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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不可再

生的宝贵资源。党中央、国务院在本世纪八十年代

就提出要“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

护耕地”。1991年，正式把保护土地、计划生育、环

境保护共同列为基本国策。江泽民总书记也多次指

出：“保护土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是事关社

会主义全局的大事⋯⋯”。由此可见，土地问题不仅

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更是关系到今后能实

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

栾川县是一个偏远辽阔，山多地少的地方，加

强土地管理，合理利用土地：“珍惜方寸地，留于子

孙耕”，确是一件事关全局，事关子孙后代，长治久

安的大事。

县土地房产管理局组织编纂的《栾川县土地志》，记述了栾川县土地的历史

和现状，比较翔实、系统地反映了全县土地资源，土地利用，土地管理的沿革和

变迁。是迄今为止栾川县有关土地问题的资料总汇。

“知往可以鉴今”。每一个关心栾川县前途和致力于栾川发展的人，都应该从

这部土地志书中，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深化对土地基本国策的认识，从

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认真学习并严格执行新的Ⅸ土地管理法》，使全社会都能知

法、守法、依法办事，落实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强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

领导，把土地利用和管理这项事关千秋大计的事业抓紧抓好，为实现全县跨世纪

发展目标，奠定基础。

当志书问世之际，我谨代表县委、县政府向辛勤耕耘编纂志书和这部志书付

出心血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祝贺!是为序。

中共栾川县委书记 任建华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序二

“土能生白玉，地可发黄金”。自古及

今，土地是万物之源，财富之基，是人类赖

以生存的根本。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

事实上就是一部土地革命史，

栾川是一方热土，早在五六千年前已

有人类聚居，新石器时代即有先民们“刀耕

火种”从事土地开发。夏商时代，为“有莘

之野”，商相伊尹出生、躬耕于此。之后，劳

动人民世代相袭，在这方土地上农耕牧养，

桑麻织绩。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耕者有其田”。至1991年3月

栾川县土地管理局正式成立，成为管理土地的专门机构，从此，土地管理工作走上法

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逐步落到实处。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栾川县地理条件特殊，域辽人稀，山

高地少，治理困难。汉置亭、唐设镇、宋徽宗崇宁三年至金海陵王贞元二年(】】04-

1]54年)置县jO年，但因处于宋、金交战前沿，社会动荡，有县无志。作为专业志

的Ⅸ土地志》更无从谈及。宋、金以后，数百年间，废县为镇，隶属多变，且匪祸兵

燹，战乱频仍，民无宁日。改革开放后，际逢盛世，民安国昌，根据上级土地管理部

门关于编写Ⅸ土地志》的要求，栾川县全面、系统地编写了这部Ⅸ土地志》。它比较系

统、完整地记述了栾川县区域内土地开发、利用、管理的历史和现状。全书共设“土

地资源、土地制度、土地利用、土地管理、土地赋税”等共五章23节，贯以序言、凡

例、概述、大事记、正文、补记、附录、后记暨图片等20余万字，

志书，上溯远古，下迄当代，尤其对土地局成立以来的工作，作了全面、详尽地

记述，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志书，

填补了栾川县有史以来土地无志的空白。

查阅档案，

存精，锤字

级土地管理

地矿局、县

民政局、文



化局、地税局、统计局等单位的帮助与协作。为编好这部志书特聘请了有修志经验的
离退休老干部作为本志的副主编和编辑。他们不顾年老体弱，虽白首而赤心，为本志

的编纂不计荣利，沤心沥血，发挥余热，感人至深。兹值志书付梓之际，谨向他们及

所有为这部志书付出辛勤劳作和支持帮助的单位与人员致以崇高敬意，表示衷心谢
忱!

这实在是功在当代，益垂后世的一项创举。谨以为序。

◆?，

栾川县人民政府县长’∥张献会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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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土地是由土壤、气候、地貌岩石、植

被和水文等因素组成的自然历史综合体，

它是自然本身的产物，它在人类生产活动

中，是进行物质生产所必需的基本条件。马

克思指出：“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

源泉”。又诡“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

价值即物质财富的统一源泉”。正象威廉配

笫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

母”。土地之所以如此重要，因为国民经济

任何部门，任何行业都离不开土地，都需要一定的活动空问，作为生产基地或活动场

所。土地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重要来源与凭藉，是人类必须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

件。

我国是人多地少，土地资源贫乏的大国，用占世界佻的土地养活占世界22％的

人口。我县情况也是一样，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突出，耕地资源更为宝贵。据1950年

统计全县总人口14．7万人，耕地面积27．7万亩，人均1．87亩，到1995年全县人口

增加到27．3万人，耕地面积下降到17．3万亩，人均耕地下降到0．63亩，低于全市人
均1．07富，为洛阳市八县一市二区中人均耕地倒数第一。但有些干部、群众对土地宝

贵资源和耕地保护形势的严峻性认识不足，考虑当前利益多，考虑长远利益和全局利

益少，不履行手续随意占用，甚至乱买乱卖，征而迟用或迟而不用、擅自转让土地。
这种情况若任其发展下去，将会产生严重后果，贻害子孙后代。

“治天下者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纂《栾川县土地志》展现了土地资源

的合理开发利用方面的成绩、经验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记述了栾川县土地管理的历史

