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妻冀藿雾霎鎏耄萋蠹冀羹些 。l薹垂÷

萋；雾茎差i呈蓁茎耄；蓁蓁≤茎萋耋蓄季垂霎薹；i喜圣主雾：蓁茎蓁一薹霉薹

曼重蓁霎兰．．；三三乏主=塞蓁蓁霎薹蓁茎季薹蓁萋蓁羹蓁雾；i至萋茎蓁茎?三妻

耋i童霎薹雾差蓁蓁一『}；三i_呈i蓁蓁霎翳蓁季至主里至主i!鍪塞；薹耋

霞薹羹霎菱琴妻搴．差蛳雾薹霾?囊霆塞萋蓁蓁量耋薹薹二冀墓霎雾雾霉差i奏薹茎



《天台县水利电力志》编纂组织人员

编纂委员会

主任e陈统水

副主任：胡才考蔡小江陈岩英魏永强

委 员：陈统水胡才考蔡小江 陈岩英魏永强 戴炳初

范金道王洋利张金锻

办公室主任：戴炳初

编纂人员：

主笔：戴炳初

编辑：范金道王修治

制 图：赖肖东

摄影：陈式尧





磴名出秀逞芬芬拯呋吾人氐
不如夕～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曩水lU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68· 路桥区土地志

献”。并对区内土地管理工作作了分析，规定了一整套解决方案，有条不紊地

开展土地执法大检查。

1995年，通过突击性执法大检查和经常性检查相结合，对违法案件逐一

进行严肃处理，敢于碰硬。如路南上马村委会，未经批准即在耕地上建造四间

楼房，占地232平方米，地政科工作人员及时赶到现场调查取证，并没收了全

部非法建筑物。全区全年共查出各类土地违法案件945起，涉及土地面积

76．95亩，结案944起，结案率达99．89％。

1996年，进行了三次全面执法大检查和重点专项清查。全区共查出了违

法用地1390件，面积631．799亩，收缴罚款508万元。其中单位违法用地85

件(当年6件)，面积612．3亩，收缴罚款400．7万元，结案率100％；个人建房违

法用地1350件，面积19．499亩，收缴罚款107．03万元，结案率98％。查出各

类农业结构调整占用耕地140．284亩，其中有关部门批准的有69．205亩，未经

批准的71．043亩，使用情况为养鱼21．5亩，养蟹7．6亩，养牛蛙3．9亩，养鸡

3．44亩，取土制砖65亩。对上述农业结构调整违法用地均作了处理。

依法查处

对路桥、路南两街道和峰江镇进行查处 1995年春节后，分局抽调20余

人查清了自1992年至1995年以来各类建设用地单位372家，总用地面积

716．64亩。采用核查批文同实地丈量相结合的办法，并联系群众举报共查出



凡 例

一、《天台县水利电力志》的编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新观点、新材

料、新方法"实事求是地反映天台县水利电力事业的发展成就和经验教训，力求

发挥“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二、本志下限至1995年底，为了追溯水利活动，不作上限规定。本着详今略

古的原则，取事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三、本志以事分类，横排竖写，以横为主的方法编写。体裁分述、志、记、传、

图、表、录、相。置概述于首统其精，列大事记索其引，水利水电建设为全书之本，

其余章节辅之。人物生不立传，必要之处，以事系人。图、表、录随章节而列附。

四、本志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引用的史料，忠于原文。

五、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按当时的纪年称谓，在括号内注

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六、本志所用各级机构、单位名称，在记述中写事物发生时的名称。

七、对度量衡的单位，古代近代用当时的名称，新中国成立后换算成公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流通的人民币金额，均换算成1955年3月版新人民币币值。

八、使用地名以现行地名为准。历史事件所涉及的地名，概用当时的名称。

为了便于查对，在“天台县行政区域图”后附有“1992年5月撤区扩镇并乡情况”

一表。

九、本志使用的资料，大部分录自省、地、县及本单位的档案资料，亦有部分

采用其他单位资料和老同志口碑资料，均经考订审核，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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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1996]51号文

件《关于聘请土地监察信息员的通知》，经研究决定聘请了各乡 镇街道土地信

息员256人，并发放信息员证。这些监察员大部分是市、区、乡镇街道的人大

代表或政协委员，以及敢说真话的普通农民。他们分布在每一个角落，对所在

地的弃耕、抛荒、闲置和违法用地情况了如指掌，能经常监督举报，便于及时组

织查处。分局还以定期不定期地召开会议，布置任务，反馈情况 ，听取群众呼

声，提高了土地管理工作的透明度。

抓好土地管理信访工作，确 保民主监督渠道畅通 土地信访是指人民群

众以写信上访形式，向土地管理部门反映情况，咨询政策，揭发、控告、申诉问

题、陈述要求、提出批评建议等，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土地管理的一

种具体表现。分局成立以来 部分土地违法案件是通过信访工作中获得的。

1995年10月19日，经分局党组研究决定，建立路桥土地管理分局信访领导小

组，由一名副局长担任组长 ，实行了领导包干，专人负责，健全了信访制度，全

年来信来访共101件，结案率100％。1996年共收到群众来信64件，由专人负

责登记、办理，并及时完成上级交办信访案件，办结率达100％o 1995年度全

市土地管理工作考核结果分局评为土地信访工作先进集体，并已连续3年获

此殊荣。

开展“三无”乡镇创建活动 区人民政府以路政发[1996]139号文件《关于

开展创建土地管理“三无”乡镇活动的通知》，要求在全区范围开展以实现“无

违法批地，无违法管地，无违法用地”的“三无”乡镇活动。为了加强对创建土

地管理“三无”乡 镇活动的领导，成立了由区领导任组长，区府办领导任副组

长，土地管理分局 、监察局、宣传部、计经委、建设环保局、农林水利局、统计局

等有关领导为成员 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土地管理

分局内，由分局领导兼办公室主任。并要求各乡镇(街道)相应建立创“三无”

乡镇活动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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