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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城港市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朱军(前tl}左二1和

市政协主席黄荣明(前tt}左三)在

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陈

俊伟(前排左一)和县长覃开宏(前

排右～)的陪同下深入南屏瑶族乡

视察耕地开垦工作。

2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副厅长

曹国生f中)到上思县国土资源局

检查地籍档案和土地利用情况。

3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副厅长

周兆东(中)深入上恩县矿产复垦

区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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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治区国土瓷源厅纪检组

组长陆秀芝(左二)在防城港市国土

资源局副局长严芝斯佑一)的陪同
下．深入上思县建设用地项目区

检查工作．

2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副厅长

张勤铭(左)到上思县国土资源局检

查窗口办文和国土资源“招、

拍、挂”工作。

3原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

会主任陈俊伟{左三)在县国土资源

局局长刘绍枢(左二)的陪同下视察

华兰新圩场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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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任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覃开宏(前排

左二)在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刘龆枢(前排左一)的陪同下

视察上思县国寒土地整理示范项目配套工程昌康大

桥。

2县长覃开宏{左一l在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刘绍枢的

陪同下视察上思县国家土地整理示范项目区长势良好

的甘蔗。

3图为国家投资1 310万元的上思县土地整理示范

项目暨昌康丈桥开工典礼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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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为国家投资1310万元、实施面积

684 07公顷的熟康土地整理项目整合后的一

角．往日高低不平的梯田f左】．今时变为田

块方正．灌溉便利．稳产高产的现代化农业基

地(右)。

2土地开垦项目使深居十万丈山的瑶旅同

胞从此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图为瑶胞在新开垦

耕地上为甘蔗除草。o自⋯4-⋯⋯⋯⋯



1 为解决早地灌；既和农丰寸饮用水难问题县

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在恬渠槽．有效地提高了

耕地产出率和改善农村生活条件。

2县国土资源局依法拆除违法用地．有效

遏止了国有土地白发进^市场行为。

3县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深入矿区拆除

非法采石机器．遏制乱采滥挖的非法活动。

4县国土资源局执法人员依法取缔非法采

砂采点．规范全县矿业市场秩序。

5县国土资源执法人员实地踏察非法占用

土地．有效制止非法占用耕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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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县国土资源局坚持依法征地．做到

征地前将征地面积、位置、补偿标准等情

况公告被征地集体单位和农户。提高工作

透明度．保证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投益。

2县国土资源局纠纷调处办公室工作

人员认真进行地籍调查．妥善处理邻里间

土地捏属纠纷，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3自治区、市两级国土资源部门工作

组检查县国土资源局地籍档案管理步入电

子信息化工作。

4县国土资源局注重加强业务培训．

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确保政令畅通。

5县国土资源局技术人员正在对上崇

二级公路项目建设用地进行测量。



县国土资源局十分重视矿山安全生产，每年都联台工商、安监、公安等部门开展矿

业秩序整顿。豳为打击爆矿非法开采违法生产联合执法工作汇报会。

县国土资谭局矿产腔人员认真做好地质灾害巡查工作，馓到早知道早处理，有效地避免
地质灾害的发生。

冀—静、睡训。≤



1 圈为县国土资源局公开向社

会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场。

2图为县国土资谭局和文体局

联台举办的以壮话山歌对唱形式的

演唱会．宣传国土资源法律法规。

3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刘绍枢(左

二1和技术人员深入南屏瑶族乡耕地

开垦项目区与瑶族同胞共同商讨项

目开发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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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上思县辖区内的土地资源及土地管理的历史和

现状。

二、本志由序言、概述、大事记、正文各章、附录及编后记组成，按章、节、

目排列编写。采用志、述、记、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体，时经事纬，横排

门类，纵写始末。

三、本志记述范围为上思县辖区，因历史原因，有些记述范围涉及邻县辖

区的，均予注明今所属辖区。

四、本志本着纵贯古今、详今明古的原则，记事上限溯源事物发端，下限

至2001年，有些内容适当下延，内容重点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特别

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五、本志文中使用“解放前(后)”一词，是指上思县境内宣告解放的1949

年12月8日那一天为解放前(后)之界限。

六、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纪年、计量、行文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关于新编地方志行文规定》和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史志编

纂语言文字暂行规定》为准则。

七、本志清朝以前历史纪年用中文数字，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每段同

一朝代纪年多次出现时，只在首次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资料来源有据，并经编者考证鉴别之后载入，一般不再注明出

处。

九、本志中出现的X X年代，均为20世纪的X X年代。

十、本志中记述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简称“中共”或“中共中央”，

与本志有关的中共各级地方委员会简称“广东(广西)省委”、“自治区党委”、

“钦州地(市)委”或“地(市)委”、“防城港市委”、“上思县委”或“县委”、“公社

(乡、镇)党委”、“县土地管理局(国土资源局)党支部”o广西壮族自治区除必

要写全称外，一般只简称“自治区”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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