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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华夏大地，政通人和，百业正兴，迎庆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澳门回归

之际，《内江市国土志》付梓成书，这是我市首次编撰内江这方热土的历史画卷和时代

新篇，借此机会，我们向她表示热烈祝贺。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生存离不开土地，社会发展依赖于土地。从

古至今，为了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人们不惜流血流汗，付出了难以估量的艰辛；为

了土地制度的变革，又进行过无数次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可以说一部土地史，既是一

部土地开发利用史．又是一部人类生存发展的斗争史。《内江市国土志》广征博采，搜

集了大量的土地史料．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辩证唯
●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着薄古厚今，详近略远的原则，全面、系统、准确、科

学地论述了内江自1840年以来国土资源、±地制度、土地赋税、地籍管理、土地执法、

土地开发整治、土地利用、土地科技、管理机构等方面的演绎历史和现状，是一部观

点正确、资料丰富、内容全面、记述周详，专业特色、地方特色、时代特色明显的资

料性著作。具有较好的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她将有利于领导决策，同行参政，后

人借鉴。
。。

《内江市国土志》的编篡，得到了省国土局的具体指导，市级有关部门大力支持，

全体编纂人员辛勤耕耘、默默奉献，还有不少同志为志书提供资料、建议和修改意见，

志书面世之时，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

内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刘海金

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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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和

辨证唯物主必的观点，，以中一共中央《篝而建国塔来若于历史闻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一
属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为准绳，详今略古，，客观反映内江市辖区内国土管理工作

发展的历史进程。

二、编撰时限：上限为公元1840年，下限为l‘997年底，个别重要史实溯源突破

上限，清代。、-民国以当：时纪年加注公元，人民共．和国时期·律以公、元纪年。。，j：

三、内皿行酶区划曾j多次变动，本志记述地城范畴、为，1997+．年底，前内江市所耩五县
(资中、威远、隆昌、安岳、乐至)二市(资阳、简阳)、二区(市中区、东兴区)。内

容以市、级国土管理为主‘y对各县(市：i区)’国主管?理史实。，’因已缩入+县(市、‘区)《国

土志》，本志未多赘述∥ ．’ !，一、r、：‘、_t。、，、，一it’ 譬一。：一+，‘、，：⋯}一’；：

。 四、、本声番用语体文届述，依时间顺序横够竖藕，为冠以{?概述?一“太事记”两
篇，再按章、节、目、子目等层次，结合必要的图表附件据实记述．重要文献引用原

文．‘借囊资料疆辩证后编父，。’史料1力求。翔卖灌确：4体现时代硅：辑攀性、1地芳性、。资

料性相统一。；·√’善i‘傺”，i’r 一 一一叠o“ ．- ‘_o。。。 。j，

，!．：i五、称谓及各词接不同厩史时期琢梅记述，变幕厩按变更名掾记述"地名以备县

(市、区)《地餐录》淑准。各类称谓在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按习惯通用简称；。属

人物名称一般直书其姓名．必要时冠以行政职务．不加其他称谓。

’六、货币单位、评蛰箪位均以-当爵t币‘莉：j：讨·量章位入志0不催换算i人琵其辎’自
时期币制一律按人民币计算．统计计量单位按上级国土部门规定计算。数字一律用阿

拉值字小写。 ，≯}i{㈠．。㈡ 一 ，。， ；-。．． ．㈠二；

七、本志资料搜集来源于市级各类有关土地档案，以本局现存档案文献为主，参

考国土系统及有’关‘单位涉及国土管理的文件资料，引用时．予以考证并加‘脚注。

八、本志的语言文字、标点符号按照国家主地管理屙i995‘年关于《士地史志编纂

浯青文字暂行规定》汜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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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内江市位于东经104。117—150。457、北纬29。11’--30。39 7，四川盆地中，部略偏西南，西北与成

都接壤，东北邻遂宁，东南连重庆，南接自贡、泸州，西与乐山毗邻。幅员面积13348．9平方公

里，土地总面积1334789．23公顷(合2002．18万亩)，其中耕地691715．25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的7 51．82％，人均耕地仅0．83亩，低予全省平均水平。总人口9，024，758人，密度每平方公里

675．人，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i全市弛。貌浅丘起伏，呈桑叶形。丘陵区占88．8％；低山区占10％；河谷平坝区占1．2％。地

势西北离、东南低，海拔最高为992．3米，最低为248米。地质属新华夏构造体系，东南连接华

莹山褶皱断裂带地质，西北连接龙泉山褶皱断裂地质，西南含九宫山的穹窿结构，受此三大地质

梅造影喻，侏罗系红色地层广泛出露于各县(市、区)；新生界主要分布于沱江水系两侧及丘间平

坝地区≯地质新构造运动呈间歇性缓慢上升趋势，有地层岩石风化、滑坡及河流冲刷至水土流失

现象。历史演变构成全市剥蚀浅丘、低山及沱江侵蚀堆积地质。

1．■境内嗑地资源开发利用潜力较大。除耕地外，现有园地38893．45公顷，占总土地的2．19％；

林地132089．3公顷，占9．9％；城镇及工矿用地135783．47公顷，占10。17 o,4；交通用地19165．41

公顷t≯占1．4：；i％，水域68051．38公顷，占5．1％；未利用土地249093．24公顷．占18。66％，这

些土地不同程度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

市辖区疆土沿革悠久，行政区划叠经变动。据“资阳人”头骨化石考证，在远古旧石器时代

晚期，这块土地上即有人类繁衍。夏、商代为梁州之地；周为雍州之地；春秋分属巴、蜀国管辖；

秦为巴郡、蜀郡辖地；西汉建安6年(135年)设资中县(含今东兴区、市中区、资阳市)、牛稗

县(今简阳市)。，隶犍为郡；东汉从资中分出设汉安县(今东兴区、市中区)；西魏废帝2年(553

年)设漆州；北周天和元年(566年)改汉安县为中江县；南北朝北周建德4年(575年)在安岳

县置普州；，惰开皇元年(581年)改中江县为内江县；隋仁寿2年(602年)在牛革卑县设简州，境

陵成为三娥并立，其中普州延至洪武9年t1376年)，简州、资州延至民国2年(1913年)被改

为县奄民国24年(1935年)在资中设四川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资中、资阳、简阳、内江、

荣县、拄寿、井研、威远八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当年12月成立资中专区隶属川

南行政公署。1950年2月改资中专区为内江专区，专区驻地迁内江县，内江专区，同时划出井研

县归乐山专区：1951年9月划出内江县城及郊区置内江市(县级)：1958年安岳、乐至县由遂宁

专区划入内江专区，．仁寿县划归乐山专区；1968年内江专区改称内江地区；1978年隆昌县由宜宾

地区埘人内江地区，荣县划归自贡市：1985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内江地区，改设省辖地级内

江市，辖市中区、内江、资中、资阳、简阳、威远、隆昌、安岳、乐至八县⋯区t县级)．共72个

区、S7个镇、540个乡；1989年11月改内江县为东兴区；1992年撤区并乡建镇，1993年改资阳

县为市(县级)；199．i年4月改简阳县为市(县级)。全市共辖二市、五县、二区、157个镇、112

个乡、t28个居民委员会、4843个村。(注：1998年初复经国务院批准将资阳、简阳市、安岳、∥

至县划出建立资阳地区．内江市现行政辖区为市中区、东必f<和资中、威远、隆昌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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