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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共嵩明县委书记杨立华

嵩明县人民政府县长 张建伟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50周年之际，由县土地局与县志办联合编纂的《嵩明县土地

志》与读者见面了。这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

成果，也是全县32万各族人民献给新中国50年华诞的一份厚礼。

在世纪之交，我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它的出版发行，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作用，实在值得祝贺!

《嵩明县土地志》，是我县第一部土地详情及管理的专业志书。

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应用历史唯物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嵩明土地

资源开发利用的历史与现状，土地管理的成就与经验，是一部资

治当今，有益后世的地方文献。它对帮助全县各级党政组织和干

部群众正确认识土地县情，珍惜每一寸土地，依法管好用好土地，

推进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

意义。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也

是不可再生的有限资源和十分珍贵的物质财富。随着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我县同全国各地一样，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o 1998

年，全县人均占有土地6．2亩，人均占有耕地1．01亩，嵩阳、小

街、杨林、四营4个乡(镇)人均占有耕地还不足l亩，而且土

地利用和管理中还存在不少问题。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我们必

须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进一步加强领导，提高认识，科学
I



民主决策，正确处理建设与保护土地的关系，科学规划，严格审

批城镇和村庄建设用地，进一步贯彻执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

土地，切实保护耕地"这一基本国策和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把

祖先垦殖几千年的土地保护好，管理好，一代一代传下去。只有

这样，有限的土地才能更好地发挥出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

效益，才能托起新世纪嵩明辉煌灿烂的明天，我们也才能无愧于

祖先，无愧于子孙后代。

当前，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和县第八次党代

会精神，进一步加快我县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伐，积极推进

科教兴嵩和依法治县的战略，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带领

全县各族人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作出新的

贡献而努力奋斗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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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嵩明县土地

资源、土地制度、土地开发利用及其管理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相统一。

二、本志断限，上起有资料记载的年代，下迄1997年。坚持

“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重点记述191 1年辛亥革命特别

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情况。

三、本志坚持横排竖写原则，采用章、节、条目体结构形式

和述、记、志、图、表、录诸种体裁进行编纂，以志为主。首设

概述、大事记；中按门类设志，以章、节为领属，条目为撰写实

体；附录殿后。

四、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事物。文字、数字、标点等，

均按国家有关规定书写。

五、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按历史纪年记录，

并括注公元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计量单位，中华民国及以前均按当时的计量单位书

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按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书写。

七、本志遵循“述而不议”原则，除“概述"外，只记史实，

不加评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历史文献和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图书

馆、嵩明县档案馆及县直有关部门的档案或志书，经严格筛选，

考辨入书，言而有据，但不一一注明出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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