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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山县土地管理志》编纂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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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山县土地管理志》历经三年多编纂，始辑成问世。

这是我县土地管理战线干部职工多年辛勤劳动和有关部

门大力支持、密切配合、共同努力结出的硕果。

“土能生万物，地可发千祥。”大地母亲早为铜山儿女

安排了优越的区位：铜山位于江苏省西北部，扼苏、鲁、皖

三省交界，环抱历史文化名城徐州市，素有“五省通衢”、

“苏北粮仓”之称。铜山有丰富的矿产和土地资源，京沪、

陇海铁路，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土地肥沃，交通便利，

风景秀丽，铜山人民得天时地利之宜。

土地是人类一切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源泉，它是国家

最主要的资源与资产。1986年是我国土地管理史上不同

寻常的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颁布，结束

了建国以来我国土地长期分散、多头管理的局面。从此，

土地是重要资源、资产的地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优化配

置、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日趋规范化、法律化。土

地使用制度改革，还其特殊商品属性，培育完善社会主义

地产市场，逐渐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土地管理意涵管辖治理，它既是一门行政、经济和法

律的国家管理，又是一门介于综合自然和社会之间的边

缘科学。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难度大、情况较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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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管理工作。这些年来随着法律、法规的日趋完善，我

县的土地管理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

就；但由于我县人多地少、土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等因

素，使土地显得十分宝贵。珍惜土地资源，管好用好土地

乃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盛世修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基于借鉴

历史、服务当今、开拓未来的共同认识，我县决定编纂出

版《铜山县土地管理志》一书，以期起到资治、存史、教化

的作用。《铜山县土地管理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本着详今明古、尊重历史的原则，客

观公正地反映了全县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较

翔实地记述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江

苏省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落实土地基本国策，服务经

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如实地反映了成绩和某些不足，使

读者能从一个侧面更好地认识铜山，了解铜山。这不仅

对专业工作者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而且必将对今后的历

史岁月发挥资治、教化和存世传代的作用。

本志据事直书，去粗取精，几经修改，方成专志。全

书凝聚了修志人员的点点汗水，然而毕竟初次经历，缺少

经验，差错笔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值此，我代表铜山县国土管理局，向所有关心、支持

和协助本志成书的有关单位和专家们表示深深敬意和衷

心感谢!
铜山县国土管理局局长拾景斌

200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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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坚持求实存真的宗旨，全面真实地反映铜山县土地管

理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为资政、存史、教化提供有益借鉴。
工、本志横分门类，纵写历史乱设有大事记、概述，附

录列后。中间正文共分十一个专章，按章、节、目三个层
次分别叙述，力求脉络清晰、条理分明，随文还适当配以
反映章节内容的图表。 ，一， ． ．

三、本志上限不定，根据内容所需适当追溯；下限一

般断至1994年底，为求得事物内容连续性，个别章、节记
述延至1995年。 ： ．

四、本志体裁，记、志、传、图、表、录并用，以专志

为主。 一． ，

五、本志历史朝代、纪年称号，一律沿用通称，并在括
号中加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纪年用汉字书写；新中国成

立后纪年改为阿拉伯数字书写。 ，．

六、计量单位，新中国建国前沿用当时旧制，建国后
多采用国家法定的计量单位。 ·

七、记述中涉及各种名称，首次出现时冠以全称，而

后用简称。

八、本志引用的资料，大部分为省、市、县各级档案

馆、图书室和有关单位所提供，一般均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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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山位于江苏省的西北部，环绕历史名城徐州，地处北纬

