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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昭平土地志>成书问世，是我县土地管理部门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可喜的成果，也是我县

精神文明建设一件可贺的好事。

我国历代都重视编修地方志，自周朝以来，两千年来流传不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百业俱举，全国掀起编修地方志的熟潮。我县土地管理部门也积极调集人员，收集资料，为编

写<昭平县志>提供素材。但县志毕竟是一县之志，不可能对土地管理作详细记述。新编<昭平

县志>仅有两千字土地管理内容的篇幅，难以表述一县土地开发利用的丰富内容和土地管理事

业的重要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土地管理事业的发展，编写一部全面系统记述昭平县

土地管理事业的志书，就提到了土地管理部门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适其时，自治区土地管理

局也发文要求我们编写土地管理专志，为我们正在孕育的土地志送来了一股东风。机不可失，

时不再待，我们即组织力量进行志书的编修，通过广征博采，精编慎审，两订篇目，三易其稿，终

于在两年多时间内，使这部30多万字的志书得以刊行。

地方志之所以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是因为其具有“资治、教育、存史”的功能，它能够为领

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能够作为教材启迪后人，能够保存大量系统的历史资料。其特具的功

能，不为其他的努力和办法所能取代。土地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是人们获取物质财富的

重要泉源，是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关系到各行各业，也直接影响到当前社会主叉市场经济能

否顺利建立。因此，土地管理工作十分重要，土地志在地方志中也居于很重要的地位。鉴于

此。本县土地管理部门的同志下决心把修志之事办好。+

<昭平土地志>遵循“详今略古，重在当代”的原则，全面系统地记述昭平土地管理事业的发

展过程，重点反映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时期我县土地管理事业的巨大成效，也如实地记述了工作

中经历的曲折和艰辛。人们阅读这部志书，可以从中受到教育和启迪，吸取经验教训，掌握客

观规律，推动事业的发展。志书的问世，不仅有益当代，也妊然惠及后人，并将随着时间的推延

越来越显示其重要的记载价值。

修志人员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但是，由于这是一项

繁杂的系统工程，所记述的内容纵贯古今，横陈百项，史料不全，考证艰难，虽经编写人员奔波

劳碌，多方搜求，勤奋笔耕，亦难完善无误。因此，书中瑕疵终究难免，有待读者批评、指正。

改革在深入，形势在发展，祝福我县土地管理系统的干部职工，继往开来，在改革开放的新

大潮中，开拓进取，争取更大的成绩，谱写出更辉煌的土地管理新篇章。

昭平县人民政府县长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三日



2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史

实，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组成，辅以表、图、照片。专志设17章52节，节

下设目、子目。并把重要文件、报道附录于后。遵照“横排门类，纵写始末”的原

则，记史述事，力求全书形成有机整体。

三、本志上限因资料占有情况而异，下限至1995年底，个别事件延至1997年

志稿审定之日止。取事略古详今，重在当代，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

四、记述用语体文，引用原文例外。

五、时间表述：解放前用旧纪年，以中文为记，括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文书写；

解放后均用公元纪年，以阿拉伯文为记。

六、机构、职官、行政区划均按当时称谓。地名用标准地名，需要用古地名、曾

用名时，注明今地名。常用组织机构和地名，除首次出现使用全称外，一般使用简

称。

七、度量衡制和计量单位：解放前按当时习惯记述，解放后除引文按原记述

外，均用国际标准制，货币以各个历史时期通用记载；人民币除注明旧币者外，均

为今币。

八、统计数字，原则上以统计局数字为准；统计局缺的，用主管部门统计数字，

并注明出处。

九、本志资料，取自各类档案、图书、报刊、县内新编史志、调查报告、普查成果

及口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2 概述

充实，管理人员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土地管理工作也得到加强，已逐步走上正规化轨道。

解放后，昭平县积极贯彻国家的土地管理工作方针，努力做到“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

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开源与节流”并重。首先是摸清土地资源的

底子和利用现状。解放前后，该县进行过多次土地资源调查登记，建立有地籍档案，但这些调

查登记成果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测算欠精细，已不能完全适应今天的决策者科学地了解全县

土地资源情况和编制用地规划的需要。全面深入地查清全县的土地资源和利用现状便成了本

县土地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1987年，县政府根据梧州地区土地管理局的部署，决定进行土

地资源利用现状详查。按照国家制定的<土地利用调查技术规程>和(广西土地资源调查技术

规定>的要求，制定了<昭平县土地资源调查实施细则>；成立领导机构，培训技术力量，组织专

业队伍，从点到面有序地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土地资源调查工作。梧州地区土地管理局还把本

