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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南京市大厂区土地管理志>问世，乃盛世之盛事，令人感奋不

已。

‘志书客观地记述了全区土地管理的历史与现状，体现了大厂

区的地方特色。在南京市郊区中，大厂区虽然是个年轻的新区，志

书却用翔实有据的史料，记载了这块土地的悠久历史。大厂区虽

然是个“小区”，志书却记载了区内一批国有大型、特大型工业企业

用地情况，说明大厂区地域小而作用大。如今，大厂区已发展成为

南京市江北工业卫星城，对南京市的经济发展举足轻重。

志书严谨地记述了大厂区强化土地管理的执法力度。为了贯

彻执行国家和省、市人民政府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区人民政府

制定了相关的管理规定，加强了对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

检查，对违法用地、非法转让土地和破坏耕地等违法行为进行查

处，有经验，也有教训。对此，志书作了实事求是的记述，并记述了

土地管理系统的同志奋发工作，依法管地，为保护好、利用好土地

做了大量工作。这对加快土地法制建设的步伐，强化土地规划、土

地调查、土地税费、土地市场、土地价格，以及征地拆迁、耕地保护、

耕地开发复垦等方面的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加大土地管理的执法力度，目的是管好土地。在我国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加强土地管理，越来越成为突出、紧

迫的问题。这是因为土地管理能否搞好，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长

期持续发展问题，特别是大厂区人均土地很少，人均耕地更少，更

需扎扎实实地把土地管理好。志书展示的全区土地管理的史实，

反映全区土地管理事业的发展、成就、经验和教训，包括建国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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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土地管理的起步、完善、发展的奋斗历程和近几年来土地使用制

度改革的经验，为全面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土地管理事业提供了历史借鉴。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南京市大

厂区土地管理志>编纂成书，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就在于它“以史

为鉴，以史育人”，服务于当代，服务于后人。我衷心地感谢<南京

市大厂区土地管理志>编纂人员和支持修志的部门、单位及有关同

志，为把大厂区土地管理的历史全面客观地反映出来，对后人管好

土地，做了一项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工作。

南京市大厂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成龙

1998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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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历来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是社会生产力

的根本源泉。土地不仅是资源，而且是资产，是一笔巨大的社会财

富。如何加强土地资源和资产管理，是摆在土地管理工作者面前

的重要课题。<南京市大厂区土地管理志>修成问世，人们可以从

中吸取经验，接受教训，把土地资源和资产管理好，更好地为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南京市大厂区土地管理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为指导，遵循“存史、资治、教化”的修志要旨，坚持“尊重史实，

详今略古”的修志原则，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后代负责的精神，

客观地记载了全区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状，如实地反映了全区土

地管理取得的成绩和某些失误。志书再现历史，服务当今，惠及子

孙，有着深远的意义，对土地管理专业工作者更具有可贵的实用价

值。

<南京市大厂区土地管理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市、区一些部

门，一些驻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一些人士的热情关怀和积极

支持；修志人员案牍劳形，据事直书，几经修改，方成专志，藉此，我

代表大厂区土地管理局向为编纂本志作出贡献的诸君，致以诚挚

的谢意。

南京市大厂区土地管理局局长左国铭

1996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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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大厂区土地管理志>在市、区领导和有关单位及各界

人士的关心与支持下，编纂人员竭尽全力，历经四载，终于问世。

这是大厂区土地管理工作中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

<南京市大厂区土地管理志)实事求是地记录了区内历代劳动

人民开发利用土地与管理土地的历史，浓墨重彩地记述了大厂区

土地管理工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现状。区土地管理局成立后，

全区土地管理工作已由以往的分散多头管理，转为统一集中管理；

由简单的征(拨)用地管理，转为土地开发、利用、保护、整治和土地

总体规划的全面管理；由单一的行政管理，转为法律、经济、行政和

技术手段相结合的综合管理。全区土地管理工作已经逐步走上了

依法、统一、全面、科学管理的轨道。

立足当今，展望未来，我国长期实行的土地分级限额审批制度

将被废止，取代它的是一项对土地管理更为严格的新制度——土

地用途管理制度。因此，区土地管理机构要在制定和执行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上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就是要兼顾各项事业发展对土

地的需求，划定耕地、林地等各类农业用地和独立工矿企业、大型

基础设施及城市、道路、村庄等各类非农用地范围，落实到每宗地

块，实行严格的用途管制；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强土地市场

和土地收益分配的管理、土地产权和土地产籍的管理。这对保护

有限的土地资源，提高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益，有着重要意义。现在

有了<南京市大厂区土地管理志>，我们就可以借前人之鉴，通古今

之变，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认识规律，科学决策，富有成效地做好

这些工作，更好地管理土地，利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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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好土地，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南京市大厂区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 陈洪涛

1998年4月2日



凡 例

一、<南京市大厂区土地管理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为指导，记述大厂区土地管理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是依照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史志编纂暂行办法>和

江苏省、南京市土地管理局有关文件精神编纂的土地管理专业志。

三、本志以志为主，辅以述、记、图、表、录诸体。大事记以编年

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

四、本志按照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编纂，上限不限，下限

止于1995年，个别条目及大事记记到1997年。历史纪年注以公

元纪年，地理名称在采用历史名称时，注以今名。

五、“解放前后”以1949年4月21日大厂镇解放之日为界。

“建国后”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六、本志记事的范围，以1980年5月19日建立的大厂区辖区

为界。

七、本志计量单位，一般采用1984年国家公布的法定计量单

位，少数计量单位如“市斤”(斤)由于历史上一直沿用，本志如实记

载未作换算。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大厂区人民政府各部门和南京市城

建档案、<南京简志)、<六合县志>、<南化志>、<南京钢铁厂志>、<南

京热电厂志>、<扬子十年>等资料，及少量口碑材料，未一一注明出

处。







992年1月25日，国家主席江泽民视察扬子石油化工公司



位于晓山的南京市大厂区人民政府

位于新华路6街区的大厂区房地产管理局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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