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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右玉县土地志》经过近一年时间的编写、修改、审定，现在

与读者见面了。全书九万多字，分六章二十节。它详述我县的建

置、地形，地质、山川河流、气候、自然资源、土壤、‘地震、土地

总面积、土地分类、土地征用、土地转让、土地开发、管理机构、

先进人物、大事记等，是一部人地关系的全面资料书，它不仅总结

了我县土地管理方面的成绩与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了我县土地

开发的前景。它对我县各级领导、土地管理工作者，研究分析本县

土地管理工作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制定今后土地管理工作的方

针，改革的措施，很有参考价值。

1 9 8 6年，是我国土地管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这一

年，党和国家作出三项重大决策。2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土地

管理局，仁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负责全国土地，城乡地政的统一管

理工作； 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

止乱占耕地的通知》；·6月， 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这是我国土地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打破了我国实行长迭

3 0年的土地多头分散管理的1日体制。标志着我国有限的宝贵土地

资源开始纳入依法统一管理的轨道。

我县1 9 8 8年成立土地管理局，对全县的土地实行详查，对

城镇宅基地建立了地籍档案，清理整顿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土地申

报，清理隐形市场，试行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发放国有、

集体土地使用证等各项工作。土地管理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长足发

展。

我们编写《右玉县土地志》，就是为了进一步宣传《土地法》
1



使全县人民和有关方面了解土地管理工作，理解和支持配合土地管

理工作。对我县的国土资源进一步了解。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

串，利用本县地广人稀，水资源较丰富的自然环境中，吸引外资，

扩大对外开放，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快改革步伐，努力把土地

管理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是摆在立志亍为土地管理事业而奋进的

仁人志士面前的艰巨任务。

2

右玉县县长 杨树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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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右玉县土地资源条件概述

土地是地球陆地表面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主要空间场所，特

别是对发展再生产来说，它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因此，我们的祖先

很早就注意对土地资源的研究和评价，两千多年前的著名《管子·

地员篇》是首先见诸文字记载的我国最早评价土地资源的著作。

我县的土地资源最早见诸于郦道元的《水经注》，它对我县的水

流、山脉有粗略的记载。明代的《大同府志》《云中郡志》都对我

县的卫、堡、村庄、地域管辖范围有详细的记述，雍正年间的《朔

平府志》，更加系统地记述了我县的山川、河流、土地课税等。但

当时只记逞了土地面积，河流山川的名称，对土地使用、土地素

质、河流面积、沟壑的多少，都没有系统地记述。特别对它的经

济价值，开发利用更是空白。民国午间，尉钟灵县长于1 9 3 3午

曾作过《右玉县十午规划案》一书，曾涉及了右玉村庄、人口、牲

畜、市镇卫生等，但涉及土地资源条件等也较少。‘ ’．

建国以后，省、地、县三级有关部门对我县地貌、地质等进行

过多次调查，农业系统也对土壤进行了调查分析， l 9 8 5年我县

农业系统，出了《土壤》一本书。但土壤和土地不是一回事，土壤

是指地球表面陆地上能够生长植物的疏松表层，土壤具有供给植物

水分和养分的能力，即土壤肥力。土地是由气候、地貌、岩石、土

壤、植物和水分等要素组成的比土壤更为复杂的高一级的自然综合

体，土地肥力不仅包括土壤肥力，还包括有气候肥力， 即满足植

3



物生长所需要的光能、热能、湿度和空气。在土地的概况中，还应

包括过去和现代人类活动对自然环毙的作用。因此，应把土地看作

是自然一一社会一一经济综合体。
’

