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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青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自有人类以来，就视土地

为神圣的生命之源。

淮阴，是一个古老的县份，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人类生衍繁

育，青莲岗文化遗址的发现，就是佐证。数千年的历史沧桑，使我

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演绎了一幕又一幕的人与土地的

活剧：筑堤扒河，围湖开荒，使沼泽变桑田，草地上长庄稼。今天，

拥有1300平方公里的淮阴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交通便利，

工农业发展，呈现一片兴旺发达欣欣向荣的景象。

“盛世修志”是我国优秀文化的历史传统，淮阴县国土管理局

的同志，正是在改革开放的盛世，在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进程

中，本着借古观今，揭示历史规律，推动当代事业的精神，将淮阴土

地纵贯千年，横陈百里的沧桑巨变的历史记录下来，编纂出版《淮

阴县土地志》。这是淮阴县土地管理史上的一件大事。

纵览全书，这部志书以翔实的资料，流畅的语言，详今略古，比

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淮阴县地理历史概况，土地资源及开发利用

状况，土地制度、地籍管理、用地管理、土地经济、土地监察的演变

情况等等，它必将起到资政、存史、教化等功用。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读罢全书，为我们淮阴人民辛勤耕耘了这

块土地、培育了这块土地、核查了这块土地、监察着这块土地所取

得的成就而骄傲；为我县在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培育土地市场

中所做出的贡献雨感奋。我相信，在土地的开发、利用及治理的未



2 淮阴县土地志

来岁月里，必然会创造出比昨天更加辉煌的业绩。

我们应继承和发扬光大先人留下的保护和使用土地资源的传

统美德，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赋予土地管理新的内涵，走上土地

资源管理和土地资产管理并重的新的征程。

以志为鉴，启迪后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上述感触，权以为

序。

淮阴区国土资源局局长徐登义

2002年7月30目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历

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力求客观地反映淮阴县

土地的历史变迁和现实状况。

二、本志本着“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的原则，突出时代特点，地

方特色和专业特征，以史料为依据，秉笔直书。上限因事而异、尽

量追溯，下限截至1996年底，大事记、机构沿革、人事更迭延至

1999年底。

三、本志结构采用章、节、目体，坚持以事分类，横排竖写，除概

况、大事记、附录外，共分12章、33节、115目，采用语体文记述(引

原文除外)，以述、记、志、录、图、表、照片为主要记述方法，照片相

对集中于志首，图表随文插附。

四、本志纪年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朝代纪年和

民国纪年，并于每节首次出现时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采用公元纪年。记述中出现的“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lO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年代”均为20世纪。

五、本志记述的机构、党派、职务均以当时名称为准，名称过长

者，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皆用简称，旧地名适当加注今地名。

六、志书数据，凡县统计局有数据的，如因需要采用部门数据

时另作说明；统计局没有数据的，以部门数据为准。民国以前的旧

计量单位，概照录原文，不作换算。

七、淮阴县行政区划历史上几经变动，有关数据一律保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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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貌，不作调整。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国家、省、市、县有关档案及乡镇提供的资

料，资料不注明出处，引用旧地方志或其他书刊外加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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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县位于江苏省北部平原的腹地，地处北纬330227_330

56’，东经118。56’--119009’。东与淮安、涟水相依，南濒洪泽湖，西

与宿迁市的泗阳县相邻，北隔六塘河与沭阳县相望，中间半环抱淮

阴市的清河、清浦两区。总地势西高东低，属黄淮冲积平原，总面

积1309．1平方公里，其中陆地占81．80％，有耕地969519亩。因地

处淮河下游，濒临洪泽湖，境内河、湖纵横交错：大运河、废黄河(淮

河)、盐河横贯东西，六塘河、淮沭河、孙大泓等纵穿南北，水资源丰

富。地下蕴藏丰富的盐岩、芒硝、碳氢钠石、粘土矿、天然气、石油

等。预测盐岩远景地质储量约200亿吨，芒硝总量2亿吨。这些

丰富的自然资源会越来越多的被人们开发利用，为淮阴的经济发

展增添后劲。

1996年，淮阴县共有4个镇、25个乡、1个开发区、6个国营场

圃，426个行政村、11个居委会。总人口805569人，耕地面积

969519亩，人均耕地1．2亩，全县粮食总产量44．8万吨，工农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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