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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

耕地是土地的精华，是农业生产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资料。人均

耕地较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泰州市人多地少的现象更加突出，人

均耕地仅0．28亩。随着经济建设加快发展和人口不断增长，如何

处理好“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矛盾，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江

泽民同志说：“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编写本志，就是

为了让今人和后人了解泰州土地概况，更加热爱土地，深入贯彻

“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树立

惜土如金的良好风气。

中共泰州市委、市政府对土地管理工作十分重视。自1986年

开始，相继设立各级土地管理机构，建立了城乡地政新体制。随着

全市城乡土地的统管，土地管理事业走上了依法、统一、全面、科学

的轨道，正向深化改革和全面建设阶段转变。本志记载的泰州土

地制度、土地开发利用、地籍管理、用地管理、土地执法监察等情

况，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工作业绩，为今后土地管理

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具有借鉴历史、服务当前、有益于

未来的意义，是我市土地管理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实在

可喜可贺。

《泰州市土地志》的编纂历时三年，八易其稿，今付梓成书。三

年来，省、市领导多次悉心指点，全体编纂人员精心收集资料，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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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各部门、各乡镇积极支持，各科室密切配

合，做了大量的工作。值此志书付印之际，我谨代表泰州市国土管

理系统，向一切关心、支持本志编修和付出辛勤劳动的人们，表示

衷心的感谢!

愿泰州市的土地管理事业不断开拓前进!愿泰州市土地管理

系统精神文明建设更上一层楼!

矽盏嘿
2000年10月1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论为指导，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反映泰州

市的土地资源、土地开发利用、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

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范围为县级泰州市市境。少数章节涉及历史上的泰州、泰

县时，略有超越。

三、本志记述内容立足当代，综合古今，略古详今。上限因事而异，下限

止于1996年8月，统计数字止于1996年12月。

四、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和附录组成。概述总摄全书，大事记以编年

体纵述大事。专志设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记载史实，共分十一章三十九节

一百一十一目五十八子目。附录殿后，收录重要历史资料。图照集中于前，黑白

照片和表格随文设置。

五、本志历史纪年，建国前采用旧纪年，夹注相应的公元纪年；建国后采

用公元纪年。本志使用的“建国前(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后)，“解放前(后)"，指1949年1月21日泰县县城解放前(后)。

六、本志涉及单位名称时，第一次使用全称，以后酌用简称。如“泰州市

人民政府”简称“市政府99 9 66泰州市土地管理局’’简称“市土管局’’或“市局"。

七、本志数字和计量单位，解放前按当时习惯，解放后按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5年12月13日发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书写。

八、本志建国后的统计数据，以统计部门核定的为准，缺项部分使用部门

经过核实的数字。

九、本志所记工农业产值一般为1980年不变价，所引《海陵五十年》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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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为1990年不变价。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原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档案馆、局档案室和相关部

门资料、报刊、专著，少量系知情人提供的口碑，考证后人志，行文中不一一注

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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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位于江苏省中部、长江北岸、里下河地区南缘，东距黄海120公里。

地理坐标为北纬32。27 736Ⅳ"---32。34’00Ⅳ，东经119。48 733""-'119。59 711"。西面与

江都市接壤，其余三面均与姜堰市相连。白北端王家舍至南端南郊公墓直线

距离约11．4公里，自东端茶庵桥至西端界沟河直线距离约16公里。全市总

面积约119．5平方公里(航测数据)。

， 先秦时代，今泰州一带称海阳。海阳春秋时属吴，战国时先属越，后属楚，

秦灭楚后属秦九江郡(一说东海郡)。秦亡，先后为汉之楚、荆、吴、江都等国属

地。西汉初设海陵县(确切时间不详)，东晋义熙七年(411年)设海陵郡，南唐

李弄羿元元年(937年)设泰州，下辖海陵、盐城、兴化、泰兴等县。宋、元时期，

泰州辖区变动频数，至明初海陵县并入泰州后，仅辖如皋县。清雍正三年

(1725年)，如皋县改属通州。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东台县析出。民国元

年(1912年)，泰州改称泰县。民国29年(1940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泰县抗日民主政权在东境海安建立。民国38年(1949年)1月21日，泰县

