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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定兴县土地志》迎着21世纪第二个春天问世了。这是我局

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丰硕成果。

国以土为本，民以食为天。土地作为人类一种特殊资源，几千

年来，以她那博大的胸怀哺育万物，造化生灵，装点乾坤，创建文

明，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然而，由于旧时代土地私有，且绝大

部分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剥削，惨遭涂炭。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推倒三座大山，开展土地改革，废除

土地私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所有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农

村实现了土地的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统一管理、开发

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创造了条件。今天，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

蓬渤发展，面对人口增长和各项建设用地增加，耕地资源相对短缺

这一严酷现实，如何才能科学地、合理地、有规划地利用土地，已

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首要问题之一。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土地管理工

作，’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仅及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

方的各级土地管理专门机构，而且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及其一系列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将“十分珍惜、合理利用

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确定为基本国策，务求各类土地资源得以合

理、科学地利用，发挥更大的效益o 1996年，国家土地管理局又

提出了“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强调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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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的重点是管好耕地，这一定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

重要而广泛的影响。我县土地志的编纂正是在这种经济建设的社会

大背景下进行的，无疑，它必将推进我县国土资源管理事业健康发

展o

《定兴县土地志》记述了我县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及管理的历

史与现状，着重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我县土地管理工作的成绩、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资料比较翔

实，文风比较朴实、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实用性和可读性。它的出

版，不仅为各级领导管理土地提供了决策参考资料，也为土地科研

积累了基础资料，为广大群众进一步认识我县土地资源状况，增强

爱惜土地的思想意识，提供了一本好的地情教科书。

《定兴县土地志》的编纂，得到了市、县领导的支持，市国土

局志办室的具体帮助，县直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以及社会各界人

士的关心和参与，还有编纂人员的辛勤劳作，精心著述。在此，一

并表示感谢。

定兴县国土资源局局长 丁光辉

200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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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结构采用章、节、目三级层次。

二、本志时限上以事物发端，下限断至1996年，领导任职延

至2002年。

三、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表、图、附录、表图，一般与

正文未设置o，

四、本志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均采用朝代年号，夹

注公元纪年o ‘

五、本志引用各种数据均采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专门名

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采用汉字。

六、本志所载地名，均以当时称谓和区划为准。

七、本志记述历史朝代、政府机构、职务均依当时称谓。

八、本志除在必要时照录了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外，其

余一律采用了国家规定的计量单位。

九、本志附录部分定兴县人大、县人民政府、县土地局关于土

地管理的通告、通知、规定、实施办法、方案于志后。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县内外档案馆、旧志书和农业、林业、水

利、统计各种相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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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兴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华北平原西侧。西邻易县，东毗高碑

店市，北交涞水县，南与容城县、徐水县相接。地处北纬39。05 7～

39。20 7，东经115。30 7～115。58 7。东西长39．39公里，南北宽26．61

公里，面积713．69平方公里，1996年，辖4镇12乡274个行政

村，总人口530，181人，每平方公里742．6人。西南距省会石家庄

市176公里，东北至首都北京89公里，东至天津市122公里，南

至保定市55公里o

早在7000年前，境内已有先民聚落，人类进人阶级社会，宗

族国家开始了对土地的占有，形成了宗族国家土地所有制。随着封

建生产关系的形成，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大部土地垄断在官僚

地主阶级手中，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丰欠靠天赐福。清顺治

四年(-1674年)，跑马占圈、强行圈占民田，加之田赋过重，老百

姓逃往他乡，当时仅剩19，569人，造成土地大面积荒芜。民国年

间，军阀混战，兵事繁多，特别是“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的铁

蹄踏入县境，侵吞良田，毁坏耕地、构筑工事，建筑炮楼、烧杀抢

掠，肆意蹂躏着肥田沃土，老百姓陷入了有田不能种、有家不能归

的境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定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已解放

的部分村庄先后进行了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的土

地制度，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带领群众医治战争创伤，捣毁敌筑工

事，平复沟壕，鼓励人民开垦土地，扩大耕种面积，使这方热土尽

量得以充分利用。先后实行了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最终实现了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即

土地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改革开放以来，境内经济建设的发展步人快车道，国家基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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