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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白

准确的土地数据资料和人口资料一样，是：j家削定

一切重要政策的基础，是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依据。

我县人口多，人均耕地少，人地矛盾十分尖锐，在各个

方面制约着我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发展。长期以来，

由于放松了对土地的管理，造成了土地家底不清，土地

的数量不准，质量不明，权属紊乱的后果。这种状况很

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此，我县按照国

务院国发(1 9 84)7 0号文件要求，从一九九一年

三月开始，在全县全面开展了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互作。．

这项王作，在名，市国土部门的指导、帮助下，在县委、

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县属有：廷部门的大力支持，配

舍下，经县国土局历时两年八个月的艰苦互作，现圆满

地完成了任务、有史以来，第一次查清了我县土地资源

的家底。

《忠县土地》全面展示了这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成

果，是我县有史以来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第一部

土地文献资料。首次系统地阐述了我县土地家底状况，

． 1．



其中包括土地的数量、质量．权属和利用状况以及分布

特征，同时还就土地利用的方向和开发利用的潜力作了

详尽的分析、论证。全县各地各部门，应充分利用这次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成果，为发展我县经济服务。一是要

广泛宣传“十分珍惜扣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

地”的基泰国’策．，使全县人民都深刻地认识到我县膏人

多地少"、 “耕地资源严重不足”的县情，积极行动起

来，切实保护好现有耕地资源；二是要从我县土地资源

的状况出发，编制国民经济计划，制定有关政策．措施；

三是要迅速编制我县土地利用总体规戋Ij和城市建设总体

规划，依法、统一、全面、科学管理土，合理开发、利

用土地，使全县的土地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生产力；

四是要抓住三峡互程建设的良机，充夸利用调查成果，

搞好我县的开发性移民安置互作；五是要加快我县土地

使用制度改革妻：步饩，实行土地有偿有限期可流茹∞割

度，为建立规范的地产市场椽索新路子。

—．毒々，：j!{一一潞’～1-J。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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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菁

土地是人类重要的、宝贵的生产资料，是人类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的一切生产、生活都离不

开土地。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土地人均资源贫乏，党

中央，国务院把誓十分珍惜和合理剩用每寸土地，切实

保护耕地’’列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开展土地利用现状调

查，摸清土地家底是合理利用土地的前提条件，同时科

学的可靠的土地数据是编制国民经济计划和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的基础，是各部门制定规划争政府决策的重要依

据，是科学、全面管理土地的基础。 r

忠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是根据国务院(1 984)

70号、川府发(1984)203号和忠府发(1990)160号

文件的精神，按照《全国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

和《四川窟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范》的要求，在省、

市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下，在昙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

下，／JLl 99 1年3月开始，历经调查准备、外业调绘、 净

耕地系数测算．航片搜影转绘，土地面积量算．成果图

编制．成果报告畿编写，立卷归档等五作阶段，至i990

年l o月，全面完成了全县四十二个乡镇、780个村、 !连

个居民委员会．7个独立农林场共2 18 1。8平方公里的土

地利用现。骧调查五作：从而结束了忠县土地资源家底长

期不清的历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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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县土地》共包括四篇十三章。第一篇共五章，

是我县土地资源剩用状况的详尽反映；第二篇共五章，

是我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报告，叙述了各个阶段的

技术要点和成果质量；第三篇忠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互

作报告，是整个五作的概括和总结；第四篇为专题调查

报告及附录。

忠县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互作，在省、市国土局，

省国土勘测瓿刘研究所、西南农业大学等有关单位的指

导和支持下，在各乡镇党委、政府、村民委员会及广大

群众的大力配争下，颇剽地完茂全部王作。在此表示衷

心的感谢!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互诈，涉及面广、五作量大、政

策性和技术性强，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互程，由于作

者的水平有限，，时阕仓促，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

有关专家、学者，渎者给予指正，使之不断完善提高二

忠 县 国 土 局

忠县土地利餍现状调查领争小组

办 公 f 室办 公 f 雪：

一去^：．照+一目／l’，U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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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忠县概况

