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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湖县土地志》验收鉴定意见

《建湖县土地志》稿，共分5篇17章56节，约23万

字。该志稿观点正确，结构基本合理，资料比较翔实，地方

特色明显，行文符合志书的要求，经验收鉴定为合格。并

希进一步修改补充，争取早日出版。

盐城市土地志评审委员会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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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湖县土地志》验收鉴定委员会名单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序号 鉴定会职务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1 主 任 高鹤来 男 盐城市国土管理局 局 长

2 副主任 吴雨晴 男 盐城市国土譬理局 副局长经济师

3 委 员 李荣祥 男 市国土局办公室 副主任

4 委 员 杨志萍 女 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 科 长

5 委 员 陈予锐 男 市国土局编志办 副主任高农师

6 委 员 陆炳章 男 盐城市农科所 ． 研究员

7 委 员 田志海 男 建湖县方志办 副主任讲师

8 委 员 朱明安 男 楚湖县方志办 秘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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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J

易’1硝
江泽民同志指出：“编纂新方志，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而

是一项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不仅有近期社会效益，而且

可以产生久远社会效益的意义重大的事业”。建湖继《建湖县志》、

I：建湖人民革命斗争史》、《建湖县卫生志》等正式出版发行．之后，

《建湖县土地志》又付梓面世，这是我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

文明建设的新成果，可喜可贺。

建湖历史悠久，但县份年轻，肇建后才50多年，过去单独积累

的资料很少．几千年来，沧海桑田的演变，土地资产权属的更迭，资

源开发利用的兴衰，没有作过详尽记载。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合作

化、公社化的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土地发挥的

作用是前所未有的。县土管局重视这项建设，组织力量，内查外调，

广征博撷，加上县财政、税务、交通等单位的紧密配合，花了一年多

时闻，就完成了具有资治、教化、存史价值的专业首志，难能可贵，

从而填补了我县历史的又一空白。

土地是一切生物存在的基础，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场所，没有土

地就没有人类的存在。人们的衣、食、住、行、用⋯⋯都来源于土地，

土地的承载作用就好比人们常说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

人与土地的关系太密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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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时代的推进，社会的发展，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了，

这个矛盾就是人多地少。建国初，全县耕地面积人均尚有2．36亩，

到90年代中期，人均耕地只剩下1．14亩。党中央、国务院指出：

“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

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土地资源的县情，依法

管理好、利用好土地，做到’土地资源和资产管理并重，有计划地进

行综合协调，统筹安排耕地、林地和城乡建设用地。同时，要坚持不

懈地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增长。全县1154平方公里土地

好比一只大船，近80万人民都生活在这只船上，珍惜土地和计划

生育就是“同舟共济”。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湖人民历

经艰险，英勇奋斗，把这方热土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下拯

救了出来，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建设，制服了水患，改良了土壤，过去

的穷乡僻壤不复存在，农村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目

标指日可待。现在，我们正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理论为指导，在积极发展城乡经济的前提下，紧绷保护耕地这根

弦，努力挖掘存量土地的潜力。加大废弃地复垦力度，使耕地总量

保持动态平衡，为建设一个新建湖而努力奋斗。

(作者系建湖县人民政府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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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参1及舫
I

《建湖县土地志》，从1995年开始，组织力量，内查外调，搜集

资料，进行篇目设置，动笔编写，三易其稿，到1997年底巳成书付

印。这是我县土地管理事业中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土地是一切生产和社会活动的基础，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不

可须臾离开的物质基础。编纂土地志，借前人之鉴，通古今之变，鉴

古知今，继往开来，为我们提供科学的土地管理决策依据，为后人

土地管理工作提供翔实的历史资料和真实现状，是一件非常重要

和有深远意义的工作。我们在国家土地管理局和省、市国土管理局

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二年多时间的努力，完成了这部专业志书，经

市局和市志办以及县志办有关专家鉴定，认为这本志书，应用了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比

较系统地记载了建湖县境内土地管理事业的历史和现实，并且比

较严格地按照部门志的要求，记述了建湖县境这块土地沧海桑田

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具有建湖地方特色。它为我们抢救和积累了不

少有关土地方面的珍贵史料。我们要十分珍惜这一重要成果。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确立，对土地资源和资产管理，任重而道远。编修土地志首先

是服务当代，它是我们认识土地，把握县情，科学、系统、全面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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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理的必备资料。我们要依据这些资料，在今后-r_fF中，进一

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治本之策，按照“两个根本转变”的

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用地方式转变和土地管理改革，努力实现耕

地总量的动态平衡，为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事业，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县国土管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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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建湖县土地志》是部门首编专志，有独立传世之

