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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淳县土地管理志》经三年耕耘、三易其稿，于今成书付梓。

这是全县土地管理系统的一件大事，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又一硕果。

土地是人类生存发展之本。高淳这方热土地肥水美，早在新石

器时代便用甘甜的乳汁，哺育着我们的祖先。上下五千年，淳朴、勤

劳的高淳人民，在绮丽多姿的“三湖”(丹阳、石臼、固城)之滨、逶迤

起伏的“两山”(茅山、天日山)余脉，建成千顷良田、万亩林园。新中

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高淳大地面貌

一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人文日益昌盛，昔日的“鱼米

之乡99 9如今又被誉为“水乡明珠”。

土地管理是一项古老而崭新的事业。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后，随着全县土地、城乡地政统一管理新体制

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土地管理工作进入依法、全面、统一、科学管理

的新阶段。十年来，在中共高淳县委、高淳县人民政府和上级土地

管理部门的领导下，通过全体土地管理工作者的艰苦努力、扎实工

作，土地国情、国策、国法日渐深入人心，土地管理秩序明显好转，

耕地急剧减少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并且实现了耕地总量动态平

衡、耕地增减。收支”有余，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土地管理

各项业务基础工作全面铺开，真可谓成绩斐然。但是，由于土地管

理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新的管理体制还刚刚建立，面临的形势仍

很严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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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古知今，继往开来。为了科学地、历史地总结过去，客观地、

全面地认识现实，以便大胆地、稳步地探索未来，把土地管理这一

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搞得更有成效，我们编纂出版了

《高淳县土地管理志》。在编纂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突出专业特点、时

代特点和地方特色，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相统一。它以系统、翔实的资料，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高淳县土

地管理事业的历史和现状，重点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工作业绩。

《高淳县土地管理志》的出版问世，得力于全县土地管理工作

者的通力协作和各有关部门的鼎力相助，也凝聚着修志人员的心

血与汗水。鉴于编纂该志在我县尚属首次，无先例和定规可循，舛’

误之处势在难免，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高淳县国土管理局局长杨小牛

199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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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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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求实存真的

方针，全面真实地反映高淳县土地管理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

二、本志记述内容立足当代，统合古今，并按详今略古的原

则，上限因事而异，适当追溯，下限断至1995年。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志前列总述、大事

记。总述叙论并举，总摄全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

体；中设10个专章，按“事以类归，横排竖写”的原则，设章、节、目

三个层次，并视情加设子目；后缀附录，辑存文献；反映全县总貌的

图照置于志首，反映章节内容的图表随文设置。

四、本志不设人物专章，领导人更迭限记土地管理局正副局

长、党支部正副书记、群众团体主要负责人；先进个人限记市以上

表彰者，余则以事系人载入有关章节。

五、本志凡历史朝代、纪年称号，一律沿用通称，在括号中加

注公元纪年；民国之前纪年用汉字书写，民国纪年用阿拉伯字书

写。解放前后，以1949年5月2日t高淳县解放之日为界。

六、本志地理名称、党派、政府、官职等，均沿用当时称谓，古

地名在括号中加注今地名，对日军侵占期间扶持的政权机构加
“伪”字。

七、本志数字书写，按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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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单位联合公布的有关规定执行。

八、本志计量单位，采用1984年国家公布的法定计量单位，

但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名称则照实记载，有换算值的随文注

明。

九、本志货币名称，凡历史上银两、银元、法币、储备券、金圆

券等均照实记载，对1955年3月1日前使用的老版人民币，均以

1万比1换算成新币。

十、本志土地总面积及其分类数据，土地详查前采统计数，其

后采详查、统计“双轨制”；1987年、1992年详查为实际面积，1995

年为图幅控制面积。 ’

十一、本志资料，大部来自县、局档案馆、室和相关部门的档

案资料、地方文献，亦有少量的系知情人提供的口碑资料，除特别

重要的加注外，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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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述

总 述J匕、 “

高淳县位于江苏省西南端、苏皖交界处。地处北纬31014’①～

31。26’，东经118。41’～119。21⋯。北界溧水县，东邻溧阳市，南部、

西部与安徽省郎溪、宣州、当涂三县(市)毗连。1995年全境东西最

长相距49公里，南北最阔相距29公里，总面积为801．8平方公里

(统计面积为771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566．5平方公里，占总

面积的70：65％；水域面积235．3平方公里，占29．35％。全县总人

口430 477人，平均每平方公里537人，人均耕地统计数1．06亩、

详查数1．49亩。

(一) ．

，

高淳地势东高西低、依山傍水，山色湖光，相映生辉。县境东部

为茅山、天目山余脉结合部，是蜿蜒起伏的丘陵，地面高程15---,35

米，面积446．5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55．69％；西部为碧波荡漾

的固城、石臼两湖环抱，是河网稠密的圩区，地面高程5～7米，面

积355．3平方公里，占44．31％。胥河由西向东横贯其中，为全县

主要河流。春秋时，吴王阖闾伐楚，相传采伍子胥计，开渠通运，遂

① 据南京出版社1992年10月版《南京市志丛书·自然地理志》。

@ 据1987年5月《高淳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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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此河，故称胥河(亦称胥溪河)。高淳气候属北亚热带南部季风气

