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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多耕地少，而且耕地还在逐年减少。因此，保护

耕地的任务越来越紧迫。我们既要凭籍现有耕地解决现有人

口的吃饭问题，还要对子孙后代负责，如果耕地保护不好，

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就会发生严重危机。珍惜和保护好耕

地，必须作为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国家发展全局和民族安危

的大问题大政策来对待，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否则我们就要

犯永远无法弥补的历史性错误。

江 泽 民

(1 995年3月23日，在江西考察农业问题的讲话)

／2一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耕地减少是一个严重问题，必须健全和严格执行耕地保

护制度。各地都要尽快建立、划定基本农田和粮田保护区，

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要尽可能利用非耕地。城市建设规模要

严格控制在批准的规划范围之内，农村小城镇建设要以原有

小城镇为依托，基本不占或少占耕地，量力而行，不要相互

攀比。非农业占地必须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数量以内，要求做

到复垦的农田大于占用的耕地。

李 鹏

(1 995年1 2月5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呜



序 一

序

在《玛纳斯县土地志》即将付梓之际，土地管理局的同志嘱我

们为志书作序。看到一本厚厚的《土地志》志稿，真是无法抑制喜

悦之情，乐于为序。

县土地管理局建立至今11年，11年中，土地系统广大干部、

职工，为玛纳斯县的土地管理事业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年年有新的

设想，年年有新的举措，年年有成果问世，这一点很不容易o 1988

年完成土地详查；1989年完成农村个人宅基地申报登记工作；1991

年被评为全国土地复垦先进县；1992年完成农八师4个团场的土地

确权定界工作；1993年完成了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

证，完成了档案升级；1994年完成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通过了自

治区验收；1995年完成了城区土地定级估价并开展农村土地变更登

记工作；1997年完成全县非农业用地清查；1998年完成《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修编)，1997—1999年组织人力编写了一部《玛纳斯县

土地志》，献给这块沃土哺育的二十三万人民。

水和土是农业生产的生命线，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要素o“劳

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o有了土地，就有了农业。成也

在土地，败也在土地；富也在土地，穷也在土地。正如自治区党委

书记王乐泉讲的：“新疆奔小康要靠农业o”“八五"、“九五"时期

玛纳斯县的经济又上了新台阶，粮食连年丰收，经济连年发展o

1998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6．49亿元，比上年增长11．3％o工业

总产值3．5亿元，同比增长12．2％，现价4．97亿元，同比增长

3．2％。农业总产值5．49亿元，现价为11．48亿元，同比增长

13．2％，乡镇企业总收入9．19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商品零

售总额2．93亿元，增长11．6％，财政收入6112万元，增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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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8039万元，增长27％o (注：以上除加注外，均为不变价o)

