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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既是资源，又是资产，它关系到国计民生。土地也是一切生产和社会

活动的基础，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土地从开发到管理，在经济发展

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显得十分重要o

<木兰县土地志>的编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新事，也是一件大事。土地

管理工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正不断地深化使用制度改革，并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由于我们机构成立较晚，在新编的<木兰县志>中，仅有l

章3节对土地开发、土地管理和管理机构做了简要记述，远不能反映出土地开发

利用和管理工作的全貌。因此，有必要编写一部专业志，以抢救和积累珍贵的史

料，添补土地史上的空白o
’

<木兰县土地志>的编纂，其目的在于明晰土地开发利用和管理工作的历史，

在于总结土地开发利用和管理工作的发展成就和经验教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 ／

东西，为我们认识土地、研究土地、管理土地、解决当前土地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新

问题提供历史借鉴。其目的还在于为党政领导和各部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土地管理事业提供翔实可靠的地情和土地信息，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决

策依据。

<木兰县土地志>的编纂，不仅再现了木兰县土地开发以来的兴与衰，而且也

描绘出了我们土地工作者“为了珍惜、节约利用每一寸土地”所付出的艰辛和努

力。特别是描绘了近十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土地管理系统的全体同仁，认真

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土地工作中的其他各项方针政

策，为保证土地动态平衡和发展，为活跃土地市场、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所做出

的卓越贡献o

<木兰县土地志>的编纂，是木兰县又一重要文化工程。它的出版，将成L部

新的爱国主义教材，激发人们爱祖国、爱家园的意识，净化心灵，树立珍惜土地用

好土地的风气，鞭挞破坏耕地浪费土地的行为，为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服务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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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县土地志

“土地不能没有志书”，有了志书就一定要发挥出它应有的“资治、教化、存

史”三大功能作用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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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木兰县土地志>按类列章，立有土地资源、土地开发利用、土地权属、地

籍管理、用地管理、土地租税费、土地执法监察、机构队伍8章。概述、大事记、附

录不列入章的序列。

二、本志共8章40节，节内设目，必要时加附件，各章节均为专题记述。

三、本志采用记述体，一般不作评述。

四、本志纵贯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一般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木兰设治

开始，个别事物上溯至事物发端，下限截至1997年，个别统计数下限到1996年。

五、各章之首，视其需要，适当设置了无题前言，以揭示梗概。

六、本志以文字为主、辅以照片和图、表。

七、本志各章的各项数据大部为土地局提供，全县土壤调查，税、费等由主管

部门或统计部门提供。

八、本志采用的资料，均来源于省、市、县档案部门，不足部分来源于土地局

档案室。个别部分口碑资料，也经查证方才使用。

九、文中历史纪年、民国前为汉字、夹注公历纪年，民国后为公历纪年，夹注

沦陷时期纪年。本志称伪满时期为东北沦陷时期，称解放后为1946年1月25

日以后，建国后均为1949年10月1日以后，时间、百分比、分数均采用阿拉伯数

字o．
’

十、为体现历史真相，称谓均使用历史原词。

十一、本志计量、计数单位，均以历史资料为主，未加换算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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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一)

木兰县位于黑龙江省中南部、松花江中游北岸。自东经127031’至1280187，

自北纬45'54’至46036’o东以二道河子为界与通河县接壤，西以大黄泥河子为界

与巴彦县为邻，北以青峰岭为界与庆安县相连，南以松花江为界与宾县相望。

县境大体呈长方形，南北长77公里、东西宽60公里，面积3179平方公里。

小兴安岭支脉从西、北、东三面伸入境内构成了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北高南

低的自然地势。全境山地占60％，大部为山林。大、小木兰达河、白杨木河流域

形成3块长条冲积平原。土壤有8个土类、18个亚类、24个土属、39个土种。其

中：白浆土占56．7％，草甸土占19．8％，水稻土占12．75％，暗棕壤占7．66％，黑

土占2．1％，泛滥土占0．9％，沼泽土占O．06％，泥炭土占0．03％o

全县土地资源为2区6级，1988年经黑龙江省土地管理局综合土地经济等

级评价，为三级县。县境内属中温地带、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干燥，夏季高温多

雨，春秋凉爽，四季不甚分明。年平均温度为l一3℃，极端最高温度35．5℃，极

端最低温度一42℃o年平均降雨量596．2毫米。无霜期127天o ．．

木兰县境域内的松花江边，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此后，随着政

治、经济形势的变迁，境内土地开发利用状况也随之变更。特别是建国以来，经

过蒙古族后裔、满族、汉族、朝鲜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回族及锡伯族、土族、壮

族、苗族等11个民族的共同开发建设，木兰县境域内的土地资源利用状况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据1996年全国统一时点土地变更调查：全县土地总面积

