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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展示吉林地区从清迄今380年土地历史和现实的专业志书——《吉
林市志·土地志》，于新千年之始问世了。

《吉林市志·土地志》，记录了吉林市的建置沿革、土地疆域、自然条件及土

地经济的概况；土地制度从基本国有到基本私有、从私有到公有，从奴隶制(农

奴制)到半封建制、从封建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换与演变；在土地开发利

用上，从招垦到封禁，从放垦到催垦，从掠夺性拓垦到有规划和保护的合理开

发利用的过程；在地籍管理上，从土地登记、注册、验契、发照到土地申报登记、

确权发证，从土地清丈、清赋升科到土地概查、详查及地籍调查，从农村土地分

等定级到城镇土地定级估价，从土地统计制度的建立到土地档案的管理；在用

地管理上，从农村生产、建设用地到国家、城镇、交通等建设用地，从国家授拨、

价买到划拨、征用乃至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出租、抵押、拍卖等方式，从无偿无

限期无流动的管理到有偿有限期可以流动的土地市场管理；在土地赋税方面，

从征收地丁银到田赋，从地税、地捐到公粮、农业税等；在土地立法上，从帝王

诏令到政府制定规则、章程，从专项土地法规到颁布《土地法》、《土地管理法》，

并建立土地执法监察制度；在土地科技管理上，从清代的弓绳丈量，发展到运

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管理土地；在管理机构上，历代均由政府管理土地，并由

有关部门分管，至1987年吉林地区普遍建立了城乡统一管理的专门土地管理

机构。

编史修志，根本目的在于服务当代，垂鉴后世。《吉林市志·土地志》以土

地为研究对象，是一部综合性、科学性、实用性极强的土地百科全书。它从多

方面、多层次展示了土地开发利用及其管理的社会职能，必将发挥地方志应

有的功能和作用，并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一，它准确记述了吉林地区土地资源

的类型和开发利用的历史。各级领导干部借助先人留下的精神财富，溯古鉴

今，论今明后，可以对土地管理事业的发展作出科学决策，并为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地情资料，从而起到资政作用。其二，读志用

志，可让今人和后人从土地方面了解到吉林地区的古今概貌，知道我们祖先自

脱离洪荒到以稼穑作为获取食物的主要来源以来，开荒斩草，精耕细作，土地



就成了中华民族的生命线；特别是了解先民们为了生存繁衍开垦保护土地的

事迹，以及当今人们开发复垦保护耕地的卫士风范，从而激发人们热爱祖国、

热爱土地，更好地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志书还记录了吉林地区耕

地面积逐年减少，人口El趋增加，水土流失不断加剧等问题。从中汲取教训，

焕发人们“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国策意识，鞭挞浪

费土地的行为，增强国土国法观念，是为教化之用。其三，土地志记载了古今

有关土地的各种情况，集中整理起来作为“土地资料信息库”，便于查阅和使

用。不仅在当前有其重要价值，而且可以传诸后世，具有长远的认识价值和科

研价值，从而发挥其存史作用。

编纂土地志书是土地管理部门首次进行的长效工程和基础工作，也是历

史赋予土地工作者的光荣使命。《吉林市志·土地志》的编纂工作，是在全市政

治安定团结、经济H益繁荣、改革不断深入的盛世进行的。由于吉林市人民政

府的高度重视，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精心指导，各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全体编

志人员不负重托，五经寒暑，几易春秋，辛勤笔耕，终于辑成。在编撰过程中，

编者竭力按照新方志的要求和专业志的特点，纵述历史，横排门类，统合古今，

秉笔直书。但因专业首志，前无借鉴，缺乏经验，水平有限，舛误之处在所难

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徐洪山
二oo一年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共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力求达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的内容，以历代政府行为为主，展示吉林地区土地事务中的

大事、要事及有作法、有结果的事。上限一般上溯至清初，有的事务追溯至开

端；下限断至1995年，个别未尽事宜延续至1996年。本志因系土地专业首

志，从“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出发，在内容含量上各个历史时期篇幅相当，

大体一致，以充分体现志书的历史性、资料性、借鉴性。

三、本志设概述、大事记、专业篇章、附录4个部分。概述以竖写为主，分

期简述志书的主要内容；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为本志之纲；专业

篇章共5篇18章7l节，横排竖写，为本志主体部分；附录分为古代土地制度、

历代土地法规、计量单位换算表、重要历史文件及书目，为志书的补充。

四、志书所用资料，以原始文件为主，文献资料为辅。对涉及各部门有关

土地管理事务，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进行综合利用。寓观点于记述之中，力求翔

实、准确、完整、系统、科学地表述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实，突出地方特色和专

业特点。

五、志书体裁，有记、志、图、表、录5种，以记、志为主，做到文图并茂。凡

与章节相关的图、表，均列于有关章节之内。

六、志书文体，采用规范的语体文，力争做到文风严谨，朴实简洁，通俗易

懂。对清代、民国时期有关土地事务的记述有时引用文言，以保留历史上土地

文化的痕迹。

七、志书纪年，清朝及以前的朝代年号用汉字标记，并加括号用阿拉伯数

码注明公元纪年；辛亥革命以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码标记。中

华民国简称为“民国”；沦陷时期，伪满当局称为“伪满洲国政府”；中华人民共

和国简称为“新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地理、机构、官职等名称，一律以当时称

谓记述。志书中记载的永吉州、吉林厅、吉林府，吉林县、永吉县，以1936年4

月1日吉林市建市为限，以前均系吉林市的建治沿革。解放前和解放后用语



的时间概念，均以1948年3月9日吉林市全境解放为限。

八、志书中的各类统计数据，除引用旧志和有关资料外，一律用阿拉伯数

码记述，并以吉林市统计局所提供的统计资料和土地概查、详查统计汇总资料

为基本依据；百分比用阿拉伯数码加百分号，几分之几用汉字表述；专用名词、

人名、地名一律用汉字。

九、志书中的计量单位，凡属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均采用各历史时期通用

的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则按国家当时统一制定的各种计量单位记

述。志书附录中附有《计量单位换算表》。

十、本志资料来源，主要由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和大专院校、科研部门，以

及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和有关单位提供。详见附录中《重要历史文件、书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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