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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土地

的合理利用，对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等诸多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句容山多田少水更少，俗称

“五山一水四分田’’，人口却逐年增多。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句

容人均耕地占有量呈绝对减少趋势。因此，确立惜土如金的观念，

坚持切实保护耕地和合理利用土地的基本国策，是每个句容人的

神圣职责和义务。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

的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和关心全国的修志事业。《句容市土地志》是

在全国修志热潮中编纂的，是在句容各行各业，尤其是土地管理

工作取得辉煌成就的形势下编纂的。从句容历代志书史料中，我

们看到了句容大地的历史面貌，看到了勤劳淳朴的句容人民辛勤

耕耘、改造句容旧山河的光辉历程。先人们留下的这一方风水宝

地，呈现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农工商各业大发展、城乡经济繁

荣兴旺的景象。 。

《句容市土地志》编修工作，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精心组织、辛

勤笔耕，将付梓问世，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这部志书客观

地、公正地、系统地记述了句容土地的历史原貌和变化，详细地记

录了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土地法规监察、地籍管理，以及机构

沿革等情况，重点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土地管理工作的巨大成

就；也如实地记载了土地管理工作中某些失误和存在的问题。．记

录过去，服务当代，更有益于后代。这部志书的问世，必将对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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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市土地管理工作、农业综合开发工作、农田水利工作、城乡建

设、交通道路建设和对社会的持续发展，起到良好的借鉴作用。我

们坚信，全市60万人民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一定会更加

自觉地贯彻执行《土地管理法》及有关法规，更加自觉地珍惜每一

寸土地，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的建设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句容市土地志》是句容历史上第一部土地专业志，是继新编

《句容县志》、《句容电力工业志》、《句容年鉴》(创刊号)之后的又

一修志成果，是土地管理部门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又一丰硕成

果。应当感谢全体编纂者和指导者。愿这部志书在“资治、教化、存

史"等方面的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句容市人民政府市长朱金贵
1997年6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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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全面、系统地记述句容市(县)与土地相关的自然、经济及土地管

理的历史和现状的专业志书。

二、句容于1995年6月撤县设市，为统一记述，1995年5月

前称句容县，1995年6月开始称句容市。涉及1995年的文字及

图表的表头均称句容市(县)。

三、本志地域范围，为句容市现行辖区。本志史料，上限不

拘，下限为1995年。大事记延伸至1997年。

四、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各类专章、附录等部分组成。专志

设章、节、目三个层次，子目按需设置，以黑体字表明，不列序号。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本末体相结

合，概述总摄全志，图表随文设置，照片集中采用。，

六、本志对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党派、机构、职务均以当

时名称记载，不冠褒贬之词。El军侵占时期所扶持的政权，本志称‘

作“伪政权’’。

七、本志计量单位的写法，解放前的仍使用当时的单位，不．

作换算。解放后的，均用国家颁布的标准单位。

八、本志统计数据，原则上以统计部门的口径为准；统计部

门没有的，以主管单位的数据为准。

j九、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朝代年号加注相～

应的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以公元纪年。本志所

用的解放前、解放后，是以1949年4月23日句容解放之日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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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志资料取自史志、档案、报刊、专著、口碑等，经鉴别核

实后录用，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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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句容市位于江苏省西南部，长江南岸，地处北纬31。377～32。127，东经

