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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勋懦副省长在双旺考察

邵琪伟副省长参观昆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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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土地管理局局长李如林在临沧检查指 杨廷义副专员与各县领导在临沧签定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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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工委主任李明三、政侨工委主任樊国成等 引进西德T程先进技术．加快l艋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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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源县勐莆镇城区土地定级与堪准地价测

算验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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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朝山电站的移民新村 (i}±地自供稿

临沧地区土地管理局土地法规知识竞赛掇≈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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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地区第二届“土地杯”篮球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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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地区“土地杯”篮球运动会 挺：自i女 孟定镇土地管理所挂牌仪式 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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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源县五套班子认真学习中央有关上地管理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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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中的临沧县13号路 (％n*±地自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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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地区1996年以来荣获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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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古人云：“土为万物生母，

地是千古奇珍”。

马克思曾对土地作过科学的概括和精辟的阐述，他说：“土

地是一切生产和存在的源泉’’。古往今来，世间万物的生存、人类

的繁衍、社会的改革、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文化的发展等等，无

不与土地息息相关。所以，土地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综合性，又具

有它的特殊性。人以群居，地以域分。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对我们生长和活动的临沧地区这块土地的历史和

现状、开发和利用、经营争管理、治理和保护，进行系统的考察和

翔实的记述，完整、准确地展示全区土地管理事业发展的全过

程，系统地、科学地为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方面提供土地管理

和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决策依据，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

全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加快边疆建设，这是我们的一个历史责

任，也是我们编写土地志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

志为鉴"。编史修志的目的就是要借前人之鉴，通古今之变，鉴古

知今，继往开来。土地志是整个史志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土地

管理局、云南省土地管理局、云南省志编委、临沧地区地方志编

委对编修土地志都十分重视。国家土地局于1994年5月召开了

全国土地管理史志编研工作座谈会，统一部署了全国编修县级

以上土地志的任务，印发了《土地史志编纂暂行办法》。云南省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土地管理局于1994年8月8日联发

《关于认真做好土地志编研工作的通知》。我区因为客观上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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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原因，按国家局和省局部署的时间编修全区地、县土地志的条

件还不成熟。1992年以来，在地县党委、政府的重视和统一领导

下，围绕贯彻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健全和加强了地县乡土地管

理机构，集中力量开展了全区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城镇地藉调查、地价评估等基

础工作和土地执法工作，基本搞清了全区土地资源状况，确定了

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和措施，编修地县土地志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地区地方志编委于1 994年6月18’日会议研究，同意地区土地

局关于编修地区土地志的意见，决定在地区总志中增加《土地

志》。地区土地局从1996年开始准备，1997年调整充实了地区

土地志编纂领导小组，并召开专门会议，形成纪要，确定编纂和

出版地县土地志的时间和要求，并列入1997年全区土地管理责

任目标进行考核，必须按期完成。经过各县的努力，至本志下限

的1997年底全区八县和地区都已完稿，各县已印刷出版，这是

我区土地管理工作的一大成果。

1临沧地区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地区，历史上形成多种形态

的土地制度，管理不规范。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长时期没有土

地专管机构，实行多头管理，致使档案、材料不系统、不完整，增

加了土地志编写的难度，负责编写的同志，克服了种种困难，多

方寻找和查访收集材料，日以继夜，辛勤笔耕，终于按计划编修

出了《临沧地区土地志》。这一成果的取得，得到省土地局、地委

行署的重视和关心指导，得到了省地县志办和有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并致崇高的敬意!

此为寿。

杨文义

1 997年12月22日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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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观，客观记述临沧地区土地资

源开发利用的历史与现状。

△本志由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构成。以志为主，大

事记采用编年体，概述叙议结合表述土地资源开发管理，表依类

分散穿插于有关章节，图片集中在卷前。

△本志横排事类竖写历史，以今临沧地区行政区域土地为

记事空间，上限追溯到有文字记载可查之时，下限断于1997年

12月31日。

△本志所用数据，以“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地区汇总成果’’为

主，辅以历史调绘数据和法定统计数据，必要时作互相说明，历

次调查的数据保持原状，不作换算统一。

△本志计量单位为历代法定习惯计量单位，必要时加注说

明。

△本志书写及用字按国家出版物规范要求执行。

△本志地区局领导列职名表，科室领导和县局领导录名。

△本志在专有名词书写上，“省局”“地局”“县局”均该级土

地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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