34002‘如34036’、东经116048’}一’117D434，北部濒临微山湖、与山东省

相邻；西部和南部与安徽省接壤；西北与丰县、沛县毗邻，东部与邳

州市、睢宁县交界j。全境东西相距82公里，南北相距63公里。铜

山扼苏、鲁‘、皖三省结合部：铁路、公路、航运四通八达。1994年区

划调整后，全县总面积为2 158平方公里，合3 237 000亩，总人口

1 285 636人，耕地面积为1 732 800亩，人均占有耕地1．48亩。现

辖29个乡镇、545个村民委员会、|3 900个村民小组4。≥

铜山历史悠久，境内出土的丘湾、高皇、小洪山文化遗址，属新

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晚期，距今已有四千多年历史。，．帝尧时期，铜山

称大彭氏国。春秋称彭城邑，是为称彭城之始。．秦改彭城邑为彭

城县。元废县称徐州瓯清雍正十一年，徐州升州为府，始置铜山

县。民国初年废府留县，铜山直隶江苏省。民国3年，江苏省置五

道，徐海道尹公署驻铜山。，民国20年．设徐州行政督察区，行政督

察专员由铜山县长兼摄。 ．．

·：
， ．吲 ．

．

．解放初期，铜山一度为山东省所辖，1953年4月恢复铜山县

建置，归隶江苏省徐州地区专员公署，1983年实行市管县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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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山隶属徐州市。

铜山位于黄淮海平原南缘，地处北温带，属暖温带湿润和半湿

润的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降水较为充沛，年

均降水量为869毫米，年最大降水量为1 360毫米；年平均气温为

13．90C，极端最高气温为40．1℃，极端最低气温为一23．3℃，年均

无霜期206天；年均相对湿度为72％，年均蒸发量为1 694．5毫米，

年均日照时数为2 423小时。

铜山原处汴水、泗水交汇的地方，在黄河未流经这里之前，境

域是山青水秀，土地肥沃。自1194年，黄河侵汴夺泗人淮后，六百

多年的时间内，黄河连绵不断的泛滥，黄泛冲积物埋没了原来的沼

泽土和草甸土，形成了黄泛冲积平原，改变了原来的地形地貌。而

今全境以平原为主，其间散布着低山丘陵。区划前，低山丘陵约占

20％，水域占10％，平原占70％，故有“两山一水七分田”之说。铜

山土地面积大，土壤类型复杂，全县共分5个土类、45个土种。黄

泛冲积母质发育的潮土占66％，低山丘陵石灰岩风化物发育的褐

土占30％，其他土类约占4％。铜山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农作物以

稻、麦、棉为主，是江苏省的重要商品粮基地。林、果、桑、畜牧、水

产等业也有较大的发展。矿产资源储量之多更是铜山的最大优

势，其中煤、铁产量居全省之首，年产原煤近2 000万吨，是江苏省

乃至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其他矿藏如石灰石、大理石、白云岩、

石英砂岩、铜、锰、白银、黄金等也有相当储量和开采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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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基础。在旧中国土地私有

制度下，封建官僚地主依靠占有大量土地，对贫苦劳动农民进行残

酷的剥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劳动人民推翻了官僚地主阶级，

进行了土地改革，从根本上铲除了封建主义土地私有制，实行农民

土地所有制。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彻底摆脱小农经济束

缚和解放生产力，党和政府又领导农民完成了一系列农村经济体

制改革，引导农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走集体生产道路，完成土

地所有制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即全民土地所有制和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土地和土地管理，为历代政府及其统治者所重视。在旧社会，

封建地主阶级政权靠征收土地赋税维持其统治，土地管理实为田

赋管理。春秋时代周王室对臣属土地征收产物称“税”或“租”。秦

汉时。田税称“田租”。宋按田亩征税，始称“田赋”。明、清时期，土

地管理是由县衙内钱谷房掌管。民国时期，各项税收素以“田赋”

为大宗，但地籍等方面管理和内容较为规范化。民国19年，国民

政府颁布《土地法》，民国22年，铜山公布《土地登记办法》，地政机

关发给土地所有权状书。民国36年，实施《公有土地管理办法》。

当时铜山曾先后设湖田局、田赋征收处、田粮地政科等土地管理机

构，负责农地调查登记，核定地价，评定土地等级，田赋督征，税契

过割等业务。

新中国建国后，铜山的土地管理是由民政等有关部门兼管，重

点抓建设用地管理，办理土地征用、划拨，协调土地补偿、搬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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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等管理业务。． 世纪 年代初期，由于法制建设不完善，土地,20 89

