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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事

求是地记述巴马瑶族自治县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资料

性、思想性、科学性相统一。

二、本志内容上限尽量追溯事物的发端，下限写至1997年，

。重要内容适当下延，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o

，三、本志以述、记、志、图、表、录等为体裁，以志为主；叙

而不论，行文用第三人称o

四、本志按事物性质归类和章、节、目排列，前设图片、凡

例、序、概述、大事记，中设14章，后置附录、后记o

五、历史纪年，清代以前用汉字，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民国时

期用阿拉伯数字，括号注明公元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所记．“解放"前后，以万冈县解放时间1949年12月

1日为时间分界线o 。

七、计量单位，解放前用当时的单位；解放后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定计量单位，表示数量用阿拉伯数字o

八、人志资料，用统计局、土地管理局、档案局、图书馆及调

查的资料o ．．

九、书写格式，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于新

编地方志行文规定》和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史志编纂暂行办

法》及《土地史志编纂语言文字暂行规定》为规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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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巴马瑶族自治县土地志》付梓出版了，我很高兴为此作序o

巴马瑶族自治县曾经是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部所在地，在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在这块土地上领导巴马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创立了可歌可泣的业绩o

，+ 全国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巴马人民发扬战争年

代的革命传统，在这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土地上实行土地改革，

、组建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人

民公社，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土地的开

发、利用和保护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全县实行土地联产经营承包责任制，广大农民掌握了土地使用的自

主权，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

益，促进了全县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颁布，1986年10月，

成立了自治县土地管理局，负责全县城乡地政的统一管理。在12

年间，贯彻执行国家的土地法律、法规和政策，组织土地利用现状

调查，’开展土地登记发证，编制全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基本

农田保护区，进行县城区土地分等定级估价，推行土地有偿使用制

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勋业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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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瑶族自治县土地志·

编修志书，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在自治县人民政府的组织下，

《巴马瑶族自治县土地志》经过广征博采，搜集资料，遵循“详今

略古，重在当代"的修志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实事求事地记述了自治县境土地制

度、土地税费、土地管理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突出了土地主题和

地方特色。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o"《巴马瑶

族自治县土地志》的出版面世，将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

用，对启迪教育后人珍惜土地、保护耕地，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

源，维护生态平衡，促进全县的经济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o

《巴马瑶族自治县土地志》的编纂，是一项浩繁艰巨的文化工

程，其间，除了编纂人员辛勤耕耘、严谨著述外，得到了自治区土

地管理局、河池地区土地管理局的大力帮助和指导及有关部门和各

界人士支持与协作，我谨此表示敬意和感谢o
’。

●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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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 、+}
“

’

。

’r巴马瑶族自治县是世界著名的长寿之乡，其长寿、人文、自然等景观堪称

世界之最。由于区位、能源、交通、通讯等方面的原因，被列为国家重点扶持

的特困山区县、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重点扶贫县，也是西南三省区石灰岩地区扶

贫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县。这里的人们热爱这块土地，珍惜这块土地，管理这块

土地，并且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一个个辉煌。
、

(一)

j、
“

。 ，

”

