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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具有存史、资治、教化、备查、科研之功能。故古人说“治天下者以

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作为“辅治之书”，历朝均有编纂。在

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郸城县土地管理局组织编

纂郸城县第一部土地志书——《郸城县土地志》，不仅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

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此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必将为郸城

县土地管理事业留下宝贵的财富。

“为政之首，首在足食”，食足在地，地当珍惜。以农本文化为主线的中

华文明史，深深植根于土地。五千年的大地，写满了争夺、开发、管理土地的
历史。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土地制度几经变革，虽然都对当时的社会经

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土地资源的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实现土地

公有制后，防止了两极分化，但计划用地、合理用地还没能完全实现。

1987年，郸城县成立了直属县政府领导、统管全县土地和城乡地政的土地

管理局，有了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土地管理事业，土地管理在内容和方式上都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郸城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后，认真贯彻落实“十分珍惜合理

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强化土地资产、资源管理，强化执法监督、检查，查处滥用土地和非法

占用耕地，耕地锐减的势头得到了遏制。经过了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地籍调

查、确权发证、地价评估等基础工作，建立了土地、耕地基础性管理及土地统

计报表制度，理顺了土地后备资源开发、复垦的管理体制。土地使用制度的改

革也在稳步前进，节约用地、保护耕地的意识日益深入人心。特别是国家土地

管理局创造性地提出的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跨世纪战略目标，为郸城县土

地管理事业各项工作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展开了崭新的里程。在这种形势下，

全面系统地整理古今土地制度，分析土地资源利用和管理现状，对保护和合理

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加速改革开放进程，促进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和深远的历史影响。郸城县系1952年析鹿邑、淮阳、沈丘三县部分地域而置。

古无记载，今乏资料，首次编志·，其难可见。然而，编志人员不言辛苦，克服

困难，足涉鹿邑、沈丘、淮阳、周口、商丘等地及郸城所辖各乡镇、县直有关

单位，查、‘访、问、阅，斟酌去取，求实存真，整理撰写。稿经几易，历经岁



余而蒇事。

((郸城县土地志》一经面世，对郸城人民了解郸城的土地历史和现状，贯

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加强政府对

土地统一管理，发展社会经济，造福郸城人民，可望能有些许帮助，亦不违我
裨政利民之初衷。

值此《郸城县土地志》出版之际，对在编纂过程中，给予关怀和指导的各

级领导及支持过它的有关单位，尤其是编纂工作人员顺致谢意。悃请各界人士

对本志出现的纰漏及讹误不吝赐教，以利续修。

郸城县土地管理局局长
刘广玉

郸城县土地志编纂领导组组长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五日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继承历史、反映现实，

服务经济建设、有益后世为宗旨，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郸城县土地资源、资产管理的历史与现状，广征博采，贯通

古今，详今略古，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郸城县土地管理局

建立后的情况，上限至有史可稽，下限至1996年底。1997、1998年的重大工

作，用大事记补记的办法列入附录。区域概况中气候部分下限为1990年。

三、篇目设置 采用章、节、目、子目结构，序码统一使用汉字数字排

列，子目以下采用阿拉伯作序码，章节标题，以事命题，不加标点。

四、表述形式利用语体文记述体，文中采用述、记、志、录、图、表等

体裁，横排纵写，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以事分类，按时间顺序记述。大

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概述冠于首，附录缀于后，章节起处一

般有前言，叙其梗概，揭示其规律。

五、本志称谓用第三人称书写，记述历史朝代、政府机构、部门、会议名

称首次出现时均用全称，重复出现时采用约定俗成的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静， “郸城县人民政府"简称“县政府"。历史记

元、地理名称等依照历史习贯称号。

六、1952年8月建县，建县前称今郸城县辖区为境内或境域。

七、本志资料大部分来源于县档案室的文书、档案及专业志和有关部门提
供的专题资料，一部分来自鹿邑、淮阳、沈丘的史志资料，为节省篇幅均不注
明出处。

八、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除必要时使用繁体字或拼字外，均使用规

范化汉字。

九、本志所记土地总面积为1989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面积，耕地一般为当

时统计面积，土地利用规划、基本农田保护区使用的耕地面积为1995年变更调
查面积和年度统计面积。

十、本志数字的使用遵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1987年2月1

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的使用办法的试行规定》。度量衡单位采用1984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某些历史资料上所使用的旧

