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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厅长 吴启成

《辽宁省土地志》的编纂工作，历经数载，现已付梓问世，我们感

到由衷的欣慰。对志书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o ，

’t 编修志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当代修志，欣逢盛

世。国家土地管理局高瞻远瞩，于90年代初就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的土地管理部门编纂土地志。这是一项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

业，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世纪工程，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土地志的编修，对于积累珍贵的土地史料，促进土地管理和开发利

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辽宁省土地管理局和辽宁 。

省国土资源厅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的要求，把修志工作纳入土地管理工

作的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做到组织机构到位，编写人员到位，资．

金到位，使土地志编纂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辽宁省土地志》是辽宁地区有史以来第一部土地专业志书。国以

土为本，民以食为天。古今中外的先贤圣哲、帝王将相以至平民百姓，

无不深知土地的至关重要。所以在历代志书典籍中，山川土地都有较详．

细的记述，有关土地开发、土地制度、土地赋税等资料颇丰，但却缺少

土地管理的系统资料。《辽宁省土地志》首开先河，着重叙述了土地管
’

理方面的情况，填补了辽宁地区土地专业志书的空白o

； 《辽宁省土地志》是一部全面、系统、真实记述辽宁地区土地和土

地管理工作的志书。该书以翔实的资料，如实地记述了辽宁地区古往今

来土地及其管理工作的兴衰起伏。因此，它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时代

特点和行业特征。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颁布和辽宁省土地管理局建立，到2000年这一时期对土

地实行规范化管理工作为主，上溯到有据可查的历史，对辽宁的土地资

源、土地开发利用、土地制度、地籍管理、建设用地管理、地价地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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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规监察、土地规划、土地管理机构等的历史和现状，都有比较全

面、系统、科学的记述o

《辽宁省土地志》是运用新观点编纂而成的资料完备的综合性著述。

它体现了志书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既有史料价值，更有实

用价值，具有较强的存史、资政、教化作用o《辽宁省土地志》的出版

发行，不仅能推动、促进土地管理的各项工作，也将直接为全省经济建

设和相关部门的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和资料。

志书往往反映着一个地方发展的历史过程，从内容上多以记述业绩

为主。但业绩只能说明过去，未来需要我们去开拓进取。作为新中国的

土地工作者，要以史为鉴，自觉地贯彻中央提出的“十分珍惜和合理利

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的精神，以宣传、执行国家

的土地管理法为己任，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再接再厉，开拓前进，不断

开创土地管理工作的新局面，续谱土地志书的新篇章。

值此志书出版发行之际，寄以上数语表示祝贺，并权以为序o

2001年6月15日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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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

记述辽宁地区土地及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状o

二、志书内涵。本志为土地专业志，举凡有关土地史料均

‘予收录，力求全面、完整，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应有尽有， ·

扣 ，：繁简相宜。在记述上，实事求是，求实存真，立足当代，详今
，

砩

略古，直叙其人、其事、其物，叙而不论o

·? 。三、体例。采用横排竖写的文章结构，横分门类，竖写始

末，设篇、章、节、、目，兼用述、记、图、表、录，文图相

衬，力求做到图文并茂o
， 四、门类。门类设置力求合理，即不但门类设置要合理，

各门类的相互关系也要合理，把资料编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形

成资料性著作。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o
’

F’

，．五、时限。本志上限定于1840年，．下限止于2000年初，

? 有的项目为记述其历史发展，可以上溯到有据可查的历史年

：。， 代，但记述从简。 一 ，。

，

‘．

。。

六、纪年。采用传统纪年和公元纪年两种方法，中华人民’

；。’ 共和国成立之前的纪年，一律先写朝代年号，后加注公元纪

。?
‘ 年；冲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用公元纪年。建国前、建国

， 后，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解放前、解放后，以1948年
， ’：11月2 El辽宁省全境解放为界o’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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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七、称谓。志书称谓使用第三人称。人物称谓，均按当时

名称书写，不冠褒贬之词。地理名称，均以当时称谓记述，括

注今用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除特殊情况使用全称外，一般以

新中国代之。

八、计量单位。历史上采用的计量单位名称，录用时保持

原文，’一般不作换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计量单位，按

照国家规定的计量单位，即采用统计部门使用的数据。统计部

门没有的采用土地管理部门的数据o

●影1√．．●∥¨，-1{暹乳爹—叠疆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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