功能。在编纂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的原则，

立足当代，略古详今，体现地方特色。

二、全书以志为主，辅以记、图、表、录。纵向记述古今

大事，以年月为序排列。横分门类，以类系事。层次分篇、

章、节、目。

三、志书的年代断限，上限不限，下限至1994年12

月。各篇章的时限视资料而定，不求一律。为保持事物的

完整性，特殊史料作上溯和下延。

四、志书在行文中多有简称，如“建国前、后”或。新中

国成立前、后”，均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前后的简称。类似用语，一般均前有全称或后有括

注。

五、志书所载地名、机构称谓，均按不同时期名称记

人。对个别史称，则括注今名，以明区域范围。1983年前公

社、大队、生产队，与现设乡(镇)、村、组建置等同，其辖区

范围和功能基本一致。

六、志书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某些史实考虑到时代

特征，则适当袭用旧辞，以保持历史资料的原貌。凡需注

释，均列篇后，以便查考。 ，

七、鉴于县土地管理局成立时间不长，人物不作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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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相关部分以事系人，予以记述。

八、志书中的计量单位，执行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有关规定，数字使用阿拉伯字填

写。个别事例，不违史实。

九、志书中有关土地面积，一般仍以县统计年鉴数据

为准。1986年土地详查面积，也作必要记载。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1

概 述

建湖，位于江苏省东北部、盐阜平原的中西部，四周与盐城、射

阳、阜宁、淮安、宝应等5县、市、区为邻。全县辖6镇12乡，有汉、

满、回、朝等12个民族，共79．53万人口，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

99．98％。幅员面积1154平方公里，地处东径119。33’"--120。05’、北

纬33。16’～33。41’之间，属亚热带北缘，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

期212天，自然条件优越。县境属苏北断拗带组成部分，平畴沃野，

陆地占总面积的77％，水域占23％。串场河东，银海茫茫，是历史

上的植棉基地；中部圩区，稻谷飘香，是大米小麦的重点产区；西部

沿荡，水域广阔，苇荷碧翠，一望无垠，盛产荸荠菱角藕、鱼蟹鳖蛋

虾。沙庄的“九龙口”，瑰丽奇幻，景色绝佳，与毗连的古射阳湖相融

互映，形成独特的旅游胜地，誉称水乡“西湖”，令人留连忘返。县境

交通方便，204国道直穿南北，在建的新长铁路横贯东西，水运四

通八达，陆路联结成网，程控电话可直拨海内外各个国家和地区，

信息快捷灵敏。城乡建设日新月异，市场体系日臻完善，。农村城市

化，城市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目标不再遥远，发展前景广阔。

建湖域境原是古淮夷地的一部分。春秋初，地近古干(邗)国。

干亡，地属吴；吴亡，地属越；越亡，地入楚。秦和汉初为射阳县东

境，其后射阳、盐渎分治，境内大部分为盐渎县辖地，西南临湖地区

仍属射阳。东晋义熙年间，射阳县废置，盐渎改称盐城，县境东部隶

属盐城，西部划归新设的左乡县．唐时全为盐城属境，此后大致相

沿未变。直到1941年秋，因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划出盐城西

北乡部分成立建阳县．后因与福建省建阳县同名，于1951年改称

建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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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湖人杰地灵，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远在3000多年前，我们

的祖先就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一代一代地繁衍生息，创造着

人类的文明。境内有古文化遗址10多处。南宋左丞相、民族英雄

陆秀夫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著名外交家乔冠华均诞生于此。千百年

来，这里的劳动人民依地生存，惜土如金，为了保卫国土和家乡，曾

进行过无数次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写下了一篇篇悲壮的英

雄史诗。其中有南宋初年的守土抗金斗争，南宋中叶胡海兄弟领导

的饥民聚众起义，明末的农民灶丁起义，清初的两次武装抗清斗

争，民初北七灶灶民反对大纲公司强占灶地的斗争以及陈桥乡民

捣毁厘捐局关卡的壮举等等。1938年，日军入侵县境后，地方民团

又多次袭扰来犯之敌。1940年，民主建政后，刘少奇、陈毅、赖传

珠、黄克诚、张爱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运筹帷幄，

指挥抗日斗争，在建湖的钟庄、汤碾、建阳、庆丰等地留下了他们的

光辉足迹。1946年，饱尝封建压迫剥削之苦的县境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挺起了腰杆，率先开展了轰轰热烈的土地改革运

动，刨浮财，分田地，斗地主(指恶霸地主)，闹翻身，世代无立锥之

地、过着牛马般生活的贫民们，终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历史愿

望，一跃成为土地的主人。

建湖农业基础坚实，堪称苏北鱼米之乡。境内百万亩良田，除

范堤以东属沿海垦区外，其余90％以上的耕地属里下河圩区。农

业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秦汉时西部临湖区已成为农业生产的重

心，清代已是淮属6县的重点产粮区。但新中国成立前的建湖，自

然灾害频繁，黄淮屡溃，海潮倒灌，涝旱交替，灾荒连年，加之大面

积一熟沤田，产量长期低而不稳。1949年以后，人民政府大力扶持

农业，兴修水利，改良土壤，革新品种，推行农业机械化，生产得以

迅速发展，使这个传统农业县的位置不仅跃居全省前列，而且成为

全国商品粮重点生产基地之一。县境农作物向以稻麦为主，棉花、

油料次之。据1979年资料，粮食播种面积占全省1．2％，居第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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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占盐城地区(下称地区)11．5％，居第6位；粮食总产量占全省