计量单位仍照录，一般不作折算。必须与现行计量单位换算的，在旧计量单位

后()内换算。

十一、时间表述历史纪年采用传统纪年与公元纪年两种方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之前的纪年，先书写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的方法。民国之前纪年

用汉字书写，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如光绪十九年(1893年)，民国2

年(1913年)．著名事件日期的写法不加引号，中间也不用园点，如六二五土
地日。

‘

十二、本志志首设郸城县政区图、郸城县土地利用现状图，其它图、表和

契证随文分散设置。表格按章编号，说明排于表体之下，转页续表，标有横目

和续码。

十三、某些有存史、备查价值的文件原文或文题等资料不便归卷，收入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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郸城县位于河南省东南边缘，隶属周口地区。为黄淮平原中的豫东平原。地处北纬

33。25’"-'33。49’，东经115。00 7～115。38’。县境东西长58．9公里，南北宽43．5公

里，总面积为1490．039平方公里。1996年全县总人口120．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13．5万

人。辖城关、吴台、宁平、南丰、白马、宜路、钱店、汲冢8镇和城郊、虎头岗、汲水、

张完集、丁村、双楼、秋渠、石槽、东风、巴集、胡集、李楼12个乡。境域北与鹿邑毗

邻，西与淮阳搭界。南依沈丘，东部及东南部与安徽省的毫州市、太和县、界首县接壤，

县城是窄轨地方铁路许昌～郸城的终点，商丘～临泉、漯河～双沟的干线公路在县城交

会，县乡公路四通八达，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从郸城境内发现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多处。考古证明，早在四、五千年前就有人

类在这里生活、劳动、繁衍。西汉时，境内置二县：宁平县(治所在今宁平镇，古称宁

平城)、宣禄县(治所今宜路集)。东汉建武二年(26年)，光武帝刘秀之妹刘伯姬被嘉

封为宁平长公主，封疆于陈国宁平(今郸城县宁平镇一带)。隋开皇六年(586年)置郸

县(治所郸城集)，唐乾封元年(666年)废。宋、金设郸城镇。民国3年(1914年)，鹿

邑县在郸城集设县佐，至民国19年(1930年)废。1952年8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析鹿

邑、淮阳、沈丘部分地域置郸城县。

郸城县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微缓倾斜，坡降为1／7000，且南、北部较

高，中、东部稍低，略呈向东南开口的簸箕形浅平洼地，为黄河大冲积扇平原区，属暖温

带半湿润性季风气侯区。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季风转换明显，节令性强，无霜期长，

年平均气温为14．6℃，年均降水738。6毫米。具有“冬长寒燥雨雪少，夏季热湿雨集中，

春季多风常干旱，秋季睛丽日照多”的季侯特征。境内有中小型河流297条，其中，流域

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12条，主要河流有黄泛冲、蔡河、黑河、清水河。地下水富

集，水质较好，开采方便，是人畜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农业灌溉的主要来源。土壤多为

非地带性潮土和砂姜黑土。农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经济作物有棉花、烟叶等，耕作

为二熟制，属典型的农业区县。1987年被国家列为第一批商品粮基地县。

郸城县自1952年建置以来，土地制度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联产

承包四个阶段。土地改革开始，境内各区、乡分别在鹿邑、淮阳、沈丘三县领导下进行

的·建县时，正值土改复查阶段。经过土改全县共没收征炊地主、富农的多余土地52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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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分给了贫农和雇农，从此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

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1951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号召下，

境内农民在自愿互助的原则下成立了互助组。于1954年底，全县农村63．7％的农户实现了

初级农业合作化。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劳地分配”的管理体制，土地所有权仍归农

民私有，使用权属集体所有。1956年初，全县农村由初级社转入高级社，实行土地入

社，统一经营。取消土地分红，采取按劳分红。至此，农民的个体所有制逐步改造成为劳

动群众集体所有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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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农村人民公社化。1962年，中共中央颁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强调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对土地、劳力、牲畜、农具固定到生产队，对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这个时期的国有土地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国有土地使用

