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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

早在5000年前，太康的先民已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开垦土地，

进行原始农业生产，揭开了太康文明史的序幕。勤劳、勇敢的先民们挖沟

引水、垦殖荒滩，历经数代耕作改良，使荒野变沃野，草地上长出了庄稼。

今朝，太康拥有1 760．4平方公里的土地，交通便利，土地肥沃，农业兴

旺，物产丰富，名人辈出，经济繁荣，高楼林立。近年，太康县跻身于全

国粮、棉大县行列，成为商品粮、商品棉基地县，1 996年，粮食、棉花总

产量位居全省第一，财政收入超亿元，已成为豫东有名的“银太康’’。

回顾历史，使人们深信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是不可再

生的宝贵之源。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活动无不与土地患息相关。因此，争

夺土地所有权是历代封建王朝立国之举，治国之本。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

国家机器夺取对土地的占有权，进而利用国家机器，保护封建地主私有

制，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贫苦农民占有少量或

没有土地，封建土地私有制，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一穷二白

的根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推翻

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土地改革，

推翻了封建土地制度，平分土地，，解放了生产力。5 0年代中期，党胜利

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集体土地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土

地公有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太康解放迄今，人口倍

增，耕地减少，如何开发、科学利用和依法管理土地，是一个重大的现实

问题。为了观今鉴古，揭示历史规律，推动当代土地管理事业，太康县土

地管理局在省、地土地管理局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把纵贯千

年，横陈百里的太康土地开发利用、土地管理如实记载下来，编纂成《太

康县土地志》。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成果，是太康县土地管

理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

《太康县土地志》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立足当代，薄

古厚今，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太康县土地资源概况，历代土地制度、土地开



发利用状况、地籍管理、用地管理、土地监察等演变情况。是一部朴实、

严谨、科学的资料性工具书，它必将起到资政、存史、教化等作用。

纵览全书，深为太康人民垦荒造地、开发利用土地的壮举而骄傲；

为太康人民长期以来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斗争精神而敬佩；为太康在土

地管理诸项工作中荣获全国、全省先进单位而自豪。我深信，先民在太

康这块土地上已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也必然能创造

出更加辉煌的明天。

现在，太康县仍然是土地不断减少，人口剧增，土地与人口处于失

衡状态。土地管理战线上的全体干部职工，要面对这一严竣的现实，继

续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大执法力度，秉公执法，努力实现耕地总

量的动态平衡，为子孙后代造福。

该志书在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资料不足、缺乏经验等重

重困难，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经过两年努力，搜集近百万字资料，

整理撰写成近4 0余万字的初稿，后经反复修改、评审，终于成书。在

此，感谢参与编纂《太康县土地志》的全体同志，同时还要感谢地区土

地局局长李之生、副局长高家魁，地区史志办公室主任刘占国等同志的
关心指导。

孙绍辉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六日



凡例

1、编纂《太康县土地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对太康县土地资源和土

地管理的历史及现状如实记载，力求达到正确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
一o

2、该志书上限根据史料尽量追溯，下限断至1 9 9 7年。

3、全书首设概述、大事记，中设专志1 5章，末尾设辑存。

4、本志文体使用语体文、记述体。采用记、录、叙、图、表等形

式。各章节横排纵述，详今略古，述而不论。

