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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资源，是其它各种资源赖以存在的基

础。大厂回族自治县第一部土地志编纂成功，是大厂土地事业的一件大事。

定稿之日，由我作序，感到欣慰不已，思绪如潮。
。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是宣传

地情、国策和强化土地统一管理的需要，是推动土地制度改革深入发展的需

’要，是土地部门业务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探讨、完善土地理论途径之一。

土地志以其“资治、存史、教化”之功能，服务当代、惠及后世。大厂建县只有

40多年历史，但这里的回汉族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几千年，防洪抗旱、

开荒种地、平地改土、建设家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史，谱写了一曲曲可歌

可泣的篇章，将其载入史册非常必要。

该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体现民族特点为主

线，按“横排纵写”和“详今略古”的原则编写而成。通过地域与经济、土地资

源、土地所有制与使用制、土地规划、土地开发与复垦、土地保护、地价与税费

、建设用地管理、土地监察、土地科技与宣传、机构变化和人物等方面的系统

记载，储土地文献，存土地之史，可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珍贵的土地文化遗产o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o该志真实地记述了大厂土地

利用与管理成功的经验，反映了平原地区回汉族人民独具特色的土地开发与

利用的特点。同时也反映了失误与教训，是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不移地实

．行“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的教材，还可为

大厂的土地管理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材料。

该志的出版，编写人员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同时得到了省、市、县领导，县

内外志界同仁、专家学者热情的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郎玉泉

1999年7月



凡 例

一、指导思想

全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县内土地资源、土地制度、土地管理等

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时间断限

上限起于事物发端，下限为1996年。对历史上出现的重大事件破限写清

其尾。 !

三、体裁结构

体裁采用述、记、志、图、表、录，以志为主，图、表散见各章之中。文体采用

语体文，以记述为主。概述略加议论。志首设序、概述、大事记，志尾设编后

记，志中布局为章、节、目。全志各章重点记述民族性较强的事物，以体现地方

民族特点。

四、纪年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用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成立之后用公元纪

年。

五、数据来源

各项数据均以统计部门数字为依据。1996年前计价用1990年不变价。

数字、简化字用法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六、计量单位

计量单位的运用，除少数延用历史上的计量单位外，其余均采用国家法定

的计量单位。

七、名称称谓

志书中反复出现的名称，首次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八、资料来源

材料来源于档案资料、实物资料、书刊资料、口碑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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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大厂回族自治县位于燕山南麓平原，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地质构造为燕

山纬向构造带展布区，地势自西北向东南略微倾斜，海拔高程10．5至24．5

米。全境处于京、津、唐经济区中部，县城距首都47．9公里，距天津107公里，

京哈公路和京秦电气化铁路从县境北部穿过。县境东、北与三河市交界，南与

香河县接壤，西邻北京市通州区，幅员面积176．3平方公里。1996年耕地面积

11711公顷，总人口108829人，其中回族23255人，占总人口的21．4％。

。早在3000年前，县域内就有人居住。明初，山西、山东、江苏等地大量回

汉族人迁入该地。此后，以地主和自耕农土地私有制形式为基本构成的封建

土地所有制在大厂一带确定和稳定下来。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县域内建立

抗日根据地后，抗捐、抗税，实行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建立起社会主义土地所有制

度，即土地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土地所有制度确立后，县委、

县政府根据县域较小，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等特点，制定出土地利用和管理办

法，使土地事业不断发展，多次受到国家、省、市的表彰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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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全县所有耕地基本实现方田林网化。使全县农业生产上了一个新台阶o

(三)盐碱地治理o 1949年统计，全县有盐碱地2067公顷，多集中低洼易涝村

庄。1956年后，通过采取深翻土地，开挖台田、条田沟，打深井降低地下水位，

换土、增施有机肥料等多种方法使盐碱程度有了明显减轻，其中部分地块已

改造成高产稳产粮田。1996年，全县还有盐碱地1335公顷，比1949年减少

35％。(四)发展畜牧业，增加土壤肥力。县域内回族人民饲养、经营牛羊经验

丰富。因此，县委、县政府充分利用这一民族优势，以饲养牛羊为重点，推动其

它畜牧业的发展，从而达到以牧养农的目的。50年代初，饲养量逐渐上升。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禁止宰杀耕牛，个人饲养牛羊受到限制。“文化大革

命”中，把贩运牛羊当做“投机倒把”对待，牛羊来源失去保证o 1978年后，县

里制定了新的养牛政策，并划出近50公顷土地发展牛羊业。建立了牛羊市

场，牛羊业十分活跃。1996年牛羊出栏分别达到12．3万头、10万只。牛羊业

的兴旺使大量秸杆过腹还田，为种植业提供了优质肥料，土地产品收入逐步增

加。(五)开发复垦耕地o 1949年到1996年全县共开发复垦沙荒地1083公

顷，坑塘253公顷，坟墓场150公顷，计1486公顷。为农业生产再上新台阶提

供了有力的保证o(六)实行科学种田。1955年后，县内曾多次改革种植形

式，更换优良品种，推行科学施肥、科学栽植方法，科学防治病虫害，使农业科

技含量不断提高o 1996年，粮食耕地亩产达到702公斤，总产达到9030．1万

公斤，分别比1949年增加8．5倍、5．7倍。亩产值达到1160元，比1949年增加

11倍。农民人均收入3384元，比1965年增加52．7倍。

大厂县农业土地利用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与教训。1958年人民公社

成立后，受“一大二公”的影响，群众积极性曾一度受到挫伤。1962年12月，中

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增产粮食放在

第一位”，全县开始片面执行“以粮为纲”的方针、大量压缩经营作物种植面积，

加之“文化大革命”中又把社员正当的饲养业、副业和在自留地搞多种经营当

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农业增产不增收，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变。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搞活"的精神鼓舞下，1982年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陆续推行，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农、林、牧、副、渔五业兴

