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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q92年11月In l 7日．省对阜新市土地详查进行检查验收阜新市常务副市长顾

栽延{右二I市政府副秘书长孙万；目左二}省土地局局长廖维满{中)省土地资源调

查办公室主任7L德荫I右)阜新市土地局局长薛景岐《左)

1 9u：年6月I n 1’日全国土资办副主任、高工李研蛛{左二J．国家土地规

划院资源所所长摹乃煌I右一)．省土地局副局长李业{右二)等同志-来阜检

查市级汇总工作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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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6 25”土地

日举办卡拉o●呔赛

主地局领导带队深入农
村集怛侧传盎土地管理法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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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阜新市委副书记、市长 艄
“盛世修志”。历尽四个寒署，勤奋笔耕，《阜新市土地志》终于问世

了，这是阜新市土地史上的一件大喜事!

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阜新市

10，355平方公里的境域，是一块得天独厚的沃土，物产丰富，是国家的

重要粮食、煤电生产基地。

阜新土地开发，早在76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查海居民就已开始

定居，营造房屋，从事“刀耕火种”。到了辽代阜新土地得到进一步开

发，这里始有州、县之设，成为农牧业并举地区。清朝虽然在政策上将

阜新划为封禁之地，但总的情况是容民私垦、招民垦荒，到清末民初阜

新地区农业及其相应的乡镇均已较为发达。1931年“九一／＼。”事变后，
。

彰武、阜新两县相继沦陷，El本侵略者疯狂的经济掠夺，使国土资源遭

到严重破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

家对土地实行开放政策和加强土地资源管理，才使阜新土地资源得到

合理开发和有效使用，土地资源潜力得到充分发挥。

编纂土地志书，是一项工作量浩繁的土地文化建设工程，体现了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具有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阜新市

土地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从实际出

发，忠于史实，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的原则，以翔实的资料，按照新观点、

新方法，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色，全面展示阜新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

实。 ．

《阜新市土地志》是阜新有史以来第一部记述阜新土地资源、土地

开发、土地制度和土地规划管理等方面的专业志书。系统地提示了阜

新历史上土地和地政状况，详实地反映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阜新市土地管理局



成立以来，阜新土地管理事业发展的历程和现状。它不仅对阜新今后

土地管理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而且为全市的经济建设提供了资

料性依据。《阜新市土地志》在编纂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市委、市政府

领导的关怀，得到各级领导及有识之士的支持。在此，我谨向为《阜新

市土地志》作出贡献的同志，致以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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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记述阜新地区的土地开发、利用和管理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

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突出地方特色。

二、体例。本志运用记、述、志、图、表、录，以志为主，分章、节、目3

个层次，个别节目在目下设子目。从现行的土地管理体制、事业分工的

实际出发，以类系事，横排竖写j坚持通贯古今，立足当代，详今略古，

详近略远。

三、地域范围。本志以现行的行政区划为界，包括阜新市区及所辖

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彰武县。文中的“全地区”、“全市”即包括市区和

市辖县。

四、时间断限。总体时问断限从1840年到1995年，重点在新中国

成立后。有些节目从实际出发适当上溯或下延。
‘

五、历史纪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使用中

国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此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民国以前历史