。

一 巴马瑶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东经106051’～107032’，

北纬230497一拚23’，东与大化瑶族自治县接壤，，南跟平果、田东、田阳三县
相邻，西和百色市、凌云县交界，北靠东兰、凤山两县。总面积1965．36平方

公里。 ，

一
I

早在1500年前，’巴马境内就有人类居住。但直至民国中期，没有独立的

县治，分合频繁，属无定所。民国初期，自治县境分属东兰、凤山、恩隆、奉

仪、百色等县；民国24年(1935年)1月设置广西省万冈县，县治在巴马镇

巴马街，属百色专署辖。解放后，成立万冈县人民政府，仍属百色专署辖。

1952年1月，撤万冈县，自治县境分属田阳、田东、凤山、东兰四县o 1956

年2月6日，成立巴马瑶族自治县，属百色专署管。1965年8月，设河池专

署，即从其辖o ，J

’1997年，全县共设11个乡、1个镇、103个村，人口234066人，人口密度

为每平方公里119．06人。其中瑶族39817人，壮族161244人，汉族32718人，

毛南等8个少数民族287人。全县百岁以上的老人79人，占全县人口比例的

10万分之30．50，
一

j ·
+’。 ： ．．

，

巴马属南亚热带地区，无明显冬季(冬季平均气温11．5℃)，夏季虽长，

但并不炎热(夏季平均气温26．O℃)，全年平均气温20．4℃o最低气温
～

●

1



·巴马瑶族自治县土地志·

一3．3℃，最高气温39．7℃o年平均日照1552．9小时，年日照率35％o年平均

降水量在1170毫米一1780毫米之间。主要灾害是冬旱、夏涝。平均年无霜期

338天。

巴马境内地形复杂，以低山、岩溶、山前丘陵地貌为主，地势三面高中间

低，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形如泥箕。山脉多是西北——东南走向，全县冈峦林

立，中低山头986座，最高点塔云山海拔1216．3米，最低点那法屯前河海拔

176．0米。北部和西南中部为岩溶地貌，西北部为中低山，东南部为山前丘

陵。全县土地面积石山占30％，土坡占60％，平地为9％，水面为l％。

19sr7年底，全县耕地283112．4亩(其中灌溉水田113678．5亩，望天田

14457．5亩，旱地154055．8亩)，园地22613．9亩，林地1558986．6亩，牧草地

134129．6亩，居民点和工矿用地32481．8亩，交通用地4163．3亩，水域

34935．5亩，未利用土地877622．2亩。耕地坡陡、土浅、石多、零星分散，易

旱、易涝，砂蚀、渍害严重；土壤酸性重，有机质含量低，缺磷、钾元素的面

积大。全县中低产田分别占水田面积的55．7％和35．4％，中低产地分别占旱

地面积的49．24％和44．49％，高产稳产田地不到耕地总面积的10％。主要粮

食作物有水稻、玉米、木薯、红薯、豆类等，经济作物主要有甘蔗、油茶、油

桐、板栗、水果、火麻、花生、药材等，以珍珠黄玉米、彩色糯玉米、油茶、

火麻为当地特产。境内植物30个科2000多种，人工裁培林种主要是松木、杉

木、竹木等，水果种类繁多。野生和饲养动物名特优品种闻名遐迩，其中有著

名的巴马香猪、黑山羊、东山鸡。

境内有地表河流27条，全长394公里，除册巴河、百东河流入右江外，

盘阳河、灵岐河等均注入红水河。地表河年径流量10．835亿立方米；地下河5

条。年径流量2．265亿立方米。全县水能储藏量23．16万千瓦，已兴建电站6

座，装机总容量9360千瓦。人称长寿河的盘阳河盛产体小味美的油鱼。境内

有长寿矿泉水3处，赐福的巴马泉已为港商投资建设投放市场。

境内储藏矿产有钛、硅石矿、黄金、铁、锑、铜、锡、硫磺、水晶、冰洲

石、石灰石、辉绿岩等10余种，还有实质优良的大理石和花冈岩，以大理石、

花冈岩、钛铁矿和硅石矿藏量最为丰富，裸露，易于开采o

境内有被称为“百岛长湖”的赐福库区风景区，有称为“天下第一洞”的

百魔洞为代表的盘阳河风景区，有龙田石林陷谷伏流区和龙洪河田园风光区等

自然旅游资源，有盘阳河长寿带的长寿资源，有明代土司军事营盘遗址、红七

军二十一师师部旧址、香刷洞等历史名胜，还有瑶寨木楼、民俗风情等人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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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0 。i㈠ 。! ：1 ，

199r7年全县有公路22条，通车里程419公里，有等级公路214公里，323

国道和20322省道横贯和纵贯全境，1998年扶贫攻坚大会战实现了村村通公

路，境内有巴马——大化岩滩的水路交通。巴马瑶族自治县城形成了河池地区

西南部交通枢纽o 199r7年全县乡镇开通了程控电话o - ，“⋯

“县城巴马镇经过1995年以后20米、30米、40米大道和环城路的建设，城

市功能明显增强。199r7年县城人口23729人，建成区达到1．89平方公里，规

划到2010年，县城人口5万，城建用地6．14平方公里o ’。

_v 在巴马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们，把土地当作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