5，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题相结合的表现形式，置于概述
之后。

6、为保持历史的延续性和完整性，本志记事，1 94 9年前，以原县

境为主；1 9 5 0年后，以现县境为主。

7、文字使用规范化汉字，必要时使用繁体字。

8、计量单位、货币、地名均按当时名称，必要时加注；解放后均

用国家制定颁布的标准称谓。

9、纪年，清代前按中国历史记年，用括孤加注公元年代；民国纪

年用阿拉伯数字，用括孤加注公元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使用阿

拉伯数字。
1 0、记述的土地、耕地面积为当时的统计面积。1 9 8 9年后 使用土

地详查数据；交通、水利、建设用地数据利用当年统计数字；查不到的

数字按实际情况重新计算。统计数字与详查数字有差别时，用括孤加注
说明。

1 1、书中使用机构名称，．在各章首次出现使用全称，以后采用简称。
1 2、人物生不立转。主管土地工作的副县长、土地局正副局长写简

介，局工作人员和乡镇所长入名录。

1 3、本志资料来源县土管局、县档案局(馆)、县志办、水利局、统

计局、财政局、建设局、城关镇政府及有关部门，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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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县位于豫东平原，居北纬330 54’～34。17’，东经1140 32-~1150 08’之间，隶

属周口地区。距行署所在地周口市67公里，距省会郑外|市175公里。南北长44．25公里，

东西宽55．25公里，总面积1760．38平方公里，全县辖15个乡、8个镇，766个村委会，

2305个自然村，7个居委会；总耕地196861 1．2亩，总人口128万人，人均耕地1．5亩。

太康县历史悠久。古称‘阳夏县”，随文帝七年(587年)，改阳夏为太康县。从境内方城、

陶母岗、槐寺等地发掘的文物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遣址。早在五千年前，人类

就在这里从事采集、渔猎和原始农业生产活动。太康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自然坡降约1／

5000，每年平均日照2315小时，平均气温14．30C，平均降水量713．9毫米，无霜期215天。

境内有13条集水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机井29571眼，引黄补源面积1400平方公

里。有效灌溉面积115．42万亩。土壤多为沙土、淤土、两合土。太康县的自然环境，适应

农作物的生长，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现查明境内植物3000多种，动物近千种。全县种植

粮食作物166．83万亩，经济作物30万亩，水产面积12．17万亩。农作物以小麦、玉米、大

豆、棉花、花生为主，林木以桐树、杨树、槐树、楝树，果林以苹果、桃、杏、柿、葡萄为

主，水产以种藕、养鱼为主。1997年，全县粮食总产9．08亿公斤，棉花总产6450万公斤，

居全省第一；林木覆盖率达到16％；畜牧业总产值7．2亿元。全县工业总产值31．6亿元，农

业总产值33．3亿元。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自然环境，为太康县的经济建设提供了优越

的条件。太康县平原沃野，交通便利，106、311国道，民(权)太(康)公路、太(康)柘(城)公路

和许(昌)郸(城)小铁路均经过本县，是河南省较大的农业县之一。

太康县自建制以来，土地制度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

社会主义社会。

原始社会，我国土地属公有制，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奴隶社会，实行土

地分封，到周朝实行“井田制”，这是一种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春秋时期，从鲁国开

始，p井田制”在各国逐步瓦解了。战国时期，在新兴地主阶级的推动下，各诸候国开展

了“变法”运动，经历100多年终于确立了新的封建制度。废井田，开阡陌，任其所耕，

不计多少，承认土地私有。“两汉”曾推行“名田”、“王田”至唐实行“均田制”。宋朝正

式确立了土地私有制的主导地位。在封建社会，太康县大部分土地被封建地主阶级占有，

他们依靠政治特权，把土地租佃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广大农民世世代代深受残酷剥

削，常年辛苦不得温饱。每遇灾年，为保妻儿老小，被迫卖地，使土地逐渐向地主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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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地者背境离乡，流离失所，饿死、冻死的情况十分惨痛。旧志记载，元惠宗十九年(1359

年)，夏秋飞蝗蔽日，庄稼野草吃尽，民间饥荒，有人吃人现象。明嘉靖三年(1524年)正
月地震，春季瘟疫流行，人死十分之四，有死绝户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

