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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县土地志
大新县国土资源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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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17日．闻土资源部

党组成员、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

藏存(左一)、自治区国士资源厅

党组书记、厅长肖建刚(左：)

在崇左市市长黄克(左二)、大新
县人民政府县长雷多荣(现任县

委书记，右一)陪同下到太新县

考察稠研土地管理工作。

1997年10月．燎自冶区_十地

管理局喻国忠局长(芹一)到大
新县检查、指导项U建进巾的土
地开发利川丁作。

2009年3月2 J日，嗣家土

地督察，’州局尚长束伟垃f右

_-)在崇左巾人民政府副秘书

长蒙世军(左一)、崇走市国
土资源局局长蒙有蔚(卉二)

和大新县人民政府尉县长甘有

潭(左二)陪『司下到大新县茸
察调研耕地保护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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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ll川28日 大新县人

民政府县长雷多袭f觋任虽委拈

记，右『二)、县委副节记黄能显

(左■)、县委常委 县委组织部

部长农尚文(左一)等县领导
在县阿土资源局局长钟声远(右

)的陪M下，在县城调研土地

开发利川情况。

11矗_l?z急

2000年11月8日，原自治

区土地管理局张勤铭副局长

(左一)在大新县委副书记霄

水达(前左二)陪同下．到

大新县振兴乡检查、指导土

地开眭工作。

2010年12月19U，大新

县人民政府县长黄巧(右毛)

存吕明乡上占屯地质灾害安
置点检查指导工作。，



2007年12月25日．《大

新县土地志》评审验收会在

凡新县召开。

2007年12月，大新县人民政
府副县K甘有潭(rf-)召集国

L、计划、建设一个fif；门领导到
宴地研究有盖项目缱址巾的土地
利用问题。

2()07年】1月，崇左市国土资

源局苏少华副局长f右二)在大

新县国土资源局钟卢远局长(右

一)陪同下，到大新县检盎、指

导基本农田保护丁作。



1993q’3月．大新县基本农田

保护医J。怍会议在县城召开。，

2005年6月25目．大新县人

民政府副县长姚奕文(左四)
与县崮上资源局领导上街开展

法制宣传活功。

4

占地23 3456公顷的大新县

县城过境_二级公路(含公路两

边居民开发用地)丁1996年4月

25日动丁兴建。网为开工典礼

大会会场。



⋯1～⋯I⋯⋯⋯⋯
岭乡那岭村召开。

太新县清查非农业建设
用地T怍会议于1993年5月

在县城召丌。

998年l】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领导到大新县进行耕地开垦项日验收



2002年第一期时

有土地使用权拍卖会

在县城举行。



2008年7月12日大

新县固土资源系统进行

业务知识培训。

I眄

2005年6』1 23f J．大新县

p小学牛“珍惜土地”演讲

b赛在县城举行．

2008‘n夫新县闻十资源系统迎

E·一”气排球比箍。

啊翊'_j⋯^幽l 1 1

2002年6爿．大新县围土资源局组队

参加南宁地区首届国土资源杯篮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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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立在腥日处的大

新县基本农田保护阮标

志牌、

标准的永久性太新县基

本农田保护医保护标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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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大新县土地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大新县土地资源和土地管理的历史与现状。

二、《大新县土地志》由序言、概述、大事记、正文、附录和编后记组成。正

文设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共14章，81节，全书50万字。

三、《大新县土地志》坚持详今明古原则，重点放在当代上。记述时间上

限一般追溯到事业发端，下限至2001年年底，个别事件延至2003年，领导人

名录延至2007年3月。书中“解放前”、“解放后”是指1949年12月24日大

新县全境解放前后。“新中国成立后”也是指1949年12月24日大新县全境

解放后。

四、志书行文用语体文记述。书写格式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史志

编纂语言文字暂行规定》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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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

五、志书时间表述，清朝以前用帝王年号纪年，用中文，民国时期用民国纪

年，用阿拉伯字，同一年号在一段文字中多次出现只在首次出现处用括号注明

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字。志中记述××年

代均为20世纪××年代。

六、志书的地名、行政机构、官职等，均按当时称谓记述。人名一律直书姓

名，必要时冠以职务或职称。

七、志书涉及的计量单位和货币数值的表述，除有注解外，其余均用各个

时期的法定单位记载。

八、志中记述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简称“中共”和“中共中央”，与
1



大新县土地志

本志有关的中共各级地方委员会简称“广西省委”或“自治区党委”、“南宁地

委”、“崇左市委”、“大新县委”或“县委”、“乡镇(公社)党委”，县土地管理局

党支部简称“党支部”。

广西壮族自治区除必要写全称外，一般简称“自治区”。

九、《大新县土地志》资料主要采自县档案馆、土地管理局(国土资源局)

档案室、桂林图书馆、各类调查报告、普查成果、口碑等，经核考后人志，一般不

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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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大新县土地志》成书问世，是大新县土地管理部门文化建设的一项可喜

成果，也是全县文化建设值得庆贺的一件大好事。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是人们获取物质财富的重要来源。

土地管理得到加强与否，是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解放前，历

代统治者曾设土地管理机构，如民国时期养利县就先后成立农业管理处等机

构管理土地，并开展过丈量土地、调查田亩、制定地价等工作，其目的主要是为

了征赋加捐。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土地管理工作，从开展土地改革，废

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土地分给农民个体所有进行经营，到引导农民走合作化

道路，实现了土地集体所有，城镇的土地也逐步收归国有，最后形成了国有土

地和集体土地两种土地所有制。为使全县管地用地工作有政策依据，县人民

政府先后制定了土地规划、科学管地、合理用地、保护耕地的一系列规范性文

件，进行了土地概查和编制了城镇建设总体规划，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

1986年9月18日，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发[1986]7号

文件关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要根据统一管理土地的原则，建立

健全土地管理机构”的要求成立大新县土地管理局后，全县土地得到依法、统

一、全面、科学的管理。在土地调查、土地市场建设、土地征用、土地开发、土地

登记发证、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地管理法规和政

策宣传、土地监察、土地信息现代化管理等工作中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绩，为

大新县依法管地用地、发展经济作出了贡献。

《大新县土地志》遵循“详今明古，重在当代”之原则，全面系统、实事求是

地记载了大新县土地资源和土地管理的历史与现状，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
1



大新县土地志

例完善，图文并茂，充分体现了地方特色、时代特征和行业特点。我相信，志书

的问世，不仅有益当代，还会惠及后人，对教育干部群众贯彻执行“十分珍惜、

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这一基本国策有着深远的意义，人们定能从

中受到启迪，定能为大新县以后的土地管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历史借

鉴和科学依据。在此，我谨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并以我个人名义对全县土地

管理系统干部职工及志书编纂人员的辛勤耕耘表示真诚的敬意，对关心和支持

编纂出版《大新县土地志》的单位及各级领导、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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