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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江县地旋编纂委员会文件
●

‘ 、

关于同意《连江县土地志》出版的批复

连江县土地管理局：

报来《连江县土地志》初稿，经本委审阅和几次志稍评

，议修改，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结构合理，文风

端正，基本上反映了连江土地资源和管理的历史和现状，、尤

其突出记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成就，有

很强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经研究并送县委宣传部核准，

同意出版发行。在付印前，请进一步核实有关史实，注意文

字修饰，做好校对工作，全方位提高志书质量，以提高实用

价值。

特此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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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连江县土地志》的评审意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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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江县土地管理局?，

你局《连江县土地志》递审稿和关于《连江善土地

志》道审报告收悉- ．

《连江县土地志>蝙纂工作，在局饭导的重视下，经过

二年多的辛勤笔菥曩．已完成·经市土地厨土地志■jIL擂争

小组评议认为：这部志稿稿纂指导思想正★·篇、舅设计比

较科学，体饲竞备，文字较藏畅·特jI吒突出．．了。土疤蕾理历

史和现状的大要事·希望你们要耙好曩后质t关·认真审

核有关政治，吏实，在文字上进二步润色，糟苴木精-使

志书达刭一个斯的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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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修志乃千秋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中华民族素有修志传统。连江

自宋朝起，历代都修县志，而无土地专志。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

会，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加强土地管理日益显得迫切而重要，故国家
． 设置专门管理土地的机构，授予统一管理城乡土地的职责，而编写土

地专志也成为纂修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共连江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福州市土地管理局和

县志办的指导下，经过二年一个月的努力，连江县有史以来第一部

《土地志》终于问世了。这是一部具有时代特色、．地方特点、专业特

征的专业志。全书8章29节，并设概述、大事记、附录等部分。全

面客观地反映了连江县人众地寡、山多田少、海域滩涂辽阔的地貌县

情；反映了连江县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沿革，以及连江县土地管理

的历史和现状；尤其是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连江县土地

管．理制度和使用制度的深化改革，以及土地开发、利用、保护和整治

的巨大成就。从而验证了“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

耕地"这一基本国策的重要性和正确性。

编写土地志是一项经世致用，惠及后代的千秋功业。编写工作纷

繁浩大，编写组的同志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

论为指导，深入调查，多方考证，存真求实，广征博采，认真撰写，

终于完成了17万字的志书。本书资料及述、。记、志、录、图、表俱

备，可为连江县今后土地管理利用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可为振兴

．连江经济加快改革开放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 ．

． 为此，谨向指导、支持和协助完成此志的各级领导和同志们表示

衷心的感谢◆由于编写工程纷繁浩大，时间短促，历史资料缺乏，又
一1一



限于政治思想、文化和业务水平，难免错漏之处，期望各级领导、专

家学者和所有关心爱护本志的同志批评指正。

连江县土地管理局局长 谢碧芳
‘

1 994年5月20日



尼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为指南，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本

着。详今略古’’、“详独略同”的原则进行编写。

。二、本志上限不限，尽量上溯事物的发端，下限写到1992年，大

事记和个别事项延伸到1993年。

三、本志以序无端，设《概述》作全志之纲，立《大事记》为全

志之经，志设8章为全书主体，置《附录》于章节之后，以《编后

记》压尾。

四、本志用语体文，以文为主，辅以表、图、照片。《概述》有

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为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行文

使用第三人称，不以今称代替历史上政治机构、党派、军队、官职的

名称，秉实记叙，不加褒贬。

五、本志所载“民国”系中华民国简称，“党"指中国共产党，

“文革”系文化大革命简称，解放前、后，指1949年8月16日连江

解放前后。 ．

． 六、年代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朝代年号记载，括号

内注以公元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七、本志书写的记数与计算(包括整数、分数、百分比等)，除

特殊词语外，均用阿拉伯数字。土地面积记量单位，系市亩。

八、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对曾出席过省：市的先进人物，

在机构章节附先进工作者名录。

九、志内表格，按章排列，前注章号，后注表号，如表2—3，即

第二章第三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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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和1978年相比，分别比增294倍和18．5倍；粮食总产量13．98万吨，分