由于加大了对土地的投入，土地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1998年，

粮食总产103670吨j每公顷单产达7755公斤，比1990年增长

66％；油料总产1816吨，单产2295公斤；皮棉总产42642吨，单产

1693．5公斤。年末牲畜存栏达39．65万头。肉类总产量12380吨，

同比增长15．36％；禽蛋产量9140吨，奶类产量6950吨，同比增长

4．4％，鱼产量1334吨。全县各种经济的发展速度，一直在高位运

行。这与农民对土地投入和科技投入的增加不无关系，土地的集约

经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民对土地的需求，犹如土地改革时分

得土地时那样真挚与热烈，一批闯海的青年农民返乡种地，就是例
证。

广大干部和群众，每一位要吃饭穿衣的公民，都要学习土地职

工的思想情操、道德行为、精神风貌、价值观念，大力宣扬土地意

识、土地价值、土地事业，了解土地的基础性和限制性，从而使土

地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理解、支持，走土地为社会，社会办

土地之路，树立全民“土地第一位置”的观念。要树立土地的危机

感、紧迫感，要有土地的忧患意识。我们这里的人均耕地暂时看数

量上比较多，但要看到全国，要从国情出发。粗读了《玛纳斯县土

地志》稿，觉得这是一部研究玛纳斯县情的绝好的资料。过去，讲

到县情，总认为一直在此地工作，对玛纳斯了如指掌。读了《土地

志》后，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感觉。玛纳斯县的自然与社

会，经济与文化，优势与劣势，成绩与失误，经验与教训，都同时

存在。现在，发展的机遇，对大家来说都是均等的，我们不仅要抓

住机遇，更重要的是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比较优势是我们制定发展

战略的依据。玛纳斯县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就土地资源而言，在于

气、土、水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一点是东西毗邻市、县所不及的o

11年来，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取得较好的成绩。今后要强化土地管

理体制改革，建立土地市场，促进土地事业发展，促进社会、经济

的进步，为振兴玛纳斯县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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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纳斯县土地志》的问世，开创了我们研究土地文化和土地

文明的先河。研究土地县情，也是当前进行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

育的好教材，不仅对土地文明，对精神文明建设也有重要作用。现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已将“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

护耕地"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把土地提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战略地位。原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第六个全国“土地日"的电视讲话

中说：“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o这是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也是每个公民的神圣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下力气、花时间编

纂出版《玛纳斯县土地志》，深入研究土地文明，研究土地可持续

利用，使整个社会进一步认识土地在社会经济和中华文化中的地位

与作用，对建立完整意义的土地产业概念，巩固和树立土地在人们

心目中和社会上的重要地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共玛纳斯县委书记 彭家瑞
玛纳斯县县长 王伟

1999年5月25日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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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土地是万物和人类赖以生存最基本的条件。世称“国之三宝”o

《孟子·尽心下》：“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o"自古志书就

有记述土地的历史， 《禹贡》对土壤、物产、贡赋等有详细记载。

尔后，“土地”志目则成为代不绝书的固定门类。明代志书创造了

一种“三宝体”，志书的门类设土地、人民、政事三纲。如明唐枢

《湖州府志》、王一龙《广平县志》、清赵弘化《密云县志》等皆是。

“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们国家

的基本国策。为贯彻这一国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地管理局根据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的要求于1995年倡编各级《土地志》o这是一项

功在千秋，造福子孙的有识之举。我局根据区局编纂《土地志》的

通知精神，立即开局务会议，抽调人员，成立《玛纳斯县土地志》

编纂委员会，制订编写提纲，收集资料，组织编写。经过近2年的

努力工作，于1996年10月完成了志书初稿的编写任务o 1997年完

成送审稿，根据评审意见又反复作了几次修改，我们终于看到了玛

纳斯县历史上第一部《土地志》的正式出版。

玛纳斯县土地管理局自1988年1月正式建立后的11年中，在

县党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土地管理工作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留下了光

辉的足迹，攀上了土地管理的新台阶。全县上上下下，对土地管理

工作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过去只看我县人少地多的优

势特点，现在才深深认清了干旱区人均6亩多耕地并不多，全县土

地总面积中有很大一部份是难以利用或无法利用的土地，而且有风

沙、盐碱、瘠薄等限制因素；二是土地管理由分散多头管理转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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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集中管理，由单一的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行政、法律、科技、

经济手段相结合的综合管理模式；三是过去讲土地管理仅集中于审

批非农建设用地，现在则是城乡地政、土地资源与资产并重全面管

理；四是过去的土地开发是单一的开荒，现在则是走开荒与复垦相

结合，利用与保护相结合，走以“四低"改造为主的内涵开发道

路；五是土地资源的调查由过去的搞农业区划和为农业生产服务，

转变为全面统一管理和服务，变无偿使用土地为有偿使用土地，建

立了科学的土地管理体系；六是完成了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土地确

权、登记发证，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城区土地定级估价，《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等基础建设。

土地管理制度的深化改革，促进了全县农牧业生产的发展o

1998年，全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469元，比“七五”期末增

长2倍，居全疆第一。农村经济的发展，又对土地管理提出了许多

新的要求。我们编写《玛纳斯县土地志》就是为了记述土地管理工

作成绩，总结土地管理的经验和教训，为土地管理的全方位服务提

供依据o《土地志》共分为：概述、大事记、土地资源与土地环境、

土地开发、土地制度与税赋、土地规划、土地资源保护与治理、地

籍管理、建设用地管理、土地监察、土地科技宣传、机构与队伍、

土地文化等。采用章节结构，以条目为载体叙述。全书50多万字，

并附图和照片。她对于我们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中，研究土地资

源和农业生产最基本要素——耕地资源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
义o

C+-地志》从形式到内容，从篇目到记述，从文字到图表，其

设计、记述都极为实际，极富《土地志》的特点，一切围绕“土"

