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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舟山市普陀区土地志》历经两年耕耘，业已辑成付梓。这是普陀土地管理工作的

一件大事，为此深感欣慰，谨作此序。

“民以食为天，国以土为本”。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无不-9土地相连，古今中外概

莫例外。洪秀全以“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为口号举旗，起义风云席卷大半个中国，虽

败犹荣。孙中山把“平均地权”作为革命的一个基本目标，以图“共大同”。毛泽东从土

地革命入手，领导民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行耕者有

其田和土地公有制，为建设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的重要条件，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源泉和实现跨世纪发展任务的重要保证。依法管

好土地资源是国家的基本国策。

．普陀地处东海之滨、舟山群岛东南部海域，总面积6730平方公里，共有岛屿455

个，陆域面积385．05平方公里。境内陆域面积小，耕地更少。人多地少矛盾突出，且

土地后备资源贫乏，耕地尤显宝贵。千百年来，普陀居民几经迁徙，境域数度变迁，并

且受到封建制度束缚，土地资源未能充分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区人民在

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扬“精卫填海”的精神，大力围涂造地，依法治土。尤其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土地使用制度，认真贯彻《土地管理法》和土地基本国策，坚

持土地资源与土地资产管理并重的原则，实行城乡地政统一管理，合理用地，切实保

护耕地，为实现全区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舟山市普陀区土地志》以翔实的资料记述全区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管理

的历史及现状，为各级领导、广大经济工作者和土地管理工作者全面系统地了解普陀

地情、规划普陀未来以及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提供科学依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

远的历史意义。



本志的编成是编纂人员辛勤劳作，区史志办、各镇乡、区属有关部门和广大土地

管理工作者关心和支持的结果，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

我们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展望未来，党和国家的土地政策，为我们展示了土地

管理事业的壮阔前景，在跨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土地管理工作面临着日益发展变化的

新形势以及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继续发扬成绩，励精图治，求真务实，以

志为鉴，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综合利用，合理开发，坚决维护国土资源权益，形成管

好用活士地资源和土地资产的良好环境，以造福子孙后代。

舟山市土地管理局普陀分局局长 应先锋

一九九八年六月



凡 例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突出时代特色和海岛地方特色，以当代为重

点，系统记述历代土地制度的演变，全面反映普陀土地概貌。

二、记述时限。上限视资料而断，下限断至1995年，大事记及个别事物延至1996

年。

三、记述范围、内容。范围限今普陀区。内容，突出土地开发、利用、保护、管理，与

土地相关事物从略记述。

四、资料来源。当代有关“土地调查资料”；省、市、区及各有关单位档案资料；古

籍、古志记载及知情人口碑资料等。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五、编排按章、目、子目三层次，以类归属。用述、志、记、录综合文体。文字记述为

主，辅以图表。
’

六、纪年。1949年10月1日前用朝代年号纪年括注公元。后用公元纪年。记述

中的“解放前”、“解放后”，以1950年5月17日舟山解放之日为界。

七、计量单位。历代照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

八、建置及行政区名称。用当时行政建置名称。地名，用现行法定标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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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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