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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丹县土地志》’．付梓即将问世了，。这是南丹县人民的

二件大喜事?l’’◆’·+ ··．I。 ‘。’’j．j’·-‘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生产、，发展、建设最重

要的资源c：，南丹背靠祖国大西南，。．是大西南出海通道的门。‘

户。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南丹县委、．县人民政府

．抓住改革开放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得天独厚的优

势，在大力开展农业综合开发的同时，进行矿产资源开发j『。。

充分发挥了土地效益，+使南丹县从传统的农业经济结构逐步

调整为工业占较大比重的经济结构j促进了经济j社会持续

稳定的发展|o。实践证明-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

保护耕地∥这二基本国策同计划生育＼，环境保护一样，始终‘

处于全局的战略地位o’如何把全县的土地管理好，自然成为

全县人民乃至子孙后代的头等大事。而要把全县的土地管理

好，借鉴古今土地管理的经验教训，显然是十分重要的o。

南丹县历史悠久，’有关土地管理的内容非常丰富。但有：
‘

关土地的记述，、零碎而不系统b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迫

．切需要对土地管理资料进行科学的整理，．分门别类地加以记‘·

述o。《南丹县土地志》{即全面记述了从南丹建州至1997年土’

地使用＼：管理的厉史与现状，并遵循口厚今薄古，．重在当

代肌的原则，。?着重记述了解放后，尤其是县土地管理局成立



·雨丹县土地志·

后全县土地管理事业发展的状况o

《南丹县土地志》作为南丹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综合土

地管理志，不但具有一般志书的普遍规律性，还具有地方特

殊性及时代性＼思想性＼科学性。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结

构严谨，具有存史考证＼研究的价值。古人言：留治天下者

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嚣。相信她的面世，将起到

“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o。 、

《南丹县土地志》。问世，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关心＼

指导；在此表示崇高地敬意。对县土地管理局全体人员的艰

苦努力‘，。’编著者的辛劳笔耕；．对有关部门单位积极配合，大

力支持表示衷心地感谢3唯憾南丹县解放前史料于解放前夕

焚毁无存，。在搜集资料过程中虽多方搜寻，仍难俱全。再者

编纂志书是项复杂系统的工程，亦难完善无误，有待读者批
，

。

‘

●

评t、指正T6． ．·
。·．．

‘

。·

’ ^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古今为鉴，‘继往开来o．让志书在

‘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起到它应有的作用o
。

．

．’

2

南丹县县长唐毓盛

1999年91月28日
●

●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南丹县土地管理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做

到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相统一o
。

．i

二、本志上限尽量追溯事物的发端，下-限至1997，年底，

重要内容适当下延‘o ．．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及附录组成o。采用述。

记、志弋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横排门，类，纵写始．

末。专志分章、节、邑、子目四级排列记述o ．

四、本志记年、计量单位、汉字简化、行文，均以广西

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于新编地方志行文规定》’

和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史志编纂暂行办法》‘及《土地史+

志编纂语言文字暂行规定》．为标准o

‘五、本志书中使用的r“解放前(后)j”，系指’1950．：年1

j月14日南丹和平解放前(后)‘o

六、．．本志书使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县统计部门一、!县土地

管理部门和已出版的’《南丹县志》，及档案管理部门等有关部

门的档案材料，一般不注明，出处o， ·
’



·概． 述·．

述

。．(●)?‘．
～-

： ⋯·．

一。南丹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地处东经10771’一107P55≮北纬24P

42k 25％7’之间。东枕打狗河，与环江县相邻；东部和南部与河池县，(市)接

壤j西南同东兰县相连“；．西邻天峨县，紧靠红水河；。西北部、‘北部、东北部和

贵州省的罗甸、平塘弋独山、荔波县交界。全县边界接壤：508公戥东西最大
横距70公里j，．南北最大纵距：106公里o ·

：． j ‘．

．． 南丹县是黔、、桂≮j川、，滇交通枢纽，．’是历史上兵家喉地o。黔桂铁路、’西南

公路穿境而过。列入“九五”．计划的西南大通道—_成都至北海二级公路穿越‘

南丹县境j龙滩二级公路起点于南丹o。被称为，。．“黄金水道”’．的红水河流经南丹

100多公里，水运可直通梧州和珠江三角洲o 1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南丹古时属夜郎国属地o．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l，‘元)：置群舸郡，．领；14

