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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盛世修志，鉴古资政，亘古沿续。在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土地工作者的大

力支持下，《张北县土地志》经过数年的努力，现将正式出版了。这不但是土地系

统～件大喜事，也为张北县精神文明建设的苑圃增添了花朵。

《张北县土地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记载了从古至今尤

其是土地管理部门成立以来张北县土地、草原的演变过程。志书资料翔实，记载

有序，将为张北两个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资料，对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和

子孙后代自觉地珍惜和爱护土地的思想意识，将大有裨益。

珍惜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存在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辩证关系，光珍惜保

护，达不到合理利用的目的，光利用不珍惜，同样起不到保护的作用。张北地处坝

上，为京津锁钥地带，土地保护任务光荣而繁重。由于一度片面强调粮食生产，过

度垦荒，全县耕地面积由50年代的10万公顷增加到22万公顷，草场面积由19

万公顷减少到12万公顷。草场植被的锐减，使全县沙化土地日渐增加，现在严重

沙化的土地面积已达4万公顷，约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10％，这不能不引起我们

的忧虑和重视。为了珍惜和保护我们脚下的土地，加快构筑京津周围地区的绿色

生态屏障，我们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促使全社会的力量来履行保护、治理养育

我们一方土地的神圣职责，进一步完善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鼓励农民增加对土

地的投入和保护，建立稳产高产田，逐年退耕还林还草，采取适度放牧、轮滩放

牧、建好草原围栏等方法保护土地植被，保护草原，同时避免与扭转“年年造林不

见林，岁岁植树搞应付”的局面，变被动为主动，消积为积极，要造林、活林、成荫、

成气候，维护生态平衡，防止土壤沙化。下大力改善县内的土地和生态的环境，使

每年的小流域治理面积逐年增大，到2010年达到156平方公里。努力减少自然

灾害对土地生态的破坏，将这功在当代、造福后代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张北县土地管理局局长

李慧成

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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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在省、市土地管理部门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经过编纂人员数年不懈地辛勤

耕耘，《张北县土地志》即将付梓面世，可歌可贺!

志书是华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而土地志则更显其贵。纂修土地志是新时代

的需要，是土地管理的大事情。

张北，以其独特的战略地位、交通咽喉、京津屏卫之诸多优势而著称于世，素

有“坝上第一县”之美誉。为这一方土地，张北儿女曾前赴后继地战斗；为这一方

土地，张tt'．JL女曾付出艰苦的劳动。张北县总土地面积4185平方公里，耕地占三

分之一，草滩草坡面积占三分之一。由于气候寒冷，十年九旱，再加上旧式生产力

的束缚，自古以来农业基础薄弱，土地产量极低，畜牧业发展缓慢，人民生活艰

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生产力得以解放，土地实现了公有制，农牧业生产得

以回升。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集体的土地实现了承包责任

制，并逐步得以完善，开展了农业生态工程，从而使人民的生活稳步提高。“建设

张北，振兴张北”如今已变成张北人的自觉行动。但是，令人痛心的是，受“口外地

多不值钱”传统习惯的影响，不爱惜土地不保护耕地的现象常有发生；随着人El

的逐年增长，经济的发展，建设用地在逐年扩大，人地矛盾日显突出，因此，解决

土地问题已迫在眉睫。

《张北县土地志》翔实地记述了张北县土地的概况及土地管理的法制化过

程。望君阅读本志能较全面、深刻地了解张北这一方土地的历史与现状，并能从

战略的高度、生存发展的高度认识节约土地，保护耕地的重要意义，从而警觉地

贯彻执行“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立即行动

起来，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加强土地的管理，保护好我们的生命线，把张北一

方土地治理得更加美好，日渐富饶!

