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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遗物看，属辽金时代的遗存。 ．，

1 3，后六家子西岗遗址

遗址位于大屯乡代头村后六家子屯西南1．5公里处的一个

大土岗子上的耕地中。周围被树带环绕。遗址内有较多的青砖残

块和少量的陶片。遗址分布范围j东西4 O米，南北8 0米。

采集的文物有布纹瓦残块，灰色和黄褐色的压印短道纹陶片

及灰色的素面陶片。+陶片质地坚硬，火候较高，均为轮制。

据遗物观察，属辽金时代的遗存。

l 4、小茨勒营予遗址

遗址位于大屯乡大茨勒营子村小茨勒营子屯北2 O O米处的

耕地中。遗址东，西、北三面均为耕地，北3 0 0．米处有一条公

路东西穿过。

遗址内散布有大量的布纹瓦残块，灰色压印齿轮纹陶片，压

印小三角形纹陶片及灰色的素面带孔陶片。均为细泥质地，火候

高j轮制。遗物分布范围东西l O O米，南北8 0米。此外，遗

址内还出士了四个较完整的鸡腿坛(见本章第五节)，其中有互

个在肩部有契丹文字，内容不详。

根据遗物推断，属辽代的村落遗址。 -．

1 5、乌兰吐遗址

乌兰吐辽金时代遗址，位于丹岱乡乌兰吐村(屯)南3 O米，

处，该地原是果树园。东侧4 0米是郝、赵烈士纪念碑(见第三

章第二节)西南2 0 O米是乌兰吐古城，南是大面积的草原。

遗址有大量的青砖，布纹瓦残块，灰色和黄褐色的素面陶片

及黄褐色的附加堆纹陶片，还有陶器底残部和陶器口沿的残部，

陶器口沿多为大卷沿式，均为细泥质地。火候高，轮制。遗物分

10 1

II●l-l■r

I-r

����x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耕地日益减少的势头如不得到有效地遏制，必然

影响到粮食产量的稳定，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发展。因此，加强土地管理既

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大计。土地管理也是一门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

边缘科学，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情况复杂。土地资源生产潜力与人口承载量

的研究已成为当今有关科学家研究的热点，并为各级政府高度重视。自《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实施以来，土地纳人依法管理的轨道。土地是最

基本、最重要、最宝贵的有限资源，这一点不断被人们所认识。“珍惜和合理利

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已引起广泛重视。随着改革开放的

深入，改革土地使用制度，还其特殊商品属性，培育和完善社会主义地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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