县，南丹属母敛县。隋沿汉制j。南丹仍属群舸郡o．唐代于县境置羁糜延州二鸾

州、福州、永州名宋开宝七年‘(974年)；．南丹土酋莫洪营纳土归宋”置南丹

州。崇宁五年(1106年)，。那地土酋罗更从、。男世念纳土归宋，，置那州弋地

州o，大观元年(1107。年)，I南丹州改观州o。绍兴四年-C1134’年)j废观州，恢

复南丹州乞：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j南丹州称“庆远南丹溪洞军民安抚司：16

明洪武元年(1368年)，，那州I：·地州并为那地州’o正统十年(公元1445辱)’，

恢复南丹州沿袭至清。民国71年’(1918年)‘，。废州建县0；民国，20年(1931，年)

那地州从河池县拨归南丹县乙。’1950年+；1渭?14日南丹和平解放，，19‘日南．丹县人
民政府成立o ．f．’

．
． +． ：。。 ．．，：：、一

．'

清至民国6年(1917年)，南丹设13。哨一寨^o民国7‘年(1918年)建县，

设10个区。民国24年j废区设r21个乡镇。民国26年，六排：桥头、。牙林，、

甲板划归天峨县，其余17，个乡镇至解放前夕未变do。解放初期，设．5个区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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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设6个区。1955年，月里划归南丹，时南丹县为7个区。此后分别于

1958年、1968年区改称人民公社，名称两度变动。至1984年6月，改乡镇建

制，全县划分为13个乡镇至今o 1997年，全县共有138个村民委员会，27．3

万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0人。

南丹属南J中亚热带山地气候，年均气温为16．9℃，极端最高气温为

35．5℃，最低气温为零下5．5℃。年可照时数为4422小时，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1223．5小时，占年可照时数的28％。年均降雨量1476．3毫米，；年均无霜期

355．7天，主要气候灾害为水、旱、雹灾。
’

县境地处云贵高原向桂西北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由东北向西南方向倾

斜。县境高山连绵起伏，峰峦重迭，海拨在600～900米，最高海拔是罗富乡．

罗屯村三匹虎次峰，·海拔1321。米，最低海拔是吾隘乡独佃村拉仁河口。，205

米∥．高低相差1116咪：县境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100多座，，海拔在500
米以上山地占全县面积躬．64％、。+县境内河流属珠江流域西江水系，．集雨面积

达5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2条j年总流量20：96亿立方米“，’水资源理论藏量
4818．35万千瓦。． ，’．+ ：|．’ ．·’ ·．

’县境内地质构造属广西山字型，7构造条件比较复杂：地质发展历史渊远长

久，‘经历孓早生古代、：晚生古代、。’中生古代和新生古代四个历史发展阶段o．经

历了印度j’燕山j。、喜马拉雅山运动；接受了泥盆纪、，石炭纪、．，二迭纪、三迭

纪、第四纪地层：‘尤以泥盆纪为最古老；发育完整，：出露优美，层次清晰，具

有广泛代表性’；·是气围泥盆系标准地层之·o，1986年’，．由伯治区人民政府建

立《中国海相泥盆纪地层南丹罗富标准剖面标志碑》、，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县境内土壤成土母质为砂岩，|、。石灰岩、·花岗岩及第四纪洪积物和冲积物。

