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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党委书记白雪山(右)人大主任陈贵在土地工作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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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档案荣获全区“一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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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土地管理学的原理、记述银川郊

区土地管理工作的历史和现越。

二、按“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思路，重点记述1984一一1 994

年土地局成立十一年来土地管理工作的成就，体现时代精神和变
●

●

革特点。 ，

三、由于银川市郊区处在银川城市四周的特定地理位置，历史

的沧桑变幻与银川市难分轩轻。

．四、本志以章、节、目述事用语体文记述。

五、本志内的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

记述。

六、本志历史记年以朝代年号加注公元，卞限断止1994年。

七、本志历史地名、官职、计量一律用当时称谓。

八、本志资料多来源于区、市、郊区档案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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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是一项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工作。

编写土地管理志的目的在于：掌握土地开发的历史和现状，弄清土

地资源的家底和利用特点，总结土地管理的经验教训、服务现实、

启迪后人。

几千年来的土地管理历史，它给我们留下宝贵遗产、溯古鉴

今，论今明后，避免前人走过的弯路。

《郊区土地管理志》是郊区史志的组成部分，记载了郊区地理

概况、大事记略、土地管理机构沿革、土地资源详查、土地开发利用

等。．它从多方面、多层次提高土地管理的社会职能，以资为郊区的

政治、经济和两个文明建设计划提供翔实可靠的数据。

《郊区土地管理志》对事件记载，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加评

论，不妄褒贬。历史部分从略、现实部分详记。

由于史料的残缺、隶属关系和行政区划的多次变更，加之编写

，人员修志水平所限，错误缺漏，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会侠

‘

． 一九九七年九月

张会侠 银川市郊区村镇建设土地管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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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地理位置

‘

银川市郊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县级区，位于青

铜峡灌区中部。地理坐标为东经1 05。51，一1 06。357，北纬38。207—

38。4l，之间。东隔黄河与陶乐县、灵武市相望；南与永宁县毗连；西

依贺兰山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为邻；北与贺兰县接壤，郊区环绕本

；
市城区与新城区四周。全境面积1420·9平方公里。

t
、

曾
．

1． 二、行政区划

n 银川郊区行政区域内，有郊区直辖的9个乡，1个良种繁殖

； 场，57个行政村，487个自然村。此外还分布着自治区农垦系统的

萋 平吉堡、贺兰山、南梁、西湖四大农牧场(农场)和自治区属芦花台

萝 园艺场、苗木场、草原管理站、市属园林场、以及泾源县芦草洼吊庄

；． 和区、市机关、家属农场100多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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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 然概况



地势：境内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西部西干渠以西以山地及

洪积倾斜平原组成，面积约40．O】万亩。中部和东部属洪积歹中积平

原，面积约1 05．6万亩。西南部原有约60平方公里的荒漠沙丘地，

近年来逐步为泾源吊庄、植物园、工厂等开发利用。

河 流 黄河流经郊区东部边界，南北贯穿，过境长度30．

4公里。早在秦汉时期就引黄灌溉，现流经区内的灌渠有唐徕、汉

延、西干、惠农四大干渠，与黄河同向平行，过境长度94．5公里，流

量5．451立方／秒，引水量4．71 l立方，有效灌溉面积2万公顷(30

万亩)。排水系统是宁夏解放后兴修的，有二排、四排、四二、永二、

银东、银新六条干沟，境内总长94．2公里，排水能力52．7立方／

秒，年排水量2．1亿立方。干、支、斗、农、毛五级农田水利排灌系统

基本配套，渠沟纵横、阡陌相连、土壤肥沃、物产丰富。被誉为“天下

黄河富宁夏”的“塞上江南’’鱼米乡。 ．

山 脉 郊区西郊的贺兰山，海拨在1530公尺以上，在郊

区境内长达27．5公里，是阻挡寒流和腾格里风沙的天然屏障。主

要矿藏有石灰岩、磷灰岩、白云岩、硅灰石等。

气 象 郊区和引黄灌区一样，属中温带干旱气候区。具有

典型的大陆性气候特点，冬寒少雪，春季多风，夏热短暂，秋雨集

中。

年平均气温8．5。C，极端最高气温39．3。C，极端最低气温3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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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c，极端最低气温一30．6。C，气温平均年较差32．40c，日较差1 3．

