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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千秋大业。 ·

《承德县土地志》的编纂历时两年，五易其稿，经省级终审定稿，而今，

即将付印出版，实乃可喜可贺!我谨出片言，权以代序。

《承德县土地志》记述了自清初以来三百余年间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土地管

理的珍贵史料和现状，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结构严谨，突出了时代性、地

域性、专业性的特点。它是知识和文化的积累，给人以智慧的启迪，有益当

代，惠及后世，它是充分利用本县土地资源发展经济的科学依据，它是激发

人们热爱土地、保护耕地、提高基本国策意识的教科书，它是溯古鉴今，推

动土地管理事业发展的文献资料。本志书，通谷易懂，真实可靠，是一本很

好的土地管理工具书。‘

《承德县土地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针，以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力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资政、教化、存史"之目的，详今略古，较完

整、准确、系统、科学地记述本县土地管理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承德县第一部记述土地管理的文献，也是土地管理工作重要

组成部份，又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和系统工程，它填补了地方志书的空白，

丰富了地方志书的宝库。

《承德县土地志》可供您了解承德县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管理史，借古鉴

今，论今明后，为领导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资料，使读者深刻认识到，地

为国之宝，民以食为天，“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

的基本国策。封建社会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利用地租剥削劳苦群众。新

中国成立后，土地所有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实行了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而

随着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人地矛盾逐年突出，正确摆放“一要吃饭，二要

建设”的关系，加大土地开发力度，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依法管理土地

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在编纂志书过程中，得到省、市有关领导及专家的亲切关怀和指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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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县内外有关部门和知情人士鼎力相助，经编纂人员的艰苦努力，得以成书，

传诸后世，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承德县人民政府县长 吴庆国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六日



编写说明

一、《承德县土地志》编写工作力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县域内土地开发、管理的历史与现状，以达

“资政、教化、存史"之目的。

二、本着略古详今、突出现代史料的原则，上限不限，下限截止到1996

年，个别前后联系紧密的事件略有延续，期间涉及1913--1946年的县城(今

为承德市区)记事从略。

三、全志由卷首、专志、附录三大部分组成。卷首设序言、编写说明、概

述、大事记；专志按章、节、目、子目设置；附录中收集有关重要文件。

四、书中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第三人称进行表述，以志、传、记为

主，图、表、录为辅，只记不议、寓观点于事实之中。以1986年lo月国家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表的《简化总表》规范的标准，用简化字书写。

五、纪年。以“新中国成立"做为划界词语。界前采用历史纪年并夹注

公元，界后皆用公元纪年。
’

六、名称。文中所记人名只记名字，不冠他称。地名、朝代、机构、职

务均以当时称谓，不以现名代替。

七、数据计量。全书所用数字以统计局“统计资料"数据为主，辅以部

门补充或历史文载资料。计量单位，货币单位均以当时标准记述，不予折算。

八、数字书写均采用阿拉伯数字，对表示概念的数字，以及专用名词、成

语、习惯用语和古文中的数字均采用汉字。

九、本志资料来自县内外档案馆、图书馆、县(相关县)、部门志各种统

计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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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概 述

承德县地处河北省东北部塞外山区，跨北纬40。34706L41。27754一，东经
117。29’30甜一118633’24弦。东邻平泉，南接宽城、兴隆县，西靠承德市区和滦平

县，西北接界隆化，东北、西南分别与内蒙古宁城县、北京市密云县接壤，境

内东西宽89公里，南北长95公里，总面积3989．6平方公里。共设8镇、17

乡、421个行政村，3272个村民组，至1996年底共有134157户、468143口

人，其中农业人口为432004人。平均每平方公里117人。县城设在下板城，

距历史文化名城——承德市48公里。

据对境内历史文物考证，从旧时器晚期，这里就有人类生息。史料记载，

西周时属诸侯国(晏)，春秋至清初2000多年里，属中原封建王朝与漠带东

北少数民族的缓冲地，人类于此游牧，极少定居垦殖。清顺治年间，始有关

内饥民出关，垦殖谋生。随着“避署山庄"的兴建，四郊人口日增，雍正元

年(1723年)始设热河直隶厅，几经更迭，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改设承

德府，．周边10汛(稍大于今县境)由府直辖。中华民国2年(1913年)裁府

置承德县，辖5个警备区，日伪侵占时期设一街(承德街)、24个大村。抗日

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析出承德街设承德市。县政府机关迁出，经几次

迁移，1949年定于下板城。新中国成立后，初设11个区，几经划进划出，定

为今境。

承德县地属南部燕山地槽和北部内蒙古台背过渡带。地势北高南低，县

北部七老图山主峰南天门海拨1755．1米，南部滦河出境处为222米，山地丘

陵占总面积的94．6％，河谷陆地占5．4％。仅有耕地583076亩，故有“八山

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境内山峦叠蟑，有大小山峰4100多座，

多奇峰异石、天桥山、鸡冠山、朝阳洞名列“热河十大景”。滦河流经境内，

老牛河、武烈河、柴白河等分别从中南部汇入。

境内自然资源丰富，人均耕地只有1．25亩，而人均却有10多亩宜林宜

牧山场。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治理。森林覆盖率达50．79％。成为河北省林、果、

畜产品基地。并有丰富的水资源和适宜的气候，具有发展农业的广阔天地。已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