自然土壤主要有红壤土类、。黄壤土类、．石灰岩土类、红色石灰土类Ⅳ、紫色土

类。全县水稻土面积：13：35、万亩，其中潴育性水稻土92611i2亩，占全县水田

面积。．65．7_％；、潜育性水稻土10023·亩，占水田面积。7．11％‘；沼泽惶水稻土

1cr794亩，占水田面积7．65％；矿毒性水稻土391．47亩，占水田面积．0j28％占

全县早作土面积13．13万亩，其中红壤土面积：11066．亩，’占，旱作土面积

19．73％；：黄壤土面积3770亩，占旱作土面积6：72％+；‘石灰岩土面积t22474亩，

占旱作土面积17．18％；冲积土面积17287亩，占旱作土面积，30．82％o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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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丹县土地资源丰富o‘据。1991年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结果，全县土地总

面积i5849071．8盲(折合3899．38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96348j7’亩，：．园地
17762．8，亩，林地1964792．0亩；牧草地49ar799．O亩，．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487581．8亩，。交通用地，7739．9t亩，水域33935．0亩，．未利用土地2968935．6j亩；

，以土坡、。半石山为主，其次为平地、。洼地．，，宜农、．林、，牧生产占 j．
。

． 解放前，南丹县土地利用基本上是单_的农业利用：；，全县有耕地：20．多万

亩，由于水利设施、旱涝灾害及耕作技术等原因，直至解放前夕l水稻亩产仅

148公斤，玉米亩产‘37公斤o，土地利用程度和利用率十分低下o．解放后；、党和
人民政府重视农业基础建设，’·大力兴修水利j，，改良土壤‘，，改善生产条件，!以科

技兴农，使土地利用率逐年提高。党的十一届兰牛全会以后≯南丹县推行了农

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实行以粮为：

主’，林、牧、．副之。渔业同步发展的方针，．进行多种经营；，提高农业商品化程

’，度；·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优势j大搞农业综合开发j，’实施。“五个一∥’’示范项
目o 1以两高二优；(高产、7高效≮。优质)农业为主攻方向j确立农业支柱产业：；，

建立农业产品生产基地，。因地制宜发展烤烟≮；长角辣j，银杏≮‘’茶叶、+：硬柿、，板

栗等经济作物o 199r7牟，仅经济林果生产一项就投入资金6742．53万元；连片

开发种植林果’4：50万亩，种下银杏4．33万亩o，’并从199r7年起，分步开发建立

lO万亩银杏生产基地和4万亩烤烟生产基地o．同时，根据县境牧地优势，建

立26个饲养基地，有初具规模的养羊场110个；利用水资源，建成。次性可

饲养7，万只鳖的现代化养鳖场o．农业综合开发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j．199r7年全

县粮食总产8：72万吨j农业总产值5．9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871 r元o。此外：、

还根据南丹县的土地资源分布特点；·进行了移民异地开发”’利用『土地、．入口互

补资源优势，．扶持县内贫困地区白裤瑶族、苗族农户走脱贫致富道路0}1991

年，’与世界国际宣明会合作，。利用外资3000-万元，’县财政投入1500万元；，。将

1256户6000多瑶族r、苗族贫困农户迁移到县西北部地区地广人稀的地带进行

开发生产二到，1997，年，共造林种果3：3万亩，．杉木2：61万亩；+银杏3．25万亩，

板粟、硬柿、白凤桃、药材等。48钧÷亩。．异弛开发区粮食总产．200。多万公斤，

人均有粮500多公斤，人均收入超千元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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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丹县土地志·

县境内矿产资源丰富，是世界少有的富集矿区，蕴藏着锡、锑、铅、锌、

金、银、铜、铁、镉、钨等20多种有色金属，经探明的总储量达886万吨，

其中锡储量144万吨，居全国首位，铅、锌的保储量名列全国前茅，锑的储量

和开采的产量可与玻利维亚相比。南丹为此享有“中国未来的锡都”、“有色金

属之乡”及“矿物学家的天堂"之称。南丹县以得天独厚的有色金属为依托，

确立建设有色金属基地为目标，充分利用矿产资源优势，大力进行矿产资源开

发。到1997年，有色金属的采、选、冶已成体系，拥有77000吨／日进矿能力
的锡、锑、’铅、锌、铜综合选厂，有年产l万吨锡和年产2万吨锑的冶炼厂。

矿产资源的开发，‘促进了南丹经济的快速发展毛“八五”期间，全县工农业总

产值比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业总产值由“七五”期间的1990年的45．2％。

提高到l‘‘八五”期间盼·1995年的83．7％，历史性地改变了整个经济结构，即

由传统的农业经济；一跃成为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j 1997年，国民生产

总值15：18亿元；，工农业总产值24：24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8．34亿元，‘农

