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0843

贵港市土地志

贵港市土地管理局

广‘西久式t一经矽



贵港市土地

主编 黄金水

贵港市土地管理局

广西人民出版社

士
J匕、





·目 录·

／
．

‘⋯‘
‘l

’‘7 ：‘|

’j 。 目 录 ．

』‘
“

，

÷

， ． ．。

。

，

。

凡例⋯⋯、⋯⋯⋯⋯⋯⋯⋯⋯⋯⋯⋯⋯⋯⋯⋯⋯⋯⋯⋯⋯⋯⋯⋯⋯⋯”(1)

序言⋯⋯⋯⋯⋯⋯⋯⋯⋯⋯⋯⋯⋯⋯⋯⋯⋯⋯⋯⋯‘：?⋯⋯⋯⋯⋯⋯⋯(1)

概述⋯⋯⋯⋯⋯⋯⋯⋯⋯⋯⋯⋯⋯⋯⋯⋯⋯⋯⋯⋯⋯⋯”．．．．⋯⋯⋯⋯‘(1)

大事记⋯⋯⋯⋯⋯⋯⋯⋯⋯⋯⋯⋯⋯⋯⋯⋯⋯⋯⋯⋯⋯⋯⋯⋯⋯⋯⋯⋯(5)
。 =’

第一章建置政区⋯⋯⋯⋯⋯⋯⋯⋯⋯⋯⋯⋯‘：⋯⋯⋯⋯⋯⋯⋯⋯⋯。(13)‘

第一节建置⋯⋯⋯⋯⋯⋯⋯⋯⋯⋯⋯⋯⋯⋯⋯⋯⋯⋯⋯⋯⋯⋯⋯⋯(13)

第二节政区⋯⋯⋯⋯⋯⋯⋯⋯⋯⋯⋯⋯⋯⋯⋯⋯⋯⋯⋯⋯⋯⋯⋯⋯(16)
，

’’ 7 ’

儿

第二章自然环境”．⋯⋯⋯⋯⋯⋯⋯⋯⋯⋯⋯⋯⋯⋯⋯⋯⋯_⋯⋯⋯⋯‘(21)

第一节地质地貌⋯⋯⋯⋯⋯⋯⋯⋯⋯⋯⋯⋯⋯⋯⋯⋯⋯⋯⋯⋯⋯(21)

第二节气候⋯⋯⋯⋯⋯⋯⋯⋯⋯⋯⋯⋯⋯⋯⋯⋯⋯⋯⋯⋯⋯⋯”⋯‘(24)

第三节土壤⋯⋯⋯⋯⋯⋯⋯⋯⋯⋯⋯⋯⋯⋯⋯⋯⋯⋯⋯⋯⋯⋯⋯“?(27)

第四节植被⋯⋯⋯⋯⋯⋯⋯⋯⋯⋯⋯⋯⋯⋯⋯⋯⋯⋯⋯⋯⋯⋯⋯⋯(38)

第五节水文⋯⋯⋯⋯⋯⋯⋯⋯⋯⋯⋯⋯⋯⋯⋯⋯⋯⋯⋯⋯⋯⋯·：⋯·(39)

第六节矿藏⋯⋯⋯·⋯⋯⋯⋯⋯⋯⋯⋯⋯⋯⋯⋯⋯⋯⋯⋯⋯⋯⋯⋯”(39)

第七节 自然灾害⋯⋯⋯⋯⋯⋯⋯⋯⋯⋯⋯⋯⋯⋯⋯⋯⋯⋯⋯⋯⋯⋯(40)

第三章土地资源⋯⋯⋯⋯⋯⋯⋯⋯⋯⋯⋯⋯⋯⋯⋯⋯⋯⋯⋯⋯⋯⋯⋯(48)

第一节土地总面积⋯⋯⋯⋯⋯⋯⋯⋯⋯⋯⋯⋯⋯⋯⋯⋯⋯⋯⋯⋯⋯(48)

第二节耕地⋯⋯⋯⋯⋯⋯⋯⋯⋯⋯⋯⋯：⋯⋯⋯·：⋯⋯⋯⋯⋯⋯⋯⋯(50)