演变，为进一步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管好用

好土地，有着十分重要意义。
《栾川县土地志》的编纂，是在前无古人、后无范本、资料缺少的困难情况下进

行的。编辑同志们在编纂过程中付出了心血，广征博采、详今略古，去伪存真，去粗

取精，集腋成裘，终于撰写这部20余万字的志书，填补了栾川有土无志的空白，它具

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资治、存史、教化作用。关心栾川土地保护、开发利用、复垦发
展的人，都应该阅读它、运用它，我相信它能够启迪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土地的

历史和现状，激励人民更加爱护土地，保护宗业，造福子孙。

借此志书付梓之际，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体编审、编辑人员和关心支持编



纂《栾川县土地志》的上级土地管理部门，及县直有关领导与同志表示衷心的谢意。

栾川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赵世营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凡 例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方法，全面真实反映栾川县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历史与现状，为资治、教育、存史服务。

二、本志记述，综合古今，上下贯通，立足当代，详今略古。力求资料翔实，内容丰

富，图表齐全，语言精炼，文风朴实。作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三、体例结构，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体例严谨合格。横分纵述，按事物性质分

类，按时间顺序记叙。分列地图、照片、序言、凡例、目录、概述、大事记、正文。《设

置为章、节、目、包括附录、后记等层次》。述、记、志、传、图、表、录并列。

四、本志时间，上限于事物发端，下限至1997年底。

五、本志中计量单位，统用公制。录用1949年建国前历史资料，保持原文，不做注

释。建国后一律采用国家规定的计量单位。

六、本志中称谓运用，第一次出现全称如“中国共产党栾川县委员会”，以后用简

称，如“中共栾川县委”或“县委”。

七、历史纪年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各代及其帝王年号为正文，括号附注公

元纪年，如“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建国后统用公元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如“

1949年”。农历和清代前纪年一律用汉字表示。如： “清．光绪三年农历正月二十日”

等。

八、本志文体，采用鼍语体文’书面语言。文字使用中国规范化的汉字。

九、行政区划，1958～1983年以公社、大队称，其前以区、乡(镇)，其后以乡(镇)、

行政村称。

十、本志资料，建国前来源于史书、旧志、档案暨调查材料；建国后多采用统计、土

地等有关部门的档案暨有关文书。

I--—，●_l}}llo‘o‘’‘‘‘‘kI—r

I}lr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目 录

序

凡例

概述⋯⋯⋯⋯⋯⋯⋯⋯⋯⋯⋯⋯⋯⋯⋯⋯⋯⋯⋯⋯⋯⋯⋯⋯⋯⋯⋯⋯⋯⋯⋯⋯⋯⋯(1)

大事记⋯⋯⋯⋯⋯⋯⋯⋯⋯⋯⋯⋯⋯⋯⋯⋯⋯⋯⋯⋯⋯⋯⋯⋯⋯⋯⋯⋯⋯⋯⋯⋯⋯⋯(6)

第一章土地资源⋯⋯⋯⋯⋯⋯⋯⋯⋯⋯⋯⋯⋯⋯⋯⋯⋯⋯⋯⋯⋯⋯⋯⋯⋯⋯⋯⋯⋯(28)

第一节资源概述⋯⋯⋯⋯⋯⋯⋯⋯⋯⋯⋯⋯⋯⋯⋯⋯⋯⋯⋯⋯⋯⋯⋯⋯⋯⋯⋯⋯(28)

一地质地貌⋯⋯⋯⋯⋯⋯⋯⋯⋯⋯⋯⋯⋯⋯⋯⋯⋯⋯⋯⋯⋯⋯⋯⋯⋯⋯⋯⋯⋯(28)

二水文⋯⋯⋯⋯⋯⋯⋯⋯⋯⋯⋯⋯⋯⋯⋯⋯⋯⋯⋯⋯⋯⋯⋯⋯⋯⋯⋯⋯⋯⋯⋯(28)

三气候⋯⋯⋯⋯⋯⋯⋯⋯⋯⋯⋯⋯⋯⋯⋯⋯⋯⋯⋯⋯⋯⋯⋯⋯⋯⋯⋯⋯⋯⋯⋯(29)

四土壤⋯⋯⋯⋯⋯⋯⋯⋯⋯⋯⋯⋯⋯⋯⋯⋯⋯⋯⋯⋯⋯⋯⋯⋯⋯⋯⋯⋯⋯⋯⋯(32)

第二节土地类型及特点⋯⋯⋯⋯⋯⋯⋯⋯⋯⋯⋯⋯⋯⋯⋯⋯⋯⋯⋯⋯⋯⋯⋯⋯⋯(33)

一地形类型⋯⋯⋯⋯⋯⋯⋯⋯⋯⋯⋯⋯⋯⋯⋯⋯⋯⋯⋯⋯⋯⋯⋯⋯⋯⋯⋯⋯⋯(33)

二土地利用类型⋯⋯⋯⋯⋯⋯⋯⋯⋯⋯⋯⋯⋯⋯⋯⋯⋯⋯⋯⋯⋯⋯⋯⋯⋯⋯⋯(33)