业总产值5．9’亿元；。‘财政收入1，．86亿元，，人均收人1871j．48元o．’全县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2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7．67．亿元。’

’

o。在大规模开展农业综合开发和矿产资源开发的同时j 1993年‘j，南丹县提，

出了撤县建市的目标·，．因地制宜进行城镇土地开发建设。。至1997。年，累计共：

投资2．6亿元开发新城区和改造旧城区，t通过开发建设，把旧城区、新城区连

成÷体，城区面积由原来的1．5平方公里扩大到6平方多公里苫．
‘

- ··

‘I．．
。

·

．． I
1’

●

．‘

， _。、‘“一 ．(三) ．’

’

● ● ●

● ·

解放后到专门的土地管理机构成立前，南丹县的土地管理制度是单二的行

政管理制度，土地管理业务工作主要是对建设用地进行审批征一(拨)，管理比

较松散，全斟出现了乱占滥用和浪费土地的现象．o．| 。

1986年8月，南丹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后，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规定统一管理行政区域内城乡土地、地政工

作，从而结束了分散管理土地的旧体制，将土地资源纳入了依法、统一管理的

轨道。从1986年至。1997年的10余年里，，南丹县的土地管理工作，经历了艰难

的开创阶段和全面推行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阶段。 ·

．t

健全机构，配备队伍。县土地管理局先后设置了办公室、财务股、．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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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土地监察股：．土地利用规划股、地籍管理股等职能股．(室)。还引进了政、，

法机制：』。与县人民法院联合组建了县人民法院．土地执行室00与此同时j’。1990·．

年起j先后在全县．13个乡镇设置了直属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土地管理局双重领

导的土地管理所(站)o至．199r7，年，全县土地管理部门共有干部职工74人，。

其中县土地管理局‘14。人，。乡镇土地管理所(站，)一70人。。．‘ · ：·．‘‘
。

。

‘． 持之以恒进行土地宣传o’为使土地基本国策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深入人，

心。县土地管理部门采取多种形式、方法，深入到全县乡镇≮村‘，屯，进行广’·

泛宣传；使厂_大人民群众树立了土地公有和土地基本国策意识：。‘至?1997t年I’．
全县累计共出动宣传车29辆次，，电视广播宣传45：次。，：电影宣传；48、场次j出

版宣传专栏61期t，印发宣传资料．40080份‘；书写和张贴大标语368条I小标语‘

1639条，制作永久性标语。98条0+ 。
·．．

‘’：
’．‘ ．i ．

开展土地详查，摸清家底0为摸清南丹县土地资源基本情况j，1988牟10
月起，南丹县按照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简称土地详查)。技术规程。，．开展了全县i

土地详查工作；·至1993年10月全部工作完成。土地详查弄清了全县各地类的 ‘

数量、．分布及利用等情况1，为领导决策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开展农业综合

开发及城镇土地开发提供了准确的数据：． 。-’’一．=．+．’ 、．， ．·

‘

全面开展了土地登记发证。为加强土地管理；．维护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

保护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199r年起-．南丹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了土地登记＼：颁发土地证书工作j至’1997年：共完成颁发土地使用证书·26092*n

本，．颁发铁路土地使用证书41本占．’ ‘．-．’ ．。：． 、。．．，

依法管理和审批土地。’为合理配置和利用土地，南丹县实行严格的土地使

用制度；规定辖区范围内的用地均由县人民政府统一规划、i统一征用气。统．二开

发、统二出让和划拨、统·管理：并在实际工作中实行’‘‘三公开”，。即管地法’．

规公开、用地指标公开、用地审批公开，使全县基本上做到了依法批地；·依法

管地；依法用地苦．在全县全面推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1989，年至1992年，南