第一节地理位置

忠县位于东径1 07
o

32’4 2”至1 08
e

14’00圩，北

纬30
o

03’0 3叩至30
o

35 7 35"。长江由西南向东北横

贯全境，忠县地处四川盆地东部，长江上游。东邻五桥区、

石柱县，南与丰都县接壤，西连垫江县，北与粱平县、

天城区、龙宝区交界。东西长6 1．1舀公里。南北宽6 0．9公

里。幅员面积为2 1 81．8平方公里。县人民政府驻忠州镇。

全县辖2 3个镇，l 9个乡。

第二节行政区划史

一、政区沿苇

忠县，早在西周时，为巴蜀国地；秦朝属巴郡；西

汉始设·盎一县，王莽砖；改称溢江，均属巴郡；汉献帝对

改属永宁郡，粱大同六年于县设置临江鄂，属楚州：西

魏废二车子曼设置临磷，辖二郡三县，临江县袭蓝列临

江郡；唐贞观八年(公元S 34年)以州人巴曼予、 严颜

．5．



故，改为忠州。唐天宝初改年为南宾郡，唐乾元年初复

为忠州，属山南道，州都治地临汪县：宋初名忠州南宾

郡，属夔州路。南宋成淳元年(公元1265年)升为成淳

府，府治皇华州(今顺溪皇华村)，管五县。元朝恢复

忠州，至元二十一年改属重庆路。清雍正十二年升忠州

为直隶州，中华民国二年<公元1 9 1 3年)改名忠县夸

1949年12月7日忠县解放，隶属州东行署万县专员公署。

1 9{$3年一一1 9 9 2午隶属四砒省万县地区行政公署， 199 8

年后隶属四川鹰万县市管辖。

二、行政区娥

明代为7里2 9甲；清代2里20甲，清末预备立宪宣统

三年划全州l州l 8乡，至中华民国十九年改划全县为7个

区I《个乡，二十年刘5个区7i个乡镇．， 二十四年改区公

所为区署，改乡为联保，垒县划为3个区24个联保， 二

十五年划为4个区51个联保，二十九年奉行新县制， 全

县戋}j为29个乡，镇，三十牟分为4个区50个乡、镇，7耋O

个保。j 950年冬县按序数命名8个区1个镇。 4 3个乡。

l 952年全县为14个区、53个乡、镇；主§o_皇：掇蕊减荚!夏，

大乡列小乡，全县为6个R．!个镇、4 8个乡；1 9 37等设

置!：1：井区，全县为7{-：{1个镇毒8个乡。1 958年j}石宝，

汝溪合并为石汝区，奎县专‘，卜{＆j个蒗1 8个人民公社．，

．6．



l 96】年前后，体制调整，区队改称大队， 石汝区改为

汝溪区，并增设石宝、新生、马灌、新立、东溪和三汇

B个区及部分公社，奎县共12个区、1个镇、70个人民

公社。l 96 2年行政区列调整后，区．镇、公社均无变动。

19 84年撤乡建镇时，全县为6个镇84个乡。1 992年撤区

并乡建镇后，现辖新生、任家．洋渡、东溪、复兴、石

宝、汝溪、野鹤、官坝、石黄、马灌、金鸡、新立、双

桂、拔山、花桥、三汇、白石、永丰、窨井，黄金、忠

州2 3个镇和望水、善广．石子．曹家．磨子、成隆。涂

井、新场、金声、兴峰、丰收、高洞、黄钦、精华、庙

垭。泰来、两河．巴营，大岭l 9个乡、780个村、14个

居民委员会．734 4个村民小组．92个居民小组。

第三节自然条件

一、忠县气候

忠县属亚热带东南季风气候，具有温热凉寒，四季

分明；降水丰沛，日照较足，无霜期长的特点。据气象

部门1959年至l 392卑的气象资料表露号：

1、光照：全县太阳总幅射平均值为83。7千卡／C甲。年，

其中7月幅射值最大，为l 3．08千卡／踊2月 最小7乞：叠

7



现在l 2月，为2，49千卡／cM2。月。年平均日照为1 32 7．5

小时，最多的是8月达289．2小时，最少为l 2月仅 ll。5

小时。

2、气温：年平均气温“．7℃一一1 8．1℃，最热月是

8月，平均气温25．7℃·一29℃，最冷月是1月， 平均气

温为3．8℃-一7℃。忠州镇最高气温4 2．1℃，最低气温一

2。9℃。全年≥O℃的积温为6 6 36℃，最多年份为6 66 l℃，

最少的年份也有64 l 5℃，80％保证率为6 4 83℃。日平均气

温稳定通过l O℃的平均初日为3月3日，平均终舀为11月

29日，其间隔天数为272天，平均积温5897℃，热量十

分丰富。
●

低海拔地区，多年平均无霜期为34 l天，最长无霜期

为365天，最短的无霜期也有29 3天，海拔4 50未的拔山向

斜轴部地带，平均无霜期327天，海拔850恭的低山区，平

均无霜期为300天口

3、降水：由于县境内海拔高度。地形和地势不同，

降水量分布诲有所不同，一般随海拔高．妻，噬加而增大，

但增大的数值并不一致。 境内各地年均降水量多在

l】oO一一l 4 Oo!≈池舀々!；≥中西北。东北部山区， 猫耳

山书方斗山平均篮降水量多在l 300一一j 4 c o??’；深丘和浅

丘地区可达i 2￡0甄!麦产：江岸河谷．低海拔地区迭l i jG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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