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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好的志书，应当开阔人们的视野，陶冶人们的情操，启迪人们的智慧，激

发人们奋发向上的热情和力量。《万全县土地志》这部志书，可以说，基本上达到了

这个要求。

土地是刮金板，土地是聚宝盆，土地是万物生产的源泉，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

础。“国以土为本，民以食为天”。很早以前，人们就逐渐瞳得了这个道理。千百年

来，人们对土地的保护与管理做了一些工作。如开渠筑坝，灌溉土地；投施肥料，

增加肥力；轮耕休作，以养地力；调查登记，摸清地数等。但由于受社会制度和生产

条件的限制，历史上这方面的工作是十分有限的。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所有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代表人民

根本利益的政府，加大了对土地管理与保护的力度，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滩涂开

发，改畛垫地，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颁布实施以后，对土地的保护和管理走上了法制的轨道。以法用地，以

法管地，逐渐成了人们的共识，逐渐成了人们的自觉行为。

这部志书以丰富的资料，流畅的文笔，概述了万全土地的基本状况，自然条

件、国土资源、管理规划、土地税费、保护开发、管理体制等土地方面的知识。前车

之辙，后者可鉴。把万全县土地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修订成志，对万全人民溯古鉴

今，继往开来，振兴万全，大有裨益。

志书的编纂，得到了张家口市土地管理局和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关怀，

同时得到了县直各部门的大力支持，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认真读一读这部志书，我们可以增进对养育自己的这块土地的真正了解，加

深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把“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

做为我们的神圣义务，去认真贯彻执行，做出应有的贡献，去爱护好、保护好，让万

全这块热土更好地为全县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福于万全人民。

万全县土地管理局局长：蒋首庆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El



凡例

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南，以《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求实存真，详今略古的原则，

展示万全县土地管理与开发利用的历史和现状。

二、时限。记述时限上至事物发端，下至1996年。重点突出本县地方特色和

当代社会特点。

三、章目。本志以文字叙述为主，采用章、节、目结构。全志分十一章，章下设

节、目。概述冠于志首。大事记以编年体记写，图、表插于章、节之中。

，四、县域地名。志中均按当时的境域范围记述，并以现代境域为比较标准，地

理名称均按当时和历史习惯称谓，并在其后括号内加注今名。

五、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o清朝以前以

朝代年号纪年、中华民国时期采用民国纪年，均在其后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建

国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

六、称谓。凡机构名称及其他名称均以当时称谓，不以今名或习惯称谓代替。

并在志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再出现时视情况可用简称。

七、数字和计量单位。引用各种数字数据均用阿拉伯数字。对表示概念数字，

以及古文中的数字采用汉字书写。除在必要时照录了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名

称外，其余一律采用建国后国家规定的计量单位。

八、统计数字，采用县统计局和县土地管理局资料，凡数字含小数位的，一般

取小数点后二位数。

九、附录。重点选录建国后本县土地管理方面的重大决策、决议、文件、通告

等重要文献资料，以供资政参考。 ·

十、资料。来源于清道光、中华民国两部《万全县志》和1992年《万全县志》以

及建国后本县出版的党史资料、文史资料汇编和县档案馆资料，还有县财政、税

务、城建、交通、农、林、水、土地管理以及各乡镇提供的文字与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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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91366．8亩，园地24513．3亩，草地10370．6亩，辖4镇7乡174个行政村，

全县68462户，210744人。人均耕地2．47亩。

地势北高南低，北横野狐岭、虞台岭、鱼儿山。由北向南，丘陵、沟壑纵向伸

延，形成北部低中山区、中部低山区、南部河川区三个不同的自然区域。北部最高

处海拔1713米，南部最低处650米。雨季山洪沿沟倾泻，顺着洗马林河、古城河、

掉沙河、城西河、城东河、关沙河6条季节河，汇入洋河东去。地表水年均径流量

3．3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南部较丰富，北部次之，中部较贫乏，年均可采量6065

万立方米。气候干旱，降水量年均46．49毫米，气温年均6．9℃。因受地势影响，地

域性差异较大，由北向南推移，气温递增，雨量递减，无霜期分别为120天和

140天，干旱、风雹自然灾害较频繁。’

县境历史古老，文化传统悠久。据今发现的北沙城南、洗马林前水关等古代

文化遗址及出土文物推断，早在新石器时代，县境内已有人类繁衍生息，且有人

群聚落形成。《水经注》等历史资料记载，北沙城古城遗址，即前秦时的武罡城，是

秦相蔡泽号为武罡君居住过的城堡。汉代县境曾设宁县，东汉末年，战事迭起，人

口大部离徙，田地荒芜，至东晋时县置沦废。此后则断断续续成为北方少数民族

游牧之地。辽、金、元代，户籍稍渐恢复。明代洪武二十六年(1393)于今左卫镇置

万全左右卫，永乐二年(1404)移万全右卫治所于德胜口堡，即今万全城。清康熙

三十二年(1693)裁改万全右卫置万全县，此后，置治稳定，人口繁衍，经济、文化

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万全人民世世代代，含辛茹苦，披荆斩棘，开拓了这块不毛之地，赖以生存。

