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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上世纪木到本世纪初，历时三年多，由鹿泉市土地管理局组织编写的第一

部以“鹿泉市”冠名的地方志书一一《鹿泉市土地志》，经上级评审委员会评

审通过，将十新春之际付印出书，这是鹿泉市地方志编纂工作的一大成果，值

得欣喜，亦当赞扬。

《鹿泉市土地志》以丰富、翔实的资料，记述了辖区内土地事务的发生和

发展、土地资源的诸多要素、土地所有制的形成以及变革、各个历史时期的上

地政策、政府管理土地的部门与职能等，可谓鹿泉市古今土地信息大全。

鹿泉市历史悠久，早在史前时期，已有人类的土地开发活动，进入奴隶制

社会，奴隶主占有土地的制度形成，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利用土地方式已有

多种，农耕、狩猎、制陶、居住都有了明确界线，太行山东麓的石邑也成了知

名度相当高的名城。

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鹿泉市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秦术汉初战事不

断，当时的上门L]及以东部分地区(相当今狭鹿镇范同)就有20万赵军，这就

从另个侧面说明了鹿泉市在古代的上地开发程度。

鹿泉市除了兵家必争之外，和平时期又是商贸聚集场所，太行八陉中的第

五陉井陉之东口，不仅是战时易守难攻的要寒，又是东西部物资交流的天然孔

道，商贸发达，促进了土地的丌发和利用。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种资

源是有限的。依法管好、用好有限的土地资源，是政府工作的苇要内容。从上

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我国土地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在上

地工作方面也投入了巨大精力，其中的经验、教训，是政府工作人员，尤其是

土地管理人员的一笔财富。

改革丌放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对上地管理丁作提出更高

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颁布实施，土地管理专门机构的建

立，使上地管理工作逐步走上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土地

管理局的广大十部职工在贯彻与土地相应的法律、法规，维护社会主义土地所

有制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为上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付出了辛勤和汗

水；为制定耕地保护规划和落实保护措施做出了艰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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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干部职工，始终把“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上

本国策牢记在心，依法办理各项业务，开创性开展

一级市场，增强了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实现了全市

／

，编史修志的目的就足要以史为罄，温故知新，发

足，只有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才能与时

出新贡献!

鹿泉市人民政府市长．谥闽彪
2002年3月3 1口



土地是人类

地丌发利用，可

几千年来，

创造了不朽的业

者有其田”的斗争中付出了鲜血、甚至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开发利用、土地管理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优越的

社会制度，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促使各类用途的土地“含金量”不断增加。

其中大宗的农业用地，由于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加大投入，不失时机地改

革经营方式，使农业生产保持了强劲发展势头。

l 987年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实施，标志着新中国上

地管理法制化丌始。同年4月，地方上地管理局成立，土地管理由分散改为集

中统一。

为铭记古往今来土地T作业绩，鹿泉市土地管理局遵照上级指示精神和广

大干部职1=意愿，决定编写《鹿泉市上地志》 (简称《上地志》)。

《鹿泉市土地志》是第一部以“鹿泉市”冠名的志书，同时弥补了新版

《获鹿县志》缺少土地管理内容的遗憾。

．为保障《土地志》的质量，本局特聘了本市内两位知名的史志T作者，主

持编书，并发动全局上下共同参与。 《鹿泉市土地志》的作者，谨遵社会主义

新方志有关指导思想与写作方法的各项规定与要求，认真地汇集了本市上地开

发利用，上地赋税演变及上地买卖、租佃、租用等古今上地信息；记述了土地

制度变革及新中国成立后本域的土地经营、管理、勘测、调查、科学研究成

果，和诸多霞大事件；写出了上地管理局成立后，土地统一管理，逐步实现法

制化、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的进程；还客观地反映了上地这一自然综合体

的上壤、地貌、岩石、气候、水文等组成冈素，称得上足一部当地土地教科

书。具有阅读价值、保存价值，也是专业土地．T作者研究上地管理政策的参考

书。

称《鹿泉市土地志》是一部有“阅读价值、保存价岷值”，并且町资上地

管理之书，是冈为本书作者治“书”态度严谨，使用资料“慎之又慎”，均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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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筛选，历史资料更要追根寻源，查到出处。本局干部职工和协作单位有关