4742575．5亩。耕地面积1330362．8亩，占土地总面积的28．05％(其中：水田

343882亩，旱田985361．4亩，菜田1119．4亩)；园地面积2721．8亩，占土地总面

积的0．06％(其中：果园1086．6亩，其它园地1635．2亩)；林地2736317．3亩，占
· 1 ·



木兰县土地志

土地总面积的57．7％(其中：有林地239：3575．8亩，灌林地101846．6亩，疏林地

35245亩，未成林造林地184767．5亩，迹地19168．2亩，苗圃1714．2亩)；牧草地

27798．4亩、占土地总面积的0．59％(其中：天然草地27798．4亩)；城镇村及工矿

用地103810亩，占土地总面积的2．19％(其中：建制镇用地15710．2亩，村庄用地

84390．6亩，独立工矿用地3609．7亩，特殊用地99．5亩)；交通用地54320．9亩，

占土地总面积的1．15％(其中：铁路用地2899．5亩，公路用地6937．4亩，农村道

路用地44484亩)；水域171027．6亩，占土地总面积的3．61％(其中：河流水面

70300．7亩，水库水面30287．3亩，坑塘水面15015．5亩，滩涂35549．4亩，沟渠面

积18463．5亩，水工建筑物面积1411．2亩)；未利用土地316216．7亩，占土地总

面积的6．67％(其中：荒草地233197．7亩，沼泽地68067．1亩，田坎35亩，其它地

14916．9亩)o全县人均土地19．4亩，人均耕地5．4亩o

f，一’)、一，

木兰县的历史，就是一部土地开发的历史。

辽金时代，在蒙古尔山设有山寨，驻军屯田，在白杨木河一带设有猛安谋克，

计口授地。金元之交，战乱频繁，所建城池山寨邑地尽成废墟，大片农田划为蒙

古贵族做牧场，县境内此时被划为成吉思汗幼弟帖木格斡赤斤封地。由于采用

汉法，鼓励垦荒屯田，境内亦在屯田万户府管辖之列。明代，境内已有1370余户

在垦植。

清康熙七年(1667年)，清廷下达禁令，严禁移民在黑龙江境内居住垦植，县

境内也随之被列为封禁之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吉林将军奏请阿勒楚喀

三姓追送公文鸾远，在色勒佛特库驿站东北73里、松花江北岸地方设置了佛斯

和亨驿站(今五站乡政府所在地)o从此，县境内又开始开发，由站丁地开发，逐

步走向旗地开发和民地开发。从清咸丰二年(1852年)开始，黑龙江将军和清廷

大臣不断奏请蒙古尔山有腴地百万垧可垦”，直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蒙古尔

山方才驰禁放荒，准许局部开放。弛禁放荒之初，县境内土地多为旗领民佃，从

关内涌入黑龙江的民人(汉民)只有佃耕权，而无土地所有权。解开全黑龙江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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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禁之令，县境内为开禁后第一个土地开发高峰期，是时，县境内已垦出熟地

11010．95垧，放出余荒1155．3垧。随着民户的大量涌入，民地也以各种形式不

断增加，至光绪七年(1881年)，大、小木兰达段已查出民垦地7749垧，放出生荒

11448垧。光绪二十年(1894年)，齐齐哈尔副都统曾祺为筹集军饷，再次上奏朝

廷：“巴彦苏苏厅属木兰达以北(东兴)尚有闲荒4万余垧，均可拨当旗屯”o朝廷

准奏后，由巴彦苏苏两次拨1200户进入东兴地方屯田，建两旗6佐42屯。是

时，木兰县境内为开禁后第二个土地开发高峰期。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

全面开禁放垦后，将木兰境内的白杨木河段划为全省重点开发区，与此同时改行

“旗民兼放”政策，允许民人“备交荒价，领地纳租”，并对过去的旗领民佃加以清

理，确定了民人垦户的土地所有权。由于全面放垦，促进了本来不多的旗地迅速

向民地转化，白杨木河两岸已放出荒地159145垧。是时，县境内为开禁后第三

个土地开发高峰期。为搞好土地开发，扩大土地开发，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木兰设治。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结束统治，旗地制度已基本解体，并由国

