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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土地志·襄城县卷》业已修竣，即将出版问世。这是襄城县土地

管理工作史上的一大喜事o

《许昌市土地志·襄城县卷》以管理利用土地为主线，记述了襄城土地管

理工作的沿革。尤其对新中国建国以来襄城人民利用和整治土地的叙述更

详，是一部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世的地方性土地文献。它

对存史、资政、教化等方面，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的编纂出

版，将在今后襄城土地管理事业中起到大的作用o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人类社会

历史发展，无不与土地相关。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为封建

地主阶级服务，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广大贫苦农民则没有土地或很少土地。

这种土地制度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致使生产第一要素的土地起不到

应有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官、封”

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襄城县经过土地改革，结束了封建土地

所有制，实现了由农民土地所有制进而转为集体土地所有制。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体制改革的深入，普遍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

生产关系的合理改革、调整，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土地的潜力和效益得到

了充分开发和利用，并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人们对土地国情缺乏认

识，加上长期土地管理机构不健全，土地使用制度不完善等原因，襄城县建

设用地和农宅等用地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盲目性，乱占耕地与浪费、破坏土地

资源的情况时有发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重视珍惜和合理利用

土地，切实保护耕地。1986年6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把加强土地管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o 1989年5月，

襄城县人民政府成立了土地管理局，相继成立了乡(镇)土地管理所，为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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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行城乡土地统一管理、整顿用地秩序、土地

开发复垦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努力和探索，在维护

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调整土地关系及合理利用土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是，面对土地后备资源不足，各项建设用地又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必

须从坚持基本国策大局出发，把保护土地资源与经济建设用地这对矛盾解

决好。我们相信，前人在襄城这块土地上已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我们也一定能更好地利用这片土地，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许昌市土地志·襄城县卷》的编纂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建设工程。它的

成书，除编辑人员的辛勤努力外，还得到了襄城县委、县政府、许昌市土地局

及县直各单位及各乡镇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具体指导帮助。值此成书

之际，谨对为《许昌市土地志·襄城县卷》编纂工作做过贡献的所有同志及各

界人士，表示诚挚地感谢。

《许昌市土地志·襄城县卷》的编纂，历经艰辛，克服了资料不足、缺乏经

验等困难，始终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搜集了与襄城

县土地有关的资料近百万字，经过筛选整理，撰成近30万字的初稿。后经

反复评审修改，终于成书。但因土地管理历经沧桑，史料散失几尽，襄城县

土地管理局建立时间较短，土地资料积累有限，加之水平不高，书中差错或

遗漏之处在所难免，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襄城县土地管理局局长张正



凡 例

凡 例

一、《许昌市土地志·襄城县卷》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为指导，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全面真实地反映襄城县

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的历史和现状，为“资治、教育、存史”服务。

二、本志纵贯古今，重记当代，略古详今，上溯事物发端，下限断至1997

年底。亦有部分内容延至本志定稿。

三、本志利用语体文记述体。文中采用述、记、志、录等体裁，以志为主，

大事记以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图、表穿插文中。

四、篇目编排采用章、节、目结构，横列竖写，以章分类，以类系事。全志

设14章50节。资料翔实准确，突出地方特色、时代特点、专业特征。

五、计量单位，新中国建国前按照历史计量单位，不作换算；建国后按

《国务院关于我国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所记土地、耕地面积，一

般以当时统计部门数字为准o 1992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面积，只在土地利

用现状调查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农田保护规划中使用。

六、本志《人物》章，循生不立传惯例，对已故的在土地方面有重大贡献

者列传略；对健在有重大贡献、获省以上荣誉者及土地管理局历任正职列简

介；县以上(含县级)先进工作者列名表。

七、本志书中涉及文字较多的名称在各章首次出现时用全称，而后采用

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中国共产党襄城县委员

会”，简称“中共襄城县委”o凡涉及地名，依《襄城县地名志》(1987年版)确

定的标准地名为准o ．

八、本志所用现代资料主要由统计部门和业务单位提供；历史资料主要

来源于档案资料、新旧《襄城县志》、专业志、史书、专著以及口碑史料，成书

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九、某些有存史、备查价值的文件、文献等资料收入《附录》o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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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襄城县位于河南省中部，伏牛山系东麓，黄淮平原西缘。地处北纬33044’—34002’

