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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土地为万物发端之母，欲政通人和，兴旺发达，必先

明地情而兴地利。千百年来历史昭示：我国历代政权的存

亡，民族的兴衰，无不与土地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土地为王公

贵族、地主豪绅占有，广大农民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过着

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反压迫反剥削的农民斗争时

有发生。“一唱雄鸡天下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

国大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铲除土地私有制之

毒瘤，奠定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

发展，谱写出新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

家把“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列

为基本国策，大力推进全国土地、城乡地政统一管理的新

体制，土地实行有偿、有期限、有流通使用的新制度，从而

使土地管理逐步走上了依法、统一、全面、科学的轨道。

我市东临黄海，南枕长江，与上海隔江相望，同苏北

平原一脉相连，素有金三角上的“小上海“之称"，地理位

置十分优越。为此，我们要把握好“一要吃饭，二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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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针，加大土地执法力度，强化耕地保护措施，做好土

地这篇大文章，促进土地多形式有偿使用，多元化筹资开

发复垦，发挥土地的生育、承载、储存功能，促进通州经济

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史志，可以观

今鉴古，揭示历史规律，把握时代脉搏，推动当代事业，收

。资政、存史、教化"之功效。纵观历史上有作为的圣皇贤

臣和近代政治家，无不视志为“辅治之书990《通州市土地

志》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针，比较全面、系统、科学地记

载了通州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土地管理情况，资料翔实可

靠，体例合理得当，符合社会主义新志书的要求。愿通州

的各级领导干部，阅读和运用《通州市土地志》提供的经

验教训，启迪今朝，推进我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

业。

中共通州市委书记 周通生

通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陈照煌

1998年1月21日



凡 例

一、本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实事求是记述通州为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

公有制，保护、复垦、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

地，切实保护耕地，实行土地管理体制和土地使用

制度改革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为民国元年(1 912年)，下限至

1994年。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放在改革开

放以后。同时，考虑内容连续性，有些记述不受断

限影响，可以适当上溯。

三、本志采用分类表述法，以类系事，横排竖

写。其结构为章、节、目三个层次。大事记排在篇

前，附录列在篇末。全志共设11章39节，以志为

主，图、表、记、录和照片并用。

四、本志取事范围在引援历史经界时，按当时

地域记述。建国前的地域包括今南通市、启东市的

吕四和张家港市一部分。

五、本志资料，历史部分多录于历代史志文

献，现代内容主要录于档案材料。所搜集资料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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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核，为节省篇幅，不再注明出处。

六、本志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前，先写朝代年号，再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并

省略“公元’’。地理名称、政府、官职，均依历史习惯

称呼。

七、本志凡称“党"的，指中国共产党，凡称“建

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凡称“政府"，即人民政

府。

八、本志保持历史田亩计量单位。清代，以营

造尺丈田，1营造尺合今0．32公尺，1营造田合今
0．921 6亩。民间以步丈田，1步5尺，积250步为

1亩，1000步为4亩。民国时期计量用市尺，3市

尺合今1公尺，1市亩合60平方丈，相当666．7

平方公尺，合6．67公亩。方里，指平方里。1方里

合374．98亩。每100亩为1公顷。建国后，沿用

市亩为丈田单位。从1 993年开始，土地面积法定

计量单位改用公制，其表示与换算关系为：平方公

里(100万平方米，km2)，平方米(1平方米，1T12)，

公顷(1万平方米，hm2)；1平方公里合100公顷，

1公顷合1万平方米，亦合15亩，1平方米合

0．0015亩。

九、本志以当时币制入志，不作换算。

十、本志采用语体文，力求文词朴实、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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