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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实事求是地记述柳城县土地资源及土地管理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由目录、凡例、序、概述、大事记、主体各章及附录

和编纂人员名单组成，采用述、志、记、图、表、录等体裁，以志

为主体，横排门类，纵写始末。

三、本志遵循贯串古今，详今明古的原则，记事上限溯源事物

发端，下限至2000年，个别适当下延。

四、本志使用“解放前(后)”一词，是指1949年11月24日

柳城县全境解放前(后)o’

五、历史纪年，清朝以前用汉字；民国时期用阿拉伯数字，均

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每段同一纪年多次出现时只在首次出现加注

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六、计量单位，1949年以前用当时的单位；1950年以后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表示数量用阿拉伯数字o

七、本志书引用的资料，大部分来自柳城县档案局、统计局、

土地房产管理局、建设局、水电局、农业局、林业局、乡镇企业

局、区划办、自治区图书馆、自治区通志馆、桂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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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柳城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偏北处，地处东经108050’～109036’19”，

北纬24P26 74，，一冲50’17”之间，东部与鹿寨县交界，东南与柳州市郊石碑坪镇
相依，南部、西南部分别与柳江县、宜州市相接，西部与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接

壤，西北、东北分别与融水苗族自治县、融安县毗邻，是广西重工业城市——

柳州市辖县。县城大埔镇离杉『州市中心56公里，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320公

里。县境东西横列呈块状，最大横距79公哩，南北纵距47公里，土地总面积

2109．78平方公里(2000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

柳城设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南朝梁大同三年(537年)建龙城县，

为柳城建县之始，宋景德三年(1006年)始更名为柳城，历宋、元、明、清、

民国至今一直均沿用此名。1949年11月24日柳城县宣告解放，先后隶属柳州

专区、宜山专区、柳州地区o 1984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改属为柳州市辖

县。至2000年，全县共设14个乡、镇，120个村民委，11个街道办事处，885

个村民小组，1190个自然村，总人口403500人，人口密度为191人／平方公里。

县境地势东西高，中部低。东北部属越城岭边缘，东西部岩溶山峦起伏，

西北部是九万大山末端，中部岩溶山与丘陵交错。地貌以岩溶残蚀型峰林平原

和峰丛洼地为主，低山丘陵插其中。丘陵面积为7．11万公顷，占全县土地总

面积的33．7％；平原面积6．5万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30．8％；山地面积

5．42万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25．7％，其中以石山为主，占全县山地面

积的64．96％，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16．69％；其它面积为2．

����x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柳城县土地志·

334天，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647．6小时，年平均降雨量在1300咖～1500mm之
间，自然条件良好。但雨水分布不均，河东多于河西，平地多于山地，降水年

际变化大，易涝易旱。全县自然植被属亚热带绿阔叶林，山岭、丘陵多为常绿

针阔混交林。

县内矿产资源品种多，藏量较大的有煤、铁、锰、耐火石、大理石、白云

石等，特别是煤，现已探明藏量1080万吨。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技术和

资金，采取国家、集体和个人一起上的办法，使境内煤、大理石、白云石的开

采已初具规模。
’

柳城县水资源丰富，全县有大小河流、溪流共24条，年径流量385亿立

方米。县内有中(小)水库69座，总库容为18849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

23．99万亩。

柳城县水陆交通便利，融江、龙江在县境汇合于柳江，风山乃融、龙、柳

三江水运转口之要埠。屯秋、枝柳、岔罗3条铁路穿越境内，设有5个火车站

和2个乘降点，国道209公路纵贯南北，宜柳高速公路由西南途经县境，20多

条县、乡级公路在县境纵横交错。公路、水路、铁路相互构成了四通八达交通

网。

柳城县通讯发达，乡、镇和大部分村委开通了程控电话，全县14个乡、

镇都先后开通了移动电话。全县电力能源也非常充足，距县城20多公里的糯

米滩水电站，年发电量5426万度，除保证全县用电量外还向柳州输送，实现

了全县村村通电。

柳城县的文化、体育、卫生、电视事业发展蓬勃，至2000年全县实现了

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柳城县土地资源丰富，开发利用历史悠久。早在隋唐时期就有开荒种地历

史，但被开垦种植的耕地很少，到了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只开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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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县一度掀起大规模的垦荒热潮，全县的土地开发利用初具规模。至民国28年，

