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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黔南①

阿克苏是镶嵌在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雄踞于新疆西南部的天山

中段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东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接壤，西南与喀什地

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接壤，南与和田地区接壤，北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毗邻，西北隔天山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交界。13．25万平方千米的广袤

土地上，各民族和睦相处。这里气候宜人，水肥草美，素有“塞外江南”和“鱼米之

乡”美誉。

早在12000～4000年前，阿克苏地区境内就有远古人类活动。公元前3世

纪，龟兹之名已载于古印度阿育王朝时期的佛教经书。西汉神爵二年(前60)，

龟兹地区(阿克苏地区的故地)正式归人中国版图。在其后的两千多年的时间

内，龟兹人民始终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接受了中央王朝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

影响和推动，比较发达的龟兹经济和光彩夺目的龟兹文化，促进了整个西域的稳

定和发展，也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同时对世界历史产生

过深远的影响。龟兹人民与汉族人民之间的血肉团结，共同谱写了维护祖国统

一，生死与共的光辉历史篇章。

唐代之后，创造了博大精深、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龟兹文明，在岁月的风雨

中，一度蒙上了尘埃。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桎梏下，龟兹故地生产力衰落，经济凋

敝，民不聊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世世代代在此繁衍生息的阿克苏地区各族人民

带来了光明和希望，阿克苏地区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特别是1978年中

①孛黔南地区人大工委党组书记、地区党史地方志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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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阿克苏地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河变得

更加秀美，人民生活蒸蒸日上，龟兹历史遗存重又熠熠生辉。当家作主的各族人

民紧密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的指引下阔步迈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阶段。

编纂阿克苏地区地方志丛书，继承中华民族编史修志的优秀文化传统，用志

书真实地记载阿克苏地区的历史变迁和发展进程，扬故土之美、表桑梓之杰，是

阿克苏地区三个文明建设事业中的一件大事、要事，也是地区各级史志工作者责

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阿克苏地区地方志(含专业志、部门志)丛书将在地区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

怀下，由地、县两级史志机构和各相关单位通力合作编辑出版，为世人了解阿克

苏提供地情资料，为“存史、资政、育人”发挥积极作用，为与时俱进、开拓迸取的

阿克苏地区各族人民再造辉煌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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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恩权① 艾合买提·买买提⑦

编史修志是三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

程。在阿克苏地区国土资源系统执法行政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的

今天，记载反映阿克苏地区土地开发利用及保护历史和现状的《阿克苏地区土地

志》(简称地区《土地志》)出版了，这是阿克苏地区国土资源系统精神文明建设所

取得的又一重要成就，令人欣喜。

土地是万物之本，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尤其是当今，在我国

人口急骤增加、土地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形势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开

发利用好这一有限和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实现经济和社会持续、和谐发展，已

成为人类普遍关注并不断探索的重大课题。因此，把阿克苏地区各族人民土地

开发利用的历史加以系统地整理，编纂成书，更具有重要意义。

阿克苏地区地处南疆中心地带，是南北疆交通必经之地，是新疆历史上经济

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八五”以来，阿克苏地

区国土资源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在中共阿克苏地委的正确领导下，在经济迅速发

展的大好形势推动下，土地开发利用及保护事业开创了历史最好的局面；土地管

理工作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土地管理体制由分散多头管理转变

为集中统一管理，管理手段从单一的行政手段转变为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科

技的综合手段。“集约用地，造福后代”、“保护耕地，为了美好的明天”等观念已

深入人心，成为各族人民群众的共识。

①施思权一克苏地区国土夤源局党组书记。

⑦艾合买捉·买买提阿克苏地区国土资源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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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阿克苏地区正处在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

关键时期，土地需求十分强烈，但从地区土地资源的实际情况看，我们只有全面

落实科学发展观，改变传统的土地利用模式，探索完全符合地区特色的土地利用

道路，才能既保证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合理土地需求，又能保证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可持续土地供给o

《阿克苏地区土地志》系统地记载了阿克苏地区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及保护

的历史和现状，既继承了传统，又有所创新，是一部思想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

例完备、文风端正的新编社会主义土地专业志。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土地管理

的历史规律、总结经验教训、把握现实、更好地面对未来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同

时，也是对地区国土资源系统全体干部、职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的最好的乡土教材o ．

今后，在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和阿克苏地委的双重领导下，我们国土资源系统

全体干部职工，要再接再厉，在实践中发展，在总结中提高，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奋斗目标，构建和谐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阿克苏地区土地志》的编修历经三个寒暑，修志人员不畏辛劳，三易其稿，

这种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的精神，十分令人尊敬。我们谨代表阿克苏地区国土资

源局党组，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向所有关心、支持过《阿克苏地区土

地志》编修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致以诚挚的谢意!

《阿克苏地区土地志》的编修工作，历经两届编纂委员会的组织和实施，在我

们主持国土资源局工作期间，恰逢出版，欣喜祝贺之余，谨缀数言为序o

2006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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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克苏地区土地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存真求实i客观地

记述阿克苏地区土地事业的发展、创新成就和失误与曲折，反映本地土地管理事

业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记述范围基本以今阿克苏地区行政辖区为界，“建置区划”等少数章节，

涉及历史上龟兹国、姑墨国、温宿国在今阿克苏地区辖境外的部分o“阿克苏”一

词除指行政区外，作为地名，习惯亦指阿克苏市及阿克苏城市、近郊。

三、取事统合古今，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上限因事而异，不求一致，追

溯事物的发端。下限一般断至2003年，个别事项略有延伸。

四、体裁以志为主。各卷以事设类，不受机构隶属关系限制。各卷均设章、

节、目与子目，《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记事本末体。同年、月、日者，用△号

表示省略。<人物传》主要记载今辖区古今人物，籍贯均以出生时行政区划名称

为准，在阿克苏活动的客籍人物，亦酌情收录。

五、地名、朝代、政府、党派、职衔等均沿用当时名称。记述中的“中华民国”、

“人民委员会”、“文化大革命”等专用词语，首次使用时用全称，再次出现时用“民

国”、“人委”、“文革”等简称。

六、本志纪年。民国及民国前采用历史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

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记述中的“解放前”、“解放后”以1949年9月25日新

疆省宣布和平解放为界o“建国前”、“建国后”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为界。

七、本志主要资料均来源于历史档案和公开出版发行的史书、地方志及社会

调查等资料，并注意吸收有关地情的研究成果。解放后各项统计数字以统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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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资料为主。

八、数字用法遵守《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规定》。计量单位、长度、面积、体积、

重量等均以国家标准计量局《计量法实施细则》为准。历史上的计量单位名称则

照实记载。

九、科学技术名词以中国科学院和各学科有关部门审定的正式名称为准，未

经审定的从习惯名。

十、地名采用《阿克苏地区地名志》公布的标准地名。历史地名首次出现时

括注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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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9月18日．国家副主席朱德在阿克苏专区视察

圉为朱副主席与专区、军分区和农一师领导合影。

1996年7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

泽民在阿克苏地区考察农业发展情况。

2000年9月8日。国务院

总理朱镏基在阿克苏地区视

察。囤为米总理在柯柯牙“三

北”防护林区听取地区领导工

作汇报。

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

同志为柯坪县土地开发题词：再造柯坪【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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