《张北县土地志》浸透着编纂人员的心血与汗水，他们广泛搜集资料，认真编

修，反复修改，付出艰辛的劳动，其顽强的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令人敬佩。在此，

对参与和支持这项工作的单位和个人一并表示谢意。

原任张北县土地管理局局长

李树林

2000年12月



凡例

一、全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

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客观地记述张北县土地的开发和利用，土地管理的历

史与现状，从而取得资政、存史、交流等功效。

二、运用述、记、志、录、图、表6种体裁，以文字记述为主，共15章59节，44

万字。收录有历史价值的文献资料，力求科学性、完整性。

三、记述空间以当时县域为范围，今属他境者从简。土地事件体现地方特

色。

四、记述时间上限不做统一规定，因资料价值而具灵活。下限一般至1996

年，个别著名事件如1998年1月10日，张北地区发生里氏6．2级强烈地震；

200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钵基赴县考察治沙造林工

程，并作“治沙止漠刻不容缓，绿色屏障势在必建”的重要指示，则破格载入，以存

史实。

五、所用资料除引文外一般不注出处，目录附后备考。

六、历史纪年注明公元纪年，以当代正式出版物通用的表述方法为准；数字

用法，以国家语言文字部门的规定为准。

七、各章节记事横排纵叙，采用现代文体。录用文献资料原文，专业术语不做

解释。

八、计量单位遵当时当地习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一般从旧，建国后一

般用法定计量单位。

九、资料主要来源于县档案馆、图书馆_张北师范图书馆以及县林业局、水利

局、畜牧水产局、农业局、交通局、城建局、统计局、县(市)土地管理局、文物保

护管理所等单位，也有个别社会调查资料。数字以县土地管理局、统计局数字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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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1述

张北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内蒙古高原东南陲，外长城北侧，和张家口市、万

全、尚义、康保、沽源、崇礼县相邻，又与内蒙古商都县接壤。东西长109公里，南

北宽67公里，土地总面积4185平方公里。

大地构造属中朝准地台内蒙古台背。地貌复杂，南缘坝头山地沟峰相间，桦

皮岭居群峰之首，黑风口扼南北交通咽喉；西北部丘陵，坡度平缓，间有宽阔平

地；西部台地，布有古火山口，破碎玄武岩露头，似人工堆积，形态特别；中、北部

平原波状起伏，岗梁环绕，“远望如山，近看似川。”湖淖棋布，土地垦殖前更多。河

流短浅，多为以湖淖洼地为尾闾的季节性内陆河。

气候属东亚大陆性季风气候中温带亚干旱区。多年平均年气温1．6。C，冬季

漫长严寒，夏季短促凉爽，光照充足，日差较大，雨热同季，利于作物生长。多年平

均降水量401．6毫米，分布不均，季节及年度变化大，年降水总量16．8亿立方米，

为主要水源，干旱威胁甚大。多年平均无霜期95天，霜冻对农作物往往造成毁灭

性灾害，大风、冰雹、寒流出现机率较大。

土壤以干草原栗钙土类为主，类型多，栗钙土亚类分布最广，可满足不同作

物对质地类型的要求。90％土壤为四五级地，土层浅薄，理化形态差。暗栗钙土、

草甸土及村落周围草甸栗钙土为主要产粮地。

‘自然植被属干草原类型，植被群落以耐旱的旱生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古代

I植被繁茂，“风吹草低见牛头”，垦殖以来破坏严重，今可利用草场百万亩。
、 张北地处坝上，“跑马平滩”，自古土地不值钱。1987年颁布实施了《土地

法》，同年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土地破天荒纳人法制管理轨道，以政府名义相继出

台并实施一系列土地管理文件与措施：清查非农业用地，按宗地论价收费；改革

[土地使用制度，农村宅基地使用变无偿为有偿；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建设用
／地限额管理严格审批等等，确实令县人大开眼界，开始正视脚下这一方土地⋯⋯

／ 一年一度的“6．25”土地日，县土地管理局联合宣传文化部门，用喜闻乐见形

。I式广为宣传，使县人普受教育，从而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珍惜和合理使用每一

J寸土地，绘制土地利用蓝图，规划县乡村建设图景。县土地管理局向全县推广了
／“一村一张图，一乡一本书”的经验，搞农民建房发展规划，避免了盲目占地盖房

／浪费耕地的弊端。建设用地日趋合理，期间，具有塞外城市风格的县永春南路居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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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楼群拔地而起，一片片新型的乡镇村庄接踵兴起。