三土地资源特点⋯⋯⋯⋯⋯⋯⋯⋯⋯⋯⋯⋯⋯⋯⋯⋯⋯⋯⋯⋯⋯⋯⋯⋯⋯⋯⋯(34)

第三节土地质量⋯⋯⋯⋯⋯⋯⋯⋯⋯⋯⋯⋯⋯⋯⋯⋯⋯⋯⋯⋯⋯⋯⋯⋯⋯⋯⋯⋯(35)

一耕地⋯⋯⋯⋯⋯⋯⋯⋯⋯⋯⋯⋯⋯⋯⋯⋯⋯⋯⋯⋯⋯⋯⋯⋯⋯⋯⋯⋯⋯⋯⋯(35)
二 园地⋯⋯⋯⋯⋯⋯⋯⋯⋯⋯⋯⋯⋯⋯⋯⋯⋯⋯⋯⋯⋯⋯⋯⋯⋯⋯⋯⋯⋯⋯⋯(36)

三林地⋯⋯⋯⋯⋯⋯⋯⋯⋯⋯⋯⋯⋯⋯⋯⋯⋯⋯⋯⋯⋯⋯⋯⋯⋯⋯⋯⋯⋯⋯⋯(36)

四水产养殖地⋯⋯⋯⋯⋯⋯⋯⋯⋯⋯⋯⋯⋯⋯⋯⋯⋯⋯⋯⋯⋯⋯⋯⋯⋯⋯⋯⋯(36)

五土地限制因素⋯⋯⋯⋯⋯⋯⋯⋯⋯⋯⋯⋯⋯⋯⋯⋯⋯⋯⋯⋯⋯⋯⋯⋯⋯⋯⋯(36)

第四节土地资源调查⋯⋯⋯⋯⋯⋯⋯o a⋯⋯⋯⋯⋯⋯⋯⋯⋯⋯⋯⋯⋯⋯⋯⋯⋯(37)

一农业资源调查与区划⋯⋯⋯⋯⋯⋯⋯⋯⋯⋯⋯⋯⋯⋯⋯⋯⋯⋯⋯⋯⋯⋯⋯⋯(37)

二土壤普查⋯⋯⋯⋯⋯⋯⋯⋯⋯⋯⋯⋯⋯⋯⋯⋯⋯⋯⋯⋯⋯⋯⋯⋯⋯⋯⋯⋯⋯(38)

三 四低、四荒资源调查⋯⋯⋯⋯⋯⋯⋯⋯⋯⋯⋯⋯⋯⋯⋯⋯⋯⋯⋯⋯⋯⋯⋯⋯(38)

四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43)

第五节土地景观⋯⋯⋯⋯⋯⋯⋯⋯⋯⋯⋯⋯⋯⋯⋯⋯⋯⋯⋯⋯⋯⋯⋯⋯⋯⋯⋯⋯(49)

一景观⋯⋯⋯⋯⋯⋯⋯⋯⋯⋯⋯⋯⋯⋯⋯⋯⋯⋯⋯⋯⋯⋯⋯⋯⋯⋯⋯⋯⋯⋯⋯(49)

二古文化遗址⋯⋯⋯⋯⋯⋯⋯⋯⋯⋯⋯⋯⋯⋯⋯⋯⋯⋯⋯⋯⋯⋯⋯⋯⋯⋯⋯⋯(51)

第二章土地制度⋯⋯⋯⋯⋯⋯⋯⋯⋯⋯⋯⋯⋯⋯⋯⋯⋯⋯⋯⋯⋯⋯⋯⋯⋯⋯⋯⋯⋯(53)

第一节古代土地制度⋯⋯⋯⋯⋯⋯⋯⋯⋯⋯⋯⋯⋯⋯⋯⋯⋯⋯⋯⋯⋯⋯⋯⋯⋯⋯(53)

一原始社会土地公有制⋯⋯⋯⋯⋯⋯⋯⋯⋯⋯⋯⋯⋯⋯⋯⋯⋯⋯⋯⋯⋯⋯⋯⋯(53)

二奴隶主阶级土地所有制⋯⋯⋯⋯⋯⋯⋯⋯⋯⋯⋯⋯⋯⋯⋯⋯⋯⋯⋯⋯⋯⋯⋯(53)



2 洛阳市土地志·栾川卷

三封建土地私有制⋯⋯⋯⋯⋯⋯⋯⋯⋯⋯⋯⋯⋯⋯⋯⋯⋯⋯⋯⋯⋯⋯⋯⋯⋯⋯(53)

第二节中华民国土地制度⋯⋯⋯⋯⋯⋯⋯⋯⋯⋯⋯⋯⋯⋯⋯⋯⋯⋯⋯⋯⋯⋯⋯⋯(54)

一孙中山的国家授田制⋯⋯⋯⋯⋯⋯⋯⋯⋯⋯⋯⋯⋯⋯⋯⋯⋯⋯⋯⋯⋯⋯⋯⋯(54)

二 中华民国政府的((土地法》⋯⋯⋯⋯⋯⋯⋯⋯⋯⋯⋯⋯⋯⋯⋯⋯⋯⋯⋯⋯⋯(54)