字做文章。同玛纳斯县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同“九五"计划的

发展思路完全符合，用丰富的实实在在的资料来说明玛纳斯县经济

建设与发展离不开土地。该志最大的特点是资料翔实，内容丰富，

图文并茂。尤其是《土地资源》和《土地规划》诸章，引用了大量

的县内外的研究资料，对土地资源利用现状的喜与忧作了详尽的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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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用种种新的资料，新的评价方法，对资源做了全面的评述。纠

正了过去我们对“人少地多"，水资源“非常丰富"的片面看法。

这对我们正确认识县情是十分有益的o《土地志》的编修还得到县

委书记彭家瑞、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伟、县委副书记李铁成的重视与

支持，得到自治区、昌吉州土地管理局的指导与支持，在此，我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借为志作序之机，决心团结全县土管系统全体职工，与

全县各族人民一道，坚持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的改革，振奋精神，

为玛纳斯县的社会进步和经济腾飞，风雨同舟，齐心协力，拼搏奉
献!

玛纳斯县土地管理局
局 长 吕 斌

1999年5月22日



凡 例

凡 例

一、指导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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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以“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

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为指导，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宣传

国策、坚持国策、贯彻国策，树立全民的国土意识，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二、体例

J、结构：《土地志》由概述、大事记、JJ个分志、图表等组成。采用条

目体结构，以条目为记述逻辑起点。记事条目用黑体字加【 】标示，以示醒

目o

2、体裁：本志以记述为主，必要时辅以述评。《土地文化》，采用有别于

志体“杂记”记述o

3、记述形式：本志以文字叙述为主，辅以图表。图有揽万里于尺寸之内，

表有罗百世于方寸之内的功用o

4、记事范围：凡清代绥来县县辖、玛纳斯县辖区域内有关土地、土地事

业的事与人，皆属本志所述。为进行有关的横向比较，对比之事涉及县域外

事，不能视为“越境而书”o

三、断限。上限起于人类活动可追述时期，下限止于1998年J2月底。重

点记述1988年土地管理局成立之后的人与事。

四、计量单位o 1949年之前的历史资料，计算单位使用资料中的单位；

1950年以后使用国家规定的标准计算单位。土地面积单位用平方千米、公顷、

平方米等o J公顷等于J5亩。

五、资料来源。引用的文献资料，必要时作括注。档案资料一般不注明来

源。各种表格内数据一律注明资料出处。土地统计资料以土地部门的数据为标

准，其它经济、社会统计资料以县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为准o

2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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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料一律使用1998年末土地变更调查统计资料、1988年土地详查资

料。全县土地变更登记的总面积是依据昌吉州土管局确定的面积，故面积在于

详查面积。土地变更登记数据只用在《土地资源》一章中，其余章节数据一律

用土地详查资料。

六、称谓。人名直书其名，不冠以官衔，必要以括注；地名用《玛纳斯县

地名图志》中公布的标准地名。历史地名括注今名；单位名称首次用全称，再

次出现可用简称。如“县土地管理局”，亦称“县土管局”。

七、注释。志书采用括注。图表注列于图表后。

八、纪年。1949年9月卯日以前，记国号与纪元，夹注公元年份。J『D月

J日后直书公元年份。文中凡直书“X×年代”均为“2D世纪X X年代”，余

写全称。

九、“农垦团场”指驻县的农六师和农八师的5个团场。土地详查、土地

规划、土地变更登记等统计一律含农垦团场数据。1998年《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修编)则不含团场数据。行文中全县面积总量或分类面积单项总量，不

括注含团场或兵团者，一般只包括县直辖部分情况o“县属”即指本县直接管

理的事。

十、本志各种土地面积数据，由亩换算成公顷数，采用四舍五入制，取小

数点后2位，故有的表中的分项数之和同合计尾数相差±0．0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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