封建社会的真实写照。生产力得不到发展，经营萧条。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从山西

洪洞县迁民来太康开垦荒闲地，至二十四年(1391年)，太康县有农民1760户，22199人。

官民地141429．73亩，太康大部分土地被地主阶级占有。他们依靠封建政治特权，把土地

租佃给无地或少地农民耕种，广大贫苦农民世代遭受剥削，常年不得温饱。遇到灾年，贫

苦农民被迫卖地，使土地愈加集中，无地者四处乞逃，饿死、冻死的情景十分悲惨。中华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在国民党统治的30多年间，未能实现，仍沿袭清

末土地私有制，保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为地主阶级服务。民国27年(1938年)6月9日，
蒋介石命国民政府军队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水泛滥县境，淹地155．4万亩，占总耕地

面积的67％；淹没村庄1177个，占村庄总数的63％；出外逃荒17万人，占总人数的32

％；淹死、饿死、病死31737人，占总人数的5．8％。黄水后，沟河淤塞，水涝灾害频烦。

民国31年(1942年)太康出现大旱，飞蝗蔽日，螨蝗盖地，秋季不少地方绝收，冬至次年

春，严霞饥荒，树皮野菜食尽，有人吃人现象，加之兵燹匪祸，瘟疫流行，全县人口减半。
1 943年，中共领导的“睢太”、“庆华”县委、县政府进行的赎地斗争和减租减息斗争

保护了群众利益，支援了抗日战争。1947年，太康县委领导全县人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锄，

在战争中进行了土地改革，斗地主，分浮财，分田地，发展了生产，支援了解放战争。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太康县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和富农多余土地

393200亩，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1952年，太康县人民政府经过土改复查，给133646户

农民颁发了土地房产证。同时依法没收了国民党政府、法警、武装占有的土地及庙宇、祠堂

占用的土地，还没收了汗奸、官僚、恶霸地主多占的土地，宣布收归国家所有。至此，彻底

推翻了封建地主私有制，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人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广大农民分得

了久已盼望的土地，开发保护土地的积极性极为高涨，经查田，全县有耕地2207689．574亩，

人均耕地3．86亩，农村一派繁荣景象。1953年粮食亩产由1950年的53．1公斤提高到65．5公

斤。但由于土地仍属私有，十分脆弱的小农经济很快就暴露出来了自身的缺点，一部分农民

凭借自身优势，很快富裕起来，—部分农民则由于自身抗拒不了的自然灾害或天灾人祸等原

因，变卖土地，又沦为贫穷。至1953年，全县有281户卖地7571亩，农村重新出现两极分

化，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从1953年起，太康县委、县政府响应中央号召，引导农民

走互助合作道路，建起了农业生产互助组，不久又建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又

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1956年底，全县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310个，人社农户

达140678户，占总农户的99．12％。高级社实行“土地入社，统一经营，按劳分配”的管理

体制。土地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即农民集体土地所有制。高级社建立后，由于发挥了集体

的力量，挖河治水，打井抗旱，农业生产得到发展。1955年，全县粮食亩产65．5公斤，棉

花亩产22公斤，分别比1950年亩产53．1公斤、16．5公斤提高12．4公斤和5．5公斤。1958

年，太康县委根据中央指示建立了13个人民公社，一切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统一调拨，统

一分配，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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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男劳力去工厂，出现耕地荒芜，当年耕地减少28．4万亩。1962年，太康县委、县政

府按照人民公社六十条精神，在全县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土地固定到生产队，纠正

了“共产风”，并向社员分了自留地、借地、菜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65年，全

县粮食亩产达到70．5公斤。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土地分组联产

承包。太康县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经过一年摸索，1980年在全县普遍实行了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在土地集体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将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实行土地所有权和

使用权分离，这是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极大

发展。至1997年，全县粮食亩产433公斤，棉花亩产80公斤，分别是1950年的8．15倍和

4．85倍。1986年6月25日，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县委、县政府根据

《土地管理法》，把城镇土地划为国有土地。1 990年后，太康县根据《土地管理法》对土地

使用制度全面进行改革，搞活土地市场，把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并全面实行了城镇

国有土地有偿使用。

太康县重视土地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由来已久。旧志记载，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招来山西移民来此垦种闲广土地，县境耕地、人口增加，至洪武=十四年(1391年)，有官

