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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人类不能创造的，又无法替

代的宝贵财富；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正象威廉配第所说：

“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耕地是土地的精华，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民以食为

天，粮以土为本。‘人均耕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二七区的基本

区情。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一项

基本国策。土之不存，国将焉附。1 986年6月25日经第六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 6次会议通过的《土地管理法》，是调

整我国土地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根本大法。依法管好土地，保护耕地，

是土地管理部门的职责。1 987年。6月，二七区土地局(办)成立

后，标志着二七区土地管理工作跨入了以法治土的新阶段。，经过8年

的艰苦努力和不断探索，不仅在维护国家土地所有制，调整土地关

系，合理组织土地利用，以及贯彻和执行国家在土地开发、利用，改

造等方面的决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为辖区的城乡经济建设和

社会的繁荣昌盛谱写了灿烂的篇章。’ √ ＼

《郑州市二七区土地志》是二七区建区以来第一部记述辖区土地

地籍、地政管理的史料。编写土地志，‘难度较大，因为土地管理是一

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涉及学科领域广。其次，一我国正处在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还很不完善。

再次，区土地局成立时间不长，资料不丰富。同时编写时间紧迫，经

过编辑人员的辛勤笔耕，在区、乡有关部门和人员的大力支持、协助

下，二七区土地志终于成书出版。“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

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能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引起国民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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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一意识，确实爱护人类的“财富之母"是这本志书的期望所在。‘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疏漏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凡 例

一、土地志，是地方志中的一种行业志。 -．’

二，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建设具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准绳，记述区境内土地及管理的历史与现状。．达到

思想性、科学性i资料性的统一和系统性、连贯性，完整性的融合。

突出地方特色，时代特征、行业特点。’ 。．

三、文约意丰、规范、朴实，使之起到“存史、资治、教化’’和信-

息交流的作用。

四、按照“以类系事，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本志书采甩

章、节I目结构，设1 4章61节，’计21万余字。 。7‘

五、体裁以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以序开

篇；概述冠于全志之首，鸟瞰全貌；大事记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

结合；彩图照片穿插文中，图文并茂。
～

t，’ ：·

六、坚持详今明古原则，上限一般上溯至事物之发端，下限断至

1993年。个别内容延伸至1 994年6月。 ·～ j

七、历史纪年，清朝以前用朝代帝号。中华民国时期用民国纪!

年，均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建国‘

后)采用公元纪年。

八、称谓运用，行文中一律使用第三人称。

九、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事系人人志。

十、附慕憾爿糊蓼蝈豺献策决泌文际布告公告等。 。，

一十一、所用数据，系取计统局统计资料部分采用有关部门数氟 一

．十二、计量单位以公制，亩、万亩、公斤、吨为单位， 一 ．：，

．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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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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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区是河南省省会郑州6个市辖区之一，地处市区中部偏西

南。介于北纬34p 367至467，东经113。307至41 7之间。东临古商城

遗址与管城回族区相连；西倚碧沙岗与中原区接壤；西南与荥阳县临

界；南与新郑县、密县毗邻；北与金水区相望。区境东西最宽15．5

公里，南北最长18公里，总面积153．56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

1 4．4平方公里。在中国地图版图上，为国内两大铁路大动脉陇海铁

路、京广铁路交汇处，是郑州两通(大交通，大流通)的交聚点。以

辖区为幅射点向四面幅射，外引内联，走向世界，地理位置十分优

越。

辖区属亚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达14．4"C。7

月最热，平均气温27．3。C，一月最冷，平均气温零下2。C。历年最高

气温曾达43℃，最低气温为零下17．9。C。’历年平均降水量为640．9

毫米。全年日照平均2400／j,n．-j-，无霜期平均220天。能满足主要农

作物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的需要。
、

‘

区辖9个街道办事处，1 3 1个居委会，4个乡，60个村民委员

会，21 9个自然村。总人口405809人，其中农业人口1 00376人，人

口密度2643人／平方公里。以汉族居多，有回、蒙古、满等22个少

数民族，人口5万余人。全区有7个一级土类，其中耕地占总土地面

积的58％；园地占3．7％；林地占O．8％／0；居民地及工矿用地占

24．6％；交通地占2．1％；水域占2．7％；未利用土地占7．4％。

辖区地势西高东低，西南部为侵蚀、削蚀浅山丘陵地区，其余为

1 U／一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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