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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人民政府市长周大平

《镇江市土地志》由我市国土局组织土地管

理工作者与地方志工作者进行编纂，经过四年

努力，现在正式出版面世了。这是一部全面系统

科学地反映我市土地资源及土地开发利用与管

理的历史和现状的专业志。它不仅是我市土地

管理工作者及有关部门必备的工具书，也为广

大市民提供了一份可贵的地情资料。

土地是不可再生的也是不可替代的资源，

人民赖以土地而生存。因此，土地能否高效合理

利用，耕地能否得到严格保护，不仅关系到农业

基础地位能否巩固，也关系到经济建设能否协

调健康发展，更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幸福与繁荣。

今天，只有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合理利用土

地，切实保护耕地，才能促进全市社会经济可持

续发展，促进“两个文明"建设。

千百年来，为开发利用镇江这片土地，广大

劳动人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甚至宝贵的生命。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开发利用

土地的积极性大为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土地



的合理利用与优化配置，远未达到理想的水平。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

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多地少的矛盾已成为我

市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为此，全

市各级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土地问题、切实

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

地”的基本国策，进一步总结近十多年来土地管

理特别是保护耕地的经验教训，深入探索在新

《土地管理法》颁布后加强土管工作的新途径。

《镇江市土地志》的出版，无疑为我们提供

了有利的条件。历史是面镜子，愿与全市土地管

理工作者一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土地管理事业而共同努力。

199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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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反映镇江市土地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为专业志，记述范围为镇江市现行行政区域，在全面记述的基础

上，详记市区。

三、本志上限不拘，下限为1997年。彩照下限为1999年。行文中“解放前、

后"以1949年4月23日镇江解放之日为界；“建国前、后"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后。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述、记、志、图、表、录诸体并用。章下设节、目

两个层次，子目按需设置。

五、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4部分组成。地图及彩色照片集中设于

卷首。

六、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七、本志不设人物传，对镇江市土地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或有较大影响的

人物，在有关记述中以事系人。

八、本志统计数据，原则上以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

以主管单位的统计数据为准。

九、本志行文按国家土地局《关于土地史志编纂语言文字暂行规定》以及

《镇江市志行文通则》执行。

十、本志资料取自档案、报刊、志书、专著和口碑等，经鉴别、核实后入志，一

般不注明出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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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l

镇江市位于江苏省西南部，北纬31。377—32。197，东经118。587—119。587之

间。东、南接常州市，西邻南京市，北与扬州市、泰州市隔江相望。东西最大直线

距离约95．5公里，南北最大直线距离约76．9公里。全市土地总面积3843平方

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3．74％，人口265．41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3．71％，是

江苏土地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省辖市。

镇江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的温暖亚带，四季分明，温暖湿润，热量丰富，雨量

充沛，宜于多种作物的生长繁育。

镇江地理位置优越。长江与京杭运河在市区形成“黄金十字水道"交汇点；又

是长江三角洲中为数不多的沿江港口城市，国家级主枢纽港；京沪铁路、沪宁高

速公路横贯境内，已形成江、海、河、铁、公、空联运网络，交通十分便捷。

镇江自古江山锦绣，人文荟萃，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境内自然旅游资源丰

富，形成了一批省级风景名胜区。市区连岗三面，大江横陈，具有真山真水的独特

风貌，素有“城市山林"之誉，是全国重点旅游城市之一。

镇江历史上长期为州、府治所。民国时曾为江苏省会。解放后设地辖市，同

时为专区(地区)所在地。1983年3月，改为省辖市，辖丹徒县、丹阳市、句容市、

扬中市、京口区、润州区四县(市)---区。1997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360．54亿

元，人均1．36万元。全市各项社会事业不断取得新发展，人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提

高。



2镇江市土地志

(一)

