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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订存在

的源泉”，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是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纵观人类

历史，古往今来，一个民族生存的

历程，一个社会发展进步的道路，

就是一部土地的开发利用史。土地，

这片人类赖以生息繁衍的家园，人

们倾注了多少辛酸劳累和心血，寄

托了多少亲情与希望!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土地

集中在大地主大官僚手里，皇帝实

际上是超级大地主，是地主阶级的

总头子，总代表。土地既是农民存身之所，又是生计之源，温饱皆

出于土地，土地就是农民的一切。由于耕者反而无其田，农民遭受

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取得土地，为了

追求“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他们无数次揭竿而起。五方色土不知

注入多少遗恨，多少血泪，埋入多少血肉之躯。

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人

们曹称为土地革命战争。直到1949年随着蒋家王朝的倾覆，亿万

劳动人民才圆了几千年的土地梦，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人们当然

不会忘记八十年代初兴起于中国大地的改革大业，也是从土地制度

的演变开始的。土地。还是这片古老的土地，在改革开放年代，焕

发出勃勃生机，展现出锦绣美景和灿烂的未来。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到1979年的30年里，国家制订一系列政



策维护社会主义土地所有制，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

切实保护耕地。但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和对国情缺乏深刻了解，地

政管理和土地使用制度不够完善，工作中成绩和失误兼有，优势与

弊端并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把“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

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加

大推进土地管理体制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力度，全国城乡建立起

统一管理土地的专职机构，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合理开发利用土地的

政策。使土地管理工作充满生机和活力。

普兰店市地处辽东半岛南端，东濒黄海，西临渤海，水陆交通

方便，地理条件优越，山川秀美，物阜人杰。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

纪四十年代，曾先后被俄国和日本侵占。为了让人们了解普兰店市

的地域沧桑和土地管理利用的历史和现状，瞻望发展的总趋势，我

们编纂了<普兰店市土地志>o

国有史，地有志，目的是便于后人以史为鉴，观今量古，古为

今用。志书可以揭示历史规律，捕捉时代脉搏，探真求是，留史存

照。收资治、存史、教化之功效o

，·为了编写一部新观点、新方法、’新体例的土地专业志书，我们

在收集古今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除伪存真、去粗取

精、校核考订、认真修撰，’以期为各级领导提供翔实可靠的市情、

乡情，更合理地保护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的飞速发展。就志书本身也希望成为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文化建

设工程。

普兰店市市长 于丕鸿

———]

i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以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存史、资治、教化为宗

旨，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客观地记述普兰店市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

状，以期服务现实。

二、本志记叙历史演变，上限不限，下限截止1995年。采取以类系事，

横排纵写，叙而不论，详今略古，时间为序的记叙方法。全志除“序”“概述”

“大事记”3篇外，主体设10章45节。

三、本志采取语体文记叙体，引用史料原则保持原貌，地名按历史旧称

(第一次出现时注明今名)，旧时公署、职务、党派等仍沿用旧称，一般不加褒

贬。人物称谓，直书其名。

四、本志书中文字资料、图表、照片源自普兰店市档案局、规划土地局、

市志办以及各有关部门，核实无误，不详注出处。 ，

五、本志记述清朝以前年号，采用汉字纪年，夹注公元纪年，省略“公

元”字样。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o

六、本志记述度量衡、币制单位，保留旧时记载，元、斤、石、斗等，不

予换算。新中国成立后，地积单位以1992年普兰店撤县设市为界，此前用亩，

此后用“公顷”，其它采用公制计量。

七、为记叙方便，志中所记单位名称第一次用全称，再次出现即用简称。

八、本志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对有重大贡献者及大连市级以上先进

工作者等在机构设置中予以专项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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