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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 玉素甫江·阿不都热西提①

《克拉玛依市土地志》是克拉玛依市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土地管

业志。它的出版，是克拉玛依市土地管理工作者乃至全市各族人民

同意愿，也是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就。它标志着克

依市的土地管理工作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克拉玛依市土地志》真实地记录了克拉玛依市有史以来地域的变

迁、土地开发利用以及土地管理工作的历史与现状，着重记载了1988

年克拉玛依市土地管理局成立以来，克拉玛依市贯彻执行国家、自治区

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及“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

地”的基本国策，为石油生产建设服务、为克拉玛依市地方经济建设服

务的土地管理工作进程。克拉玛依市土地管理局在市委、市政府的领

导、重视、关心和各部门的支持配合下，经历了一个由初始创业到逐步

深化完善、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克拉玛依市土地志》坚持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史实为依据，详尽记述了克拉

玛依市土地开发、地籍管理和规划利用的历史与现状，是融“资料性、科

学性、可读性"于一体的专业志，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它可以

帮助社会各界更好地了解、关心和支持我市的土地开发利用和管理工

作，也有利于我市土地管理工作者温故知新，总结经验，吸取教益，更好

地服务于土地管理工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克拉玛依市贡献力量。

这部志书的编纂人员，经过近三年的辛勤笔耕，多方收集资料，广

泛征求意见，专心撰述，数易其稿，终于完成近60万字的土地志编写任

① 作者为克拉玛依市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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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它凝结着编纂人员的心血，也凝聚着社会各方的智慧。《克拉玛依土

地志》的问世，是克拉玛依市土地管理工作的一件大事。它功在当代，惠

及后世。借此机会，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土地管理部门的领导和同志们

表示衷心的祝贺，向土地志的全体编纂人员、热心提供资料的单位和个

人以及参加志稿评审的领导、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我们面临的各项建设任务也更加繁重。我

们相信，《克拉玛依市土地志》的出版发行，必将对我市的土地开发利用

和管理工作以及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1999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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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一
，J 一

赵卫东①

克拉玛依市地处祖国西北边陲，成立于1958年5月，是一座闻名

中外的石油城，克拉玛依市辖4个行政区，总面积9 500平方千米，境

内地势平坦，资源丰富，有遐迩闻名的风蚀地貌“魔鬼城"，有生长着胡

杨、榆、梭梭等野生植物的林地和灌木林，有适宜多种农林作物生长的

宜农荒地百余万亩，她不仅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基地，也是新疆有待开发

的农牧业基地之一。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后，克拉玛依市人民

政府加大了土地管理力度，并根据《土地管理法》，于1988年4月组建

成立了克拉玛依市土地管理局，后又相继在4个辖区成立了土地管理

分局。土地管理机构的建立，从组织上保证了《土地管理法》的贯彻实

施。此后，在市局党委、市人民政府和上级土管部门的领导、支持下，市

土地管理局结合克拉玛依的实际，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土地管理的

政策和规章，使土地管理工作走向了正轨。

克拉玛依市两级土地管理机构成立以来，先从土地管理的基础工

作抓起，先后完成了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地市级汇总工作、城镇非农业建

设用地清理工作以及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发证、农村宅基地

权属登记；开展了油田生产区专项用地的申请、登记和发证工作；完成

了克拉玛依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城镇国有土地定级估价；划定了

基本农田保护区；建立了土地管理综合档案，并获得了二级达标。1993

①作者为原克拉玛依市土地管理局局长．现任克拉玛依市规划国土资源管理局党组书

记、副局长．



·4· 克拉玛依市土地志

年经自治区批准，开始实行城镇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试点，将土地所有权

与使用权相分离，变无偿无期限使用为有偿有期限使用，并逐步建立培

育了土地市场，完善了建设用地审批制度。同时还成立了“克拉玛依市

房地产估价所"和“克拉玛依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开展了土地隐形市

场调查和清理，有效地制止了国有土地资产的流失。1995年克拉玛依

市人民政府投入专项资金开展全市城镇地籍测量工程，并将先进的3S

(RS一遥感技术、GPS一全球定位系统、GIS一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运用

于测量工程，此项工程的完成，标志着我市的地籍管理工作进入了一个

新的阶段。同时，我们还加强了土地监察工作，加大了土地行政执法力

度，开展了“三无"乡镇活动。使我市的地籍管理、建设用地管理、土地监

察、地价评估和房地产交易等各项土地管理业务步入了依法管理的轨
●

道。

“以史为鉴，以史育人"，我们编纂《克拉玛依市土地志》，就是要通

过总结土地管理的经验和教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克拉玛依市土地志》历经近3年的时间，经全体编纂人员的共同