镇江市的地形大势表现西高东低。宁镇山脉在境内呈稍向北突出的弧形东

西向展布，茅山山脉略作南北走向。地貌类型低山丘陵和岗地比重最大，占土地

总面积51．1％，而平原相对较小，只占35．2％。由于地貌类型的多样，形成镇江

土地资源多样性的特点。

低山丘陵包括宁镇低山丘陵和茅山低山丘陵两部分。宁镇低山丘陵，分布在

句容、丹徒、润州及丹阳东北，呈阶梯状结构。最低一级高20一30米，为黄土堆积

阶地；第二级为50一60米高的基座阶地；三至五级为剥蚀面。茅山低山丘陵，主

要分布在丹徒南端、句容东部，为七级阶梯状地形。一至四级为阶地，五至七级为

剥蚀面。低山丘陵除蕴藏着丰富的石灰石、白云石、膨润土、铁、煤等多种矿产外，

雄伟多姿(宁镇山脉玉华山高437．2米，茅山山脉大茅峰高372．5米)，层峦叠

翠，形成了一批风景名胜区及自然保护区。在江苏省11个省级风景名胜区及自

然保护区中，镇江有四个。这就是“三山"(金山、焦山、北固山)风景区、南山风景

区、茅山风景区及宝华山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81．11平方公里。

平原主要分布在东北部与东南部，包括滨江低地沙洲平原、丹阳东部高亢平

原、丹阳南部平原、赤山湖平原。这一地区地势平坦、河渠纵横、土质肥沃，是境内

农业主要高产地区。镇江境内平原，最明显的特色为江中沙洲占有相当比重。长

江在镇江境内全长103．7公里，自西向东散布着一批大小沙洲。这些沙洲面积超

过10平方公里的有世业洲、征润洲、新民洲、江心洲、顺江洲、太平洲、中心沙等

7个，总面积达468．95平方公里，约占全市平原面积的三分之一，其中太平洲

(包括小泡沙、中心沙、雷公嘴等3个沙洲)面积达332平方公里，为现扬中市的

全部面积，是万里长江中除崇明岛外最大的沙洲。

镇江市的土地资源利用现状，根据1994年完成的土地详查资料表明：全市

土地总面积为5769660．4亩，其中耕地2833897．2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49．12％；余下七类土地，按占土地总面积比例高低排列为：水域占20．89％，居

民点及工矿用地占12％，林地占8．09％，园地占3．35％，未利用土地占2．6％，

交通用地占2．31％，牧草地占1．15％。由于耕地大部分散布于低山丘陵和岗地，

土质与蓄水条件较差，故全市中、低产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74．9％。上述现状说

明，镇江市土地的开发利用率虽高达97．4％，然改造中、低产田，开发利用“四

荒”(荒山、荒滩、荒地、荒水)资源，却任重道远。



(二)

概 述3

镇江土地开发利用的历史源远流长。4000年前在今龙脉山、马迹山、谏壁破

山口及大港一带土著即有少量的土地开发，使用磨制石器从事农耕生产和渔猎。

西晋后期，中原战乱，大批世族和部曲南渡，其中较多的人在镇江境内落户，进行

开垦种植。清咸丰、同治年间，清军与太平军在镇江境内进行了长达11年的战

斗，使大片土地荒芜。光绪年间，豫、皖等省大批农民涌入，从事开垦种植。清末

民初，西方开垦种植方法逐步传入我国，镇江一些实业界人士开办各种垦植公

司，从事开垦，发展种植业和畜牧业。民国时期，当局对开垦荒地制订了许多计
划、办法和章程，因国民党热衷于内战，大都未能实施。

镇江解放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土地开发与复垦：针对镇江土地资源的特

点，进行治山治水，改善农业生产的灌溉条件；改造圩田，提高土地利用率；深度

开发沙洲，建设高产稳产农田；整治“两湖"(赤山湖、练湖)，充分利用其水土资

源；开发荒山，大力发展林木等多种经营。

镇江人均占有耕地的水平相对较低，人多地少是主要原因，加之解放后建设
用地猛增和人口增长过快也是重要原因。全市耕地面积接近土地总面积的一半，

从绝对数看耕地资源比较丰富，但与现有260多万人口相比，人均耕地1．1亩低

于全国人均耕地1．3亩的水平。各县(市)、区人均占有耕地情况不一：丹徒县为

1．39亩，丹阳市为1．27亩，句容市为1．82亩，扬中市为0．65亩，京口区为0．54

亩，润州区为0．64亩。

镇江历史上人均占有耕地变化极大。南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年)，

人均耕地高达20．6亩；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因康、雍、乾三朝休养生息，

人口倍增，人均耕地2亩多。解放初期为1．95亩。1949-'-'1986年的37年间，镇

江耕地净减少48．83万亩，平均每年减少1．32万亩；而人口净增100．73万人，
平均每年净增2．72万人。因此合理开发利用现有土地资源、切实保护耕地，确保

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土地管理部门的紧迫任务。

1987年镇江市土地管理局成立后，认真贯彻执行“十分珍惜和合理使用每

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实行开源与节流并重。开展对非农业用地的

清查，强化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逐步扭转耕地面积锐减的局面。至1997年

的10年内，耕地减少6．191万亩，平均每年减少6190亩，与前39年每年减少耕
地1．32万亩相比，每年少减7010亩。人口猛增的势头也得到遏制，10年间平均

每年净增人口1．4万余人，与前39年每年净增27222人相比，每年少增1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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