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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人类社会发展无一不与土地息息

相关。古往今来，一个民族生存斗争史，即是一部土地的争夺史，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史，即是

一部土地的开发利用史。

赣榆自秦代建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2000多年来，同全国各地一样，均实行封建

土地所有制，以致生产第一要素未发挥出应有的效能。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土地改

革运动。奠定了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但是，在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形

成与发展初期，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和对基本国情的误解，地政管理体制和土地使用制度不

够完善，新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颁布后，国家着力推进土地管理体制和使用制度改革，“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

土地，切实保护耕地”被列入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全国城乡土地统一管理机构相继建立，

合理开发和利用土地的各项土地管理新法规、新政策、新措施陆续出台。使赣榆县土地管理工

作逐渐走上了全面的、统一的、科学的和法制的管理轨道。

赣榆县地处江苏东北隅，东滨海州湾，境内有山有水，物产丰富，自古被誉为“享山川之饶，

受鱼盐之利”的鱼米之乡。近几年来，赣榆县经济迅猛发展，1994年初，被国家统计局排为“中

国100个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最高县”中的第73名。然而，全县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足0．067

公顷，低于全国、全省的人均水平。为了全面落实土地基本国策，强化国土管理，县国土管理局

以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为重点，力争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土地资源利用从粗放型向集约

型转变，土地资源配置从行政划拨为主向以市场配置为主转变，取得了一定成效。先后受到江

苏省人民政府和国家人事部、国家土地管理局的表彰，并多次被评为全国、全省土地管理先进

单位。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赣榆县土地志>是在全国修志热潮中编纂的，是在赣榆县

各行各业，尤其是在土地管理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的形势下编纂的。这部志书，是赣榆县有史

以来编纂出版的第一部土地专业志，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赣榆县土地的历史和现状，重点反

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土地管理的巨大业绩和存在问题，使之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发挥“资治、存

史、教化”的功能，启迪人们在土地问题上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群策群力，共同搞好土地管理

工作。

<赣榆县土地志>在省、市国土管理局的直接领导，和有关部门、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指

导下，编志人员辛勤努力，几更纲目，数易其稿，力求体例得当，资料翔实，经数年耕耘，现已正

式出版问世，谨供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及广大国土管理工作者参阅。但限于主客观条件、错讹

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希读者给予枇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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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榆县国土管理局局长孙兴平

2000年5月8日



序 二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赣榆县国土局历经六载编纂的<赣榆县土地志>问世了，

这是赣榆县有史以来的第一本土地管理专业志书，是全县国土资源管理事业的一件大喜事，也

是赣榆县法制建设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它必将为今后“资政、教化、存史”发挥着重要作用。

“土地是财富之母”，在赣榆这块美丽富饶的大地上，祖祖辈辈的人们为山河梳妆打扮，努

力建设美好家园。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赣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积极

开发整理土地．使全县山区、平原、沿海各具特色，人民安居乐业，“享山川之饶，受鱼盐之利”。

但在土地管理中，由于土地分散管理时期政出多门，职责不明，造成土地浪费严重，使全县耕地

锐减。因此。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1988年2月，赣榆县土地管理局正式成立，至

此。赣榆县结束了长期多头分散管理土地的局面，逐步走上依法、统一、科学管理土地的轨道。

县国土局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切实加强土地管理，十分珍惜和合

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同时，大搞土地复垦开发整治，使全县的土地管理工作取得

了一个又一个的成绩，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肯定。先后被国家人事部，国土资源部授予土地

管理先进单位、土地复垦开发先进县，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土地执法模范县和土地管理先进

单位，为赣榆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赣榆县土地志>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赣榆土地的历史和现状，重点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土

地管理的巨大业绩和存在的问题，使之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启迪人们树立强烈的土地忧患意

识，“但存方寸土，留于子孙耕”。

在编写工作中，编写人员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广征博采，伏案笔耕，使志书行文朴实，内容

