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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人类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之际，峨山县土地管理局的同志，

根据省地土地管理部门和县人民政府的要求，编写了《峨山县土

地志》，在定稿付印之前，我初读了这本书，总的印象归结为一句

话，就是耐人寻味，感慨万千!建议大家都来读一读这本书。

历史是一面镜子。《峨山县土地志》用丰富的史料，真实地记

述了峨山县有史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四十六年土

地制度发展与变革、管理与开发利用工作中的历程，用活生生的

事实说明了土地是不可再生的重要生产资料。十分珍惜和合理利

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好耕地，是我们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峨

山是一个山区县，由于自然条件形成的原因，可供开垦的土地极

少，加之人口的不断增长，基本建设用地逐年增多，人均占有耕

地已从1952年的1．57亩降到1996年的1．23亩。这就从一个侧

面告诉我们：人类在开发利用土地、向土地索取的同时，也在有

意识或无意识地破坏着土地；土地在无私奉献的同时，也在不断

遭到无情的践踏。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我国人口多，土地少，

要珍惜每一寸土地”。可见，管好土地，用好土地，是一项功在当

代、有益千秋、利国利民的大事，我们一定要牢固树立惜土如金

的忧患意识，正确处理好占用土地与基本建设的关系，即吃饭与

建设的关系，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可耕作的土地。

《峨山县土地志》即将出书，我谨向全体参与编写的同志们表

示热烈祝贺!也向辛勤工作在土地管理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良好

的祝愿!你们的劳动将唤起全社会人们对土地的再认识。土地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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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命根子，我们永远牢记这一点，相信世人也会永远牢记这

点。 ·

2

峨山县人民政府县长 普通发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



序 二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人以土为

本，民以食为天，土地是万物之本，是人们的衣食父母，人类不

能离开土地而存在。因此，党和国家把“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

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列为基本国策，把土地管理工作摆到了

重要的战略地位。

。编史修志是一项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

的重要工作”，土地志既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土地管理

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编纂《峨山县土地志》，是我县有史以来第

一次，也是我们土地管理部门的一件大事。它的现实意义在于：第

一，它提供了峨山县土地利用方面的可靠资料，从志书中可以看

到全县土地利用的历史和现状，为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提供

了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土地数据。第二，它着重记载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土地利用和管理体制的情

况，其中有许多值得认真总结吸取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后如何

利用、管理好土地有启迪思想、奋发前进的作用。第三，它用具

体事实，一再说明峨山县的土地资源特征，山多坝少，耕地质差

量少，人口逐年增长，耕地逐年减少，后备资源十分有限的土地

县情。指出了人地矛盾始终是制约我县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影

响着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我们要牢固确立地少人多、惜

土如金的忧患意识；确立保护土地质量，千方百计提高土地产出

率的观念；确立保护土地是国家和集体财产的观念，认识土地不

仅是宝贵的资源，而且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最大资产，土地问题直

接关系到人民的生存和社会的稳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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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山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局1987年6月成立以来，在县委、

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做了大量

工作，使土地管理逐步走向法制的轨道。希望通过《峨山县土地

志》的编纂出版，起到宣传介绍的作用，使社会各界了解全县土

地的家底，以及利用和管理、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有关方面

的情况，进一步理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把我县建成经济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人民富裕的峨山。

4

原峨山县土地管理局局长 施崇有
’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痒 三

“土地是一切生产和存在的源泉”。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

它经济学著作中阐明了土地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提出了地租论。认

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土地重要

性的认识和加强土地管理工作的紧迫性的认识。

土地作为自然和社会综合的产物，作为农业重要生产资料，它

是自然本身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它是一种自然客体，它的原始生产力是很低的，这是我说的第一

点。第二，土地面积的有限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的

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但作为农业生产重要资料的土地

却是有限的，它的面积是不会增加的，而且也不会用其它生产资

料所代替。第三，土地是永久性生产资料，只要合理使用，其肥

力可以不断提高，其它生产资料则不然。第四，土地空间位置的

固定性。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对其利用只能局限在固定的地点

上，不能转移，不能互换，其它许多生产资料则不是这样，它们

可以移动场所使用。作为历史形成的土地，它的分布总是与特定

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相联系的，由此决定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既

