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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到任伊始，适逢《顺平县土地志》即将脱稿，饱览全书颇有感

触和启迪。

编修土地志，是一项继往开来，服务当代，功垂后世的千秋大

业，具有源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这项工作不仅能推

动、促进和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而且能直接为国民经济发展的

需要服务。

编修土地志，既是土地管理工作统古论今的需要，也是统筹土

地管理各项现实工作的业务教材和工作指南o《顺平县土地志》集

土地管理上下二千年实践之大成，囊括顺平县古今全部重要的土地

管理方针、政策、法规，真实地展现了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历史和

现状，清晰地论述了顺平县土地制度、赋税的历史演变。为认真贯

彻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

为各级领导科学规划管理土地，以及通鉴后世提供了佐证。

鉴于此，我认真组织，进一步加大了修志力度，在人、财、物

上给以支持，力争将《顺平县土地志》修成精品，使全县土地系统

的干部、职工学习参考，以便从中掌握土地管理知识、更好的肩负

起历史使命——保护好耕地。经过多方努力，使这部志稿进一步充

实、完善、顺利通过省、市评审、交付印刷。

本志据事直书，去粗取精、反复考证、几易其稿、方成专志，

．虽凝聚了修志人员辛勤劳动，但限于编者水平差错笔误难免，我们

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顺平县土地志》正式出版之际，我谨代表顺平县土地管理



支持的保定市国土资源局志办室，

各级领导，县直有关单位及省市的

高敬意和衷心而诚挚的感谢!

平县土地管理局局长郝建坡

2002年7月



一、

为指导，

党的四项

的决议》

法、完整

状。力求志书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全志紧扣专业，根据土地管理工作实际，本着体现“志不

离土，土不离用，用不离管(管理)，管不离保(保护)，保不离法

(法规)，存真求实、略古详今"的原则，突出本县特色，行为特

点，时代特征，按土地管理事业各项工作分类设置篇目结构。

三、本志坚持横排竖写，以类系事，逐级归并。体裁以记述为

主，随文附表。以序开篇，概述综叙县情，总慑全志。大事记以编

年体和记事本未体相结合，彩图集中置于志前，有关图表穿插适

中。做到资料翔实、体例完善、层次清楚、文字流畅。

四、历史纪年，清朝以前用朝代帝号，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

均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历

代古地名均括注今标准地名。本县名1993年前称完县，1993年后

称顺平。

五、计量单位，1949年以前的史料，按照历史计量单位书写，

不做换算。新中国以后，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公布的《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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