和东经113022’一113045’之间，南北长38．9公里，东西宽37．2公里。东与许昌、临颍、郾

城交界；南与舞阳、叶县、平顶山市相连；西与郏县毗邻，北与禹州市接壤，隶属于许昌

市。全县总面积为916平方公里，耕地95万余亩。人口778700人，其中农业人口

730700人。辖城关、颍桥回族、颍阳、王洛、麦岭、紫云6镇，汾陈、双庙、范湖、姜庄、丁

营、茨沟、库庄、山头店、湛北、十里铺lO乡，436个行政村，935个自然村。

襄城县历史悠久，远在四千多年前就有先民在这块沃土上渔猎、农耕，繁衍生息。

春秋时称“汜邑”、“汜城”，属郑国。公元前540年归楚，楚灵王元年在汜之西北里许筑

新城，因周襄王避难曾居汜，故易名“襄城”。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设襄城县，属

颍川郡，至今2200余年间，隶属多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襄城县隶属许昌地区，

1986年划为平顶山市辖县。1997年8月划归许昌市辖。

襄城县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优越的土地环境，县境属华北地层区，黄淮海冲积平

原，呈山、岗、平、洼均有的地貌特征。县境西南部为连绵起伏的浅山区，有大、小山脉8

座，面积80．4平方公里，马棚山最高点海拔462．7米；西北部多丘陵，面积44．8平方公

里；中东部为平原低洼区，面积652平方公里，最低处海拔64．5米。地势西高东低，自

然比降为1／1600。境内有汝、颍两条较大河流和14条季节性河流，总长299．5公里，流

域面积685平方公里。地下水蕴藏丰富，东部平原强富水区占全县面积的48．4％，中等

富水区占26．6％。主要矿产资源有煤炭、石油、红石等。

襄城县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风。夏季高温多雨，年均气温

14．7℃，年均日照2281．9小时，无霜期217天，年均降水773．2毫米，时空分布不均，多

集中在7、8、9三个月。全县有褐土、潮土和沙、礓、黑土三大土类，分别占总面积的

48．57％、28．87％和22．56％，有6个亚类，24个土种，多为洪冲积与河水泛滥沉积形成，

耕性良好，易于粮烟生产。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大豆、红薯等；烟叶名优特产，

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故有“烟乡”之称。1958年8月7日，毛泽东主席视察时，赞誉：“你

们这里成了烟叶王国了”。 ’

襄城县交通方便，古有“九省通衢”之称。今漯宝、平禹铁路横贯全境；郑南、许南、

洛界三大公路干线纵横交汇于县城；乡村主干路基本实现了柏油铺设，四通八达。全县

市话、农话程控电话全部开通并入全国大网，实现了交换程控化，通信光缆化，传输数字

化，城乡一体化的通讯体系。资源丰富，环境优越，对土地开发利用十分有利。

t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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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万物之源，生存之本。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从奴隶主占有、帝王争夺、

诸侯割据、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外国入侵，到近代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及当今的改革开

放与经济建设，无不与土地相关。襄城大地上的土地所有制演变形式，同全国各地一

样，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奴隶主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所有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

民个体土地所有制和集体土地所有制。

公元前2l一16世纪夏、商实行“井田制”，春秋战国时期“废井田，开阡陌，任其所

耕，不计多少”，承认土地为私人所有。两汉推行“名田”、“限田”、“王田”。唐代实行“均

田制”。宋朝“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田田寿邸弟，莫为限量”，从此确立了土地私有制

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大量田地被地主阶级所控制。在

这种土地制度下，襄城地主阶级占有大量耕地，广大农民世代深受残酷的剥削，整年辛

苦劳动，难以维持生计。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平均地权

主张，后因国民党反动统治，未能实现，使土地仍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据新中国成立

初统计，襄城县地主、富农31197人，占有土地439801亩，分别占全县人口土地的8．

31％和31．9％；贫雇农222591人，有土地391760亩，分别占全县人口土地的59％和28．

4％。加之兵役、劳役繁重，水、旱、虫害侵袭，农村凋敝，民不聊生。民国31年遭受自然

灾害。外出逃荒要饭的就有22412户，94579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襄城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1949年11月

至1950年2月，全县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没收地主土地和征收富农土地共30余万

