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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业山城鸟瞰

▲乐业县土地管理局全体干部职工合影



▲乐业县土地管理局领导班子。

(从左至右：牙家良、郏星碧、邹东升、汪平勇、罗策)

▲乐业县人民政府霞视土地开发工

作。图为副县长罗昌祝与有关技术人员深

入开发点实地检查土地开发情况。

▲乐业县土地开发重点项

目——八岸土地开发一角。

●乐业县土地管理局重视

土地管理外业工作。图为技术人

员野外测绘土地面积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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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业县自然风光——布柳河上的仙人桥

乐业县粮仓——“小东北”之春



乐业县自然风光——平寨风光

地头水柜．蓄永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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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乐业县土地志》(以下简称本志)全面、系统地反映乐业县

土地管理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地方性、时代性、专业性相
多士△
；日口0

二、县境区域在历史上屡有变动，为坚持“竖不断线”的编纂

原则，按当时的辖区记述：民国24年(1935年)1月之前县境属凌

云县的部分，称“凌云县"，此后至1951年8月前为乐业县，1951

年9月至1961年8月凌云、乐业合并，称“凌乐县”，以后复称乐

业县。记事一般追溯到所记事物的发端，下限到1997年，个别内容

根据需要适当下延。

三、本志共分14章49节，卷首辍序言、概述、大事记，附录

殿后。部分节以下设有目。概述提纲挈领地综述县土地情况，统摄

全专志；大事记纵贯古今，记述乐业县有关土地等方面的大事、要

事，采取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的写法。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录、图、表等多种体裁，以志为主

体，地图和照片集于卷首，表一般随文。

五、历史纪年，1949年以前，按朝代年号记述，同一年号在每

段的首次出现，加注公元纪年，解放后一律称公元纪年。文中所记

解放前后，以乐业县1949年11月8日解放为序分。

六、志书中的地名、行政机构、官职等，均按当时的称谓记述；

人名一律直书姓名，必要时冠以职务、职称；文件、会议、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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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业县土地志·

名称，第一次出现时记载全称，以后采用通用的简称。

七、志书中出现的××年代，均属20世纪。

八、本志涉及的计量、货币数值的表述，均用当时法定或乐业

通行的单位o 1955年以前通行的旧人民币，一律换算为新人民币。

九、本志行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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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史志编纂暂行办法》

及《土地史志编纂语言文字暂行规定》实行。

十、本志采用的资料，多来自乐业县土地管理局、县志办公室

及其它有关部门等。少数口碑资料，曾反复考证，力求真实、准确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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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生万物，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是人类赖以生

存的重要的物质基础o《乐业县土地志》记载了乐业县地政＼地籍管

理＼土地开发利用＼保护耕地等的历史和现状。它的问世，可喜可

贺!

该志是一部十分宝贵的土地事业的资料汇集。内容丰富，资料

翔实。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和专业性的特点，又在地方性方面有一

定的特色。可谓。山种道里攸明，物土民情无隐，文献足稽，布政

有据。一土地，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重要＼最宝贵的资源，要更好

地管理它＼保护和利用它，必须。铸鉴往知来之明镜”o该志是土地

管理者和土地使用者之留明镜”，可以从客观地记述乐业县的土地管

理、土地开发利用、耕地保护的史迹中反映出的经验教训、因果关

系、客观规律获得有益的借鉴o 1986年设立县土地管理局以来，做

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加强全县土地、城乡地政统一管理工

作，从侧重土地资源管理转为与土地资产并重管理，优化配置和合

理利用土地资源，切实保护耕地，充分发挥土地资产的效益，并促

其保值增值；加强土地宏观调控，保证土地供需基本平衡；积极培

育和完善土地市场，加强土地市场管理；从侧重土地行政管理转到

土地行政管理与土地执法和土地权属纠纷调处；土地管理体制改革

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依法＼统一、全面＼科学管理土地等方面，

本志可以使人“不知来者视之往”＼“能术远者考之于近艿，可资土地

之治o
1



·乐业县土地志·

人们阅读了这部土地志，可以了解乐业的土地及相关状况，即

县域的建政区，土地资源环境(含地质＼地貌＼土壤＼气候＼植被、

水文＼矿藏)，土地资源(含历年的土地总面积＼耕地＼园地＼牧草

地＼林地＼交通用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水域、未利用土地)，土

地制度(含土地所有制＼土地使用制)，土地赋税(含田赋＼农业

税、耕地占用税＼其它收费)＼地籍管理(含土地调查与测量＼土地

资源调查＼土地登记发证＼地价)，土地规划(含总体规划＼县城用

地规划)，新增建设用地管理(含审批＼征地、补偿安置)，土地保

护(含灭荒造林、改良土地＼水土保持＼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土

地利用开发(城镇和农村土地开发)，土地监察及有关土地规章建设

与宣传等等。这些为我们了解国土资源及开发管理等方面提供了丰

富的资料，是我们认识研究乐业土地的很好的材料o

《乐业县土地志》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宝贵的

借鉴，利在当代，功及千秋。在这里，我对辛勤笔耕＼殚精竭虑＼

忠耿疲荼的编辑人员表示真诚的敬意。他们的访求网罗之力，抽绎

提炼之功，连同志书一起永存。同时，感谢对热情关心和大力支持

该志的有关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地感谢1

2

乐业县土地管理局局长＼党支部书记

郑星碧

2002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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