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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一)

张绍君

土地是国家最重要的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物质基

础。九台市设治虽晚，而土地大量开发，距今已有200多年，为

各时期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土地条件。

九台市土地管理局，遵照国家编修地方志指示精神，按上级

土地管理部门关于编纂土地专业志统一部署。将编志工作及时纳

入日程，抽调专人，经过全局上下几年的艰辛努力，编纂出第一

部《九台市土地志》。这部志书是《九台市志》的有机组成部分，

具有存史、借鉴与指导今后保护土地资源等各项工作重要作用。

此志书内容较为丰富，不仅系统的、翔实的记述了先民们在

九台这块黑土地上，从事土地开垦、耕种农作物生产活动和繁

衍、生息的历史过程，而且也具体的、客观的反映了九台地域土

地开发兴衰起伏的曲折沿革，同时也揭示出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

社会变迁，随之出现土地所有制的演变过程。

本着“详合略古”的修志原则，重点的撰写了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遵循《土地法大纲》，进行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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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改革，从此彻底地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实行了“耕

者有其田”。

建国后，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土地实行了国家所有和集体所

有制，特别是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党、政领导十分重

视土地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土地。

《九台市土地志》已反映出，我市土地后备资源不足、土地

利用还不尽科学合理，而与建设用地逐年增加、人口不断增多、

农业生产需用大量耕地不相协调的实际市情。并为市委、市政府

从全局出发、立足长远，制定了土地综合利用的总体规划，以加

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促进全市各项经济再上新台阶的

宏观决策，提供了有关土地方面历史与现实的科学依据，并对全

市依法保护土地资源、将会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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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 (二)日 (二)

张焕秋

土地是世间万物的载体，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物

质基础6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就是一部土地史。《九台市土地

志》客观真实的反映了九台地域土地开发兴衰起伏的曲折沿革，

揭示出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随之出现土地所有制的演

变过程。

九台地处松辽平原腹地，从远古就有先民在这里从事狩猎和

耕种。大量土地开发，距今已有200多年。随着历史的发展，九

台已明显形成了自己的优势，成为全国重点商品粮基地县之一，

粮食产量及商品化程度，是影响九台发展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

即使工业化的今天，粮食在九台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仍然具有不可

忽视的重大意义。发展优势产业，必须加强土地管理，保护耕

地。《九台市土地志》的问世，为我们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宏观决

策，发展全市经济，综合开发土地，科学利用土地，珍惜土地，

保护耕地，必将起到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建设用地逐年增加，可利用的土地后备资



4

源有限，人地矛盾将日益突出。管理土地，保护耕地的任务更加

艰巨。我们必须在前入的基础上，在宣传贯彻《土地管理法》的

基础上，要集约利用土地，积极推进土地整理，不断增加有效耕

地面积。要盘活闲置和存量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要加大复垦

力度，变废为宝，增加生存和发展空间。要实行占补平衡制度，

按照“占多少垦多少”原则，有计划地开发利用后备资源，保，证

现有耕地数量和质量，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促进九台经济建

设和社会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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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胜志

盛世修志，是我国民族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编纂土地志

书，是土地管理部门的光荣职责，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九

台市土地管理局十分重视《九台市土地志》的编纂工作，加强领

导，多方支持。
7。

’

九台市建治虽晚，而土地初垦却是较早。从古代起．，就有先

民在这块黑土地上从事垦田耕种。九台地域土地开发，是经历了

几次兴起，几次衰落的起伏过程。
’

辽金至明代在松花江至饮马河沿岸局部开垦土地，清代中叶

农民冲破封禁，大量开发土地，至今已有200余年。东北沦陷时

期，日本侵略者为了侵占和掠夺土地，进行毁林垦荒，这是九台

地域土地开发利用缓慢的历史原因。

建国后，经过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土地实行全

面规划，合理开发，改土造田，科学利用，保护土地资源。全市

土地经过了40余年的田、林、路综合整治。现在九台市基本达

到山川秀丽，沃土良田，土壮民富，是全国重点商品粮基地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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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地方志和各种专业志，势在必行，是文化与经济建设发

