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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1

序 言

《徐州市贾汪区土地管理志》是我区建区以来第一部土地专

业志书，它的编纂出版，是我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一项重

要成果。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不可或缺的自然资源，是社会存在和发

展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但是，人们对土地价值和作用的认识却

有一段过程，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断得到提高和

加深。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都面临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合理利用

和开发土地已被各国政府所重视。我国是一个土地资源相对贫乏

的国家，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我们正面临“一要吃

饭，二要建设"的重大矛盾，既要保证十几亿人吃饱饭，又要满足

社会和经济发展对土地以至耕地占用需求的矛盾。因此，珍惜和

合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切实保护耕地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

国策。1 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颁布实施，开始把

全国土地管理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1989年1月，我区土地管理

局成立，全区土地管理工作从以往的分散、多头管理转变由土地

管理部门一家集中统一管理，并逐步实现由只管征拨用地向土地

开发、利用、保护和整理的综合管理转变，由单一的行政手段向行

政、法律、经济和技术相结合的科学管理转变，标志着我区土地管

理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1 994年贾汪区行政区划调整后，贾汪区的辖区面积由1 2．8

平方公里扩大到690平方公里，人口由7万扩大到49．5万人，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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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了原来单一城区结构，土地管理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区

划调整后，在中共贾汪区委、区人民政府正确领导下，全区经济、

社会事业快速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给全区土地管理工作带来

了很好地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因此，我们一方面要主动配合城

乡发展和经济建设搞好用地服务；另一方面要采取有力措施，有

效遏止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违法行为的发生，使土地管理真正成

为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保护耕地的坚强卫士。

《徐州市贾汪区土地管理志》的编纂是我区一项文化建设系

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于后世的千秋大

业。本志基本做到了立场观点正确，内容客观翔实，体现了时代面

貌和地域特色。但是，由于我区区划几经变革，机构撤建多变，史

料散失几尽，区土地管理机构建立时间较短，土地管理资料积累

不多，加之编纂人员水平有限，书中差错或遗漏之处在所难免。但

是，它仍不失为一部朴实、严谨、科学的资料汇集，具有“存史、资

治、教化"的功用，可以、而且能够赢得读者的信赖。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中共贾汪区委、区人民政府和上级土

地管理部门的关心指导，区地方志办及有关部门给予了大力配合

和帮助。编纂人员克服了人手少、资料缺、缺乏经验的重重困难，

殚精竭虑，三易其稿，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汗水。在志书出版之际，

我谨代表区土地房产管理局对所有关心、支持和参与本志编纂工

作的领导、专家、编纂人员和提供资料的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

诚挚的感谢，并诚望读者提出批评指正，以便来EI修订补正。

贾汪区土地房产管理局局长

张吉瑞
1996年9月



凡 例

一、本志遵循“尊重史实，全面记述，重点突出，远粗近

细"的编纂原则，结合本区实际情况分“建国前"、“建国后"

两部分，上限不加限制，下限基本截止到1994年1 2月底，

为求记述的完整性，个别节目延伸至1 995年。

二、取材范围以区划调整后9乡镇及全区土地业务为

主，非土地管理事件有参考意义者简收。

三、全志共分9章34节78目。按章、节、体例，横排竖

写，以类系事，有关记、图、表、录随文设置。各章只标门类，

一般不作叙述。

四、为便于阅读和一览全书概要，正文前附地图、概述

和大事记，然后按业务门类依顺序编排。附录殿后。

五、记领导人更迭，限付股级以上，工作人员列名录

附后。

六、凡历史纪年、地名、人物职称等，均依当时习惯记

载，引用某些历史计量、旧币时不作折算。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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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前：除纪朝代、民国外，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多次使用的一些名称，除第一

次出现用全称外，以下均用简称，如中华民国简称“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一九四八

年十一月八日贾汪解放前(后)，简称“解放前(后)”，中国

共产党简称“中共”等。

七、记述土地面积，耕地以亩为单位，地籍调查面积以

平方米为单位；使用具有统计意义的数据时，均用阿拉伯

数字。

八、本志所记土地面积和耕地面积是依据1 995年本

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数据。

九、本志资料部分源于各级档案、图书、文史部门及区

各有关单位，多数来自采访的口头资料，各种资料一律不

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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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贾汪区位于徐州市东北38公里处，为苏、鲁两省结合部，是徐州市辖区

