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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县土地志》即将付梓问世，由衷感慨!它全面、系统地记述邱县

土地发展历史和现状，系文化建设工程，填补了历史空白，首创土地专业

志书，为土地集约利用和经济建设服务，提供借鉴和运用，至关重要，服

务当代，惠及子孙，造福于民，千秋永铸。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是不可再生和替代的宝贵资源。

人类社会发展与土地息息相关。漫长的封建社会，土地为封建地主服务，

严重制约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深受剥削压迫的人民群众为争取土地合

法权益，多次进行土地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推翻

了帝、官、封三座大山，经“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又经过农业

合作化、人民公社，逐步把农民引导到集体化道路上来，土地成为集体和

国家财富，消除了土地私有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农业联

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尤其进入2 0世纪9 0年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给土地管理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赋予新的内容，土地管理部门，为落实土地基本国策，加强土地管理，查

处违法占地，实施耕地保护，深化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把单一的土地资

源管理转变到资源与资产并重管理。在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基础上搞活土

地二级市场，为实行国有土地资源的保值增值，管好用好土地，为全县土

地管理工作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邱县土地志》共分十二章，四十一节，八十目。本志横排门类，

纵记事实，述而不论，寓意文中。章下设节，节下设目，概括内容，

详略得当。■是编修人员历尽艰辛，入志资料广征博采，基础性工作

较好，二是设置篇目，三易其稿，尽力突出县域特点；三是编写中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序 言

现问题。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善于研讨，及时解决，加快进展，提

高志稿质量。志书再现了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反映了邱县土地发展

的历史和现状，具有资治、存史、教化之功能，是人民群众爱国爱家

爱j二地的“活”的乡土教材，应为珍视钟爱。

在此，对关心支持修志的邯郸市方志办、市土地管理局及邱县方志办、

城建局、农业局、水利局等部门表示衷心感谢!

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基武

一九九八年 月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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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指导思想：曝持以，§列t义、毛泽尔思想、邓小平理沦为指

导，运J}j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卜义的观点，力求达到思想·陀、资料性、

科学性的统一，真实汜述一卜地粤￡业发腱的历史和现状。

二、 内容编排：首设概述，总摄全志，其后分章，章下设’1，、F1

依次排列。政区建置、土地资源、七地所有制、土地使用制、地价与地税、

地籍管明!列前，土地舰划、建设心地管理、土地丌发与复缝、t地保护、

I：地j‰察、上地科技与宣传、土地管理机制依次后排。共十二：孥四十一一节。

后为大事记，勾勒历史脉络，术设附录。

：：、 时问断限：j：限尽量溯伞1挣物发端，下限为1997年。对某些

连续。陀烈的，需要说明萼f物原委的人i牡，记述仝搁笔Ij：。

世q、 记述原则：本志为通忠，义系专jIk志，贯通占今，洋今略占；

横排门类，纵记史实；采用第二三人称，客观公IIi记述；除概述略加评点外，

其余均寓意于记，述而一i论；大事i已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木体。

』I．、 体例运用：本志采用章节体，章下设节、目、子|-1儿个J二；次；

体裁采用述、汜、志、图、表、录六种形式，以忐为t。

入、 记述文体：采Hj规范的语体文记述，行文力求朴实、简练、

流畅。

七、 纪年方法：夏历和中困；7fl}代以fi{『历史纪年用朝代年号，』-IJ汉

字，中l圈民国纪年朋阿}迂伯数字，其后均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氏，芒和N

川公／已纪fF。历史纪年，公冗前，简称“河”，公元厉字样略。厂J份不清

者，以春、复、秋、冬记之。

八、 数字书写：执行l q家语文委等7部门联合公布的1 987 q-2 Jj

1 H起试行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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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计量单位：除在必要时照历史上使甩的计量单位名称外，其

