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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史重在鉴，志重在用。我国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

古训。毛泽东同志曾告诫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不要割断历史，

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这就是我们编写《平泉

县土地志》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

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坚决保护好耕地，我们是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

活占世界22％的人口。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在国民经济发展的

整个过程中，“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这一基本国策，

始终处于全局的战略地位。当今世界公认的土地、人口和生态全球性三大严重

问题，均列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人们认识最薄弱的土地问题，已上升为第一位。

因此，今天我们总结过去在土地管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意义更为深远。

《平泉县土地志》是平泉建制以来的第一部土地综合志书。本着详今略古，

详近略远的原则，记述了平泉县的土地大事概略，土地概况，自然资源，清代以

来的土地制度，土地赋税，土地价格，用地管理，土地法规建设，土地管理机构

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土地开发、利用、保护以及规划的制订情况等。比较详尽地

记述了1986年平泉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后先后跨入市、省和国家先进行列所做

的主要基础工作及取得的成绩，体现了平泉土地人在土地管理事业中“上不愧

列祖列宗，下不负子孙后代”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她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

切实保护耕地这一基本国策的认识，有利于更好地为平泉经济发展服务。

《平泉县土地志》的问世，令人欣慰。值此，我代表中共平泉县委、平泉县人

民政府特表祝贺!同时，也向为《平泉县土地志》编写过程中做出贡献的单位和

人员表示深深地感谢!

王振庭

1999年士2月

注：王振庭 平泉县土地管理局第一任局长，现任中共平泉县委常委、平

泉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中

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力求完整、准确、系统、科学地展示平泉县土

地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按照“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和“存真求实、略古详今”的原

则，秉笔直书，寓褒贬于记述之中，突出本县特色、行业特点、时代特征。以

达“资政、教化、存史"之功用。采用章、节、目、子目四级层次结构，上

限溯至清初，下限断至1996年未。

三、体裁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之以图、表等，随文设置。以序开篇，概

述冠于全志之首，鸟瞰全貌。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彩图、彩照集中置于志前。

四、纪年，清朝及以前用朝代帝号，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并以阿拉伯

数字括注公元纪年，Et伪时期不纪年，只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元纪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五、地名，历代古地名以历史资料为准，有据可查的括注今标准地名。今

地名以县地名办的标准化地名为准。

六、计量单位，新中国前以历史资料为准，不作换算。新中国后一律采

用国家规定的计量单位。

七、数据，展示全县事业发展的使用统计数字，展示部门事业发展的用

部门提供的数字，部门之间数字不统一时用对照表。

八、事物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全称，为书写和阅读方便，括注后下用简

称。

九、所载涉土英模人物，只记事实，不作评论。

十、资料来源，本志资料来自于县内外档案馆(室)、县志办、县直有关

单位、统计资料、当事人口碑资料、书籍、县土地局领导、各股室、有关乡

(镇)及土地管理所提供的资料，经筛选，考证鉴别后，载入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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