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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土地资源历来是

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自然资源，但长期以来没有对土地资源进行过全面的调查，土地资源

详情不清，为了查清土地资源家底，国务院以(1984)70号文件对全国土地资源利用现状

调查作了布置，省、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相继以川府发(1984)203号文件、

绵府发(1988)67号文件作了进一步安排。我县土地资源调查工作，是于1989年6月接到

省国土局(89)川国土发字第14号通知后开始筹备开展工作的。

调查我县范围内土地所有权单位和使用权单位的土地权属界线、土地类型、数量、质

量、分布和利用现状，是按照全国《土地资源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和四川省《土地资

源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的，这项工作又称为土地资源详查(简称“详查”)

包括查清：

一、村和农、林、牧、场以及居民地外的厂矿、机关团体、部队、学校等、行政企事

业单位的土地使用权属，乡以上行政辖区界线，集体所有制土地与全民所有制土地所有权

界线。

二、现有土地利用类型及分布情况和面积。

三、按土地权属单位及乡行政辖区范围汇总，统计出全县土地总面积和各类土地面积。

四、开展土地利用现状评价，总结土地权属管理以及土地合理利用状况，提出科学开

发土地的意见和措施。

通过土地资源调查形成以下成果资料： ．

一、县、乡(镇)两级各类土地面积统计表和分权属单位土地统计表。

二、县、乡(镇)两级土地利用现状图和分幅土地权属界线图。

三、县级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报告，工作报告和乡级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说明书。

四、县、乡土地边界结合图表。

土地资源调查是重要的国情、国力调查。由于土地是农业生产的特殊生产资料，因而

开展土地资源调查，对推进科学管理土地、合理利用土地十分必要，对于发展农业和制定

国民经济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为科学管理土地奠定基础。

土地管理的核心是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HP国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依

法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土地使用权。但由于多种原因，长期以来所有权和使用权混乱、界

线不清、权属不明，土地管理失控，严重影响了各项经济建设和发展。根据土地管理《两

法》规定，土地权属是地籍管理的主要任务，经过调查，对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都要明

确界线、明确面积，并建立科学的档案管理体系。

土地管理的目的，是合理利用土地，提高土地生产能力，保持生态平衡。长期以来由

于忽视了人多地少，尤其是耕地更少的国情现状，致使土地失控，难以管理，造成耕地减

一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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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口增多，资源被破坏的严重局面。在这种状况下并未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视。为了管

好土地，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并将

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作为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这对于管好和利用好土地提供了

有力的法律保证。

二、为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提供信息。

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而土地的数量、质量、位置对农业生产作物布局、结构调

整，产品质量和经济发展显得更为重要，农、林、牧、药、果、茶各业的发展与土地资源

能力又十分密切。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对土地资源利用现状进行全面调查，取得准确的各类

土地面积，质量分布资料后，才能保证在经济发展中，正确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科学的指

导农业生产。在平武山区，农业结构十分复杂。查清林地面积，林地种类及分布状况，可

合理调整、决策林业生产方向；查清牧业用地情况，可正确引导畜牧业生产的发展；查清

耕地情况，可正确制定年度农作物播种计划和种植安排，可更加合理有效地对现有耕地进

行深度加工改良，以提高单产水平。

三、为搞好农业区划提供依据。

通过土地资源调查，可为农业区划奠定可靠基础。能进一步揭示出土地空间分区剿片

的客观规律，可按不同的农业类型区提出更符合实际的发展方向和具体措施。

四、为国民经济计划和有关经济政策制定提供重要依据。

国民经济发展计射的编制和有关经济政策的制定其最大的特点是对客观实际的反映。

土地资源调查取得数据、图表资料是对土地资源的客观真实反映，具有不可代替性，是大

量社会经济信息中不可缺少的一项资料。它不仅是制定计划、政策的前提，同时也是计划、

政策执行过程中用以控制活动、修改计划、调整政策的重要依据。

平武县幅员面积5974．4平方公里，境内构成以低中山、中山为主，低山、高山为辅的

山地地貌，这给土地资源调查工作形成大量不利因素。自一九八九年六月接受详查任务后，

在省、市详查技术指导组的协助、指导和县委、县府的领导下，我县于一九八九年下半年

开始筹备，一九九。年技术培训和试点成功后，相继成立了县详查领导小组和县详查技术

组，并抽调工作认真，业务过硬的土地管理员十八人，组成土地资源调查专业组。一九九

0年六月全县面上铺开，至一九九三年六月全面完成外业调绘、内业转绘、面积量算统计、

编制成果图、报告、成果资料立卷归档等工作历时三年半。一九九三年七月经省、市详查

技术组的领导、专家评审鉴定，我县土地资源调查成果达到全国。规程"和四川I雀“规

范”要求，获综合评分95．62分的优秀成绩，并颁发了《四川省土地利用现状详查成果检

查验收合格证》(附后)，对我县详查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承蒙省、市国土局及省、市详查技术组的领导、专家、学者的大

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出现失误，敬请广

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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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土地利用现状详查

成果检查验收合格证

平武县(市、区)从一九九。年三月开始，到一九九三年六月止，

按照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一九八四年九月颁布的《-t-_地利用现状调

查技术规程》的要求，全部完成了土地利用现状详查任务。经市(地、

州)组成的检查验收小组，全面检查验收，达到了全国农业区划委员

会、国家土地管理局和四川省国土局的有关技术规定标准。特发此

证。

绵阳市国土局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四El



第一章 本县概况

第一节 地理位置及行政区划

一、地理位置

平武县是绵阳市行政区域内的林业山区县。位于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盆周J11jt

