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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史修志是我国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世代沿袭，经久不衰。

之所以如此，因它起着“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当代，裨益后世”

的作用。尤其是地方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可收“补史之缺，参史

之错，详史之略，待史之无"之效，尔今，更不失为“科学之资源，地

方之年鉴，育人之教材，施政之指南’’。而所有这些，又是其它著作

难以做到，无法取代的。

土地是万物之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更是国家立

国的根本，所以历代的统治者总是不遗余力地去夺取土地并制订

各种法规、制度维护既得的土地，而少地和无地的穷苦人民，则千

方百计进行求得土地的艰苦活动。

土地的私人占有，迫使少地无地的广大穷苦人民忍饥受冻，沦

为奴隶，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后，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人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为

了巩固这难得的土地权，党和政府相继制订了适应不同时期的土

地政策、制度和法律。同时将“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

保护耕地"定为基本国策，加强了土地管理，使土地得到充分利用，

潜力得到充分发挥，这卓有价值的成效也是前所未有的。

随着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土地的潜力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开

发和利用，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土地



后备资源严重缩减，随着人口大量增加，人均耕地日益减少，各项

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加大的严竣形势绝不能忽视。为更好地、全面系

统地总结本县有关土地的过去和现状，为了有效地开发、利用和科

学管理好土地，为使土地更好地为我县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服务，所

以纂写一部社会主义时代的土地志，势在必行。

纂修土地志是一项系统而艰巨的文化大工程，是一项综合性、

科学性、实用性极强的基础性工作。这项工作是在古无可鉴，今无

经验，资料散失严重，机构撤建无常的条件下进行的，任务重、时问

短、困难重重。但在有关领导高度重视及大力支持下，在有关部门

及热心人士的无私帮助下，经编辑人员一年多艰苦努力，一部详细

记述通许有关土地管理、政策、法规；展现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历

史和现状；概括通许土地制度、赋税等的历史演变的《通许县土地

志》，已编辑成册，实在可喜可贺!

《通许县土地志》就要和大家见面了。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才疏

学浅，加之资料残缺，所以差错和不当在所难免，谨请读者批评指

正。

通许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国立



凡例

1、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全面真实

地反映通许县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及管理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

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起到“存史、资治、教化’’作用。

2、本志纵贯古今，重在当代。上溯事物发端，下限断至1996年

底。
J

．3、本志利用语体文记述体、述、记、志、图、表、录并用，以志为

主。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纂写大事记，记述通许县有史以

来土地制度、赋税、土地利用、土地管理、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历史发

展轨迹。图、表、有关照片穿插文中。

4、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力求门类齐全完整，资料翔实准

确，文风朴实严谨，语言流畅简练。突出地方特色，时代特点、专业

特征。

5、计量单位，建国前沿用历史计量单位，不作换算，建国后按

《国务院关于我国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统计数字与详

查数字有差别时，用括弧加以说明。．

6、在文字记述中，有关机构名称、具体工作、有关文件等，第一

次出现时写全称，后用括弧注明简称，再出现时即采用简称。
●

7、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1日)为界，前称“建



国前”，后称“建国后”。

8、历史纪年以各朝代及其帝王年号为序，以汉字书写，后以括

号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以阿拉伯数字书写，后以括

号注明公元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以公元纪年。

9、资料来源，现代资料以统计部门的为主，缺漏者由业务部门

提供；历史资料源于档案资料、新旧方志和有关部门的专业志、书

报、杂志、史书专著等，个别史实也有取之文碑和口碑，成书时一般

不再注明出处。

10、部分有重要存史价值，但又难以列入正文的资料，收入附

录中，以免散失，备作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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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许县人民馥府副县长王国立

通许县土地房屋管理局局长囊最功

差薹耋一





环境优美的通许县地局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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