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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局领导班子及有关科室人

员在土地档案达标验收

会上

2原国家土地局副局长刘文
甲视察六合县基本农田划

定工作

3．穴合县国土管理局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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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贪县土地罾i虽曷

在土地管理工作中成绩突出，被评

菊?毙进单位，特发此状．以资鼓励。

曩匿
_陲：篓。_。．县国土局获得

的部分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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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集镇基本农田保护区

标志牌

2．1997年-9月底宁连路六合

段土地整治大会战后的

基本农田

3马集镇丘陵山区的土地

整治

3





．“,-：--_wmmn 1．六城南北大道

2．六合南门广场

3．六城龙津小区

4．六合龙池夕照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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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籍微机人员在操作

2．土地登记发证

3．热情接待信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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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灵岩镇小城镇开发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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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灵岩镇土地管理所

2．史志编写组人员在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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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生白玉，土内出黄金”，这是我国民间流传千年

的谚语。土地是万物生长之本，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

至宝。我们编纂《六合县土地管理志》，旨在使人们能够更

好地了解地情，珍惜土地，加深对保护土地是一项基本国

策的认识。

六合境内有山有水，有岗有圩，生物资源和矿藏资源

比较丰富。1 403平方公里县域，为六合人民提供了广阔

的生活空间。我们勤劳勇敢的世代祖先，为保卫和开发六

合这块热土，付出了许多重大的牺牲和汗水。可是在封建

社会里，土地为官吏豪绅所吞占，兼之官府横征暴敛，形

成剥削压迫群众的锁链，以致“地瘠民稀，田园荒芜”，“田

荒不治，蓬蒿没人”。到民国时期，仍有大片田地抛荒，童

山秃岭满目皆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

民政府重视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50年代初期进行了

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其后引导农民走合作化

的道路，促进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推行改革开放、联产承包等一系列政策，

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土地资源的效益。90



六合县土地管理志

年代初期，全县耕地复种指数由50年代初的130％增加

到210％，有林面积占宜林地的71％，水面利用率占

60％，土地资源创造了日益增多的财富。

《六合县土地管理志》以大量的史料，记述了六合县

域历史的演变、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利

用、土地管理的政策和法治，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六合县土

地的历史和现状、旧貌和新颜，从而更加热爱乡土，开发

六合。

《六合县土地管理志》是我县历史上第一部土地专业

志书，搜集资料难度较大，编纂经验欠缺，由于修志诸君

评考细察，不辞劳累，边学边干，终于成书。编纂中承蒙

省、市主管部门和县领导、县志办公室以及有关部门的支

持和指导，藉此谨向为本志辛勤编写和出力出谋者，表示

衷心感谢。

本书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界人士指正。

六合县国土管理局局长 唐志高
1997年11月



凡 例

尼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系统、科学地记述土

地管理的历史和现状．力求严谨、准确、简明、精练。

二、本志本着贯通古今的原则，记述事物上限自发端，下限至

1994年末。大事记则至1995年末。

三、本志历史纪年，建国前沿用通称，夹注公元纪年；建国后

一律用公元纪年。

四、本志采用序、述、记、志、图、表、录并用的综合体裁，分章、

节、目三个层次，子目按需设置(以[]符号表示)。

五、本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体相结合，专业章横分门

类、以时系事。

六、本志所记计量单位，均为当时的法定和通用名称，体现历

史原貌。

七、本志所记各类统计数字，建国前按历史记载记述，建国后

均以《六合县统计年鉴》和新编《六合县志》为依据，辅以有关部门

提供的数字。

八、本志记事的地域范围。着重为现时的六合县境。对历史辖

境的事物，择其要者记述，以便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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