118。577"-'119。22’之间，东与丹徒县、金坛市毗连，南与溧阳市、溧水县交界，

西和西北与江宁县、南京郊区接壤，北濒长江，与仪征市隔江相望。市城区距

南京、镇江市区各约45公里。全市土地总面积1 385平方公里。
．． 句容三面环山，东望则连峰若海，南眺则重嶂切云，西临江浒，北接驹

骊，山丘起伏。近代地图上注名的山峰有159座，其中海拔200米以上的有

44座，北部大华山最高，海拔444．9米，南部丫髻山最高峰海拔410．6米。

群山分两大山系，南及东南属茅山山脉；北部为宁镇山脉o，诸山延伸为丘陵

岗地，是境内河流发源地和秦淮河水系、太湖水系和沿江水系的分水岭。东

部经洛阳河汇入香草河后流入太湖；中部经南、中、北河流经赤山湖，与句容

河、汤水河汇合流入秦淮河；北部经便民河、大道河流入长江。全县低山丘陵

面积广，平原圩区面积少，故而素有“五山一水四分田"之称。

句容历史悠久。西汉置县，隶属丹阳郡，距今已有2100多年历史。宝华+

乡丁沙地古文化遗存出土诸多文物表明，早在7000年前，这里就有农业氏

族聚居，繁衍生息，是宁镇地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文化遗存之一。

句容作为“南京东南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史书记载，三国时期，

这里就是吴国孙权的重要防地。宋代抗金名将韩世忠、岳飞等，在句容境内
， 抗击过兀术为首的南侵金兵。太平天国时期，句容是天京(今南京)保卫战的

门户，四乡百里尽战场，与清军在句容境内争夺达11年之久，两次挫败清军

“江南大营’’。抗日战争时期，以句容境内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是

全国六大山地抗日根据地之一，是新四军东进、北上、南下的重要枢纽和战

略通道。句容人民为打击侵略者，保卫神圣的土地不受侵犯，英勇斗争，前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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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继；无数英烈的热血洒在这片土地上，为民族独立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句容交通便利。沪宁铁路由东向西，横穿下蜀镇和宝华乡，境内设有3

个车站及货场一沪宁高速公路横贯东西，经白兔、东昌、陈武、大卓、黄梅5个

乡镇，陈武乡设有互通式立交桥一座。境内还有104、312国道和321、101省

道等重要公路。国道省道总长132公里，途经16个乡镇69个行政村。东距

镇江大港港口60余公里，西南与南京禄I=I国际机场相距37．8公里。邮政电

讯发展迅猛，实现交换程控化，开通了数汉字兼容的无线寻呼和移动通讯系

统。

目前，全市设建制镇10个、建制乡12个、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个，下

辖349个村民委员会、34个居民委员会。1995年末，全市耕地总面积

106．71万亩(统计数为72．6万亩)，人口为601731人，平均每平方公里434

人，人均占有耕地1．77亩。

1995年6月12日，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复：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句容撤

县设市，仍由镇江市管辖，实行计划单列。从此旬容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二)

句容地处北亚热带中南部季风气候区，冷暖湿润，四季分明，热量充裕，

无霜期长，雨水充沛，光照充足。句容历代以农为本，土地资源丰富，为省内

土地资源丰富的市(县)份之一。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土地资源，为农林

牧副渔的生产和农工贸综合开发利用，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发展潜力。

句容经济代有兴衰。旧志记载：句容从建县始，汉、晋、隋为大县，唐为望

县，宋为次畿，元、明、清为上等县，民国时期被列为“三等”县。由大县、望县、

上等县变为三等县，这种历史性的变化，表明了经济上的兴衰，而经济上的

兴衰，无不与土地有着紧密关联。兵燹不断，灾害连年，使人民群众流离失

所，土地荒芜，经济衰败。清末民初，县内有识之士，曾从南洋劝业会招来华

侨，开发土地，兴办实业，使句容经济有所复苏。日本侵略者侵占句容后，土

地被践踏，资源被掠夺，人民遭大难，使刚刚复苏的经济遭到严重摧残。抗日

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又挑起内战，民众负担日益沉重，经济更加凋敝，

贫苦农民在“糠菜半年粮’’的艰苦生活中煎熬。到1949年4月句容解放时，

全县粮食产量仅70640吨，人均不到500市斤。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群众，致力于经济建设，始终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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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农业列为全县的基础产业。50年代初就开始大力兴修水利，加强农田基

础建设。1952年兴建了苏南丘陵地区第一座小型水库——袁巷乡小马埂水

库；50年代末，全县八大水库相继建成，总库容量达26218万立方米，为农

业稳定增长打下了扎实基础。1979年又建成全省丘陵山区最大的提水站

——长江提水站。前后近二十年，年年治山治水，不断配套完善水利工程设

施，初步建成了扎根长江、江库相连、能蓄能引、能灌能排、调遣自如、综合利

用的水利系统，1989年荣获“全国水利先进县’’称号。水利建设的成就，大大

改善了生产条件，增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了土地的产出率，农业

经济年年有所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进行了农业经济体制改

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农业内部结构，经济效益显著提高。1990

年粮油生产进入了全国先进县行列，被列为全国首批商品粮生产基地县。

1995年全市(县)粮食总产近35万吨，比1949年增长了近4倍，油料3．64

万吨，生产总值达42．2亿元，财政收入达1．3亿元，农村人均纯收入2482

元，综合经济实力首次跻身于全国百强县(市)行列。

(三)

