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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

土地是十分宝贵而且不可再生的资源和资产。土地

问题，一直是中国历史演进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在改革开

放经济建设涌动的大潮推动下，我县各项建设用地大量

增加，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

出“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

本国策。多年来，特别是县人民政府建立土地管理专职机

构以后，在地籍管理、建设用地管理、法规监察、进一步开

发利用土地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江宁县土地管理

志》系统地记述了我县土地资源和土地管理的成绩与经

验，这确是一部可以起到“资治、存史、教化"作用的志书。

它的出版问世值得祝贺，欣然命笔以作序。

我县在土地管理上强调了“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

指导思想。吃饭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第一件大事，城乡人

民都要吃饭，没有耕地就等于没有农业，生产不出粮食和

副食品，吃饭就成了问题。因此我县花大力气建立了基本

农田保护区，对“吃饭’’与“建设”用地进行合理布局，建设

用地实行总量控制，耕地总量实现动态平衡，以保证吃饭

问题。经济要发展是个硬道理，搞经济建设必然要占用土

地，禄I：／国际机场建在江宁，机场高速公路、沪宁高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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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经过江宁，江宁经济开发区、民营科技园的建设都需要

土地，我们积极做好工作，主动服务供应土地，做到精打

细算，节约用地。今后一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项目还是要

搞，我们要通过节地挖潜、盘活存量、提高土地利用率等

办法提供必不可少的建设用地，尽一切努力不占用耕地。

土地管理、保护耕地必须增强法制意识，凡要占用土

地必须经过法律审批手续、办理程序。中央强调今后我们

要用世界上最严格的措施来管理土地。我们要大力宣传

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依法管理土地、保护耕地，使广大干

部群众爱惜每寸土地，在国家的法律规定范围内利用土

地。《江宁县土地管理志》记录了我县依法管理土地、保护

耕地的不少生动范例，因此它不失为一部宣传依法用地

的好书。

江宁县县长王建华

199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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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序 二

有史以来第一部《江宁县土地管理志》出版问世，是

我们土地管理部门全体干部职工值得庆贺的大事。在我

受命主持土地管理部门工作期间，能完成编纂志书这项

工作，心情是很愉快的。 。

从开始修志到出版成书，共用了四年多时间。在修志

过程中，我们积极支持编修工作，为编志人员提供各项必

要的物质条件，为印书出版提供必不可少的资金。县局各

部门积极为修志提供资料，有几位同志还参与了撰写志

稿工作。聘请的几位编辑认真负责搜集资料，撰写志稿；

特别是聘请两位同志负责志书总纂，增强了编纂力量，终

于完成志书编纂工作。这部志书可称为是所有参与工作

的同志同心协力、辛勤劳动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志书翔实地记载了江宁县的土地资源、土地开发利

用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地籍管理，建设用地管理，土地法

规监察等方面的成果与经验，还记载了土地管理机构不

断完善与管理队伍培训和提高的过程。志书记载的事实

为我们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强调从我国国情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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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理特别是耕地保护措施必须是十分严格的，必须

认真贯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

地”的基本国策，必须采取治本之策，扭转在人口继续增

加情况下耕地大量减少的失衡趋势。中央规定的治本之

策，为我们进一步加强依法管理土地工作提供了锐利的

武器。土地管理工作的重点在基层，基层是耕地保卫战的

最前线，我们县、乡(镇)两级从事土地管理工作的同志，

都是基层管理土地保护耕地的卫士。我们一定要深刻领

会中央指示精神，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

持一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周密组织，加强领导，提高

综合业务能力，充分发挥土地管理职能，为江宁改革开放

和经济建设服务，为江宁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作出应有

的贡献。

江宁县国土管理局局长杭德林
‘

1998年lO月



凡 倒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为准绳，体现

改革开放精神，反映地方特色，为加强土地管理，维护土

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

地，切实保护耕地服务。

二、本志系统记述了土地资源、土地制度、地籍管理、

建设用地管理、土地开发利用和保护、法规监察、地价与

土地赋税、机构与队伍的历史与现状。本志设有大事记、

概述、各专业章节。专志一般设章、节、目三个层次，子目

按需设置(以(]符号表示)。

三、本志部分章节记事适当上溯贯通古今，以明历史

渊源。下限记述到1995年，断限后土地管理发生的大事，

在大事记中简要记述。部分章节因记事连贯性也顺延至

1997年底。
、

四、本志以述、记、志、图、表、录为主要表述形式。图

照集中于卷首。

五、历史纪年，建国前本志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

年。建国后，均采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

(后)’’简写为“建国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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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志记事贯彻“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着

重记述建国以来，特别是《土地管理法》颁布以后的史实。

七、行政区域和机关名称、地名，建国前沿用历史名

称，当代均用现行标准称谓。

八、计量单位，建国前一般应用当时的称谓，建国后

均用国家制定颁布的标准称谓。凡表示数量的称谓一般

使用阿拉伯字。

九、本志资料，除少量引用旧志外，大部分来自各级

档案(图书)馆，以及县国土管理局各股、室和下属单位档

案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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