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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郊区历史上第一部土地管理专业志书——《盐都县

<原盐城市郊区>土地志》，历时三载，正逢盐都县成立之时，今

付梓成书。这是我县土地管理事业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盐都县历史悠久。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建立盐渎

县，东晋义熙七年(411年)改为盐城县，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

历史。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后，易名为盐城市郊区。在旧社会，

封建统治者通过对土地的占有，实现对人民的统治。盐城人民为

了能在这方土地上休养生息，建设家园，饱尝了封建统治阶级的

剥削和压迫。直到1946年。五四”土改后，人民才从地主手中夺

回了土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土地的利用和改

造，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加以保护与管理。特别是1986

年6月国家‘土地管理法》颁布以后，各地建立了专门土地管理

机构，揭开了土地管理事业新的一页．郊区土地管理局建立后，认

真贯彻执行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坚持“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

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在强化土地管理方面做

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连年受到省、市政府以及上

级土地管理部门的表彰奖励。1991年4月，国家主地管理局副局

长马克伟亲临郊区检查工作时，欣然挥笔写下了。合理用地、振

兴经济”的题词。
‘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说过：。土地问题是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

的钥匙”。编写这部《盐都县土地志》，正是试图准确、全面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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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盐城这块古老的土地形成、开发、利用、管理的历史全貌，以

资政当今，保存历史，教化后世。1996年是国家《土地管理法》颁

布10周年，又是盐城市郊区撤区建盐都县，逢此盛世，出版《盐

都县土地志》必将对加强土地管理，深化土地改革，起到进一步

推动作用。

该书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翔实的资料、

朴素的语言、严谨的文风，按照社会主义新方志体例要求，以统

治阶级对土地税的征收为主线，结合郊区的地理、经济特点，客

观记述了盐城市郊区土地管理的变迁历史，重点介绍了郊区土地

管理局成立后的土地管理概况。读者可从一个侧面去认识郊区的

发展概况。尽管它还有不足之处，但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存史、

资政、教化”的专业志书。

’《盐都县土地志》的编写工作，从1994年开始，到1996年定

稿付印，历时3年。全体编纂人员从收集资料到精心著述，付出

了艰辛的劳动。各部门密切配合i各乡镇积极支持，做了大量的

工作。其间，省、市国土局土地志办公室和市、区地方志办公室 ．

给予了热情的指导和帮助。在此，我代表盐城市郊区土地管理局，

向关心这部志书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并借此机会，向多年来关

心和支持我区土地管理事业的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

的谢意1

盐都县土地管理局局长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求实存真的原则，力求完整、准确地

记述境内土地管理的历史衍变。

二、本志上限不限，各类事物的记述尽可能向前追溯I章、节

记述下限至1994年底。大事记延伸至1996年9月初盐都县成立．

封面照片是大纵湖。
’

三、本志遵循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载1988年

盐城市郊区土地管理局成立以后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状。

四、本志以记述为主。采用述、记、录、图、表等体裁，按章、

节、目、子目编排。共分14章、4l节、69目。子目以【】符

号表示。

五、本志记述中涉及较多的名称，在大事记首次出现时括注，

大事记未涉及的，在有关章节首次出现时予以括注．

六、中华民国建立前，采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凡括注
公元年份，一般省略“公元”二字，公元前则在年份前加“公元

前”三字。农历年、月、日用汉字书写，公元及民国年、月、日

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写新中国成

立前(后)或建国前(后)。
。 。

．

七、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某些历史资料的计

量、旧币未折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般使用统计年份、统

计部门使用的计量单位。
、

八、统计数字，一般以统计部门资料为准。统计部门空缺的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盐都县土地志

．字．以有关单位提供的资料为准。耕地面积除注明出处外，一律

引用统计部门数字。1983年实行市管县(区)新体制后，1983年

前的统计数字是盐城县的统计数字I 1983年后(包括1983年)至

1994年底是盐城市郊区的统计数字。
’ 九、某些有存史、备查价值的文件，资料不便归卷，采用原文

或文题等形式收入附录。

十、抗日战争期间，盐城县曾一度出现三种不同性质的县政

权机构，均称。盐城县政府”．为加以区别，在行文中称国民党县

政府为“民国县政府”，称共产党领导的县政府为。县抗日民主政

府”或“县民主政府”，称汪伪政权的县政府为“汪伪县政府”。

十一、本志资料来自有关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部门档案

，室(或个人)收藏的文件、报刊、史书、旧志、家谱，以及新编

的《盐城县志》，部门志、乡镇史志和当事人的回忆等。为节省篇

幅，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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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盐城自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置盐渎县至今，已有