，．历史上，句容土地的利用，主要是水田和旱地，主产稻麦油料和薯类等

杂粮，山岗丘陵以自生林木为主，人造林面积较少。新中国建立后，荒山、荒

地的开发利用，成为句容土地开发利用的重点。解放初期，全县荒山、荒地的

面积有52．51万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25．36％。50年代初至1957年，县

人民政府把“查荒、灭荒"作为加快发展农业的重要措施，鼓励和组织农民大

规模开荒种植，全县耕地面积增加了125500亩，平均每年开垦荒地15680

余亩。60年代初，面对当时的经济困难，中共句容县委号召广大农民向荒山

要粮，向“十边”要粮。全县农民开垦荒地、荒坡种植粮食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成片的荒地、荒坡变成了耕地。70年代，全县又开展了大规模平整土地，填

塞沟塘，格田成方，劈山造地的工程。至1987年，全县开垦复垦耕地面积达

20余万亩。从80年代末，全县城乡土地统管以后开始以市场经济规律指导

复垦开发，本着“实事求是，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果则果，宜渔则渔’’的方

针，调整结构，注重效益。至1995年，境内大面积连片丘陵岗地已基本被开

发利用，发展农、林、桑、茶、果；低洼地区原有的屯水湖荡，经过逐年整治，也

基本成为粮田。1995年，全市(县)实际林业保存面积由解放初期的56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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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增至388700亩(含园地)，林木蓄积量达85万立方米。14个乡办林场、

60个村办林场的6万多亩林地均由荒山、荒坡开发而成。全市(县)现有茶

园面积43890亩，其中国营茶园10800亩、集体茶园33090亩，成为江苏省

重点产茶县之一。“金山翠芽"、“茅山炒青”等名茶闻名于世。全市还发展桑

园面积25575亩，蚕茧量达22760担；果园面积11205亩；板栗面积13300

余亩，经济效益逐年提高。

治理开发赤山湖圩区，消除沿湖农田水旱灾害，是句容南乡人民的长期

愿望。赤山湖是境内最大的自然湖荡，向称“水柜”，原湖周长120里，承受境

东南茅山、方山、、r髻、瓦屋、浮山、虬山和境东北仑山、武岐、空青、华山诸山

之水，总来水面积为806．13平方公里，下注秦淮入江。千百年来，经历代浚

垦利用，湖面渐小，湖底淤垫加快，滞洪面缩小，每遇山洪下注，沿湖常泛滥

成灾。虽经历代修筑整治，但仍不能彻底消除洪水对沿湖圩区的危害。新中

国成立后，针对该地区易早涝的特点，采取灌溉与排涝相结合，防洪与水土

保持相结合，有计划地在上游兴建蓄水工程。1974年秋，开始浚河建闸分

洪，将湖堤及南、中、北河改线，裁弯取直，湖堤加高培厚，并在沿湖堤内挖新

河。接着又在湖内沿河加筑内堤建水池，充分利用水面发展渔业生产。经过

整治，集防洪、灌溉、养鱼为一体。沿湖圩区，现已成为句容的“粮仓”；赤山湖

成为句容的重要的商品鱼生产基地，年成鱼量达100万公斤以上，上市量

60万公斤左右。

(四)

境内山区，环境优美，风景秀丽，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森林资源、药材资

源和矿产资源，具有开发潜力。

雄踞境东南的茅山，巍峨峻峭，洞天争奇，为江南名胜、省级风景名胜

区，是中国道教上清派的发祥地，被道家称作“第八洞天，第一福地"。山巅道

观屹立，山上林木葱茏，山坳泉水清澈，山涧溶洞成群，高山平湖，碧波荡漾，

山水相映，分外妖娆。茅山西麓的“新四军纪念馆"、“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

已成为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西北部的宝华山，群峰环绕，宛

如莲花，“林麓之美，峰峦之秀，洞壑之深，烟霞之胜"，堪称四大奇秀，为省级

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山中植被保存较好。著名古刹——护国圣化隆

昌寺，就坐落在山巅低凹之处，被佛教界称为“律宗第一名山"，是国内近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