展的需要。我市遵照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土地志编纂暂行办

法》和《吉林省土地志规划方案》，将编纂《土地志》，纳入我局

工作日程，建立组织，聘请人员，动员全局上下，搜集资料，参

与编纂工作。

编纂《土地志》，是项工作量较大的系统工程，局领导与编

纂人员不分寒暑，四处奔波，查阅文献，深入基层，走访农村，

先后去过十几个乡(镇)和村屯。在境内到土地初垦较早的庆阳

乡偏脸城、卡伦镇城郭农业遗址和气屯、莽卡满族自治乡满族居

住集中的莽卡屯、清康熙年间建立的吉林柳条边遗址、吉林北五

官屯(前、后奇塔穆屯、张庄子屯、尤屯、蜂蜜营屯)，走访调

查，搜集整理了大量历史资料，经过斟酌，反复推敲，去伪存

真，去粗取精，编纂了《九台市土地志》。此志书，全部囊括了

九台地域，自土地初垦以来，土地开发沿革，土地权属演变，土

地管理，整治土地，土地资源与土地利用现状。特别是翔实的记

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土地联产承包制，开展全民珍惜

每寸土地意识教育，执行国家《土地管理法》，依法管理土地，

全面规划用地，科学利用土地，综合治理、保护土地资源等为主

要内容的一部新型土地志书。

编纂此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基

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以中共中央《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为依据，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理论为指针。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秉笔直书，历经五个

春秋，几经修改，方成志书。尽管全局与编纂人员付出了辛勤劳

动，终因历史跨度较大，九台建治较晚，历史资料缺乏，又兼编

纂条件有限，时间仓促，差错遗漏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提

出批评指导，以便不断修改与完善此志书。

深信《九台市土地志》问世，为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宏观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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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发展全市经济，综合开发土地，科学利用土地，珍惜土地，

保护耕地，为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将会起到借鉴、

咨询方面积极作用。

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



J-'L 一例

凡 例

一、《九台市土地志>，是按照吉林省土地管理局和长春市土地管理局关

于编纂土地史志具体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共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九台市

土地的过去与现状，以发挥其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

二、本志书依据“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重点记述民主革命

时期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近期的土地权属变更、土地

管理、综合治理、改土造田、土地利用、土地规划等为主要内容。

三、本志书撰写分为章、节、目三个层次，全志书共分九章、40节。

个别问题，在目下又分为子目记述。 ，

四、本志书根据上级要求和九台市土地开发的时间，上限基本是从清代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左右开始记述。但对个别史实，追溯到明代永乐

年间；下限为1994年。

五、本志书以语体文记述为主，并有像片、图片、表格、文件附录等编

纂。

，六、本志书一律使用公历年记述，但对明、清两代则将朝代年放在前

面，公历年放在括弧内标明。

七、机构名称，．均按各个历史时期实际机构名称、实际行政区划j官职

名称记述，必要的加注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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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采用的数据，一般用县统计局的数字，统计局缺的用有关部门的数

字；各项经济指标均系当年价格；计量单位为国际单位制。

九、材料来源：一是来自本省、市和外省、市图书馆、档案馆、查阅志

书和历史资料，摘录和复印文件；二是来自市内有关部门，如农业、林业、

畜牧、水利、农机、统计、文化、税务和九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提

供的史志和资料；三是调查、走访乡(镇)村和熟悉九台市土地开发历史、

土地权属变更、土地利用等老干部(市、乡、村三级干部和已调出本市干

部)老农等口碑材料。

十、本志书以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汉字简化字总表》为标准，

但个别：字，有采用繁体字。公历年数字(除朝代年用汉字数字)均用阿拉伯

数字。

十一、土地计算单位，按各个历史时期，使用不同的计算单位，如：清

代用亩、晌；民国至沦陷时期用垧、平方米；解放后土地改革至建国后以公

顷或市亩计算。



概 述

概 述

九台市位于长春、吉林两大城市之间，‘素有“吉林腹地明珠”之称。南

与永吉县毗连，北和德惠市相邻，东界舒兰市隔江相望，西与长春市接壤。

是个交通方便、资源丰富、经济发达的地方。

九台地域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晚期，先民们已在这块黑土地上繁衍、

生息。夫余族是最早进入松花江、饮马河流域台地上，建立部落，开垦九台

土地，从事耕种，放牧的部族。因此，境内早有“土地宜五谷”，“出名马”

