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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江浦县土地管理志》编纂四载，业已辑成。感奋之

际，受命作序，草涂数言，权以代之。
’

江浦历史久远，早在新石器时代，便有人类在此栖息

繁衍。春秋战国以来，先后为楚、越、吴及棠邑、全椒、怀

德、六合、来安、和州、滁州等属地。明洪武九年(1376年)

六月置县，至今已六百二十多年。境域经历次变更，至20

世纪80年代中期，总面积为746．93平方公里(县统计数

为737平方公里)。

江浦县位于长江北岸，前临长江，后枕滁河，老山山

脉横贯其中。津沪铁路，104、312国道，浦合、浦乌公路穿

境而过，距新生圩港口、禄I=I国际机场30多公里。县内公

路四通八达，交通便捷，历来为战略要地，素有“金陵门

户"之称。

江浦人杰地灵，资源丰富，有一代“草圣"——林散

之，十里温泉，百里老山，千年银杏，万只白鹭(候鸟白鹭

集中栖息地)，十万亩国家森林公园。老山腹地的“狮岭雄

姿"，为金陵新四十景之一。

万物土中生，土地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一要素。在这

块土地上，先辈们创造了历史和文化，改革开放为江浦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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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活力。江浦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弘扬“团结‘

拼搏，小县办大事；艰苦奋斗，小县创大业；越位奋进，小县大

发展”的江浦精神，两个文明建设有了长足发展。良好的投资

环境，已成为国内外有识之士投资开发的热土。

《江浦县土地管理志》的编纂，始终坚持志书的编纂

原则，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以朴素的语言、翔实的资料，

展示了江浦县土地开发、利用、管理的历史全貌，揭示了

土地与人类、土地与国家、土地与社会、土地与经济的关

系。读者可从一个侧面领悟在新时期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与珍惜、保护土地资源的关系及意义。该志稿虽然还存

在不足之处，但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专业志书。

担任《江浦县土地管理志》编纂任务的三名执笔者热

爱修志工作，具有修志经验，不辞劳苦，配合默契。正因为

如此，才在短时间内获此硕果。

在《江浦县土地管理志》编纂工作中，得到了有关部

门、单位及社会各界有关人士的热情支持与协助。在此，

我代表江浦县国土管理局表示衷心感谢!

江浦县国土管理局局长

∥√。
1997年10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坚持存真求实原则，反映江浦县土地管理事业的历史

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采用图、记、述、志、表、录综合体裁，以志为

主，横排门类，一般分章、节、日三个层次，子目按需设置

(以[ ]符号表示)，纵述史实；前列概述、大事记，中置专

志，后殿文献辑录；卷首置地图、彩照，卷末设编后记，图、

表随文辅置。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文字通畅、朴实、简

洁；记述内容以详今略古为原则，因事而异，上溯发端，下

限1995年末。

四、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下延至

1997年末。

五、本志资料，大部取自地方文献和档案资料，兼收

少量口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六、本志数据以历史资料和县统计局统计数为主，

1985年后，县统计数与土地资源利用现状调查数随文并

用，在记述时执行《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七、本志历代纪年、官署(政府)和职官，沿用当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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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称号与称谓，中华民国时期，简称“民国"；历史纪年加

注公元纪年。

八、本志所载计量单位，系按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

法定计量单位执行，少数为习惯使用单位，未作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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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江浦大地，成陆于加里东海西造山运动，古属扬州地。明洪武

九年(1376年)六月，析和州遵教、怀德、任丰、白马，滁州丰城，六

合县孝义等6乡15里，置江浦县，治浦子口城(今东门镇)，隶应天

府。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迁县治于旷口山(今珠江镇)，同年，

划江宁县沙洲乡，乡民2 000户，增建崇德乡，下领4里，全县领7

乡19里。

清顺治二年(1645年)，江浦隶江南省江宁府。雍正四年(1726

年)，改里为保，全县划为5乡48保。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始

行市、乡制，原5乡改为3市2乡，辖保如旧。

民国纪元，江浦隶江苏省，仍行市乡制。民国17年(1928年)，

取消保制，次年，全县划为77乡25镇884闻4 395邻。嗣后，江浦

行政区划名称变更几易，至民国37年(1948年)3月，全县划为3

乡8镇107保。

1949年4月，江浦全县解放后，废保甲制，以区、乡、村为行政

区划单位，全县划为4区、36乡镇、122个行政村。1956年撤区并

乡，全县编并为13个乡镇331个选区。1995年，全县划分为珠江、

桥林、汤泉、星甸、永宁5镇，大桥、建设、龙山、陡岗、石桥、林山6

乡，下领155个行政村、22个居民委员会，1 628个村民组。全境总

面积737平方公里(详查数为746．93平方公里)，其中陆地占

78．02％，水面占21．98％。总人口29．85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

里400人，人均耕地1．10亩，劳均耕地3．12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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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浦县地处宁镇扬低山丘陵西北边缘，南隔长江与南京市城

