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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南充市土地管理局组织编写的《南充地区国土志》，是南充地区

第一部国土专业志，它不仅填补了我市国土专业志的空白，而且也为国

土管理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

事。

土地问题，实质上是特定区域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资源、人口、环

境、经济协调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亟待解决的一大新的课题。南充现

有人口705万，人均耕地仅O．74亩，已低于联合国确定的人平耕地

0．8亩的警戒线，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交通、能源、城镇等建设事业的

发展，耕地会越来越少，人地矛盾将愈益突出。为此，加强国土管理，有

效开发和合理用好土地资源，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南充显得

尤为紧迫和重要。国土志以其特有的历史性、记实性、资料性、警示性，

有助于我们牢记历史，面对现实，有助于我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更有

助于我们探索规律，规划未来，对于推动国土管理和土地资源开发工作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o ．

编纂国土志确实是有识之举。《南充地区国土志》系统记述了_南充

建制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市国土开发、土地制度、土地管理

的历史与现状，脉络清晰，结构严谨，资料翔实。组织和编写的同志们

倾注了心血，功不可没，愿历史记住他们。

南充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陈 福

1998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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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南充地区国土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地记述管辖区内国土开发、

土地制度、土地管理事业的历史与现状。以资政、教化、存史为目的。

二、本志属于地方志序列中的专业志。由于国土专业涉及到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科学技

术等诸多方面，因此，在记述的内容上不免与有关相邻专业发生交叉。但凡涉及有关相邻专业

的内容时，仅从国土专业的角度进行记述，不越界。对于过去有关部门主持进行的国土工作，

均作记载。对于建国前历届政府所进行的国土工作，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仅作重点记载。

三、本志上限不限，为保存史料起见，上溯到资料所及。下限断于1993年南充地区建制撤

销之时。因建置撤销与重置有一个过渡期，故对有些重大事件又作了适当延伸。

四、本志的结构、层次，设《概述》和《大事记》，置于正文之前。《概述》纵叙全志内容。《大

事记》作为全志的纲要，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例，以编年体为主。正文分为国

土资源、国土开发、规划、农业区划、土地所有制、土地使用制度、土地赋税、地籍管理、建设用地

管理、执法与监察、宣传教育与科技、管理机构等共12章，各章又分为章、节、目3个层次，目以

下一般不再分，但个别条目因内容较多，根据需要再设小目，用黑体字标题，不用序号，到此为

止。重要历史文献和其它重要史实，收录在《附录》里，置于正文之后。

五、本志未设人物专章，对于必须记载的人物及其事迹，一律采取以事系人的办法，将其人

其事记入有关章节，不作褒贬。

六、对正文起补充作用的图表，附在各有关章节之后，便于阅读。

七、全志资料，除已注明了出处的以外，为节省文字起见，概未注明出处，但都有据可查。

八、政府、官职、地名均按当时的名称记载。纪年，按当时的纪年记载，并在括号内注明公

元纪年。计量单位，按当时的习惯记载，未作公制换算。

九、关于耕地面积，对土地详查面积、土地概查面积、专项调查面积一律加以说明，凡未加

说明者，为习惯面积。

十、文章体裁，除引用原文外，一律用语体文和记叙体。数字的用法，按国家《关于出版物

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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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南充地区境域，周属巴国。秦汉属巴郡。东汉末至三国为蜀益州巴西郡地。晋属梁州

巴西郡。隋分属巴西郡、清化郡、宕渠郡和涪陵郡。唐为剑南道和山南道辖地，分属阆州阆中

郡、果州南充郡、蓬州蓬山郡、渠州漭山郡和合州巴川郡。宋分属利州路和梓州路。元为四川

等处行中书省辖地，分属广元路、顺庆路和重庆路。明为四川行省辖地，分属顺庆府、保宁府、

重庆府。清为四川省Jil：lk道、川东道辖地，分属保宁府(辖苍溪、阆中、南部)、顺庆府(辖南充、

西充、蓬安、营山、仪陇、岳池、广安)、重庆府(辖武胜)。中华民国初年分属嘉陵道和东川道，24

--38年(1935--1949>分属四川省第lO(辖广安)、11(辖南充、西充、岳池、蓬安、营山、仪陇、南

部、武胜)、14(辖阆中、苍溪)行政督察区。其中1933～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4方面军在陕

西南部和四川北部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先后在境内建立起苍溪、阆南、仪陇、长胜、营山、阆

