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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河间市土地志》是我市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境域古今土地制度、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状况的
专业志书。
它的编纂出版不仅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重要价值，而且填补了土地管理在河间地方志中的空
白，是“两个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土地是人类一切生产和生存的源泉，“国以土为本，民以食为天”。
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无不与之休戚相关。
不论是过去，还是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今天，无不对社会和经济起着重大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河间市开始对土地使用制度进行改革，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土地无偿
、无限期、无流动的使用制度，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有偿、有期限、可流动的使用制度
转变，使土地这一特殊资产属性日益凸现，并正在成为政府调控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人们对土地资
源和资产双重性有了更深的认识。
土地管理机构从无到有并形成网络，管理内容从单一化到.多层次；相继制定了一些相关规定；编制完
成市、乡两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了基本农田保护区；严格管理制度，土地利用得以合理规范；
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等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解放近60年来，河间市的土地管理工作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有经验，也有教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以推进河间市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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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市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境域古今土地制度、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状况的专业志书。
它的编纂出版不仅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重要价值，而且填补了土地管理在河间地方志中的空
白，是“两个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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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土地宣传工作，以使得各个时期的土地政策法规深入人心，更新观念，珍
惜土地。
抗日战争时期，河间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解放区认真宣传了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政策。
1945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指示》即“五四”指示，河间县委当即在解放区广泛宣
传。
从“五四”指示发布，到1948年土地改革完成，是土地宣传最广泛、最为活跃和最成功的时期。
各村宣传中，一是从上到下召开各级会议，对干部进行传达宣传；二是各村召开群众大会，从老人到
儿童，从民兵到学生都高喊“耕者有其田”、“斗地主分田地”的口号，高举写有“感谢共产党，翻
身做主人”的小旗子；各村由学校配合，发动民兵、妇联、青年团，建立大鼓队、秧歌队、高跷队和
霸王鞭队，书写大标语、黑板报，宣传《土地法大纲》。
每天晚饭后，村村高房广播开始响起，一句一句、一站一站从近处到远处，宣传土地政策（在适当地
点设第一站，有人站在房顶手拿喊话喇叭，房下屋内有人在煤油灯下念口号，传至房上，房上人就用
喇叭高声喊话，下一站听到后再用喇叭喊话），这次土地改革运动的宣传声势之大前所未有。
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过程中除召集村代表会等形式以外，还召开贫雇农诉苦大会，用贫
雇农切身经历的痛苦事实，控诉地主阶级的残苦和封建势力的罪恶，使广大群众认清阶级敌人，划清
阶级界限，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动员农民起来用自己的手打倒地主阶级和一切封建势力.实现耕者
有其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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