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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聂树人、张远广；第十章农业自然条件综合分区，刘胤汉、聂树人·

此外，!j参加野外调查、收集资料的还有吕文翰同志和本系七六级同学李建

祥、谭华松、马连生、赵晓峰和刘继俊等。

本志插图由唐守仁同志编设，邓大宏、。党根禄同志、省测绘局制图队张

先民同志及陕西教育学院李亲民同志清绘。本志所附的照片，．除调查编写人

员拍摄以外，一部分由商洛地区有关部门提供，一部分由古金海、赵国光同

志拍摄，÷在拖一一并致谢。本志由齐矗华、张远广同志任总编辑。

由予我们的人力有限，工作做得还不够深入细致，错误在所难免，希望

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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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地区概貌

第一节位置和面积

商洛地区位于我省东南部。东与河南省的灵宝、卢氏、西峡、浙川；东

南与湖北省的郧县、郧西相邻；西和西南与我省安康地区的宁陕、安康、旬

阳等县接壤；北、西北与我省渭南地区的潼关、华阴、华县、蓝田及西安市．

属的长安县毗连(见图1—1)。介于东经108。34720矿一111。1 725∥，北纬

330 2
7

30∥一349 247 40∥之间。东西最长约229公里，南北最宽约138公里，

总面积19293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9．36％。、在我省三市七地区中面积

居第五位①。在陕南三个地区中面积最小，约为汉中-地区的70％多，安康地区

的80％多。全区由商县、洛南、丹凤、商南、山阳、，镇安、柞水七县组成。

商县为全区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中共商洛地委和商洛专员公署

驻此。 (表1—1、’凌1～2)

表1一l 商溶地区与陕西其他地、市面积对照表

地、市 名 称 面积(平方公里) 占全省面积的百分比(％)

．———．——～， 一一i一一——‘———————————‘‘——————‘————+——‘———————’——·--‘————一。‘’商洛地区 ≯，29； I。： 9．36

安康地区 23，9：l 11．61

汉中地区。 27，244 13．22

：宝鸡地区 ， 18，657 9．05

威阳地区 14，168 6．87

滑南地区 18，035 8．75

延安地区 38，189 18．53

榆林地区 43，579 2l。14

西安市

铜川市

全 省

1．】9

O．28

lOO．00 ，

①陕西省民政局1972年资料

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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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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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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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商洛地区各县面积裹

县 名 面积(平方公里) 占本地区面积的百分比(％)

商 县 2，672 13．9

洛 南 7，、絷‘≮?i 2，啦j爨i
震．一
、4

．、l召．2

丹 凤
“i

’2。438‘
。’。 ’

12．6

商 南 2。307 12．O

山 阳 3，514 18．3

镇 安 、3，478 ■ 18．0

柞 水 ，， 2．322 12．O

j

r。第三节i 7厉史概i浣

。一、．行政区划的演变
’、

1。

，

、’据隋书《地理志》记载，，1“商洛修之名来源于商山、‘：洛水。

商洛的行政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沿革，在各个历史时期，随着政治，、经

济发展的需要，都曾有过一些调整。春秋时商洛地区属晋，战国时属秦。、秦

始皇统一中国后，其地是内史辖区的东南部。西汉时是弘农郡的组成部分，

东汉和曹魏时又属京兆郡管辖。晋泰始二年(公元二五七年)设立上洛郡。

北魏在境内设有洛州及上洛、上庸、苌和等郡。西魏大统三年(公元五三七

年)增设拒阳郡。北周保定元年(公元五六一年)撤销苌和郡和拒阳郡，宣

政元年(公元五七八年)把洛州改称商州。隋开皇三年(公元五八三年)撤

销上洛、上庸二郡，保留商州。大业三年(公元六。七年)撤商州，复设上

洛郡。唐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年)又撤郡复设商州，贞观元年(公元六二

七年)把商州划归关内道管辖，开元二十一年(公元七四。年)改属京畿

道，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年)撤州设立上洛郡，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

年)撤郡再设商州。宋初仍设商州，属永兴军路。金初属京兆府路，元光二

年(公元一二二三年)改属河南路。元代划归奉元路，明属西安府，清雍正三

年(公元一七二五年)升为直隶州，直属陕西省①②。

辛亥革命后，公元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废州府存县道，商县、洛南、柞

水(前称孝义厅)三县属关中道，山阳、商南、镇安三县属汉中道；公元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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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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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设

