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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力求实事求是地反映隆安县土地资源及土地管理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辅以记、述、图、表、录诸体，横排项目，纵写

始末。正文共14章78节。

三、本志上限尽可能追溯事业发端，下限至2001年底。

四、本志纪年，清朝以前用帝王年号，民国时期用民国年号，一种年号在

一段中出现多次均只在首次注记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

年。文中所记“解放前”、“解放后”分别指隆安县城解放前、后。年代指20

世纪的年代。

五、本志文中涉及计算、货币数值的表述，均用当时法定或本地通行的单

位。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县内档案馆(室)、图书馆，以及有关回忆、调查采

访等，经考订后入志。不一一注明出处。

七、本志中所述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简称“中共”或“中共中央”，

与本志有关的中共各级地方委员会简称“自治区党委”、“南宁地委”、“隆安县

委”或“县委”、“公社(乡、镇)党委”。



·序 言·

序 言

金秋十月，欣逢南博盛会，值此喜庆之际，《隆安县土地志》即将问世了。

这是隆安县土地管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喜事，是隆安县开展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这将对今后全县进一步发挥土地资源优势，

促进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隆安县土地志》是隆安县有史以来第一部土地专志，具有鲜明的地方特

色和时代特点。书中对隆安县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土壤结构以及土地的开

发利用、耕地保护、地籍管理等内容均作了详尽的记述。

《隆安县土地志》历时五载，三改篇目，四易其稿，编纂成册。它的成功

编纂刊行，意义深远。它可为党政各级领导作出相关用地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和历史的借鉴，可为隆安县的经济建设服务，为社会发展造福。我们对编纂出

版该书的有关单位和全体编修人员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浪里搏击，还待何时。我们相信，有全县37万人民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各

界人士的鼎力支持，隆安县这片富饶的土地将会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彩。让我

们携手共进，抓住良机，再谱隆安新的蓝图!

谨以斯为序，以表致喜。

中共隆安县委书记温守荣

隆安县县长唐波文

二oO四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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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宾阳、南宁民团区，南宁行政督察区、广西第九行政督察区(南宁)、广

西第十一(武鸣)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辖。

1949年12月隆安县解放，历属龙州、武呜、崇左、邕宁、南宁专区(南

宁地区)所辖。1995年8月改村公所为村民委员会以后，建置稳定，隆安县全

县共设7乡6镇，至2001年，下辖129个村(居)民委员会。

隆安县县境被右江劈成西北东、西南东两半，两边山岭连绵，地形构造线

方向以西东为主，形成向中部右江河谷逐步倾斜的地势。县境属于西南岩溶山

地地区，为右江下游河谷的山区县。境内最高峰是与崇左县交界的西大明山，

最高点海拔1071米，其次为与大新交界的小明山，海拔高度973米；最低点

为东部丁当河白马河口，海拔高度81米。

隆安县气候特点为：太阳辐射强，日照充足，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而分布

不匀，夏季炎热多雨，秋后温和少雨，年蒸发量大，干温季节明显，无霜期

长，偶有霜雪。年平均气温21．7℃，极端最高温度为38．7℃，最低温度为

一O．8℃。年平均降雨量1301毫米。灾害性天气主要是旱灾、水灾和寒害，风

雹也有发生。水系以右江河为主干流，汇集境内地表河17条。右江县内全长

88公里，入境前集雨面积32576平方公里，出境时集雨面积删平方公里，
年平均流量448．6立方米／秒，年径流量141．02亿立方米。平水期，县内右江

水面宽100～300米；枯水期，水深仍有1．4米以上，200吨位驳船四季通航。

据1991～1995年隆安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全县土地总面积3416008．6亩

(即2277．339平方公里)，比历史沿用总面积3397050亩(即2264．7平方公里)

多出18958．6亩。在全县总面积中，从地形来分，丘陵地占45．75％；山地占

33．11％，其中：中、低山占0．91％，岩溶石山占32．14％(其中难以利用的石

山面积占总面积的23．02％)；平原面积占21．14％。从地类来分，耕地面积有

756910．3亩，占土地总面积的22．16％；园地面积有1783Cr7．1亩，占总土地面

积的5．22％；林地面积有1293903亩，占土地总面积的37．88％；牧草地面积

有71314．5亩，占土地总面积的2．09％；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有68281．2亩，

占土地总面积的2．oo％；交通用地面积有25736．9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O．75％；水域面积有86059．5亩，占土地总面积的2．53％；未利用土地面积有

935496．1亩，占土地总面积的27．39％。

由于境内以丘陵和喀斯特地貌为主，仅有右江谷地开阔地带形成一些小平

原，又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地形构造复杂。隆安县具南亚热带特色的山水、溶

洞、伏流、明泉处处，动植物种类颇多，自然景观秀丽，旅游资源丰富。主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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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念、龙尧村，古潭乡的振义、九甲村等，总共为53个村辖地。土地面积

