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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人类生活活动和生产活动场所，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资

料。同时，土地又是不可再生资源。因此，协调人类发展与土地的关系是我国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国策，也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带有战略意义

的千秋大业。

古代兵书说过：。决胜料势，决战料情。o要认真落实。十分珍惜和合理利

用土地。的战略思想，必须对我区土地的历史、现状和今后的态势有一个正确

的认识。

青羊区幅员面积67．78平方公里，折合10．16707万亩。按1998年人口计

。算，全区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为0．22亩，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6．92％，因此，

人口密度大，幅员面积小，土地容量极为有限是我区国土的基本特点。

长期以来，全区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在土地的开发、

利用和保护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如何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要

求，运用人类取得的科学技术成就和生产力，对国土资源进行有计划的开发、

合理的利用，有效的治理、妥善的保护，还有待于我们进行长期探索和艰苦努

力o

<青羊区国土志>以科学的态度、翔实的资料、朴素的文笔对全区土地资

源、土地管理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对全区各级领导干部群

众特别是广大国土工作者的决策和实际操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必将对全区土

地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产生深远和积极的影响。

本书付印时，正是新的<土地管理法>即将正式实施之际。新的<土地管

理法>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关系到中华

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如果<青羊区国土志>能在学习

宣传实施新<土地管理法>中起到一点作用，那就是编著者们最大的心愿了。

总之，我们要借这次机会，把新<土地管理法>的精神送到家家户卢，人人皆

知，在全区形成依法管地、集约用地的氛围。但存方寸土，留与子孙耕，为了

生存与发展，我们务必珍惜每寸土地，让脚下这片耕耘了几千年的土地孕育出

更加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史。

中共青羊区区委书记景天玉

青羊区人民政府区长敬刚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实事求是，立足当代，详今略古，横排纵写，叙而不论。

二、本志史料断限一般上自1840年，下迄1996年。有些内容作

适当延溯，如沿革、赋税等，个别史事延至下限后方告结束者，则终

记其事。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的体裁和语体文，记述

体，以志为主。本志按章、节、目三级安排，但不求章节平衡，按内

容实际需要记事，笔有粗细，墨有浓淡，不平均用力。

四、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

五、本志涉及地名、机构、纪年，均按各历史时期的实际称谓记

载。

六＼本志采用数据，原则上以统计局数字为准，土地资源以详查

为主。统计局没有，则以国土局掌握的数字为准。

七＼本志数字书写，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制定的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试行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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