管理土地就须及时果敢地查处违法占地案件，土地监察所、土地巡回法庭协

助县法院强行拆除二台镇个体户刘某的非法建筑，即是明证。县人知法用法，合

理利用土地，逐渐变成自觉行动。至1996年，共计查处各类违法占地案件520

件，土地457．27亩。

如1998年发生惊动世界的6．2级地震，县域震中区农村夷为平地，村民们

仍不忘珍惜土地，大河乡乱石山等村已被县里批准整村迁移，但他们重建家园时

还是同心协力清理了废墟，于旧村原址建设起“地震”新村。

章尾艺文充溢乡土气息，使张北县土地志稍添丰韵，略呈趣味。

张北这一方土地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曾现辉煌。一岭扼冲要，一坝隔异

地，野狐岭为燕山与阴山会合处，形成一天然山口，险要通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

地；阴山余脉形成的坝头，北牵漠北草原，南隔中原汉地。虽开发晚，但金、元时代

已为“腹里”之地，由中书省直接管辖，人121发展跃人鼎盛时期，据《元史》记载，

兴和路人口8973户，39495 VI，辖宝昌州(今河北省沽源县九连城)和高原(兴和

路治所)、怀安(今河北省怀安县南怀安城)、威宁(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台基庙古

城)、天成(今山西省天镇县)4县。1275年5月，世界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赴上

都拜谒忽必烈时途经兴和(今张北城)，他曾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下这片

神奇、美丽、富饶的土地。又据扈从元顺帝巡幸上都的周伯琦记述：“兴和路者世

皇所创置也。岁北巡东出西还，故置有司为供亿之所。城郭周完，阅阅丛夥，

可三千家。市中佛阁颇雄伟，盖河东宪司所按部也。⋯⋯路置二监一守(《扈从诗

后序》)。”可见元代的兴和路是北方草原上一座繁华的城镇。元朝皇帝两都巡幸，7

“东出西还”，必经域地。西道共设24处纳钵，境内就有鸳鸯泊、苦水河、回回柴、J

忽察秃、野狐岭5处。大德十一年(1307年)七月至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元武

宗在域内建筑了与大都、上都并称的草原都城中都，成为国家政治活动中心，显

赫一时。

张北这一方土地古代因其水草丰美，乐为北方各少数民族游牧草地。且盛产

良马。自辽代起始现农事。元代记载兴和路有许多民户事农，“郊圻地陂陀空洼“

隰，便种艺(《元史》卷19《武宗纪》2)”，“人谷石田狭，攒崖土屋稠(《元史》卷22

《武宗纪》1)”，是对农家生活的真实写照。 l

自清代以来，农地渐次垦辟，雍正十三年(1735年)赋征地亩计35287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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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颁布开垦蒙荒令，终清末，被垦土地为400万亩，占全

县土地总面积(时含今尚义、崇礼2县)将近40％。

民国3年(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奖励垦辟蒙荒办法七条”批准《察哈尔

垦务章程》，所有旗、群、台站、王公牧厂未辟荒地一律开垦，域内垦荒跃人复兴时

期。

由于土地的规模开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张北已演变为半农半牧

区。之后，人民政府积极倡导人民恢复生产，大片荒芜土地重新开发。1950年建

立中央农垦部察北机耕农场，9月19日察北专署批示将县内十区河子村等8村

9000亩草滩一次划归该场开垦。同年又将十区兰峡沟、石老五一带(今察北牧场

二、三分场)划归察哈尔种畜改良场局部开垦。1954年官厅移民迁入，开垦城关镇

一工地及十区二、三工地一带。1958年国家农业部调派大批拖拉机对十区双合

乡、八区永安、脑包底乡及刘旺乡部分(翌年归察北牧场。今为该场宇宙营、沙沟

乡)草滩大规模机垦。年终全县在籍耕地面积2400000亩。70年代初期，响应党

中央“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号召，县政府提出“林上山，粮下滩”口号，为粮食上纲