础，去开发它，利用它，管理它，为它洒过汗、落过泪、流过血o j

在大革命时期，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建立的右江苏维埃政权，

高举起土地革命的旗帜，在这里打土豪、分田地，发放土地使用证，留下了可
- 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从

土地改革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这里的土地也从封建土地制

度演变到农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o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颁布，1996年自治县国有土地使用

权拍卖钟声敲响，土地使用制度又从无偿到有偿转变o
‘

土地制度变革，焕发了巴马人民对土地开发和对耕地保护的极大热情。20

世纪50年代，全县开始了深耕细作，改良土壤。从60年代大兴农田水利建

设，到80年代初，全县兴建引水工程258l处；蓄水工程176处；提水工程的

水轮泵站92处272台，电灌站235处总装机容量钙75．5千瓦，柴油抽水机356
。9 台；还有众多的防水工程，增加了土地抗御旱涝灾害的能力o 70．年代以后的

’

土地田园化运动截至1997年，共造田7589亩，造地33268亩，砌墙保土

47906．89亩，治理坡耕地2631．88亩，耕作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80年代起步

的经济林果生产，到1997年全县水果面积已达9674l亩，投产面积已达25250

亩，逐渐摆脱陈1日的单一的土地经营利用方式，向多元化经营利用的方向发

展o 1993年以后营建的包括城北扶贫异地安置区在内的13个异地扶贫安置场，

投资1652．2万元，安置了1358个农户6790人，开发了土地42502．1亩，这一

政府有序调节人均土地占有量、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的措施，为大石山区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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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脱贫致富走出了新路。1995年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制定严格的耕地保护

措施，对151890亩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为子孙后代造福。1994年，自治县长

寿食品总厂的兴建，开始了长寿食品深加工的新纪元，为寿乡增添众多的光

彩；1995年，港商对赐福矿泉水厂的投资，让千百年来流入红水河和珠江的

长寿水流进了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给人们带来财富；1996年巴马糖厂实现当

年种蔗，当年建厂，当年开榨的高速度高效益，甜蜜的事业已成为全县的支柱

产业之一。长期以来，全县坚持封山育林，造林灭荒，至1996年，全县总绿

化面积达101908．61公顷，森林覆盖面积含灌木林达到51．96％，通过了广西

壮族自治区绿化达标检查验收，有效地保护了土地o

1986年6月，《土地管理法》颁布。同年10月，自治县人民政府成立了土

地管理局，加强对土地的管理j经过12年的机构建设，已建立地籍股、规划

利用股、监察股、市场管理股、秘书股、地产公司、地价评估事务所等机构，

还设有财务室、图件室、档案室和微机室。各乡镇人民政府也成立了土地管理

所o 199r7年全县共有专职土地管理人员53人。从1988年开始的土地利用现状

的调查，在自治区测绘局制图屋航测队、东兰县土地资源调查办公室、桂林工

学院土木工程系等单位协助下，在自治县土地资源调查队的努力下，历时7年

半，弄清了全县土地家底，为制定全县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配置土地资源提供了

依据；土地资源调查的成果在全县多部门进行了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1991年，自治县人民政府印发文件明确规定：坡度25度以上的

耕地要有计划地退耕还林，属石山区的封山育林，土山区的实行种果造林和飞

播造林。至1997年底，全县在7年问将3180Cr7．9亩的耕地退耕，使园地增加

19812．9亩，林地增加220527．3亩，牧草地增加37530．6亩，居民及工矿用地

增加343．6亩，交通用地增加390．8亩，水域增加13153．8亩，优化了用地结

构。与全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同步进行的全县土地登记发证工作，以河池地区

水文分站测绘的1：500县城地形图作工作底图，按照《城镇地籍调查技术规

程》进行县城土地登记发证，于199r7年3月22日通过自治区土地管理局和河

池地区土地管理局联合检查验收。连同在全县农村同时全面铺开的土地登记发

证，在9年的时间里完成了36563宗土地的初始登记发证和230宗土地权属变

更登记发证，使地籍管理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轨道。从清理土地隐形

市场到土地市场股成立，已经收取了34万元土地受益金上缴国库，减少国有

资产的流失；城区土地分等定级估价成果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河池地区土地

管理局的评审验收，进一步规范了土地交易市场，为土地有偿使用提供了地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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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o 1987年，自治县土地管理局按照上级下达的建设用地计划第一次将建

