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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陆良县土地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针，
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政策，根据国家、省、地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志书的编纂要求和专志编写规

律，遵循厚今薄古，服务现实的原则，力争对陆良县的土地资源状况、土地

制度变迁、土地开发利用和管理的历史和现状做出尽可能全面而简洁的记

述。 。

二、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6种形式，把编年体和纪

事本末体相结合，以图表和附录相辅，图表以章为编表单位。

三、本志横排纵叙，由概述、大事记、专志9章27节和附录组成。首

起概述和大事记，宏观概括，提纲挈领；继以专志部分横向展开，纵向铺

陈；末讫附录。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文体为记叙文，对所志史实只作记述，一般不作

评论。

五、志中所涉各历史时期地名、称谓予以沿用，加注今名，今名以《陆

良县地名志》为准。

六、本志适当追溯民国之前的历史，下限为1996年，主要记述建国以

磊的历史。

七、本志所引用的资料，以可考资料为据，尽量守其原意，必要之处，

只作删减。资料主要来源于云南省档案馆、行署土地局和陆良县土地局现存

文书档案，《陆良县志》、陆良县档案馆、县委史志办、图书馆、统计局和农
业、水利、民政、林业、农技等部门文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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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为O．8亩的警戒线。怎么在有限的土地上求生存、求发展呢?怎

样更好地贯彻落实“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土地”

的基本国策呢?如何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强土地资源的管理

工作呢?编撰者采用了述、记、志、图、表等形式，横排纵叙，遵循厚

今薄古，服务现实的原则，论述了陆良的土地资源的状况、土地开发

的历史变迁和管理。尤其着重记述了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颁布实施以来，合理配置土地资源，节约用地，保护耕地；
抓好土地基本国策，注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宣传及土地详查、地

籍调查等基本工作的方法和成果。

盛世修志。适逢盛世的今天，撰写<土地志》更能使人们懂得珍

惜土地和合理利用土地的重要性。在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飞速
发展的今天，这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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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同劳县，属益州郡，为陆良建县之
始。元朝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改落温千户为陆梁州，建土司制，部

族首领为土吏、土目i专门管辖陆良境内的土地。

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陆梁州设立民屯垦殖。至元二十二年(公

元1283年)增设军屯“以资军饷”o

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陆凉州增设陆凉卫，实行军民屯守，

规模大于元朝。

明万历年问，陆凉州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

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改军屯照民田纳税，并变价归农民所

有。田地面积日增。

民国20年(公元1931年)，昆江公路、曲西公路开工建设，2条国道在

陆良境．内全长88．8公里，占地942．4亩o

民国23年(公元1934年)，陆良县进行耕地清丈。清丈面积651 728亩

6分，完成清丈执照388 923张。

民国30年(公元1941年)，陆良飞机场开工建设。飞机场先后数次征

用山坡子一带的土地15 450亩o

1950年‘

4月，开征农业税，内含农林特产税。

1951年

3月，陆良开展减租退押运动。

12月，开展土地改革运动o

1952年

本年，全县结合颁发土地证，查清田亩及征收土地证照费。
·4·



3月。第二批土地改革开始

6月，行政区划调整，全县

12月，全县农业生产互助组发展到l 874个，参加农户1．46万。

1954年

3月，全县试办5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0月，国营陆良机械农场(现华侨农场)在中愿泽成立。

1955年

6月，根据云南省人民委员会6月3日批示，陆良所属天生关乡的8个

自然村共计25平方公里土地面积，划归给路南县管辖。

1956年

2月，全县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年底，全县实现高级农业合作

社o 。

。8月，。土地管理纳入房产管理部门。

本年，云南省农林厅对陆良进行宜农荒地调查。 ，

1957年

1月，陆良县的麦田乡和天花乡的比柯村(共计24平方公里)划归宜良

县管辖o

3月，陆良县尖山乡的尖山村，团山村(计29平方公里)划归曲靖县

管辖。

本年，河西乡进行高级农业合作社土地利用规划试点。
· 气 ‘



1963年

2平方公里)

8月，省委为严格审批土地权限，取消了县政府的审批用地权。

·6·



陆良

分队



1978年

土地征用、划拔工作划归民政局管理。7

1981年

3月，开展全县农业资源普查调查区划工作，全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同时
进行o

1982年

11月，全面贯彻林业“三定”政策o

12‘月，全面落实联产承包到户生产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1983年

土地征用、审批等事宜划归城建局负责o

1985年

4月，全县城镇房地产普查正式开展，至12月结束。
12月，全县对1984年元月1日以来的各类违法用地进行清查处理，该

项工作于1986年7月结束。 ·

1987年

2月27日，中共陆良县委、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成立县土地管理局。

4月24日，陆良县委决定调陈双富等人筹建土地管理局，并任命陈双富
为土地管理局局长o ·

5月21日，县编委下达给土地管理局编制10人，其中行政编制5人，
·8·



事业编制5人o

7月1日。陆良县土地管理局挂牌成立，直属县人民政府，负责全县城

乡的土地管理工作o
。

7月，开征耕地占用税o‘ 、

‘7月。全县开展清查非农业用地工作o

7月7日。三岔河镇天宝寺办事处8社社员滕家富违法占地建房被县法

院强制拆除o ”一

10月，“陆良县占用各项耕地应纳适用税额”政策出台。

11月，在三岔河镇开展土地详查试点工作。此后，这项工作在全县铺

开。
一

12月20日，陆良县政府批准县土地管理局内部设立：人事秘书股、土

地征用股、政策法规股、财务股、土地利用规划股。

1988年

3月12日，县政府召开各乡(镇)县直各部委办局会，布置<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宣传工作o． j

3月31日，土地管理法宣传工作拉开序幕o

4月6日，陆良县财政局、陆良县土地管理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耕

地占用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对全县耕地占用税的减免、耕地占用税发

票的管理使用做了具体规定o

4月12日，县政府批复同意建立乡(镇)土地管理所o

5月，各乡(镇)土管所筹建完毕o

6月15日各乡镇土管所启用印章办公o

11月，全县开展城镇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工作。

12月，大莫古乡土管所所长段有才被国家土地管理局评为先进个人o

12月1日．县政府发布开展城镇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的通告o

1989年

1月24日，县土地管理局、县财政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耕地占用税手续

交接及今后财政、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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