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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天，国以土为本。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

基础，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

人多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高碑

店的市情。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耕地还

将逐步减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o 1987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是调整我国土地关系的根本大法。同年1月，新

城县土地管理局成立，标志着新城县土地管理工作开始步入依法管

理的新阶段(1993年撤销新城县建高碑店市)o在《土地管理法》

实施的十几年里，土地资源日益紧张，已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唤起人们强烈的危机感和深深的忧患意识。爱护和保护耕地，逐渐

成为高碑店市人民的自觉行动o

《高碑店市土地志》是我市有史以来第一部土地专业志，本志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对高碑店市土地资

源开发、利用、管理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记述。重点

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土地管理取得的成绩，还记载了某些失误与问

题，使之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激励今人，启迪后人，发挥“资

政、教育、存史"之功能，唤起社会各界人士在土地问题上树立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序

强烈的忧患意识，坚持“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

地"的基本国策。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为子孙后代留下

赖以生存的土地，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读者通过阅读《高碑店市土地志》，激发起对土地的热爱，了

解高碑店市土地管理事业的过去和现在，是本志编纂的意图之所

在。

高碑店市土地管理局 赵温发

200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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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

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客观记述高碑店

市土地资源及其开发利用和管理的历史与现实o

二、按照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和详今明古的原则，上限不

限，下限止于1996年底，对个别事物的记述下延至1998年。记述

的重点是建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地情。记述范

围以1996年行政区划为准。

三、以1993年4月撤县建市为界，以前称新城县，以后称高

碑店市。

四、采用述、记、志、录、图、表等体裁，设概述、大事记、

专志及附录，专志为主体，分10章，章下设节、目。彩图集中放

置在书前，示意图、表格随文插放。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

体相结合的形式，以编年体为主。

五、记述语言采用现代语体文，使用规范简化汉字。力求言简

意赅，通俗易懂。

六、纪年，清代及以前采用传统历史纪年，民国时期采用民国

纪年，均括注公元纪年。建国后统一使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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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数字的运用，按照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制定，国家

技术监督局1996年6月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的数字用法的规定》

执行。

八、计量单位的使用，建国前依历史习惯，照实记载，不予折

算。建国后土地面积仍采用市制，其他采用公制。

九、出现频率较高的会议、文件、机构名称和政治术语，在不

影响语义表达的情况下，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括注简称，再使用时

用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简称“建国”，建国后中国共产党、

人民政府简称“党"、“政府”，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

三次全体会议简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o

十、所用资料来源广泛，均经核实，除引用的原文，一般不注

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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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碑店市位处冀中平原，地近京津。在东经115"47’一116"127，

北纬39"05’．39023’之间。东邻廊坊市固安县，南连容城县、雄县，

西接涞水县、定兴县，北依涿州市。东西宽36．9l公里，南北长

32．17公里，总面积672平方公里。高碑店市区北距北京82公里，

东至天津134公里，南距保定、石家庄分别为68公里和191公里。

京广铁路、京广公路(107国道)、京深高速公路纵贯境内，津同

公路(112国道)横穿全境，与津保、新涿公路相连，市、乡、村

公路与之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将城市乡村连为一体o

1993年4月，根据新城县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水平，．国务院

批准新城县改建为高碑店市，所辖行政区域不变o 1996年全市辖5

镇、5乡、4个办事处，442个行政村，人口52．2万人，耕地面积

67．47万亩o

高碑店市土地开发利用较早，战国时为燕国督亢膏腴之地，历

代开发延绵不断，但由于历史上这一带战乱较多，土地时有荒废，

耕地面积基本随人口的增减和社会状况而盈缩。自唐代建新城县，

明代始有土地面积的记载，明成化八年(1472年)全县有官民土

地298，457．7亩。

清顺治三年(1646年)，新城县有官民土地908，885．2亩，此

后清统治者为安置八旗官兵，在境内大规模圈地，全县圈占土地和

投充地共865，470．3亩，所剩民田无几，很多失去土地的自耕农或

沦为佃农或背井离乡而去。清王朝为缓和阶级矛盾，也为增加其赋

役收入，实行鼓励垦荒的政策，并有限退出圈占地，到光绪十年

(1884年)，全县有额内额外地240，859．4亩(不含圈充地)o民国

年间，境内百姓饱受战乱和阶级压迫之苦，流离失所，土地垦殖受

到一定影响，据《河北各县概况一览》记载，民国22年(1933

年)，新城县有耕地531，2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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