人十，亦极认真负责，所提供的书面或口述材料，均真实列‘靠，某些档案材

料，特别是一些老lU案例，还进行了莺新核实。

在突出地方特色方面，本志根据史料记载，强调了本域古代土地开发成

就，和水利事业的先进；现代土地改革、部队营建及土地科研、总体规划等苇

大成果。

关于土地管理机构，本志对民国以前的官管上地作了简单的回顾，对新中

围成立后、土地管理专门机构成立前的分部门管理进行了叙述，苇点记述了上

地管理专门机构的成立及其机构设置、机关建设之历程。

《鹿泉市上地志》冈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作到了客观、公正、实事求足。

而且书中没有“政治口号”，没有“作者点评”。但编者观点甚为明白，如土

地赋税中军阀们的横征暴敛， “县自治”随意附加，暴露无遗，而日伪时期的

所谓财务政策，只作为附记赘在有关章节之后，不在正式章节之中。

《鹿泉市上地志》编纂j二20世纪之术，成于新世纪曙光显露之H、J．，鹿泉市

上地管理系统广大十部职下将以新的姿态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准备在新的世纪

中创出更新的业绩，更大的成就。，

在新世纪到来之初，谨把《鹿泉市上地志》做为礼岷物，献给全市土地T

作者和全市人民!

鹿泉市上地管理局局长 工录元

二00一年九月三十口



凡 例

一、本书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记述鹿泉市土地资源、土地所有制

变迁、土地开发、利用状况及土地管理等事项，是一部鹿泉市土地专志。

二、本书记事：上限尽可能追朔事件起首时间，下限到1 998年底。为保证

叙事完整，某些情况的下限可以后延，直至志书稿搁笔。在记述中，本着“详

今明古”、 “详近略远”的原则，记载鹿泉市之土地事务以近、现代为主，尤

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情况，要尽可能详细记述。

三、鉴于鹿泉市设置于1 994年，故在政区名称使用方面有所不同，1994年

前，使用“获鹿县”的称谓或只有“县”字，不加政区专名。个别地方使朋

“鹿泉”称谓，不加“市”字。1 994年起，使用今名即鹿泉市。

四、本书所用纪年方法，为常规纪年法，即辛亥革命前，使用帝王印弓，

后加括号注明公元年份；辛亥革命胜利至1 949年9月30口，用“中华民国”年

号，但用阿拉伯字码书写，亦在其后加括号注明公元年份，但解放区的某些活

动不受此限。新中国成立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在公元纪年中，因某些事件过程较长，须用“年代”表示。本书中的“年

代”，均系20世纪的某个阶段，如：50年代，即指1 950—1 959年，余者类推。

五、本书采用现代语体文法编写，需要引用古义时，要尽量译成现代汉语。

书的架构为章节式，全书分十二章，每章若干节不等，节下．口J．分目，亦日J．

不分目。体例以志为主，辅以图、表等。

章节内容只记述合法政权事务、政令，日军占领获鹿期间，曰伪之活动，

做为“附记”加在有关章节之后。

章外另设概述、大事记和后记。’

为避免重复，概述只“述”全书梗概，不套有关段落。

六、行业术语、政区、机关团体、事件、文件名称等用语，均用仝称，如

有简化者，除人们非常熟悉的语汇外，均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注，如《获鹿县居

民宅基地发放管理暂行办法》f以下简称《办法》1。

七、计量单位依历史习惯记述，’本书引用各时期的计量数据，基本按原义摘

抄，不加换算。‘新产生的数据，一律使川法定计‘量单位。政区面积用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用卣：建设刚地面积刚卣或平方米；重量单位用公斤或千克、克等。一

■～
一一_l

一一
||



—————————————————————————————————————————————————————————————————’———__-___—_I____-_-_-_______-____●一

●

目

序⋯⋯⋯⋯⋯⋯⋯⋯⋯⋯⋯⋯⋯⋯⋯⋯⋯⋯⋯⋯⋯⋯⋯⋯⋯⋯⋯⋯⋯·(1)
序二⋯⋯⋯⋯⋯⋯⋯⋯⋯⋯⋯⋯⋯⋯⋯⋯⋯⋯⋯⋯⋯⋯⋯⋯⋯⋯⋯⋯⋯(3)

凡侈4⋯⋯⋯⋯⋯⋯⋯⋯⋯⋯⋯⋯⋯⋯⋯⋯⋯⋯⋯⋯⋯⋯⋯⋯⋯⋯⋯⋯⋯(1)

概j盔⋯⋯··，⋯⋯⋯⋯⋯⋯⋯⋯⋯⋯⋯⋯⋯⋯⋯⋯⋯⋯⋯⋯⋯⋯⋯⋯⋯⋯(1)

大事记⋯⋯⋯⋯⋯⋯⋯⋯⋯⋯⋯⋯⋯⋯⋯⋯⋯⋯⋯⋯⋯⋯⋯⋯⋯⋯⋯⋯(4)
≮ 第一章区域概况⋯⋯⋯⋯⋯⋯⋯⋯⋯⋯⋯⋯⋯⋯⋯⋯⋯⋯⋯⋯⋯⋯⋯(3 0)