设用地控制指标下达各乡镇，更加严格了建设用地规模。除了国家重点项目岩

滩电站建设用地14230亩(其中耕地9r779亩)以外，全县在1987年以后的10

年里，其他建设用地仅662．757亩(其中耕地356．546亩)。国家重点工程岩滩

电站的建设淹没大批土地，涉及4个乡镇16个村123个村民小组2637户13687

人，在自治县人民政府领导下，走开发性移民安置道路，取得了一定经验o

《土地管理法》实施以后，．全县实行“五统一”(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开
发、统一出让、统一管理)方式供应建设用地，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从制

度上禁止了用地单位和个人直接与农民买地、租地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

地，实行严格的建设用地申请报批制度，“三不准”、“三优先”、“三到实地”、

“四不报批”、“四公开”、“十不准”已成为全县土地管理人员在报批建设用地

的一方谚语：由桂林工学院协作编制的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过3年的

努力已于1998年6月完成，于1998年12月28日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河池

地区土地管理局评审验收并呈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它将在土地用途管制中

发挥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作用，促进土地资源持续集约利用。全县组成了县、

乡(镇)、村、队四级土地监察网络，在组织开展的“三无’’乡镇活动中，，在

进行非农业建设用地清查中，在查处土地违法案件、清查干部职工“三违”建‘

私房和清理土地自发交易市场中；依法行政，秉公执法，收缴罚没款41．64万

元。拆除了一批违法违章建筑。土地统计人员按照土地统计的程序进行，。。，已成

为土地管理的一项基础工作，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在自治县档案馆的指导

下，土地管理的各种档案资料经过收集、整理、立卷归档，已经建立起自治县

土地档案室，目前正在向等级目标攀登。在以《土地管理法》为中心内容的宣

传教育活动中?自治县土地管理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采用丰富多彩的形式，

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刊物等宣传工具，及时报道自治县土地管理的动态，

去恶扬善，扩大宣传教育面，。使“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

的基本国策逐步成为全县人民的自觉行动。在处理人民来信中，做到了事事有

着落，件件有回音；在土地纠纷的调查处理中，坚持原则，耐心教育，调处一

个案，。教育一方人o ‘‘

j j



·巴马瑶族自治县土地志·

(三)

‘土地是财富的源泉。巴马这块土地，虽然耕地数量少，质量差，后备资源

不足，但是；巴马人民在它上面创造了人间奇迹。1997年，全县国民生产总

值完成29427万元(按1990年不变价)，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完成了14211

万元、8973万元和6243万元，全县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26458万元，粮食

总产量达6．4194万吨，糖蔗生产13．5万吨；水果产量7474吨，肉类总产量

1．2605万吨，水产品产量756吨。全县乡镇企业总收入完成43918．34万元，总

产值完成33124万元。引入资金2450万元，引资注入与本地资金相结合的产

业逐步拓展市场，继巴马腊香猪、珍珠玉米糊、精炼火麻茶籽调合油获1996

广州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后，自治县长寿食品厂生产的蛤蚧雄蜂酒又获得了

1997广州国际食品博览会的金奖。财政总收入(含上划中央“两税”及基金

类收入)2868万元，自治县本级财政收入完成2108万元，消化了历年财政赤

字，保证干部职工工资足额按时发放。

1997年完成新增解决温饱14439户71153人，从而使全县48646户2粼
人中的43584户210643人摆脱了贫困。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1411．85元。全县