之记载。女真族也是进入九台定居开垦土地较早的氏族。辽金至明代，汉人

不断移人，铁制农具广泛应用于垦田耕耘，使九台地带土地开发和农业生产

有了长足的发展。
。

’

清代，为保护满族“造帮之地”，对东北实行旗、民分治和土地封禁政

策。康熙年间修筑了吉林柳条边。全边共访4个边门，29座边台。今九台

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就是当年吉林柳条边、东数第九座边台，故称：九台．。

民国初期，吉长铁路建成后，经吉林田赋局核准，在九台收买民地，建

立商埠。1932年设立九台县治。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改为九台市。

九台市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一江三河(松花江、饮马河、雾开河、沐

石河)纵贯南北、长白山余脉(大顶山、八台岭、桃山)，横亘东西，构成

“三山、一水、六分田”的自然格局。’全市总面积3 375．2平方公里，耕地

160 000公顷，土地详查耕地为200 508公顷。土肥田良，气温适宜，盛产

水稻、玉米、大豆、高粱、瓜果、蔬菜和中药材等农副土特产品，是全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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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商品粮基地。

九台市建治虽然较晚，而土地初垦却是较早，大面积开发土地距今也有

200多年。据许多历史资料考证，九台市土地开发沿革，基本上是经历了古

代民族初垦i辽金至明代的局部开垦；清代农民冲破封禁，大量开发±地；

沦陷时期毁林开垦；建国后，合理开发土地，改土造田、科学利用、大力保

护土地资源等五个阶段。

土地开发、土地管理，是历代旧政府和统治集团政务活动中的头等大

事。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均把土地做为筹措粮饷，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来

源。但由于各个历史时期，采取不同的农垦政策，致使九台的土地开发出现

了几经兴起，几次衰落的起伏过程。

清代是九台市土地开发的重要历史时期。清代初期招民垦田，康乾年间

长期封禁垦区(实际是禁而未止)；清代中叶逐渐放荒准垦。迨至道光年间

以来，清政府迫于内外交困，不得不弛禁丈放蒙荒、官地。直至清末民初，

九台市境内大片荒原丘陵才陆续开发为熟地良田。 ’+- i·‘-：

清代时期．，九台市土地种类较多；权属变化频繁，多头管理土地≯租赋

捐税深重。境内有边里、边外之分．(柳条边以南以东为边里，以西以北为边

外)，九台地域当时有旗地、·官地、．蒙地、民地四种土地制度。柳条边以里

多为旗地、官地、民地，．柳条边以外为蒙荒蒙地j：这是与邻近县__(市)明显

不同的特点d‘?

旗地、i官地均属清政府所有。旗地隶属吉林将军和驻马厂、边台的清军

旗官管理；?官庄土地由清廷内务府、i盛京内务府、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分别管

理，各行其职，管理官庄庄田、庄头和庄丁。各种旗地、官地t，：1840年以

后，在册旗田数额与实际土地数多不相符，1收租艰难，1有的官庄土地被庄头

隐匿，，窃为私田∥清末，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所属九台地域的五官庄(前奇塔

穆屯、后奇塔穆屯：尤屯、：张庄子屯j．、蜂蜜营屯)’丈放给民人。

’： ．蒙地虽由蒙王公游牧使用和收取租银，而实属官地范畴。．清政府为限制

蒙荒开发，清代嘉庆年间设置长春厅管理荒务。民国时期，九台市境内的蒙

地，分别由长春、德惠两县蒙租局管理，并职司收缴蒙租。直到东北沦陷时

期，13本侵略者与伪政权采取“蒙地献纳”i，“蒙地奉上ji．等办法；取消了蒙

地j为日本侵略者占据，一交各地伪县公署管理，。从此结束了蒙租和蒙地历

史。，

清代民地在九台分布较广，：经过多次清丈升科，f_．旗地宫地丈放后，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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