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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此乃为中华民族一大优良传统。<镇平县土地志>的编纂工作，

始于1996年10月，是在河南省、南阳市土地主管部门的指导下而开展的一项

全新工作。<镇平县土地志>的问世，承蒙各级主管领导部门．以及社会各界人

士的大力支持，更赖于参与修志的同志们不辞艰辛、孜孜以求，终于在文献资

料不足、编辑人员少、修志起止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两度寒暑，六易其稿，完成

了38万余字的宏篇巨著，为镇平文化宝库增添了二块绚丽的瑰宝。值<镇平 ·

县土地志>脱稿面世之际，我谨代表镇平县土地管理局全体干部职工向为<镇

乎县土地志》呕心沥血做出积极贡献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和从事

<镇平县土地志》编纂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命脉。土地资源。又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无可

替代和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而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益如何，均与社会制度和

土地使用制度息息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受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的

束缚，土地资源多为地主阶级占有，农民则处于少地或无地境况。这一土地权

属和土地使用制度现象，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土地资源综合利用

率不高，影响了农业和非农业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土地使用

制度变革，土地资源的利用价值进入了全新发展时期。50年代初期，经过土

地制度改革，结束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1956年，

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变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变劳动群众集体土地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下的集体土地所有制。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经济

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改革了农业土地使用制度。农村普遍实行了“土地

所有权归集体，土地经营权归农户”的双层经管体制，土地权属和经营权属明

晰。这种土地经管方式的实施，既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又合理地调节了农业

和非农业建设用地新格局，使有限的土地资源在整个国民经济和县域经济的

发展中，发挥出巨大的动力和活力。

土地管理和资源保护历来有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由于社会制度^

9



2 序

不同，加之战争迭起，自然灾害频仍，官府对土地保护很少问津，致使大片土地

废弃或荒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重视土地管理工作，相继建立

健全了土地专管机构，不断加强对土地的管理，土地资源的利用价值明显提

高。但在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执行过程中，人们受“地大物博”的旧意识和“职

能分散，政出多门，重复管理”的影响，违法占地和滥用耕地现象时有发生。70

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县内无计划建设用地、无规划住宅用地现象日甚，致

使大量土地被无故占用，土地利用格局失调，土地资源浪费现象较为严重。

198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后，土地管理工作纳入了

有法可依轨道。同时，为强化土地管理工作，县、乡、村三级土地专管机构随之

健全，在维护土地公有制下的开发、利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面对

人均耕地1．14亩和各业争地日益突出及后备土地资源严重不足的基本县情，

镇平土地管理这一千秋大业，光荣而艰巨，任重而道远。因此，“珍惜土地。保

护耕地，造福子孙后代”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又是党和人民赋予

土地管理部门的一项艰巨而又神圣的使命，岂能任其事湮!坚信，在中共镇平

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镇平土地管理事业必将

取得丰硕成果。在这块1490．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必能保障镇平92万人民

“吃饭与建设”的协调发展。

资治、存史、教化是志书的主要功能。‘<镇平县土地志》是集一方土地史料

之大全，又是一部史料翔实、内容丰富的乡土教材。面世后，将使本县多一历

史信息库，为各级领导和决策者察昔、知今决策有据提供了佐证。既是镇平各

界人士多一份乡土教材，又是客居异地他乡的镇平桑梓和关心支持镇平发展

的有志之士多一沟通信息的桥梁。同时，以本土历史激发爱憎，惩恶扬善，增

进了解，共谋发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将发挥一定的有益借鉴作用。

<镇平县土地志>虽已问世，但因近代、现代史料残缺，当代土地管理政出

多门，造成土地档案资料保存完好无几。又因镇平县±地管理局建立时间晚，

涉及土地管理的资料存量有限，加之视野狭窄，遗漏与谬误在所难免，诚请读

者指正，以便续修匡正。

镇平县土地管理局局长牛天顺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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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

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力求全面、准确记

述镇平县土地资源的利用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二、时限：上溯事物发端，下限1995年。且遵详近略古的原则，重在记述

