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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县土地志

全州县国土资源局编





全州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1997一z。t。)

全州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全州供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图 (199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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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县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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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奋进的全州县国土资源局领导班子

全州县国土资源局办公大楼



全州县国土资源局多次荣获县、市、区、全国先进单位。固为部分荣誉证书



全州县基本农田保护

区普遍竖立保护牌。图为
黄沙河基本农田医保护牌

“6·25“全国土地日

上街宣传、咨询。

全州县建立土地储备

交易中心。图为土地出让
拍卖会议。



清理非法占用水田建房

城乡土地资源利用现状调查



新开发的全州县城综合大市场一角

城南开发小区一角 城西开发小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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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北开发小区一角

可镇粮油贸易综合市场 石塘镇开发小区一角



一并温泉开发小区一角

县城中心路开发小区一角

才湾镇天湖街开发小区一角



永岁乡小康文明示范村(九节岗村

穿过全州境内的高速公路一角

凤凰乡小康文明示范村一金潭新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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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县土地志》的问世，是全州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

最基本、最重要、最宝贵的有限资源。全州县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端，县城全州镇是

中原进入岭南第一重镇，湘桂铁路、国道322线贯穿其境。境内为山地和丘陵地。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建设用地和人口逐年增多，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

实保护耕地，这是关系全县人民及其子孙后代生产、生活的头等大事。历代封建王朝都比

较重视地政、地籍管理，颁布过有关土地法律或设专官司职。战国时商鞅“开阡陌”者，是

整理和管理地政、地籍的先声。明、清两朝府、县均设地官专司其职。民国20年(1931

年)全州县设地政科专管全县地政、地籍。解放初至1985年，没有土地管理专门机构。

1986年始设县土地管理局，负责管理全县地政、地籍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全州县加强了

地政、地籍的管理，在土地开发利用和保护耕地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全州县土地

志》是全州县地方志的一个专志，所收集土地资源与土地管理方面的资料从秦朝全州置县

起，至2001年底止，填补了全州县史志方面的一个空白。该志按详今明古、由远及近的方

法用纪事本末体裁，纵贯古今，综述历史，分陈现状，客观地反映全州县土地资源的土地管

理、土地开发利用、耕地保护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全州县土地志》不但具有鲜明的思想

性、科学性、时代性、突出地方特色，而且结构严谨，门类齐全，内容丰富，史料翔实，为研究

全州县土地资源、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以史为鉴，可知兴衰，鉴古

知今，继往开来，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大有希望。《全州县土地志》的付梓问世，对全州县

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编写《全州县土地志》一书的过程中，得到县委、

县人民政府的重视，得到全州县党史县志办公室的大力协助，以及各单位的大力支持，在

此谨表谢意。是为序。

全州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钟麟

二O O五年十月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遵循略古详今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载全州县土地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力求追溯所记事项的发端，下限至2001年底，个别事项适当下延。

三、本志按事物性质分类横排，纵写始末，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记述，以志

为主；结构形式按章、节、目、子目层次序列。全志卷首设概述、大事记，主体部分设建置政

区、土地自然环境、土地资源、土地所有制、土地使用制、土地赋税费、土地市场、土地调查

与土地登记发证、土地规划、建设用地管理、土地保护、土地开发、土地监察、宣传、档案、统

计、财务、管理机构与队伍建设，志末设附录，共14章76节37万字。

四、各历史时期的政权机构、职官、区划均依当时称谓著述；地名载述以《全州县地名

资料汇编》为准。

五、历史朝代一律沿用通称。志中所称“解放后”，是指1949年11月17日全州县解

放后。

六、民国及以前历史纪年在一段中出现多次只在首次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七、志中凡出现“××年代”均为20世纪的××年代。

八、志中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简称“中共”或“中共中央”，与本志有关的中共

各级地方委员会简称“广西省委”或“自治区党委”，“桂林地委”或“地委”，“全州县委”或

“县委”，“县土地管理局党支部(党组)”，“公社(乡、镇)党委”。广西壮族自治区简称“自治

区”。

九、本志语言文字记述以国家土地管理局颁布的《土地史志编纂语言文字暂行规定》

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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