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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哺土地

(代 序)

土地于人类的意义起码有二：一是命，是生存的依托；二是

用，是功利的载体。所谓秦皇汉武的“封泰山、禅粱父”，所谓明

清王朝地坛、社稷坛的拜祭，所谓连绵不绝的民间社火，毕现中

华民族尊地为神、敬地为母历史之悠久。“社文化”随人类文明的

进程而衰微不足惜，而对土地尊崇、珍惜的传统却不能丢。回报

土地，成为现代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新的土地观，孕育着

新的土地文化，《滦县土地志》的编纂，可谓新的土地文化反哺土

地之举。

滦县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已有人类生息，有着华夏祖先

自脱离洪荒到以稼穑为获取食物之主要来源，继而开荒屯垦、精

耕细作，逐渐形成的数千年的农耕文化的底蕴，青史可溯。新中

国成立后，耕地作为中华民族的生命线受到呵护，县委、县政府

率众开发土地、利用土地、保护耕地，无愧先人，政绩当书；1986

年以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颁布及土地管理

机构的建立，土地管理逐步走上了依法、全面、统一、科学管理

的轨道，把土地管理艰难创业之进程，丰富多采的奋斗历史以及

取得的各项成果载入史册，昭示后人，土地管理者承前启后。

《滦县土地志》从一个侧面记述本县古今土地概貌，使人看清

昨天，把握今天，运筹明天。能为本县的政治、经济、文化服务，

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是《滦县土地志》编纂者的

最大心愿和初衷。

《滦县土地志》以较丰富的资料，朴实的文笔，记载了本县土

地管理的大事记、土地概况、土地资源、土地制度、建设用地管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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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地籍管理、地价与税费、土地开发复垦、土地保护与整治、土

地规划、土地监察、科技宣传与档案、土地管理机构等内容，全

面、系统、科学地记述了本县土地开发、利用与管理的历史与现

状，具有鲜明的思想性、资料性、时代性和浓厚的地方特色，是

一部有一定价值的专业志书。

《滦县土地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南，

资料准确，详略得当，述而不论，言简意赅。但由于土地志编写

尚属首次，虽有编纂人员的殚精竭虑，精雕细琢，差错遗漏也在

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站在世纪之交，面对中华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资源因人口

剧增、经济腾飞带来的挑战与压力的现实，土地管理工作任重道

远。让我们携手共进，奋发努力，以不断反哺土地的赤子之心，把

土地管理工作胜利地推向二十一世纪。

滦县土地管理局局长张舞成

1999年9月



凡 例

一、《滦县土地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

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全面真实地记述滦县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与

管理的历史和现状。

二、篇目编排，横排门类，纵述本末，个别章节纵横结合，突

出地方特色、时代特点和专业特征。 一

三、表述形式，除引用古籍外，一律用语体文。采用志、述、

记、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一般分章、节、目、子目四

级层次。

四、本志时限，坚持贯通古今，详今明古，立足当代的原则，

上溯至事物之发端，下限截至1997年，有的记事延至搁笔。

五、历史纪年，新中国成立前按习惯用法，加注公元纪年，

。公元”二字略，新中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六、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前按历史用法，不作换算；新中

国成立后使用国家统一规定的计量单位，但土地面积则依资料所

载引用。

七、所录资料，主要来源于滦县新旧县志、年鉴，滦县土地

管理局、档案局及有关单位的专业志、资料，河北省、唐山市及

北京、南京、大连有关档案馆、图书馆的专著、资料；一部分来

自调查、座谈。各种资料均经考证鉴别。

八、土地面积，引用统计部门的数字，专业性内容则与详查

面积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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