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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一部展示满城县古今土地状况及发展历史的志书——《满城县

土地志》付梓问世了，这是我县土地事业的一项丰硕成果，是在21世

纪之初献给全县人民的一份厚礼。对此，谨致热烈祝贺∞ ．。

满城县历史悠久，两千年来在这方宝地上发生了多次变革，勤

劳、朴实、勇敢的满城人民，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用智慧和双手在

这块土地上创造了无数人问奇迹o。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全县人民团结拼搏，开发利用和改造这块土地，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业绩o‘。4 ，

+《满城县土地志》是满城县有建制两千多年来第一部土地专业

志，是地方志的组成部分。她记述了从明代以来满城县土地资源。土

地制度、土地赋税、土地管理、土地法规建设的历史和现状，也记述了

。全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时代性、实用性和浓厚

的地方特色，尤其她将有助于全县人民加深对“十分珍惜、合理利用

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这一基本国策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抓好土地管

理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o． ∥

《满城县土地志》的编纂完成，是上级主管部门领导和县委及有

关部门支持的结果，是广大专家、学者以及编写人员辛勤劳动的结

4晶，在此我代表满城县政府表示感谢。同时在志书出版之际，望全县

。人民及广大读者，要珍惜她、用好她，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发扬优秀文

化传统，促进满城县土地管理和开发事业兴旺发达，使志书发挥更好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o
” ’。 t’

一
、

’ ：
一 、

满城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曹大水‘‘
-。 ， 2001年11月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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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满城县土地志》是满城县第一部记述土地开发利用及其现状

的专业志书。它的出版，填补了县志中土地管理内容的空白。这是

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事o
‘+

土地是万物之源，人类生存之本。这部志书是记述以土地为中

心，体现人地关系的资料工具书，它立足当代，统合古今，记下了

两千年来满城县人民在土地开发、利用和管理中的成败得失，为资

政、决策提供借鉴；记下了满城县人民为探索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做

出的努力，为科学、合理地利用每寸土地奠定了基础；也记下了满

城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多年中耕地逐年减少．，人口逐

年增加，“吃饭”与“建设”的矛盾日益突出的现状0时刻警醒人

们，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

地"的基本国策o r。

：

《满城县土地志》的编纂从搜集资料、编写初稿到总纂成书，

历经三度春秋的辛勤努力，查阅档案和搜集资料60万字，经筛选

核对，加工整理，五易其稿，终于编纂成书。在此，对这项浩繁文

字工程的编纂者和给予悉心指导的保定市土地局志办室郝毅生主任

及有关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o ．： 、j

“前人之史，后人之鉴"，这是我们编纂《满城县土地志》的目

的。我衷心希望满城县各界人士，特别是土地管理工作者，通过阅

读此书，激励对满城县这片土地的热爱，了解土地管理事业的历史

和现状，以便借鉴前人的经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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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坚持实事求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

观、准确、科学地记述满城县土地事业和土地管理的历史现状。

二、时间断限上限不限，下限止于1996年底。大事记、人

事变动，止于搁笔o
’

三、记述方式依据详今明古的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以后，满城县土地开发、利

用、管理情况。图表、照片，穿插在文中o．

四、篇目设置采取以类系事的方法，横排竖写、横排门类、

纵述本末，突出地方特色、时代特点、专业特征，内容按章、节、

目排列，个别的视需要设子目。

五、纪年历史纪年采用帝王纪年，民国时期采用民国纪年，

均加注公元年号，建国后采用公元纪年o

六，计量单位建国前使用当时计量单位，不作换算；建国

后，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七、记述范围 以1996年满城县行政辖区范围追溯历史，重

点记述有关土地内容o

八、资料来源 本志资料来源于《保定府志》、《满城县志》、

县档案馆、，有关专著和部门专业志及调查、访问等，数字以县统计

局、土地管理局资料为准，地名以《满城县地名资料汇编》为准，

所用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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