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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扬中市土地志》，经过四年多的编纂现正

式付梓面世。它是我市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土地

志书。它的诞生，是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又一丰硕成果，是我市人民的一件大事，值得

庆贺。

扬中是长江三角洲)中积平原的一部分，成

洲始于东晋，到宋代才被开发利用。由于地处长

江下游，江岛涨坍无常，先辈们历经沧桑，辛勤

劳作，谱写出一曲曲围滩造田、筑堤护土的壮丽

诗篇。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勤劳、勇敢的扬中人民发扬着“自强不息，

众志成桥”的精神，培修堤防，开凿河港，填江治

坍，开发滩涂，为合理利用和保护这方热土进行

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使之成为美丽富饶的

“鱼米之乡”、“江中明珠”。如今，她正集“全国综

合实力百强县”、“全国首批小康县”、“全国生态

示范区建设试点市(县)”等众多荣誉于一身，在

中华大地上熠熠闪光。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建设

的迅猛发展，土地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殊的地理位置决

定着扬中土地资源极为宝贵，人多地少的矛盾

越来越突出。目前全市人均占有土地只有1．32

亩，人均耕地仅0．62亩。珍惜土地，保护耕地，

这是扬中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每一个扬中人都



必须坚决贯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

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确立强烈的土地忧

患意识，顾全大局，思虑长远，惜土如金，站在可

持续发展的高度处理好保护土地资源与经济建

设用地的矛盾，努力实现土地利用的合理化、集

约化、科学化。

盛世修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扬中市土地志》本着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

则，较为全面而系统地记述了扬中土地形成、开

发、利用和管理的历史与现状，观点正确，资料

翔实，内容丰富，具有珍贵的存史价值；志书记

述中体例得当，语言朴实，是一部熔思想性、政

策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于一炉的“专业志”，具有

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厚的地方特色。它不仅对

从事土地管理工作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

将起到“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在此，谨向土

地管理部门和竭诚相助单位以及默默耕耘的修

志人员致以诚挚的敬意，并向镇江市和友邻县

(市)修志同仁们对修编本志所给予的帮助表示

衷心的感谢1

1 99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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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力求做到思想性、政策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客观地反映扬中土地

资源形成、利用和管理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内容记述遵循“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上溯不限，下限至

1995年，大事记延伸到1996年。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和附录4部分组成。专志一般设章、节、目3个

层次，按需要设置子目。图照集中设于卷首与附录。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述、记、志、图、表、录诸体并用。大事记以编年

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五、本志不专设人物传录，书中所涉及到的有关人物一律以事系人。

六、本志所涉及的政权、党派、机构以当时名称记述，不加褒贬词语。对抗日

战争期间受日军扶持的政权机构称之为“汪伪”政府。

七、志书行文中，“解放前”、“解放后”是以1949年4月22日扬中县解放之

日为界；“建国前”、“建国后”是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为

界；“土地统管前”、“土地统管后”是以1988年1月1日扬中县土地管理局成立

为界。

八、本志资料取自历史文献、档案、报刊、专著、史志和口述等，经鉴别核实筛

选后入志，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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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1

扬中市地处长江下游黄金水道之中，系长江第二大岛。东、北与泰兴市、江都

市隔江相望，南、西与丹阳市、武进市、丹徒县依水相连，由太平洲、中心沙、雷公

嘴、小泡沙四岛组成。地理位置处于北纬32。007～32。197、东经119。42’～

119。587。市域总面积330．89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243．46平方公里，长江水

面87．43平方公里。

东晋以前，长江入海口在镇(江)扬(卅I)之间，今扬中境域乃是茫茫沧海。东

晋时期始有小沙洲露出水面，因受江水、海潮冲刷，涨坍无常。唐代，沙洲群形似

“如意”，因产藤条，曾名藤料沙。宋代称小沙，明代称新洲。宋高宗建炎二年

(1128)，黄河改道南徙，至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黄河全溜夺淮，致使黄河、淮

