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戽一，J

根据南京市国土管理局的部署，浦口区土地管理局以总结经

验、资政教民的责任感，承担组织撰写<南京市浦口区土地管理

志>。经过四年的辛勤耕耘，于1998年12月编纂而成。这是浦口

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成果。

编修地方志是我们国家优良的传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由于浦121地区历史从属关系多变，从隋代至明朝初年

归六合县管辖。洪武九年(1376)，以宝塔山为界，东北部仍属六合

县，西南面划入江浦地区成立江浦县，县治设在今浦口区东门镇。

现在的浦口街道办事处这块土地当时还处于长江水中，尚未形成

陆地。1927年，首建南京市时，以浦口火车站、轮渡码头为中心的

浦口镇划归南京市管辖。解放后，浦口区划也曾多次变动，特别是

与大厂区分分合合，合合分分。1980年，再次与大厂区分开以后，

浦口区划至1995年未变的格局仅有15年的历史。因此，浦口区

未有获得编修完整区志和系统专业志的机遇和条件。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浦口区积极推进

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

平明显改善，为修志编史创造了条件。这次编写的<南京市浦口区

土地管理志>是浦口区推出的首部地方专业志书。它的出台，实现

了我区专业志书零的突破，并将会推动我区修志工作进一步开展。

土地，历来是衣、食、住、行之母，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的

资源，也是无可比拟的巨大社会资产。我区人多地少，土地资源极

其宝贵。因而，如何强化土地资源和资产管理，是十分重要的现实



问题。浦口区开篇编写土地管理专业志的目的，就是为了总结土

地管理的历史经验，以史为鉴、立足现实、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益

于未来，使土地长效为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我区土地管理志的编修工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为指导，在浦口区人民政府领导、区土地管理局直接主持、

有关部门支持配合、专家学者悉心指导下，编修人员含辛茹苦，广

征博采，积极探索，辛勤笔耕，终于完成了约20万字的首部志书。

在此，谨向为编修<南京市浦口区土地管理志>付出辛劳、做出贡献

的所有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我区首次编写专业志书，没有经验，人少笔拙、水平有限；

又由于历史资料残缺不全，疏漏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

评、指正。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高继元

199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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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盛世修志，自古而然。正当全区人民在中共十五大精神鼓舞

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而奋勇前进的时候，<南京市浦口区土地管理志>修成问

世了!这是浦口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可喜成果。

土地，历来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是社会生产力

的根本源泉。早在新石器晚期，浦口这块土地以它的山青、水秀、

土肥的天然资源，哺育着原始居民的生存和发展。经过世世代代

先民们改天换地斗争，使这块土地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

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浦口这块土地为南京地区人类生存、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

献。浦口人民为保卫这块土地，开发建设这块土地，作出了无私奉

献和英勇牺牲。

翻开中国近代和现代史，就可以看到，地处南京北大门的浦口

地区，革命斗争烟波滚滚，曾发生不少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

1853年，大规模的农民革命太平军为把在清王朝封建统治下

的土地夺回来，实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思想，在浦口区九

袱洲与清军发生了重大战役，两万余名太平军肝脑涂地，壮烈牺

牲。
’

．

1922年，南京地区第一个中共党小组在浦镇机厂(现南京浦

镇车辆厂)诞生。南京地区的工人运动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以

王荷波为组长的党小组领导浦镇、浦口铁路、码头工人开展革命斗

争，声援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取得了重大胜利。

■辫赫1斌猾猾磷j呀4

劈



声援“二·七”大罢工的“两浦铁路工人罢工指挥所”就设在今天的

南门镇浴堂街34号。

1927年，南京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浦口区九袱洲建立，

组织发动农民运动，宣传“土地归农民”、“耕者有其田”的革命道

理，进行土地革命斗争。

1949年4月23日，在“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南京的渡江战

役中，以童达兴为代表的浦口人，第一个用船把一个连解放军运送

过江。从而获得了当时副司令员粟裕和政治部主任唐亮授予的

“南京渡江第一功劳船”的光荣称号。

在近代和现代史上，也谱写了浦口人开发建设浦口的业绩篇

章。
。

浦口原是一个渔落小村，一片芦苇荒滩。“山区十年九旱，圩

区十年九涝”。人民栖息于篱笆墙茅草房，衣不遮体，糠菜充饥，过

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开发建设，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浦口获得了前

所未有的大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法保护的八万八千亩基本农田，实施“丰收计划”、“燎原计

划”、“星火计划”，科学种田，出现了生机盎然的高产稳产局面。

在1911年建成的津浦铁路、浦口火车站和浦口码头等水陆交

通设施的基础上，1968年又架起了长江大桥。“一桥飞架南北，天

堑变通途”。312、328、104三条公路国道在我区交汇，形成了水陆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工厂、企业星罗棋布；第三产业蓬勃兴起；南京大学、东南大学

和一批中专学校移址浦口区，教育向高层次发展；立足浦口区的国

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省级珍珠泉旅游度假区规模不断扩大；为实

现第二步发展战略，加快了奔小康步伐；城市化、工业化建设推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的力度加大。总之，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基本达到了小

康水平。

浦口人民在保卫和开发建设浦口的进军中，虽然取得了巨大

成绩，但对土地的忧患意识从未松弛，十分关心土地利用、开发和

管理工作。区土地管理局成立以来，全局人员团结协作，以高度的

责任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对土地实行统

一、科学和依法管理，有效地保护土地资源和土地资产。

(南京市浦口区土地管理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土地为依托，管理为主线，详今略古，详近略

远，全方位多层次展示浦口区土地利用、开发、管理的历史和现状；

展示土地与经济发展，土地与工农业生产，土地与社会进步，土地

与人民生活等多方面的关系。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实事求是总结管理工作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经验和教训，

为开创土地管理的未来，给人以借鉴和启迪。这也是为“资政、教

化、存史”而修志的目的所在。

南京市浦口区土地管理局局长 李孝传

1998年12月



凡 例

一、<南京市浦口区土地管理志>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记述浦口区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的历史和现

状。

二、本志依据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史志编纂暂行办法>和江

苏省、南京市土地管理局关于编纂土地管理志的文件精神，在南京

市土地管理局具体指导下撰写而成。

三、本志坚持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异略同的原

则。断限时期，上限不限，据史实而异；下限断于1995年。

四、本志采用以志为主，辅以记、述、图、表、录等诸体裁。照片

置于篇首，有关图表散见于章、节、目之中，使其相得益彰，各得其

所。 ．

五、本志横分门类，纵写事实；一般分章、节、目三个层次；对于

蕴含内容多、分量重的目，为了便于展开叙述，在目下设黑体字小

标题以示子目。没有子目的，均为行文中自然段的开头。

六、本志历史纪年，清代以前一般先写朝代帝王年号纪年，再

在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注明相应的公元纪年，并省略“公元”和

“年”字；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1949年起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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