建国以来县内土地资源的变化状况。特殊情况，时间则下限至1996年，如概

述、机构设置、土地监察等。
‘

三、体裁：采用述、记、志、录、图、传并貌，以志为志，突出志体，按章、节体

编排。 ．4

四、表述形式：以事分类，设序、凡例、概述、大事记、志、附录、编后记。全

志为章、节体，章下设无题小序，序下设节。辅以图、照片、表格随志所需设置。

五、立足专志：本志是一部部门专志，有其特定方位，有其空间的限制。所

录史料，以土地分类为主，兼顾土地资源分工，横分门类，纵记史实。故重点突

出一个“土”字，不受其它事物影响和限制，力戒“上犯旁侵”之忌。

六、记述方法：以横排竖写为主，个别内容根据篇目设置所需，则纵、横结

合。尤其是处理共性和个性方面的资料，采取重复互见，随事带叙，但各有侧

重加以详叙。此外，对弃而可惜又无法贯通志书的资料，则归大事记或附录中

揽承。

。七、立足文体：本志表述采用现代汉语规范的语体文，只记事物发展始末，

不做评述，寓观点于史料之中。其中，概述采用有叙有议，叙议结合。

八、时间、数字表述：中华民国前，用朝代纪年，采用汉字，加括号阿拉伯数

字相对照。如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中华民国之后，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如民国37年(1948年)。

建国前数据，均摘录于旧志。建国后的志中数据使用分3个时期。1949

至1991年，均采用县(统计年鉴>数据；1992至1994年，采用“土地详查”数

据；i995至1996年，采用“土地变更”后数据。包括纪年，按照国家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使用。故

凡表述数量的，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包括部队番号)，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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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使用汉字。

九、机构与县辖政区名称、地名使用称谓：机构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简

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共镇平县委员会，简称“建国后”、“县委”、

“县政府”。其中。“解放”一语，意指镇平解放时间，如1948年5月等。县、乡

镇、村三级政区称谓，均以各时期命名称谓引用，以时为序记载，如地方、保、

区、公社、乡镇等。

+、标点符号：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

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规定为依据。

十一、资料：所录资料，均来自各级档案馆，历代旧志和有关部门及知情人

员提供的口碑资料，均经考证，故在编纂时，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十二、附录收录内容：主要记载归之无类的重要综合资料。附录中所收文

献，均系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文献，故采取全文照录，不妄加删改，保持文献原

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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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镇平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阳市西北侧。东邻南阳市卧龙区，南界邓州

市．西与内乡县相接，北同南召县毗邻。地理座标位置介于东经111。58’～

112。25 7、北纬32。2l 7～33。21’之间。县境东西长42公里，南北宽53．8公里。

1992年土地洋查结果表明，县域土地总面积为1490．3平方公里，分别占河南

省、南阳市总土地面积的0．9％和5．6％。

镇平建置历史悠久，沿革多变。夏、商、周属吕国境。汉、三国魏设涅阳、

安众二县。唐置安固、深阳二县。金初，置阳馆镇。金正大三年(1226年)，始

置镇平县至今。县政府驻城关镇，历为全县行政中枢，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

心。1996年，县辖7镇16个乡，有409个村民委员会6个居民委员会5100个

村民小组。城乡居民户237730户923921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25人。

境内有19个民族，分别属汉、回、蒙古、满、壮、藏、维吾尔等民族。其中，汉族

占全县总人口的95．26％，其他18个民族占4．74％。

镇平县土地管理局成立于1996年2月，为县人民政府派出的行政执法机

构。辖城关、石佛寺、晁陂、贾宋、侯集、老庄、卢医庙7个建制镇土地农房管理

所和城郊、柳泉铺、遮山、二龙、四山、高丘、王岗、曲屯、枣园、马庄、黑龙集、张

．林、杨营、郭庄、安字营、彭营16个乡土地农房管理所。 ．

县境地形复杂，山、丘、平兼而有之，为县境地貌主要特征。地势北高南

低，大体呈条状自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自然形成山区、丘陵、平原3种地形，

约各占县域总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其中，北部山区土地面积60．7万亩，占

全县总土地面积的27％；中部丘陵区84．8万亩，’占总面积的37．2％；南部平

原区79．2万亩，占总面积的35．3％o山区海拔高程300至1665米；丘陵170

至300米；平原为125至170米之间。

县境河流属长江流域唐、白河水系，有大小河流19条，较大河流有赵河、

严陵河、潦河，全年径流量约3．45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为4．32亿立方米。

其中。地表水3．45亿立方米，地下水0．87亿立方米，人均480．6立方米，亩均

397．6立方米。地下水属重碳酸盐类型。PH值在7．1至7．6之间，矿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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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至0．3克／升，水质好，适应人畜饮用和灌溉。河流之间，分割成扇形冲积

