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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丁一

蔚县人民素有修志的传统，明代尹耕以其《两镇三关志》著称于世。长期以

来，专门记述蔚县土地的史志还没有搞过，《蔚县土地志》的出版，填补了这方

面的空白。土地局在组织纂写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耗时三年，做了

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通观全志，编者以翔实的史料，展现蔚县土地的形成、境域沿革、资源分

布、土地制度、地籍管理、土地保护和开发、用地管理、土地执法、土地赋税等方

面的历史进程和现状，使人们进一步了解蔚县土地的沧桑变迁，增强人们热爱

家乡，致力于蔚县经济建设的信心。

《蔚县土地志》在辑存这些珍贵史料的同时，以大量史实记述了蔚县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强烈愿望与一切反动势力进

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及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蔚

县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以土地变迁为视点，反映出人民生活发生

的深刻变化。 ．

土地作为不可再生的重要资源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其资产价值在国民

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日益突出。中共蔚县县委、县政府对土地问题历来重视，先．

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定，为使这些政策深入人心，土地局以发展县域经济为

已任，在具体实践中得到了人们的普遍理解和认同，全县形成了珍惜土地、合

理用地的良好社会氛围。

在蔚县这块集古代文明、秀丽山川于一体的土地上，勤劳、智慧的蔚县人

民定会用双手创造出富裕、美好的明天!

蔚县人民政府县长
I

／乙



2

序二

蔚县，古时称蔚州，亦名“米粮川"，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县之一。

地处河北省西北部的恒山山麓，紧靠首都北京，历为“京畿锁钥，，之地。她

既有风景优美的旅游区，又有巍峨雄壮的小五台山，而且物阜粮丰。在这块

古老的土地上，勤劳的蔚县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革命志士的业绩可歌可

泣，仁人贤士辈出，实可谓“地灵出人杰”。

守望这片土地的蔚县土地管理战线一班人，自1987年土地实行统一管理

后，特别是从1994年以来，以“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

的基本国策为根本，团结务实，凝聚实干，使蔚县土地管理事业突飞猛进。仅

从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几方面而言：为保住蔚县人民的“饭碗田”建立了

基本农田保护区，保护面积116．7万亩；为转变人们对土地的认识观念，采

取各种宣传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土地法律、法规，使全县95％以上的群众

受到了教育，也使土地管理工作有了扎实的群众基础；以强有力的土地执法

监察工作遏制越权批地、批少占多等非法占地现象，发案率逐年下降，维护

．了蔚县的安定团结局面；本着“谁开发、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引导群

众大力开发未利用土地，增加耕地面积，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在开源的

同时，加强建设用地管理，严格按审批权限审批土地，确保国家重点项目用

地，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明确地权关系，开展土地详查等地籍管

理工作，颁发土地使用证书11万多本，使土地使用者明白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为使县属企业尽快走出困境，显化国有资产，对多家企业进行土地资产评估，

价值超5000万元。

回顾历史，建国前，蔚县人民倍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土地成为人民

受剥削受压迫的工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蔚县人民奋起抗争，期盼已

久的“耕者有其田”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盛世修志，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

蓬勃发展的今天，《蔚县土地志》正是为了记述土地形成、历史发展和管理而

编纂的。全书分为凡例、概述、大事记、正章、附录、编后记，共14章，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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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编者三易其稿，秉笔直书，将使志书达到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但

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土地志作为记述土地的珍贵史料留给后人，同样是

惠及子孙的。

编写土地志前无古人，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不可避免地存在这

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我想诸位读者是可以谅解的。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保护耕地是土地管理工作者长期而艰巨的

任务。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即将实施之际，愿蔚县的

土地管理工作者以史为鉴，勤奋工作，为全县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蔚县土地管理局局长



凡 ．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科学地展

示蔚县土地的历史和现状，揭示蔚县土地管理事业的发展脉络，以期达到资

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二、时限：上限自事物之发端，下限断至1996年，个别事件有所下延。