要根据需要，对土地加以科学的改造，同时，又必须适应土地的

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配置各业用地。土地的这一特点，要求人

们在对土地进行投资，特别是在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时，必须

进行土地规划，讲求投资的经济效益，因此，必须严格按照客观

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管好、用好我们脚下的土地资源。

土地管理工作，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历代统治阶级，为

5

l I-



管好土地，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但在新中国建立前，土

地管理工作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无论是土地法律、法规的制

定、执行、土地制度的建立还是土地赋税的征收无不打上阶级的

烙印。当然，不排除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东西。今

天的土地管理和旧时代有本质的不同，我们共产党人是代表人民

利益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切实保护耕地和合理用地，坚

决制止乱占滥用土地，其目的都是着眼于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为

子孙后代着想，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本

世纪以来，随着近代工业的不断发展，各行业对土地的需求不断

扩大，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们，面对全球土地尤其是耕地的日益缩

小，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并呼吁合理用地和切实保护耕地。今

天，人12剧增，耕地锐减，人与地矛盾十分突出。就我们峨山来

说，人多耕地少，可供开发为耕地的土地为数不多，但人口却在

逐年增加。如果我们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珍惜利用每寸土地，

切实保护好耕地，就对不起今人，更对不起子孙后代。我们各级

干部无论做什么事，都应首先想到这一点，广大群众也应明白，如

果只想到你那个村，你那一家人的眼前利益，认为多占没什么关

系，那就错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人人都有责任。

为使今后的土地管理工作更加有序，我局根据省、地土地管

理局和县人民政府的要求，编写了《峨山县土地志》。此书从各方

面反映了峨山县土地管理工作的历史和现状、经验和教训、成绩

和问题、形势和任务，在编写中，在追溯历史的同时，重点记述

新中国成立后四十六年来土地管理的历史过程，尤其是80年代以

来近十五年的历史，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真实，准确、可靠。无

论是从事土地管理的同志，还是其他同志，都应该读读这本书，从

中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并学到有关土地方面的知识。

让我们全社会都来保护和合理利用脚下的这块宝贵土地，为

6



我们峨山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发展发挥作用吧!

峨山县土地矿产资源管理局局长 普家明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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肜一f

概 述

峨山，汉属益州郡俞元县地；唐属南宁州绛县地；南诏时属

通海都督府；宋大理国时隶秀山郡，置昭蛾部；元置帽峨千户、

熠峨州领筇川，公元1289年为熠峨县，隶临安路。明隶临安府，清

代未变。民国19年(1930年)改名峨山县。1951年建立峨山民

族自治县，1956年改名峨山彝族自治县，属玉溪行署管辖。1996

年，全县设4镇8乡，73个村公所(办事处)，570个自然村，575

个农业合作社。是个居住着彝、汉、哈尼、回等22个民族的多民

族山区彝族自治县。是全省最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根据

1992年土地详查，总面积1 951．36平方公里，折合2 927 049亩。

峨山县地处滇中高原中部。东与玉溪市、通海县相连，南与

石屏县、新平县为邻，西临双柏县以绿汁江为界，北与易门、晋

宁接壤。县城距省会120公里，昆明至打洛国道公路穿境而过，是

通往滇南边疆的大门。地理座标为东经101。52’～102。32’，北纬

20。017"24。327之间。全县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金属

及非金属地下矿藏储量大、品位高、质量好。

唐宋时期，峨山境内居住着彝族、哈尼族等先民。明清时期，

省外一部分汉族移居峨山，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开垦土地，清康

熙年间，峨山耕地面积达到65 415．9亩。民国23年(1934年)进

行土地清丈，总耕地面积为138 139．6亩。清丈后，给业主颁发执

照，确定业权，按田地三等九则收取赋税。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1952年，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具体要求进行了土地改革，土地

由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体农民所有制，人民政府发给土地证。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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