第一节政区⋯⋯⋯⋯⋯⋯⋯⋯⋯⋯⋯⋯⋯⋯⋯⋯⋯⋯⋯⋯⋯⋯⋯(30)

第二节建制⋯⋯⋯⋯⋯⋯⋯⋯⋯⋯⋯⋯⋯⋯⋯⋯⋯⋯⋯⋯⋯⋯⋯(33)

一石邑井陉鹿泉获鹿⋯⋯⋯⋯⋯⋯⋯⋯‘⋯⋯⋯⋯⋯⋯⋯⋯⋯(33)

二省辖道辖专辖市辖⋯⋯⋯⋯⋯⋯⋯⋯⋯⋯⋯⋯⋯⋯⋯⋯⋯(34)

i ． 第三节境域变迁⋯⋯⋯⋯⋯⋯⋯．．．⋯⋯⋯⋯⋯⋯⋯⋯⋯⋯⋯⋯⋯(35)

i ． 第四节经济简述⋯⋯⋯⋯⋯⋯⋯⋯⋯⋯⋯⋯⋯⋯⋯⋯⋯⋯⋯⋯⋯(37)
一

一矿产资源与土地开发⋯⋯⋯⋯⋯⋯⋯⋯⋯⋯⋯⋯⋯⋯⋯⋯⋯(37)

二农业产业化⋯⋯⋯⋯⋯⋯⋯⋯⋯⋯⋯⋯⋯⋯⋯⋯⋯⋯⋯⋯⋯(37)

三资源优势⋯⋯⋯⋯⋯⋯⋯⋯⋯⋯⋯⋯⋯⋯⋯⋯⋯⋯⋯⋯⋯⋯(3 8)

四商贸与市场⋯⋯⋯⋯⋯⋯⋯⋯⋯⋯⋯⋯⋯⋯⋯⋯⋯⋯⋯⋯⋯(3 8)

第二章土地资源⋯⋯⋯⋯⋯⋯⋯⋯⋯⋯⋯⋯⋯⋯⋯⋯⋯⋯⋯⋯”“．．．⋯(40)

r第一节自然环境⋯⋯⋯⋯⋯⋯⋯⋯⋯⋯⋯⋯⋯⋯⋯⋯⋯⋯⋯．．．．⋯(40)

一地质⋯⋯⋯⋯⋯⋯⋯⋯⋯⋯⋯⋯⋯小⋯⋯⋯⋯⋯⋯⋯⋯⋯⋯(40)

二地貌⋯⋯⋯⋯⋯⋯⋯⋯⋯⋯⋯⋯⋯⋯⋯⋯⋯⋯⋯⋯⋯⋯⋯⋯(41)

三气候⋯⋯⋯“⋯⋯⋯⋯⋯⋯⋯⋯⋯⋯⋯⋯⋯⋯⋯⋯⋯⋯⋯⋯(41)
‘’

四河流⋯⋯．．．⋯⋯⋯⋯⋯⋯⋯⋯⋯⋯⋯⋯⋯⋯⋯⋯⋯⋯⋯⋯⋯(42)

： 五地下水⋯⋯⋯⋯⋯⋯⋯⋯⋯⋯⋯⋯⋯⋯⋯⋯⋯⋯⋯⋯⋯⋯⋯(43)
’

六土壤⋯⋯⋯⋯⋯⋯⋯⋯⋯⋯⋯⋯⋯⋯⋯⋯⋯⋯⋯⋯⋯⋯⋯⋯(44)

七物产⋯⋯⋯⋯⋯⋯⋯。⋯⋯⋯⋯⋯⋯⋯⋯⋯⋯⋯⋯⋯⋯⋯⋯(46)

第二节土地利用状况⋯⋯⋯⋯⋯⋯⋯⋯⋯⋯⋯⋯⋯⋯⋯⋯⋯⋯⋯(47)

l 一耕地⋯⋯⋯⋯⋯⋯⋯⋯⋯⋯⋯小⋯⋯⋯⋯⋯⋯⋯⋯⋯⋯⋯⋯(47)

二园地⋯⋯⋯⋯⋯⋯⋯⋯⋯⋯⋯⋯⋯⋯⋯⋯⋯⋯⋯⋯⋯⋯⋯⋯(48)



2 鹿泉市土地志

三林地⋯⋯⋯⋯⋯⋯⋯⋯⋯⋯⋯⋯⋯⋯⋯⋯⋯⋯⋯⋯⋯⋯⋯⋯(48)

四居民点及T矿企业用地⋯⋯⋯⋯⋯⋯⋯⋯⋯⋯⋯⋯⋯⋯⋯⋯(48)

