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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回族自治州行政区划图
一九丸六年



图为省国土资源厅党组峙记来临现场检查指导工作(左三)

图为州政府马世德副州长实地检查指导[作



l
I

。丑心‘k边盎墨1 I

尸晖一～科I鼍辅镯《q 一

-



图为开发利用后的积石山I’河滩

图为重点农田保护区

图为土地管理宣传咨询栏

图为国家重点工程南阳山渡槽



图为土管人员正在开展土地

总体规划调查测量

图为执法人员依法拆除重点

农田的违障建筑

图为土地管理局地籍档案室一角

图为大搞土地开发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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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回族自治州位于甘肃中部西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域，

历史悠久，古称袍罕、河州，是古丝绸之路要驿，有导河积石、炳灵石

窟、莲花山、松鸣岩等文化遗产和景观，久负盛名。这里气候温和、

风景优美、民风淳淳。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临

夏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励精图治、团结进取、开拓创新，

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引入瞩目的成就。而且在土地管理方

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民以食为天"，食则从土地所产。由此可见，土地是人类赖以

生存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土地管理，是我国的

一项基本国策，有效地保护耕地，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是一

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是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需要。编修土地管

理专业志，是鉴古知今、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

千秋大业。近日翻阅州土地管理局同志送来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土

地管理志》样稿，对这片热土的资源、变迁、开发、利用、管理等方面

的情况更趋了解，并为能与全州广大干部群众和土地管理部门共谋

土地管理大业、共商土地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之策，尽自己一点绵

薄之力，感到由衷的高兴。

这部《临夏回族自治州土地管理志》，观点准确，内容丰富，资料

翔实，体例严谨，归属得当，既突出了地方特点、民族特色、行业特色

和时代特征，又详细地概述了临夏州土地资源、变迁、开发利用等方

面的情况，是一部纵观古今、横及多科、比较完整系统的专业志，是

全州地方志和专业志的一个重要补充。从中也可以看到州土地管

理局和其编写的同志们，克服种种困难，在短时间内，查阅、搜集、整

理、辩析了大量的史料，使这部专业志问世，其间甘苦，可想而知。

在此，我代表州委、州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



土地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

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当前正值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进行退耕还林还草，对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治理之间，如何全面贯

彻落实新土地管理法，进一步教育广大干部群众树立节约用地、合

理用地、珍惜土地的良好社会风尚，更好的解决人与地、耕地与植被

的矛盾，不仅摆在全州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面前的一项重

要任务，而且也是各级土地管理部门的一项神圣职责。我相信，通

过这部土地管理志的出版发行，必将对我们处理好生产与生态、退

耕与生计的关系，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必将对今后更好地

宣传贯彻土地基本国策，不断提高土地管理水平，振兴土地管理事

业，服务于经济建设将起到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希望全州土地

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继续发杨艰苦奋斗，严肃认真地优良传统和作

风，一丝不苟地认真贯彻落实土地管理新法，大胆探索，开拓创新，

不断提高土地管理工作的水平，一如既往地做好各项工作，为振兴

临夏经济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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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卅I位于黄河上游，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属甘

肃中部西南丘陵沟壑区，气候温和，景色优美，8 160平方公里的土

地养育着180万各族人民。

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全

州土地管理工作有了较大发展。1 988年州、县(市)土地管理局成

立以来，在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下，坚定不移的贯彻《土地管理法》，

致力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保护和稳定耕地面积，服务于经济建设，

做了大量工作，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

编修土地管理志是国史和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州土地局主

持编写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土地管理志》全书，以土地资源、土地制

度、土地调查、地籍管理、土地规划、建设用地、土地法规、土地监察、

土地宣传教育、机构队伍建设等十二个方面总结反映了我州土地管

理历史与现状全貌。它的出版发行标志着我州土地管理工作取得

了又一丰硕成果，同时为今后临夏土地管理决策施政提供了可靠的

依据。在此，我代表州人民政府向州土地管理局和编写组的同志们

表示深切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回顾过去，事业辉煌；展望未来，土地管理工作任重道远。1999

年1月1日新的《土地管理法》已经全国人大颁布实施。希望全州

土地管理战线上的同志们、高举旗帜、致力于改革、夯实基础、强化

管理，努力开创我州土地管理事业的光辉未来。



凡 例

一、志书名称《临夏回族自治州土地管理志》。本志是临夏州土

地管理的专业性首志，无前志可鉴。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邓小平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完整、准确、系统、科学地记述我州土地事业

和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上限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始，下限至公元1996
年止。

四、体裁结构：以土地管理为主体，采用述、志、图(含照片)、表、
录五种体裁组成。写前言后记，由概述开篇、鸟瞰全貌，以志为主、

图表为辅、“附录”为补，尊重历史、横排纵述、纵横结合、言必有据、

事必有证、述而不论、据实直述。全书分章、节、目、子四个层次结

构，约20万余字。

五、文体：采用语文体、记述体。字体除必要用繁体字外，统一

用国家公布的简化字体。正文中所用数字一般统用阿拉伯字书

写。文风严谨、数字准确、层次分明、标点符号规范。按照“详今略

古、重在当代”，“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的原则，横排门类、纵述沿革，

突出地方特色、时代特征、行业特点，融科学性、资料性、历史性、实

用性为一体。

六、历史纪年：中华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均在括号内用阿拉伯

字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或解放后)统

一用公元纪年。历史地理名称，在括号内注明今地名。

七、计量单位：建国前按照历史计量单位，不作换算；建国后以

公制、亩、万亩、公斤、吨为单位，并以我局和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为

准。有关部门调查的数字、注明其来源。

八、单位称谓：一般用当时名称的全称。

九、干部任职年月后的：“～”符号后未载时间的，系到1996年

仍任此职。

十、资料来源：主要选自档案、图书、志书、年鉴、专著、调查及有

关人士的笔记、回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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