126．75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37．58％。在30年间，隆安县对建设用地管理的

依据，主要是国家于1953年、1958年和1982年颁布的有关国家建设征用土地

办法、条例，以及广西省(自治区)的有关配套法规政策。单位、个人建设用

地一般是由政府规划部门定点安排，用地数量政府根据工程设计审批。建设单

位能按规定履行征地用地报批手续，充分利用荒山、荒地、劣地和空地，少用

耕地或不用o“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其后几年建设用地管理上出现混乱以及浪

费现象；80年代初期，随着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用地需求量加大，

违章、违法用地占地的现象突出o 1986年12月，县委、县人民政府成立了非

农业用地清查处理领导小组，组织清查处理工作队，历时5个月，清查出违章

占地违法建房1574户，面积1062膏，并按法规处理。此前一些单位、个人乱

占滥用耕地、非法买卖土地、违章违法占地建房现象基本得到制止。

1987—2001年时期

1986年9月，隆安县人民政府成立土地管理局，土地管理工作从此有了专

管机构。成立之初，全局干部、职工有7人，1988年8月建立土地管理局党支

部o 1988年5月，县人民政府批准县土地管理局对各乡、镇土地管理站实行垂

直管理。1988年8月，县土地管理局机构进一步调整，设行政秘书股、法规监

察股o 1989年4月13日，县人民政府同意成立乡、镇土地管理所。1988年以

来，县土地管理局先后设置地产公司、技术服务站、土地估价所等事业性质的

二层机构。同时，管理队伍亦日益壮大，素质不断提高。2001年，县土地管

理局干部、职工增至36人，各乡、镇土地管理所干部、职工31人，共计62

人o 2001年，县土地管理系统干部、职工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12人，占职

工总数17．9％，有专业技术职称的23人，其中，中级职称5人，初级职称18

人o ．

1987年，根据国家计委、国家土地管理局指示，隆安县开始实行非农业

建设用地计划控制指标的制度，切实贯彻执行“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

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全县11年来，严格报批用地审批手续，使

用地计划均控制在地区下达的指标范围内。

1988年6月～1995年4月，隆安县进行了解放以来规模最大的土地利用现

状调查，历经6年时间，查清了全县土地家底，为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

领导决策提供了可靠的土地数据，为土地初始登记具备了资料。这次调查结

果，全县土地总面积为3437922．9亩，耕地面积为793228亩，比统计数435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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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增加357248亩，增加率为81．9％。隆安县同时在1988年11月～1996年10

月进行了土地初始登记、颁发土地证书工作。在此基础上，1996年进一步完

成土地变更调查和土地变更登记发证工作。此后，县土地管理局逐年完成土地

变更调查及报告。

1990年9月～1991年6月，隆安县对第三期县城建设规划加以调整和完

善，形成第四期县城建设总体规划。规划近期是1991～1995年，远期是1996

～2010年。县城规划1993年人口2万人，到2010年4万人；城区建设用地由

98．72公顷到1995年的181．21公顷，到20lO年的351．03公顷；人均建设用地

由76．53平方米规划到1995年90．61平方米，到2010年的87．76平方米。县城

规模总用地面积30．65平方公里(包括城厢镇的西宁、震东、宝塔和南圩镇的

发立村等4个村为郊区)，其中城区面积3．51平方公里。

1993年4月～1998年4月，隆安县进行了县城地籍调查，这次调查，使城

镇土地管理得到加强，维护了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

用者的合法权益。为编制好隆安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县人民政府于1994年

11月2日成立隆安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领导小组，在上级土地管理部门领导、

技术人员的指导和帮助下，在县土地管理局的努力下，1999年4月形成《隆安

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7～2010)》送审稿。1999年6月再修编，形成第二

个送审稿。并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于2000年实施规划以1996’年为基期

年，2000年和2005年为近、中期年，2010年目标年。按规划，对新增非农业

建设用地控制指标为：1997～2000年4440亩，其中耕地1376亩；2000～2005

年8917亩，其中耕地2890亩；2006～2010年8428亩，其中耕地2552亩，合

计规划期内控制指标为21740亩，耕地6819亩。

1994年，隆安县开始实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币场经济

体制相适应的土地使用制度。当年7月，县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城镇建

设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城镇街道开发，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开

发，统一出让和划拨，统一管理。用地单位或个人向县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经

土地部门审查报政府批准后，办理出让或划拨手续。县城建设在90年代特别

是实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以后，进展较大。1994年8月实施隆南大道兴建，

1997年建成蝶城路、兴隆街，1、2、3号街，榕华街，迁建烈士陵园。1998年

建成县城右江大桥，填塘兴建城小小区和新建城西市场、城东农贸市场。全城

有大小街道14条，县城城区扩大到4．5平方公里。贯穿隆安东西的南昆铁路

和南百二级公路相继于1997年和1998年建成通车，2001年那桐至大新二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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