候型，四季分明，寒暑显著，降水丰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年均气

温16℃，降水量1 315毫米，日照时数2 155．2小时，无霜期228

天①。

高淳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高淳广袤大地就似慈祥的母

亲，敞开博大胸怀，哺育着这里的先民。春秋时，地当吴头楚尾，周

景王四年(前541年)，吴王余祭为御楚守疆，在濑水之滨筑固城建

濑渚邑，比楚威王筑石头城置金陵邑(前333年)还要早208年，故

固城有“南京地区第一城”之称。秦时建溧阳县，高淳地属溧阳，但

其县治曾长期设在固城。隋开皇十一年(591年)，析置溧水县，高

淳地属溧水，县治其初亦设在固城东之开化城。明弘治四年(1491

年)，割溧水西南7乡置高淳县，县治设淳溪镇，沿袭至今。高淳县

明属应天府，清属江宁府，太平天国属天京省江宁郡。民国时期，高

淳县先直隶江苏省，后次第属金陵道和溧阳、江宁(第十)、第一行

政督察区。抗日战争期间，境内曾设高淳、溧高抗日民主政府和宣

当行政办事处，先后分属苏南第三、第一行政区。1949年5月2日

高淳解放，建立县人民政府，初隶苏南行署镇江专区；1953年1月

恢复江苏省建制，属江苏省镇江专区(曾一度易名常州专区)；1983

年1月，划归南京市管辖。1995年，全县共设13乡、7镇，下辖328

个村民委员会。16个居民委员会。

高淳这块古老富饶的土地，人们开发利用较早。公元前541

年，吴筑固城时即筑相国圩。公元前506年胥河通运后，扬帆可由

长江直驶太湖，促进了高淳地区的早期繁荣。三国时，吴废溧阳县，

设屯田都尉，辟地屯田。宋时，随着“有田九百五十顷”永丰圩之筑

及其后的宋室南渡，大批北方移民入境，围湖造田竟成风气，全境

筑圩百十多个。明初，优待农耕，奖励承垦，围湖造田之风复又炽

① 据1993年版《高淳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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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至明弘治四年置县时，全境有大小圩围200座。在西部湖区垦

滩造田的同时，东部丘陵地区亦在不断开荒垦地，许多荒岗谷地成

为良田。民国年间，土地开发利用开始向多方向发展。新中国成立

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开展多种经营、大兴农

田水利、发展城镇建设、改善交通设施、兴办乡(镇)村企业，以及居

民住房条件的不断改善，耕地日渐减少，其他用地增加。1995年，

全县土地总面积1 202 771．5亩，其中耕地641 695．7亩，占

53．35％；园地19 626．0亩，占1．63％；林地47 030．2亩，占

3．91％；居民点及工矿用地97 496．2亩，占8．11％；交通用地

18 859．4亩，占1．57％；水域352 989．8亩，占29．35％i未利用土

地25 074．2亩，占2．08％。经历代开发利用，高淳这块地腴水美的

土地，如今正焕发美妙之青春。1995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20．18

亿元，工农业总产值49．51亿元，财政收入已超亿元，各项社会事

业亦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被誉为熠熠发光的“水乡明珠”。

(二)

“土地是财富之母”。但在长期的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

会里，高淳土地大量地为官府和地主阶级所占有。据明弘治十五年

(1502年)统计，仅官田地山塘即达289 322．49亩，占全县总田亩

的36％。随着官田向民田转化，祠田、寺田、社田等“公田”逐渐增

多。1950年土改前，全县地主、富农占有土地99 374．15亩，为他们

直接操纵的各种“公田”94 920．28亩，合计194 294．43亩。地主、

富农的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7．75％，却占有和掌握着41．2％的耕

地，地权集中与使用分散的矛盾相当尖锐。通过土地改革，全县共

没收征收土地201 897亩，分配给42 548户无地少地的农民，平均

每户分得土地4．75亩，从而彻底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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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随后，引导农民逐步走上互助合作

道路，1956年全县农村实现农业高级合作化，变个体农民土地所

有制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1958年9月，全县实现人

民公社化。至此，全县农村土地全部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即社会

主义全民所有制(国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在农村逐步改变“政社合一”的体制，实行土地在公有

制基础上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

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封建地租则体现着

地主与农民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地主凭借对土地的占有，向

农民榨取高额地租，侵占一部分必要劳动。高淳县的农村地租，主

要是实物地租，租额一般占年亩产量的40％一--60％。官田甚于民

田，宋时永丰圩官田租额“有一亩一石以至一石五六斗(米)者”，农

民承受着残酷的剥削。为减轻封建地租剥削，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

初期，抗日民主政府和县人民政府曾先后发动农民，开展减租运

动。城镇地租，一般按地价的5％～8％收取，解放初期县人民政府

对淳溪、东坝两镇的公产宅基地，亦按地价的8％收取。地价“是土

地所提供的地租的购买价格”。高淳县的农村地价，据民国22年

《中国实业志》载，全县田分上、中、下三等，每亩地价分别为80、

40、20元。民国35年(1946年)12月，高淳县不动产评价委员会公

布的标准地价，田分3类，每类7等；地分7类；山场、池塘分为6

类。民国37年(1948年)3月，对地价又重新进行评估，并增加了农

村建房基地标准地价。其时，物价一日三涨，评估的标准地价对民

间土地买卖并无实际意义。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改，虽在少数地

方出现过土地买卖现象，但地价极低，每亩地价一般只相当于其一

年的收获量。1958年，农村土地全部实行公有制后，禁止土地买

卖，地价随之消失。直到1984年，为了体现土地的部分价值，县农

房建设办公室规定，在办理国家建设征地补偿时，按土地类别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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