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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县土地志》验收评审意见

1998年7月10日，濮阳市土地管理局组织协同市、县两级有关部门及专

业人员，组成<范县土地志>鉴定委员会，对<范县土地志>进行了评审和

验收。鉴定委员会成员在认真审阅了<范县土地志>送审稿，并听取范县土

地管理局修志工作汇报的基础上，充分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一致认为：<范县

土地志>在编纂过程中做到了领导高度重视，组织措施得力，分工具体明确，

工作效率高，篇目设置新颖合理，专业内容完备齐全，符合志书编写的基本

原则和要求o<范县土地志>的成书，填补了范县没有地方专业志的空白，对

指导全县其他地方专业志的编纂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o

<范县土地志>政治观点正确，指导思想明确，资料翔实，尊重历史，文

风朴实，语言明快，体例规范，图文并茂。特别是在记述范县土地资源类型、

开发利用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情况的同时，突出了“热爱土地，保护耕地”

的国策意识，具有鲜明的专业特点和地方特色，符合<国家土地管理局史志

编纂暂行办法>和<地方志编修暂行条例>的要求，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地

方志书。该志在全市处于领先地位，同意在吸纳鉴定委员会的意见修改完善

后正式印刷出版o

<范县土地志>鉴定委员会

主任：赵茂轩

副主任：张兰忠

副主任：刘敬环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日



<范县土地志>鉴定委员会名单

序 鉴定会

号 职务
姓名 工作单位 职 称 签 名

l 主任 赵茂轩 濮阳市土地管理局局长 地价评估师 搬邱
濮阳市土地管理局副局长 貉必2 副主任 张兰忠
市土地局史志办主任

3 副主任 刘敬环 濮阳市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妄印彳

4 委员 韩兵昶 濮阳市史志办秘书科副科长 编 辑 锦乒樟f'

濮阳市土地管理局土地志办

况2易5 委员 王亚力 助理经济师
副主任

濮阳市土地管理局政策法规

出揖6 委员 王宪恩 工程师
监督检察科科长

7 委员 王培勤 濮阳市史志办原主任 编 辑 虽锄
8 委员 何运兴 濮阳市史志办公室 编 辑 伯b置

濮阳市土地管理局土地志办 删9 委员 徐铁刚
公室

10 委员 郭文祥 范县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编 辑 新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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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王万才、王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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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化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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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王继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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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编、主笔：刘长义、卢培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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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股、执法监察股等单位。

校 对：刘长义、卢培先、范道奇、李安民、

陈庆军、孙丽君、姜彩枫、王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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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序

，土地是万物之源，人类生存之母，国家立国之本。因此，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无不

与土地密切相关，为占有土地的争夺，为土地收益的争战，为维护或扩大疆土的战争，构

成了人类社会，尤其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等活动，同时，为

如何获得对土地资源更为合理的开发利用，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内

容。

纵观历史。作为生产和生活第一要素的土地。它的地位和作用，无论社会处于何种阶

段，社会的任何阶层或个人，他们的一切活动，总是以土地为中心内容而展开。在漫长的

阶级社会中，特别在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度下，国家的统治者，代表着本阶级的利益，利

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占有着绝对的土地。无论是开明或是昏庸的帝王，则都是利用对

土地的占有和控制，对广大劳苦人民进行统治、压迫和剥削。有时，为维护其统治地位，

虽也不断调整土地关系和改良赋税办法，进行治国安邦。如，先后实行了井田制、假民公

田、王田制、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不立田制、租佃制等等以及夏之贡、殷之助、周

而彻的皆什税一制、初税亩、税亩制、租调法、租庸调法、两税法、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

制等等。而这些治标不治本的土地关系调整和纳税办法的变换，虽也在某一时期，起了推

动生产、缓解阶级矛盾的调和作用。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土地私有制度，土地的占有

权和使用权仍掌握在封建地主阶级手中，广大劳动群众仍无自己的土地可耕，或作奴隶、

或作奴仆、或作雇工、或作佃农，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这种人与土地相脱离的生产关

系，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合理发展，造成了我国社会长期的贫穷、落后的局

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和合

理负担的税收办法，进而又建立了土地公有制，人民才第一次从真正意义上做了土地的主

人。构成了切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使土地发挥了充分效益，于是，出现了人类历史

上的空前盛世。

范县这方土地，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五帝时代，先人们在此耕耘，承

栽着历代人的繁衍生息至今。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各代土地制度的变革。在历史上，

人们虽然十分重视对土地的争夺、经营和耕种，但对于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和管理，却

处于自发、散乱、无序的状态。只有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以来，通过对土地制度的改革，土