军
事
科
、

政
工

科
、

后
勤

科
，

均
为

正
营

级
，

其
性

质
、

工
作

任
务

和
隶

属
关

系
未

变
。

商
州
市
人
民
武
装
部

1950年
12月

，
商
县
人
民
政
府
设
立
民

兵
部

，
配
备
有

专
职

副
部

长
1名

。
1951年

1月
改

为
商

县
人

民
武

装
部

，
管

理
区

乡
武

装
，

维
护

地
方

治
安

，
动

员
民

兵
参

军
参

战
。

1954年
9月

，
改

称
商

县
兵

役
局
，
隶
属
商
洛

军
分

区
。

19鼹
年

9月
，

商
县

兵
役

局
撤

销
，

恢
复

成
立

商
县

人
民

武
装

部
。

196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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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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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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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放

军
商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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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武

装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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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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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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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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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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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为
今

名
。

1996年
4月

收
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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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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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
南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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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装
部

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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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

南
县

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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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成
立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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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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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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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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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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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成

立
了

洛
南

县
人

民
武

装
部
。
1954年

8

月
，

洛
南

县
人

民
武

装
部

改
为

洛
南

县
兵

役
局

，
同

时
撤

销
区

人
民

武
装

部
。
1958

年
8月

，
奉
陕
西
省
军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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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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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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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

1966年
11月

，
陕
西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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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县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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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部
改
称
为
“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陕
西
省
洛
南
县
人
民

武
装
部
”
，

隶
属
关
系
未
变
，
设
组
训
科
、
政
工
科
和
后
勤
科
。
19嘶

年
5月

，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陕

西
省

洛
南

县
人

民
武

装
部

改
归

地
方

建
制

，
称

陕
西

省
洛

南
县

人
民

武
装
部
，

为
副

县
级

单
位

，
设

军
事

科
、

政
工

科
和

办
公

室
。

1996年
4月

，
陕

西
省
洛

南
县

人
民

武
装

部
收

归
军

队
编

制
，

称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陕
西

省
洛

南
县

人
民

武
装
部
，

设
军

事
科

、
政

工
科

和
后

勤
科

，
受

商
洛

军
分

区
和

中
共

洛
南

县
委

、
县

人
民
政
府

双
重
领
导
。

．

丹
凤
县
人
民
武
装
部
1950年

12月
，
根
据
商
洛
行



九三五年即民国二十四年，于商县设“第四专员公署行政督察区" (系伪十

九绥靖区)，辖商县、洛南、商南、镇安、柞水、山阳六县。之后，国民党

为了加强统治，又在龙驹寨(今丹凤)。成立设治局。

一九四九年全区解放③。解放初期本区属陕南行政主任公署第二分区，

辖商县、洛南④、商南、丹凤⑤、。山阳、镇安、柞水七县。一九五。年五月改

’设陕西省商洛地区专员公署(简称商洛专区)，仍辖上述七县。一九五八年

人民公社化运动，十一月市县调整后。辖商县、洛南、商南、山阳、镇安五

县(图1—1)}一九六一年十月，丹凤、柞水建制恢复。一九六六年四月

’二十八日将镇安县的太平、紫荆两公社划归安康管辖(表1—3)。、一九六

九年改为商洛地区，辖今属七县。一九七五年7县共有52个区，4个镇，

{351个公社，2751个大队，15370个生产队(表1—4) (见图卜一、1)。

’

表1—3 1958、1965年各县行政惬划表

1958年
‘

1965年
县 名

公社(个) 大队(个) 镇(个) ，公社(个) 犬队(个)
●

商 县 13 69 1 61 616
十

洛 南 9 60 +1 57 508

山 阳 15 71 1 63 494

一r，

丹 凤 43 312

商 南 9 70 1 35 172

镇 安 20 102 60 418

柞 水 36 207

合计 66 372 4 355 2727

①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资料。 ，．

②据清光绪三十四年乐群社《大清帝国舆地分图》，本区当时辖属于西安府的孝义厅(今柞水)和

蓝田县的一部分，以及属于商州的镇安、洛南、山阳、商南等县。
‘

‘③洛南(1949年5月2Q日)、龙驹寨(今丹风)_(1949年分月1日)、山阳(1949年6月26日)、商

县(1949年7月12日r)，商南(1949年11用3日)、镇安(1949年11月21日)、柞水(i949年11月
。 ／

24日)。 ，一

”～。

④解放初曾将洛南县北部五个乡划归华县管辖。

⑤解放后，194睥分出龙驹寨以及原属商县．山阳、洛南三个县的11个乡，成立了丹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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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1975年j各县行政区铷裹