别比增1．91倍和40％；农民人均收入1 305元，分别比增317倍和11倍。

连江地处中亚热带，温暖多雨，光照充足．夏长冬短，适于稻、茶、林、果的生

产和鱼、虾、贝、藻的繁殖。

县域陆海兼备，是个沿海多山丘陵县。陆地面积1 168．13平方公里(含马祖

列岛)，折1 752 195亩；海域面积3 112．02平方公里，折4 668 105亩。陆地东西

长67．8公里，南北宽36．5公里。海岸线绵延曲折，总长209．38公里。有大小岛

屿82个，岛岸线长151．55公里。

连江素有“鱼米之乡”美称．但山多田少，人众地寡，全县山地和未利用土地

占2／3，耕地仅占1／5；人口由1949年的231 583人不断增到1993年的610 355

人，每平方公里平均耕地的人口密度由1949年的956．9人．增到1993年的

3 326．13,；人均耕地则由1949年的1．14亩降到1993年的0．35亩。

连江县山明水秀．名胜古迹有：温麻庙、青芝山、覆釜山、五虎礁、长门炮台、

定海古城堡、浦口宋朝陶窑、透堡土地革命纪念馆和连江革命纪念碑等，尤以青

芝山为著名，奇岩幽洞108景，古今名家墨宝摩岩石刻72幅。

。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土地是财富之母"，古往今来人们的

生产、生活都离不开土地，土地、人口、政权是国家的三要素。土地管理职能也是

随着时代变化和生产力的发展而有所异同。

连江于晋太康三年(282年)置县，始称温麻县。唐武德六年(623年)改名连

江县。土地开发利用历史悠久，早在隋开皇十三年(593年)，就有林蛲献田开凿

东湖的义举．周20里．灌溉民田约2万亩。田亩、户口记载始自宋朝．明万历七年

．．——8．．——



(1579年)，连江奉旨清丈田亩，编鱼鳞册，清康熙五年(1666年)行清丈法，但为

主都是实行赋税地籍管理。至中华民国31年(1942年)，全县土地编查完成，编

造户图丘册，已发展为产权地籍管理。土地权属在封建时期分为官田、民田二类，

权属形态有：赐田、职田、租田、没官田、寺观田、学田、屯田、祭田、族田等。民国时

期封建土地占有制沿袭未变，民国23年(1934年)爆发了闻名的“二三革命”，在

透堡成立连江县苏维埃政府，领导143个乡进行土改分田，连、罗两县20多万无

地少地农民分到了土地。国民党顽固派武装围剿苏区，农民刚分到土地不久，就

被反攻倒算，直到解放后才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土地。
‘

连江地政机构出现较晚，民国24年(1935年)，在县民政科配备地籍员管理

全县地政，由县经征处开征房铺宅地税。民国31年(1942年)成立临时土地陈报

处，下设土地编查队。编查完成后，才在民政科内设置地籍股，每个乡镇设地籍员

1至2人。民国33年(1944年)又成立地籍整理办事处，开办城区地籍整理业务，

工作任务完成，机构亦随即撤销。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连江县土地管理工作由县和乡镇人民政府直接领

导。1950年8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成立了县土改委员会，

在全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清丈查对土地，共没收、征收地主、富农等土地9．5万

多亩，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占有制度。1951年3月，县

人民政府布置开展土整(土地整籍)工作．全县分两批进行清丈、评产、确权、发

证。1952年10月成立。查田定产’’办公室，又一次核实土地面积。从1953年开

始，贯彻执行上级一系列文件规定，建立了建设用地审批制度，对合理开发土地

资源起到了很大作用，促进了城乡经济发展。但由于一段时间，只单纯承办建设

用地审批，而且前后承办单位不同，没有专门管理机构，缺乏总体规划指导，审批

手续不够完善和严格，曾几次出现占地建房和滥用浪费耕地现象，‘‘文化大革命’’

期间尤为严重。对此，县委、县人民政府几次成立清查机构，进行清理和处理工

作，有效地制止乱占滥用现象。1980年8月，县人民政府成立国土规划协调领导

小组．下设办公室，着手进行土地规划工作。1986年底，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成立了连江县土地管理局，作为县人民政府直属的行政机构，

统一管理全县的土地工作。接着各乡镇也相继成立了土地管理所，管理制度逐步

健全和完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扩大，对土地的开发、利用、保护和整治都发挥
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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