有逐渐转化为私有o ．

民国期间，由于实行招垦实边政策，鼓励开荒，采取催垦、抡垦措施，到关内

招募移民垦荒，使移民人数激增。民国12年(1923年)，朝鲜移民金鸿植入境，在

木兰县城北15公里的老纸房屯开始垦植水田，这为县内种植水稻之始。为了加

快垦植余荒，民国16年(1927年)，设置了东兴设治局。民国17年(1928年)，<黑

龙江省沿边各属荒地抢垦试办章程>明确规定东兴设治局为抢垦区域。是时，县

境内为开禁后第四个土地开发高峰期。这虽然促进了县境内的土地开发，但在

续放余荒中，在旗地转化成民地中，土地逐渐集中在官僚、富商和大地主手中，形

成垄断私人所有制状态。据1923年至1925年调查，木兰县拥有100--1000垧以

上耕地的地主仅有12人。而众多移民则因缺乏土地而成为佃户。

沦陷时期，日伪当局虽然在表面上仍在进行±地开发，而实质上为镇压抗

日，实行“归屯并户、集团部落”政策，强迫农民抛弃土地，使县境内开发出的土地

大量荒芜。加之殖民式的掠夺土地做为军用地，给日本移民开拓团耕种，又利用

农村的封建势力，从政治、经济、法律上维护和发展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中国农

民在高租重税的压榨下已无力开发新的土地。据1946年土地改革前调查：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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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富家2212户，占全县总户数的9．5％，而占有的耕地达648673．5亩，占全

县耕地的75．6％o余下的耕地大部分为中农所有，贫农仅有不多的一点耕地，

雇农则一无所有。地主、富农人均占有耕地41．8亩，而贫农雇农人均耕地还不

到0．91亩o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木兰、东兴两县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广大农村开展了轰

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度，彻底砸烂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

制。到1948年2月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全县共平分土地1139685亩，人均分地

7．5。12亩。从1950年开始，县人民政府就鼓励农民开荒，提出“谁开荒归谁”，

使县境内的土地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有序开发时期，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持

续发展。从一家一户由镐头开荒、一牛一犁开荒，发展到集体、新农具开荒，又发

展到机械开荒。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全县建立起了集体土地所

有制与全民土地所有制两种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加入高级农业生

产合作社的农民，把原有分配给自己的土地归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由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经营使用。国营农、林、牧、渔场使用的土地和国家建

设征用的土地归全民所有o 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集体土地为公社所有，对

土地实行无偿划拨。1961年，根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对公社体

制进行了调整，集体土地所有权归为生产队所有。为有力地促进土地开发1956

年至1983年期间，还完成了全县荒地3次大规模普查、土地确权、划界和两荒划

界，完成了全县土壤普查。1983年，全县农村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形式为主的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把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农民土地经营权相分离。与此同

时，对全民所有制土地，进行了五荒(荒山、荒水、荒坡、荒草、荒滩)开发式承包，

这一土地使用制度的重大改革，不仅体现了土地责、权、利的统一，而且激发了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o 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黑龙江省土地管

理实施条例>公布实施后，全县土地和城乡地政开始实行依法、统一管理的新体

制，全面开展了城镇和农村地籍调查、土地登记、发证、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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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城乡用地审批、土地法律法规宣传、土地监察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业务

工作。并通过划定基本农用保护区，加强了农业生产用地管理和城乡非农业建

设用地管理。1992年，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对集体所有土地实行有偿使用

制度o 1995年，对全民所有土地也实行了有偿使用制度。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全

民所有土地使用权由无偿变有偿，由无限期变为有限期，这一重大改革，不仅挖

掘了土地资产的效益潜力，为地方经济开辟了新的财源，找到了堵塞国有土地资

产流失，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有效途径，而且使±地基本国策得到

了进一步贯彻，增强了人们珍惜土地、合理利用土地的自我约束机制。通过编制

规划，制定计划严格地控制了占用耕地，至1997年全县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从

1987年的236．5亩已压缩到1997年的150亩o

为了依法管理土地，县内各级人民政府始终把土地法规宣传和土地监察工

作纳入重要日程。

从1991年开始，县委、县政府都利用“6．25土地日”，用电视、广播、宣传单等

各种形式宣传土地法律、法规，受教育人数达85％以上。县土地管理局每年都

要制定执法大检查工作方案。在上下共同努力下，至1997年共查处违法案件24

起。从1990年开始，县内还开展了创建三无乡(镇)活动(无违法占地、无违法用

地、无违法批地)，至1997年，全县14个乡镇都达到了“三无”目标，为此，在全省

土地监察工作会议上介绍了经验。
‘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土地管理工作另一重要标志是管理机构和人员编制从无

到有，从兼职到专职，逐渐形成了一支职能齐全的管理队伍。

从1946年开始，在县民主政府下设了实业科，内设置兼职人员管理土地o

1961年，农业局设置土地股，配备5名专职人员管理土地o 1974年，在农业科内

设置土地管理小组，配备3名专职管理人员o 1976年，设立县土地管理委员会，

下设办公室。1980年，改称县土地利用管理委员会，下设土地利用管理站，配备

3名专职管理人员o 1985年，在全县14个乡(镇)各设置1名土地专管员o 1987

年，设立木兰县土地管理局，列为政府序列。为便于工作，在局内设置了地籍管

理股．、土地管理股、土地监察股、土地市场管理股、人秘股，至1997年，已配备18

名专职管理人员o 1988年，各乡镇相继设立了乡镇土地管理办公室，配备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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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专职管理人员o 1993年，设立了土地专业法庭，配备了2名专职人员o 1994

