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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仪陇县人民政府县长

湾正按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是人类最基本、最

宝贵而叉不可再生的生产资料．土地又是国家的重要资产。

仪陇．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十分突出。珍惜每寸土地，把土地视

为神圣的生命之源．乃是祖祖辈辈之美茁．

仪陇·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县．自南朝粱天监元年，仪陇置县后，

上下几千年·仪陇人民在这块土地上耕耘收获．生息繁衍，积累了

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历史经验．如今．拥有1694．7平方公里的仪

陇．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旧筑变新颜．

古人云·盛世瞎志．仪浅县国土局的同志．正是在建设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进程中，本着观今鉴古，揭

示历史规律．推动当代事业的精神．将仪陇土地纵贯百年．横陈千

里沧桑巨变的历史如实记载下来．编纂‘仅陇县国土志'是仪陇县

土地管理史上的一件大事．

纵览全书．这部专志以翔实的资料，专业内在的关联，立足当

代·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奉略末，详独略共．比较全面地记载了

仪陇县土地历史概况·土地资源及开发利用现状，土地制度．土地

经济·建设用地，地藉管理．土地监察管理体制的演变情况等等。必

将起到资政、存史．救化等功用．我们怀着感奋的心情读罢全书．为

扳陇人民艰苦创业而骄傲}为保护辨地．严格执法取得优异成绩而

振奋-为我县在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培育土地市场所取得显著

成绩而欣慰。我们相信t在保护耕地，开发土地．严格土地管理的历

史长河中．有辉煌的今天．必然有灿烂的明天．



土地管理的历史．是不断探索．不断发展的历史。人类的发展

离不开土地，土地必须得到保护和合理利用．这是土地管理的基石

所在。始终如一地保护耕地资源，乃是土地管理的第一位任务。我

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先人留下开拓耕地的创业精神和合理利用每寸

土地爱土如金之美德。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i仑指导下．

按照土地管理新的内函．迈开土地资源和土地资产管理并重的征

程．

以志为鉴，功在千秋，上述感触，权以为序。

199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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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求实存真的原则．客观公正地记述本县土地资源

旰发，利用特M．L』及土地管理工作产生、演变、定展的全过程．

二、本志记事起于1840年．下限1995年．个别记事作了适当

l申缩．

三、本志采用志、记、图．表、录的表述方法。有关表、图散见于

吾章、节、目之中。使其相得益章．各得其所。

四、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记载、统计年鉴、部分专著。土地

管理方面的资料、数据来源于局档案室．各科室。部分资辩来源于

u碑回忆．各章，节内容情如藕莲，便于记述取央于繁简平u洋略。坚

持横陈现状．纵述始末。

五、本志所用散据、统计表、年月日、行文散字．均用阿拉伯数

字表示。

六、本县冒辖区域有过数次变动，本志所载各年度的数据均以

与时区域为跟，未作增减变更处理。

七、本志所用货币名称和金额单位，均以当时资科记载为准．

}{：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九十年代．均用人民币元，世物价上涨

旨干倍．未作不变价处理。

八、本志土地面积计量．除详查面积有注明外．均为当时当地

习惯面积。

九、本志重量计量．新中国成立前采用当时计量单位．新中国

成立后一律以公斤为单位。

十、率志为记述方便，所引资料未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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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仪陇县地处四川盆地东北部，介于东经106 13’一106 52’·北

纬31 11，一31 39，之问。东邻平昌，南界营山、蓬安，西接南部、阆

中．北连巴中。幅员面积1694,．7平方公里．1965年底，全县辖20

十镇，40个乡，844个村．总人口959918人．其中农业人口911569

人．是一十主产水稻、玉米、红苕、小麦、油菜、棉花的山区农业县．

县人民政府驻地金城镇距四川省省会成都市375公里．距南充市

人民政府驻地南充市148公里．

仪陇地形呈东北部高。西南部低．地貌以氍山为王，低山约占

全县幅员面瞽}的65．46％．低山窄答集中分布在立山、大寅一带，

各宽50米左右．低山中谷主要在日兴、观紫一带，海拔500一700

米．谷宽多为s0一lOO米．丘陵约占幅员面积的33．6s“。高丘中、

宽谷主要分布在柳垭、马鞍、永乐，复兴、土门一带。中丘中、宽谷主

要分布在复兴、新政、土门等乡村。海拔一般在400--500米，相对

高度so一100米，谷宽50一200米．平坝分布在嘉陵江沿岸的新

政、环山部分村社以及新寺河、观音河、仪陇河两岸t面积46962

亩。占幅员面积的1．69％，一般海拔在350米左右，相对高度20一

50米，坝宽200米以上．整个仪陇地形地碗复杂，深沟多谷，山丘

孤立．呈南北走向．半日照面积多，不利于光照的有效利用t同时．

山多坡陡切割深，既不利于提水灌溉，又不能利于水土保持．加之

所处地理位置．十年九旱．这些对于农业的发展又是一个严重制约

因素．只有兴修水利．合理耕作t保持水土．才能促进农业持续发

展．

仪陇县春秋战国时期就得到开发．粱天豌元年(公元502年)

