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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人员台影

三门峡市土地管理局

局k、副局长台影

左起：吴从周任新堂

阴旭阳祝桂兰

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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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土地志》付梓出版了，它填补了三门峡市土地无志的历

史空白。
’

：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盛世修志，更为历代所推崇。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民紧密

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举国上下深化改革，各行各业扩大开放，万众一心，

坚定不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政治上

安定团结，经济上繁荣昌盛，编纂好社会主义新方志，借前人之鉴，通古

今之变，鉴古知今，资治后世则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

响。它不仅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

大业。《三门峡市土地志》正是为适应这种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应运产生

的。
’

中国革命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土地斗争史。土地是一切生命的源

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豫西三门峡这块辽阔的沃土

上，远在五六十万年以前，就留下了华夏祖先的足迹，五六千年前已有

较大的氏族部落。自周召分陕、虢仲建国，秦惠王首置陕县，三千年来，

许多帝王公侯、名儒将相都在这一带活动，且诸朝历代多有建置。悠久

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不仅造就了这里英雄的人民，而且留下了无数为

土地而斗争的动人篇章。追古溯源，有许多生动的史实需要记载，有大

量的珍贵资料需要辑存，有丰富的经验需要总结。然而，由于历史的局

限和时代的影响，虽然历朝历代编纂了四十余种志书，但这些旧志并未

能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尤其是对土地资源的演变过程和土地

管理的制度沿革着墨甚少，藏一漏十。

1 98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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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把加强土地管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土地管理工作做到了有

法可依。在当前人口急剧增加，建设用地飞速发展，人均耕地锐减的情

况下，全面系统地整理古今土地制度、资源利用与管理状况，对切实保

护和合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尤为重要。这次《三门峡市土地志》的纂

成，旨在通过对历史的总结和现状的研究，使之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成为知识和文化的积累，给人们以智慧和启迪，从而为加速土地使用制

度改革的进程，促进三门峡市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门峡市的建置在新中国成立后几经变迁，1986年1月区划调整

后，辖6个县(市)、区。三门峡市土地管理局成立于1988年3月，与此

同时，各县(市)、区土地管理机构也相继成立。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全市

实现了土地、城乡地政的统一管理，革除了长期以来土地管理职能分

散、政出多门的弊端；大力推行了建设用地“五统一”工作，建立了以保

护耕地为主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实行开源与节流并举的方针，开始扭转

了长期以来耕地只减不增的局面；强化了土地执法监督检察，基本刹住

了乱占滥用土地的歪风；开展了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工作，摸清了土地资

源家底；对城镇土地进行了分等定级估价，合理体现了土地资产价值，

基本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土地使用新制度；提高了全民国

土忧患意识，增强了政府对土地的宏观调控能力，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发

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门峡市土地志》的编纂目的在于总结历史经验，全面分析现状，

找出发展规律，扬长避短，兴利除弊，为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

政策，维护国家土地所有制，调整土地关系，合理利用土地提供历史借

鉴和现实依据。但是，由于编纂土地志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前无古人，今

无范本，资料搜集工作不仅涉及到土地管理的各个部门，而且还涉及到

农林水、民政、城建、房地产、规划、统计等众多领域，任务量大，关系复

杂，特别是近代土地管理历经变故，机构建撤无常，史料散失几尽，三门

峡市土地管理部门又成立较晚，资料匮乏，因此，在这次编志过程中，编



志人员克服了时间紧迫、业务生疏、人力不足、史料奇缺等重重困难，紧

紧依靠兄弟部门和业务科室，历时一年余，数易其稿，终成此篇。

限于编者水平，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及有关部门批评

斧正，以便我们来日重修。

三门峡市土地管理局局长 任新堂

1996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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