余一律采用国家规定的计量单位。

十、 称谓简写：文中有关政区、组织机构、社团、会议、运动名

称等，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多次出现时，前有括注者，可用“简称”。

卉地名央注今地名。

十一、资料来源：以本部门文书档案资料为主，吸取必要的县志、

农业、水利、开发办、城建资料，有关记述邱县史书志籍土地资料，主体

记述土地事业发展变化、历史面貌与现状：同时，注意口杯资料的采访与

利用，以资料为基础，突出资料性，反映客观土地事物，再现它的面貌。



邱县位-j：河北省东南部，邯郸市东北隅，黑龙港流域上游，系平原。

周八县：东柯临眄、馆陶县，南接馆陶、曲周县，两界曲周，北连平乡、

J“宗、威县。东两广22．8公‘{三，南北袤38公晕。总面积448平方公晕。

1 997年辖2镇5乡，21 8个行政村，总人口1 95210人，耕地面积496959

i汀。

邱县历史悠久，土地资源的形成与开发具有其突出特点：其一、系典

型的黄漳河冲积平原。上溯4275年，禹自宿胥口凿高地引河水北流，经

令之邱境邱城、古城营两，向北折东北入勃海，大河经流1676年。商周

时期，漳水沿禹道北流，经古城营南、东、北，谓“衡漳”，受黄漳影响，

东部形成冲秘，F原，西部形成冲积扇下缘，以卉黄河为界，以东形成沙、

壤质土质，以西形成沙、壤、粘士质；二是土地早期开发与大河水利条件

有天。先民具有水利先决条件，约4000年前在此扑鱼、狩猎、丌发土地，

蟮植农桑，孕育着黄河文化，逐渐走向人类文明。殷商曲刷之巨桥、臣桥

仓(今古城营北)均属国家之首。武王伐纣，丌仓以赈殷民，共讨伐，纣

fi火，终成大业。巨桥仓的设置，表明当时农业Jf：发已先于全国其它地方；

．-三足j：地早期j|l：发带来地域性文明与发展。殷商之曲周(今古城营)集政

治、经济、商贸、交通为一体，已成为重要历史城邑。颇具盛名。至汉代

境内胃候固二三；高祖六年于占城营置曲删候凶：始元六年(前81年)于

南营置南曲候困：汉宣帝地节三年(自仃67)于邱城置平恩候困，封后父

Vt：J“汉为候、政治、经济高度发展。一地之内置候l崮三，为历史之少有；

旧是=}：地资源优厚。古黄漳iⅡ』经流邱境，形成冲积平原，除老沙河附近沙

质和17ti部柑质土壤外，大部为壤质七。全县土地资源面积673 l 83．5亩，

其-f·耕地496959卤，占总殖f积的73．8％，凼地16455．6亩，占总面积的

2．4％，林地16876．4亩，占总面积的2．5％，居民点及工矿用地68168亩，

【fl‘总由怫{的l 0．2％，交通用地1 5095．3前，占2．3％，水域29684卤，占

4．4％，术利用上地29945卣，占4．4％。水浇地33．8力‘亩，占耕地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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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旱地158959亩，占32％。全县人均耕地2．61亩，高于省、市、平

均水平，谓之“得天独厚’’，是发展经济的一大优势。土地资源，全县人

均5亩以上3 1个村，人均3．5．5亩的l 20个村，2．5．3．5亩的62个村，人

均2亩．2．5亩的3个村，人均2亩以下的2个村。

邱县自然环境适宜农业和多种经济的发展。属北温带，即大陆暖温

带，冬寒冷，夏炎热，春多风，秋少阿干燥。四季分明，光照充足，作物

生长期较长。季风转换明显，无霜期长。地势平坦，由东南向西北倾斜，

海拔33．9．40．8米，相对高差6．9米。境内东有老沙河，西有老漳河，为

时令河，用于排水和蓄水灌溉之用，全县井灌面积27．8万亩，地上水灌

溉6万亩；交通便利，邯(郸)临(清)公路从县境中部和新马头镇穿过，

106圜道由县境东部纵贯，于香城固交汇，为交通之要冲。东通齐鲁，西

接晋陕，南达豫皖，北抵京津，为经济腾飞发展起至关重要作用。境内土

壤分三个土类，五个亚类，八个士属，43个土种。

土壤高级分类：三大类有潮土面积559676．33亩，占耕地和未丌垦土

地的91．2％。褐土45064．63亩，占7．3％：内陆盐土9541．86亩，占1．5％。

邱县历史上以产棉著称，现为全国优质棉植棉大县，全国粮食基地县。主

产棉、麦，俗称“二白”，其次为玉米、谷、豆、小杂粮、花生、芝麻等。

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土地资源，为发展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孕育着