三、体裁：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横排门类、纵向记述。以第三

人称纂写，写人、事、地、物以记述为主，叙而不论，寓观点于事实之中，必

要的论述力求扼要，辅之以图、表、照片，重要资料随文附录。记述详今略

古、详独具略共有。文字力求简而得其要。

四、章法：全志共设14章。前设序言、凡例、目录、概述、大事记，后

设附录、编后记。“概述’’总摄全志，彰明蔚县土地的县情，采用夹叙夹议的

方法；“大事记”以时为序，以事附时，要事记之，以编年体为主，兼用记事

本末体；正文采用章、节、目、子目四级层次，若还有层次，采用自然段方

法处理。章首撰写无题小序，章、节标题以事例命题，序码统一用汉字数字

排列。

五、境限：以蔚县境域为界，严守志界；以行政区划为范围，记述境内

土地的历史与现状。地名和其他名称，沿用现行名称，历史地名夹注今名。

六、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律先书朝代年号后加注公元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七、数字：著名事件、专用名词、成语、习惯用语、古文中的数字使用

汉字；小数、倍数、分数、百分数、比例等使用阿拉伯数字的，一般取小数

点后两位，个别取一位。数据以蔚县统计部门的数据和土地职能部门的数据

为主。

八、计量：计量单位采用公制或市制计量单位，有的兼有旧制，予以换

算。

九、简称：凡各种名称在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并注明简称，而

后在各章、节中采用简称。“建国前”和“建国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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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凡简称“党’’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简称“党委"、“省委"、“市委"、“县

委"、“党支部”均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凡称“县政府"均指蔚县人民政

府。土地管理系统中一些约定俗成的短语、缩语、首次运用注明全部意义。

十、资料：主要源于蔚县土地局档案室档案和蔚县档案局档案资料以及

有关部门的资料和有关蔚县土地的文献、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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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蔚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南部山高林密，北部群岭横卧，东屏小五台山，壶

流河发源于西玉带中部滋润良田。全县土地总面积3220平方公里，辖10镇

12乡，560个行政村，总人口439776人，耕地面积146．06万亩，人均耕地

3．22亩。

38亿年前，蔚县的土地属华北古陆范畴。2．5亿-'--0．7亿年前，西北部部

分地带发生坳陷，在接受坳陷周围的陆屑建造的同时，逐步形成含煤建造。1．6

亿年前，燕山运动使蔚县南部逐渐发生隆起，经过1．2亿年的变化，基本形成

了海拔较高的恒山余脉。0．25亿年前，北部产生坳陷，又沉积了湖泊沉积建造

——泥河湾地层。蔚县中部在0．25亿年前的祁吕——贺兰山字型构造右翼反

射弧附近形成继承性盆地——蔚县盆地。经过数十亿年的造地运动，形成了蔚

·县现在的东南部深山区、中部河川区和西北部丘陵区的地貌特征。

东南深山区面积为1613．3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50．1％，平均海拔

1500"-"2882米，主要分布于草沟堡、柏树和南杨庄、宋家庄、下宫村等乡的部

分村庄。山上林木遍布，草甸如茵，山下峪口险要。小五台山是河北省最高山

峰，达2882米，该区域为自然生态保护区。除此而外，较著名的山依次有倒刺

山，山上产优质药材——大黄；麻田山，曾为明代牧马场；九宫山，下有峪口

——九宫口，昔通古易州(今易县)，现为公路咽喉所在；莲花山，山上有石佛洞

——罗汉十八堂；翠屏山，诸峰苍翠，乃蔚县一大景观；下有北口峪，又名飞狐

口，人称四十里黑风峪．，为太行八径之一，曾是南通中原，北达大漠的要道；玉

泉山，山谷有玉泉、瀑布，景色壮观；石门山，山高坡陡，石门峪最窄处仅8米。

中部河川区面积78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24．22％，海拔900米左

右，主要分布在暖泉、蔚州镇、代王城、西合营、吉家庄、桃花和部分乡镇、村庄。

因壶流河贯穿其中，水利条件好，集中了蔚县地力较高的大部分耕地，因而物

产丰饶。其中蔚县小米在明代曾是“四大贡米”之一，碾米成面，可哺幼婴。蔚

县“小杂粮”极富食品保健作用。蔚县中部素以“米粮川”或“美良JiI”为世人所

乐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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