中、德丰等县和忠发市苏维埃政权，属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元

1950年设南充专区(辖南充、西充、南部、仪陇、蓬安、营山、岳池、武胜8县)和南充市，分别隶

属Jll：ll；人民行政公署(省级)。1952年9月JiI北行署撤销后，南充市隶属南充专区，南充专区

隶属四川省。1953年原剑阁专区的阆中、苍溪2县和原大竹专区的广安县划归南充专区管

辖。1978年析岳池、广安置华云工农示范区(1985年更名为华蓥市)。1985年苍溪县划出归

广元市管辖。1991年1月，撤销阆中县，设立阆中市，管辖范围不变。1993年7月2日，国务

院作出调整南充地区行政区划的决定：撤销南充地区、南充市、南充县；新设立南充市(地级)，

辖原南充地区的蓬安、营山、南部、仪陇、西充5县和新设立的顺庆、高坪、嘉陵3区。原南充地

区的阆中市由省直辖，南充市代管；原南充地区所辖华蓥市、岳池县、武胜县、广安县划归新成

立的广安地区管辖。 ，

地改市前的南充地区，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四JlI盆地中部偏北的嘉陵江中游。政区介于北

纬37～7--31～5、东经105。26’～107。02’之间，南北长192公里，东西宽153公里。东连达县地

区，南邻重庆市，西与遂宁、绵阳2市接壤，北与广元市毗邻。地区辖南充市、华蓥市、阆中市、

南充县、西充县、蓬安县、营山县、南部县、仪陇县、岳池县、武胜县、广安县共12市县，土地总面

积16，912．945平方公里，占全省的2．97％。1992年全区有200个镇、137个乡、4个街道办事

处、8，165个村、68，012个村民组，总人口10，215，043人。总人口占全省的十分之一，是四川

省的人I：1大区。地区行政公署驻南充市，距省人民政府所在地成都市区公路里程332公里，距

重庆市市中区公路里程212公里，有国道318、212号公路相连。在地理位置上，南充市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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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两个特大城市构成“品”字形，具有联系盆地东西，勾通盆地南北的区位优势。在铁路运输出

现以前，嘉陵江和长江是四川省对外交流最便捷的通道，南充地区因此受益。但是，自宝成、成

渝、成昆、襄渝4条铁路干线相继通车后，嘉陵江航运业逐渐萎缩，便完全改变了省内的交通态

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省“两点一线两翼”战略的实施，铁路沿线成为全省重点工业

布局的地区．而南充地区则演变成为交通相对闭塞的地区，其潜在的区位优势未能充分发挥。

南充地区至今仍然是四川省的农业大区、工业小区和经济穷区。作为农业大区，南充地区以占

全省2．97％的土地面积承载了占全省十分之一的人口，还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大量资金。据

统计，1950～1985年，累计以国家牌价净调出区外粮食44．74亿公斤，此外，每年有大量的食

用油、油料、棉花、生猪等以计划价格调出。南充地区工业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为主，丝

绸业每年为国家创汇4000余万美元。但工业结构单一，基础薄弱，与千万人口的大区不相称，

直至1989年才首次实现工农业产值比重基本持平。作为经济穷区，全区多数县财政收支人不

敷出，其中阆中、仪陇、南部、广安4县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200元。

南充地区又是古今许多杰出人物的故乡。其中最著名的有西汉《太初历》的制订者落下闳

(阆中县人)，西晋《三国志》作者陈寿(南充县人)，当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朱德元

帅(仪陇县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者邓小平(广

安县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战士张思德(仪陇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南充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南充市人)等。当代非南充籍曾在南充地区境内担任领导职务或指

挥战斗的著名人物有刘伯承元帅、吴玉章、徐向前元帅、李先念、胡耀邦等。．

南充地区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对于发展工农业生产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又存

在一些限制因素。政区跨越四川盆地东部平行岭谷、盆地中部丘陵和盆地北部低山三个地貌 ·

区，盆中丘陵区面积占74％。地势由北向南缓倾，多数地方海拔在250--450米之间。最高处

为东南一隅的华蓥山主峰——高登山，海拔1，704．1米，最低处在岳池与合川交汇处的渠江水

面，海拔201．5米。主要河流有嘉陵江、渠江、东河、西河等，均为嘉陵江水系。嘉陵江发源于

秦岭南坡，全长1，120公里，江水穿越崇山峻岭后进入四川盆地，蜿蜒曲折流经境内苍溪、阆

中、南部、仪陇、蓬安、南充县、南充市、岳池、武胜等9县市，于重庆市朝天门汇入长江。渠江斜

穿东南部的广安、岳池、华蓥3县市，于合川市境内的渠河咀汇入嘉陵江，均具有航运、发电(水

能可开发量112万千瓦)、灌溉之利。全区农业气候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具有冬暖、春

早、夏长、秋短等特点。年平均气温在16．5～17．912之间，日平均气温全年均在0℃以上。年

降水量956～1，110毫米。土壤中紫色土占66．7％，水稻土占27．2％。自然条件对于发展农

业具有多宜性强的特点，适宜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全境绝大多数地方均适宜粮、油、桑、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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