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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

华亭县位于甘肃东部，关山东麓，东连崇信县，西邻庄浪县、张家川回族

自治县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南接陕西省陇县，北靠平凉市，具有居陇望

蜀、联络秦夏的独特地理优势。宝中铁路横穿境内，交通便利。县内九川六

峡，纵横交错，林丰草茂，物产丰富，矿藏富集，素有“陇上明珠”和“煤城

瓷镇”之美誉。 ，

．

·

， 华亭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北魏普泰

二年立华亭镇，以皇甫山有华尖山亭而得名；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置华

一．亭辱；一乒衾晕有3300多年历史9寸华人民共和国成章层仍置华赢县，1蝣婚’_撤县并入平凉市，1961年底恢复县置至今。建国以来，随着工农业生鹰的飞
速发展，河山原野显得更加妖娆妍丽o

4_ -。
‘ ⋯一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o《华亭县土地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事赅文直，资料翔实，

．。．h不妄褒贬，去粗取精，几经修改，方成志书。该志详细记载了本县政区、土地

资源、土地制度、地籍管理、建设用地、规划利用、地价、地税、地政人文、

法制管理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大事记略等方面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思想性、科

学性、时代性和浓厚的地方特色。尤其是详尽地记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取得的成效，

是一部有一定价值的专志。它是一部向广大群众进行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

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家乡教育的难得的乡土教材，对于后代了解劳动人民

过去所受之苦，懂得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继续完善土地管理和土地使用制

度改革，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必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华亭县土地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支持和帮助，凝

聚了编纂人员的辛勤汗水。他们在古无可鉴、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广征博采，

集腋成裘，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值《华亭县土地志》正式出版之际，谨向他们

表示感谢和祝贺!

开拓奋进，事在人为。过去，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披荆斩棘，辛勤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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耘，千秋繁衍。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同心同德，锐意

改革，再展宏图，创造出更加灿烂的业绩。

中共华亭县委书记 吴定军

华亭县人民政府县长赵成城

一r●一一～· 一一"¨

200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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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建诼华亭·绘出=幅光果套且惭画图‰．．，-n-．-。．．◆
随着各种事业的快速发展，农业建设、国家建设、集体建设、个人建房等

对土地的需求量与El俱增，人、地矛盾逐渐突出。中央及时制定一十分珍惜、

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逐渐推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全县土地管理人员在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

下，依法治土，经过多年的努力，．使乱占滥用耕地和浪费土地的势头得到有效

遏制，保持耕地面积基本稳定，保障生产和建设同步发展。坚持土地使用制度

改革，培育土地市场，逐渐把土地资源变为资产，积累资金，加快土地开发和

建设，在土地管理工作上取得显著成绩。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o国家土地管理局及时提出编纂土地史志的任务，

记录过去土地开发及管理的史实，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辉煌成就。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激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

情，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继续完成土地管理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艰巨任

务，促进土地事业的发展。为让人们了解华亭土地开发管理的历史，从中吸取

有益的经验教训，加快建设步伐，编写<华亭县土地志》是十分必要的。由于

历史资料比较缺乏，我们又无经验，难度很大。在各级领导的重视支持下，编

志人员学习福州市等土地管理局的编志经验和各地已出版的土地志，边学边

写，辛勤笔耕，数易其稿，终于成书。在编写过程中，行署土地管理处副处长

王渔珊几次到华亭，审阅稿件，具体指导；县地方志办公室等有关部门提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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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资料，支持帮助。在全区土地志编纂和土地局、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史办公室副主任姚发奎、原中

，土地志办公室主任何昌孚、地区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马维民等，都审阅

初稿，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在评审会上，行署土地管理处领导和专家学者对

送审稿肯定的同时，也提出许多修改意见，指导提高志书质量。我们衷心感

谢!

华亭县土地管理局局长辛易仁

1999年8月

一苫．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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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写原则贯通古今，详今略古，实事求是地记述土地制度和管理的

历史?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地管理和土地事业取得的重大成

就，突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变化。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体现地

方特色和时代风貌，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相统一。 §

四、文体文风采用规范语体文，记述体，以第三人称，据事直书。对人

对事评价，寓褒贬于事实之中。

五、计数计量计数悉用阿拉伯数字。公历(含20世纪50年代)和民国

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夏(农)历和清代以前纪年用汉字，加注公历。小数、倍

数、分数、山高、气温等均采用阿拉伯数字。历代度、量、衡及货币悉用当时

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度、量、衡用公制单位，土地面积采用平

方公里，平方米和亩。建国初的货币单位。万元”换算为元。

六、时空界限 上限因事而异：上溯至建县之始或事物发端，下限至

1997年底。个别未竞之事断至发稿。地域以现在县境(省测绘局1987年印制

的华亭县地图)为界。涉及县域和影响重大的事件，也越界记述。

七、称谓对历代疆域、官署、职官等，沿用当时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用正式命名。第一次用全称，以后用简称。所系人物，直呼其名。地

名用当时名称，已考确者加注今名。 ．

八、附录对华亭县发布的有关规定、告示、通知等，有的录全文、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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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或只记文号、名称、年月备查。

九、资料依据历史资料根据县志

资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数字，以县

详查及变更登记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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