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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力求突出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设概述、大事记、专志和附录。概述，综述

全市土情，统摄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列序建县以来

有关土地大事。专志，横列门类，纵述史实，结构形式一

般根据事物属性设章、节、目、子目四层；同一事物不同

的侧面，亦可交叉互见于他篇，但力求避免重复。附录，

收录有存史、备查价值的重要资料。

三、本志记事，贯串古今，详今略古。上限尽量追溯

至有史可考之初，下限至事物的终结，未终结的至1995

年。

四、本志历史纪年，建国以前用朝代纪年，夹注公元

纪年；建国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书中所述“建国”系

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解放"系指

1949年1月24日泰兴县城解放。

五、本志文字叙述，除部分引用古籍原作沿用文言文

外，其余均用语体文记述，并用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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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

六、本志叙述中涉及较多的名称和专业用语，在首次

出现时用全称，而后采用约定俗成的简称，如“中国共产

党泰兴市委员会”简称“泰兴市委”，“无违法批地、无违

法管地、无违法用地’’简称“三无’’，等等。

七、本志行文中所称“泰兴县"、“泰兴市’’，以1992

年10月16日(撤县设市)为界；“泰兴市(县)"以所记

事物跨及设市前后为定。

八、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1984年3月1日以前，均

以历史习惯记述；以后遵照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

九、本志所用数字，以1987年2月1日起试行的国

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等七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

用法试行规定》为准，除习惯用汉字表示外，一般用阿拉

伯数字。有些两数相乘不等于积，两数相除不等于商，是

四舍五入所致。

十、本志不设人物篇，在土地管理工作、活动中具有

重大影响的人，一律采用以事系入的办法载入有关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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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历来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替代的资

源。在生产关系中，它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之一。它既是

农业生产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资料，又是工业、交通、建

筑业、采矿业、商业及服务业的载体。因而没有土地，一

切就无从谈起，没有土地，生命也就消亡。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确立，又赋予土地不仅是资源而且也是资产的

新特点。

我国是一个人口多、土地少，耕地后备资源匾乏的国

家，以占世界总量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

这是一个极其严峻的现实。党中央早在80年代就把“十

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确定为我国

的基本国策，一再强调“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

线"。1986年6月25日，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从此，我国的土地管理事业，迎来了勃勃生

机。

泰兴，这块古老而又富饶的土地，早在西汉时代，我

们的先祖就在这片土地上开发、耕耘、播种、收获，生息、
1



繁衍，养育了泰兴人民的祖祖辈辈，她为祖国的经济建

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然而，土地是有限的，人们目前还不可能在地球之外

再造一分土地；在使用上又是排他的，用于农业就不可能

用于其它各业，反之亦然。就此而言，人们比喻“寸土如

金"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土

地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泰兴历来是一个土地偏紧的地区，总面积1426．16平

方公里，总耕地113万亩，人均耕地只有0．8亩。随着经

济建设的加快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土地已成为一艘

超载的航船，面对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的趋势，加倍珍惜和

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已刻不容缓，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必

须像保护命根子一样保护土地，确立惜土如金的观念，树

立强烈的土地忧患意识，顾全大局，思虑长远，造福子孙

后代。

泰兴市委、市政府对土地管理事业十分重视和关注。

80年代中后期，在改革的大潮中，相继成立了土地管理机

构，建立了统一管理土地和城乡地政的新体制。90年代

初，组织编制了全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了基本农田

保护区，加大了土地复垦开发力度，基本实现了耕地动态

平衡。土地管理工作逐步走上了依法、统一、全面、科学

管理的轨道。全市土地管理事业开始了由开创阶段向深

化改革和全面建设阶段的转变。

盛世修志，此为时矣!《泰兴市土地志》历经三年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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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数易其稿，即就付梓。这是我市历史上第一部土地管

理专志，也是我市土地管理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硕

果。我相信，这本志书的问世，将和其它志书一样起到资

政、存史、教化的作用，具有借鉴历史、服务当今、开拓

未来的深远影响，实在可喜可贺。

志书的辑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凝聚了

多方面的智慧和心血。省市领导多次莅临悉心指点，全体

编辑人员更是呕心沥血，奋力笔耕，为《泰兴市土地志》

的早日问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值此《泰兴市土地志》

出版之际，我谨代表泰兴市国土管理系统向一切关心、支

持《泰兴市土地志》编修工作和为之付出辛勤劳动的人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

但存方寸土，留与子孙耕!这是我最衷心的祝愿!

陈保桂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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