丹县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县的实际j先后制定了《南丹县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国

有土地有偿使用的通知》≮《南丹县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转让实施办’

法》等一系列政策、规章，。在全县范围内全面推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二-通· ．

过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把土地推向了市场，全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房地产投

资范围不断扩大，土地资源在全县日趋社会化、。市场化≯为规范土地市场，

1994年：对全县行政划拨土地使用权自发进入交易市场进行清理整顿，使全

县土地市场逐步走上依法、有序的轨道。同时，．为适应土地市场发展需要，加
：

一 5，



·南丹县土地志·

强土地资产、市场的管理，县土地管理部门进行了城镇国有土地分等定级，确

定了基准地价和出让地价，有效地保护了土地资产，维护了土地市场的稳定。

切实保护耕地。。在全面推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城乡土地开发建设的同

时，南丹县认真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

策，把保护土地，尤其是保护耕地列入中心工作。县土地管理局除严把占用耕

地审核关外，1995年，’根据国务院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规定，在全县范围内

开展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工作，全县共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删亩‘o
1997年，根据上级的要求，又把保护区面积调整为272129．4盲，‘使全县的
‘‘保饭田”得到了较好的保护o ．

．、

+

土地监察工作有声有色‘根据土地管理事业发展的需要，；南丹县建立健全

了土地监察机制和网络。县土地管理局成立了专门的监察机构，并引进了政法

机制’；乡镇配备了专职监察员；村公所、。村委会配备了兼职监察员；村民小组

配备了兼职土地管理信息员，形成了县、乡镇、村二村民小组四级土地管理监

察网络占．在此基础上，：县根据上级精神，：分别于1987年和199r7年对非农业建

设用地进行了大清查j。制止了乱占滥用土地行为。1992年起，还在全县范围一

内开展了“三无”(无违法管地7、无违法批地_、无违法占地)活动，进一步强

化了土地监察工作，收到了显著成效o ．‘． ．．：

编制了《南丹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7_年9，月，南丹县根据上级有关

规定，，开展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工作；。1998午12月，全部编制工作完成二

这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1996年为基期j 2000年为近期年，2010年为目标年，，

并展望到2030年。对各个规划年各类用地进行了预测，．并提出调整和实现规

划的措施，。对今后南丹县科学开展土地管理工作和全县的经济建设，将起到积。

极作用。 ，’

·县土地管理局成立至1997年，已经过11．个年头。通过努力，全县土地管

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县经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南丹县是个人多

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人地矛盾异常尖锐的县，．如何做到∑要建设，

二要吃饭两不误，为全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j还有待于广大．

土地管理干部职工的努力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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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南丹土酋莫洪营纳土归宋；置南丹州，，州址置，

于月里巴峨6 j·． ： ·，-‘

’
r

’．
_

．‘

． 元丰年间一(1078，1084。年)，南丹州址迁至今小场镇大平-、星店■带。，

．崇宁初年(1102年)’；．那地土酋罗更从纳土归宋；．’置那州。-～． ，’．：’

五年(1106年)，土酋罗世念纳土归宋，’置地州-o，

大观元年(1107)，‘改南丹州为观州，州址设在今高峰街。

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废观州’，“恢复南丹州。

宋代，发现南丹有锡矿，南丹大厂、新周(洲)街附近一带有银，、铅矿，，

土人体地人)。集资开采。，： ，．

’

，

兀

● ，●

至元十四年：(1277：年1，．南丹土司奏表内附归元6
●

明’

洪武元年．(1368年)∥南丹土司莫天护纳土归明一∥仍置南丹州己．是年，那

州、．地州合并为那地卅，罗黄貌任土司。 。

‘·

‘

。?

3

二年(1369·年)≯庆远府改为庆远南丹军民安抚司I·，莫天护为安抚司同

知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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