三 国民党政府的《c土地法施行法》⋯⋯⋯⋯⋯⋯⋯⋯⋯⋯⋯⋯⋯⋯⋯⋯⋯⋯⋯(55)

第三节农民土地所有制⋯⋯⋯⋯⋯⋯⋯⋯⋯⋯⋯⋯⋯⋯⋯⋯⋯⋯⋯⋯⋯⋯⋯⋯⋯(55)

一土地改革⋯⋯⋯⋯⋯⋯⋯⋯⋯⋯⋯⋯⋯⋯⋯⋯⋯⋯⋯⋯⋯⋯⋯⋯⋯⋯⋯⋯⋯(55)

二互助合作运动⋯⋯⋯⋯⋯⋯⋯⋯⋯⋯⋯⋯⋯⋯⋯⋯⋯⋯⋯⋯⋯⋯⋯⋯⋯⋯⋯(56)

第四节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57)

一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57)

二人民公社⋯⋯⋯⋯⋯⋯⋯⋯⋯⋯⋯⋯⋯⋯⋯⋯⋯⋯⋯⋯⋯⋯⋯⋯⋯⋯⋯⋯⋯(57)

三自留地⋯⋯⋯⋯⋯⋯⋯⋯⋯⋯⋯⋯⋯⋯⋯⋯⋯⋯⋯⋯⋯⋯⋯⋯⋯⋯⋯⋯⋯⋯(58)
四 国有土地⋯⋯⋯⋯⋯⋯⋯⋯⋯⋯⋯⋯⋯⋯⋯⋯⋯⋯⋯⋯⋯⋯⋯⋯⋯⋯⋯⋯⋯(58)

第五节土地使用制度⋯⋯⋯⋯⋯⋯⋯⋯⋯⋯⋯⋯⋯⋯⋯⋯⋯⋯⋯⋯⋯⋯⋯⋯⋯⋯(58)

一城镇土地使用制度改革⋯⋯⋯⋯⋯⋯⋯⋯⋯⋯⋯⋯⋯⋯⋯⋯⋯⋯⋯⋯⋯⋯⋯(58)

二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59)

三 乡村企业建设用地有偿使用⋯⋯⋯⋯⋯⋯⋯⋯⋯⋯⋯⋯⋯⋯⋯⋯⋯⋯⋯⋯⋯(59)

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59)

第三章土地利用⋯⋯⋯⋯⋯⋯⋯⋯⋯⋯⋯⋯⋯⋯⋯⋯⋯⋯⋯⋯⋯⋯⋯⋯⋯⋯⋯⋯⋯(60)

第一节农业用地⋯⋯⋯⋯⋯⋯⋯⋯⋯⋯⋯⋯⋯⋯⋯⋯⋯⋯⋯⋯⋯⋯⋯⋯⋯⋯⋯⋯(60)

一耕地⋯⋯⋯⋯⋯⋯⋯⋯⋯⋯⋯⋯⋯⋯⋯⋯⋯⋯⋯⋯⋯⋯⋯⋯⋯⋯⋯⋯⋯⋯⋯(60)

二林地⋯⋯⋯⋯⋯⋯⋯⋯⋯⋯⋯⋯⋯⋯⋯⋯⋯⋯⋯⋯⋯⋯⋯⋯⋯⋯⋯⋯⋯⋯⋯(61)

三牧地⋯⋯⋯⋯⋯⋯⋯⋯⋯⋯⋯⋯⋯⋯⋯⋯⋯⋯⋯⋯⋯⋯⋯⋯⋯⋯⋯⋯⋯⋯⋯(62)

四 园地⋯⋯⋯⋯⋯⋯⋯⋯⋯⋯⋯⋯⋯⋯⋯⋯⋯⋯⋯⋯⋯⋯⋯⋯⋯⋯⋯⋯⋯⋯⋯(62)

五水域⋯⋯⋯⋯⋯⋯⋯⋯⋯⋯⋯⋯⋯⋯⋯⋯⋯⋯⋯⋯⋯⋯⋯⋯⋯⋯⋯⋯⋯⋯⋯(70)

第二节建设用地⋯⋯⋯⋯⋯⋯⋯⋯⋯⋯⋯⋯⋯⋯⋯⋯⋯⋯⋯⋯⋯⋯⋯⋯⋯⋯⋯⋯(72)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建设用地⋯⋯⋯⋯⋯⋯⋯⋯⋯⋯⋯⋯⋯⋯⋯⋯⋯⋯⋯⋯⋯⋯(72)

二建国后建设用地⋯⋯⋯⋯⋯⋯⋯⋯⋯⋯⋯⋯⋯⋯⋯⋯⋯⋯⋯⋯⋯⋯⋯⋯⋯⋯(73)

第三节未利用土地⋯⋯⋯⋯⋯⋯⋯⋯⋯⋯⋯⋯⋯⋯⋯⋯⋯⋯⋯⋯⋯⋯⋯⋯⋯⋯⋯(75)

一未利用土地现状⋯⋯⋯⋯⋯⋯⋯⋯⋯⋯⋯⋯⋯⋯⋯⋯⋯⋯⋯⋯⋯⋯⋯⋯⋯⋯(75)

