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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海县土地志》的编纂完成，是唐海县地方志工作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

是土地管理工作者为唐海志苑增添的一枝奇葩，可喜可贺。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

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存方寸地，留于子孙耕，是历史赋

予我们的重要使命。加强土地管理工作，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对于社会各

顶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唐海县土地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翔实的资料，

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唐海县土地开发利用及管理工作，展示了唐海土地的历史

与现状。读后为唐海人民开发盐碱荒滩栉风沐雨的创业精神而感动，为唐海

土地管理工作取得的成绩而振奋，以志为鉴，感昭后人，功在千秋。我相信，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有全县人民的支持和土地

管理工作者的辛勤工作，唐海县的土地管理工作定能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感奋之余，欣然命笔，以为序。

唐海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一九九八年秋



凡 例

一、《唐海县土地志》的编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地并力求全面地记

述全县土地的疆域变迁、土地制度、土地开发、管理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记

述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土地管理的诸多事物，力求达到资料性、科学性与思

想性的统一，以期达到资治、教化、交流的作用。

二、本志记述的上限追记到北魏孝昌二年(526年)，下限止于1997年底。

本着“事必有据，述而不论，详今略古"的原则，反映唐海县土地的历史和

现状的原貌，属于土地资源、自然环境等，上溯其发端，以究其源；属于开

发、利用、交易、管理等，多从明清两代开始记述。对于半个世纪以来，建

立国营柏各庄农场至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土地及土地管理情况，作为

重点记述。

三、本志采取“横排竖写”的形式，横排门类，纵述历史，设章、节、目、

子目四个层次，共计9章，31节，58目，27个子目。另设附录。全志运用述、

记、志、录、图、表6种体裁，以文为主，辅以图表、照片。大事记采用编

年体和纪事本未体相结合的方法编写。

． 四、本志涉及历史纪年，以当代正式出版物通用的方法表述。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写为“建国前(后)99 O建柏各庄农

场前(后)，简写为“建场前(后)”；建立“唐海县前(后)"，简写为“建县

前(后)。关于数字用法，·以1987年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

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五、行政区域、地名、村庄，在叙述历史变迁过程中，沿用历史名称，现

代情况的叙述使用现代名称。

六、本志资料选自多方面，包括1997年12月出版的《唐海县志》，县档案

局有关资料，还有县农林局、畜牧水产局、水利局、交通局、建委、统计局、农委、

计生局、土地管理局等单位提供的资料，创业先辈提供的有关具体资料，同时

采用了邻县档案局的有关历史资料。本志中采用的数字，以统计部门的资料为

主，统计部门没有的，采用有关部门的资料，个别的数字由调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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