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实行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即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封

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绝大多数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豪绅

手里，广大贫雇农，没有土地或者有也甚少。1949年调查，占全县人口2．7％的地

主富农占有全县19．8％的耕地。而占全县人口43．9％的贫雇农却只占有22．3％

的耕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只好当佃农或长工以维持生计，受尽剥削奴役之

苦。在明清之交兴起的万全大地主霍宅，在万全、张家口拥有好地30000多亩，在

张北还有2500多亩牧场，每年收租三四千石。辛亥革命虽推翻了帝制，但中国资

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根本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反而更强化了封建半封建的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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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制。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灾害乃频，租税奇重，民脂民膏耗尽。民国《万

全县志》记载：“短褐不蔽体，糟糠不充腹，农无耕田，商无交易，工无可成，人皆失

业，号寒啼饥，老幼转于沟壑，少壮散于四方”。仅民国十八年(1929)到口外逃生

者就达3000余人。

1945年，万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同封建地主阶级展开了减租

减息、清算反霸、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斗争。1949年2月至3月，全县分两批开展

了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次土改运动，共划定地主335户，富农710户，没收和

征收土地78282亩。1950年元旦，县人民政府将《土地房产所有证》发到农民手

中，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从而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新中国

成立以后，实行了互助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政社分开、以及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等重大变革，万全面貌大变。新中国的土地制度是社会主义土地公有

制，即土地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劳动者成了土地的主人，焕发出

了极大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加上政府实施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方针，组织与扶持农

民修建水土保持工程开发利用水利资源，推广科学技术，增加农民投入，使生产

基本条件不断得到改善。1957年至1979年，洋河大渠、洗马林水库、古城河潜流、

四清大渠等大型水利工程先后竣工，在县境构成六个万亩灌区，500多眼机井、大

口井实现机电配套。在历年农田基本建设中，重点进行渠系配套，土地改畛和地

貌平整，全县水利灌溉面积达到28万余亩，占耕地面积的59％。粮食产量除个别

灾年外，逐年递增，1978年总产量突破一亿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1965—1978

年14年中，全县除留足口粮、籽种、饲料外，共向国家缴售商品粮36927万公斤，

年均缴售2637．6万公斤，基本上未吃国家返售粮。1979年以来，逐年超额完成国

家粮食征购包干或合同定购任务。自1980年开始，全县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建立健全了双层结构的服务体系，使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同

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使“绝不放松粮食

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得到全面贯彻执行，出现了农、林、牧、副、渔协

调发展，乡(镇)村企业异军突起的好形势。1985年获河北省人民政府授予的粮食

生产先进县荣誉称号，1987年又被确定为全省粮食生产基地县之一。1988年底，

全县农业总产值达到6252万元(1980年不变价)较1978年增长了22．15％，较

1950年增长了4．33倍。1996年底，全县农业总产值达到15888万元，较1988年

增长了1．54倍，较1978年增长了2．1倍，较1950年增长了11．69倍。

新中国成立后万全县的土地管理工作，先后有民政、财政、农业、城建等部

门，分头分散管理。在土地使用上，逐步形成了与计划经济模式相适应的以实行

土地行政划拨无偿无限期使用、严禁转让为特点的土地管理模式。进入改革开放

时期，这种土地管理模式的弊端逐步暴露出来。国家建设的发展，农民建房的增



多，乡镇企业的突起，用地的要求越来越多、越大。随之出现了乱批滥占土地、随

意毁坏耕地的现象，土地管理失控、耕地面积不断大量减少。1986年3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随之颁布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o根据此法与上级批示精神，万全县于1987年2月成立了

土地管理局，实行了地政统一管理，使土地管理走向了法制化的管理轨道。

万全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后，全县土地管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县委、

政府的领导下，很快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土地统管网络，全面开展了各项业务工

作。首先研究制定出了一些关于贯彻执行上级土地政策法规的办法，以政府或土

地管理局的名义下发，认真对过去遗留的各类违法占地进行清理，严格控制砖瓦

窑生产占用耕地。其次，对全县土地资源利用现状进行了调查，编印了“万全县土

地利用现状调查报告”，对全县土地的数量、质量、分布、利用现状做出了科学分

析，为今后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加强土地管理提供了可靠的资料。第三，严格审批

手续，加强了建设用地的管理，使非农业建设用地数量控制在年度计划指标之

内，1990年至1996年，六年中节约用地647．43亩，其中节约耕地281．21亩，非

耕地366．22亩。第四，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建基本农

田保护面积417405亩，耕地保护率达80％。并对保护区规定的范围、位置、面积、

保护组织人员、奖罚制度、图斑上色、村规民约做到了六落实，树立基本农田保护

标志413块。第五，制定了优惠政策，鼓励开发利用荒山荒坡、滩涂。1988年至

1996年，九年总共开发利用土地79271亩，其中开发成耕地17212亩、林地55893

亩、园地3480亩等。第六，加强土地执法监察工作。每年抓住“6．25”土地日机会

广泛宣传《土地管理法》和本县土地管理的条文办法。开展“三无”(无非法批地行

为、无非法管地行为、无非法用地行为)乡镇达标活动。增强全县人民珍惜土地、

保护土地、合理用地的意识。发挥县、乡、村三级监察网络作用，经常开展执法检

查，抓住易发生违法占地的区域和农闲建房季节进行定期巡迥检查，对严重的反

面典型电视曝光，热情处理来信来访，充分发挥土地巡迪法庭的作用，及时查处

各类土地违法案件，有效地保证了土地执法的顺利进行。第七，首次修编了万全

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宏观调控土地

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八，进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改革，使之更加符合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达到了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和土地资源结构，切实保护