商县

洛。南。
山 阳

丹凤

商南j一：

镇安

柞水

合计

617 — 1 3，219

507 1· ，l 2，515

I+ ‘’1，674

2，126

1，198

15，408

二、革命斗争历史
、‘

商洛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自_九二八年渭华暴动，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

放，二十余年间，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曾在商洛地区“九进八出"，

同国民党统治者进行多次英勇的斗争．。

自一九二八年工农革命军途经洛南，就在商洛山区撒下了无产阶级革命

的火种。
．．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徐向前同志率领红四方面军从湖北黄安来到商洛，

途经商南、丹风竹林关和商县夜村、杨斜及柞水等地，向西南挺进。

一九三三年五月，=；cll志丹同志率领红二十六军南下商洛，经洛南保安、

商县铁炉子等地。
“

1原活动于鄂豫皖边区的红二十五军，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工农政府的战略

部署，为配合主力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作为先遣力量，．于一九三四年九

月，在徐海东同志的率领下，从河南罗山地区出发，途经卢氏首先进入洛

南。红二十五军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红色政权"的战略方针，创立了

以商洛山区为中心的“鄂豫陕游击根据地"。一九三五年，红二十五军先后

解放了镇安、柞水、洛南县城和龙驹寨等地，相继在山阳县的漫川、湖坪、自

马塘、袁家沟口，镇安县的茅坪、潘家河，柞水县的红岩寺、西沟，商县的

北宽坪，丹凤县的桃坪、峦庄、庾家河。．灰池子、刘家花屋、梨园岔，商南县

的两岔河、七盘磨、赵川等处，建立了八个区、三十一个乡、三百一十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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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苏维埃红色政权。i属时，、又组织人民开展地方武装斗争，在商洛各地进
行革命活动。这些游击队，后来合编成立了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a

t一九三五年七月，红二十五军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迎接主力红军，从

商县西北部出发，越过终南山，向甘肃方向挺进。

红二十五军主力走后，红七十四师继续留在商洛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直

至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奔赴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时期，㈡于一九三九年建立了商洛地区共产党地下组织0商洛人

民又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地抗日救亡运动，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

了坚决斗争。 。

月

__

～九三九年，在党的领导下，于商县、丹凤、山阳等县边界山区组建了

一支地方武装。这支革命武装力量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循跃在商洛山区。
解放战争时期，一九四六年四月成立了申国共产党陕西省“商洛工委指

挥部’’。同年六月底，李先念同志率领新四军第五师由中愿胜利突围进入陕

南，建立了陕南游击根据地：并子，，＼月底在李先念同志亲自主持下，在丹风

峰七沟正式成立了“鄂豫陕军区∥，下设五个零分区。鄂豫陕第二军分区和

洛卢县，此时也相继在丹凤的蔡川王家屋场成立。这时，商洛地区武装力量

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九四七年解放战争进入了全国性的战略反攻阶段。同年八月，我军四

纵十二旅韵部分主力由山1西南下，。进军至茼洛与趣方游击队配合¨曾先后解

放了商南、⋯山阳、镇安等县城，中共商洛地委和商洛军分区也相继在丹凤峦

庄成立，’并在商南的耀岭、赵川，山阳的枣树坪等地建立县政硪此后，游
击活动不断胜利发展，人民武装力量不断扩大，直至·九四九年全区解放。

从此全区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沿着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奋勇前进①②⑧④@9：

①《九进八出》，商洛报社，1961．

②《商洛地区兵要志》，商洛军分区，197l。

③《陕西省地图集》，陕西省民政局，1976．

④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资料。 +。

⑤裔洛地区计划委员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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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人，、 口