县城解放，翌日划城区设立泰州市，为江苏省设置最早的县级市，农村仍设泰

县。以后泰州市与泰县之间区划不断调整，其中1950年5月至10月、1959

年1月至1962年5月曾两度合并。1984年废社建乡，泰州市下辖4个乡。

1985年，泰县的泰西、朱庄两乡划归泰州市；1988年，泰县的泰东乡又划归泰

州市。1996年，全市农村设1镇4乡1社，下辖81个村民委员会，另有水产

养殖试验场、林场、果场、畜牧养殖试验场；城区设6个街道办事处，85个居民

委员会。是年8月，设地级泰州市，原县级泰州市改称海陵区。

泰州属长江下游冲积平原，是一个以新生界为主的大型中新生界复合盆

地，矿藏不丰。境内地势低平，起伏很小，除低矮的土丘泰山外，地面高程一般

为2．60一--5．50米，西南部较高，东北部较低。境内水域广阔，河渠总长度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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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公里，河网密度1．7公里／平方公里，河塘沟渠等水面面积约占全市总面

积的21．46％。河流大致以通扬公路为界分为长江、淮河两大水系。泰州属

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热同步。年平均气温

14．7℃，年降水量1049．10毫米，无霜期220天，有利于农作物生长。泰州土

壤质地总趋势为南沙北黏，逐步过渡。地带性植被型为落叶阔叶与常绿阔叶

混交林。

泰州市人口众多，人口密度较高，是江苏省人口最密集、人均耕地最少的

地区之一。1996年，泰州市总人口273669人，人口密度2290人／平方公里，

人均耕地面积0．28亩。土地效益较高，1996年每平方公里的工农业总产值

为1．4916亿元。泰州土地后备资源匮乏，人地矛盾十分突出。

泰州素称鱼米之乡，早在西汉初年，吴王刘濞已在海陵建粮仓，当时人有

云：“转粟西向，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唐宋以后，随农业技术改

进，农作物品种日渐增多，产量也不断提高。但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阶级

的残酷剥削下，佃农所得仅为收获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贫苦农民只得逃荒要

饭，卖儿卖女。农民反抗斗争，史不绝书。清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城东十

三里汪农民联合抗租，遭清廷镇压。民国15年(1926年)，森森庄农民因夏旱

歉收发起减租运动，波及全县，毛泽东将此事写入《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

运动》一文。 ：

泰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在根据地内实行“二五减租”、“五四土改"。泰

州市设立后，于1950年3月至1951年5月在全市进行土改，市政府颁发了土

地证，确立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为抵御灾害，提高产量，广大农民

又走上互助合作化的道路。1952年成立第一个农业生产常年互助组，1954年

成立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普遍建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基

本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9月全市实现人民公社化，共建7个人

民公社。广大农民依靠集体力量，改革耕作制度，改变作物布局，兴修水利，平

田整地，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为使荒地、废弃地得到开发利用，先后3次在泰

县苏陈区北部与泰县联合垦殖草荒地3．08万亩。。1958年开发朱庄乡“北大

荒”，至1992年，先后3次，共开垦荒滩地和低洼荒地7000多亩，改造低产田

800多亩，开发水面精养鱼池1200多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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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0年代开始，根据国家颁布的法律、法令及各种规定，通过没收、征收、

征用等手段，建立起社会主义全民土地所有制。在农村及郊区，陆续兴办一批

国营农林场圃；在城市，所有土地一律收归国有，无论单位或个人需要使用，必

须办理土地使用手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泰州农村逐步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1982