地的开发利用和土地的管理，才步入政策和法律的轨道。尤其1982年11月30日，将十

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规定为基本国策。并于1986年6月25日颁

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这一法规，不仅规定了对土地开发利用和管理的办

法、而且明确了成立全国土地管理机构，并赋于了统一管理全国土地的职能，从而使对土

地的开发、利用和管理，纳入了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的管理轨道。

范县土地管理局自1988年9月2日成立以来。遵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依法行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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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按照国家、省、市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对全县土地进行了管理，步

入了艰苦创业的历程。自成立止1996年的八年问，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上级业

务部门的指导下，全局干部、职工团结一致，得到了各乡(镇)领导及土地管理人员和广

大群众的大力支持。先后完成了县、乡、村三级土地管理网络的建立。全县土地利用现状

调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和保护、城镇和村庄地籍调查及建设规

划的制定，各类土地的初始登记和发证，确保了各项建设用地的征(拨)工作。其中．取

得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成果，并获得了国家、省和濮阳市土地局的奖励。1995年3月，制

定并出台了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一系列文件和规定，从而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要

求，使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特殊商品进入了市场，并纳入了依法管理的轨道。这在范县土

地管理史上实现了一次革命，并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

盛世修志，国有史、地有志，通贯古今。既是华夏历史文化的光荣传统，也是时代的

要求。范县土地管理局按照省、市的统一布署和要求，编写了这部土地专业志书，第一次

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范县土地资源与利用、土地制度与税费、土地管理与监察、土地保护

与规划等内容的历史和现状之概貌，是一部资料比较翔实完备的专业志。但由于水平、资

料和对历史变迁的知识所限，定有不少遗误之处，望请指正和填充。．

．志书的编纂，是一项复杂、系统而又艰巨的历史文化工程。本志所以能得以顺利成

书，承蒙范县县志办、濮阳市土地局及土地志办公宣王培勤、王亚力、徐铁刚同志亲临指

导和范县档案局、统计局、财政局、税务局、水利局、城建局、农牧局、气象局等单位，

给予大量人力和资料的支持，在此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范县这方古老的土地，先人已创造出灿烂的文明和光辉的历史。当代人乃至子孙后

代，有义务发扬光大，使之更加灿烂和辉煌。面对当今，人地逆向发展的矛盾，土地后备

资源严重不足，而且各项建设突飞猛进，仍需占用大量土地，在确保吃饭和建设的任务面

前，确实是“任重而道远”，十分艰巨。只有奋起精神，大胆开拓，胸怀大局和长远．立

足本职的实际努力，才能确保这方沃土的光焰。创造美好的未来。

妻警至警喜警嵩等蓑王继省范县土地管理局局长一一5



一、本志书为范

和现状，进行了如实

二、本志书反映

论，运用了历史唯物

法，实事求是，秉笔

代特征和专业特点。

三、本志书记载

原则，历史上与境外

四、本志书体例

述、志、图、表、录

源、土地利用、土地制度、建设用地管理、土地税费、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附录等部分。

正文共十二章五十三节，一百三十目，约三十余万字。以现代语体记述，力求语言规范，

内容完整。

五、本志书断限，上限追溯到有史可稽之初，下限断止1996年底。立足当代，侧重

近代，略疏古代，通贯古今，详近略远。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主，1986年后为

重点。

六、大事记为全书之经，列正文之首，以年系事与记事本末相结合，记述了范县有史

以来，有关土地制度、土地利用、区划变迁、土地管理、兵燹水患、土地税费和重大要务

等历史发展轨迹。概述为全书之概，力图以简约的文字，总括全书大意，使读者以较少的

时间。能略知一书之概貌。

七、本志书突出了土地资源及利用和土地管理及改革，旨在誓示世人，深知土地资源

之匮乏。强化合理用地乏意识，加强土地管理之手段，借鉴历史，服务现实，造福未来。

八、本志书所采用资料，以县档案局资料为主，兼容经严格审核和符合规定的调查材

料；各类数据以县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为准，统计数字阙如的，采用县土地局1990年土地

详查数据；引用志书为：<续修范县志>，系1934年(民国23年)张振声著修，<濮州州

志>，系1909年(宣统元年)高士英著修，<范县志>，系1992年编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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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志书对历史纪年沿旧称，清代以前，用朝代年号，中华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

加注公元纪年；建国后，用公元年纪年；所用计量单位，引用了历史旧亩、旧制俗称，不

作折算，建国后以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为准，土地面积多采用了市亩制(666．67平方米)；

志书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全书使用规范化汉字。

十、称谓运用：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如：范县人民政府，以后出现时，用成俗之简

称，如：县政府。建国前与建国后，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

十一、本志书人物记述，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和以事系人入志的办法，主要土地

人物设简介或以表列式记载，先进人物分为国家、省、市级三类编排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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