2100多年历史。东晋义熙年问(405"418年)，始有盐城县名，隶

属山阳郡。南唐时，县境改属泰州。宋代复属楚州。元时，县境

属淮安路。明、清两朝代，属淮安府。民主建政后，先后隶属盐

阜区、盐城专区等。1983年3月1日，盐城地区改为盐城市，撤

销盐城县，划为盐城市城区和郊区。1996年9月1日，撤销盐城

市郊区，建立盐都县。
’， 盐城市郊区位于江苏省中部偏东，地处江淮之间，里下河腹

部，新洋港上游。跨里下河和沿海两个农业区，环抱盐城市城区。

东北与射阳县相邻，东南与大丰县接壤，西北与宝应、建湖县毗

邻，南和西南与兴化市隔河相望。地理坐标：东经119。41712”-'--120。

23’39”，北纬33。07’58”～33。31’57”。 ·

郊区属于北亚热带向南温暖过渡的湿润地带。境内季风盛行，

雨量充沛，雨热同期，光、热、水资源丰富，适宜多种农作物生

长。境内平原辽阔，河网密布，土地肥沃，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
、

1994年，郊区行政区划有12个建制镇、13个乡、一个国营

果树良种场、一个经济开发区，696个行政村，50个居民委员会、

4768个村民小组。共有居民33．18万户、111．74万人口(其中非

农业人口13万)。总面积为1670．2平方公里，折250．53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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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土地详查补充调查，耕地面积为152．41万亩；统计耕地

为130．36万亩，人均耕地1．36亩。郊区物产丰富，以产粮棉为

主，是国家商品粮、优质棉基地之一，也是江苏省猪、禽、蛋主

要产区。据统计，1994年郊区粮食总产58639吨，棉花总产19132

吨。

郊区环抱盐城市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境内有

。204”国道、盐淮路、西出口公路、盐宁路、盐兴路和市区通向

郊区的解放南路、建军路、盐马路、西环路以及通榆河、串场河、

蟒蛇河、新洋港等河流，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盐城机场坐落在

郊区南洋岸镇境内，有航班直达北京、上海、南京、佛山等地。由

北向南穿过境内的新长铁路正在筹建，初步形成了水、陆、空立体

交通网。 ·．

盐城市郊区是革命老根据地。干百年来，全境人民为反抗封

建统治者的压迫和抵御外侮，演出过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历史壮剧。

隋末，两淮农民义军领袖韦彻，于盐城称王达数年之久。出生于

盐城县长建乡长建里(今属建湖县)的南宋左丞相陆秀夫，在国

势垂危之际，挺身而出，坚持抗元，失败后他背负幼帝，投海殉

国。1940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五纵队一部与新四军

苏北指挥部二纵队一部，于盐城以南狮子口会师后，建立了盐城

县抗日民主政权。未几，中共中央中原局(后为中共中央华中

局)和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指挥部迁驻盐城。1941年，皖南事变

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在此期间，刘少奇、陈毅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盐城运筹帷幄，指挥华中军民开展敌后抗日斗

争，盐城成为华中敌后的抗日指挥中心。

出生于盐城县宋村(今秦南镇宋村)的爱国民主人士宋泽夫，

他兴办了亭湖中学(今盐城中学的前身)，培养出的学生有胡乔木、

乔冠华等人。1940年新四军到达盐城后，他挺身而出，欢迎新四

军，担任盐城县临时议会参议长，参加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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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抗日大计。1942年3月18日，宋泽夫被日伪军所捕，他据理争

辩敌营，从容不迫，不为所屈。陈毅称他为“苏北的鲁迅”。

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和新四军主力部队转

移外地的极为艰难条件下，盐城县的党政军民仍坚持原地斗争，为

了保卫盐城的每寸土地，不惜流血牺牲，直至全境解放。据1983

年初统计，经县以上人民政府和部队师以上领导机关批准为革命

烈士的共2071人；以烈士英名命名的有郭猛、学富、潘黄、步凤

4乡镇。

建国后4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盐城的经济发展突飞

猛进。1994年，郊区实现工农业总产值(1990年不变价)96．4亿

元(其中农业总产值22．01亿元)。特别是乡镇、村工业增长较快，

完成产值51．39亿元。出口商品供货值12．02亿元。在科技、教

育、文化、卫生、人民生活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和提高。盐

城市郊区已成为黄海之滨的一颗灿烂明珠。

1986年3月，盐城市郊区农村土地管理办公室成立，郊区的

土地管理开始了新的起点。1988年4月，正式建立盐城市郊区土

地管理局(简称区土管局)。建局的当年，由于普及全社会的国土

观念教育，算“三帐”(即人口增长帐、土地减少帐、粮食需求

帐)、排“三队”(即领导群众思想队、违法占地队、节约耕地

队)，加强土地的管理，抑制耕地大面积减少。1989年，郊区全年

三项建设用地只有1126．28亩，占市下达计划的32％，比上年减

：少591．8亩，下降48％。建局7年来，郊区土地管理工作沿着依

法、统一、全面，科学的轨道不断前进。区土管局连年受到省、市

表彰，有8个项目获国家土管局、省土管局、市土管局科技成果

奖。 ，

深入持久地开展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宣传活动，特别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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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六二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于1986年6月