二土地后备资源⋯⋯⋯⋯⋯⋯⋯⋯⋯⋯⋯⋯⋯⋯⋯⋯⋯⋯⋯⋯⋯⋯⋯⋯⋯⋯⋯(75)

第四节土地保护⋯⋯⋯⋯⋯⋯⋯⋯⋯⋯⋯⋯⋯⋯⋯⋯⋯⋯⋯⋯⋯⋯⋯⋯⋯⋯⋯⋯f 76)

一水土保持⋯⋯⋯⋯⋯⋯⋯⋯⋯⋯⋯⋯⋯⋯⋯⋯⋯⋯⋯⋯⋯⋯⋯⋯⋯⋯⋯⋯⋯(76)

二土壤改良⋯⋯⋯⋯⋯⋯⋯⋯⋯⋯⋯⋯⋯⋯⋯⋯⋯⋯⋯⋯⋯⋯⋯⋯⋯⋯⋯⋯⋯(76)

三土地污染治理⋯⋯⋯⋯⋯⋯⋯⋯⋯⋯⋯⋯⋯⋯⋯⋯⋯⋯⋯⋯⋯⋯⋯⋯⋯⋯⋯(76)

第四章土地管理⋯⋯⋯⋯⋯⋯⋯⋯⋯⋯⋯⋯⋯⋯⋯⋯⋯⋯⋯⋯⋯⋯⋯⋯⋯⋯⋯⋯⋯f 77)

第一节地政地籍管理⋯⋯⋯⋯⋯⋯⋯⋯⋯⋯⋯⋯⋯⋯⋯⋯⋯⋯⋯⋯⋯⋯⋯⋯⋯⋯(77)

一地籍管理沿革⋯⋯⋯⋯⋯⋯⋯⋯⋯⋯⋯⋯⋯⋯⋯⋯⋯⋯⋯⋯⋯⋯⋯⋯⋯⋯⋯(77)



目 录

二土地申报登记⋯⋯⋯⋯⋯⋯⋯⋯⋯⋯⋯⋯⋯⋯⋯⋯⋯⋯⋯⋯⋯⋯⋯⋯⋯⋯⋯(78)

三地籍调查⋯⋯⋯⋯⋯⋯⋯⋯⋯⋯⋯⋯⋯⋯⋯⋯⋯⋯⋯⋯⋯⋯⋯⋯⋯⋯⋯⋯⋯(79)

四 土地定级估价⋯⋯⋯⋯⋯⋯⋯⋯⋯⋯⋯⋯⋯⋯⋯⋯⋯⋯⋯⋯⋯⋯⋯⋯⋯⋯⋯(81)

五确权发证⋯⋯⋯⋯⋯⋯⋯⋯⋯⋯⋯⋯⋯⋯⋯⋯⋯⋯⋯⋯⋯⋯⋯⋯⋯⋯⋯⋯⋯(87)

六地籍档案管理⋯⋯⋯⋯⋯⋯⋯⋯⋯⋯⋯⋯⋯⋯⋯⋯⋯⋯⋯⋯⋯⋯⋯⋯⋯⋯⋯(90)

第二节建设用地管理⋯⋯⋯⋯⋯⋯⋯⋯⋯⋯⋯⋯⋯⋯⋯⋯⋯⋯⋯⋯⋯⋯⋯⋯⋯⋯(91)

一管理的原则与内容⋯⋯⋯⋯⋯⋯⋯⋯⋯⋯⋯⋯⋯⋯⋯⋯⋯⋯⋯⋯⋯⋯⋯⋯⋯(91)

二建设用地审批⋯⋯⋯⋯⋯⋯⋯⋯⋯⋯⋯⋯⋯⋯⋯⋯⋯⋯⋯⋯⋯⋯⋯⋯⋯⋯⋯(92)

三征用土地的补偿与安置⋯⋯⋯⋯⋯⋯⋯⋯⋯⋯⋯⋯⋯⋯⋯⋯⋯⋯⋯⋯⋯⋯⋯(97)

四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与抵押⋯⋯⋯⋯⋯⋯⋯⋯⋯⋯⋯⋯⋯⋯⋯(98)

五 国家建设用地实行“五统一”⋯⋯⋯⋯⋯⋯⋯⋯⋯⋯⋯⋯⋯⋯⋯⋯⋯⋯⋯⋯(103)

六 “四荒”土地使用权的拍卖⋯⋯⋯⋯⋯⋯⋯⋯⋯⋯⋯⋯⋯⋯⋯⋯⋯⋯⋯⋯⋯(105)

七地产市场的管理⋯⋯⋯⋯⋯⋯⋯⋯⋯⋯⋯⋯⋯⋯⋯⋯⋯⋯⋯⋯⋯⋯⋯⋯⋯⋯(105)

第三节土地规划管理⋯⋯⋯⋯⋯⋯⋯⋯⋯⋯⋯⋯⋯⋯⋯⋯⋯⋯⋯⋯⋯⋯⋯⋯⋯⋯(106)

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006)

二城镇建设发展规划⋯⋯⋯⋯⋯⋯⋯⋯⋯⋯⋯⋯⋯⋯⋯⋯⋯⋯⋯⋯⋯⋯⋯⋯⋯(1 17)