建县．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这块土地上孕育了一代又一代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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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仪陇人，他们勤劳、勇敢、憨厚、淳朴，为了生存、自由、解放，前赴

后继，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感人心灵的壮歌。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朱德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

战士张思德同志诞生在这块土地上。1933一1935年．中国工农红

军第四方面军转战仪陇，击溃国民政府和地方反革命武装。解放了

仅陇．在县境内建立了中共仪陇县委、中共长胜县委和仪陇、长胜

县苏维埃政府，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仪陇成为川陕革命根据

地一部分。其间，仪陇人有3万多名参加赤卫队和5000多名参加

游击队与红军并肩战斗．有5700多名男女青壮年随中国工农红军

第四方面军长征北上抗日，有4200多名仪陇儿女为中国人民解放

事业贡献了宝贵的生命．尚存的革命将士又成为新中国党、政、军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骨干t对中国革命作出了

特殊贡献。英雄的业绩，永垂青史，先辈们无私奉献精神，激威着仪

陇人民奋勇向前．

清代．县境因人烟稀步．政府实行移民垦殖政策．人口逐渐增

多，人口与土地数量之比还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土地私人占

有，地租、赋税压得广大劳动人民喘不过气来．民国后期开展土地

陈报、改革税制，由于土地私有制，广大劳动人民生产水平低下．生

活仍然处水深火热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废除了

封建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公有利，领导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县人民在县委、县府的领导下，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改革，勇于开拓。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124864万元，农业总产值104378万

元，分别比1949年增长34倍、35倍．粮食总产3．316亿公斤，比

1949年增长3．7倍．出栏肥猪68．6万头．养蚕业年发种量114699

张，产茧21 5万公斤，劳务输出18．9万人，年收入4亿以上(邮政

兑款2 64亿元)．全县农业人平收入1156元。人均纯收入576元．

从总体上看。全县土地生产率水平仍然很怔．每平方公里工农

·2·



业产值84万元．仪陇县自然条件差．经济底于薄．经济结梅、产业

结陶不合理．新的增长点尚未形成．缺乏有竞争力的优势行业和拳

头产品．经济运行质量不高t交通不畅；农业基础仍十分脆弱．抗钾

自然灾害的能力较低．特别是旱灾戚协着部份乡村的人畜生存．农

业产业化捏度饭差，生态环境鬈化，水土流失较为严重．这诸多情

况丧明t迫使全县人民优化、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加强国土整理工

作．

仪陇县人口多，劳力足．耕地少．非拼地多，可供开发的农业后

备资源(“四低”、“四荒”)潜力大．但人地矛盾十分突出．故保护耕

地．开发国土．转移剩余劳动力，势在必行．

仪陇县的土地管理大体经过了以税代管——新中四成立初期

的统一管理——分散管理——城乡地政统一管理的过程．

清代，民国时期·无论公、私土地．买卖．典当、出租等以税代

管．或分保甲造成廒册·核实田赋．民国30年至36年，仪晚县田赋

管理处等政府机关为征土地税、田赋．曾对全县公产，私有土地广

泛调查、丈量、绘图、登记．

1981年，县完成土地改革后．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土地国有和

个体农民所有并存。县人民政府为个体农民和使用国有土地者颁

发了‘土地房屋所有证'，《国有土地使用证)．这种初始的统管仅仅

是土地登记、发证·安定人心。1954年起．也就是从合作化开始至

1986年止．{上陇县转向以土地利用为中心的多头，分散管理．国家

征(拨)土地由民政部门批转呈报，后移交县计划委员会。再移交给

城建部门；农业杜集体土地由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臂理·农场，

固有林场等由农林部门管理l扛河由水电部门管理，农民建房由多

填人民政府、区公所审批．1987年8月．成立了仪陇县国土局，列

入政府工作部门序列．从此．仅陇县国土局成为唯一代寝仅陇县人

民政府行使城乡土地统一开发，利用、整治、像护，出让、管理等方

面职能机构。土地管理工作也发生历史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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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刊1995年仅陇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以及省、行署(市)的有关规定，制