投入扶贫资金2031．05万元，实现了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和种养项目：投资

1212．02万元，．建水池48处，容量8640立方米，水柜6572个，容量1㈣立
方米，彻底解决人畜饮水困难；投资400．6万元，架设输电线路15条，总长

75．5公里；投资191．5万元，修建乡村公路10条，总长76．46公里；投资72．1

万元，建成村级卫生室46个，建筑面积2598平方米；改建贫困户住房1478户

7390人，建筑总面积73900平方米；贫困户共种玉桂10270亩，竹子5523亩，

板栗5442亩，八角5923．3亩，油茶2634亩，油桐3420亩，其他林果606．3

亩，养羊28083只，养猪5004头，家禽93000羽。救助失学儿童3110人。

在巴马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躬耕劳作的人们，结出过酸、甜、苦、涩

种种成果。全面、深刻、科学的总结和记述巴马土地管理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将在指导巴马今后土地规划、利用、开发、保护、管理等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

用o

6



·大事记·

大事记

中华民国

。民国19年(1930年)右江苏维埃政府在今西山、甲篆一带颁发土地使用

证o
々

民国24年(1935年)1月，万冈县成立。

民国凹年(1938年)河田(车河——田阳)公路开工建设，次年通车，

；境内占地714亩。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军西进于民国33年(1944年)9月18

日下令破坏o

民国33年(1944年)11月，广西省政府指派万冈县县长邓达轩负责建设

．西南运输站万冈临时通讯机场，占地36亩，跑道长800米，宽30米。民国34

年(1945年)8月，日本投降，’美军撤走，机场随之毁坏，恢复原先田园之
， 状。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

，

t 1949年12月1日i‘万冈县解放。同日，万冈县人民政府成立。 一

1951年撤消万冈县o

1952年土地改革，自治县域颁发土地证和房屋宅基地证o

1953年农业互助组在自治县境内成立。

6月，经中南公路局同意，河田公路复修，于1954年3月25日竣工o

1954年1月2日，工作组进入那沙乡篆屯，1月14日该屯初级农业生产合

作社建立o ，
，

·

，

．，

1956年2月6日，巴马瑶族自治县成立，设立民政科，土地由民政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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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2月19日，中共巴马瑶族自治县委员会书记李云祥作《关于农业合作化

和农业生产问题报告》，提出春耕前全县基本实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化。

同月，都安——凤山、练乡——西山公路开工建筑，自治县境内占地面积

1165．5亩o ．

3月，坡差引水工程开工，1957年4月竣工o

9月，金边引水工程兴建，1958年4月竣工o

1957年7月，巴马——凤山公路建成通车。

8月，盘中滩水电站建成，装机l台，容量4．8千瓦o

10月。全县开展冬季深耕翻地、积肥和兴修水利o

1958年1月，中共巴马瑶族自治县委员会召开全县水利工程四级干部会

议，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

定》以及中共广西省委水利工作四级干部会议精神，提出1958年全县各种水

利工程1440处、灌溉面积4．5万亩的计划o

9月10日，全县建立9个人民公社o’入社28848户，占全县总户数的

98％。

1959年1月，动工兴建子帽引水工程，1959年竣工。7
。。

1961年，全县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

位的农业生产体制。

1962年6月，自治县在城关区盘阳公社举办农田水利技术培训班，培训小

型水利工程的测量、设计和施工知识。

1964年1月，第一条自治县地方公路同岁——局桑公路竣工，全长45公

里，占地472．5亩。

7月，城关区龙田公社引水工程动工，1966年lO月竣工。

1965年8月，自治县召开水利四级工作干部会议，确定今后三年水利建设

奋斗目标，新建各种水利工程394处，新增灌溉面积49698亩。

9月，县城进行民房改建。

1967年3月，赐福水电站动工，1971年1月完工，装机2台，容量500千

瓦。

1啪年4月，东山——江洲公路动工，全长17公里，’占地面积178．5亩。
1972年1月，甲篆——那社、西山——平洞、巴马——龙田、甘内——平

林4条自治县地方公路通过验收，接收养护，占地面积525．5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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