民熟地141429．73亩，人均耕地6．37亩。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知县冯珊奉旨丈量官民

地及黄河退滩沙薄地共871613亩9厘，入均耕地10余亩。清顺治二年(1645年)，知县田六

善招扶外逃户，鼓励垦荒耕种，至年底有耕地1 10689．7亩。清康熙六年(1661年)，知县胡三

祝奉旨清丈地亩，太康实有熟地8720顷94亩9分4厘7毫4丝。此后70多年，黄河多

次泛滥，田园淹没，百姓离乡背井，土地荒芜。民国27年(1938年)，黄水泛滥县境，淹没

田地155．4万亩，又遇民国32年(1943年)大灾荒，人口比黄泛前减少62％。民国34年7

fiJ(1945年)，中共领导的芝圃县(芝麻洼、高贤一带)动员民工3万余人到通许县境打；扶(沟)

太(康)西(华)县动员逊母口、清集、吕潭民工2万多人到通许县的马利、金壁岗之间筑堤

39里，堤宽一丈五尺至两丈，高八尺至一丈，引黄归干，救出桂岗、清集等地五六万亩

土地。民国37年(1948年)，黄河决口处堵复，太康县委、县政府领导群众一边打仗，一
边生产，号召外出逃荒群众返回家园，开垦荒地，重建家园。并规定谁开谁种，实行“二

五”减租，农民开荒的积极性空前高张，耕地迅速增加。从明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初，经过600多年的开发整治，全县耕地面积达到187．81万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党和政府发动全县人民开始整修李贯河、大新沟、小新沟、黄河故道、铁底河5条干河，

全长10万米，共挖土方4万立方米。翌年5月整修铁底河、大新沟、小新沟、翻身河、李

贯河、排水沟，全长8．77万米，参加民工1．39万人，挖土方222万立方米，疏通了黄水

淤塞的河道，减轻了灾害，保护了耕地，发展了生产。1956年，建立了高级社，全县开

始打砖井，继续疏通铁底河(下游)、温河、大新沟、兰河、老涡河，全长95．88公里，挖

土方90万立方米；新挖三乡河、顺利河，全长13．9公里，挖土方9．8万立方米，对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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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起到了一定作用。进入60年代至70年代，农业学大寨，深翻改土、挖沟治碱、平整

土地、规划方田、治理河道、大搞水利，使耕地面积有所增加，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

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居住建房用地大量增加。90年代，市

场经济长足发展，从过去单一的农业开发用地，变为农业、工业、商业、交通、生活、服

务等综合开发，土地利用价值越来越大，但乱占浪费耕地的现象也有发展。城乡竟相建市

场，搞开发开区，发展乡镇企业和私人企业，各项建设用地增多，使大片良田被占用，耕

地面积大幅度减少。1980年据统计全县有耕地171．84万亩，比1956年的220．9万亩耕地

减少49．06万亩。1980年全县1002473人，比1956年639354人增加363119人。面对人

地反差这一严峻现实，县委、县政府对耕地利用和保护十分重视。1980年后，县政府多

次提出发展乡镇企业、城乡居民建房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提倡科学种田，发展白色农

业，提高复种指数。1981年，县政府成立了农业区划委员会和办公室，开始对耕地面积

进行调查。1982年开展了土地资源和土质分类调查，完成了《太康县综合农业区划》工

作。把全县划分为三个农业区：西南沙壤土棉粮林区；涡河两岸粘、壤土粮棉区；东此盐

碱、壤土粮棉林区。1 984年，县政府组织区划办公室和农业局进行了土壤普查和概查，查

清了全县土壤面积，将全县土壤划分为4个土属，25个土种；查清了土地利用现状。1989

年1至4月，县政府投资20余万元，抽调1000余人，开展了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查清了

