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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仪马市土地志)是义马建市以来编纂的第一部土地专

业志书。它以翔实的资料，丰富的内容，科学的态度，严谨的

体例，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义马人民对有限土地资源的开发

利用和科学管理，是一部朴实、严谨、科学的资料书，也是义

马市史志星座中出现的又一颗新星。

土地是万物之源，是人类生存之母和国家立国之本。历

史上，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土地密切相关。义马市地处黄河

中游，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几千年来，一代一代的先民

们对义马的土地进行开发利用，积累了丰富的生产和管理

经验，创造了灿烂的社会文明，同时也为拥有和保卫这快土

．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81年义马建市，社会主义土地公

有制基本完善，勤劳的义马人民在历届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为把义马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能源城市，重笔浓彩地描

绘着义马市的未来兰图。

1991年，义马市土地局成立，依据仲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聊件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X在市委、市政府和上
级土地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加强了对全市土地的管理，全面

进行了土地资源详查，摸清了全市土地的家底；根据城市发

展需要，适当调整了工农业生产用地的布局；建立了基本农

田保护区；进行了城区土地利用规划．力Ⅱ强了非农业建设用

地管理；成功地进行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使全市的土地管

理工作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轨道，为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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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好用好义马市的每寸土地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编史修志是一项系统而艰巨的社会文化工程。编写好

社会主义新方志，对于总结历史，服务当今，资治后世，存

史，存查，都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仪马市

土地志)第一次系统地、全面地记述了全市的土地资源、土

地制度、土地管理、土地利用保护和土地赋税等方面的内

容。仪马市土地志)白勺编纂出版，填补了义马市无土地专业

资料书的空白，将为义马市的城市发展和土地管理工作提

供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

编纂土地志，在义马尚属首次，一则缺乏经验，二则土

地局成立时间较短，没有完整的系统资料，加之编纂人员水

平有限，成书时间仓促，书中疏漏、谬误之处，实属难免，恳

请各级领导及社会各界同仁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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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马市规划土地管理局局长李拴军

199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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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仪马市土地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

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党和国家有关

土地的政策、法规为依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的观点，遵照现代方志学编纂原则和方法编纂的一部社

会主义新方志。在编纂过程中注意突出地方特色，时代特征

和专业特点，以期能为迅速发展义马经济，合理利用土地资

源，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

二、本志书记述的地域范围，以1995年义马市的行政

区划为准，其中土壤普查、土地概查、煤田地质等部分内容

因资料来源受限，记述时略有外延。

三、本志书上限原则上起自1970年义马矿区建立时，

下限断至1995年底，个别章节的部分内容为了保持资料的

完整性和时间的连续性，记述时略有延伸。

四、本志书采用述、记、志、图僳)、表、录6体，以志为
主。

五、本志书以章、节为序，全书共设9章39节，加上概

述、大事记、附录等部分内容，共计16万余字。
。

六、本志书以史志资料和政府档案资料为主，兼容经过

严格审核符合历史事实的调查资料；所用数字以义马市土

地规划管理局详查资料为据，详查资料没有的，采用政府统

计资料。

七、本志书所用计量单位，原则上以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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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但考虑到沿用市制计量单位洳亩、丈、斤等)白勺历史

习惯，收录资料时，仍采用原有计量单位，未作统一换算。

八、鉴于义马市土地局成立时间较短，入志人物较少，

本志书不设人物章，必须入志的人物在相关章节中记述。

九、本志书运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使用规范的汉字和标

点符号。

十、义马市规划土地管理局，简称土地局，在文申第一

次出现用全称，以后甩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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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义马市原为渑池县的义马公社，1970年，经河南省人

民政府批准，成立义马矿区政府，直接归属洛阳地区领导。

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义马市，由洛阳地区代管。

1986年，三门峡市区划调整为地级市，义马市隶属三门峡

市代管。

义马市位于河南省西部，地理座标为东径111050 730”

～111。59：北纬31041L 34*49：东距省会郑州183公里

(公路里程，下同)'西距三门峡市65公里。东、北、西、南均

与渑池县环接，唯东南一隅与新安、宜阳为邻。。1993年义马

市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结果显示，全市土地总面积100 46平

方公里，总人口14万人，辖千秋、常村两个镇和千秋路、朝

阳路、常村路、新义街四个街道办事处。

全市地势随山脉河流走向，大体为北高南低，西高东

低，南北倾斜度大。市区南北有东西走向的两条山脉，北为

韶山支脉的雁眉山、南屏山，穿市区北境而过，最高处海拔

739米，向南缓降，形成浅山丘陵区，岩石外露，多为荒坡。

南部涧河谷地，土地肥沃，地形比较平坦，但面积较小。涧河

南岸，地势突然升高，为自渑池县娥眉山入境的南郊山脉，

自西向东依次为蒿梨山、仙崖、香山、飞凤山、钟灵山。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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