一

第一节 建置

右玉位于山西省西北端，北纬3 9。4 1’l 8一一一4 0·

1。7∥5 4一，东径l l 2。0 6’3 3岸一一l l 2。 3 8 7

3 5护。北和西北以长城为界与内蒙古自治区的凉城县、和林格尔县

毗连，西南与平鲁县相邻，南与山阴县接壤，东临左云县a东起牛

心乡云阳堡村，．西至大沙口村，宽约4 5·．．t 7公里，南起大川．

村，北至杀虎口堡，长约6 7．7公里，总土地面积为1 9 6 4平

方公里，合2 9 4．6万亩，县人民政府驻梁家油坊镇。

县城至省会太原市2 9 5公里，距大同市8 3公里，至朔州市

l l 3公里，东至左云县城2 4公里，南至山阴县城7 7公里，西

南至平鲁县城8 3公里。北至内萦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为1 52

公里。

右玉县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击败林胡在右玉境内设立雁门

郡。《水经注》上称右玉在秦统一中国后设立善无县，善无县为雁

门郡治。西汉沿袭秦制，并在威远附近设立中陵县。到东汉时雁门

郡南迁，在善无县设立定襄郡。三国时陉岭以北(雁门关以北)全

弃之。北魏时，又复置善无县，曾设立过善无镇，右玉成为京畿内

地。北齐时在威远城设置威远县，北周时废。唐代右玉属云中，宋

代地陷契丹。辽金时归西京，元属大同路。明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置

定边卫，永乐七年复设大同右卫，正统年问又将边外玉林卫并入右

卫，改称右玉林卫，右玉城东半城为右卫管辖，西半城为玉林卫管
4



辖，属大同行都司。明正统三年三月以净水坪置威远卫(《明史》

9 7 2页)。到清顺治十一年威远卫撤销，归右玉卫管辖。雍正三

年旋升为县称右玉县(因在明代称右玉林卫，即右卫取一字，玉林

卫取一字，合称右玉)。归朔平府，府治设在右玉城，管辖朔州、

左云、马邑、平鲁、右玉，以及口外的凉城县(当时叫宁远厅)。

l 9 l 1年辛亥革命后，朔平府撤销，归雁门道。日伪统治时期，

先属蒙疆国晋北政厅，后归大同省。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

县城周围山区为革命根据地，人民政府在敌寇分割的范围内先后成

立过“和右清"、 “右山怀”、 “左右凉、” “右南”、 “右平”

和“右玉”等县，属晋绥边区、晋西北、五地委、雁北地委管辖，

与日伪政权统治区同时共存。

1 9 4 8年3月2 3日右玉县城解放，属绥蒙区领导，l 9 4

9年1 0月，属察哈尔省雁北区， 1 9 5 3年划归山西省，仍属

雁北区，l 9 5 8年与左云县合并称左云县，l 9 6 1年分县后又

恢复右玉县，1 9 7 2年l王月，将县址由右玉城迁于梁家油坊镇

所在地。

右玉县在管辖范围也较复杂，在明代右玉属右卫、威远卫两卫

管结，现在的磁窑堡属左云管辖，曾子坊属云川卫管培，右卫管辖偏

岭、南花园、东碾头、观音堂、沙家堡、窑子头、沟儿李、油坊

．头、酸茨河堡、南祖堡：‘下石井堡、牛心堡、新城堡、大柳树堡等

七十七座。威远卫管倍史家屯、郝官人屯堡、郝二官人屯堡、饯官

人屯堡、黄泉沟堡、榆树墩堡、后所堡、净水坪堡等九座城堡。据

《大同府志》记载，净水坪堡在威远卫城西6 0里，宣德年间筑。

到清代撤销威远卫，只有右玉卫。雍正三年设县，一直到民国

年间县界无变化。l 9 3 4年，现在的酸茨河等村均属右玉管蓿，
5



I 9 4 7年将酸茨河等村划归左云县，又将与应县安东卫接壤的偏

岭、戈道、芍药沟等村划归山阴。 。

。

1 9 5 3年6月，又将右玉县五区的史家屯、玉井、米庄窝、

石人坡等4 8个自然村，划归山阴县。

1 9 5 5年又从山阴划入吐水、辛屯村、宣阳寨、红寺洼、教

场坪等五个自然树，又从平鲁县换回二个自然村，即划出西草场、

白家堡，划入东二道梁、花家寺。 、’

直到1 9 9 3年行政区划未有变动。

第二节地形地质
。

右玉县位于山西省北部西端，属东北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全县

南高北低，四周环山，丘陵起伏，地形复杂。黄河支流苍头河纵贯

县境南北。县南有元子河为海河支流。全县最高山峰为红家山，。海

拔l 9 7 5米，最低处为杀虎口l 2 3 0米。全县平均海拔为

1 4 0 JCl米， 是一个典型的黄土丘陵区。山地与丘陵约占全县

8 8． 1％，沿苍头河形成部分盆地。

北部邻近高寒的蒙古高原，阴山山脉的尾脉伸A本县境内。由

于全县丘陵起伏，形成凸形斜坡，凹形斜坡和直线形斜坡。局部地

形高低起伏变化较大。

全县河川盆谷地区为3 5． 1 2万亩，¨占l 1．9％；黄土丘

陵区为1 8 7．6 5万亩，占6 3． 7％；土石山区7 1．8 4万

亩，占2 4．4％。

在总土地面积中，农业用地(包括耕地和辅助耕地)9 5．6 7

万亩，占3 2．，5％；林地l 2 I万亩，占4 1％：牧地2 5．

0 4万亩，占8．5％；非生产用地(包括城镇、村庄、工矿和交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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