丰富，体例得当，观点正确，既体现了时代风貌，又写出了赣榆土地管理工作的特点，使<赣榆县

土地志>成为一本好书良志。在此，我谨向付出辛勤劳动的修志人员及关心、支持、帮助<赣榆

县土地志>编写工作的各位同志、各位朋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赣榆县土地志>的出版发行，无疑对全县土地工作者又一巨大鼓舞。笔者坚信全县土地

系统广大工作者。一定能进一步发挥聪明才智，开拓工作，与时俱进，加快国土资源管理和社会

主义法制建设进程，为推动全县两个文明建设再创新成绩，再谱新篇章，再作新贡献。

一2一

赣榆县法制局局长：苏仕希

2000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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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该志按照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史志编纂暂行办法>的规定，坚持“求实存

真”的原则，全面记述赣榆县土地和与土地相关的历史、地理、自然、经济史实，重

点记述赣榆县土地管理工作的产生、演变、发展的全部过程。力求思想性、资料

性、科学性的统一，并注意反映时代特点、专业特点和地方特色，为土地管理事业

服务。

二、该志记述地城范围为不同历史时期的赣榆县全境，行政区划、建置名称均

以当时称谓为准，采用地名以<赣榆县地名录>为准。

三、该志立足当代、贯通古今，上起于秦代赣榆建县之时，下限止于1996年。

大事记、照片、图表等下延至1998～2000年。

四、该志采用述、记、图、表、录、照片等表述方法，篇目按章、节、目层次排列，

首设图、照、概述、大事记，下分“建置沿革”、“县城 镇 乡”、“土地环境”、“土地

制度”、“土地经济”、“地籍管理”、“土地利用与规划”、“建设用地管理”、“土地整治

与复垦开发”、“土地监察”、“土地档案与财务”、“机构人文”等12章、49节、169

日，附录殿后。

五、该志所用数字，凡统计表和公元年、月、日以及行文中出现的数字，均用阿

拉伯数字表示。

六、该志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用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年；成立

以后统一使用公元纪年。

七、该志所用统计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律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为

准，个别地方稍有补正。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从历史；成立后执行国

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o

八、该志行文以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颁布的<行文通则>为规范。

九、该志所记地面高程以海平面为准。

十、该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原始档案，各章、节内容主要取决于事实的繁简和资

料的详略。除援引文献的原文注明出处外，一般资料的引用皆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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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处发现新石器文化遗址，在“庙台子”商、周至战国文化遗址中，发现铁铧犁和炭化稻谷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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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置赣榆县，汉因秦制仍称赣榆县，治今盐仓城，属琅琊郡。西汉平帝元始元年(1年)县

治徙郁洲(今云台山一带)，东汉章帝建初五年(80年)归东海郡。建安三年废赣榆，地属新设

的利城郡，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复置赣榆县，治艾不城，属东海郡。南朝梁武帝大通二年

(528年)于今县地置怀仁县，隶北青州。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549年)归魏属义塘郡。隋文帝

开皇三年(583年)废义塘郡，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省祝其、利城入怀仁，郁洲改属东海，自

此赣榆不复有郁洲。终唐之世，历五代、北宋均称怀仁。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改怀仁为赣

榆，元、明、清、民国均称赣榆。为纪念抗日牺牲将领符竹庭，民国34年(1945年)改称竹庭县，

1950年复名赣榆县。抗日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隶属山东省，1953年1月，划归江

苏省徐州专区，1983年3月，江苏省实行市管县体制划归连云港市。

赣榆县富有革命的光荣传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赣榆县是苏北最早建立党组织

的地区之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赣榆县是滨海地区建立最早、坚持最久的革命根据地

之一。1942年，刘少奇曾住黑林镇大树村指导减租减息运动。位于夹山乡境内的抗日山烈士

陵园，是全国重点革命建筑物保护单位。陵园内600余座冢墓，安葬着700余位烈士忠骨，在

有朱德、陈毅、罗荣桓、肖华、黎玉、陈士榘等首长题词的纪念碑、纪念塔、纪念亭上，铭刻着

3596位抗日烈士英名，陵园内记载着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赣榆县地形西北高、东南低，低山、丘陵、平原、海滩层次分明。全县总面积为1402．5平方