河、长江三水合流，江都市三江营口便是当年淮河入长江之尾闻，因江流水激，泥

沙量剧增，其下老沙洲强烈崩坍，泥沙下移，使长江河床快速淤积，新沙洲突涨，

加速扬中洲地之成陆进程。清代，沙洲逐渐相连。咸丰五年(1855)，黄河北归，淮

水南下受到遏制，沙洲相对稳定，新洲续涨，至同治年间(1862---1874)，中心沙、

雷公嘴相继出水。清末民初，新涨轮船沙露出水面，今扬中陆地之雏形初成，统称

太平洲。光绪三十年(1904)前，扬中分属丹徒、丹阳、武进、泰兴、江都、甘泉6县

管辖。光绪三十年，镇江府始设太平厅，独立建置，宣统三年(1911)改名为太平

县，民国3年(1914)才改名为扬中县。1994年9月，撤县设市，改名为扬中市。

1995年，扬中市辖11个镇、一个国营场圃、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人口27．7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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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中土地资源单一，分陆地和长江水域两类。陆地被江堤环抱，堤内一马平

川，良田万顷，绿树成荫；堤外江水奔腾，苇姿婆娑，杞柳摇拽。地势自西北向东南

微倾，一般海拔(吴淞高程系)高2．4～3米，最高5～6米。市域地少人多，土地利

用率达98％以上。全市陆地总面积占市域总面积73．58％，其中耕地又占陆地总

面积的50．8％，园地、林地分别占0．19％、2．8％，居民点及工业用地占24．9％，

交通用地占1．14％，内陆水域占17．4％。未利用土地中，含部分荒废水面，总量

不足2％；长江水域总面积占市域总面积的26．42％，其中东、北大江约9万余

亩，西、南夹江约4万余亩。

扬中所处气候区域为北亚热带南部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春季晴雨相间，

冷暖多变；夏季受东南风影响，炎热多雨；秋季天晴少雨，秋高气爽；冬季受西北

风控制，低温寒冷。1959---,1995年间，年平均气温15．1℃，最高年均16．4℃，最

低年均14．3℃。常年雨量充沛，降水多集中于6"-9月，占全年降水量的56．1％，

年降水量最多达1695．5毫米(1991年)，最少仅469．2毫米(1978年)。境内光热

适度，常年日照时数为2128．5小时，年无霜期长，一般为227天。境内气候湿润，

土地肥沃，适宜于各种农作物和亚热带一温带植物的生长，主产水稻、三麦、豆、

薯、油菜。各色蔬菜四季咸有，桃、李、杏、梨、葡萄、枇杷等果物树遍及村野。芦、

柳、竹素有“扬中三宝”之称，尤以燕竹为最。圩埭内广布枫杨、青杨、柳杉、刺槐、

榆树，路渠两旁遍植水杉、白杨、意杨。扬中大地四季青绿，植被繁茂，1986年绿

化覆盖率为27％，1995年绿化覆盖率在24％以上，并被国家确定为全国首家生

态示范区试点市(县)。

扬中沙洲至宋代始被开发利用。元明时期，洲地续涨，开发利用规模逐步扩

大，至明末乐生洲、德兴洲、万寿洲、宝晋洲老额、太平洲、细民洲等已被围垦。清

代，洲地资源得到大规模开发利用和整治。“穷奔沙滩富奔城”，到太平洲逃荒避

难者络绎不绝，在此定居垦荒。其时，圩埭纵横，茅舍鳞鳞。勤劳勇敢的江洲人民

胼手胝足，围滩造田，填江治坍，开凿河港。至光绪年间，已围垦土地29万余亩。

至民国37年(1948)底，全县已围垦大小圩块1640余个，营造良田23．26万亩。

新中国成立后，扬中县人民政府成立修堤开港围圩委员会，开发利用和保护土地

资源，1949,--,1995年46年间，围圩20处，新筑江堤21040米，围垦土地7959．36

亩，新增耕地5355亩，市域陆地面积扩大到36．5万余亩。其间，1968～1988年，

相继开展了大规模护岸治坍工程，护岸长16809米，历经20余年的艰苦努力，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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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末江岸趋于稳定。与此同时，全面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新凿河港，填塞废

港，隔田成方，兴建涵闸，增设电站，投入劳力数以十万计，完成土方逾亿立方米，

耕地资源得到保护，耕地质量得到提高，连续20余年旱涝保丰收。

1988年，扬中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后，一方面坚决贯彻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