新的机遇。邱县是一个以农业为j：的县份，解放前均系旱田，现68％为

水浇地，过去耕作粗放，麦地轮作晒种，浪费土地现象严重，现改为精耕

细作，多为水浇地种植，麦地复种复播，复种指数200％，充分挖掘土地

潜能。县内耕地种植业产值虽高于全省和邯郸市的平均水平，但农业生产

水平与较高的县份相差很远，尚需努力追赶。

邱县土地制度变革，主要经历了封建时代、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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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阶段。土地私有制从封建时期延续到血十年代的初级农业社，土改之

日i『大量土地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土改之后，实现了“耕者有其阳”，彻

底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焕发了农民群众劳动积极性。从高级社到人民公

社，上地变为公有制，为集体农民所有，体制改革，同臻完善，稳定与发

展了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制度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关系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改善与解决，但最基本的是作用于土地资源之

上，正说明了人类赖以土地生存与发展。 一，．
邱县自汉代建置以来，封建土地制度经历了2000多年，封建统治阶

级长期依靠土地剥削JE迫农民群众，广大农民群众为争取土地，峰持彳i懈

的斗争，形成与地主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隋农民起义程名振(平

恩人，即今邱县)与窦建德曾破冀、贝、沧、瀛四州，后归唐，为名将；

明代刘六、刘七起义军久占邱县东部乡村，并转战数省：清代农民起义孙

全仁(邱城人)联合宋景诗和捻军等，曾攻破邱、馆县城等，其绩可彪炳

青史，但均未能解决农民的一卜地问题。新民主t-义革命时期，在党的领导

下．，把解决农民七地问题，作为其基本仟务。在创建革命根扔：地的同时，

对农民土地问题，采取了⋯系列重要举措，丌展了增资增佃，减租减息，

赎地运动，贯彻中央“五四指示”斗地蕾分罔地，后又奁补运动，填平补

齐。伞县贫雇农分土地1 0万亩，房2力．问。大车2000辆，牲畜7000头

和其他物资等，实现了“耕者有其用”，贫苦农民当家作了主人。从此消

灭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个体劳动者所有制所代替。

邱县1944年5月解放，是冀南最先解放的县份，系革命老区。因此，

农业体制变革较早进行。1943年大灾荒后，在党和抗H政府领导F，号

召农民群众组织变工队、互助组，男耕女织，误：f换工，生产渡荒自救，

着匝解决衣、食、住、行，E产't-活诸多用难，成为农业合作化萌芽时期。

1 944年复，县召J『：劳模表彰大会，对皂有成效的劳模潘会泉、王朝卡1：等

戴红花，奖励耕牛，激励发展前进。

新中叫成立后，逐步引导农民由农业合作化迈向集体化。1 950．1 952

年大力发展力：助组；l 953．1 955年由￡j恙常、睢自恭、宋成林、胡老梦等

带头办起初级社：1955年李金峨(李庄村)带头办起高级社，随后，全

县普遍办起联乡、联村社，入社农户占99％以卜。初级社时，土地属农

民私有，实行按劳、地比例分成，先“三、七”后倒“网、六”分成；高

级社时，土地归集体所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办社中曾出现“左”

的或“右”的倾向。1958年8月，邱县并入曲周县，根据中共中央“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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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邱境内建成马头、邱城、梁二庄三个政社

合一的人民公社，一切生产资料归公社，“一大二公’’管理体制。1959年

由公社统一经营改为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1年整社改为13个人

民公社。1962年3月恢复邱县建置，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形

成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管理体制。这一历史

时期，大的方向路子在摸索前进，成绩应予肯定，但主观意志超越了客观

规律，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弊端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1960年后出现了低指标(口粮)，瓜菜代三年困难时期，1963年又遭历史