25日颁布。1991年5月24日，国务院决定每年的6月25日为国

家“土地日”)土地日宣传为重点，加大宣传力度，4年的土地日

共接待咨询群众万人以上。并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及多种形式进行

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郊区干群的法制观念、国策观念、国情

观念大大增强，依法批地、用地、管地的自觉性也大大提高，使

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家喻户晓。

坚持“节流”、“开源”和资源、资产管理并重的方针。依法

加强用地的审批与管理，始终坚持做到节约用地和复垦开发荒废

地并重，保持了郊区耕地增减的大体平衡。据统计，1991～1993

年6月，郊区依法审批国家、集体建设用地403宗，个人建房2130

户，共使用土地3308亩(其中耕地2629亩)。同期，郊区复垦开

发荒废土地10431亩(其中耕地3124亩)。1991--．,1994年，郊区

平坟235000个，还田6177．52亩。 ，．，

开展了创建“三无”乡镇竞赛活动。强化了土地监察和执法

工作。从1991年开始，郊区开展了创建无违法批地、用地、管地

的“三无”乡镇活动。当年底，“三无”乡镇达标的有11个。至

1994年底，郊区。三无”乡镇已有16个达标。通过“三无”乡镇

的创建活动，郊区违法用地案件得到了控制，发案率及人民来信、

来访均有明显下降。

完成了郊区、乡镇两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任务和基本

农田保护区的划定工作。从1990年开始，郊区在南洋岸镇先行试

点，接着全面推开。1992年底，乡镇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全部

完成，并获国家土管局科技优秀成果二等奖，省土管局科技优秀

成果一等奖。郊区基本农田保护区都逐级落实了保护措施，层层

落实责任制和与农户签订责任书。做到了室内有图册，实地有标

牌，管理有规定，保护有专人，验收有标准，奖惩有制度。

加强地籍管理。郊区建制镇国有土地申报8732宗，面积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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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经调查核实权属无争议的已发证7421宗，占应发证数

的90．2％。南洋岸镇进行了国有土地地籍测量试点，完成了集镇

区的控制测量和测区内两幅1。500的地籍图。1986年以来，郊区

办理土地权属变更手续990宗。

1990年后，郊区积极推行建设用地向出让供地方向发展。至

1994年底，以出让方式供地17幅，共40．215亩，收取出让金

34．73万元。逐步朝着有偿、有限期、可流动的，以市场手段配置

土地的新制度过渡。 ；

。

加强矿产资源的管理。郊区、乡镇两级土管部门实行了“三

图二册一跟踪”的管理工作法，即：区“三窑”分布图，各乡镇

窑业逐年取土对比图，窑业逐年取土面积、类别分析图；各乡镇

。三窑"逐年取土登记册、复垦登记册；矿产跟踪管理工作法。在

采矿取土审批中，做到区、乡镇有台帐、村组有规划，严格坚持

了按规划依法审批取土和采矿。这一做法得到国家地矿部和省、市

有关部门的肯定。 ．

郊区境内土地后备资源较少，没有滩涂，属于耕地资源约束

型区，主要是开发湖荡和水域。1987--．-1991年的5年中，利用里

下河地区项目资金151万元(地方集资的282．89万元不在内)，先

后开发精养鱼池1600亩，精养河沟1045亩，围滩提水养鱼(含

鱼蟹混养)17200亩，湖泊网围650亩，合计总面积为20495亩。

1991年5月，步凤、南洋岸、青墩3乡镇的25个行政村、166

个村民小组被批准列为国家二期黄、淮农业资源综合开发期。至

1994年，共投资961．89万元(其中国家、省、市投资576万元)，

共改造中低产田7万亩，使年增产值达3259．09万元。

加强机构队伍建设，增强了服务功能。区土管局从1988年建

立，特别是1990年后，各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局机关在解决

办公用房和宿舍用房的同时，购置了微机、测绘仪器、监察工具

等设备。至1994年底，区土管局已拥有固定资产600多万元。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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