区、江宁县相望，北依滁河与安徽省来安县、滁州市、全椒县毗邻，

西连和县，东接南京市浦口区，素有“金陵门户、九省孔道”之称；居

北纬31。51’"-'32。137，东经118。207～118。41’，属北亚热带气候区，

具有冬干冷，春温凉，夏炎热，秋千暖，四季分明的特点。常年平均

气温15．3。C，日照时数1 987z]、时，无霜期226天，降水量1 020毫

米，最多年份达1 571毫米，最少年份465毫米，夏秋两季降水量占

全年73％，雨热同期，光、热、水资源丰富。山富地饶，石灰岩、石云

岩及莹石、红砂、黄砂等矿藏储量大、品位高、易开采；动植物源衍

古老，有植物180科、900多种，野生药材173科870多种，野生动

物276种，农作物以粮棉油为主。地貌多姿，老山横亘中部，绵延

20多公里，气势磅礴，状似卧龙，大刺山昂首屹立，海拔442．1米，

森林覆盖率达79％；正在兴建中的老山森林公园，已为中外投资

者所关注，开发中的汤泉温泉已具规模，集疗养、旅游、度假于一

体。老山两侧440平方公里的黄土岗地，尤如龙爪向南北伸延，台

地冲田，集市村舍，错落其间；长江绕其前，滁河逶其后，沿江、临滁

平原，阡陌纵横，河渠如练，一派田园风光。津浦铁路，104、312、浦

合国道，浦乌省道，南京市绕城公路及县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为

江浦经济全面振兴开拓了广阔前景。

江浦历史悠久，远在新石器时期，已有先民生息繁衍，开垦种

植始于唐虞。秦建辕田制，农业生产有所发展。明初，沿江、临滁已

有围圩记载，丘陵谷地多辟为旱地冲田。耕地分官田与民田，其中

官田为王朝国家所有，民田大部被官宦和缙绅所占据。其后宗室、

勋贵又以“钦赐”、“奏讨”和圈地等手段，抢占民田，建立庄园。清

初，分民田与卫田两类。康熙八年(1669年)，调整土地政策，将明

代王府勋贵之田，给与原种之人，改为民产，永为世业，提高了农民

生产的积极性。民国年间，江浦土地开发利用仍因受封建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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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缚和兵事、自然灾害的摧残，仅限于原状，农业生产水平低下。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

法》，同年lo月，江浦县开始第一期土地改革，至1951年12月，全

县土地改革胜利结束，依法没收和征收地主、富农及其他成份的土

地222 703亩，无偿分给22 184户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废除了封建

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解放了生产力。50年代中

期，中共江浦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连圩并圩，培固堤防，整治

土地，建设高产稳产农田，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农业生产步伐

加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改

革农业生产体制，发展多种经营，兴办乡镇村企业，人民生活水平

和居住条件得到进一步提高与改善。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公布实施，翌年4月，成立江浦县土地管理局，全面贯彻

执行“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基本国策。90

年代初，实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保护土地资源，发挥土地资产效

益。1995年，全县土地总面积973 744．5亩，其中：耕地496 747．2

亩，占51．01％；园地7 444．8亩，占0．76％；林地55 415．0亩，占

5．69％；牧草地14 534．8亩，占1．49％；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100 248．o亩，占9．44％；交通用地23 179．5亩，占2．38％；水域

246 929．6亩，占25．36％；未利用地29 245．6亩，占3．oo％，土地利

用结构日趋合理。

强化土地管理力度，编制土地利用规划。明清时期，土地清查，·

地籍整编，均以课税为目的。民国时期，土地管理开始向以地产法

律登记为主的产权地籍管理过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土地管

理内涵发生历史性的转变，以维护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开

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

要为宗旨。1949年始，先后由县财粮科和民政科承办土地征用、划

拨手续。在土地所有制急速变革期间和“大跃进”年代，建设用地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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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又多为无偿、无限期的使用，一度出现多征少用、早征迟用、征

而不用的浪费土地资源现象。1968--1972年，县革命委员会生产

指挥组管理土地工作5年中，全县耕地净减1．19万亩，净减

3．20％；1972年较1952年，减少耕地6．17万亩，减少14．65％。

1978年后，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强化土地管理力度。1981年4

月，县政府发出《关于立即制止侵占耕地建房的紧急通知》，次年，

发布《关于村镇建房用地管理布告》，浪费土地资源现象得到有效

遏制。1988年4月，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土地管理工作跨入了依

法、统一、科学管理土地的新阶段。借助新闻媒介，运用广播、电视、

幻灯，宣传国家土地管理法规，利用大小会议、标语口号、宣传橱

窗、普法讲座及征文竞赛等多种形式，提高全民国土观念和惜土意

识。成立县土地监察中队和土地巡回法庭，组建信访、监察网络。清

查非农业建设用地，开展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发证工作。查处

违章违法用地案件，对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的案件，按法定程序，报

请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同时，提高土地管理人员素质，建立健全

工作制度，坚持原则，依法办事，热情服务。乡镇开展无违法批地，

无违法管地，无违法用地“三无”乡镇活动。自建局8年来，坚持“一

要吃饭，二要建设”方针，开源节流，调配土地资源，编制县乡村三

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11个基本农田保护区：一级农田保护

面积43．98万亩，保护率为80．69％，二级农田保护面积为15．25

万亩。合理利用每寸土地，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至1995年末，

净增耕地0．13万亩。“三无”乡镇达标率为45％。

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提高土地资产效益。江浦县土地实行有偿

使用，起自1975年开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费。80年代后期，在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土地资产管理取得突破性

的进展。1982年，恢复契税征收后，又相继开征耕地占用税，农林

特产税，城镇国有土地使用税，计收税金611．67万元。同时调整城

镇国有土地使用费标准，建城区按六级地标准和用地类别，乡镇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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