年开始，实行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土地长期承包到户。1984年，农村调

整产业结构，大批劳力向非农业转移，农村出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

商、建、运、服综合经营的新局面。1996年，农村经济总收入23．37亿元，净收

入3．44亿元。农民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年人均所得为3351元，已超过温

饱型水平，前景美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土地长期实行无偿、无期、无流

动的使用制度。中共十_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土地使用制度，实行有偿、有限

期、有序流动的土地使用制度。自1992年起，开展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转让

工作，至1996年共出让土地23幅，计328．21亩，收取出让金797．56万元。

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进入了政府控制下的“三有”地产市场。

田赋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主要收入，历代王朝为增加田赋，均清丈田地。泰

、州可考的清丈田地，最早为明万历九年(1581年)。民国时期，于民国20～26

年(1931一-d937年)、民国37年(1948年)，多次举办土地陈报。解放后，泰州

市耕地面积随辖区范围变动而不断变化。1986年《土地管理法》颁布后，市政

府对全市耕地实地勘查，查明至1984年底，全市耕地总面积为17250亩。

1988年，全市耕地总面积(包括泰西、泰东、朱庄3乡)为81300亩。之后，由

于城市建设、乡村企业和城乡居民建房用地齐头并进，耕地总面积逐渐减少，

1996年全市耕地总面积为76005亩。
’’’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农民不纳田赋而交集公粮。

新中国成立后，以亩计征公粮改为以常年产量计征农业税。1952年，为贯彻

合理负担政策，泰州市在土地整理的基础上查田定产，实行稳定负担，增产不

增税以及大灾大减、小灾小减等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农业税税额在财政收入

中所占比例逐年缩小，至1996年只占全市财政收入的3．3％。农业税收基本

用于支援农业生产、发展农田水利事业和乡村工业。 一 一 ，

。．为清理全市的土地资源，加强地籍管理，泰州市政府组织力量，先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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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系列调查。1952年查田定产，1959年、1981～1983年两次进行土壤普

查，查清了全市土壤类型及分布，为土壤的利用和改良提供了依据。1981～

1984年进行土地资源利用现状详查，1992年进行土地资源勘查，查实了全市

土地总面积及各类用地面积，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推进建设事业提供了翔实

的数据。1988年开始进行国有土地申报登记工作，至1992年，全市城镇国有

土地申报单位2143宗、个人10500宗，面积约19510亩。1990年起，进行地

籍调查，处理纠纷，确权发证，同时办理土地权属变更手续589宗，其中单位

459宗、个人130宗。处理国有、集体和个人土地权属纠纷案件25起。1996

年起，加强农村地籍管理，完成土地权属调查44个村，面积为30平方公里，发

证5930本。市土管局严格执行土地统计报表制度，至1995年，年报已有《耕

地面积变化情况》等6种表格，使土地统计工作制度化。为使全市土地得到合

理利用，市土管局于1991年按先乡后市的顺序，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

制工作，1993年完成后，又于1995年颁发规划实施意见。至此，全市各业用

地纳入规划管理的轨道。

四

新中国成立前与建国初期，用地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1953年政务院

《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颁布后，办理征用土地的手续逐步完备。但由

于分管部门经常变更，浪费土地现象较为普遍。1958年后，泰州市执行国家

规定的各级政府用地审批权限。1985年起(其中1989,--,-1992年除外)，因泰

州市国民经济计划由省列户管理，征用土地也享有省辖市同等审批权限。80

年代末和9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江苏省(土地管理法>实施

办法》、《扬州市关于(江苏省《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的补充规定》等文件颁布

后，泰州市对建设用地申报程序和审批、劳力安置条件、征用土地的补偿标准、

农户宅基地标准、撤销无田村民小组建制等问题都做了明文规定，并严格

执行。 ．

。‘

’泰州市土地管理局成立后，建设用地即由土管局审核并报市政府批准。

对建设用地划为非农业建设用地和农业建设用地，实施指令性计划管理。按

照保证重点、兼顾一般、适当留有余地的原则，将计划分解下达，及时调度平

衡，严格审批。在审批项目用地的过程中，实行全程管理，参与前期工作，对项

目用地进行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审查，审批后进行跟踪，实行竣工验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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