三基本农田保护规划⋯⋯⋯⋯⋯⋯⋯⋯⋯⋯⋯⋯⋯⋯⋯⋯⋯⋯⋯⋯⋯⋯⋯⋯⋯(119)

四土地利用规划⋯⋯⋯⋯⋯⋯⋯⋯⋯⋯⋯⋯⋯⋯⋯⋯⋯⋯⋯⋯⋯⋯⋯⋯⋯⋯⋯(121)

第四节土地执法监察⋯⋯⋯⋯⋯⋯⋯⋯⋯⋯⋯⋯⋯⋯⋯⋯⋯⋯⋯⋯⋯⋯⋯⋯⋯⋯(125)

一土地监察机构及职能⋯⋯⋯⋯⋯⋯⋯⋯⋯⋯⋯⋯⋯⋯⋯⋯⋯⋯⋯⋯⋯⋯⋯⋯(125)

二地产市场的清理与整顿⋯⋯⋯⋯⋯⋯⋯⋯⋯⋯⋯⋯⋯⋯⋯⋯⋯⋯⋯⋯⋯⋯⋯(126)
三 开展清理干部职工在县城占地建私房工作⋯⋯⋯⋯⋯⋯⋯⋯⋯⋯⋯⋯⋯⋯⋯(128)
四 荒芜耕地的处理⋯⋯⋯⋯⋯⋯⋯⋯⋯⋯⋯⋯⋯⋯⋯⋯⋯⋯⋯⋯⋯⋯⋯⋯⋯⋯(128)

五开展。三无”乡镇活动⋯⋯⋯⋯⋯⋯⋯⋯⋯⋯⋯⋯⋯⋯⋯⋯⋯⋯⋯⋯⋯⋯⋯(128)

六土地案件信访与纠纷调处⋯⋯⋯⋯⋯⋯⋯⋯⋯⋯⋯⋯⋯⋯⋯⋯⋯⋯⋯⋯⋯⋯(129)

第五节土地法规宣传教育及科技文化⋯⋯⋯⋯⋯⋯⋯⋯⋯⋯⋯⋯⋯⋯⋯⋯⋯⋯⋯(130)

一土地法规的宣传教育⋯⋯⋯⋯⋯⋯⋯⋯⋯⋯⋯⋯⋯⋯⋯⋯⋯⋯⋯⋯⋯⋯⋯⋯(130)

二坚持开展“土地日”宣传活动⋯⋯⋯⋯⋯⋯⋯⋯⋯⋯⋯⋯⋯⋯⋯⋯⋯⋯⋯⋯(130)

三宣传叛道⋯⋯⋯⋯⋯⋯⋯⋯⋯⋯⋯⋯⋯⋯⋯⋯⋯⋯⋯⋯⋯⋯⋯⋯⋯⋯⋯⋯⋯(13j)

四科技成果与荣誉⋯⋯⋯⋯⋯⋯⋯⋯⋯⋯⋯⋯⋯⋯⋯⋯⋯⋯⋯⋯⋯⋯⋯⋯⋯⋯(131)

五书法，对联与农谚、戏曲⋯⋯⋯⋯⋯⋯⋯⋯⋯⋯⋯⋯⋯⋯⋯⋯⋯⋯⋯⋯⋯⋯(133)

第六节土地管理机构队伍建设⋯⋯⋯⋯⋯⋯⋯⋯⋯⋯⋯⋯⋯⋯⋯⋯⋯⋯⋯⋯⋯⋯(139)

一县级机构沿革⋯⋯一⋯⋯⋯⋯⋯⋯⋯⋯⋯⋯⋯⋯⋯⋯⋯⋯⋯⋯⋯⋯⋯⋯⋯⋯(139)

二栾川县土地管理机构历届领导人名录⋯⋯⋯⋯⋯⋯⋯⋯⋯⋯⋯⋯⋯⋯⋯⋯⋯(139)

三人物简介⋯⋯⋯⋯⋯⋯⋯⋯⋯⋯⋯⋯⋯⋯⋯⋯⋯⋯⋯⋯⋯⋯⋯⋯⋯⋯⋯⋯⋯(141)
四 乡(镇)、村级土地管理机构⋯⋯⋯⋯⋯⋯⋯⋯⋯⋯⋯⋯⋯⋯⋯⋯⋯⋯⋯⋯(142)
五 县土地房产局内设与下属机构⋯⋯⋯⋯⋯⋯⋯⋯⋯⋯⋯⋯⋯⋯⋯⋯⋯⋯⋯⋯(143)



洛阳市土地志·栾川卷

m⋯∞鄄∽$趵∞∞∞D

D”””∞钟D回D∞

钟

回萄”