五交通刚地⋯⋯⋯⋯⋯⋯⋯⋯⋯⋯⋯⋯⋯⋯⋯⋯⋯⋯⋯⋯⋯⋯(49)

六水域⋯⋯⋯⋯⋯⋯⋯⋯一一⋯⋯⋯⋯⋯⋯⋯⋯⋯⋯⋯⋯⋯⋯”(49)

七未利用土地⋯⋯⋯⋯⋯⋯⋯⋯⋯⋯⋯⋯⋯⋯⋯⋯⋯⋯⋯⋯⋯(49)

附：各乡镇f区)分村土地利用状况表⋯⋯⋯⋯⋯⋯⋯⋯⋯⋯⋯⋯(49)

第三节“两带”利用状况：⋯⋯⋯⋯⋯⋯⋯⋯⋯⋯⋯⋯⋯⋯⋯⋯··(68)

一经济技术开发带⋯⋯⋯⋯⋯⋯⋯⋯⋯⋯⋯⋯⋯⋯⋯⋯⋯⋯⋯(68)

二旅游丌发带⋯⋯⋯⋯⋯⋯⋯⋯⋯⋯⋯⋯⋯⋯⋯⋯⋯⋯⋯⋯⋯(69)

第三章土地所有制⋯⋯⋯⋯⋯⋯⋯⋯一⋯⋯⋯⋯⋯⋯⋯⋯⋯⋯⋯⋯⋯(70)

第一节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70)

第二节农民土地所有制．．．⋯⋯⋯⋯⋯⋯⋯⋯⋯⋯⋯⋯⋯⋯⋯⋯⋯(72)

第三节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76)

一集体上地所有制⋯⋯⋯⋯⋯⋯⋯⋯⋯⋯⋯⋯⋯⋯⋯⋯⋯⋯⋯(76)

二国有上地所有制⋯⋯⋯⋯⋯⋯⋯⋯⋯⋯⋯⋯⋯⋯⋯⋯⋯⋯⋯(83)

第四章土地使用制度⋯⋯⋯⋯⋯⋯⋯⋯⋯⋯⋯⋯⋯⋯⋯⋯⋯⋯⋯⋯⋯(86)

第一节封建社会上地使用制度⋯⋯⋯⋯⋯⋯⋯⋯⋯⋯⋯⋯⋯⋯⋯(86)

第二节社会主义上地使用制度⋯⋯⋯⋯⋯⋯⋯⋯⋯⋯⋯⋯⋯⋯⋯(87)

一集体上地使用制⋯⋯⋯⋯⋯⋯⋯⋯⋯⋯⋯⋯⋯⋯⋯⋯⋯⋯⋯(87)

二国有土地使用制⋯⋯⋯⋯⋯⋯⋯⋯⋯⋯⋯⋯⋯⋯⋯⋯⋯⋯⋯(91)

第五章土地费税与价格⋯⋯⋯⋯⋯⋯⋯⋯⋯⋯⋯⋯⋯⋯⋯⋯⋯⋯⋯⋯(1 05)

第一节上地费税⋯⋯⋯⋯⋯⋯⋯⋯⋯⋯⋯⋯⋯⋯⋯⋯⋯⋯⋯⋯⋯(1 05)

一w 一地丁钱粮⋯⋯⋯⋯⋯⋯⋯⋯⋯⋯⋯⋯⋯⋯⋯⋯⋯⋯⋯⋯⋯⋯(1 05)

二民国时期田赋⋯⋯⋯⋯⋯⋯⋯⋯⋯⋯⋯⋯⋯⋯⋯⋯⋯⋯⋯⋯(1 07)

三统一累进税⋯⋯⋯⋯⋯⋯⋯⋯⋯⋯⋯⋯⋯⋯⋯⋯⋯⋯⋯⋯⋯(11 0)

四新中国的农业税⋯⋯⋯⋯⋯⋯⋯⋯⋯⋯⋯⋯⋯⋯⋯⋯⋯⋯⋯(1l 2)

五上地其他赋税⋯⋯⋯⋯⋯⋯⋯⋯⋯⋯⋯⋯⋯⋯⋯⋯⋯⋯⋯⋯(11 5)

第二节土地价格⋯⋯⋯⋯⋯⋯⋯⋯⋯⋯⋯⋯⋯⋯⋯⋯⋯⋯⋯⋯⋯(11 8)

一买卖价格⋯⋯⋯⋯⋯⋯⋯⋯⋯⋯⋯⋯⋯⋯⋯⋯⋯⋯⋯⋯⋯⋯(1l 8)

