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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土地管理改革和用地方式转变，以

及制定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目标和土地整理措施的依据。从中找出规

律性的东西，为规划未来发挥“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启迪

人们在土地问题上树立忧患意识，坚持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

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群策群力，共同搞好我县的土地管

理工作o

《清苑县土地志》是在继承旧方志“纪实"的传统上，有所创

新、有所前进，运用了“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纂的具有可

读性、知识性、时代性的土地志，是一部有价值的资料书，而且还

获得了河北省土地志优秀成果一等奖，成绩可喜可贺。在此，我向

编者和支持编辑成书的有关部门、单位和专家、学者致以深深的谢

意。《清苑县土地志》问世后，如果能够充分发挥社会效用，使读

者一书在手而对清苑县古今土地管理事业的发展轮廓一目了然，我

们将感到莫大欣慰!

清苑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刘文军

1999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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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突出时代特点

和地方特色，如实记述清苑县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的历史和

现状。

二、记述内容立足当代，统合古今，上限因事而异，凡能查到

的史实上溯至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1996年底。个别记事延伸到

1998年。

三、记述范围为清苑县行政区域。鉴于历史上清苑含城区(今

保定市区)，因此涉及1913—1948年的城区记事从略。

四、以序开篇，以概述总揽全书；次为大事记，纵贯古今。按

照土地管理工作的实际横排门类，纵述本末，分章、节、目三个层

次，并视情加子目；后缀附录，辑存文献。

五、用语体文记述，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

志为主，述而不论。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图表

穿插文中，以补充文字之不足。

六、纪年，1949年以前采用当时纪元年号，并加注公元纪年，

“公元"二字略，建国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七、计量单位，为了全书古今统一，土地数据一律采用亩制计

量单位，但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则照实记载，有换算价值的

随文注明。

八、各项数据，建国前以档案史籍为准，建国以后以统计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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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详查数为据。土地详查数与统计数如有矛盾，则加注说明。

九、称谓，均署当时的历史名称。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

称，其后用简称o“建国前”、“建国后"系以1949年10月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o“解放前、解放后"则以1948年11月22

日全县解放时为界。

十、资料，大部来自市、县、局档案馆、室和相关部门的档案

资料，地方文献，历代志书，少量来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天津

市图书馆，河北省档案馆、图书馆，并有知情人提供的口碑资料，

除特别需要说明的加注外，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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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3’一38。55’，东经1 15。

13’。1 15。45’之间，南北最大纵距44．8公里，东西最大横距砺．1

公里，县城北距保定10公里，西南距省会石家庄117公里。西邻

望都、顺平、满城县；北邻保定城区、徐水县；东连安新县、高

阳县；南接蠡县、博野县、安国市o 1996年，全县辖39个乡镇、

319个行政村。全县总面积954平方公里、总人口672，324人，人

口密度为708人／平方公里。县内交通便利c：京广铁路、京广公路

(107国道)、京深高速公路、保衡公路纵贯南北，保新公路、保沧

公路、张望公路横穿东西，形成以国有公路为主线，省级公路为辅

线，地方公路为联线，布局合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冉庄地道战

遗址驰名中外，谱写了抗日战争的光辉篇章。

清苑县历史悠久。古为冀州之地，春秋战国时为燕南赵北界

区。西汉时县境内先后建广望、将梁、柏陵、樊舆四个侯国。东汉

时建阳城县：西晋置乐乡县。北魏太和元年(477年)始设清苑

县。时境内有乐乡、扶舆(樊舆)二县、三县并存，同属高阳郡。

北齐天保七年(556年)，省清苑、乐乡、樊舆人永宁县，后改称

乐乡县。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乐乡县为清苑县，隶河间郡。

北宋建隆元年(960年)，在县境设“保塞军"o太平兴国六年

(981年)，升保塞军为保州，清苑县改称保塞县，隶保州。金大定

十六年(1176年)复称清苑县。蒙古太宗十一年(1239年)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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