亩，使占农村总户数62％的贫雇农分得土地、房屋、耕畜、农具、粮食等生产和生活资

料，县人民政府对土地所有者颁发了《土地房屋所有权证》。至此，彻底推翻了几千年的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1953年县委、县政府

引导农民在农业互助组的基础上办起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实行“土地人股，劳地分配”

的土地所有权不变、使用权属集体的管理体制。1955年11月28日，双庙乡建立起全省

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次年元月全县成立53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土地、耕畜、

农具等生产资料作价人社，成为以社为单位统一经营，统一核算，取消土地分红，实行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集体所有制。1958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

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县建立12个人民公社，形成“政社合一”的农业经济体制。1961年

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全

县固定456个大队，2693个生产队，把土地、劳力、牲畜、农具固定到生产队，由队统一经

营，在一定程度上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

县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在土地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将集体的土地

承包给农户经营，实行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极大地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

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土地管理法》颁布实施后，襄城县土地管理在县委、县政府

的领导下，根据国务院和省、市的有关规定，对土地使用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在全县范

围内开展了国有土地使用权依法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和集体土地



概 述 3

“四荒一路”公开拍卖，使全县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得到了健康的发展。

解放后，襄城县在对土地保护、利用和开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就。

建国初期，实行土地改革，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爱地如命，视田为宝，深耕细作，

舍得投入。50年代，全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平原区治理河道、挖沟排水

治洼，修水渠、打水井、深翻改土；在山区筑水库、封山育林、治山改土，控制了水土流失，

对保护耕地起了一定的作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发扬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开展以治山治岗、洼地改造、平原方田建设为中心的土地整理运

动，实行田、水、路、林综合治理，实现了大地园田化，使全县的耕地面积有所增加，农业

生产条件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同时根据土壤、水源、气候、生态特点和经济技术条件，调

整春播、夏播、秋播，扩大复种面积，增加复种指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80年代随着改

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从过去农业单一开发用地，变为农、工、商、交通、能源、旅游、

服务等综合开发，使用地领域不断拓宽，土地利用价值越来越大，但乱占浪费耕地现象

也有所发展。城乡居民改善居住条件，一些村镇外延扩大，各项建设用地增加，加之人

口不断增长，出现了耕地面积及人均耕地大幅度减少的趋势。解放初期(1949年)全县

人口360654人，耕地面积1029800亩，人均耕地2．85亩。到1992年土地详查时．全县

耕地面积955582亩，人口增加到756717人，入均耕地1．26亩，人地逆向发展反差越来

越大，人均耕地大大低于全国和河南省人均水平。面对这一严重现实，中共襄城县委、

县政府非常重视保护利用耕地工作，多次研究制定措施，下发文件，要求乡(镇)企业、国

有企事业单位和农民个人建房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对一些非法占地的行为进行了严

肃的处理，对稳定耕地面积起了保障作用。同时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土地科技开发力度。

1982年，县政府成立农业区划委员会，用两年多时间对农业进行区划。把全县划分为五

个农业经济区：西南浅山粮、烟、林、牧区，西北岗丘粮烟区，中部平原粮烟区，东部南部

粮烟区，城郊粮菜区。并对各区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方向、土地利用作了全面分析、预测，

为发展襄城经济提供了科学依据。1992年县政府根据省、市土地系统的工作安排，结

合襄城实际，由县土地管理局具体负责，组织县、乡(镇)、村千余人的调查队，对土地利

用现状进行调查，通过调查、调绘、量算，编绘出成果资料。调查结果显示：全县辖区土

地面积为1375327亩，其中耕地面积955582．9亩，园地面积9848亩，林地面积18083亩。

非农业用地中居民点和工矿用地209637亩，交通用地49982．8亩，水域面积67496亩．

未利用土地64696亩，其它用地54176．51亩。通过全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为襄城的改

革开放，振兴经济提供了土地数字依据。1995年在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按照国家规

定，因地制宜的制定了襄城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1520块，保护面

积746760亩。其中，一级保护地面积584423亩，二级保护地面积162337亩。在保护区

内立牌栽桩，建立责任制。1997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11号文件精神，结合襄城实际，

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又进行了修编，对占用耕地采取占一补二的方针，严格控制占用耕

地进行非农业建设，使耕地得到了有效保护。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城区部分国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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