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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一

铁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彳寿杨群
7一 l

<铁岭市土地志>是一部以土地为记述对象的专著，也是一部资料翔

实、文风端正、特点突出，集资料性、知识性和实用性于一体的土地专

著。在此出版问世之际，感谢市国土资源局的同志和编写人员，你们辛勤

劳动，努力耕耘，为完善铁岭志书增多一志，为创建文化名城填加一彩。

民以食为天，国以土为本。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从事各类生产的物

质基础，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也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从本志记述当中

充分看到，土地资源的有限，土地开拓的艰辛，历朝对土地的重视，现今

人地矛盾的突出，使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

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的重大意义，更加珍惜每寸土地，自觉地

节约使用土地，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保存方寸地，留给子孙耕。

从本志看出，铁岭各族先民自古以来，藉斯土以养斯民，以土为本，

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创造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脉络，不断开发这方沃

土，使得辽北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特别是浓墨重彩地记述了新中

国成立后，山河整治、土地开发及城乡建设的真实情况。这一切将进一步

增加铁岭知名度，给外界人深识铁岭，向往铁岭，来铁岭旅游投资创造条

件，激励当地人们热情，爱我铁岭，建我铁岭，兴我铁岭，与时俱进，开

拓创新，艰苦奋斗，在铁岭这块风水宝地上，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宏伟目标。

土地志是记述铁岭地区土地和土地管理工作的志书，具有鲜明的地方

特色和行业特征。本着略古博今的精神，着重记述近半个世纪的土地管理

状况。对铁岭市的土地资源、土地制度、土地开发、地籍管理、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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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土地规划、耕地保护、地税地价、土地监察、管理机构、人员队伍等

诸多方面，都有翔实的记述，它包含的内容较广，是一部土地资源齐全的

综合性著述，具有史料价值，更有实用价值。无论专业土地管理者，还是

对土地有识之士，都可以一读。

《铁岭市土地志>从策划筹备、收集资料、撰写修编、评审定稿，到

付印出书，历时数载。它的问世，意在鉴往知来，光前裕后，将起到存

史、资治、教化的作用，服务当代，惠及后世，推动铁岭土地管理事业不

断地向前快速发展。

谨写以上数语，对志书出版表示祝贺，并以此为序。

2004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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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铁岭市国土资源局局长
≯ ．

吻婶幔
从古至今，盛世修志。在铁岭市编写土地志，尚属首次，目的在于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惠及后世。

铁岭市位于辽宁省北部，松辽平原之南端，东逾滚马岭而邻清原，西

越调兵山而亘法库、康平，南跨万泉河可望沈阳、抚顺，北临东辽河而连

内蒙、四平。境内有长白山余脉及辽、柴、清、凡4条较大河流。地形东

西窄而南北长，北仰而南低，东高而西平，形似绿叶。古为兵家必争之

地，今乃东北交通之要冲。气候温和，地平土沃，适宜各种作物生长。有

山、有水、有平原，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好地方，是辽北的

鱼米之乡，商品粮基地。有煤、有电、有矿藏，是全省乃至全国的重要能

源基地。辽北有5000年的文明史，文字记载的史料也有1000多年，它充

分说明铁岭各族人民，已经在这里利用土地、开发土地、管理土地几千

年o

<铁岭市土地志>主述1840年以来，160年问，铁岭各族人民，杂居

本土，开发土地，繁衍生患的概况。尤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

农、林、牧、副、渔的五业开发；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工业、

矿产、交通、居民点等方面建设，阐述较多。目的在于，以史为鉴，铭古

察今，审时度势，为辽北大地之开发，为城乡文明之建设，增辉添彩，成

为“知我铁岭，爱我铁岭，兴我铁岭”的教材。

《铁岭市土地志>的编纂工作，历时数载，经多种渠道，广收往籍，

博采旧闻，现时文献，应有尽有，从2000万字的古今资料中，取我所需，

用其精华，昭前世之是非，正方志之主流，立足当代，详今略古，展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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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之特色。志成众手，推敲琢磨，六易其稿，终乃成书。它

未来展现“资治、教化、存史”功能，既为土地工作者参用，

国土整治之士一读。

城，编写《铁岭市土地志>，承蒙省国土资源厅，市内各界人

士的支持，省厅修志办、市志办领导及专家给予切实有效的指导，市计

委、农委、档案、统计、农业、林业、水利、畜牧、乡企、财政、地税各

局，给予真诚的协助，志书编纂人员付出辛勤的劳动。当此志书出版之

际，诚致谢意。

志书即成，照例作序。望同行及专家、学者斧正，待续修时补充、完

善。

2004年春



凡 例

凡 例

一、<铁岭市土地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

政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真实地记述铁岭市的土地

资源、土地开发利用、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状，为认识铁岭、研究铁岭、

振兴铁岭服务。

二、志书结构由序、概述、大事记、土地资源、土地制度、土地开

发、地籍管理、建设用地管理、土地法规与土地监察、地税地价、土地勘

测规划、土地管理机构人员等部分和附录组成。分篇、章、节、目、子目

5级层次。

三、体例是横排竖写，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文风是秉笔直书，

就事论事，叙而不论，寓观点于事实之中，力求严谨、朴实、简洁、流

畅。

四、志书上限时间是1840年，但在1840年前的较大事件，也有简

述；下限时间为2000年。

五、志书记述的地域范围包括铁岭市所辖各县(市)区及乡镇场。历

史上曾经管辖的一些县、乡、镇、场、村，视需要也有记述。

六、志书所记述的历史朝代、政权机构、职务、地名，均依当时称

谓，不以今名代替。

七、志书对人物直书其名，不加“先生”、“女士”、“同志”之类的称

呼，不加褒贬之词，必要时加当时所任之职务。

八、志书中的纪年采用传统纪年与公元纪年两种方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的纪年先书朝代年号，后加注公元纪年。民国之前纪年用汉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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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九、志书计量单位名称，凡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斗、石、

尺、丈、弓、垧、晌、日、亩、斤、两等，在引文时照录。凡引用法规和

重要文献，其中数字书写忠实于原文。表格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数字

为小数的，一般取小数点后2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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