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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6年1 0月

29日，国务院组织

的由国家土地管理

局、农业部、财政

部、国家计委、国

务院法制局和国务

院政策研究中心组

成的基本农田保护

检查团在台前进行

检查。

1996年5月6日．濮阳市人民政府

在台前召开基本农田保护现场会议。图

为副市长林景顺在会议主席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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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凝台蓟县委书记毛盼星、台前县人

民政府常务副县长赵进军、土地管理局局

长林英潮检查指导基本农田保护工作。

台前县乡(镇)基本农田保护示意凰式样

多



r丢1
中共台前县委书记毛盼星在台前县土

地使用制度改革动员大会上。

台前县人民政府县长李公乐(左二)、副

县长曹务金、张军渡和土地管理局领导人共同

研究县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工作。

台前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检查验收会议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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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县土地管

理局领导人研究实

施<土地使用制度

改革实施方案)。

踊擎’

槊厦
台前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张军波(左二)和土地

管理局、城关镇领导人实

地落实土地利用总体封瞄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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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县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县直有

关部门领导，以及土地管理局全体人员上街宣传。

台前县人民政府召开由各乡(镇)、县赢有关

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迎接全国土地日座谈会，县委、

人大、政协领导人累临会议。

土地国情、国策、国法教育。

1 992年9月，国家土地管

理局颁发给台前县土地管理局

“土地管理科学技术进步奖”

三等奖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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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3月，河南省土地

管理局授予台前县土地管理局

。土地管理先进单位”锦旗。



1 996年9月，河南省土地

管理局、省人事厅授予台前县

土地管理局“河南省土地管理

系统先进集体”奖牌。

!：鳖：．一⋯^+^月■●

1 991年5月，河南省土地

管理局授予台蘸县土地管理局

“土地管理先进单位1锦旗。

台前县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人和土

地管理局领导人在县城开展土地咨询活动。

台前县宣传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活动遍布城乡。

土地执法人员拆蕲I违法占地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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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3月，河南省

土地管理局授予台前县

土地管理局“基本农田

保护先进单位”锦旗。

1991年9月，河南省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领导小组、河南省土地管理局颁发给台前县

土地管理局。河南省土地资源调查科技成果

奖”一等奖证书。1992年3月，河南省土地

管理局颁发给台前县土地管理局“河南省土

地管理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证书。

1 997年1月，河南省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领导小

组、河南省土地管理局颁

发给台前县土地管理局

“河南省土地资源调查科

技成果奖”二等奖证书。

一挲～蔗土地使用证式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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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县土地管理局全体人员合影



1997年11月8

日，河南省土地管

理局和濮阳币土地

管理局联合组织对

《台蓟县土地志》进

行验收评审。

验收评审委员

会主任李庚宣布验

收、评审结果。

验收评审委口墨西全体成口贝和台前县委、县

政府、县土地局领导人合影。



序

《台前县土地志》编纂人员，在时间紧、任务重、资料匮乏、经费紧缺的情况

下，黾勉从事，殚精竭虑，日夜拼搏，用血汗浇铸成书，今粲然面世。该志属濮阳

市土地志丛书第一部，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壮举。在此，我谨表示热烈的

祝贺。

土地是万物之源，立国、生存之本，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纵观人类发展

的历史，无不与土地相关，中国革命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土地斗争史。《台前县

土地志》追古溯源，以翔实的资料、求实的精神和朴实韵文笔，谱写了台前人民

为土地而斗争的动人篇章，展示了当地土地制度变革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记述了党和政府以及土地管理人员开发、保护、管理土地的光辉业绩。在新的

历史时期，随着各项事业的飞跃发展，土地的潜力和效益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

开发和利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今后土地的开

发、利用和管理，《台前县土地志》提供了一部具有重要研究、借鉴价值的珍贵史

料。

我们期望，通过《台前县土地志》的出版，能够启迪各级干部、广大群众更加

热爱土地，研究土地历史，掌握土地工作的基本特点和规律，推动土地管理工作

的科学发展，谱写国土新华章，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再创辉煌。

河南省土地管理局局长蒋书铭

1997年6月27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现

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台前土地的历史和现状，旨在服务当代，垂

鉴后世。

二、本志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力求体现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上限不定，

根据史料情况，力求贯通古今，下限一般断至1995年底，部分章节为保持事物的

完整性写至1996年，大事记不限。

三、本志体裁包括述、记、志、图、表、录，以志为主体，按章、节、目、子目结构

形式，横排竖写。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相结合的手法。’附录主要是收

录有存史价值的文件和不便归类的资料。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述而不论。

五、本志对地名、机构等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多次出现采用约定俗成

的简称。记古地名一般加注今名或所处地理位置，今名用现代标准地名。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土地管理局、统计局和有关部门档案，部分来自正

史、旧志、专业志稿。

七、本志历史纪年，清代前采用朝代纪年(使用汉字)，加注公元，纪月、纪日

采用旧历；民国时期加民国年号(使用阿拉伯数字)，加注公元，纪月、纪日采用

公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纪年、月、日均采用公历。

八、所记土地、耕地面积，一般为当时统计面积。1990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面积，只在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落实部分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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