辖区农村完成了

由初级农业合作社向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o 1958年9月，保定

市农村全部实现人民公社化，原所辖三个乡均建立了人民公社，隶

属东风公社。人民公社化实行“一大二公"，导致了这一时期土地

随便占用，且不缴土地补偿费o“文化大革命"时期，土地利用处

于无政府状态o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

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决策之后，在农村全面推

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o 1984年，改人民公社为乡人民政府，改

生产大队为村民委员会，继续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

土地承包期，向农民发放土地长期使用证，土地开发和利用出现了

转机。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土地管理分别由城建、农业和民政部门

分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浪费

严重o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公布，把十分珍惜

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把加强对

土地资源管理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o

1988年3月，南市区土地管理局成立，使全区土地管理工作

由过去的多头、分散管理转变到集中、统一管理轨道上，标志着全

区土地管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逐步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

度，严格贯彻执行土地管理行政法规和政策性文件，认真履行工作

职责。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

通知》精神，区委、区政府于1988年5月召开动员大会，部署清

查处理非农业建设占地工作。通过清查，查出违法占地单位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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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面积达21，520．9亩，占总耕地面积的90．5％o从而使人均耕

得了重要进展。尤其是旧城改造，向高层次、高空间发展。截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