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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蠡县土地志》是以土地为研究对象，以文字为载体的书籍，

也是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土地管理专业志书。

本书遵照“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原

则；“史贵求实，鉴古知今，去伪存真，明古详今"的方针；“志不

离土，土不离用，管不离法"的要求，力求科学准确地记述我县自

古及今土地管理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变迁。

欲政通人和，必先明地情而兴地利。时代不同，社会各异，土

地管理、使用亦差异迥然。新中国成立后，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

应，对土地一直实行分散管理，从未发挥出土地资源应有的效益o

1987年县土地管理局成立以来，土地管理方步入正轨。开源节流

并举，管理使用并重。以规划为龙头，以改革为动力，既抓耕地保

护，又为经济建设服务，不仅粮有所种之地，民能丰衣足食，房又

有所占之地，民能安居乐业。由于成绩突出，自1991年起，连续

lO年被省评为土地执法模范县；2001年又获国土资源部授予的全

国土地执法模范县和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先进单位之殊荣。

然而，必须看到人口膨胀与土地锐减，建设用地增加与土地资

源的有限乃至需求的无限，种种矛盾愈发尖锐。民以食为天，食以

土为本，无地则无粮，无粮则不稳。如何通过内涵挖潜提高土地利

用率，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效能，确保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战

略目标，不仅是土地管理部门的责任，还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呵护土地，合理开发、科学利用土地已成当

务之急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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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保护耕地"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

策o“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规划用地，利国利民。让依法保

护土地的警钟时时回荡耳畔。

编修人员以满腔热情，锲而不舍的精神，孜孜不倦、勤勤恳恳

的作风，完成贯古通今，翔实可信的土地志，实属不易，可嘉可

贺。然史料散逸，残缺难觅，定有疏漏。水平所限，时间仓促，差

错难免。恳请读者不吝赐教与斧正。

本志在编写中，得到保定市土地局志办室，评审专家学者的鼎

力相助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耐心指导。在此，一并深致谢忱。

蠡县土地管理局局长姚小松

2001年12月20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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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客观记述蠡

县土地资源、土地开发利用及管理的历史与现状。

二、全面记述，贯通古今，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特别是蠡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后的土地管理情况，上限尽可能追溯至

事物的发端，下限止于1996年，个别记述至2000年，记述范围以

1996年蠡县行政区划为准。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共十一章，章

下一般设节、目、子目o

四、历史纪年。清代及以前用帝王纪年、中华民国时期用民国

纪年，均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五、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历史计量单位，建

国后按《国务院关于我国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采用公

制、米、吨、公斤，土地面积采用亩制。

六、数字使用，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1996年6月颁布的《关

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执行。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新、旧县志，有关部门专业志和国

家、省、市、县档案文献等。各种资料均经考证鉴别，不再注明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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蠡县位于河北省中部，保定市东南部，东西横距32公里，南

北纵距36．5公里。县境东北与高阳毗邻，东南与肃宁相连j南与

饶阳、安平接壤，西南邻博野，西北与清苑相接。县城驻地蠡吾

镇，北距北京200公里，东北距天津200公里，西南距省会石家庄

142公里，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o 2000年县辖8镇13乡，232个行政村，总人口510，140人，土

地总面积650平方公里，耕地757，194．6亩，人均1．4亩o：，

蠡县境春秋属燕，战国初属中山，后属赵，秦属上谷郡。西汉

置陆成县。东汉初并入蠡吾县，本初元年(146年)，析蠡吾置博

陵县。三国魏时改称博陆县。北魏改称博野县，并徙治于今蠡县城

关，属高阳郡。隋、唐、五代、宋统称博野县。金属宁州、蠡州。

元至元三年(1266年)博野县人蠡州。明洪武八年(1375年)，降

蠡州为蠡县，属保定府，清沿之。民国2年(1913年)属范阳道，

3年(1914年)范阳道改保定道，蠡县仍属之o 17年(1928年)，

蠡县直隶于河北省o 1937年10月建立蠡县抗Et民主政府，属冀中

区o 1945年8月，蠡县解放，属第七专区o 1948年9月，属华北

行政区冀中九专区o 1949年8月，划归定县专区o 1954年6月，

定县专区裁撤，改属保定专区o 1958年并人高阳县，1962年1月，

恢复蠡县建制o 1968年隶属保定地区o 1994年底，保定地、市合

并后属保定市o t

．蠡县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干湿交替，雨热同期。年

平均气温12．Ooe，平均降水量507．1毫米(到1995年)，平均蒸发

量1823．4毫米(1970年一1982年)，平均风速2．2米／秒，平均相

对湿度66％，年平均日照2628．9小时，年均辐射总量106．9千卡／

cm2，无霜期176天o
’

境内有潴龙河、孝义河、月明河、小白河，均属时令性行洪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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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潴龙河属海河流域大清河分支河道，境内流程35公里，其他

三条河属季节性河流。蠡县属华北平原黑龙港区域，境内多为潴龙

河和饶阳县境内的滹沱河冲积而成的冲积平原，地势平缓，从西南

向东北倾斜，坡度在0．3％0。0．1％o左右，地面海拔最高20．9米，

最低为10．2米，相对高差10．7米。由于近代河流冲积，形成郭

丹、潘营、五坊、李岗、齐村五个扇间洼地。

全县土壤母质类型以河流冲积物为主，土层深厚，冲积层次明

显，表层质地以轻壤为主。土类分为褐土、潮土、风砂土。其中褐

土面积为25，737亩，占总土地面积的2．6％；潮土面积为

936，338．5亩，占总土地面积的96．1％；风砂土面积为12，309亩，

占总土地面积的1．3％o

，1 蠡县历代土地管理制度各有不同。历代统治阶级对土地的管理

日益加强，办法多有改变。纵观旧中国的土地管理，不管是机构如

何设置、变换，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满足其需要，

对土地的调查、登记、清理丈量，为的是按照田亩征税、防止隐瞒

逃避赋税徭役，以保证封建王朝的财政收人。

在漫长的历史中，蠡县曾长期实行封建土地所有制，即土地私

有制，少数的官僚、地主阶级拥有大量的土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蠡县人民为反帝、反封建，消灭封建土

地所有制而奋起斗争。从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冀中建立抗日根据

地后，在农村逐步实行了减租减息o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

土地改革指示。通过土地改革试点，土改运动在全县深入展开。全

县共没收、征收地主、富农土地2．43万亩，绝大部分平分给了雇

农，所有农户获得了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封建土地所有制

被废除，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新中国成立

后，逐步实行了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及家庭联产承包制等重大

变革，实现了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土地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

众集体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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