回

趵∞”劲

4

4

4

4

4

4

4

4

5

5

5

5

5

5

5

5

5

5

5

6

6

6

6

7

7

7

7≯8影

ⅢⅢⅢⅢmⅢm
m

m啪㈣Ⅲ懈m

rnⅢⅢ懈m㈣m

懈

懈兰!m

m

m㈣⋯㈣I

吖吖吖吖吖吖吖吖吖吖吖吖吖吖吖吖吖吖吖吖吖

吖

吖吖吖

吖

吖吖吖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匹

．

．

_=

¨

一

一

一

～

～

～

～

～

～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

～

一
～

～

～

～

～

～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7

●

”t口

．

●

¨

¨

～

～

一

～

～

～

～

一

一

～

一

一

一

～

～

～

～

一

～

～

～

一

一

～知查～用～

～

一

～

～

～

～

～

～

～

～

～

一

～

～

～

～

～

～

～

～

～

～

一

～

～

～

一通调～使一

一

一

～

～

～

～

～

～

～

～

～

～

～

～

～

～

～

～

一

一

一

一

～

～议～场～知的源～地～

～

～

～

～

一

～

～

～

～

～

～

～

～

～

～

～

～

～

～

～

一

～法知会～市～通题资～用～

一

一

～

～

～

～

～

～

～

～

一

～

～

～

～

～

～

一

～

～

～

～办通次～产一的问荒～设～

一

～

一

一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

～

～

～

～

一

～

～行的二～地～作关四～建～

一

～

～

一

～

～

一
～

～

～

～

～

一

一

一

～

～

～

一

～

～

～暂》十一顿～工有、～地一

一

～

～

～

一

一

～

～

～

～

～

一

～

～

一

一

～

一

一

一

～

～的法第一整～查议低～土～

～

一

～

～

～

～

～

～

一

一

一

～

～

～

～

～

～．～

～

～

～

一宅办会知理～清争四～体～

一

一

～

～

一

～

～

～

一

～

～

～

～

～

一

一

一

～

～

～

一

一住理委通清一地权0～集一
～

～

～

～

一

～

一

一

一

～

～

～

～

一

～

一

一

～

～

～

～

～造管常的于一用用、～

、～

～

～

～

～

～

～

一

～

～

～

～

～

～

～

～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建地大，关一设使，一证～

～

～

～

一税～

～

一

一

一

～

一

一

～

～

一

～

～

一

～

～

～镇基人议局～建及查～用～

一

一

一

一赋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城宅届决理一业权普见使一

一

一

一

～地～

～

～

～

～

～

～

～

一

～

～

一

一

一

～

一

～在县七的管～农有地意地～

～

～

一

～土一

～

～

～

～

～

一

一

～

一

～

～

～

一

一

～

～工川县地产一非所土收土～

一

～

～

一的一

～税～

～

一

一

～

～

～

～

～

～

～

～

一

一职栾行土房一展地0验有一
～

～

～

～前一

一赋一

～

一

～

～

～

～

～

一

～

～

～

一

～

、《执占地一开士县查国～

～

一

～

～立～

～地一
～

～

一

一

一

一

～

～

～

～

一

～

～部发彻乱土～面理川检

、一

一见一

一成～

～土一

～

一

一

～

一

一

～

～

～

～税～令干颁贯止县知全处栾的证～

～意～

～国一

一国～

～

一

～

一

～

～

一

～

～

～契～命于于于制转通于于于，有样一审一



概 述

概 述

栾川县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西南部、伊水源头，为深山区。处秦岭余脉伏牛山与熊耳

山脉中段中间地带，跨东经111。12’～112。39 7，北纬33。39’"34。ll’之间。东接

嵩县，西毗卢氏，南邻西峡，北界洛宁。居洛阳、南阳、三门峡三市之要冲，河南、湖

北、陕西三省之边陲。地理位置特殊，战略地位重要。故有“豫西屏障，三省门户”之

称。境内有伊水、洧水、小河(古称庸庸水)、明白河四大河流。伊水发源于陶湾镇三合村

闷顿岭(古称蔓渠山)由潭头镇出境，流经嵩县、伊川、偃师汇洛水而入黄河。洧水发源于

冷水镇南泥湖骆驼山(古称攻离山)，逆向西流，由叫河乡出境，注入老鹳河汇汉水入长

江。故栾川县东北部为黄河流域，而西南部则为长江流域。古时因西部山多鸾鸟，伊河名

鸾水，地名“鸾川”，元人修宋史“鸾”为“栾”。全县总面积2，185平方公里(统计部门

数据)。1991年土地详查，全县总面积2，477．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7．89万亩。辖九乡六

镇，209个行政村、4个居民委员会，1,955个村民组，3,067个自然村，7．8万户，30．8万

人。有汉、回、满、蒙、傣、壮、白、畲、彝和朝鲜、仫佬等11个民族聚居，以汉族为

主。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22人。

栾川境内千山绵亘，万壑交织，谷幽沟深，涧溪遍布。共有山头9，2515'-，沟岔8,550

条，地势东北低、西南高。海拔高度悬殊，最高鸡角尖2，212．5米，最低汤营村450米，相

对高差1，762．5米。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小气候多变，冬长夏短。冬无严寒，夏无酷

暑，雨量适中，地形复杂，土壤肥沃。坡地多，平地少，零散土地多，大块土地少；旱地

多、水地少。旱不绝收，涝难全淹。经济以农、林、牧、矿为主。农业主产小麦、玉米、

谷类、豆类、薯类；农副土特产有木耳、猴头、鹿茸、核桃、柿子等，中药材有金钗、连

翘、柴胡、杜仲、天麻、辛夷等。全县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为75．9％，活立木蓄积

