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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五十年地契

清道光二十三年地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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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7年土地房产所有证

人晁去院依法拆除违法占地建筑物



安新县庆祝第二个“土地日”座谈会



安新县土地局庆祝“土地日”活动

《安新县土地志》评审会



安新县土地管理局《土地管理法≯咨询

安新县土地管理局庆祝“土地日”书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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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新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彩色)



安新县土地利用现状图

(彩色)



序

序

土地乃万物发端之母。人类社会的发展，无一不与土地息息相关，欲政

通人和。必先明地情而兴地利，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勤劳智慧的安新人民，

为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围绕

土地的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付出巨大的心血和劳动，在历史的长河

中，留下了不可泯灭的足迹。新中国成立后，安新县的土地管理事业循序发

展，特别是1986年以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颁布实施，

各级土地管理机构的建立，土地管理逐步走上了依法、统一、全面、科学管

理的轨道。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安新县土地

管理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安新县土地志》记述了近百年来安新县的土地资源、土地制度、土地

赋税、土地法规建设、土地管理机构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她以翔实的资料，

朴素的文笔，把安新县土地管理事业发展的过程，丰富多彩的奋斗历史及现

实的成就和经验教训，全面、真实地记录下来，旨在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为

服务当代，规划未来起到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

《安新县土地志》是安新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土地专业志，此书在编纂

过程中，编辑人员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辛劳．敬业和

拼搏为荣，用六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初稿。

随着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安新县的土地管理工作将以更辉煌

的业绩，告慰先人，无愧子孙。

中共安新县委书记

安新县人民政府县长 掳珲
I

一九九九年j≮月二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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