千米，其中：山区102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7．27％，有名称的山头37处，分布在苏、鲁交界处

的班庄、夹山、徐山、黑林、吴山、厉庄、徐福、石桥、马站等9个乡镇，高程均在海拔50米以上，

以大吴山最高，海拔为364．6米，夹谷山次之，海拔为304．9米，地形坡度在1／20以上；丘陵

383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27．31％，较大的岭有61处，丘陵区除分布在上述乡镇外，还有大

岭、欢墩、门河、城头、土城、龙河、九里、柘汪等8个乡镇，高程在20米～30米之间。坡度为

1／20～1／300；平原917．5平方千米。占总面积65．42％，分布在中部和东南部沿海的青口、赣

马、城东、海头、官河、朱堵、殷庄、沙河、墩尚、城南、宋庄、罗阳等12个乡镇，高程在2．5米--20

米之间，坡度为1／300～1／lOOOO。县境内主要河流有新沭河、范河、朱稽河、青口河、兴庄河、

龙王河和绣针河等，均自西北向东南注入海州湾。

赣榆县属北温带半湿润海洋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3．2℃，最低气温一

19．5℃，最高气温39．9"C。年均降水量937．2毫米，集中于七八月份，全年无霜期约200天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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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赣榆县地处海隅，有山有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被誉为“享山川之饶、受鱼盐之利”的鱼

米之乡。1949年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来，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很大发展。1994年1月，赣榆

县被国家统计局排为“中国100个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最高县”第73名。

全县现有耕地5．76万公顷，人均耕地0．057公顷，低于全省、全市人均耕地占有数。1996

年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6．15亿元，粮食产量56．91万吨，油料产量5．78万吨，水产品

产量13．56万吨，均居全省中上等水平。

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治山治水，建成以石梁河、塔山两灌区为主体的骨干工程，新建沭北运

河，修建大、中、小型水库103座，疏浚了河道，修建了挡潮堤坝，做到了山、水、林、田、路统一规

划，洪、涝、旱、碱、渍综合治理，旱涝保收。农作物以稻、麦为主，花生是江苏省主要产区之一。

林果资源丰富，目前全县拥有成片林1．38万公顷，其中，以板栗、苹果、山楂为主的经济林

8466公顷，桑园676公顷，茶园139公顷。以杨树、赤桎为主的用材防护林4866公顷，竹园93

公顷，农田林网更新配套4．33万公顷，全县立木蓄积量35万立方米，果品产量达1．5万吨，

1992年全县林木覆盖率达23．4％。

赣榆县矿产资源丰富，现已勘探查明有50亿立方米花岗岩(储量居江苏省首位)，1亿立

方米大理石，2．7亿立方米黄沙，以及蛇纹石、石英石、瓷石、优质矿泉水等30多种矿藏，总储

量100亿立方米。

水产资源相当丰富，全县海岸线47千米，拥有1．53万公顷滩涂，7．2万公顷海域，7000平

方千米近海渔场，盛产黄鱼、梭子蟹、东方对虾及贝类、藻类等30多种海珍品。全县河流、湖

泊、水库大水面9190公顷，淡水养殖水面4777公顷，年产淡水鱼5857吨，主要品种计30余

种。海水养殖面积2272公顷，年产鱼虾3153吨，人工养殖对虾、紫菜驰名中外。

赣榆县交通便利，南距陇海铁路35千米，北离兖石铁路50千米，境内现有公路460．53千

米，其中，国道3条、省道2条，县乡道26条，由县城去上海、南京、青岛、济南当日可达；内河有

通榆运河与京杭运河、长江等航线相连，海路南通连云、北连石臼，与沿海各港口相通。1996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109．05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88．88亿元，农

业总产值20．17亿元。总的来看，赣榆县临近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连云港市。地处江苏和山东