国策，一方面十分重视未利用土地的开发利用和复垦工作，补充耕地资源，努力

做到“开源与节流”相结合。至1995年，开发利用长江滩涂1100余亩，复垦废弃

宅基地、老自然圩埭、窑场等土地3000余亩，其中，新增耕地2200余亩，开辟综

合养殖基地5处。另外还改造半荒废水面为精养鱼塘3700余亩。1995年10月，

扬中市国土管理局组建了土地开发复垦机械工程队，专司境域内连片土地的开

发复垦工作。

封建土地制度在扬中历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大量土地被官府、地主占

有。民国初期，扬中官地、祠田、公学产田(耕地)有13万余亩，占实有耕地的

53％。其时实行佃租制度，广大劳苦农民饱受地租的残酷剥削，民谣云：“穷人头

上三把刀，租子重，利税高，逃荒、讨饭去上吊"，正是劳苦大众发自内心的悲歌。

民国16～19年(1927 1930年)后，县内曾推行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耕者

有其田"的主张，实行土地“化佃为粮”，大部分佃农逐渐成为自耕农，但地主阶级

仍占有大量土地。民国37年，占全县总户数2．02％的地主，共有耕地30063．2

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11．9％，户均30．15亩；而占总户48．17％的贫农，只占

有总耕地面积的27．72％，户均3．13亩，另外尚有不少无田少地的雇农。新中国

成立后，中共扬中县委和县政府于1950---,1951年，领导人民轰轰烈烈地开展土

地所有制度改革运动，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真正实现了劳动农民土地所有

制。此后，从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实现了由土地私有制向社会主

义土地公有制的伟大变革，农村中原属于农民私有的土地归劳动农民集体所有。

除此之外，按照法律规定应该属国家所有的土地一律收归国家所有，一切个人和

团体单位只有土地使用权，没有土地所有权。国家禁止土地买卖、转让、抵押、出

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扬中县人民政府执行了国家一系列土地使用制

度改革的方针政策。1981年起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集体土地所有

权与使用权分离，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93年

起，县政府在联合乡和新坝镇等部分经济发达的行政村，试行“三田”分离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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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口粮田、国家征购粮田和商品粮田分离，推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除口粮

田由农民自耕外，其余耕地由村集体统一规划，统一耕种，或自办集体农场，或发

包给“种田大户”经营，以提高农业机械化生产水平，提高土地综合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把农村多余劳力引向第二、三产业，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1991年

起，县政府在城镇积极推行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改变国有土地无偿、无限期、

无流动使用制为有偿、有限期、有流动使用制，建立和完善由政府垄断的土地一

级市场，搞活受政府调控的土地二级市场。县政府于当年4月18日颁发了《扬中

县非农建设用地有偿使用暂行办法》，于1992年9月16日又颁发了《扬中县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办法》，规定国有土地可以依法有偿出让、转让和

出租，并在规定的时限内使用。从此，扬中国有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步伐加快，力

度加强，完成了城区土地定级估价和地籍调查，清理整顿土地隐形市场，培育和

逐步完善土地市场，维护、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度。

四

土地管理为历代政府所重视。明清时，扬中未独立置县，无专门土地管理机

构，由洲总负责清丈土地，征收田赋，报领沙滩和水影地，处理土地纠纷，组织土

地围垦，发展芦、柳、农、桑。民国初期仍沿袭旧制，扬中沙田分局负责管理沙田事

宜。民国17年(1928)县政府设第二科(财务科)主管田赋。民国25年1月成立

县地政局，负责土地清丈和陈报工作，除以地籍管理、征收地税地租为主要任务

外，负责领导人民修筑江港堤防，拓浚河港、增置水利设施及围垦滩涂等。建国初

期，土地管理仍以地籍整理为主，征收公粮、地税，管理农田水利建设，办理征地

使用手续和耕地面积核减事项。长时间内扬中的土地管理一直处于多头分散状

态。1 985年12月，县农村土地管理办公室成立，开始对农村土地实行统一管理。

1988年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对县域土地实行了全面统管，管理领域不断扩大，紧

紧围绕“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依据国家、江苏省制定

的一系列土地法律法规，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科学技术等综合手段对境域土地

实施全方位的管理。就土地管理的类项而言，有地籍管理、土地利用规划管理、非

农建设用地管理、土地税费管理、土地后备资源开发复垦管理、土地整治与保护

管理、土地市场管理以及土地执法监督管理等等。就土地管理内容而言，围绕地

籍管理，开展了县(市)境农村土地资源利用现状调查、县境土地权属调查、土地

资源利用现状更新调查、城镇地籍调查与测量、土地权利初始登记、变更登记及

发证、土地统计以及地籍档案管理等；围绕土地规划管理，开展了县、乡镇土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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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总体规划、基本农田保护规划的编制和土地开发复垦规划以及城镇、村镇、交

