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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后旗土地志》问世，可喜可贺。自有乌拉特后旗的名称

至今，寒来暑住已有三百五十多个春夏秋冬。三百多年里i乌拉特

后旗人民在这片土地上实现了很多建树，使草原炭生手翻天覆地的

变化，为乌拉特草原的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历代留下来的记载

本地历史发展轨迹的文字成果实在是太少了。使得本旗的历史记载

出现了很多空白，有时就连对1949年以来的事情的记载也不丰富。

每每想到这些，都使本地人和在本地工作的人士感到遗憾。。

欣逢改革盛世，各项事业繁荣兴旺，土地系统高瞻远瞩，锐意

修志，加之本旗修志人员辛勤笔耕，才有《乌拉特后旗土地志》的

问世。缩史修志是“不朽之盛事”。．《乌拉特后旗土地志》的面世，

是本旗三百多年来对土地进行专门记述的第二次，真是史无前例，

填补了我旗历史上的又一个空白。为我旗的文化建设又添新成果。

真该欣喜和祝贺。

土地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已

成为一项基本国策，是我们从事一切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准则。乌拉

特后旗是一个以牧业为主业的旗，有着广袤的天然草场。为了这片

土地繁荣兴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世世代代热烈地眷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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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热土。一代代默默耕耘、守护，无私奉献。近代以来，他们饱

经贫穷苦难，守疆护土，终不离去。抵抗日军侵略，捍卫民族尊严。

每寸土地都浸透了他们的辛酸、血泪和希望。1949年后，生产关系

的变革使草原上又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广大牧民视草原为生命，在

短短几年里，迅速改变了生灵涂炭、民不僚生、疾病流行的旧面貌。

．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又给草原上带来了甘露。广大

牧民有了自己的草场和牲畜，生产力又一次得到解放。人们更加珍

惜这片土地，’在心爱的草原上打井引水、种草种树。把辛勤得来的

收入又回报于大地if变靠天养畜为建设养畜，又迎来了草原上第二

个春天。广大人民深深懂得土地事关国计民生，事关民族的前途和

未来，事关今人和后人。我们一定要管好、用好这块养育我们的土地。

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实现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随着市场经济

竹逐步形成和完善，4土地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其特殊的商品

性将逐渐显现。-．土地有偿使用已成为被人们认定的事情。土地市场

作为生产要素市场，．爿冬逐步实现其资源配置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管好和用好养育我们的土地，o是新时

期执政者面临的_个大课题一． ．’
：

，7

．_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土地使用和管理上进行了大胆改革和偿

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1978年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土地使用逐步由集体统一经营向农牧民个体经营转变，到。1983年乌

拉特后旗实现了耕地、草牧场承包到户。1．986年6月25：日，鱼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卜1988年2月乌拉特后旗土地管理局

成辜。．境内土地管理工作开始走上依法、+统一、全面、·。’科学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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