管理机构不健全，铜山一度出现了“建房热”、“毁田建窑热”，刮起

乱占耕地、滥用土地、违法用地的歪风，致使土地管理一度失控。

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

的通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后，珍惜和合理利用

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确定下来，全县上下广

泛掀起了基本国策和国情教育。1987年全面开展了非农业建设

用地清理、查处违法用地案件、整顿土地管理秩序的工作。1988

年建立健全了土地统一管理机构，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逐

步走上了依法用地、依法管地、统一管理的轨道，抑制住了耕地锐

减的势头，有效地保护了耕地。

四

地籍管理，是土地管理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建国初期，

铜山进行了土地清丈、定界、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工作。1988

年组建土地管理局，下设地政地籍股、测量中队，地籍管理得到加

强，县政府先后发布了《关于开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工作的

通知》、《关于乡(镇)村企事业建设用地确权意见》、《关于开展农村

建设用地使用权申报登记工作的通知》、《转发(徐州市土地权属用

途变更登记暂行规定)》、《关于做好土地使用权发证工作意见》等

文告。1990年开展详查补充调查，制订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

定基本农田保护区，进行村庄和城镇的地籍调查，颁发国有、集体

土地使用证，协调边界土地权属界线勘测与界定，调查处理重大土

地权属纠纷，为管理好土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根据马克思“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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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地租转交给社会，供国家支出之用”的理论，为了把土地使用制

度改革引向深入，铜山于1989年率先实施农村居民宅基地超标准

有偿使用，强化自我约束机制，引导农民节约、合理用地，兴建住

宅。到1991年，全县80％以上的行政村，把宅基地有偿使用作为

推动村庄建设规划、改造旧村址、建设新农村的巨大动力。同年根

据苏政发84号文件，全面实施县、乡、村三级企业及外市、县企业

用地有偿使用。1992年在国务院55号令发布后，铜山制定《关于

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通知》，依据国有土地两权分离的原则，

实施由政府垄断出让土地使用权的一级市场，在县经济开发区和

公路沿线，以出让土地作为主要供地方式，充分发挥土地资产所产

生的经济效益。
。

．。

，

．．

珍惜土地，合理用地，保护耕地是土地管理工作的中心。铜山

素有治水改土、保护土地的好传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煤矿

区农用土地日趋减少，农民生产、生活日益困难，县、乡政府在开源

与节流并举的思想指导下，加强对采煤塌陷地的开发复垦、综合治

理，开展塌陷地改造的科学论证，研究复垦技术，制定优惠政策，实

施复垦区域化综合治理，在改善生态环境、突出造地、节约耕地等

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1991年，铜山县先后被国家土地局评定

为全国土地复垦先进县，获土地利用优秀成果奖和科技进步奖；

1993年，铜山应邀参加在波兰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土地复垦研讨

会P． f。 ．． ．，

多年来，铜山在加强建设用地管理、完善用地程序、严格审批

制度、保障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用地、安置好人民生活等方面，做出

了卓越的贡献。在土地执法监察、依法管地、查处违法案件、创建

“三无”乡镇活动、开展“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等方面，也做了大量

工作，受到省、市的表彰与肯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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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土地管理工作任重而道远，铜山人均耕地

数量少，土地总体质量水平低，后备资源有限，保护耕地就是保护

我们的生命线。多年来土地管理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

一些地方和部门对乱占耕地、浪费土地、依法批地、依法管地等方

面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今后必须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

职能，不断改革和完善土地管理体制，要切实履行管理职责，依法

行政，严格执法。要把土地国情、国策宣传教育活动长期坚持下

去，增强广大干群的忧患意识，认真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保存方

寸土，造福后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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