二铁路占地价格⋯⋯⋯⋯⋯⋯⋯⋯⋯⋯⋯⋯⋯⋯⋯⋯⋯⋯⋯⋯(11 9)

三征用补偿价格．．．⋯⋯⋯⋯⋯⋯⋯⋯⋯⋯⋯⋯⋯⋯⋯⋯⋯⋯⋯(1 20)

四使朋价格⋯⋯⋯⋯⋯⋯⋯⋯⋯⋯⋯⋯⋯⋯⋯⋯⋯⋯⋯⋯⋯⋯(1 23)

第六章地籍管理⋯⋯⋯⋯⋯⋯⋯⋯⋯⋯⋯⋯⋯⋯⋯⋯⋯⋯⋯⋯⋯⋯⋯(1 2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3
●●I I—— I———■———■—●●■—■————■一

第一节土地调查⋯⋯⋯⋯⋯⋯⋯⋯⋯⋯⋯⋯⋯⋯⋯⋯⋯⋯⋯⋯⋯(1 27)

一清代及以前的土地调查⋯⋯⋯⋯⋯⋯⋯⋯⋯⋯⋯⋯⋯⋯⋯⋯(1 27)

二民国年间获鹿县的土地调查⋯⋯⋯⋯⋯⋯⋯⋯⋯⋯⋯⋯⋯⋯(1 28)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调查⋯⋯⋯⋯⋯．．．⋯⋯⋯⋯⋯⋯⋯⋯⋯(129)

第二节土地登记⋯⋯⋯⋯⋯⋯⋯⋯⋯⋯⋯⋯⋯⋯⋯⋯⋯⋯⋯⋯⋯(1 38)

一农村宅基地清理发证⋯⋯⋯⋯⋯⋯⋯⋯⋯⋯⋯⋯⋯⋯⋯⋯⋯(1 38)

二国家建设、集体建设用地全面清理⋯⋯⋯⋯⋯⋯⋯⋯⋯⋯⋯(1 39)

三土地变更登记⋯⋯⋯⋯⋯⋯⋯⋯⋯⋯⋯⋯⋯⋯⋯⋯⋯⋯⋯⋯(1 41)

四口常土地登记⋯⋯⋯⋯⋯⋯⋯⋯⋯⋯⋯⋯⋯⋯⋯⋯⋯⋯⋯⋯(1 41)

第三节土地统计⋯⋯⋯⋯⋯⋯⋯⋯⋯⋯⋯⋯⋯⋯⋯⋯⋯⋯⋯⋯⋯(142)

一基础T作⋯⋯⋯⋯⋯⋯⋯⋯⋯⋯⋯⋯⋯⋯⋯⋯⋯⋯⋯⋯⋯⋯(1 42)

二日常统计和年终统计⋯⋯⋯⋯⋯⋯⋯⋯⋯⋯⋯⋯⋯⋯⋯⋯⋯(1 43)

’

三统计分析⋯⋯⋯⋯⋯⋯⋯⋯⋯⋯⋯⋯⋯⋯⋯⋯⋯⋯⋯⋯⋯⋯(1 43)

第四节土地分等定级⋯⋯⋯⋯⋯⋯⋯⋯⋯⋯⋯⋯。⋯⋯⋯⋯⋯⋯⋯(I 44)

一历史上的土地等级⋯⋯⋯⋯⋯⋯⋯⋯⋯⋯⋯⋯⋯⋯⋯⋯⋯⋯(1 44)

二土壤评价等级⋯⋯⋯⋯⋯⋯⋯⋯⋯⋯⋯⋯⋯⋯⋯⋯⋯⋯⋯⋯(1 45)

二三土地定级估价⋯⋯⋯⋯⋯⋯⋯⋯⋯⋯⋯⋯⋯⋯⋯⋯⋯⋯⋯⋯(1 45)

四耕地分等定级⋯⋯⋯⋯⋯⋯⋯⋯⋯⋯⋯⋯⋯⋯⋯⋯⋯⋯⋯⋯(1 46)

第七章建设用地管理⋯⋯⋯⋯⋯⋯⋯⋯⋯⋯⋯⋯⋯⋯⋯⋯⋯⋯⋯⋯⋯(1 53)

第一节困家建设用地管理⋯⋯⋯⋯⋯⋯⋯⋯⋯⋯⋯⋯⋯⋯⋯⋯⋯(1 53)‘

一清末官办铁路占地⋯⋯⋯⋯⋯⋯⋯⋯⋯⋯⋯⋯⋯⋯⋯⋯⋯⋯(1 53)

二审批管理⋯⋯⋯⋯⋯⋯⋯⋯⋯⋯⋯⋯⋯⋯⋯⋯⋯⋯⋯⋯⋯⋯(1 55)