一九七五年全区共有人口’i，980，549人，比。丸四九年增长62．4％，。

约占全省人口总数的7。86％。在全省三市七地区中，人口总数仅多于延安地

区和铜川市，居第八位；入口最多的渭南，咸阳、汉中三地区分别为商洛地

区人口的2．25倍、2倍和1．6倍。从商洛各县来看，商县人日最多÷柞水最

少，二者人口相差达3倍以上，丹江和洛河流域各县集中了全地区人口的

63％。

商洛地区有汉、回、蒙i壮、藏、苗、哈、维等九个民族。汉族最多，

达1，972，956人，约占全区总人日的99．6％；少数民族共计7，的3人，约占全

‘箧总人口的Q．4％；少数民族中回族居多，、达7，541人，主要聚居在镇安县西

口区的茅坪，程家，西镇公社，以及米粮区的熨斗公社。其他少数民族居住
一

分散。

商洛地区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03入，低于全省平均数，大于陕北

的延安和榆林地区，，小于其他地’市。在陕南三个地区中，平均人口密度小

于汉中地区，略与安康地区相等。议各县情况看，商县、洛南入口密度最

大，每平方公里超过150人；柞水最小，每平方公里60人；其余各县介于7 o

一99人之间。农业人口占各县人口的绝大部分，多数县农业人口占人口总

数的95％以上(表1—5)。

表1—5。商-洛地区1949—1975年农业人口百分比变动表

年代 商县 洛南 山 阳 丹凤 商南 镇安 柞水 全区

1949 98．O 97．6 9S．5 95。O 98．良． 98．5 ． 97．2 96．1

1958 96．6 97．2 96．9 96．7 94．6 97．3 9§．7． 96．6

1965 95．O 97．7 97．O 97．5 96．2 97．6 97．7 94．1

1972 91．O 95．O 97．O 98．O 96．1 97．O 96．O 95．7

1975 92．1 94．8i i 97．2 97．6 96．3 97．2 96．2 95．9

，
，

’
‘

各县人口在地域分布上很不平衡，总的趋势是川塬、浅山人口多j深山=一̂
。_

区人口少。秦岭、蟒岭、流岭、鹘岭、新开岭、郧西大梁北俱J以及镇柞西部一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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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带。区内岭谷交错，气候的区域差异和垂直差异明显卜是我省一个季风

性山地气候区域，为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夏

秋洪涝、春旱、1伏早、冰雹，：晚霜冻和秋封等，常给当地农业和多种经营带

来严重危害，需要采取综合有效措施进行防治，保证农业高产稳产。：．

河流众多是本区地表结构上的明显特点。全区河溪沟谷有72500多条，

集水面积在l oo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溪达60多条。除洛河水系属黄河流域外，

其他水系均属长江流域。各河系的共同特点是：河网密度较大，左岸支流

长，流路弯曲，宽谷峡谷相间，河床比降大，可资利用的水能水利条件优

越。全区河流多年平均总水量64．46亿立米．是我省径流资源比较丰盈的地

区。河流补给主要依靠雨水，在降水变率较大、植被破坏较严重的环境影响

下，洪枯流量的年内和年际变化显著，而且水土流失严重，这些都是利用当

地河水资源时必须注意的。

万山丛中，地下宝藏丰富。已发现的矿产除放射性元素外，有40余种，

产地600多处。金属矿产中，以铁、锰、钒、铜、铅锌、钼、镍、钨、汞、锑、

金等为主；非金属矿产中，以煤、水晶、蓝石棉、萤石、白石棉、白云岩、

磷、云母、大理石、重晶石、钾长石、石灰石等为主。丰富多采的矿产资源

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在复杂的气候、植被、地貌以及人类经济活动综合条件影响下，区内土

壤和生物资源种类繁多；这里既有大面积的褐土(板土)和黄褐土(黄泥土)，

又有大面积的山地棕壤(山地石楂土)和黄棕壤(山地灰泥)，有利于农业和多

种经营的发展。广太山区人民结合治山治水和农田基本建设，改良红胶泥、淤

沙地、烂泥田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i。 ； _、 ，，

全区既有多种暖温带有用植物，也有大量亚热带经济植物。油松、．华山

松、马尾松、梅木、：．冷杉、油桐、乌桕、棕榈、茶、油茶、樾桔，，核桃、板

栗、：漆树、柿树等，都是较重要的经济林木。淀粉、一油料、．纤维、药材等特

产近千种，。野生动物中，既有珍贵的稀有鸟兽如羚牛、苏门羚、锦鸡、长尾

雉等，又有皮毛和药用簧类如黑熊、林麝、豹、狐、狼、獾等。在毛泽东同志关

于“商洛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的号召下，商洛人民不仅积极发展以核桃为

重点的经济林术语也大力营造用材林和薪炭林，努力开展南树北移、南药北

引、野药家种、保田护林、，狩猎以及保护生物资源活动，有力的促进了山区

建设o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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