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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许昌县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浓郁的乡土，职业的责任驱使我等想

写一部专涉土地历史文化的书，拾补在诸多经典丛中特别是地方志苑中无

土地志之遗缺。今天终于了却了这桩心愿。

《许昌市土地志·许昌县卷》以丰富翔实的资料，通俗朴实的文笔，图文

并茂的编排，较为完整地记载了县域内土地的演变、发展和现状，记录了士

地历史的精华，追述了土地变迁的苦难，再现了一万年前远古先民的拓荒

史，原始人类简陋的耕作史，受鞭笞奴隶的挣扎史，皇权统治下人民的反抗

史，受三座大山压迫农民的苦难史，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欢乐史。’土

地作为历史最忠实的见证，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影映着时代

的烙印。它目睹了人间沧桑，注视着历史的变迁，朝代的更替，记述着各个

历史时期土地制度的演变和盛衰，诉说着一个民族的荣辱屈尊。土地又像

一位善良的母亲，敞开她博大的胸怀，用甘露般的乳汁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

华夏子孙，并激励着生于斯、长于斯的优秀儿女为之梳妆，为之打扮。为了

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勤劳而有智慧的许昌县人民在这近1000平

方公里的沃土上，实践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这块土地一定

会更加锦绣、更加绚丽、更加妩媚多姿。

十年前《土地管理法》的颁布实施，土地管理机构的建立，为土地撑起了

“保护伞”，请来了“保护神”。十年历程，十年辉煌。新一代土地管理工作者

手握法律武器，在平凡而又伟大的岗位上，履行着“土地卫士”的神圣职责。

为保证大地的安宁，维护土地管理的良好秩序，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地产市场，创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优良环境，默默奉献、尽职尽责，无

私地为人类为社会捧出了真挚的情、炽热的爱。他们建立的不朽功绩将载

人史册，彪炳千古，流芳万代。

读史明志，鉴古通今。了解土地的历史，更要了解土地的本质和利用的

现状。土地是什么?是人们赖以生存、繁衍生息的基础，是财富之母，是人

们从事各项活动的场所和载体。土地是珍贵的、稀缺的、不可替代的资源。

．m



2 许昌市土地志·许昌县卷

我县人多地少，后备资源不足，要让大地永续不断地向人类提供生存、生活

的适宜空间，就要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

科学规划，依法管理，大力开发复垦，严禁撂荒闲置，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

衡，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赋予古老的土地新的青春魅力、新的生命气息，

让青山常在、碧水常流。

土地志书又是各级政府制订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具体计划的参考书、

工具书，不可不备，不可不读。它可以帮助我们科学决策，指导农业生产；帮

助我们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通讯条件，丰富的土地资源，

神游的三国胜景，优惠的政策保障，扩大对外开放，招揽外资，建设许昌，振

兴许昌；帮助我们制订出土地保护和利用的科学方案，把现有的土地保护

好，把耕地——我们的生命线保护好。但存方寸土，留于子孙耕，须臾不可
忘怀。这是造福乡梓，惠及千秋的伟大事业，让我们为着这个目标共勉吧!

该书追溯年代久远，涉及内容广泛。编委同志们为完成这部有益于当

代，，无愧于后人，自具特色的史册，兢兢业业辛勤耕耘了三个春秋。我敬佩

这种创新精神，叹服这种敬业意志。在作序之际，由衷地向支持和参与编志

的领导、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许昌县土地管理局局长朱洪亮
1998年9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为依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

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编纂坚持求实存真，详今略古，做到完整、准确、系统、科学地展

示土地管理事业的历史和现状。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实施后的土地管理与利用状况。

三、本志篇目设置力求突出时代特点与地方特色。全书按类设章，章下

为节目。 ．

四、本志上限尽力追溯至事物发端，下限至1995年底，成书在1998年，

其间两年的重要资料在附录中作为纪要补记之。

五、本志引用资料除必要时候用繁体字外，均使用简化汉字。资料来源

于民国二十二年《许昌县志》和1985年新编《许昌县志》及有关部门的专业

志、档案、史籍文献等。引用史料忠实原文，不注明出处。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编纂成

书，以志为主。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记事本末体。

七、本志数字使用，以1987年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

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计算单位的使用，以

1984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施行。土地面积计量单

位，按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土地管理局、农业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改革全国

土地面积计量单位的通知》及国家土地管理局制定的《土地面积计量单位改

革工作总体方案》的要求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各个时期的计量，一

仍贯例，不作换算。

八、本志中的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后采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

国前后”简称“新中国成立前后”；“许昌县人民委员会”简称“县人委”；“中国

共产党许昌县委员会”简称“县委”。清代以前纪年沿用历史纪年加注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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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年。中华民国后，用公元纪年。

九、有存史价值的重要文件，收入附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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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年。中华民国后，用公元纪年。

九、有存史价值的重要文件，收入附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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