耕地和体现国有土地产权的目标。

总结过去，成绩斐然，瞻望未来，任重道远。在人口逐年增多，耕地数量逐年

减少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好吃饭与建设的关系，如何保持土地的动态平衡，是摆

在人们面前的严峻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又给土地管理工作

赋予了新的内容，国有土地资源的保值增值和管好用好土地是今后土地工作的

广、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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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全大地养育着的万全人民一定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把万全这块土地管理好，使之生机勃勃，春意盎然，永结硕



万全县土地志
大事记

明(1368--1644)

洪武二十六年(1393)于辛南庄东十里建城(今怀安县左卫城)置万全左右卫

于此城，隶属山西行都使(治所今大同)。同年在得胜VI南筑右卫城(今万全城)。

宣德五年(1430)万全右卫地改属万全都指挥使司，治所宣化。

嘉靖四十五年(1566)分万全左、右卫及张家口、膳房堡、新河口、新开口、宁

远站为宣化府上西路境。

万历二十六年(1598)，辟万全至张家13黄土梁公路。

清(1616—191 1)

康熙三十二年(1693)裁改宣府厅、卫，万全右卫改置万全县。县治所万全城，

隶属宣化府。

雍正二年(1724)将丁银摊入地粮征收，统名日“地丁银”、粮则米豆各半征

收。

乾隆四年(1739)县内开征房地产税。

乾隆六年(1741)，筑洗马林石坝护堤360丈。

光绪十二年(1886)始征米票捐。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庭批准筑京张铁路。 1905年10月2日动工，1909

年8月全线竣工。 长201．2公里。1921年延修至绥远(今呼和浩特)即京包铁

路，穿越万全县境内的孔家庄、安家堡、郭磊庄、北沙城4个乡镇，长28公里。

中华民国(1912—1949．9)

民国二年(1913)田赋除收正税外，加收附加税。

民国三年6月(1914)，设察哈尔特别区，万全县仍属直隶省口北道。县治所

由万全旧治城移至张家口下堡。

民国七年(1918)4月22日，张家VI至库伦公路通车，途经苏家桥一膳房堡

’U



大事记

等村。

民国十七年(1928)直隶省改为河北省，察哈尔特别区改为察哈尔省，将原

直隶省所属之口北道10县(含万全县)及原察哈尔特别区所属之口外6县划人

察哈尔省，以万全县为首县，以万全县辖区张家口为省会。

民国十八年(1929)，县国民政府成立水利委员会，筹晋钞3万余元以工代

赈开挖第一渠(今洋河三渠)。

民国十九年(1930)始征土地印花税。

民国二十一年(1932)万全县政府申请华北水利委员会修建西北大渠，筹建

准备不久，因“七．七”事变而停工。

民国二十三年(1934)万全、怀安、宣化三县联合修筑张家口至柴沟堡公路，

在本县境内段长30公里。

民国二十六年(1937)8月，日军侵占张家口，万全县归日伪察南自治政府

管辖，县治所仍在张家口。民国二十八年(1939)，日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

张家口为首府，下设察南、晋北两个政厅，万全县属察南政厅。9月3日，万全县治

所由张家口下堡迁回万全城，原所辖第六区(今张家口市区)及第二区所属之四

杰屯、沈家屯、前屯堡、王家寨、东夭村划归张家口市。
’

民国三十年(1941)日本考古学会挖掘北沙城汉墓群，获取文物，并著《万安

北沙城》一书。

民国三十年(1941)4月1日，万全县与怀安县合并，称万安县。县治所柴沟

堡。

民国三十四年(1945)8月，万全县第一次解放，恢复万全县置，与怀安县以

洋河分界。县治所万全城。

同年9月在全县开展反霸清算、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斗争。

民国三十五年(1946)6月，中共张家口地委派工作组和万全县、区干部在本

县第四区黄銮庄搞了土地改革试点，并在全县迅速推开，于当地8月底土改结

束，9月人民解放军战略转移，撤出万全县。

民国三十七年(1948)12月万全县获得第二次解放，中国共产党万全县县委、

县政府相继成立。县城为万全城。全县划分为5个区，1至5区驻地万全城、高庙

堡、梁家庄、洗马林、孑L家庄。

民国三十八年(1949)1月，冀热察区与北岳区合并成立察哈尔省，万全县属

察哈尔省察南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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