上罕见的水灾，农业总产值下降不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上来，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打破旧的管理体制，解放生产力，农村实

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是推行定额生产管理，包产到户等。1980年

普遍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土地由农户承包经营j所有权与使

用权分离，土地使用制度又一次重大变革，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以户为基本经营实体，除完成国家规定的上交部分外，剩下的全部归已。

多数农户由温饱型变为富裕型，全县建成小康村147个，部分村仍向小康

迈进。“人变地变产量变，小康路上再登攀”正是客观现实的写照。

邱县历史上旱、涝、风、沙灾害屡屡发生，有时春旱秋涝，严重制约

农业生产，轻者减产，重者绝收，境内西部盐碱斥囱，东部(老沙河沿岸)

走风走沙，俗有“东沙西碱”之称，流传着“春天白茫茫，秋天水汪汪，

只听蛤蟆叫，大水淹高梁，耕耘撤汗水，不见粮归仓”。粮棉产量低而不

稳。为消除洪、涝、旱、碱四大灾害，1965年冬一1966年春根治海河时，

把治理老沙河作为骨干工程，县出工8000余人，1977年冬一1978年春，
再次扩挖老沙河，同邯、邢地区出工3万，完成土方519万立方米，境内

流域面积24．68平方公里，出境流量360立方米／秒，治理标准相当于二

十年一遇。并建有邱城、小屯蓄水闸，可灌田5万亩。1966‘年以后，大

搞了海河配套工程：一、按省规划，挖支渠13条，治理标准5年一遇，

以排沥涝：二是大搞“台田治碱lP9县海河指挥部在温庄村抓点、台ffl挖

沟，以淡(水)压碱，取得经验在贺堡、旦寨公社推广共搞台田8万亩，

粮食亩产一般达到400．500斤，成效显著；三是抓造林固沙，66年冬老

沙河沿岸植洋槐5000亩，1968年全县青壮劳力给老沙河大提实施胶泥盖

沙，加之村民封沙育林，起到防风固沙作用。经综合治理，基本上达到遇

早能浇，遇涝能排，各种灾害得到有效治理。部分沙地碱地变成稳产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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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1 98 1年8月l6日降雨246毫米，当即全县30万亩田禾被淹，但雨

后大搞群众性排水，利用河渠，发挥效益，使95％以上土地很快脱水，

获得秋季好收成。

四

l 987年8月，邱县土地管理局成立，为管好用好土地提供了组

织保证，结束了计划经济时期多头管理，只管批地用地，忽视管理

的状况，实现了对土地的统一集中管理，纳入有序的管理轨道。在

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县土地管理局认真贯彻

执行和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河北省土地管理

条例》及有关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结合邱县实际，以政府名义相

继制订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积极推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由

征拨、用地管理转变为土地的保护、利用、开发、整治全面管理，

改革由单一行政手段管理转变为行政、经济、法律和技术手段相配

套的科学管理。开展基础业务工作，大力推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实施为经济建设服务。1 987年8月l同，县人大颁发了((邱县清

理非农业占地若干规定))1号公告，随后县又制定了清理非农业占

地奖惩办法，经清理农村宅基地发证5．5万份，占应发证的92％，

收回2 l 8处，收取加交土地补偿费34 l 80元。清理集体占地和个体

联营户企业占地305个单位，发证222个单位。完成了全县673 1 83．5

亩土地详查，制订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翔

实的土地资料。1977年建立基本农罔保护区478个，保护面积474906

亩，占耕地总面积的95．6％，其中一级农阳2 1 8457亩，占保护区面

积的46％，二级农罔1 662 l 7亩，占35％，三级农田90232亩，占l 9％，

县、乡、村互签责任状，实施目标考核，制订乡规民约，实行全方

位管理。为加强土地管理，强化土地监察职能，加大土地执法力度，·

先后建立土地监察股、土地合议庭，为保证土地法律、法规的贯彻

实施和各类土地违法案件的查处起到组织保证。建局l0年来，累计

查处各类土地违法案件260起，解决各种土地纠纷230起。近几年

来在国家建设用地管理上，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使用权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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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转让暂行条例》和冀政(1 990)76号文件精神，国家建设用地实

