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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野县土地志》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记述博野县土

地利用、管理历史及其现状的专业志书。它的出版填补了博野县史

志上的一项空白，是益于当代、惠及子孙的_件大事，可喜可贺o

千百年来，博野这片沃土养育了博野人民，同时，博野人民为

争取土地权益、改造土地自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创造了土地

开发、利用、管理的历史。特别是1948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彻底打破了封建官

僚统治的桎梏和旧的土地所有制的束缚，推动了社会的飞速发展o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实施以后，土地管理工作逐步

纳入了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土地的利用、开发和保护工作，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回顾总结土地管理的这些历史经验，揭示它的

变化规律，对进一步管好和用好土地，促进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发

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o

《博野县土地志》纵贯古今，系统地记述了博野县土地开发、

利用和管理的历史与现状，尤其是详尽地记叙《土地管理法》颁布

实施以来，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

本国策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是一部具有现实和历史价值的专志。全

体编纂人员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广泛收集资料，多方咨询查

证，反复推敲，精心著述，做到了资料翔实、归属得当、详略得

体，体现了博野县土地管理历史发展的地方特色，在博野今后发展

历史上将会产生久远的“资治、教育、存史"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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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人类十分宝贵的资源和财产。科学利用和有效管理土地

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过去，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

耘，千秋繁衍，创造了光辉的历史篇章。相信今后博野人民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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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

想，记述博野县土地利用、开发和管理的历史与现状，以起到“存

史、资治、教育"和信息交流的作用。

二、上限追溯至历史可考本源，下限止于1996年底。个别须

述明原委的事件及人事变动止于搁笔。

三、横门分类、纵写事实，采用章、节、目结构。以序开篇，

概述冠于全志之首，次列大事记，之后为正文。正文依次为“地理

概况"、“土地资源"、“土地制度”、“地籍管理"、“土地规划"、“土

地利用和开发"、“建设用地管理"、“土地税费"、“地价"、“土地监

察"、“土地管理机构”、“土地艺文"共十二章。最后为附录，照片

置于序前。

四、记述贯通古今，以行政辖区范围追溯历史，坚持“详今明

古"的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87年7

月博野县土地管理局组建以后的土地利用、开发和管理情况。

五、采用“述、记、志、图、表、录"体裁形式，以述记为

主o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均采用中国传统历史纪年，括

注公元纪年，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律采用法定计量单位，建国前使

用历史沿用计量单位。

八、文字一律采用国家公布的标准简化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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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统计表、图、公历年月日和行文中出现的数字均采用阿拉

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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