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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十一世纪到来之际，我市有史以来第一部土地志历经三年

于辑成问世。这是全市土地管理战线广大干部职工和有关

关人士通力协作、密切配合，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

共同辛劳所取得的硕果。志稿即成，付梓之际，编委同志

志撰序，不胜有感，欣然命笔。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实施以来，土地是资

源、资产的重要地位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优化配置，珍惜和合理

利用每一寸土地日趋规范化、法制化，改革其使用制度，还其特殊

商品属性，培育完善社会主义地产市场，亦必将为国家经济建设和

改善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条件而积聚巨额财源。这部志书可谓是在土

地管理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大好形势下问世的，是承上启下，既往开

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代的重要史料，值得一读o

《涿州市土地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本着详今明古，尊重史实，立足涿州，面向全市，客观公正地

再现了全市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较翔实地记述了贯彻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河北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

为落实土地基本国策，服务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如实地反映成绩和

某些失误，使读者能从一个侧面更好地认识涿州，了解过去。这不

仅对专业工作者有重要的使用价值，而且能充分发挥资政、教育和

存史的作用。

土地管理意为管辖治理，既是有关行政、经济和法律的国家管



理，又是-I'-I介于综合自然和社会人文之间的边缘科学。是一项涉

及面广，政策性强，难度较大，情况较为复杂的管理工作。随着法

律法规的日趋完善，土地管理已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并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绩，但我市人多地少，土地后备资源不足，土地十分宝

贵。经济建设用地与土地稀缺的矛盾突出。因此，要正确认识土地

管理的严峻形势，从大局出发，把保护土地资源与经济建设用地这

对矛盾统一协调地处理好，解决好。

我市土地开发利用，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距今已有2000

多年历史，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的先民们，勤劳朴实，披荆斩

棘，辛勤耕耘，生存发展，走过了漫长的艰难岁月，创造了绚丽的

历史文明。如今，在改革开放年代，涿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我相信，一定能够同心同德，奋进不

息，锐意改革，再展宏图，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无愧于我

们的祖先o

本志据事直书，几经修改，去粗取精，方成专志。虽凝聚了修

志人员的滴滴汗水，然而毕竟初次修志，差错笔误，难以避免，恳

请读者批评指正。在此，我代表涿州市人民政府，向一切热情支持

协助本志成书的有关部门、单位及社会各界有关人士、专家表示敬

意和衷心的感谢!

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史京勋

200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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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系统

地记述涿州市土地资源及开发利用和管理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贯通古今，详今明古，横不缺要项，竖不断主线，上

限力求追本溯源，下限为1998年，个别事物延至1999年。

三、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设概述、大事记、

专志和附录，专志共分11章，为全书主体。

四、记述范围以涿州市1996年行政区划为准。以1986年9月

撤县建市为界，以前称涿县，以后称涿州市。

五、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简称“建国前”)采用历

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

后")，采用公元纪年。

六、计量单位的使用，建国前历史资料，使用当时计量单位，

不予折算。建国后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但土地面积仍采用市制。

七、行政区、机关名称及职务名称，以当时称谓为准，使用历

史地名括注今地名。

八、数字的使用，以国家技术监督局1996年6月颁布的《关

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准。

九、本志资料，采自有关部门，河北省、保定市及涿州市地方

志办公室、档案部门，史志书籍、报刊、专著和有关人士的口碑资．

料，均经鉴别人志。除原文引用外，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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