第三节园地⋯⋯⋯．．．⋯⋯⋯⋯⋯⋯⋯⋯⋯⋯⋯⋯⋯⋯⋯⋯⋯⋯⋯⋯(56)

第四节林地+．．．．⋯⋯⋯⋯⋯⋯⋯⋯⋯⋯⋯⋯⋯⋯⋯一⋯⋯⋯⋯⋯⋯⋯(60)

第五节牧草地⋯⋯⋯⋯⋯⋯⋯⋯⋯⋯⋯⋯“⋯⋯⋯⋯⋯⋯⋯⋯⋯⋯·(63)

第六节居民点及工矿用地‘⋯⋯⋯⋯⋯⋯⋯⋯⋯⋯⋯⋯⋯⋯⋯⋯⋯⋯(65)

第七节交通用地⋯⋯⋯⋯⋯⋯⋯⋯⋯⋯⋯⋯⋯⋯⋯⋯⋯⋯⋯⋯⋯⋯(67)

第八节水域⋯⋯⋯⋯⋯⋯⋯⋯⋯⋯⋯⋯⋯⋯⋯⋯⋯⋯⋯⋯⋯⋯⋯o(69)

第九节未利用土地··：⋯⋯⋯⋯⋯⋯⋯⋯⋯．．．⋯⋯⋯··：⋯⋯⋯⋯⋯⋯(72)

第四章土地所有制度⋯⋯⋯⋯⋯⋯⋯⋯⋯⋯．．．⋯⋯⋯⋯⋯⋯⋯⋯⋯⋯，(7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事

求是地记述贵港市土地和土地管理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做到资料

4性、思想性、科学性相统一o
”

二、本志内容上限一般追溯事物发端，下限至1995年10月27

日县级贵港市升格为地级贵港市止，部分内容数据统计到1997年

底，但仍以县级贵港市政区统计；另有部分重要内容适当下延。

三、本志以述、记、志、图、表、录等为体裁，以志为主，叙

而不论，行文用第三人称o

四、本志采用章、节、目、子目编辑法，前设图片、凡例、

序、概述、大事记，中设15章，后置附录、后记o

，五、本志中使用“自治区"是指广西壮族自治区，使用“解放

前"和“解放后"是指1949年12月4日贵港解放前后的时间。

六、’本志历史纪年，清代以前用汉字，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民

。国时期用阿拉伯数字，每段第一个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解放后用

公元纪年。

七、本志计量单位，解放前用当时的单位；解放后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计量单位，表示数据用阿拉伯数据。

八、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行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关于新编地方志行文规定》和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

史志编纂暂行办法》及《土地史志编纂语言文字暂行规定》为规
范o

。

九、本志使用的数据资料源之有据，一般不说明出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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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土地志·

尽记述了历代贵港的土地资源、土地制度、土地赋税、土地管理、

土地规章建设、土地管理机构变化等历史与现状，尤其着重记述了

土地管理部门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广西壮

族自治区土地管理实施办法》，全面开展各项土地管理业务工作，

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的历程。相信她的出版面世，将对各级领导尤

其是土地管理部门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推进土地管理事业的发

展，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起到应有的作用o

《贵港市土地志》编修历经三年多，去粗取精，几易其稿，方

成专志。编纂人员含辛茹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谨向辛勤

笔耕的编写人员及所有关心和支持过编纂这部志书的有关部门、领

导、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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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土地管理局局长黄金水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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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土地志·

察网络。土地监察员秉公办事，哪里发现违法占地苗头，就立即制止o 1989

年3月，市土地监察队成立后，严厉查处各类违法占地案件。土地监察力度的

加强，使全市违法占地案件呈逐年下降趋势。，j 1989、1990、1991三年全市发生

违法占地案件的宗数分别为318宗、7 110宗和86宗o 1993年3月，为充分发挥

土地监察为土地管理和经济建设服务的作用，贵港市土地管理局决定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三无”(无违法批地、无违法管地、无违法用地)乡镇活动。通过

