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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呼兰历史上第一部《呼兰县土地志》成秩问世了。欣喜之余，浮想

联翩o
’

我生长在农村，祖辈都是农民，自小就对土地充满感情。小时候听

老人讲过：在万恶的旧社会，劳苦农民不仅受自然灾害的侵扰，还受地

主官僚们的剥削，更受外来侵略者的欺凌。为了获得土地，为了获得生

存权，多少劳苦农民为此进行英勇悲壮的斗争，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曾记录过他们的苦难和悲愤，也留下他们的

期待和希望。然而，直到东北解放，共产党领导劳动人民翻身闹革命，

进行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披枷带锁的土地才获得了新生，

广大农民才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o

1974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汽车连工作。当我驾驶

着汽车，奔驰在祖国大地的时候，望着那绿树成荫的笔直公路，望着那

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望着那景色迷人的山川河流，望着那绿色地毯似

的广袤大地，我的心头就涌起强烈的自豪感。哺育我们的母亲大地，在

她那广阔的胸怀里，到处生机勃勃，到处欣欣向荣，几十年里发生了多

么巨大的变化啊!

记得有次开车到北京，在中山公园我看到了社稷坛。社稷坛上有

五色土，中黄、东青弋南红、西白、北黑五种颜色，象征着神奇的华夏大

地。社稷坛是封建皇帝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场所，每年皇帝都要在

这里拜土地神。回想童年家乡旧风俗中，每个村屯都有土地庙，父辈们

拜土地的情景，也是那样庄重，那样虔诚。古代帝王和平民百姓为什么

都对神秘的土地如此顶礼膜拜呢?虽然他们崇拜土地的目的不尽相

同，但乞求上帝保佑的心情却是一致的o“有土斯有人，万物土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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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万物的根基，是人类的母亲。人们怎能不对土地倾注无限的深

情?人们怎能不对土地产生无限的眷恋?没有土地，就没有人民，就没

有丰收，就没有喜悦，就没有人类的文明o·

我从部队转业后回到家乡，先后在几个部门工作，后任农村乡镇党

委书记，去年调回县城任土地管理局局长，有幸成为呼兰土地管理工作

者之一。几年的工作实践，使我深深感到：“珍惜和舍理利用每寸土地，

切实保护耕地”的国策是多么重要。土地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是人

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新中国建立后，土地管理工作取得很大成就，但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以有限的耕地来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需要，任务还十分艰巨，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o

‘我国正处在新千年即将到来的世纪之交，正确、科学的决策，关系

到地方经济的稳定、健康、持续发展。在国家、省、市土地管理局的要求

下，在本局的统一部署和安排下，经过土地志编辑部和有关方面的共同

努力，通力合作，一部从土地资源、开发、权属、管理、监察、利用、队伍等

全面资料汇成的《呼兰县土地志》即将出版，这不仅是呼兰历史上关于

土地问题的调查总结，也为各级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数据和参考

资料，其“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不言自明，而且也向我们昭示了一个

如何为当代服务、为子孙造福的发人深省的主题o

《呼兰县土地志》的出版，如能引导呼兰人民更加科学和理性地看

待呼兰土地资源的现状和面临的严峻形势，如能唤起呼兰人民对保护

和珍惜土地的紧迫感和忧患意识，如能提高呼兰人民对子孙后代强烈

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那么，我们出版此书的意义，就不是金钱所能

衡量的了o

《呼兰县土地志》的出版，为家乡留下一部宝贵文献，作为呼兰大地

的儿女，我感到特别高兴。这里记下我的感想，也向为此书出版作出贡

献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呼兰县土地管理局局长 金凤翔
1 999年12月



凡 例

凡 例

一、《呼兰县土地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实事求是的原

则，全面、系统、完整地记述呼兰县土地和地政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反映

事物的本质，以达经世致用。

二、《呼兰县土地志》分为土地资源、土地开发、土地制度、地籍管

理、用地管理、土地价税、执法监察、机构队伍、土地文献共9章34节46

万字。横排门类，纵贯古今，志首列有概述，章下冠序，志末缀有附录。

三、《呼兰县土地志》各章内容，上限始于各项事物发端，下限断在

1996年。

四、《呼兰县土地志》原则以呼兰县行政区为记述范围，但因历史上

辖区较大，为保持其连续性和系统性，历史部分小有越境而书o ，

五、《呼兰县土地志》各章节的设置，以体现土地多功能作用为目

的，本着科学分类和本县现行实际分工的原则，进行设章立目。

六、《呼兰县土地志》采用述、志、图、表、照、录等多种方志体裁，以

志为主体，彩色地图、彩色照片设在志首，黑白地图、统计图、表格分别

附在各章节中o

七、《呼兰县土地志》所用资料，凡历史资料和引文尽量注明出处，

县内和局内的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八、《呼兰县土地志》所用数据，以县统计局和县土地管理局资料为

主，县统计局没统计的，以县土地管理局的资料为准。

九、《呼兰县土地志》行文中，为记述方便，划各历史时期。清朝时

期指清初至1911年；民国时期指1912年至1931年；东北沦陷时期(或

伪满时期)指1931年至1945年；解放后指1945年11月中共建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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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后；新中国建立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十、《呼兰县土地志》使用记述体。语言用规范的现代书面汉语。

文风力求准确、严谨、朴实、简洁。书写规格、拼音标点、纪年称谓、引文

注释、时间表述、数字书写、计量单位、图表照片的使用等，均遵照国家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和省、市地方志办公室下发的编

写《行文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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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3

概 述

(一)

’呼兰县位于黑龙江省南部、哈尔滨市北郊。全县土地面积2600

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0．57％，在哈尔滨市所辖12个县中，面

积最小。境内地势平坦、无山无林。松花江、呼兰河在境内交汇，千

里沃野，水流纵横。全县地处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土壤肥沃，

气候适宜，土地资源丰富，为发展工、农、林、牧、渔各业提供了良

好条件。经历代呼兰人民的开发建设，土地利用率达98．48％o 1996

年在全县2600平方公里土地中，耕地174891．2公顷，占67．24％；园

地199．7公顷，占O．08％；林地17160．3公顷，占6．6％；牧草地

15678．5公顷，’占6．03％；城镇村及工矿用地16206．1公顷，占

6．23％，交通用地5592．9公顷，占2．15％；水域26393．8公顷，占

10．15％；未利用土地3963．2公顷，占1．52％o

1996年全县人口65万，人均耕地O．27公顷，高于全国人均O．09

公顷，高于全省人均O．26公顷。全县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49人，

高于全国每平方公里114人，高于全省每平方公里75人o

(二)

早在800年前的金代，女真族就在呼兰河流域开始了农业生产。

元朝在东北地区建立辽阳行中书省，呼兰属开元路管辖，元政府在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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