三补偿管理⋯⋯⋯⋯⋯⋯⋯⋯⋯⋯⋯⋯⋯⋯⋯⋯⋯⋯⋯⋯⋯(1 56)

四计划管理⋯⋯⋯⋯⋯⋯⋯⋯⋯⋯⋯⋯⋯⋯⋯⋯⋯⋯⋯⋯⋯⋯(1 57)

第二节乡镇食事业建设用地管理⋯⋯⋯⋯⋯⋯⋯⋯⋯⋯⋯⋯⋯⋯(1 58)

一。乡镇氽事业用地状况⋯⋯⋯⋯⋯⋯⋯⋯⋯⋯⋯⋯⋯⋯⋯⋯⋯(1 58)

二乡镇企业建设用地管理办法⋯⋯⋯⋯⋯⋯⋯⋯⋯⋯⋯⋯⋯⋯(1 58)

三砖厂占地采土管理⋯⋯⋯⋯⋯⋯⋯⋯⋯⋯⋯⋯⋯⋯⋯⋯⋯⋯(1 59)

第三节农村宅基地管理⋯⋯⋯⋯⋯⋯⋯⋯⋯⋯⋯⋯⋯⋯⋯⋯⋯⋯(1 61)

一审批管理⋯⋯⋯⋯⋯⋯⋯⋯⋯⋯⋯⋯⋯⋯⋯⋯⋯⋯⋯⋯⋯⋯(1 6 1)

二规划管理⋯⋯⋯⋯⋯⋯⋯⋯⋯⋯⋯⋯⋯⋯⋯⋯⋯⋯⋯⋯¨⋯’(1 64)

三监督管理⋯⋯⋯⋯⋯⋯⋯⋯⋯⋯⋯⋯⋯⋯⋯⋯⋯⋯⋯⋯⋯⋯(1 64)

第八章土地规划⋯⋯⋯⋯⋯⋯⋯⋯⋯⋯⋯⋯⋯⋯⋯⋯⋯⋯⋯⋯⋯⋯⋯(1 66)

