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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拆出107张百年地契
年代跨越300多年，持有人称愿意捐给博物馆
文/片 本报记者 牟张涛

2011年，德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袁桥乡牟庄
村房屋拆迁，村民牟士
山的老砖瓦房北墙内

“现身”一个木盒子，里
面藏有107张契约，年代
较早的两张是努尔哈赤
时期 (1616年)的和乾隆
二十一年(1756年)的，最
晚的是1951年。

24日，记者和牟士
山的侄子牟洪营带着这
些地契拜访了德州藏书
协会副会长苏春荣。专
家介绍，这些地契虽无
太大经济价值，但其胜
在比较完整，尤其是自
1756年至1951年中间的
地契，属在德州首次发
现，对于考究各个年代
的土地买卖、税收等具
有极大研究价值。

苏春荣仔细查看地契上的
税票。

本报10月29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陈雪
王兵) 29日，记者从德州市司法局获悉，德城区

司法局近日将开展“大排查、大走访”专项活动，集
中就矛盾纠纷进行排查调处。

据了解，德城区司法局将开展“大排查、大走
访”专项活动，做好“两类人员”的监督管控工作。工
作人员将与社区矫正人员逐一见面、谈话，逐一建
立排查走访档案。司法局还安排了专人24小时值
班，要求自即日起至11月20日止，各司法所务必于
当日9时前，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区司法局报
告前一日维稳情况，遇有重大情况随时报告。

同时，集中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工作
人员将到村组、社区、企业和学校周边开展矛盾纠
纷和不安定因素的全面排查活动。

本报10月29日讯(记者 刘振) 29日，记者从齐
河县环保局获悉，齐河县环保局近日加强了冬季环
境污染设施运行监管力度，并持续开展大气污染综
合整治工作。

齐河环保局强化了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监管，
执法人员对重点排污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
进行现场监察，要求其进一步完善治污设施运行
工作机制，健全岗位管理制度、运行记录制度及
定期检修制度，防止污染反弹等环境违法问题的
发生，从而确保治污设施稳定正常运行，污染物
稳定达标排放。

此外，工作人员还开展了以化工、造纸等企
业为重点的综合整治行动，着力搞好工业废气污
染整治。

本报10月29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张卫
华 高德刚) 29日，记者从临邑县宣传部了解到，
自去年以来，该县共投入1 . 3亿余元资金，建设社会
福利中心、烈士陵园、中心敬老院、生态公墓等民政
基础设施。

目前，临邑县投资540万元的临南中心敬老院
已于4月份建成投入使用；投资1亿余元、总建筑面
积5.2万平方米的社会福利中心一期工程已基本完
工，明年下半年可建成投入使用；投资1000余万元，
占地面积51亩的县革命烈士陵园已迁移安葬零散
烈士墓1700余座；投资1000万元，占地面积64亩的逸
安生态公墓已建设完工，近日即将正式启用。全县
民政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长足发展，为保障社会民
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10年7月8日11时30分，牟洪
营的奶奶走完她96年的人生之
路。“在这天上午，奶奶把我母
亲、大伯、大姑、小姑、小伯和婶
子们叫到床前，左手扶着床头，
右手指着房屋北墙。”牟洪营说，
因老人已说不出话来，大家并不

知道老人用意何在。
京沪高铁德州东站落户袁桥

乡，紧邻车站的牟庄村内的东风东
路实施拓宽工程，往北和往南各拆
迁五十米改建成绿化带。2011年，
在扒村民牟士山的老砖瓦房时，众
人在北墙墙壁上发现一个带小方

框木门的壁橱嵌在墙里。
众人打开后，发现里面放置

着一个古铜色的小木匣子，里面
有107张买卖田地、纳税等契约。

“以前听奶奶说，家里有一个盒
子，里面记载了我家六辈世祖买
卖田地、房屋的整个过程。”牟洪

营说，他们对契约清点发现，最
晚的一张是1951年原德县牟庄村
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较早的
两 张 地 契 是 努 尔 哈 赤 建 后 金
(1616)年代、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的，“带有努尔哈赤字样的那
张看不清楚，乾隆二十一年那张

字迹很清楚。”牟洪营说，乾隆二
十一年至1951年间的每个时代都
有对应的地契，很完整，“雍正、
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
绪、宣统、民国年间和新中国成
立后土地买卖、租赁、税收的情
况上面都有。”

发现>>

奶奶临终提示未果 房屋拆迁终于现身

24日，记者联系到德州市藏
书协会副会长苏春荣，本来约定
好与老友重阳相聚的苏春荣听
到有年代较远且保存非常完整
的地契后决定推掉饭局。

“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到

1951年将近200年的时间，清朝每个
皇帝在位期间以及民国和建国初
都有相对应的地契，如此完整在德
州实属首次。”苏春荣小心翼翼地
清点这些颜色泛黄，且有一定破损
的地契，兴奋地说。

在其中一张地契上，右边贴着
5张税票，面额分别为1元、5角、3角、
5分和3分的，共2.88元，成交价格为
48元，税率为6%，而该地契文中也
注明税率为6%。苏春荣说，这些地
契从文书的性质上看，有民间草

契，有官府草契，有新中国的土地
房产证，这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土
地买卖关系的确认和土地买卖法
规执行情况。从这些地契文书记载
看，大体有这样几种，一是土地买
卖合同，二是土地价格及税收情

况，三是土地租赁情况，这对于研
究当时那个年代的农村经济和农
业生产水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而那张努尔哈赤时期的地
契，因破损太严重，很多字迹已
无法辨别。

鉴定>>

如此完整闻所未闻 信息量大研究价值高

这107张地契，主要集中在
1951年前的180年，反映了这个时
期的交易情况。“交易很频繁，并
且之初购进量远大于出售量，这

说明家庭日渐兴旺。”苏春荣说，
这可以作为一个很大的家庭档
案来保存。

“一个农村家庭可以将这些

地契如此完整、连贯保存下来，
很不易。”苏春荣说，这些地契经
济价值不高，但有很大的时代考
究价值，“如果交由德州市博物

馆或者德州市档案馆的专家进
行专项研究，对于研究德州农村
经济发展等有很大的价值。”

据了解，牟洪营在工作间隙

将这些地契的内容誊抄下来便
于保管。“我们也有想法将这些
地契捐给德州市博物馆。”牟洪
营说。

保存>>

专家建议做家族档案 家人可能捐赠博物馆

德城区———

矛盾纠纷集中排查调处

齐河———

多措施防治冬季大气污染

临邑———

民政基础设施投入1 . 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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