两省连接点，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又是黄淮海经济开发区，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较好的水

陆交通条件，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基础。

为了更好地管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1988年2月12日，赣榆县人民政府以赣政发

[1988]19号文件，明确宣布：赣榆县土地管理局正式成立，为县政府直属一级局机构，负责全

县土地开发、利用、整治、保护等城乡地政的统一管理工作。县土地管理局成立9年多来。全县

土地管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赣榆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一，建立健全配套的行政措施。为把全县的土地管理工作纳入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

的轨道，并使各级土管人员在工作中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赣榆县人民政府先后制定了<土地

管理法赣榆县实施办法>、<关于加强乡镇土管队伍建设的规定>、<赣榆县非农业建设用地有偿

使用暂行办法>、<赣榆县土地复垦开发实施办法>、<赣榆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暂行办法>

和<赣榆县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等行政措施文件，这些行政措施文件的出台，对指导全

县土地管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积极推动土地有偿使用制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要求，从

1990年开始，县土地管理局就对全县非农业建设用地实行有偿使用，并按县政府制定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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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办理收缴和返还手续，现已形成制度。在土地有偿出让工作中，则按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

55号令。采取有效措施，坚持按项目批地，制止继续出现建造开发区和随意圈地撂荒现象。

第三。加大宣传力度，更新全民国土观念。一是做好对领导干部汇报工作。县土地管理局

专为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人每人订阅l份<中国土地>和<中国土地报>，同时利用各种会议、

请示、汇报工作的方式，及时向有关领导反映土地管理工作的情况和任务，以取得有关领导对

土地管理工作的支持。二是向农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宣传。1988～1996年来，县土管局共发

放宣传材料10万多份，刷墙标1万多条，树宣传牌140块，农田保护区牌20000多块，录制、复

制土地管理宣传磁带70余盒。组织8台宣传车跑遍了全县29个乡镇和近百个集贸市场，巡回

宣传土地管理的法规政策。宣传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内容和意义，并悬挂过街标语3000多幅

(次)，增加宣传力度，每年“6·25”土地日，请政府领导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做到家喻户晓。三是

利用新闻单位的媒介作用进行宣传。县土管局主动同市、县广播电台、电视台联系，举办赣榆

县土地管理系列报道，其中，<加强土地机构队伍建设，促进土地管理事业)被国家土管局作为

文件转发全国，<为了人民的生命之本)被编入由南京大学出版的<献给大地母亲的歌)一书。

1996年6月，<中国土地报>和<赣榆报>都出专版介绍赣榆县土地管理工作的事迹。通过广泛

深入地宣传，明确了珍惜土地的重要性，形成了一个合理利用土地，以地生财，为经济建设提供

土地保障的新观念。

第四，强化基础建设，科学管理土地。一是为了规范土地市场。科学规划和管好土地，县土

管局投入近百万元、2．5万个工作日。开展了城乡地籍调查工作。直接经济投入35万元，完成

了农村权属调查15万宗，地籍调查456平方千米；完成了青口镇权属调查8033宗，完成县城

地籍测量10．75平方千米，土地登记发证4500宗，提前3年完成了国家规定的土地登记任务。

二是投入了4．6万个工作日，完成了全县700多个行政村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总面积1402．5

平方千米(包括青口盐场)。完成现状图783幅，成果资料816卷。荣获国家局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局、省局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科技成果二等奖。三是抓好日常地籍管

理。认真处理土地权属变更和单位出让转让变更。1993年与山东接边的7个乡镇确定了权

属界线，对沿海滩涂进行了权属确定工作。1995年，以计算机为手段加快地籍管理科技化进

程，在省局指导下建立了地籍信息系统，被省局评为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局优秀成果三等奖。