石碑坪垦区垦民开发种植的耕地有1996亩，沙塘垦区垦民开发种植耕地有580

亩，无忧垦区垦民开发种植的耕地有2346亩，另外其他垦殖公司、场、社、
集体及私人承垦成片荒地29处共108499亩。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土地开发利用不断提高。县人民政府鼓励农民垦荒，并组织大规模的农、

林土地开发，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县境内先后建立和发展了四塘农场、柳城华侨

农场、伏虎华侨农场、石碑坪农场、凉水山林场和柳州地区畜牧场等6个较大

型的农林牧场，开发了198192．8亩土地作为茶园、果园、林地及耕地。中国

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

土地承包到户，采取所开荒的土地免征各种土地税费和谁开荒谁拥有使用权的

政策，极大调动了农民开荒造地的积极性，使全县耕地面积由1950年的55．45

万亩增到1999年的115．95万亩。农地开发带动了全县蔗糖、蔬菜、林果业等

各行业经济的发展，蔗糖业种植面积产量已位居广西第三位，成为柳城县的经

济支柱。解放后，城镇土地开发也得到了很大发展，仅工业企业开发用地就达

l万多亩。先后建成了广西磷酸盐化工厂、top,N地区制药厂、柳城糖厂、凤山

糖厂、露塘纸厂等一批区、地、市国营大中型企业，乡镇企业发展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已初具规模，仅乡办以上工业企业就达200个，开发用地面积达

2114．58亩。此外，全县14个乡镇集贸市场也全部进行了新建扩建，圩场开发

用地面积达224．97亩，城镇土地开发小城镇建设初具规模，仅大埔镇城区土

地面积由解放初期的600多亩扩展到2000年的6500多亩。

据1996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全县有土地总面积210977．62公顷，其

中农用地面积124923．23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35．48％；建设用地面积

10395．81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4．93％；未利用地面积75658．58公顷，

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35．86％。在农用地面积中，耕地面积数量最大，总计

69034．41公顷，耕地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分布在沙埔、太平、东泉、古砦、马

山、六塘；林地面积仅次于耕地面积，总计40793。8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9．34％，其中有林地面积20095．32公顷，未成林地面积12816．23公顷，迹地

面积12．79公顷。有林地主要分布在大埔、沙埔、东泉、洛崖和凤山；园地面

积是最少的，仅有3193．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51％，主要分布在沙埔、

东泉、马山、太平、凤山；牧草地面积有3995．14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89％，主要分布在太平、马山和洛崖；水面面积有7906．55公顷，占土地总

面积的3．75％。柳城县的土地资源就数量而言，是较为宽裕的，但大部分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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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城县土地志·

地属中低产田，因而改造中低产田，提高耕地质量不失为保护耕地工作重中之

重。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柳城县的土地所有制是以封建地主阶级占有为主的

封建土地所有制。明、清时期柳城县的土地分为官田和民田两大类。明万历年

问(1573～1620年)，柳城县有耕地面积199948亩，绝大部分是以官、民田地

塘形式存在。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柳城有官、民、学田地塘面积

163379亩8分7厘。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全县官、民、学田地塘面积共为

164298亩2厘。嘉庆五年(1800年)至清末，具有公有性质的官田．、学田逐渐

瓦解，土地所有制为地主大私有和农民小私有取代，一直沿续至1949年。据

民国时期统计：占全县农村5％以下的地主占有全县耕地面积的39．7％以上，

而占全县人口51．9％的贫雇农和贫农，只占有全县耕地面积的12．5％，大部

分贫、雇农靠租种地主的土地，受尽了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还要饱尝着

“地有赋、田有租、丁有役、产有贡、物有税”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之苦。

1951年10月至12月，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和征收地主、富农土地面积

96922亩，房屋3645间，分给15145户贫、雇农。1952年7月，针对土改政策

落实情况，对全县土地改革进行全面核查，并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土地改革

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分得土地的农民自发组织

起来，互助互帮，出现了互助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4

年2月，以大埔正殿村农民莫高标的互助组为基础，建立了全县第一个初级农

业生产合作社，到年底，全县已有34个初级社。1956年，又进一步发展成为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此，全县基本完成了对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

义改造，建立了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制。1958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

发布《关于在农村成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精神，将全县137个高级社合并

组建成16个人民公社。1980年，全县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土地集体

所有制不变。 ．

国有土地部分，主要是解放后接收、征收、没收国民政府在柳城县境内所

属公有土地，依法确定的公益事业用地、机关用地、城镇居住用地和依法征用

集体所有的土地。这部分土地，长期以来实行无偿、无限期、无流动的行政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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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拨的使用制度，造成大量土地被滥用和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局面。随着新形势