旺。但分配机制始终不健全。特别是土地租金(承包费)标准确定、收缴、使用

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问题，既影响集体积累扩大，又影响农业生产条件的改

善，限制了农业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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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国家、集体、个人建设

按照国家颁布的有关建设用地管

理规定，采取多种措施，在尽量少占耕地的情况下，开展建设项目，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但由于受旧习惯势力、分散的管理体制等影响。60至80年代初，国

家集体建设征用的土地，绝大部分属于协议征用，农村建房或无规划，或不按

规划建设，占用耕地不经报批，村庄无限制外延，造成土地浪费严重，耕地锐

减。全县耕地从1955年建县时的13380公顷减少到1985年的11866．7公顷，

平均每年减少47．3公顷。为扭转建设用地管理失控，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切实保护耕地，节约使用土地，制止乱占滥用和浪费土地的精神，使建设

用地管理纳入法制化、科学化轨道o 1987年，县政府组织力量，对全县国家、

集体、个人三项建设用地进行清查处理。依照中共中央和河北省的有关规定，

分别给予补办审批手续，确权发证，拆除违章建筑，经济处罚及追究当事人法

律责任等处理。全县共清查国家建设用地148个单位、361处、240．1公顷，发

证114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250件，退耕还田23．3公顷；集体建设用地402

个单位、404处、216公顷，发证171处；农村宅基地23406处，发证22243处，

处理解决各种占地纠纷1048起，拆除违章建房21处、64间，拆除圈所、围墙、．

继“三项建设用地”清查处理工作之后，县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制定《关于“非农业建设用地”管理办法》，对．

建设用地的审批权限，征地补偿、报批程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从此全县步人

了依法管理，依法用地的新阶段，进入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建立和发展，各行业对土地的需求量剧增，加上人I：1的增长，人多地少的矛

盾日趋突出。如何控制耕地减少，又要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土地的需求，

是摆在土地管理者面前的一大难题。为解决这一问题，1996年4月，县人大

颁布实施《大厂回族自治县关于加强土地管理的若干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建

设用地使用权的获取方式和审批申报的各项规定，为依法管理建设用地奠定

了基础。以“四按”(即按规划、按项目、按计划、按程序)、“三有”(即有偿、有限

期、有条件)、严把“五道关”(即产业政策、定额、手续、占用耕地、审批)为宗旨。

依法批地，优化土地配置，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严格控制耕地占用，做到能占非

耕地的不占耕地，能占劣地的不占好地，实行建设用地跟踪管理，落实“一催f

，3 f



大厂回族自治县土地志

二查三丈量”的管理制度，做到占前办全合法手续，建中检查验收，建成后丈量

核实。依靠较为完善的管理机制，有效地抑制了土地浪费、耕地减少的势头，

又保证了全县经济的快速发展。1987至1996年共审批建设用地269．56公

顷，其中国家建设用地167．11公顷，乡(镇)村集体建设用地61．39公顷，农民

建房用地41．06公顷。三项建设用地中共占用耕地105．82公顷。年均占用耕

地10．6公顷，比1985年以前的年均占用耕地减少36．7公顷o’ ，’

1990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

暂行条例》，确立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有偿、有限期、可流动的土地使用制度。

此后，土地进入市场。县政府于1993年5月19日发布了关于规范土地市场

的文件。规定：对县域内国有土地所有权不改变的情况下，对地产一级市场实

行垄断，对二级市场坚持培育与管理并重的原则，除按规定采取划拨形式使用

土地者外，其余用地一律采取有偿出让形式使用。为规范全县土地市场和土

地进入市场提供基础数据，并为土地使用者提供公平竞争机会，县土地管理局

于1994年4月搞了土地定级估价和定级估价修正工作。定级估价是按照规程

要求。结合县实际情况，经过收集资料、选择因素、专家评判等方法制定了大厂

国有土地级类。共3级7类。其中1级为商业用地分3类，2级为工业用地分

3类，3级为住宅、办公用地1类。在此基础上确定出各级类的出让价格。价

格由三部分组成，即地租、出让金底价、土地使用金。自1993至1996年，全县

共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土地117公顷。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

对现有土地使用制度进行改革，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是大势所趋。但是也

存在征用土地价格偏高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市场的正常运作。

四

50至80年代初期，由于受分散管理体制影响，管理较混乱。1986年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发出和同年6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后，县成立了土地管理局，健全了城乡土

地统一管理体制。(一)建立一支过硬的土地管理队伍。自县土地管理局成立

后，每年都不定期举办土地管理人员培训班，加强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培训，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县土地利用现状、城乡地籍调查，土地变更调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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