年，为加强土地市场管理，设立了木兰县土地估价事务所和木兰县地产事务所o

1995年，为加强土地监察工作，设立了木兰县土地管理执法监察大队。与此同

时，局内局外土地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都建立健全了管理职责和岗位责任制。

并通过数年各种形式的培训，进一步提高了这支土地管理专业队伍的素质。至

．1997年，巳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40名。其中：高级工程师1名、工程师2名、助

理工程师35名、技术员2名。

为了加强对全县土地利用宏观调控和统一管理，1997年开始编制<木兰县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o<规划>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要认真贯彻“十分珍惜和合理

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按照“提高土地利用率，占用耕地与

开发、复垦挂钩”的原则。以保护耕地为重点，在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前提

下，统筹安排各业用地。<规划>主要指标：到2010年，全县土地利用率要达到

94．5％o耕地面积要稳定在8．7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28．4％，划人基本农田

保护区7．6万公顷，保护率为87．5％o林地面积要占土地总面积的58％，森林

覆盖率达到42．9％以上。城镇居民点、工矿及交通用地要占土地总面积的

3．4％，水域面积要占土地总面积的4．1％，其他用地要占土地总面积的3．4％o

通过积极推进土地整理、对中低产田改造和综合治理，搞好土地建设，逐步优化

土地利用结构，不断提高土地集约化水平和产出率，努力发挥土地综合效益o

<规划>还要求在土地管理上，加强土地利用宏观管理，认真搞好规划的实施和用

地计划管理，建立日常的地籍管理制度，深入土地使用制度和管理制度的改革，

理顺管理体制，做到依法、统一、全面、科学地管理土地，保证土地的合理开发利

用o

“留得方寸土，待给子孙耕”，木兰县土地管理战线全体员工在县委、县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正在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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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

吉林将军在县境内设置佛斯和亨驿站，开始开发站丁地。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

清廷派员查得县境内蒙古尔山等处有闲荒9段120余万垧堪可试垦。

咸丰七年11857年)

御史吴焯以呼兰城北蒙古尔山有腴地百万余垧，并非参貂禁地，亦与夷船经

由之路无涉，奏请弛禁放荒o ，

咸丰十一年11861年)

清廷批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奏请，准予出放蒙古尔山地段闲荒，为全省弛禁

放荒之始o

同治七年11868年)

木兰县已垦出熟地11010．95垧，查出浮多地409．95垧，放出余荒1155．3垧

光绪三年11877年)
、

8月8日一28日，连降大雨，大、小木兰达段被淹耕地238365亩。

光绪七年(1881年)

大、小木兰达段查出民垦熟地7749垧，放出生荒11448垧。

光绪十三年(1887年)

大、小木兰达已有33万亩耕地，有70％至80％遭灾o

光绪十九年(1893年)

5月，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奏请清廷，准予出放东兴(东兴镇)之荒。由巴

彦苏苏(巴彦县)分派屯田总理照奎带骑兵进入东兴垦荒，为木兰境内军垦之始。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

6月上旬，设东兴镇屯田，由巴彦苏苏拨600户居民到东兴垦荒，为木兰境

内民垦之始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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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县内勘丈丈竣

光绪二十六年(190(?年)

年初，兴农公司在木兰、东兴境内设木营、伐木垦荒。

光绪三十年(1904年)

黑龙江将军委派辛天成勘察木兰界址，初定西境以小石头河中流为界与巴

彦接壤。

县境内全面丈放官荒。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3月，清廷勘分界址委员辛天成等人，察勘木兰界址，划定木兰县与巴彦州

以大黄泥河子中流为界o

9月1日，木兰设治，县衙建在小石头河子。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4月，黑龙江巡抚程德全上奏清廷，准予出放县境内白杨木河两岸闲荒。境

内旗地允许买卖。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2月，吉林、黑龙江两省派员赴五站勘察，划定木兰县与大通县(通河县)界

址以二道河子中流为界。

清丈结束，全县共放荒95132．15垧。

宣统元年(1909年)

12月。县衙由小石头河子迁往索伦张口子埠头(今木兰镇)o

宣统三年《1911年)

白杨木河两岸已出放官荒159145垧。

民国元年(1912年)

4月，撤消东兴协领公署，划旧木兰县管辖。

民国3年(1914年)

夏，第九清丈分局开始清丈木兰县地亩。

民国4年(1915年)

东兴丈竣，东兴地方已开垦熟地57600垧。尚未放荒1081300垧。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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