通、水利等专项建设用地规划的编制，并制定了相关实施办法；围绕非农建设用

地管理，积极而稳妥地办理国家或集体单位建设用地的征(使)用手续，依法对被

征地单位和个人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妥善安置剩余劳力，为促进扬中国民经济

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围绕土地执法监督管理，县委、县政府先后在辖区

内组织清查非农建设用地，查处单位和居民违法违章用地，开展清理整顿土地隐

形市场等执法活动，维护国家、省土地法律、法规的尊严，捍卫社会主义土地公有

制度。与此同时，建立健全了土地执法人民来信来访制度，把土地管理置于人民

群众的监督之下，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纠。经过近10年的艰苦努力，扬中的土

地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轨道。

五

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滋润着扬中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1993年，扬中国民

经济生产总值突破60亿元，跻身于全国百强县之列，率先步入小康县。1992"---

1994年，扬中人自筹资金建造了扬中长江大桥，一解千年孤岛之困，使国民经济

和社会建设事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但是，人多地少，土地资源匮乏，耕地奇缺，

人地矛盾和土地供求矛盾则日趋尖锐。如何正确执行土地利用中“一要吃饭，二

要建设”，“既要保护，又要发展”的方针，深入贯彻“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

耕地’’的基本国策，成为扬中市人民政府和全市人民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扬中

的土地管理任重而道远，保护土地资源，补充耕地数量，提高土地质量，增强土地

利用的社会综合效益，强化土地管理措施，是政府和全市人民必须长期探索的新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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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晋

在今扬中区位的原江(海)中始有沙洲露出水面。

隋 唐

沙洲继续扩大，因产藤条，名藤料沙。

宋

建炎三年(1129)

黄河于河南濮阳决口，改道江苏经徐州入海，并南侵淮河流经大运河入长

江，使入江口下游沙洲突涨。

南宋(1127一-1279)

今扬中沙洲名“小沙”，名将韩世忠兵驻韩桥(今丹徒县东乡一带)，派部于小

沙圈地1240亩，用以耕作及马料供应地。

兀

初，元吏董文炳与宋将张世杰战于夹滩，张东走入海。“夹滩”位于今扬中油

坊镇沿江一带与丹阳县包港间。

至顺年间(1330"-1333)

藤料沙(今扬中西南部)位于镇江城东六十里江中，“长五十里，阔三十里，周

围一百五十里，辖二十一都，二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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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洪武年间(1368"～1398)

朝廷封洲地数百亩给宰相徐达建“徐达庄房”。

洪武元年(1368)

始造田册，二十年编成。二十六年推行。“量度田亩方园，次以字号，悉书田

主氏名，田亩尺度，编类为册，状若鱼鳞，日鱼鳞册”。

永乐年间(1403"---1424)

徐达后裔于今码头街一带与王氏争领新涨沙滩，王状告至朝廷胜诉，改“徐

达庄房”为“达兴庙”(在今三跃镇长江村曹家埭南)，新涨洲地亦被名为“细民

洲”。

成化年间(1465,---,1487)

藤料沙已相隔在水泓中，但仍有龙埂相接。

弘治八年(1495)

黄河全溜夺淮，黄淮之水南侵长江，藤料沙全部坍没江中。

明朝中期

《嘉靖维扬志》泰兴县图载，今扬中下洲地域有太平洲、在我洲、复德洲、复兴

洲、太中洲及丹徒属洲等6个。今扬中上洲有万寿洲、泰界洲、泰来洲、复生洲、五

洲、原额洲、太和洲、月字号等数十个沙洲组成的沙洲群。

万历元年(1573)

道教传人茅氏于今三茅镇建庙传播道教，宫庙内塑道教始祖太清太上老君、

上清灵宝道君和元始天尊神像，故得名“三茅宫”。

万历九年(1581)

实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各种附加税和徭役合归入土地，计亩征银。

清，同

顺治年间(1644,---,1661)

驻京口八旗营在德兴洲北部圈地3800亩作军屯，并设营驻军。今丰裕镇“营

房村”、“营房港”故此得名。

围垦德兴洲，新凿港道5条，将德兴洲分为头段、二段、三段、四段、五段。

乡民集资筑新坝，连接乐生、德兴、宝晋洲三洲，“新坝”故此得名，原坝址在

今新坝镇自来水厂处。

康熙二十二年(1683)

丹徒县清丈在今扬中辖地，有田、埂、滩、塘8万余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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