开展这项活动，提高了土地审批者、管理者、使用者贯彻执行土地法律、法规

的自觉性，降低了违法占地案件的发案率。贵港市土地监察工作从此进入了主

动监察、防患于未然，将违法案件制止在萌芽中的新局面。 一，

地籍管理工作是土地管理的一项基础工作o 1988年8月，贵港市开始进行

国有土地登记发证，至1994年12月，全市除铁路用地外的国有土地发证工作

全部完成，共计单位发证17000本，个人发证16000本o 1990年4月，贵港市

开始农村集体土地登记发证，至1991年底，共核发集体土地证书223085宗，

总发证嬲7本。为摸清全市土地资源家底，搞清土地权属状况，贵港市土
地管理局于1990年5月至1992年8月进行了贵港市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这次

土地调查结果，贵港市土地总面积为3555．8平方公里，比历史沿用面积3533

平方公里多22．8平方公里，调查还分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居民点及

工矿用地、交通用地、水域和未利用土地等8大地类进行了统计，为全市国民

经济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贵港市地籍登记和地籍测量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地

籍管理专业人员，还获得了宝贵的较为全面详细的全市各类土地地籍档案，为

全市的土地管理工作更科学化、更专业化、更系统化打下了良好基础。

为切实保护有限的耕地，1992年至1995年，贵港市开展了划定基本农田

保护区工作，全市共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30个，保护片416片，保护块2489

块，保护面积达2Q56603．31亩，占水田面积的89．63％o为深化土地使用制度

的改革，贵港市在继续完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于1994年3月开始

进行城镇国有土地分等定级和基准地价测算工作，市地价评估委员会、市地价

评估事务所、市土地交易所先后成立，为规范土地市场，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

革，促进全市经济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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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 设桂林郡，郡治布山(今贵港市)。

汉 ，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7置郁林郡，郡治布山县(今贵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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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前期吴郁林太守陆绩在郁江南岸(今南江村)筑城。：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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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八年(634年) 始设贵州。’
．

一

’元和年间(80卜820年) 贵州刺史谢雕在郁江北(今贵港市区)筑城为
州治。

．．t

5







·贵港市土地志·

1951年11且，土改工作在全县分批铺开，至次年6月结束。土改中共

没收地主土地27．64万亩，按政策分别分配给无田地的农民。

1952年进行查田定产。经丈量，全县共有耕地132．1万亩，人均2．13

亩。

同年底，全县农村共建常年互助组66个，入组农户356户o ：

1953年．4月，调整与郁林县、横县、来宾县的县界，变更行政区划o

11月，组建广西国营西江机械农场，至1955年更名国营西江农场o

1954年3月，木梓区红朗乡成立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

合作社有农户15户，入社耕地68．5亩。

同年，广西农业厅直属贵县水产养殖场成立，经营东湖、石羊塘、汕塘、

胡芦塘、石桥塘、鸡头塘合计水面900亩。

同年，国家修建黎(塘)湛(江)铁路，在县内沿线分期征用土地，至

1956年，共征用土地2968．43亩o

1956年2月，，全县开展造林运动，共造林12．4万亩。

春夏，发生严重旱灾，全县受旱面积达59．63万亩。

同年，全县共建高级农业社248个，入社农户占总户数的99％以上，入社

土地一律无偿归集体所有o

1957年 10月，在木梓镇新莲村始建武思江水库，设计灌溉面积21．20万

亩o

12月，在蒙公乡平龙村始建平龙水库，设计灌溉面积21．61万亩。

同年，县人民政府号召垦荒复种，’全县共复垦耕地lO万亩，新开荒地

2．25万亩o

同年，始建平天山国营林场，经营面积6．93万亩o

1958年9月中下旬，郁江洪水泛滥，县内沿江受淹水田达15万亩。

同月，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当年全县共有耕地125．18万亩，其中

118．74万亩为17个人民公社集体所有。

同年，全县公私合营工商业一律过渡为国有企业，县城城镇土地实现国有

化。

同年，在亚计山始建国营亚计山林场，经营面积4．70万亩。

同年，在木梓公社良古大队始建良古牧场，经营面积2100亩。其中牧地

1863亩。
’

1959年改人民公社核算为大队核算，适当下放集体土地经营权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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