纪年使用汉字；从民国起，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文中“解放后”指

1948年3月18日阜新解放后。伪满洲国统治的14年，属中华民国时

期，一律用民国纪年。

六、数字和计量单位。一律遵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书写。文中数据

新中国成立前以历史档案与官方资料记载为准，新中国成立后，以统计

部门公布的数字和土地管理部门的数据为准。

七、资料。本志资料来源广泛，均经核实后载入，一般不注明出处。

书中引文在正文中交待出处或采用脚注(页下注)。



目 录

序

凡例 。

概述⋯⋯⋯⋯⋯⋯⋯⋯⋯⋯⋯⋯⋯⋯⋯⋯⋯．．⋯⋯⋯⋯⋯⋯⋯·1

大事记⋯⋯⋯⋯⋯⋯⋯⋯⋯⋯⋯⋯⋯⋯⋯⋯⋯⋯⋯⋯⋯⋯⋯14

第一章地理环境⋯⋯⋯⋯⋯⋯⋯⋯⋯⋯⋯⋯⋯⋯⋯⋯⋯⋯⋯33

第一节地理疆域⋯⋯⋯⋯⋯⋯⋯⋯⋯⋯⋯⋯⋯⋯⋯⋯⋯⋯⋯33

一、地理位置⋯．。．．⋯⋯⋯⋯⋯⋯⋯⋯⋯⋯．．．⋯⋯⋯⋯⋯⋯⋯⋯33

二、行政区划⋯⋯⋯⋯⋯⋯⋯⋯⋯⋯⋯⋯⋯⋯⋯·‘⋯⋯⋯⋯⋯··33

三、建置沿革⋯⋯⋯⋯⋯⋯⋯⋯⋯⋯⋯⋯⋯⋯⋯⋯⋯⋯⋯⋯⋯38

第二节自然环境⋯⋯⋯⋯⋯⋯⋯⋯⋯⋯⋯⋯⋯⋯⋯⋯⋯⋯⋯41

一、地质地形⋯⋯⋯⋯⋯⋯⋯⋯⋯⋯⋯⋯⋯⋯⋯⋯⋯⋯⋯⋯⋯41

．二、土壤植被⋯⋯⋯⋯⋯⋯⋯⋯⋯⋯⋯⋯⋯⋯⋯⋯⋯⋯⋯⋯⋯·44

三、气候水文⋯⋯⋯⋯⋯⋯⋯⋯⋯⋯⋯⋯⋯⋯⋯⋯⋯⋯⋯⋯⋯4弓

。四、自然灾害⋯⋯⋯⋯⋯⋯⋯⋯⋯⋯．．⋯⋯⋯⋯⋯．．，⋯⋯⋯⋯·53

第二章土地资源⋯⋯⋯··：⋯⋯⋯⋯⋯⋯⋯⋯⋯．．．．⋯⋯⋯⋯⋯56

第一节土地资源概况⋯⋯⋯⋯⋯⋯⋯⋯⋯⋯⋯⋯⋯⋯⋯⋯⋯56

一、土地资源类型、分布⋯⋯⋯⋯⋯⋯⋯⋯⋯⋯⋯⋯⋯⋯⋯⋯56

二、土地资源特点⋯⋯⋯⋯⋯⋯⋯⋯⋯⋯⋯⋯⋯⋯⋯⋯⋯⋯⋯61

第二节土地利用现状⋯⋯⋯⋯⋯⋯⋯⋯⋯⋯⋯⋯⋯⋯⋯⋯⋯63

·、耕地⋯⋯⋯⋯⋯⋯⋯⋯⋯⋯⋯⋯⋯⋯·：⋯⋯⋯⋯⋯⋯⋯⋯·63

二、园地⋯⋯⋯⋯⋯⋯⋯⋯⋯⋯⋯⋯⋯⋯⋯⋯⋯⋯⋯⋯⋯⋯⋯67

三、林地⋯⋯⋯⋯⋯⋯⋯一⋯⋯⋯⋯⋯⋯⋯⋯⋯⋯⋯⋯⋯⋯⋯·69

四、牧草地⋯⋯⋯⋯⋯⋯⋯⋯⋯⋯⋯⋯⋯⋯⋯⋯⋯⋯⋯⋯⋯⋯7l

五、居民点及工矿用地⋯⋯⋯⋯⋯⋯⋯⋯⋯⋯⋯⋯⋯⋯⋯⋯⋯72

六、交通用地⋯⋯⋯⋯⋯⋯⋯⋯⋯⋯⋯⋯⋯⋯⋯⋯⋯⋯⋯⋯⋯73

七、水域⋯⋯⋯⋯⋯⋯⋯⋯⋯⋯⋯⋯⋯⋯⋯⋯⋯⋯⋯⋯⋯⋯⋯74