努力，终于在跨入21世纪之际面世了，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

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不仅如实地记述了克拉玛依市土地管理的历史，也翔实地反映了克

拉玛依市土地管理工作的现状，突出反映了土地管理工作在克拉玛依

这个我国重要的石油生产基地为石油生产服务的历史与现状。．这些极

其珍贵的资料，通过志书这种形式归纳和整理，这对于搞好今后的土地

管理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志稿的编纂人员在缺乏历史资料，人手少，工作任务紧的情况下，

克服了重重困难，按期完成了志书的编纂工作。初稿完成后，我们曾广

泛地征求意见，对志稿又多次进行了认真地修改和补充完善。定稿上报

出版中，得到了自治区地方志专家的一致好评。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志书的编纂，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市委、市人民

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中的许多人，或为志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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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献计献策，或提供自己珍藏的宝贵资料，或认真审定志稿，提出修

改意见。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克拉玛依市土地志》是集体智慧

的结晶·在志书出版之际，我代表克拉玛依市规划国土资源管理局和

《克拉玛依市土地志》编委会，向所有参与、支持和关心志书编纂工作的

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

我相信，在市局党委、市政府和自治区土地局的领导下，借《克拉玛

依市土地志》出版的东风，我市的土地管理工作者将发扬成绩，努力拼

搏，进一步加强我市的土地管理工作，为振兴克拉玛依地方经济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o

1999年10月18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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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实事求是地记述

克拉玛依市土地开发、利用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土地管理的发展历程，努力体现新

兴石油城市的特色。

二、本志上限视资料而定，下限一般断至199'7年底，一些主要活动的记述和数

据(如土地利用现状、土地科技等)延续至1998年。本志遵照“详今略古"、。详近略

远"的原则，重点记述1988年克拉玛依市土地管理局成立以来的土地管理发展变

化。

三、本志以章、节、目为基本框架结构，根据土地管理业务的类别特点和方志体

例，共设正文十一章，包括土地资源、农牧业用地开发、石油用地开发、土地制度、土

地赋税、土地规划、地籍管理、建设用地管理、土地监察、土地纠纷调处、土地档案、

土地统计、土地科技、土地宣教、土地管理机构以及《序言》、《凡例》、《概述》和《附

录》。

四、本志横排竖写，事以类从，图、表穿插其中，力求图文并茂，除引文外，志书

使用规范汉语语体文，要求文风严谨、朴实、简洁、流畅。

五、为反映油城特色，本志设专章对石油用地开发和石油企业农副业用地作系

统记述，由于行业特点，部分资料适当向境外延伸。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历史纪年，均用旧纪年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地理名称除必要时使用历史名称并注

明今标准地名，均用《克拉玛依市地名图志》标准地名。本志中出现的镇名均为自然

镇。 ，

七、本志数据使用遵循国家有关规定，度量衡采用公制，但对土地面积除指定

使用公制外，仍沿用市制亩为计量单位，对历史资料的计量单位及货币单位，均沿

用使用年代的旧制和名称。
。

八、本志所载各个时期的政权机构、官职、党派均以当时名称为准，凡述及人物

称谓，一般直书姓氏，不加职务、职称，如表达需要，则在姓名后加职务。本志所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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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名称，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名称过长，加注后于后文使用。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克拉玛依市档案馆、新疆石油管理局档案馆、克拉玛

依市统计局、克拉玛依市国土规划资源管理局档案室以及《克拉玛依市市志》、《新

疆石油工业志》或口碑资料，经考订后入志，一般不注明出处．

十、在克拉玛依市境内的农七师、农八师所属单位面积均为工作线面积。

十二、本志中所涉及的行政界线，不作划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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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组织机构⋯⋯⋯⋯⋯⋯⋯⋯⋯⋯⋯⋯⋯⋯⋯⋯⋯⋯⋯⋯⋯

机构沿革⋯⋯⋯⋯⋯⋯⋯⋯⋯⋯⋯⋯⋯⋯⋯⋯⋯⋯⋯⋯⋯⋯

土地管理体制沿革⋯⋯⋯⋯⋯⋯⋯⋯⋯⋯⋯⋯⋯⋯⋯⋯⋯⋯

机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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