I。C。 ‘，．

年平均无霜期1 59--l 77天，一般年份初霜冻见于十月上旬，

终霜冻结束于翌年四月底或五月初。．’

年平均降水量203毫米，多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占全年降

水量的62．5％。年平均蒸发量I．583毫米，计算值806毫米，干燥

度4．24。

年平均日照时数为3．039小时，日照百分率69％，太阳幅射

总量1 46千卡／平方厘米。 ．

灾 害 自然灾害偶而有霜冻、大风、冰雹、青干、热干风、

低温冷害、暴雨、连阴雨和山洪，威胁农业。 ．u

四、交通运输

解放初期，银川市与外省市经济联系的主要通道是包兰公路，

路面是黄土碎石，交通很不方便。

现在，1 09国道、沿山公路纵贯境内，银巴、银古、银通公横穿

其境，公路交通四通八达。郊区采取了多种筹资措施，修建了长城

路、东二环路两条城市主干道，新修农村柏油路54条，全长2 1 2公

里，57个行政村，村村通了柏油路，7 I％的自然村也通了柏油路，

’．．．．3．．．．．



与围道连成网络，方便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

．1958年8月l El，包兰铁路在银川接轨通车，从北到南，在郊

区辖区内设有芦花台车站、银川车站、平吉堡车站、银川车站是沟

通包头、兰州两大铁路枢纽，连接京包、陇海、宝成、兰新四大铁路

干线的中心，敞开了宁夏门户。

1958年10月，银川机场通航，可供伊尔14飞机起落。1 997年

又新建了河东机场，波音737飞机可以起落，直接飞往北京、上海、

广州、武汉、昆明、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地，成为自治区与外省

市经济联系的通道。

'一个以银川市中心，以铁路、公路、航空为主要手段的现代化

运输体系基本形成，不仅促进了银川市的开放，也推进了郊区城郊

型经济的发展。
●

五、人口与土地

人 口 郊区是以回汉民为主体，汉族居多数、包括满、蒙、

藏、朝鲜、土家7个民族的地区。据1990年第4次人口普查，总人

口为125，581人，其中农业人口1 1 8，426人。普查期(1989年1

月1 El到1990年6月30日)人口出生率为23．3‰，死亡率为5．

5％o，自然增长率为】8．2‰，属于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

——4——



生类型。与1982年第3次人口普查相比，育龄妇女由26，320人增

加到33．874人，增加7，754人，增长率28．7 oA，潜在着生育高峰。

土 地 人口多，土地少，后备资源不足。非农业建设用地

大多征用郊区环城土地，据统计，1991年--1993年，“三项建设"共

征用土地5，225．28亩，其中耕地3，112．17亩。1992年银川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还·次性划拨征用耕地6，725亩。

六、土地管理

郊区成立前土地由市民政局管理。1972年底郊区成立后，土

地管理按照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土地的规划、开发、利用和土壤

改良等项工作分别由计划、农林、蔬菜、水利等部门管理，民政部门

只管理非农业建设用地的征用、审理和报批，由于当时法制不健

全，再加上大集体时吃“大锅饭99 9人们的土地观念淡泊，导致郊区

机关和所属单位、人民公社和乡镇企业、村镇建设和农民建房等三

多 项建设用地，以及兴修水利，交通道路建设用地等等，都没有办理
’

地的征用、划拨手续。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理顺土地管理体制，特别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后，依法走上城乡土地、地政由土

地管理部门统一管理的轨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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