1



八、未利用土地⋯⋯⋯⋯⋯⋯⋯⋯⋯⋯⋯⋯⋯⋯⋯⋯⋯⋯⋯⋯76

第三节土地资源评价⋯⋯⋯⋯⋯⋯⋯⋯⋯⋯⋯⋯⋯⋯⋯⋯⋯78

一、土地自然状况评价·⋯⋯⋯⋯⋯⋯⋯⋯⋯⋯⋯⋯⋯⋯⋯^··78

二、土地适宜性评价⋯⋯o⋯⋯⋯⋯⋯⋯⋯⋯⋯⋯⋯⋯一．⋯⋯·80

第四节土地资源潜力⋯⋯⋯⋯⋯⋯⋯⋯⋯⋯⋯⋯⋯⋯⋯⋯⋯84

一、土地资源开发潜力⋯⋯⋯o⋯⋯⋯⋯⋯⋯。⋯_⋯⋯⋯⋯⋯·84

二、土地资源生产潜力⋯⋯⋯⋯-．，．⋯⋯⋯⋯⋯⋯⋯⋯⋯⋯⋯⋯每5

三、土地人口承载力⋯⋯⋯⋯⋯⋯⋯⋯⋯⋯⋯⋯⋯⋯⋯⋯⋯⋯87

第三章土地制度⋯⋯⋯⋯⋯⋯⋯⋯⋯⋯⋯⋯⋯⋯⋯⋯⋯⋯⋯91

简述⋯⋯⋯⋯⋯⋯⋯⋯⋯⋯⋯⋯⋯⋯⋯⋯⋯⋯⋯⋯⋯⋯⋯⋯91

第一节辽、金、元、明代时期⋯⋯⋯⋯⋯⋯⋯⋯．．。．⋯⋯⋯⋯⋯91

一、辽代领地制⋯⋯⋯⋯⋯⋯⋯⋯⋯⋯⋯⋯⋯⋯⋯⋯⋯⋯⋯：··91

二、金代授田制⋯⋯⋯⋯⋯⋯⋯⋯⋯⋯⋯．．．⋯⋯⋯⋯⋯⋯⋯⋯92

三、元代领地与屯田制⋯⋯⋯⋯⋯⋯⋯⋯⋯⋯⋯⋯⋯⋯⋯⋯⋯93

四、明代屯田制⋯⋯⋯⋯⋯⋯⋯⋯⋯⋯⋯⋯⋯⋯⋯⋯⋯⋯⋯⋯94

第二节清代、民国时期⋯⋯⋯⋯⋯⋯⋯-⋯⋯⋯⋯⋯⋯⋯⋯95

一、清代旗地制⋯⋯·：⋯⋯⋯⋯⋯⋯⋯⋯⋯⋯⋯⋯⋯⋯⋯⋯⋯·95

二、封建土地私有制⋯⋯⋯⋯一、_⋯⋯⋯⋯⋯⋯⋯⋯⋯⋯⋯⋯·99，

三、日伪殖民占地⋯⋯⋯⋯·’⋯⋯⋯⋯⋯⋯⋯⋯⋯⋯⋯⋯⋯··101

第三节新中国初期⋯⋯⋯⋯⋯⋯⋯⋯⋯⋯⋯⋯⋯⋯⋯⋯-．．103

一、土地改革⋯⋯⋯⋯⋯⋯⋯⋯⋯⋯⋯⋯⋯⋯⋯⋯⋯_⋯⋯103

二、农民土地所有⋯⋯⋯⋯⋯⋯⋯⋯⋯⋯⋯⋯⋯⋯⋯⋯⋯⋯105

三、国家所有土地⋯⋯⋯⋯⋯⋯⋯⋯⋯⋯⋯⋯⋯⋯⋯⋯⋯⋯110

四、城市私有土地⋯⋯‘⋯⋯⋯⋯⋯⋯⋯⋯⋯⋯⋯⋯⋯⋯⋯⋯112

第四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13
一、集体所有土地⋯⋯_⋯⋯⋯⋯⋯⋯⋯⋯．⋯⋯⋯⋯⋯⋯⋯113

二、全民所有土地⋯⋯⋯⋯⋯⋯⋯⋯⋯⋯⋯⋯⋯⋯⋯⋯⋯⋯117

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126

第四章土地开发⋯⋯⋯⋯⋯⋯⋯⋯⋯⋯⋯⋯⋯⋯⋯⋯⋯⋯136

简述⋯⋯⋯⋯⋯⋯⋯⋯⋯⋯⋯．．-⋯⋯⋯⋯⋯⋯⋯⋯⋯⋯⋯⋯136

2
÷

f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