山地区，县境界于东径103。50731／／,--．104。58’13”，北纬3l。59’37”～33。02741"2间，东西宽约

107KM，南北长约IISKM，幅员面积5974．36Kin2。相邻川甘两省六县，东接青川，南邻

北川、西界松潘，北连甘肃省文县，东南靠江油，西北抵南坪。县城地处涪江流域上游，是

通往著名自然风景保护区九寨沟、黄龙寺、王朗的主要交通要道。(见附图1—1—1，平武

县位置图)

县人民政府驻地龙安镇，位于东径104。31’33”，北纬32。24’35”，是全县政治、经济、文

化活动中心。

二、行政区划

平武县已有1713年悠久历史。据《晋书》、《资治通鉴》记载，平武县原名广武，“广

武”意指其地战乱频繁，干戈不息，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天下统一，三国归晋。

位踞阴平古道上的广武县、江油关已无武可言，遂取阴乎之“平’’、广武之“武”合而为新

县名“平武”。即“天下从此太平，永远休兵息武”之意。

平武县古为《禹贡》梁川之城，据《汉书》、《华阳国志》载，周、秦两代为氐、羌两

族聚居地。汉置刚氐道，属广汉郡，三国蜀汉分署平广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改

名平武县，唐将平武并入江油县，为龙州治；明嘉靖年间改龙州为龙安府f民国初年废府

留县。1935年4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占领县境，在平武境内建立了平武县、平

南县两个苏维埃政府，同年合并为一。1949年平武县解放。1950年1月5日平武县人民政

府成立，隶属剑阁专区(治今广元市)，后更名广元专区，1953年广元专区撤销，改隶绵阳

专区。1968年7月绵阳专区改名绵阳地区，平武县隶属绵阳地区。1985年绵阳地区撤销，

改隶绵阳市。平武县随着历史的变迁，县境区域曾几度变化，直至1963年以后才趋于稳定，

东至马掌关与青川县交界，东南至椒园堡与江油市相邻，南达六角顶与北川县相连，西间

雪宝顶与松潘县相毗，西北逾黄土梁与南坪县相交，北隔摩天岭与甘肃省文县相靠，面积

5974．36Kin2。辖六区(包括一个藏族区)一建制镇，共三十九个乡，252个村，1588个村

民小组。1992年撒乡并镇后，建制九镇十乡(附平武县政区图1—1—2，平武县、乡界线

接合图1—1—3)

一S一



龙安镇(县人民政府驻地)

古城镇 南坝镇 响岩镇 平通镇

豆叩镇 大印镇 大桥镇 水晶镇

阔达乡 坝子乡 高村乡 土城乡

白马藏族乡 木座藏族乡 木皮藏族乡

黄羊关藏族乡’虎牙藏族乡 泗耳藏族乡

区内有国营农门山林场总场包括黄羊林场、南坝林场、高庄林场、宽坝林场、国营老

河沟采育场，省级自然保护区——王朗自然保护区，绵阳市平武伐木厂，中国核工程物理

研究院材料研究所及一些县属企业。

据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县共181609人，每平方公里31人，居住着汉、藏、回、彝、苗、

满等12个民族的多民族县。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平武各民族人民，充分利用

自然资源，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以农、林为主，兼以牧、副、渔业，大力发展

茶叶、蚕桑、木耳、药材、旱烟等地区产品，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县城内驻有中国核工程物理研究院材料研究所，绵阳市属国营企业绵阳市平武伐木厂

2个独立厂矿用地单位。

附：平武县行政区划形成的历史沿革及变化状况的变迁历史年鉴表。

时 期 隶 属 平武县行政区翊形成历史沿革

秦统一中国后 蜀郡

设县级政区建置，县名为刚氐道广汉
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六年) 广汉郡

郡领县十三之序列十二．

东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 广汉属国 刚氐道改隶广汉屑国

分刚氐道为广武县(今南坝乡)和刚
蜀汉建兴七年(公元229年) 阴平(治甘肃省文县)

氐道，后又改刚氐道为刚氐县

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 阴平 改广武县为平武县

阴平郡
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 省刚氐县，仍置平武县

(治今江油市小溪坝镇)

北阴平郡
宋、齐两代 建置平武县不变

(治今江油市小溪坝镇)

升县置郡，名为江油郡(治南坝，这
后魏孝武帝

是县境建郡之始)

升郡置州，名为龙州(治南坝、此为
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

县境建州之始)

同年 江油郡 置平武县(治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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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期 隶 属 平武县行政区划形成历史沿革

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 隶龙州(治南坝) 废江油郡，置江油、平武二县．

废龙州置平武郡(下置江油、平武马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

盘、方淮四县)．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 改平武郡为西龙门郡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 改西龙门郡为龙州CV．称龙门州)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 龙州 省平武县入江油县(治南坝)

天宝无年(公元742年) 改龙州为江油郡

德二年(公元757年) 易江油郡为应灵郡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 改应灵郡为龙州

宜德七年 改龙州为龙州宣抚司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 改龙州宣抚司为龙安府

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 龙安府 置宁武县(治今龙安镇)

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 龙安府 易宁武县为平武县

中华民国2年(1913年) 川西道(治成都) 废龙安府，仍置平武县

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平武县苏维埃政
1935年4月11日

府．

中华民国24年～38年 四川省
平武县 ，

(1935年至1949年) 第十四行政督察区

1949年平武县解放

1950年1月5日 剑阁专区(治今广元市) 平武县人民政府成立

’1953钽 绵阳专区

1968年7月 绵阳地区

1985年 绵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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