之一。1994年前，仅辖城区，面积12．8平方公里，3个街道办事处，41个居民

委员会(含23个家属委员会)以及1个援工蔬菜生产大队，人口7万余人。

1994年1月徐州市行政区划调整后，在原区划基础上，将原属铜山县管辖的

9个乡和原属矿区的4个街道办事处成建制地划归贾汪区管辖，江苏省人民

政府以苏政发(1995)02号文批复，享受和行使县级经济管理职能和权限。

东部与邳州市交界，南部、西部与铜山接壤，东北部与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

区毗连，东西相距41公里，南北相距27公里，总面积690平方公里。地理座

标东经117。25 7，北纬34。25
7 08Ⅳ。全区总人口49．5万人。全区辖城区2个

街道办事处(老矿办事处、夏桥办事处)33个居民委员会(含15个家属委员

会)1个援工村(贾汪区援工蔬菜生产大队)；辖农村5个镇(汴塘、大泉、青山

泉、紫庄、大吴)、4个乡(耿集、塔山、江庄、鹿庄)，共148个行政村、451个自

然村、1172个村民小组。原属矿区的权台、旗山、董庄、青山泉办事处以及原

属贾汪区的新工办事处，1 994年7月4日按照徐政发(94)63号文撤销，划

归所在乡镇人民政府管辖。全区北部、东部两面环山，整个地势东北高、西南

低，是一块由东北向西南倾斜的簸箕形开口地，属黄淮海平原。土地总面积

93．2万亩，其中丘陵山地4．98万亩，耕地面积49．ol万亩，非农建设用地

39．3万亩，一类基本农田保护面积47．1万亩，占全区农田总面积的93．

31％，人均土地1．88亩，人均耕地0．99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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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有京沪铁路前(前亭)——贾(贾汪)支线和206国道、310国道与全

国各地相连。京杭大运河横贯全区，沿岸港口20余个，年吞吐量800万吨，

陆运、水运交通十分方便。

全区土地肥沃，物阜民丰。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小麦、山芋、水稻、玉米、

棉花、油菜、花生、大蒜、石榴、冬枣、山楂为主要农副产品；乌鸡、肉牛、奶牛、

肉鹿、蝎子、蚯蚓、蚂蚁等特种养殖业日益发展。工业形成了以煤炭、建材、化

工、机械、轻纺、食品加工等六个行业共同发展的生产体系。

南部属运河灌区平原，地势东高西低，分布于鹿庄、大吴、紫庄、塔山、耿

集五个乡镇，236个自然村，耕地面积22．2万亩，占全区耕地总面积的

45％，人口21．1万人。解放前该地区长期受洪、涝、旱、渍、盐碱五大灾害影

响，粮食产量长期低而不稳。解放后经过兴修水利，改造土壤，特别是大面积

旱改水后，农业大幅度增产。土壤为黄泛冲积土。本地区沙质和轻壤质土多，

少部分属盐碱地，土壤耕性好；水源丰富，肥源较多，人多地少，复种指数高；

工、副业发达，经济基础好。

北部属丘陵山区，地势仍为东高西低，分布于青山泉、江庄、大泉、汴塘

四个乡镇及援工村，215个自然村，耕地面积26．8万亩，占全区总耕地面积

的55％，人口21．7万人。该地区地势不平，坡度一般为6—10度，高程一般

为29—75米。山岭多裸石，中下部土层浅(一般为20一30厘米)。岗坡地和

山前平原、山间平地各半。土壤以褐土为主，微碱性，粘性重，耕性差。土壤肥

力基础尚好，但农田基本建设水平不高，土地利用率低。严重缺水和易旱是

制约山区农业生产发展和影响群众生活提高的主要因素。

全区荒山荒丘面积4．90万亩，占全区荒地面积的98％。宜林面积已绿化

90％，但大都为疏林。主要果树品种有苹果、桃、杏、核桃、枣、石榴、山楂等。由

于严重缺水，农业生产以种植旱作物为主，粮食单产量较低。由于饲料来源丰

富，山区养猪业较发达，养羊、养兔也有较好基础。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依靠

煤炭资源为基础，乡镇企业发展很快，农民收入提高，生活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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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汪自建置以来，土地所有制演变，经历了城区由解放前的土地私有制