要，多数社队开滩到边，开山到尖。1970年全县在籍耕地达到3360800亩。为耕地

史上最高数额。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三项建设占用的耕地令人吃惊地扩展，盲

目开荒、破坏生态平衡所致严重后果已愈来愈使人感到忧虑。

因张北这一方土地又面临着风蚀沙化的威胁，首先有弛理位置的原因，北

部、西北部搭邻的内蒙古，西部长城沿线的山西省邻县是沙漠化正在发展的地

区。但实践证明，人为活动原因才是风蚀沙化的主要原因。由于移民多迁，人口增

加，大量甚至盲目开滩种粮，过度放牧等，致使昔日的“天闲刍牧之场(玄烨《多伦

汇宗寺碑文》)”的坝上草原日益减少并退化。清朝末年县域王公马厂全部放垦，

牧地缩减，草原枯竭，蒙古牧民被迫迁往后草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天然

草场仅存2871470亩。草地在长期的生态演化中选择和繁衍了耐干旱抗寒冷的

植物品系，形成以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的草原植被，直到建国初期，这里仍是“骑

马草过蹬”，放牧牛羊的好牧场。

1957年以后，片面强调粮食生产，忽视了坝上土质气候等客观状况。1960

年5月，中国科学院河北分院组织综合考察队对坝上进行综合考察，考察队在

《张北高原综合考察初步报告》中称，坝上经济开发较晚，不仅耕作较粗放，且有

很大面积的土地未被开垦。省委、省人民委员会据此将坝上作为河北省重点垦荒

区，提出要把占地面积40％的草滩、草坡开垦利用起来，并组织各地标准台拖拉

机陆续上坝与当地农民的牛犋一起大规模开垦。1961年以后贯彻党八届九中全

会“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张北县开垦草场为农田的数量继续增

加，特别是1966年以后片面实行了以粮为纲，国家要求坝上多纳粮多做贡献，县



同时热情引导农民努力投入，积极发展稳产高产田。如郝家营乡建成了5000

亩旱作农业稳产高产田，1989年7月遇到卡脖旱后，别的村粮食有的几乎绝收，

而此乡几个村的水浇地亩产却达150公斤，旱作农田也达75公斤，与上年相比

分别翻了3番和1番。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取得明显效果。

1996年，全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完成。本着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原

则，开发土地3450亩，基本做到耕地利用总体动态平衡。严格非农业建设用地审

批，土地开发利用正逐步走向科学、合理、合法。

看过去，业绩辉煌，望未来，任重道远。在土地法光辉指引下，在各级党委、政
府正确领导下，土地管理、土地保护工作定会开拓一个更加崭新的局面。祝愿明

朝留给下一代的，将是一方宽松、欢乐、富庶的土地!



大 事 记

战 国

周赧王三十六年．燕昭王三十三年(前279年)

燕将秦开率兵北却东胡，燕国筑长城。

西 汉

元朔二年(前127年)

汉弃上谷郡斗僻县造阳地予匈奴。时张北县域地属造阳。

南北朝

北魏泰常八年(423年)

筑长城，备置戍卫。约同期设置怀荒等六镇。怀荒镇驻所今张北城。

北魏太安五年(459年)

怀荒等六镇遍遇旱灾。官府开仓赈济，告喻徙流者还归农桑。

唐

元复四年(904年)

契丹酋长耶律阿保机率军侵黑车子室韦，唐卢龙节度使刘仁恭遣养子赵霸

领数万兵前往救援。阿保机埋伏劲兵于桃山下(今野狐岭一线)，计歼其众，擒赵，

乘胜大破室韦。黑车子室韦时居于滦河以西、大同东北边外。

辽

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后

为辽代领辖地，隶属西京道奉圣州，州设户曹，是古代农田管理机构。



，其中

OO人

随从，给钱5000万。第二年十月，过地吃紧，选亲军800戍抚州，签枢密院事完颜

匡行院抚州。

大安三年(1211年)

七月 蒙古军破抚州。八月，蒙古军大败金军于野狐岭。此役，金兵号称40

万，阵岭北凭险拒守。有人向金军主帅完颜承裕献策：蒙军新破抚州，正忙于分战

利品，战马散放草原，可乘隙派骑兵突袭。承裕无主动出击勇气，坚持马、步大军

一起前进，方保万全。成吉思汗闻讯从容迎战。兵分两翼，开向野狐岭通道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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