全县总土地面积和各类土地面积，总结了土地利用的经验，找出了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合理开发利用土地的9点建议，为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太康经济提供了依据。1991

年，太康县根据《河南省“四低”、“四荒”资源调查工作重点》的要求，组织区划办公室

及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编印了《太康县“四低”、“四荒”资源调查综合报告》和各项专

题报告，分析了产生“四低”、“四荒”的原因，提出了开发、改造的规划和设想。1995年

9月，县政府再次组织力量，抽调3350名干部、职工对荒废闲置土地资源现状进行调查，

写出了《太康县荒废闲置土地资源现状调查报告》。此次调查，查得全县荒废闲置土地资

源共8类，面积205278．4亩，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7．8％；并总结了成绩，查找了存在的

问题，从宏观上提出了3条建议。为了加强土地保护，1992年县政府根据中发[198617号

文件《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和国发[199216号文件《国务院批转国

家土地管理局、农业部关于在全国开展基本农田保护工作请示的通知》的要求，编制了

县、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基本农田保护规划，计划至2000年，保持耕地185万亩，占

总耕地面积的94％。1997年，县政府根据国务院和河南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结合本

县“九五”计划和20 1 0年远景规划指标，按照《河南省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技术规程》

和省、地要求，组织技术骨干100多人，历时150天，重新划定了基本农田保护区，修编

了1997至2010年《太康县基本农田保护规划》，提出了5种用地为保护重点，全县保护

基本农田分为两级，面积175．2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89．35％，并提出实施规划的5条

措施。太康县在土地保护、利用和开发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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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87年6月，太康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建立了全县土地、城乡地政统一管理的新机制，

结束了土地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缺乏用地监督、检查的弊端。至此，太康县土地管理工作

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土地管理局成立后，采用会议、广播、电视、报告咨询、

宣传栏、文艺演出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增强国土观念，提高广大干群

珍惜土地、合理利用土地的自觉性；全面整顿土地市场，清查职工在城镇违法违纪乱占地建

私房，清查非农业建设用地，查处违法占地案件，使耕地急剧减少的势头得到遏制；全面开

展了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城镇地籍调查，土地登记，澄清全县土地利用情况，核发了集体土

地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维护了土地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制定了《太康县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大力开展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对城镇国有土地进行分

等定级、估价，土地使用变无偿为有偿，变无限期为有限期，变无‘‘流动”为彳r流动”，将

土地‘两权”分离；在城镇搞活土地市场，允许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依法出让、转让、拍卖、

抵押；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实行土地管理‘五统一”，扩大出让范围，提高出t．kffr格，建

立了自我约束机制，巩固了土地公有制，理顺了土地经济关系，增加了财政收入；坚持‘开

源、节流”并举，进行‘四低、四荒”调查，编制了《‘‘四低”、“四荒”资源调查综合报告》、
《荒废闲置土地资源现状调查报告》，并组织开发围村林、路边荒、废坑窑场，增加耕地10．5

万亩，实行有偿承包、租赁，经济效益显著。基本农田进行两次规划，编写了《太康县基本

农田保护区规划》。土管局成立后，全员同志团结一致，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充分发挥了

职能作用，取得了显著成绩，先后分两次被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人事部评为全国土地管理

先进单位；在创建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中，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但是，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正

向纵深发展，土地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全县经济建设陕速发展，乡镇企业、专业市场、经贸
小区和村镇规划用地不断增加，耕地还会不断减少，吃饭和建设的矛盾仍十分突出。太康县

土地、人口形势不容乐观，土地管理任务任重道远。全县人民开发利用和爱惜土地曾多次创

造过光辉业绩，富饶的沃土是太康人民世世代代辛勤垦种的结晶，成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如今身为20世纪之交的太康人民，一定能继承先辈的业绩，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保护土

地，辛勤耕耘，努力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粮食自足有余，建设事业日新月异，使这块古

老而又生机勃勃的土地，为子孙后代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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