地况，形成大面积肥沃土地。 ，

县境属北亚热带温暖半湿润气候，受季风转换影响，寒往暑来，四季分明。

北有伏牛山脉的五朵山为屏障，最高处海拔高度为1665米，东南部地势大降，

最低处海拔高度为125米，大体形成一背风向阳倾斜面，气候温和，光照充足。

全境年均气温14．5℃至15．6℃之间，日照2013小时，无霜期230天左右。年

均降雨量709．5毫米，对农作物和其它动、植物生长有着十分有利条件。

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已查明植物类767种；野生动物类29种；有开采价

值的矿产品19种。

境内交通十分便利，焦枝铁路斜穿县境11．32公里；312国道横贯县境东

’西；207国道纵穿县境南北。县城至各乡镇均有公路相通，构成四通八达的公

路网。

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为镇平县的繁荣昌

盛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镇平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步伐加快，城乡建设日新月异，经济发展速度

较快，成为南阳市乃至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强县之一。1990年，被中共南阳地

委、行署命名为综合改革开放示范区。1992年，又被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定

为全省18个综合改革开放特别试验县之一。

境内地域面积幅员辽阔，土地资源丰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和后，县

先后4次开展了土地面积调查，为科学利用土地。开发土地提供了翔实依据。

但由于各时期的调查手段、目的和测算技术上的差异，全县各时期的土地总面

积不尽一致。 ：

民国20年(1931年)，县地方自治委员会十区办公处清丈全县土地结果，

县域总面积4925方里(每方里540亩)，折合土地总面积2659500亩。1982

年，综合农业区划调查结果，县域总面积1500平方公里，折合土地总面积225

万亩。1984年全县土壤普查结果表明，县域总面积由以前的1500平方公里

降至1491．1平方公里，减少8．9平方公里，土地总面积由以前的225万亩降

至2236704亩，减少土地面积13296亩。1992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结果，县域

总面积1490．3平方公里，较以前的1491．1平方公里减少0．8平方公里，土地总

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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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与以前的2236704亩相比降至2235446．5亩，减少土地面积12575亩。
’

土层土壤资源结构合理。土类、土属分类明晰。1959年县开展的土壤调

查和1984年南阳地区土壤普查专业队对县境的土壤普查结果表明，县内不仅

有大面积的与生物气候带相适应的地带性黄棕壤与棕壤土，而且还分布有区

域性的砂礓黑土、潮土、水稻土、紫色土壤，以及由此产生特定的土壤属性而划

分为6个土类12个亚类、31个土属、93个土种。县境土壤类型虽然繁多，但

在分布上具有明显规律性。黄棕壤土类总面积有1285616亩，占全县总土壤面

积的69．29％。其中，耕地面积10572亩，占总耕地面积的56．41％，主要分布

在县城北部的山区和中部丘陵地带。砂礓黑土类总面积有504754亩，占全县

总土壤面积27．21％。其中，耕地面积50311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1．6％，

主要分布在县城北部的山区和中部的丘陵地带。、棕壤土类总面积为3605亩，

占全县总土壤面积的0．19％，全为林地。分布在海拔1100米以上的二龙乡

五朵山周围的山林地带，其下限同粗骨性黄棕壤亚类相接，主要分布在县城北

部的山区地带。、水稻土类总面积2640亩，占全县总土壤面积的0．14％。其

中，耕地面积2640亩，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0．2％，主要分布在自然水源丰富

地带。潮土类总面积为24443亩，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13．2％。其中，耕地面

积23075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1．83％，主要分布在赵河、潦河、严陵河的两

侧地带。

县境土质资源良好，土壤肥力较高，并具有十分明显肥力特征。据南阳地

区土壤调查专业队1984年在镇平采集的各种土壤类型的表面层农化样品的

1315个(其中，耕地1239个，非耕地76个)剖面诊断样品86个共258个层次

化验结果表明，全县土壤PH值在7至7．5的中性土壤占全县土壤总面积的

43．03％；PH>7．5的微碱性土壤占土壤总面积的56．97％。其养份含量为：

有机质含量在2．5％以下，平均值1．26；含氮量64PPM，属中等水平o．速效磷

含量(P2 03)在1．78至47PPM之间，平均9PPM以下。其中，高丘乡仅含

‘4PPM，为极度缺磷乡。速效钾(K：O)含量在‘58至325PPM之间，平均

199PPM。其中，城关镇为244PPM之间，城郊乡、马庄乡、张林乡、晁陂镇、枣

园乡、曲屯乡等乡镇为233至222PPM之间。侯集镇为154PPM，含量最低。

(三)

土地资源调查，是综合开发土地资源的前提，土地利用现状详查，是科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