行了定额管理和计划管理。1 993年开展清理整顿土地市场，清理出

县城隐形土地交易250宗，成交土地110亩，交易会额1 00多万元。

自l 994年成立“土地市场交易所”至l 997年，共出让国有土地使

用权7l 9宗，出让土地590亩，其中拍卖29宗，收合同出让金l 600

万元，收取土地收益金11 2万元，发生转让交易l 0宗，转让土地35

亩，转让金额25万元，土地收益金2600万元贷款抵押，抵押土地
33卣，抵押金额32万元。在深化土地改革中，由“三无变三有”即

国有土地使用权变为有偿、有限期、有流动的使用制度。领导班子

调整后，内抓队伍，外树形象，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完善土地

l_jj场。1 997年县土地管理局被河北省评为信仿工作先进单位。为规

范砖瓦窑用地，对此进行整顿治理，原有窑32个，占地56 1 7亩，

砍掉l 7个，保留1 5个，采用起土审批，签复耕协议，交付复耕押

会的办法，限期复耕还田，现已复耕l 500亩，鉴于东沙西碱，加快

了沙荒碱荒地的利用，1 992年全县有沙荒地3万亩，l996年已开发

2．42万亩，其中海河农业开发立项三期7000亩，总投资456．8力．元，

采用水、电、林、F只、路综合治理，综合受益，l 997年累计开发沙

荒地2．75力．亩。经济和社会效益明显。西部碱荒地丌发，主要是旦

寨、新马头镇、陈村乡等，六十年代初碱地8万亩，到l 994年，因

大地tt}水不畅次生碱地增加。增至14．8万亩，l992年碱荒地4．2万

亩，至1 997年开发30420亩，占碱荒地的72％。改造后的沙、碱荒

地有25％左右变成稳产高产田。波流固村平除沙丘28个，开发利用

沙荒地3000亩，宜农、宜林、宜果全面发展效益大增，变成有名的

小康村。为调动．丌发积极性，县政府制订了“谁丌发，谁使用，谁

受益”和“减免2．3年农业税”“免交村提留”延长使用期(一般为

30．50年最高不超过l00年)等优惠政策。到l 996年，全县“三荒”、

“四旁”(沙荒、碱荒、荒废地、村旁、路旁、坑旁、渠旁、)面积7．49

万亩已全部拍卖完。此做法得到邯郸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并在邱

县召丌了推广经验现场会，起到示范带动作用。l 996年按照县委、

县政府统一安排部署，县土管局丌发建设县城曙光路，投资l40万

元，建成长870米，宽1 0米的水泥路面，两侧l 740米下水管道，3 1

盏铁杆路灯，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县委、县政府授予“县城建设

功勋单位"奖旗一面。城镇土地定级估价工作，着重抓了县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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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头镇)和邱城镇，始于1 994年7月至1 997年6月，先后完成县

城l3．1平方公里和邱城镇1．3平方公罩定级估价工作。均提交项目

成果，城镇土地资源已进入经济市场，揭示了土地质量差异及经济

上的体现，为有偿使用土地提供了科学依据，促进了土地使用制度

改革，对科学管好用好土地具有重要意义，对各种收费，依照上级

文件规定，结合县内实际，相应出台了收费与管理文件，合理收缴

了地费，建局十年来共收缴各种地费46 l 5677元。土地档案工作加

强了管理和利用，通过专兼职人员的一致努力，已上升为省二级档

案管理单位，土地档案为各项建设事业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和依据，

填补了历史空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为土地管理注入新的活力，赋予

新的内容。为落实基本国策，在抓好建设用地的同时，工作重点放

在加强耕地保护和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上，实施资源与资产并重

管理，垄断土地一级市场，搞活二级市场，为国有土地资源保值增

值，管好用好土地，为开创新的局面，给予孙后代造福，携手共创

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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