县作为地区的土地详查试点，加强指导，摸索总结经验，指导面上工作。参与土地详查的人员

战酷暑、斗严寒，忙了外业又转入繁杂的室内工作，全力以赴，努力完成本县这项前无古人的事

业。由于借助了先进的航片和投影仪转绘等先进技术，重视吸取外县的实践经验，工作效率和

测绘计算准确度大大提高。经过五年多努力，终于完成了国家<土地利用调查技术规程>规定

的各项调查任务；弄清了当时全县156个村(街)和农、林、牧、渔业与居民点外独立工矿单位土

地权属界线以及17个乡(镇)的行政区划界线；各权属单位土地类型分布及各类土地面积；按

权属单位和行政区域逐级汇总土地面积和各类土地面积；编制l：10000乡(镇)土地利用现状

图和土地权属界线图；1：50000县土地利用现状图，成果已通过自治区土地管理局实地鉴定验

收。有关资料已按国家(档案法>的要求一一归类存档。这次土地资源详查表明；全县土地总

面积487．58万亩，比历史沿用以3273平方公里推算的490．95万亩少3．37万亩，其中林业用

地389．29万亩，占总面积79．84％；耕地35．4378万亩，占总面积7．27％；水域及水利用地11．

1418万亩，占总面积2．29％；居民工矿点用地6．2435万亩，占总面积1．28％；牧地3．2082万

亩，占总面积0．66％；交通建设用地98ll亩，占总面积0．2％；园地7163亩，占总面积0．15％。

调查成果不但为县内各级领导提供了可靠的土地资源信息，为各层次的决策者进行涉地

工作决策提供了科学的土地资源情况，总结了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经验并认识了存在的

问题，更利于决策者从根本上认识珍惜和保护土地资源特别是珍惜保护耕地的重要性，从而自

觉地贯彻实施国家的土地工作方针，改正在开发利用土地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解决存在的实际

问题，促进土地资源积极合理的开发利用。以土地详查成果作指导，不断调整土地资源开发利

用结构，发挥宜林山地资源丰富和土地肥沃的巨大优势，大搞开发性林果生产，1991年实现灭

荒达标后，1994年又实现全海拔绿化达标，宜林地的开发利用已由1989年的334万亩增长到

1995年的402．8万亩，昭平因而成为全区林业先进县和全国造林绿化先进县之一。

为了科学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解放以来农业、林业、城乡建设等部门先后根据各业的发

展需要制定自己的土地利用规划。这些产业用地规划虽然对各自的工作起到一定的指导作

用，但缺乏总体性和权威性。1996年，昭平县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工作的

通知>要求和本县发展经济的需要，成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力量进行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工作。通过认真、详细的科学分析、论证，编制了2万字的《昭平县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总体规划明确提出了近时期内全县土地利用的目标和任务，土地利用结构凋整方案与

各类土地利用的控制指标；扬长避短进行用地分区，并确定各分区土地利用的原则、管理措施、

重点项目开发和城镇规划；根据本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以便于依

法实行特殊保护。总体规划确定以1994年为基期年，2010年为目标年，2020年为展望年。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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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7

场。

1958年6月．全县撤销区乡建制，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农村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

统归公社所有，土地所有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

同年，建成巩桥至界塘公路，长14公里，占地约130亩。

同年9月，撤销原平乐专区，昭平县划归梧州地区管辖。

同年，在县城东北郊大沙屯划地30亩建农械厂。

同年，在黄姚镇北郊划地40亩建黄姚中学。

．同年，征地100亩，建松林峡水电站，后因苏联单方撕毁合同而停建。

1959年，房地产先后由民政科和财政科管理，至1967年后归人民公社管理。

同年，在县城西郊划地9亩建幼儿园。

同年，建设昭 �托桢鱥斟蛩冠鲫贮警基副套荐

妻纛夔笙荫掇≈j氯嬲i漆饫m制霭署煅。

裂矍．鋈茹酾芦¨岂冀蓄舂笺嚣鞘掣碱篓硝8鞫当碌辑译隍怫赛翁蟹薹簖看大壮村黄茅岭划地2lO亩建昭平中学。1961年，农村体制下放，以土

地为主的生产资料由公社集体所有改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大队为经营核算单位。

’同年，在全县范围内重新确定土地

山界林权，此一成果成为以后处理土地山林权属问题的 依据。 1962年，农村实行“土

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经济 体制。把社员的自留地，房

前屋后果树归还社员经营。同年，恢复区，乡建制。 1

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核定全县共有202180人，农业人口人均有田由1952年的1．74 亩降至l。08亩。 同

年，建设文马公路(文潭至马江)长27公里，用地约270亩。l

965年建成周家水库，占用土地500亩，为全县占地最多的受益最大的水库。1

966年。“文化大革命”浩劫开始波及昭平。同

年，建成裕黄公路(裕路至黄姚)，并接通樟木三江，长53．6公里，用地约530亩 1

967年，因“文革”冲击，县党政领导机关处于瘫痪状态，“昭平县人民武装部抓革命促生 产

指挥部”成立，取代党政领导抓革命捉生产。． 同

年，在大脑山林场南蛇岭一带烧垦10万山地，搞飞播造林，开始以科学手段大面积开发 利用山地。 l

968年4月，成立昭平县革命委员会，抓促指挥部撤消。各公社、各单位均成立相应领导机构和班子。同

年，烧垦46．6万亩山地供飞播造林。同

年，划地在县城东郊建昭平造纸厂，后扩展为占地面积210亩的县办大企业。 1

969年，梧州地区首批知青500多人来昭平县农村插队从事农业生产，有的直达开发山区最 前线。．同

年，烧垦27．5万亩山地供飞播造林。1

970年。烧垦11万亩山地供飞播造林。 1

971年。烧垦27．5万亩山地供飞播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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