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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92年12月】日山东省省长赵志浩(左四)由币县领导陪同在广饶县视察荒碱地跹连

a1995年11月18日山东省省长李春亭(中)由市县领导陪同在广饶县视察土地开发



山东省土地管理局局长徐砭善(中)在广饶县检查土地管理工作

△1996年3月23日《广饶县土地志》审定会会场



》东营市政府与广饶县政

府签订土地管理目标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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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1992年9月19日第一期黄

河三角洲枉业开发国家报

验收时在开发匡现场合影

睁东营市土地管理局领导听

《广饶县土地志》汇报时合影

司1995年6月25日第二

期黄河三角洲枉业开

发国家扭验收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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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990年3月17日广饶县

首次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

司广饶县政府、政协、纪委、

人武邢领导上街宣传土地管理

法规

司《广怃县土地志》编委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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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最基本、最重要、最宝贵的有限

资源。管理、保护和使用好土地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时代赋

予我们的神圣职责。

广饶县历史悠久，土地资源较为丰富。早在5700多年前，就已有

人类在此繁衍生息。世事沧桑，岁月变迁。经过历史上无数次行政区

划调整和自然变迁，广饶县现有总土地面积1 1 37．87平方公里。大地

是人类的母亲。在古代，勤劳智慧的广饶人民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辛

勤劳作，建设家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近代，广饶人民在这里为反

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建立新中国进行了英勇奋斗，写下了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史。新

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奋力开拓，顽强拼搏，将文明之树深植入土，使广饶大地

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纂新的地方志和行业志，

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不仅益于当代，而且泽及后世。为此，广饶县

土地管理局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国家及省、市业务部门的

指导帮助下，本着鉴古明今、继往开来的原则，遵循“资政、存史、教

化”的编写意图，经过艰苦的努力，将广饶县土地管理历史客观地记

载下来，编纂出版了《广饶县土地志》，作为一份信实的历史资料，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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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生于斯，长于斯”的全县人民。《广饶县土地志》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以事实为依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立足当代，详今略古，比较客观地记述了

广饶县地理历史概况、土地管理机构沿革、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土地

赋税、地籍管理、土地监察、土地开发、土地利用与保护等情况，内容

翔实，结构严谨，观点新颖。全书共10章41节1 9万字，是我县第一

部全面记述土地管理的专业志书。《广饶县土地志》的出版发行，是我

县土地管理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保存广饶珍贵的土地资料，揭示历

史发展规律，汲取土地管理的经验，是十分必要的；对于科学地制定

土地利用长远规划，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使用效

益，推动全县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广饶县素有“海滨广斥，饶有鱼盐"的美誉，自古就是富庶之地。

随着近几年大规模的土地开发，这片广阔富饶的土地愈加焕发出蓬

勃的生机。生活和劳作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应当加倍珍惜有限的土

地资源，科学合理地利用土地，秉乘着悠久丰厚的历史积蕴，充分发

挥优势，用自已辛勤的双手，去书写更加壮丽的篇章。

广饶县人民政府县长

1996年1月1 6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以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客观记述广饶县土地的历史

与现状。

二、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尤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后实施的情况。编写的时限，

上限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尽量上溯，下限断至1994年，有的章节及大

事记延至l995年。

三、体裁以记述为主，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辅以图、照片、表等，

全志设章、节、目三个层次，前设大事记，后加附录。

四、文中建国前(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引用历史名

称，第一次出现括号内注明今称。纪年，建国前用历史纪年括号内注

明公元纪年；建国后用公元纪年。
’

五、文中数字用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部门公布的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度量衡及货币使用历史

计量单位。土地面积沿用习惯计量以市亩为主，使用其他计量时注明
．．。h．．：L

巾田。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广饶县志》、有关部门的专业志、县档

案馆收存的档案资料以及县人民政府、县土地管理局和有关部门已

形成的文件资料。文中不注明资料出处。



广饶县土地志

七、本志对于涉及到土地管理、开发、利用等有关的行业，如农

业、水利、城建、水产、盐业等在有关章节也作了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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