定了仪陇县清理整顿国有土地隐形市场，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包括

转让、出租、抵押等系列政策，我县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开

始步入法规指导下的初级阶段。其间征(拨)国有土地27亩．为政

府收取土地有偿使用费44万元；办理转让手续925宗(包括咀土

地使用权抵押银行债务、国有企业转制)为政府收取土地收益金

450245元l办理抵押担保贷款92宗攻．抵押国有土使用权6万余

平方米I清理房地产出租。为政府收取土地收益金215000元。国有

土地使用制度开始向“有偿、有限期、可以流动”的制度发展。规范

土地市场，即政府垄断土地一缎市场，加强土地二级市场管理，已

初步形成。

近百年来。仪陇县的土地屡经调查、登记、发证，但没有一次摸

清丁家底．土地详查中，仪陇县遵循国家制订的‘土地利用现状调

查技术规程’和‘四川I省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范'要求．采用先

进技术和设备．调绘到行政村．这是仪陇有史以来第一次查清了幅

员面积、各地类面积、土地利用现状、土地特征，土地分布状况及

县、乡(镇)、村土地权属界线。随后又进行了城镇国有土地权属变

更登记和日常地籍管理。

严格执行用地审批制度。从1987一i994年底·依法审批城乡

非农业征、控、占用地面积1712．63亩．年乎用地204亩．节约用地

803亩．

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使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落到塞处。

全县共落实基本农田保护面积58．i万亩，其中，一级保护42 2万

亩，二级保护15．9万亩，保护面积达到87 6％。树立保护际志25S

个．建立保护登记卡844册．各乡镇，村、社制订了基本农田保护公

约．落实了管理人．明确了责任制，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基本农田

实行严倍控制．有效地保住了人们的“生命线”，促使农业稳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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屉。

进行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初始登记．从1991年起，全县坚持不

懈地抓好这项工作．共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4517宗，凭证用地．

为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和城乡地政统一管理奠定了基础．

大力开展违章违法用地监察工作．严肃查处各类违法用地案

件．保障了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积极开展了土地管理

“三无”乡镇活动，建立了县，乡镇、村、社土地监察网络．认真处理

人民来信来访，使土地管理正向法澍化。规范化迈进．

土地开发．复垦得以加强．基本实现用地与造地持平，缓解了

人地矛盾突出的局面。随着建设用地造地费收取，以及土地有偿使

用费．耕地占用税用于增加农业投入，土地开发，复垦更会有戚皴

地发展．

总之．仪陇县土地管理由分散，多头管理为城乡地政统一管

理；由单纯的资源管理，发晨为资源资产并重，节疽与开谭并重管

理·由单一的行政管理。遥步走向行政的、法材的，经挤的，全面、科

学统一的管理轨道．随着土地使用村度改革不断深化．仅陇县土地

一定会更加生机勃勃，大展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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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清

康熙55年(1 716年)进行土地登记丈量．编号．将田、土定

等定田赋。

雍正7年(1729年)全县清丈田亩．

清同治元年(186Z年)县团教官邬泽风囊众千余圈县城数

日．要求县官豁免苛捐．革除衙署积弊．迫使知县董量阶以饺碑诗

成条约，竖立于衙门左侧(民国初年碑毁)．

宣统z年(1910年)进行土地调查登记．新编地丁廒册．

中华民国

民国Io年(1923年)县成立征收局蚍地定田赋．

民国18年南京政府颁布。土地法”，全县开屉土地呈报工

作．

1933年6月(民国22年) 中国工农扛军解放仅陇以后建立

长胜、仪陇县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改革政策．打土豪、分田地．

民国25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进行土地调查．

民国30年组织财务整幢委员会清丈公学产．县成立田赋臂

理处．

民国31年开展地蕾调查，统计整理呈报．井成立县土地昧

报处．

民国32年县设立地蔫整理办事处，处长卢匀原，副处长祁

际田．各乡镇配备地藉千事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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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4年lo月1日县成立契价评估委员会．同年10月3l

口，召开仪陇县第一次评委会议，由地藉整理办事处汇报金城镇、

日兴场地价调查情况，提交委员会讨论通过。参加会议有县党部高

梓阴、县参议会严秉介，县农会黄壤。县工会陈家春，县商会唐玉

术，教育会刘棒春，田赋管理处陈齐列，地藉整理办事处祁际田．金

城镇镇长唐林．

民国35年县成立税捐征收处．接管田赋管理处契税、土地

税等业务。

同年．民国政府颁布新土地法．县遵照有关规定，派员到各乡

镇进行土地总登记和变更登记，并将结果{亡总上报省府．

民国36年唐巴公路仅陇——南部段建成通车，为县境第一

条公路．

民国38年县政府宣布实行农地减租(亦称“二五”减租)．但

11月底佃农租额仍未减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2月23 Et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仪陡．

1950年

11月下旬．县组织629人工作团．分赴区、乡开展清匪反磊，

减租退押，攻年3月26日结束．减征租谷1124万公斤。1950年11

月27日县人民政府布告废除乡、像、甲涮．建立乡、村人民政权，

共建i十镇，49个乡．394个村农西会．

从当年起土地由县更寸政科管理．

1 951矩

6月10日 县组织1405人土改工作团．在县范围开展土地

改革运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颁发土地

证，全县人平分得耕地l 2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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