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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城区国土资源局办公大楼夜景。

尉为防城K大摧镇城“啦村I地褴胖项¨仟I。仪式现场参加Jf r仪^的

领导冉：从在节朽依次为卞必辉(K常井削ⅨK．左列)、邻采(f“政府剐秘

5K，^-儿)、菏政滕(fH『埘十资源局埘K．芹A)，严芝斯(1“陶L资源局副

肺K，矗匕)、黎噼(防城ⅨⅢ十资源局JnjK．左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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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一

2001年12月防城区国土资源局

挂牌成立．从左至右依次为：榻德

炳(副局长、左一)，秦江林(剧

局长、左二)，吴振棠(局长、左

=)、张绍远(副局长、左四)、唐

北(副局长、左五)、黎唏(副局

K左A)。

防被区常务副区长李兴

辉(右一)参加国土资源执

法监察大队滩营中队成立挂

牌仪式。

防城K圆i．资源局硒长挈

唏(巾)剐局K撮傅炳(右)、

是定口f【左)n·防城区河晴Jr

牡厦现场硷查J：作

卜：1．。p一赫1喜瀛



6．25 l：地日防城区倒十资源-0

硒在防破镇人民路设点寅传土地

管理法律法规霞传纪实。

fI井}Ix{hi I资源JI 1。作n【

刮阱城M“"耕地"啭删lI验

收豁止会

防城区土地管理局积极开展
基本农田划定T作。图为1996年

T=作人员在实地开展划定T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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鼢一 J
防城区土地管理局召开

1997年度工作总结大会。

土地监察执法



防城K同土资源埘派拿家到那

控小学举行地灾防清知识培训

套．

防城区国土资源局执法人员埘茅岭

乡毗邻海域非法用海进行清理整治，，

隰零舅移爹
．：= 。：：篁堕i茎夔量量～ ．

阱城M⋯1哳徘¨刈『cf}什

孝小浊采∥l‘j11_”帖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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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露挚晖》：
j叠玺r9：j

扶隆乡桂坝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工程是国土资源部、广西壮旗自治区地质灾害防治

示范工程．也是民心工程，凰为扶隆乡桂坝地质灾害点治理后的面貌。

6

防城K同土资源硒对{1=山乡=块石

i母域进}r清理

防城K国土资源局T怍人抽椿

八农村调处土地杈属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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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城区上地管理局1999年6月25H举办新《土地管理法》宣传晚会。

图为防城区同土资源局上作人员深^防城镇石坊调解土地权属纠纷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防城区土地资源和土地管理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内容上限一般追溯事物发端，下限至2001年底止，个别内容适当

下延。在叙述中尽量做到横不漏项，纵不断线。按照详今明古的原则，重点记

述当代内容。

三、本志以述、记、志、图表、录等为体裁，以志为主，叙而不论，行文用第三

人称。

四、本志采用章、节、目、子目编辑法，前设图片、目录、凡例、序言、概述、大

事记，中设16章，后置附录、编后记和编纂机构、人员名单。

五、本志记述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简称“中共”和“中共中央"，与本

志有关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简称“广西省委”、“自治区党委”、“钦

州地委”、“防城港市委”或“市委”、“防城县(区)委”或“县(区)委、”防城区土地

管理局党支部“或”党支部；“自治区"是指广西壮族自治区；使用“解放前"和

“解放后”是指1949年12月6日防城县解放前后的时间。

六、本志历史纪年，清朝以前用汉字，民国时期用阿拉伯数字，每段同一个

纪年多次出现均只在首次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计量单位，解放前用当时的单位；解放后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单位，表示数据用阿拉伯数字。

八、本志用规范的语体文。行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

于新编地方志行文规定》和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史志编纂语言文字暂行规

定》为规范。

九、本志所用的数据资料源之有据，一般不说明出处。

十、本志中凡出现“××年代”，均是20世纪××年代。



序 言

序 言

《防城区土地志》付梓出版了。这是防城区(县)有史以来第一部系统记述

防城区(县)土地管理历史和现状的志书。该志书的出版，填补了防城历史上

没有土地志的空白，可喜可贺。

防城历史悠久。防城古称闸寨，属南国偏郡，建县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

年)十二月十四日，105年后的1993年5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以

国函[1993168号文，撤销防城各族自治县，设立防城港市管辖下的防城区。

远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渔居于防城的茅岭、江山、江平等沿海，玟杯墩、交

东社山等处的渔家贝丘遗址可窥五千年前先民的陈迹。拦腰斩断江山半岛使

防城湾与珍珠港相通的潭蓬古迹河及白龙、石龟头、那梭等处的古炮台铭志了

昔日的壮举!从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交趾到迄今防城现代化建设，其间往事

越千年，无不记志着这片土地、海疆的历史和文明!但是，自古以来却没有一

本记载这片土地开发、利用和管理的志书，这是历史的遗憾。为了填补这个遗

憾，在防城区委、防城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防城区国土资源局经过多年的筹

备、修编，终于完成了志书的编写和印刷出版任务。这是防城区36万人民的

一件大喜事。

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世界上按5000万人以上的国家排列人均

占有耕地，中国排位倒数第二。江泽民指出：“必须坚决保护好耕地，我们是以

占有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

命线。"

防城区依山、临海、沿边，现行政辖区土地总面积虽有2445．35平方公里

(3668024．6亩)，然而耕地据2008年底土地变更调查统计，只有451030亩，

1



防城区土地志

只占土地总面积的12．3％，人均耕地只有1．25亩，人多地少，山多田少的矛

盾突出。因此，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

这一基本国策。

《防城区土地志》的问世，为防城区的经济建设各项重大决策提供了关于

土地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依据，为正确处理保护好耕地与开发利用土地彰明

了关系，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资料和有益的借鉴。借此，我谨代表防城区委、

防城区人民政府并以我个人名义对精心著述土地志的全体人员表示由衷敬

意!对关心和支持这一工作的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市国土资源局、各级领导、

专家、学者、出版社及各有关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是为序1

2

防城港市防城区区长 宾正迎

2009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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