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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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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规划利用司司长潘文灿(左二)与原中共兴业县委书|己岑小华(左三)、现县委书

记伍科雄{左一)一起实地研究农田保护区工作。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厅长杨政中(左一)到兴业县检查旧村改造工作。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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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玉林市土地管

理局局长封章树

(左二)．兴业县县

长林容蓉(前排左

_三)到大平山镇检

查工作。

一一

●n治区国t资源厅

副厅长帐勤铭(右二)、

五林市上地管理局局

K封章树(右一)与r1一

共必业县委书记伍科

雄、副县长苏受清(☆

四)一r世到兴、m县洛m

乡旱域村lH村改造点

检查指导T作

●必、№县上地符

理局局K事振荣

f彳J二)、副埘K

钟家明(左二)

副局长粱荣松

(柑一)、削局K

黎幅捌(左一)和

研究I：作

S瞽



▲兴、№县土地管理局副局长黎福祠(右三)带领规划人员开展上地利用规划工作。

●兴业县七地管理

局副局长钟家明

(左一)向工作人见

讲解土地发证工作

有关事项。



卜发证工作人

员在研究土地

发证工作的有

关问题。

●必、Ip县土地管理

局宾行地籍管理微

机化。图为技术人见

在进行微机操作，．

●】998年9月，必

业县上地利用总

体规划通过自治

区土地管理局组

织的评审验收。



卜自治区和玉林市

有关领导厦专家到

兴业县进行耕地开

垦验收工作。图为

验收会场。

．．1999年12月1

日，在全区土地管理

局K会议上．区土地

管理局杨政中局长

(左)代国土资源部将

“全国小城镇发展与

土地集约利用展览”

特别奖证书颁发给兴

业县土地管理局李振

荣局长(右)。

●1999年．必业县石

南镇荣获国土资源

部“全国小城镇发展

与土地集约利用展

览”特刖奖。兴业县

土地管理局局长李

振荣赴南京参加了

展览会，会间受到国

土资源部副部长李

元(右二)的亲切接

见，并合影留念。



-．必业县土地符

理局蝎K李振荣

“I—J带领}。部

职上到大，hfj镇

开睦耕地

卜兴业虽酋视基

层士地管理所堪

础设施建吐罔

为石南L地管理

所后花旧

●1998年，县土地

管理局档案室被确

定为三级档案室。

图为验收情景。



卜兴业县剐县长苏璺

清在新《土地管理法》

学习班I．作讲座。

卜宣传《土地

管理法》文艺

晚会。

●利用“六·二

五”全国土地

口，组织宣传彩

车到各乡镇进

行巡迥宣传。

■——■●■■■■■_■■■_-_o’’。’’’”’—]

兴业县薪飞土地管理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卜兴业县土地管

理局抓政务公开

和反腐败“一把

手”工程工作成绩

晟著。图为政务公

开专栏和“一把

手”1．程公示栏。

卜兴业县土地管

理局男子篮球队

荣获“兴业县十地

杯篮球赛”、吐军。

●1999年11一

起，兴业县十地

管理局开展创

建“上地执法模

范县”活动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事

求是地记述兴业县土地和土地管理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做到资料

性、思想性、科学性相统一o’

二、本志内容上限一般追溯事物发端，下限至1999年底止，

部分内容适当下延。

三、本志以述、记、志、图、表、录等为体裁，以志为主，叙

而不论，行文用第三人称。

四、本志采用章、节、目、子目编辑法，前设图片、凡例、序

言、概述、大事记，中设15章，后置附录、编后记、编纂人员名

单o

五、本志中使用“自治区"是指广西壮族自治区，使用．“解放

前”和“解放后"是指1949年11月27日兴业县解放前、后的时

间。

六、本志纪年，清代以前用汉字，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每段同

一个年号多次出现只在首次出现时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民国时期用

阿拉伯数字，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每段多次出现只在首次出现时括

号注明公元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计量单位，解放前用当时的单位；解放后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表示数据用阿拉伯数字。
1



·兴业县土地志·

八、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行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关于新编地方志行文规定》和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

史志编纂暂行办法》及《土地史志编纂语言文字暂行规定》为规

范。

九、本志使用的数据资料源之有据，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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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2000年是新旧世纪交替之年，它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具有特殊

的意义。在这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里，《兴业县土地志》付梓出版

了，这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纵观历史，人类从原始社

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离不开土地。有

了土地，人们才能存在，才能从愚昧落后逐步走向聪明和智慧，才

能从饥饿贫穷逐步走向繁荣富强，我们兴业县的发展历史，充分说

明了这一点。兴业县历史悠久，最早建置可追溯到南朝陈天嘉二年

(561年)，至今已有1400多年。这1000多年来，兴业县经历了沧

桑巨变，从人口稀少发展到现在60多万之众；从经济落后发展到

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这个发展过程，依赖的是这片古老的土地。

然而，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兴业县还没有过一部记载土地

管理和土地开发利用的史志，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o 1997年重设

兴业县后，中共兴业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土地管理局不仅切实按

照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必须坚决保护好耕地，我们是以占世界7％

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

线"的指示，努力做好土地管理工作；而且十分重视土地志的编写

工作，重设兴业县的第二年，就成立了编纂领导小组，筹集资金，

组织力量编写，保证了《兴业县土地志》编纂工作的顺利完成。
1



·兴业县土地志·

《兴业县土地志》详细记述了兴业县的地理位置、自然地理和

历代行政区划、土地资源、土地制度、土地赋税、土地管理、土地

规划、土地开发利用、土地管理机构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翔实地

记述了80年代以来，土地管理部门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管理实施办法》取得的成就。

这本志书的出版，将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兴业县土地和土地管理的

历史和现状，进一步认识到保护土地、特别是保护耕地的重要性，

从而自觉地遵守国家法令，保护好土地，使用好土地，更好地为发

展经济做出贡献。

由于历史原因，兴业县行政区划曾有过较大变动，这给志书的

编写带来一定难度，但编写人员呕心沥血，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完

稿付梓出版，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这是难能

可贵的。在此，谨让我们代表中共兴业县委、县人民政府并以我们

个人的名义，向兴业县土地管理局和编写人员的辛勤笔耕、精心著

述表示崇高地敬意，并向自治区土地管理局、广西人民出版社及有

关单位和专家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地感谢!

是为序o

2

中共兴业县委员会书记 伍科雄

兴业县人民政府县长 林容蓉

二ooO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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