1．9％，居第17位，占地区17．60／0，居第2位；复种面积单产399．5

公斤，在全省、全区居第一位；人均提供商品粮261．5公斤，居全省

第6位，地区第1位。棉花面积居全省第20位，地区第7位，产量

居全省第15位，地区第5位．蚕茧生产逐年发展，年总产量近200

万公斤。水利资源充足，沟河纵横交错，闸站星罗棋布．水面养殖

近17万亩，人工稻田养鱼是建湖耕地利用的一大特色。1994年，

全县水产品总量达36581吨。其中：鱼类31160吨，虾蟹类3482

吨，贝类1939吨。人工育珠7070公斤。其它如荷藕、菱角、食用菌

等土特产品极丰。上述产品除满足境地供应外，每年都有大量外

销。南荡地区的沿河乡有苏北唯一的蔺草生产基地，加工出口的榻

榻米地席和壁席，在日本等东南亚国家市场抢手，经济效益可观．

建湖工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具有较强的增长后劲．全县

工业由。五小”起步，经过多年调整改造，已形成建材、化工、食品、

纺织、轻工等五大门类，年工业产值突破30亿元。荣获都、省、市优

质产品称号的工业产品有52种。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乡镇企

业立足当地资源，发展方兴未艾，异军突起，逐步走上集团化发展

道路。这里有全国最大、号称鞋王的森达集团公司(村办企业)，产

品畅销，享誉神州，蜚声海外，成为建湖工业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

建湖地少人多，保护耕地已取得初步成效。从1949"-'1994年

的45年间，全县人口净增36．9万多人，耕地净减9．48万多亩，人

均耕地面积由2．36亩减少到1．14亩，人地之比，形势严峻，显示

土地开发利用和保护十分重要。1984年开始，随着城乡工业的发

展，耕地锐减的势头加剧，粮食产量随着播种面积的减少而逐年下

降。1986年，为使土地得到更好的保护，全县用两年多的时间，完

成了历史性的土地清丈详查，摸清了土地状况，核实了耕地面积，

确立了权属界限，并与四至邻县、市、区签订了界址协议文本。1988

年2月，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后，全县土地、城乡地政依照法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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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管理，加强了土地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每年初，依照省、市下

达的年度建设用地指标，联系县内实际，把用地计划和复垦还原计

划一起下达，严格控制非农业用地。7年中，全县共复垦土地31187

亩，剔除此间的建设用地净增耕地27513亩。同时，出现一批无违

法批地管地用地的先进乡镇，使农田保护面积到2000年实现100

万亩的目标有了可靠的保证。1994年，在建湖、上冈两镇首开土地

使用权有偿出让之先导，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闯出了新路，取得了

城镇国土规范化管理的成功经验，得到省、市土管部门的肯定和表

彰。同时完成了国有土地使用证、集体土地所有证、集体土地建设

用地使用证的登记发证工作。至此，全县170多万亩土地纳入了依

法管理的轨道。 ．

建湖的党政领导十分明确：“为政之要，首在足食”。足食方能

安民心，兴天下。土地是自然原生物，具有原始性和不可再生性。人

类的劳动，可以改良土壤，提高土地的质量，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

土地面积的有限性。所以说“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建

湖的土地管理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任重道远，不可乐观。随着“四

化”建设的速度加快，人口生产的不断增长，土地的需求矛盾日趋

突出。基本农田保护难，难就难在人的认识上，至今仍有少数当权

者，对珍惜土地、合理利用每寸土地的国策意识还不够清醒。有人

说：划定农田保护区是“作茧自缚”，保护耕地就是“保护贫穷、落

后”，“手中有钱，心里不慌，钱袋子满了，米袋子不空”等等，正是由

于这些错误论点导致一些地区的“饭碗田”圈而不牢，护土维艰，越

权批地、低价出让、非法转让、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在

以“土地与法制”为主题的第5个全国“土地日”到来之前，国家土

地管理局局长邹玉川签署第一号令÷发布《土地监察暂行规定》，这

是我国土地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是强化土地执法的一项重要措

施。《土地监察暂行规定》总结了近10年来土地执法的经验，并将

法律、法规赋予土地管理部门的监察权具体化。从此。土地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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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依照法律、法规有了独立行使土地监察的职权，不受其他行政机

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扰。今后，只要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强

土地危机意识，坚决贯彻执行土地执法的重要规章，建湖的土地开

发利用和保护工作就一定能够开创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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