量387万立方米，年生长量29．6万立方米。野生动植物2，332种，其中植物类1，999种，动物

类309种，属国家一、二级保护的31种。中药材1，447种，被称为“一步三棵药”的豫西中

药材宝库。栾川宜林宜牧，天然牧草40科，158种，有效草场202万亩，载畜量90万个山羊

单位。全县矿产资源尤为优厚，已知矿产12类，金属及非金属矿产达50多种，以钼、钨、

铅、锌为主，金、银、铜、铁次之。莹石、石墨、硅灰石、白云岩、水晶岩、滑石、大理

石等所在多有。已查明钼的金属储量206．9万吨，为世界级特大型有色金属矿床，居哑洲

之首。白钨储量63万吨，黄金储量60吨，铅金属储量40万吨，锌金属储量40万吨。真可谓

“物华夕：宝之地，鸾翔风呜之乡”。但因过去山河隔阻，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匪祸兵

燹，许多资源得不到开发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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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川历史悠久，五六千年前已有人类聚居，境内发现多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及

出土的石刀，石斧、石镰等。说明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已在这一方土地上，耕种劳作，

繁衍生息，从事着对土地的开发利用。夏代时期，栾川属莘川地，为“有莘之野”。商朝

的开国宰相、被史家誉为“元圣”的伊尹，即出生、躬耕于此。奴隶们辛勤劳作所取得的

劳动成果，大部分归于领主“有莘国君”。据《汉书·地理志》和《史记·夏本纪》记

载： “荆河惟豫州、伊洛、演、涧既入于河⋯⋯田中上，赋杂上中、贡漆、丝⋯⋯浮于

洛，达于河”。夏、商时代栾川的山民们，已将自己所生产的山货土产，经伊水、洛河运

到洛阳京州。商周代实行“井田”制，战国“废井田，开阡陌”，两汉推行“名田”“假

田”。汉代铁工具已在生产中广泛使用，栾川对土地的开发利用程度，已大大提高。

唐末和五代十国时，社会动乱，定量之捐税，农民不堪其负。北宋，废除了一些苛捐

杂税，促进了农业发展。赵匡胤曾下诏奖励“广植桑枣，垦辟荒田”，招徕流民，减少旷

地。到了明朝初年，豫西山川“多是无人之地”。明王朝为发展生产，多次组织大移民。

这种移狭乡农民到宽乡耕种的政策，一直延续到清初的康(熙)乾(隆)之世。至今栾川的许

多农民，自称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来，即起源于此。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下令农

民“归耕”，宣布“额外垦荒，永不起科”。前后施行了70年，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

发展。但到明朝末年，皇室奢侈无度，大造宫殿、道观，民变、兵变接连发生，又对外用

兵，加派“辽饷”，对农民剥削，益趋惨酷。“加派田赋”、“搜刮助饷”，使农民相继

破产，生计断绝。栾川农民土地被兼并后，只好开银(铅锌)矿谋生。朝廷又派“大罡!j”(武

装太监)，前来侵占。他们勾结当地政府，禁止民间采冶．对矿民残酷镇压，如明神宗万

历二十一年(1593年)十月，卢氏知县黎道美偕主簿娄恩恭率兵镇压赤土店黑醮庵矿工，斩

杀矿首4人，但终莫能禁。官府与矿民矛盾日益加剧。李自成农民军进入栾川后，农民、

矿民无不为“迎闯王，不纳粮”而雀跃欢呼，纷纷加入李自成义军。

1936年，旱灾严重。国民党加粮派饷，有增无已，栾川、冷水、三川等地农民，肩扛

农具，结队于途，赴卢氏县政府“罢农”示威，时称“交犁耙绳索”事件，中途被地方官

绅强行阻回。国民党政府虽曾公布过(-I-地法大纲》，但根本没有执行，不啻一纸空文。

虽也进行过土地清查勘丈，但豪绅地主和官吏通同作弊，反而转嫁、增加了农民负担。据

新中国建立初期统计，全县总人121147，116人，总耕地277，532亩，人均1．87亩，地主、富

农总人口不到10％，占有全县30％以上的土地。又据8个乡典型调查，3，820户，19，973人，共

有土地20，359亩，人均1．01亩，其中地主198户1，086人，占有土地3，724亩，人均3．43亩；富农

166户，l，llO人，占有土地l，916亩，人均1．73亩；中农1，61l户，8,770人，占有土地11．25l

亩，人均1．27亩；贫雇农1．845户，8，807人，占有土地3，468亩，人均仅0．38亩。

栾川农民有着勤劳、质朴的本质，他们在这方土地上辛勤劳作，从事着土地的开发利

用。 《博物志》等书记载栾川山民“气禀中和，勤而不怨”，“能食苦度日，不轻转

徒”。他们热爱苦恋着这方热土，十分珍惜和爱护土地，有开发利用土地的优良传统。如

植树垦荒、改滩造地、闸沟淤地，垒堰护田等。

栾川农民世代相传，已习惯于小农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安于现状， “急公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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