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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涪陵城街头的“全

国土地日”宣传活动

．I省国土局局长焦成斌(左二)

在地区行署领导检查涪陵市

土地管理、地籍档案工作



◆白涛镇柏林村开

发整治乱石瘠地

改土造田一瞥

．一省、地国土局局长

傅应铨(左三)、余

朝鉴(左五)等省地

领导实地考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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