四是加强了档案管理工作。县土管局档案室对各类档案进行了清理整编，共完成了用地、规

划、财务、地籍、监察等各类档案1．8万余卷的整理归档，为科学管理土地打下了基础。五是完

成了县城青口镇10．92平方千米的土地定级估价工作。县土管局与金陵土地资产估价高新技

术公司合作，投入10万元，确定了青口镇的基准地价，通过了省级验收，使赣榆土地为经济服

务，培育规范土地市场提供了科学依据。

第五，严格3项建设用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在审批3项建设用地上采取宏观控制与微

观管理相结合的办法，严把建设用地申请关、审批关和验收关。1988年2月～1996年，全县受

理审批3项建设用地505公顷，其中耕地161公顷。在这些建设用地的呈报和审批过程中，尽

量简化程序，热情为用地单位或个人提供优质服务。同时，严格按省、市财政、物价等部门规定

标准进行收费，杜绝超标准收费，损害用地单位或个人的利益。另据1990年5月国务院55号

令和省市政府有关规定，制定了(赣榆县土地出让、转让的实施办法>，为赣榆县有偿出让土地

和划拨土地，为县财政增加收入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六，挖掘土地潜力。搞好土地复垦开发。土地复垦开发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赣榆县

坚持做到土地复垦与兴修水利、交通道路建设、绿化造林和中低产田改造相结合。1988—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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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县复垦开发各类土地近666公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被国家土地局

评为全国土地开发复垦先进县，并获全国优秀成果二等奖。

第七，开展争创“三无”乡镇竞赛活动，搞好监察信访。1991～1996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争创“无违法批地、无违法管地、无违法用地”为内容的“三无”乡镇竞赛活动，与乡镇党委、政府

密切配合，制定了争创“三无”乡镇措施，签订了责任书，从根本上减少了违法用地的发生，收到

了较好的效果。全县60％乡镇被市命名为土地管理“三无”乡镇，徐福镇、石桥镇、城南乡获省

土地管理“三无”乡镇称号。同时，注重土地文明监察和超前监察，做到来访有接待、来信有登

记、事事有回音、案案有结果。对土地纠纷的处理，始终坚持从宣传法规政策入手，做好思想工

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实事求是，既讲法、又讲理，尽量使双方当事人满意。1988年2月～

1996年，共受理人民来信582件，来访608批、885人次，结案率达95％以上，被省局、市局、县

政府评为信访工作先进单位。

经过数年的积极工作，全县土地管理工作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土地资源得到了

合理开发利用，但也存在一定问题。

—是土地后备资源不足。非农业用地需求量大，农业用地受到限制，全县人均土地仅

O．14公顷，低于全省人均0．16公顷，耕地69142．86公顷(详查数)，垦殖指数51．26％，高于全

省45。3％的平均水平，全县未利用土地仅有1388．66公顷，数年内即可开发完毕。1988年进

行非农业用地清理，全县共清理出9162．86公顷，其中村民宅基地5248．40公顷。随着经济建

设的发展，非农业建设用地不断增加，势必要占用农业用地，特别是耕地，对农业用地是个很大

的威胁。

二是农业内部用地矛盾突出。首先是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的矛盾，近年来，由于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发挥了土地的效益作用，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致使一部分农田改种了经济作物，

1985～1990年，全县耕地累计减少176．26公顷，平均每年减少35．25公顷。由于这种农业内

部结构调整，加上非农业建设占用。使耕地面积日见减少。

三是土地生产潜力发挥不够。赣榆拥有较优越的自然条件，但水田面积仅占耕地的

60％，还有24．6％的旱地和8．7％的水浇地，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不高，根据赣榆光热条件。只要

进一步加强农田水利建设，采取先进栽培技术和良种良法，提高科学种田水平，进一步提高单

位面积产量，尚有一定潜力可挖。

四是生态环境Et趋恶化。不同程度存在滥伐森林，开山挖石，任意挖沙取土，不注意山岭

坡地的水土保持，加上渠道老化，河流水库坑塘淤塞，各种类型的工厂对河流及周围环境的污

染，得不到及时治理。

今后，将进一步落实基本国策，积极推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建立健全规范的土地市场。珍

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更好地为赣榆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土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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