到解放后的土地国有制；农村由解放前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到解放后的农民

所有制、农民集体所有制。

解放前，贾汪大部分土地被地主阶级占有。地主、富农依靠政治特权，把

土地租佃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耕种，广大农民世代深受残酷剥削，整年

辛苦劳动难得温饱。I遇灾年，少地者被迫卖地，使土地愈加集中；无地者流

离失所，四处乞讨，饿死冻死的情况不断发生。据调查统计，贾汪附近的大泉

乡，1919年至1948年间，全乡1300农户中有4570人逃荒要过饭，361人饿

死，79户卖过儿女i泉旺头村无地农民韩荣富一家，民国十五年(1926年)因

灾害，这年冬天妹妹因饥寒染病无钱治病而悲惨死去，另一妹妹卖作童养

媳，二哥在煤矿挖煤被活活砸死，母亲被冻死在大雪纷飞的雪窟里。1912年
●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在国民党统治的37年内未能实

现，仍沿袭清末以来封建私有制为主体的土地所有制，为维护地主阶级对土

地私人占有服务，广大贫苦农民仍处在饥寒交迫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贾汪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由封建主义土地私

有制向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转变。1950年6月，铜山县土地改革工作队在贾

汪区闰山乡试点，按照“中间(中农)不动两头(地主与贫农)平”的政策，对土

地进行分配，人均分地2亩(地主、富农和贫农、雇农一样分地)。1952年铜山

县人民政府向土地所有者颁发了《土地所有证书》。至此，彻底推翻了几千年

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1953年起，

中共贾汪矿区党委、人民政府在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基础上，引导农民试办初

级农业合作社，1954年春芦山乡成立了贾汪矿区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命

名幸福社。接着全区各社相继成立，至1955年全区办初级农业合作社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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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本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劳地分配”的管理

体制，土地所有权仍归农民私有，使用权属集体所有。1956年1月，贾汪城区

援工社、曙光社、工农社3个初级社合并，组成贾汪矿区援工高级农业生产

合作社。贾汪矿区下属的大泉、九山、芦山、闫山、韩场5个乡同年8月由当

时38个初级社合并为11个高级社，入社农户占全区总农户的98％，耕地面

积占全区耕地总数的96．45％。高级社实行土地入社，统一经营，取消土地报

酬，按劳分配。至此，由农民个人所有的土地变为集体所有，彻底实现了全区

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1958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

问题的决议》，贾汪矿区下辖的5个乡划归徐州市郊区人民政府管辖，贾汪

矿区更名为贾汪镇，只辖镇区一个蔬菜生产大队，贾汪镇成立“钢铁人民公

社”，下属3个营。人民公社实行一切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的“一大二公”的

管理体制。1962年，中共中央颁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强调实

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对土地、劳力、牲畜、农具固定到生产队，把

打乱了的地界重新划定，但对土地仍属社会主义公有的性质未变。1978年

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80年代，区援工蔬菜生产大队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土地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将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

经营和耕种。这种所有权与使用权实行分离，是集体土地使用制度的重大变

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进入90年代，徐州市行政区划调整之后，贾汪区人民政府根据《土地管理

法》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的规定，及国务院对农村宅

基地有偿使用的规定，开展了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同时对乡镇企

业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进行试点，积极培育城镇国有土地市场，使土地使用制

度改革得以健康发展。

贾汪区城区国有土地使用制度，也是逐步建立发展起来的，其形成过程

同城市土地国有化过程交织在一起。自解放至1955年，城区私有土地尚可

买卖转让。自1956年对私有制改造时起，一些私人土地开始收归国有，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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