(／

L■■■●y，o

I■一一



Jlll●习～jj



目 录

二基本农田保护措施⋯．⋯⋯⋯⋯⋯⋯⋯⋯⋯⋯⋯⋯⋯⋯⋯⋯⋯

第十章土地监察⋯⋯⋯⋯⋯⋯⋯⋯⋯⋯⋯⋯⋯⋯⋯⋯⋯⋯⋯⋯⋯⋯⋯

、第一节监察机构及其职能⋯⋯⋯⋯⋯⋯⋯⋯⋯⋯⋯⋯⋯⋯⋯⋯

第二节监察内容⋯⋯⋯⋯⋯⋯⋯⋯⋯⋯⋯⋯⋯⋯⋯⋯⋯⋯⋯⋯

一土地改革的纠偏复查⋯⋯⋯⋯⋯⋯⋯⋯⋯⋯⋯⋯⋯⋯⋯⋯⋯

二土地清查⋯⋯⋯⋯⋯⋯⋯⋯⋯⋯⋯⋯⋯⋯⋯⋯⋯⋯⋯⋯⋯⋯

三清查非农业建设违法刚地⋯⋯⋯⋯⋯⋯⋯⋯⋯⋯⋯⋯⋯⋯⋯

四清查砖窑用地⋯⋯⋯⋯⋯⋯⋯⋯⋯⋯⋯⋯⋯⋯⋯⋯⋯⋯⋯⋯

五清查干部在城镇建私房占地⋯⋯⋯⋯⋯⋯⋯⋯⋯⋯⋯⋯⋯⋯

六清查公路沿线违法占地⋯⋯⋯⋯⋯⋯⋯⋯⋯⋯⋯⋯⋯⋯⋯⋯

七查处农村居民违法占用宅基地⋯⋯⋯⋯⋯⋯⋯⋯⋯⋯⋯⋯⋯

八清理整顿土地市场⋯⋯⋯⋯⋯⋯⋯⋯⋯⋯⋯⋯⋯⋯⋯⋯⋯⋯

九“三|兀”竞赛达标活动⋯⋯⋯⋯⋯⋯⋯⋯⋯⋯⋯⋯⋯⋯⋯⋯

第三节违法案件的行政处罚⋯⋯⋯⋯⋯⋯⋯⋯⋯⋯⋯⋯⋯⋯⋯

．一土地违法案件的管辖⋯⋯⋯⋯⋯⋯⋯⋯⋯⋯⋯⋯⋯⋯⋯⋯⋯

二土地违法案件的行政处罚⋯⋯⋯⋯⋯⋯⋯⋯⋯⋯⋯⋯⋯⋯⋯

三土地违法案件和处理程序⋯⋯⋯⋯⋯⋯⋯⋯⋯⋯⋯⋯⋯⋯⋯

第四节上地信访⋯⋯⋯⋯⋯⋯⋯⋯⋯⋯⋯⋯⋯⋯⋯⋯⋯⋯⋯⋯

第五节土地纠纷⋯⋯⋯⋯⋯⋯⋯⋯⋯⋯⋯⋯⋯⋯⋯⋯⋯⋯⋯⋯

第十一章土地科学与宣传教育⋯⋯⋯⋯⋯⋯⋯⋯⋯⋯⋯⋯⋯⋯⋯⋯⋯

第一节科学与技术⋯⋯⋯⋯⋯⋯⋯⋯⋯⋯⋯⋯⋯⋯⋯⋯⋯⋯⋯⋯

一土地开发中的科学技术⋯⋯⋯⋯⋯⋯⋯⋯⋯⋯⋯⋯⋯⋯⋯⋯

二土地使用中的科学技术⋯⋯⋯⋯⋯⋯⋯⋯⋯⋯⋯⋯⋯⋯⋯⋯

三关于土地的著述与技术报告⋯⋯⋯⋯⋯⋯⋯⋯⋯⋯⋯⋯⋯⋯

第二节宣传教育⋯⋯⋯⋯⋯⋯⋯⋯⋯⋯⋯⋯⋯⋯⋯⋯⋯⋯⋯⋯⋯

一封建时期的上地宣教⋯⋯⋯⋯⋯⋯⋯⋯⋯⋯⋯⋯⋯⋯⋯⋯⋯

二民国时期的土地宣教⋯⋯⋯⋯⋯⋯⋯⋯⋯⋯⋯⋯⋯⋯⋯⋯⋯

三新中困的土地宣教⋯⋯⋯⋯⋯⋯⋯⋯⋯⋯⋯⋯⋯⋯⋯⋯⋯⋯

第三节土地档案⋯⋯⋯⋯⋯⋯⋯⋯⋯⋯⋯⋯⋯⋯⋯⋯⋯⋯⋯⋯⋯

一档案管理⋯⋯⋯⋯⋯⋯⋯⋯⋯⋯⋯⋯⋯⋯⋯⋯⋯⋯⋯⋯⋯⋯

二全宗概况⋯⋯⋯⋯⋯⋯⋯⋯⋯⋯⋯⋯⋯⋯⋯⋯⋯⋯⋯⋯⋯⋯

。兰档案利用⋯⋯⋯⋯⋯⋯⋯⋯⋯⋯⋯⋯⋯⋯⋯⋯⋯⋯⋯⋯⋯⋯

四档案升级⋯⋯⋯⋯⋯⋯⋯⋯⋯⋯⋯⋯⋯⋯⋯⋯⋯⋯⋯⋯⋯⋯

。、

2

)))))))))))))))))))))))))))))))))

，

3

7

7

7

8

9

0

●

2

2

2

3

3

4

4

4

5

7

9

惦

6石

■

l

3

4

5

6

8

沼

m

订

晓J(

Z

Z

Z

Z引∥引3孓孓Z≯孓孓孓3

3

3

3一4

4

4

5

5

5

5

5

5巧惦炻冶

Z

Z

Z

Z

Z

Z

Z

Z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鹿泉市土地志

机构⋯⋯⋯⋯⋯⋯⋯⋯⋯⋯

成立前的县级土地管理机构

的县级土地管理机构⋯⋯⋯

头管理⋯⋯⋯⋯⋯⋯⋯⋯⋯

局及管理人员⋯⋯⋯⋯⋯⋯

理局机关建设⋯⋯⋯⋯⋯⋯
●●●●⋯●●●⋯⋯⋯●●●⋯⋯⋯●●●●●●●●⋯●⋯●●●⋯●●●●●●⋯●●●●●

●⋯⋯⋯⋯⋯⋯⋯⋯⋯⋯⋯⋯⋯⋯⋯⋯⋯⋯⋯⋯⋯●●

●●●⋯●⋯●●●●●●●●●●●●●●⋯●⋯●●●●●●●●⋯⋯●●●●⋯⋯●●●⋯●●●●●

局行政执法制度⋯⋯⋯⋯⋯⋯⋯⋯⋯⋯⋯⋯⋯⋯⋯
●⋯⋯⋯⋯⋯⋯⋯⋯⋯⋯⋯⋯⋯⋯⋯⋯⋯⋯⋯⋯⋯●●

●●●●●●●●●●●●●⋯●●●⋯●●●●●⋯●⋯⋯●●⋯●⋯●●⋯⋯●●●●●●●●●●●●

●●●●●●⋯●●●●●-⋯⋯⋯●●●⋯⋯●●●●●●⋯●●●●●●⋯⋯●●●●●●●●●●●

(265)

