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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扶沟县土地志》是在社会主义中国进

入了崭新发展时期、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它的编

纂出版，对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经济、有益后世、存史、资政、教化等方面有着重大的

。 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 土地是万物之源。是人类生存之母和国家立国之本。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在我

。、 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岁月里，历代统治者依靠国家机器夺取了对土地的占有权，进而利

，．‘ 用土地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剥削，为封建阶级服务的土地私有制，严重地束缚着生

￡}、’～。 产力的发展，阻碍着土地资源效能的发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地才真正回到人民

．’ 手中。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根本制度下，土地全民所有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两种所有制

形式逐步完善并确立起来。随着农村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土地的潜力和效能得到了越
m 来越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人们对土地国情缺乏足够的认识，加

之土地使用制度不完善等原因，扶沟县的各项非农业建设用地存在盲目性。人口急剧增

加，建设快速发展，人多地少矛盾El益尖锐，强化土地管理乃当务之急。1986年6月25

El，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把“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

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作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全国自上而下建立健全了

土地统管机构，开展了各项业务基础工作，使土地管理纳入依法、全面、科学、统一管理的

轨道。 。

1987年7月，扶沟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各乡镇(场)相继设立了土地管理所，行政村配

备了土地管理员，实现了城乡土地统一管理，清查非农业用地、整顿用地秩序等方面均有

突破性进展。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具体指导下，全县土地系统的干部

职工团结拼搏，先后顺利地完成了扶沟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本农

田保护、城镇地籍调查、土地定级估价和核发建设用地使用证等项工作。根据《土地管理

法》和国务院55号令的具体规定，开展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变土地无偿、无限期、无流

动的使用制度为有偿、有限期、有流动的使用制度，体现了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原则，
“

， 使土地资源与资产并重管理落到了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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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扶沟这片古老土地上，前人已创造出灿烂的历史文化。面对土地资源后备不足，各

项建设迅速发展的严峻形势，扶沟县的土地管理工作任务仍十分艰巨。在党和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管好用好这片热土，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未来。

《扶沟县土地志》属专业性著述，书中涵盖了土地方面大量的文字资料和数据。它是

。一个“资料库、数据库、信息库”。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扶沟县的土地资源、土地制度、

土地管理、土地利用保护及土地赋税等内容，是一部完整记载土地资料的新方志。

在此书的编纂过程中，承蒙省、地土地局，史志办领导的具体指导，多有裨益。同时也

得益于扶沟县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县史志办、档案局、气象局、财政局、

地税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一批老顾问及众多知情人士均给予了热情帮助。值此成书之

际，谨向为《扶沟县土地志》编纂工作给予支持的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感谢!

《扶沟县土地志》的编纂，是一项系统而艰巨的历史文化工程，编辑人员克服了资料

不足、缺乏经验等困难，经过年余努力，搜集了土地有关资料130余万字，经筛选整理撰

写成40余万字的初稿，后经反复评审修改，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谋篇布局，精心笔

耕，终成史册。但因近代土地管理历经变故，机构撤建无常，史料散失几尽，扶沟县土地管

理局建立时间较短，土地管理方面资料积累有限，加之水平不高，书中差错或遗漏之处在

所难免，恳望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来El续修补正之。

是为序

扶沟县土地管理局局长 杨二顺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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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

四化、有益后世为宗旨，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一。 二、本志坚持详近略远、厚今薄古的原则，重点记述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县土地管

； 理局建立后的情况，上限溯至有史可稽，下限一般止于1995年底。

j 三、本志采用章、节、目编排，最高层次为章。

“g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事以类从，横排竖写，照片置卷

N、 首，图、表穿插其中。
’

。

⋯： 五、本志文风力求严谨朴实，语言力求简洁流畅，历史纪年、地理名称遵从历史习惯，

历史纪年加注公元，地理名称注明今地。

六、文件、会议、机构组织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重复出现时使用通用的简称。

七、本志文字使用规范的简化字，各种计量单位名称悉遵国家规定，统计数字均采用

阿拉伯数字。

八、对某些有存史价值的文献、资料，而正文又不宜收入者，置于附录部分，以备查

≥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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