的发展，1994年开始，柳城县进行城镇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县人民政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令1990

年第55号)，结合柳城县的实际情况，在全县范围内推行“有偿、有期、有流

动”的土地使用制度，把土地推向市场，逐步建立了规范、有偿、优化配制土

地资源的机制，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赋予了土地勃勃生机。1995年至2000年，
全县通过有偿出让土地面积15905．6平方米，收取土地出让金970多万元。

四

柳城县历代统治者大都重视对土地的管理。民国时期，柳城县先后设有政

府第一科、地籍整理办事处、田赋粮食管理处等机构，主要负责地籍管理工

作。民国32年(1943年)，第六地籍整理办事处对柳城县城区、东泉、大埔进

行户地测量，同时进行土地登记发证，共登记土地面积1469亩，颁发证状书

2336张。解放后，土地管理工作先后由县农村部、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

民政局、农业委员会管理，但一直没有专门的土地管理机构。土地管理主要是

对土地税收、土地征用和划拨以及对土地进行测量、概查、普查等管理。1952

年7月开展了查田定产工作，同时开展土地登记发证工作，颁发了土地房产所

有证o 1959年和1981年，全县开展第一、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1984年，全

县开展土地利用概查工作。但对耕地的保护和管理跟不上，曾出现了乱占滥用

耕地的现象o 1965年至1968年，国家非农业建设征(拨)用地18宗，就占用

542．5亩耕地，1969年至1975年，共征地101宗，又占用了962．6亩耕地，

1976年至1986年，国家非农业建设征(拨)用地120宗，占用耕地2594．19

亩，加上农、居民建房没有管理措施，乱建滥用大量耕地，使全县耕地面积急

剧锐减。

1986年10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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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和技术手段相配套的科学管理。使全县土地管理工作进入新阶段。

健全土地管理机构，强化管理职能。柳城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后，随着管理

工作的进展，土地管理机构也不断健全。县土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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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二是实行年度用地计划管理制度，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经济发展需

要，合理制订每年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三是做到全程

跟踪管理，无论新增国家建设用地还是新增集体、个人建设用地，都坚持做到

从选址定点放线到建设竣工验收全程服务和跟踪管理，使非农建设用地管理纳

入法制化、正规化的管理轨道，既保证建设用地需要，又保护好每寸耕地。

1987年至2000年14年间，为国家非农业建设征(拨)用地271宗，占用耕地

面积5300亩，主要是自治区重点工程宜柳高速公路和国家“九五”重点工程

项目柳州市大埔水电站占用较多。而农村居民建房2万多宗，只占用406．4亩

耕地，加上实行“占一补一”制度后，柳城县的耕地总量基本保持平衡。

推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积极开发土地。随着新形势的发展，柳城县从

1994年开始，在全县推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县人民政府以《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为依据，从1994年5月开始了

清理整顿土地隐形市场，并以拍卖、协议等方式出让闲置国有土地使用权，从

而结束了柳城县过去无偿、无流动、无使用年限的土地使用制度，开创了土地

有偿使用的新篇章。至2000年12月，全县实行有偿出让土地面积共15905．6

平方米，收取土地出让金970多万元。

切实保护好耕地。柳城县在土地利用中注重“节流”的同时，还注意做好

“开源”工作。从1991年开始至1994年，4年问共新开垦耕地面积1．57万亩o

1995年至1997年，柳城县人民政府按国务院颁布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及

自治区《实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办法》的规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划定基

本农田保护区工作。全县共划定保护区14个，保护片129片，保护块1803块，

保护土地面积98．31万亩，保护率达90％。

划定土地级别，制定地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柳城县地产市

场发展迅速。为规范和培育土地市场，县人民政府于1995年8月成立地价评

估事务所，为土地交易进行地价评估，为企业兼并及土地抵押进行评估等有关

工作。至1999年，共进行土地出让、转让、司法仲裁等地价评估276宗，评

估土地面积14万平方米，地价总额2565．8万元，收取估价费8．73万元。同时

完成了《柳城县县城土地分等定级估价》项目，制定了柳城县城区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商业用地路线价表及土地级别基准地价表o 1998年，又完成了

《柳城县县城区土地定级估价》课题，使全县基准地价评估开始走向成熟。

科学编制了柳城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5年至1996年，柳城进行编制

《柳城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工作。由于这次规划存在着建设用地规划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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