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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I；山区土地志 1

序

盛世修志，是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新中国成立

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政通人和，百业兴

旺，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同样邙山区的土地管理工作，在服务经济、’

稳定社会和促进工农业生产方面，也发挥了突出作用。为

了记载历史，反映现实，总结经验，找出不足，遵照区政

府和市土地管理局的意见着手编写了《邙山区土地志》，

以进一步推动邙山区土地的利用、开发和管理。

土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

源泉，是人类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所以，

“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建国

以来长期坚持的二项基本国策，历来重视对土地的保护、

利用和开发。就原先郊区和现在的邙山区政府来说，也把

土地管理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认真贯彻了上级有关土地管

理的政策法规，制定了切合邙山区土地情况的规章制度，

保护了耕地，减少了土地资产流失；同时又大搞了改土造

田，农田保护，水土改良，扩大了耕地面积，提高了单位

面积产量。随着土地制度的变革，生产关系的调整，大大

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林、牧、

副、渔各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产品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达

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同时也必须看到，随着人



2 序

口的过快增长，随着国家、集体、农宅建设对土地的过多

占用，致使人地矛盾日趋激化，人均耕地日渐减少，邙山

区由解放初的人均耕地3．54亩减少到1994年的0．877亩，

而且尚有继续减少的势头，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

所以有必要唤起广大干部群众对土地的忧患意识，增强珍

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的国策观念，提高依法用好和管

好土地的自觉性，这也是我们编写本志书的重要目的之

。。’’0

在编写《邙山区土地志》的过程中，我们坚持了四项

基本原则，坚持了实事求是的观点，紧持了厚今薄古，去

伪存真的态度，力求做到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和翔实的

内容成书，融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于一体，能够如实

地反映建国以来邙山区土地管理和土地利用的全貌，使之

成为一本有益于当代，恩及于后人的志书。

《邙山区土地志》是从1995年元月开始搜集资料，时

隔两年终于成篇，实属不易。这期间，得到了市土地管理

局的殷切指导，．区史志办公室的大力支持，以及区档案

局、财政局、税务局等单位的密切配合，在此一并表示诚

挚的感谢!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经验不足，资料匮乏，加之

编纂人员水平有限，书中差错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

各位领导和有识之士批评指正，以备将来修补。

郑州市亡f；山区土地管理局局长靳振国

一九九八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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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按照当代方志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进

行编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书遵循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

述了邙山区的土地资源、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在社会主义

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由于邙山区是于1987年从郊区

衍变而来，故在本志书中较多地记述了原郊区的土地利用

和管理。

三、本志书的时限，大体上是从1948年到1995年

底。为了上下衔接，有些章节的记述则上溯到古代。

四、本志书按事分类，采用章、节、目结构，横向编

排，纵向记事。全书共13章45节，加上序、凡例和概

述，共12万多字。

五、本志书采用现代语体文。以文字记述为主，并附

以图表、照片等。

六、书中所记土地、耕地面积，一般为1993年邙山

区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的数字。用"-3时统计数字的，则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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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明。

七、书中涉及到的机构、部门、会议等名称，第一次

出现时均用全称，多次出现时则用简称。

八、本志书主要采用公元纪年，解放前在朝代或年号

后均注明公元纪年时间。标点符号、简化汉字、数据用

法、计量单位等，采用国家正式公布的统一标准，力求规
J一
亨P．o





土地局局长：靳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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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邙山区为郑州市六个行政区之一，是于1987年3月

郑州市进行区划调整时，撤销了郊区后成立的一个新区。

它位于市区北面，因境内有岳山(群众称邙山)，故得名

邙山区。西与荥阳县广武乡接壤，东和东南紧靠金水区，

西南与中原区相邻，北濒黄河，与原阳县、武陟县隔河相

望。地处北纬34。36”一57”，东径1 13。27”一51”o南北宽约

15公里，东西长37公里，邙山丘陵属黄土丘陵亚区，地

势北依黄河，南缓北陡，沟壑交错，沟谷多呈“V”型或

“u”型，多干旱缺水，邙山区平原分布在京广铁路以东和

东风渠以西以南之间，是较为典型的黄河冲积平原区，属

冲积平原亚区。邙山区洼地位于贾鲁河以北和东风渠以东

的黄河故道，属冲积洼地亚区，为黄河滩区，地热低洼，

常年积水，面积约3．1万亩，有待垦殖。

超坐匡圭丝!垫亘塑羞2圣至：Z§垩友公里：．合349125．5
亩。其中耕地有142104．9亩，占总土地面积的40．7％；

园林面积有3963．6亩，占总面积的1．1％；林地面积4679

亩，占总土地面积的1．4％；居民点及工矿用地38082．3

亩，占总土地面积的10．9％；交通用地12390．7亩，占总

土地面积的3．5％；水域面积130570．2亩，占总土地面积

的37．4％；未利用土地面积有17334．8亩，占总土地面积

的5％o



2 概 述

土地是人类生存和生产的源泉，是人类社会赖以发展

的基础，是基本的生产资料之一，而土地所有制又极大程

度的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土地制度大致经过了原始社

会的氏族土地公有制弋奴隶社会的奴隶主阶级的国家土地

所有制、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半封建半殖民

地社会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阶级土地私有制、新

民主主义时期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土地公

有制等阶段。在旧社会，农村的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地

主、富农手中，土地成了他们剥削广大贫苦农民的资本。

贫雇农拥有极少的土地，不得不出卖劳动力，造成贫富两

极分化。

1948年10月，郑县解放。1949年1月，全县开展了

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给地主、富农阶级在政治上、经济

上以沉重打击。，为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d次年2月10日，

土改活动在全县展开，全县共没收地主和征收富农土地

93840亩。于1 951年1月到3月，全县又分两批在各乡进

行土地复查，并进行土地登记，共查出黑地11810亩，为

了彻底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于195 1年4月向农民颁发

了土地证，确定了土地所有权，广大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

主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结束了地主占有制和封

建剥削的历史，城市郊区所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一律

归国家所有，由市人民政府管理，连同国家在郊区所有的

其他可分的土地，都交由乡农民协会按照《土地改革法》

规定，统一的、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

使用。土改胜利结束后，为了让农民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