(265 y

(266)

(266)

(266)

(275)

(275)

(275)

(276)

(277)

(277)

(280)

(283)



1

概 述

鹿泉市，古石邑县地。史前已有人类活动，上地开发利刖较早，农桑繁

盛。随者时代发展，上地开发利J{j不断进步，土地管理制度逐渐完善，并向着

规范化、科学化发展。

早在六七千年之前，金河、汶河、太平河及北部的滹沱河等几条河流域，

部分土地被丌垦为农田。从金河“将台湾”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人们食物残留物

中町以证明远古时期鹿泉的上地开发活动。

春秋时期，汶河上游出现了城邑，土地开发利用远远超出了把土地仅崩十

农耕的意义。战国之初，渡河上游的石邑已成为太行东麓名城。

秦术汉初，太平河上游上门u以东f今获鹿镇1一带，已有能力负担20万军

队的后勤供给。

两汉时期，鹿泉域内水利事业发展，农业生产有了很大进步。三圈、两凿

期间，因这里离战场较远，相对较为安定，土地开发和农业生产仍保持较高水

平，引得不少官员迁来定居，直到北朝时期，仍有高官迁来石邑。博陵f今河

北安平县1崔氏即于北齐时期迁来太甲河畔的上门关，置买田产。

到唐代，水利事业更加必旺，土地开发同样空fi{f发展。不仅一般官员到石

邑买房置地，就连“封疆大吏”也对石邑有浓厚兴趣。贞观年问御史大大杜

秀，生于长安f今陕西省西安市)，原籍京兆凤翔县f今陕西省风翔县)，为宫政

绩显著， “因锡封疆”，举家迁来石邑，建立庄园。

古代，鹿泉上地开发业绩斐然；现代，尤其是上地改革运动和新中国成立

之后，上地开发则转为珍惜土地资源，有序开发，合理利用。具体开发成果，，

志书正文中有所叙述。

土地是特殊资产，经营和交易中有着不同的赋税和价格体系。本书简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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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鹿泉市土地志

土地赋税的起源与大致的演变，较详细地介绍了清代的地丁钱粮，民国时期多

变的税制及军阀混战的多头征粮、征款。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税及与．土

地相关的费税。 ．

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土地都是最真实的经济基础，不同的社会

制度土地赋税性质也就完全不同。整个封建时代，统治阶级以土地为枢纽，向

劳苦大众征粮、征款、征差、征役。人民的一切负担均与土地相关。辛亥革命

成功后，土地的赋税木应有所变革，但因政局不稳，军阀混战反而加秉了土地

的负担。抗口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鹿泉全境分获鹿r路北)、狭鹿f路南1及与

邻县联合的若干抗口民主政权。在各抗口根据地和解放区，先后实行了“村合

理负担”和统一累进税，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农业税。

新中国的农业税不仅税率稳定，而且有多项免税或减税规定。中共中央、

国务院多次作出灾久减免、社会减免和贫幽地区照顾减免规定。河北省人民政

府即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先后颁发了《河北省农业税灾久减免办

法》、 《河北省农业税灾欠减免及社会减免暂行办法》等，1985年还制定了对

贫困地区的减免办法，获鹿县的贫凼村均得到了减免农业税的照顾。

新中国成立后上地买卖、出租情况也与以前大不相同。经过土地改革的农

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宿愿，没有特殊情况不会出卖所得土地。农民之

间也再’没有租佃上地之类的事情。冈国家建设需要，上地所有权和使川权也会

有所转移，但这种转移有政府管理，其补偿费用、土地数量都有具体规定，征

用上地、租用土地都要办理合法手续。而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土地买卖多为民间

行为，租佃上地更足富者对贫苦农民的一种剥削方式。

土地利用及上地的数量与质量，任何时代都足政府和土地经营者关注的苇

心。新中国成立前的各个朝代，已有过多次“土地清查"和上地分等划级，但

由于历史条件所限，IU时的土地清查、分等划级多有失准确。

新中国成立后，、为正确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发展县(市1域经济，状鹿县f即

今鹿泉市、先后进行了上壤调查、地质普查、上壤普查、土地利用现状调查r即

土地详查、等土地调查工作。在土壤调查和土壤普查中，查清了鹿泉境内土壤

分布状况，养分含量多项指标，还第一次测量出比较接近实际的全境总面积数

据。在地质普查和调查中，查清了境内矿物种类、数量，为发挥地方资源优势

提供了可靠资料。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查清了全境土地数量、各种刚途、权属 一●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