者以划拨方式获得使用权，形成了无偿、无限期、无流动的土地使用制度。1980年，中共

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土地所有制不变的情况

下，将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民经营和耕种。这种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是集体土地使用制

度的重大变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进入90年代，根据(-I-_地管理法》“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

让”的规定，郸城县主要是对国有土地使用制度进行了改革，开展了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

和转让，并允许受让方依法出租和抵押。继而实行了变国有土地使用权无偿、无限期、无

流动的制度为有偿、有限期、有流动的使用制度，建立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由国家垄

断，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郸城县的总土地面积中，耕地所占比重较大。根据统计数字，1952年建县时全县总耕

地面积为118973．3公顷。1962年“四固定”时的耕地面积为109953．3公顷。1982年进行了

郸城县以来的第一次土地概查，查出全县耕地面积为116697．2公顷。由于当时的测量工具

和方法比较落后，所计耕地面积都不精确。1989"-"1990年开展的土地详查利用了现代化的

测量手段，测出了郸城县有史以来较精确的耕地面积为109871．87公顷，占郸城县总土地

面积的73．72％。到1996年底全县耕地面积为109252．5公顷。

解放初期，农民对于分得的土地十分珍惜，但由于历史上受黄泛影响，废弃的碱沙

地、槐草地、荒沙滩随处可见。从1952年开始进行土地整治，经过深翻改土、翻淤压沙、

开沟整畦、沟洫台田，全县耕地总量有所增加，到了70年代，土地整理以大搞农田基本建

设为主。80年代以推行农民联产承包及兴办乡镇企业为主，土地利用方式与用地结构均发

生巨大变化；开发利用闲散土地被列入了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到1989年全县累计开发利

用闲散土地9800公顷。90年代，面对耕地锐减，人地矛盾尖锐的局面，土地整理开始转向

大力挖掘土地利用潜力，增加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根据经济原则来实行土地资源的

最佳配置，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1993年至1996年8月底，全县累计投入资金100

多万元，共改造坑塘l 140个，废窑厂151个，填平废坑1300个，改造村边废闲地133．3公

顷，3年共开发利用土地1333．3公顷，获经济效益3000万元。1988年5月，河南省政府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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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郸城县为黄淮海平原农业综合开发重点县，以改造中低产田为重点，以增产粮、棉、

油、肉为中心，以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为目标，水、土、田、路、林、村综合治理，农、

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到1996年，累计投入资金3545．8万元，使15个乡镇，1 12个村

委会的17333公顷中低产田得到了改造，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为提高现有耕地的利用率，县政府强调要科学种田，提高复种指数，1982年4月，县

政府成立了农业区划委员会，用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郸城县综合农业区划》，划分

了农业类型区。南部小麦、棉花、农桐间作区；东部砂姜黑土洼地粮油桐树区和城镇粮菜

区。对各区的基本情况、农业生产现状、特点、发展方向和主要措施作出全面分析、评

估，为发展郸城经济提供了依据。1989年县政府组织进行了全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查清

了郸城县相邻的省界、县界及乡(镇)界、村委会权属界，查清了土地利用现状。全县辖

区土地面积为1490．04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为1 10317．4公顷，林地面积5657公顷；园

地面积824．8公顷；居民点及独立工矿、企业用地1941．64公顷：交通用地4235．24公顷，水

域7142．6公顷；未利用土地1257．9公顷。1995年在全县范围进行了土地变更登记，全县耕

地面积为109871．9公顷；园地面积820公顷；林地面积5669．5公顷；水域面积7452．46公

顷：居民地及独立工矿、企业用地19709．7公顷：交通用地4209．74公顷，未利用土地面积

1270．6公顷。根据土地资源情况，结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县政府于1996年8月完成了

1995"'2010年《郸城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了一、二级基本农田保护区，加强政

府对土地资源利用和管理的职能作用，大力节地挖潜，统一有序地利用存量土地，以保证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目标的实现。

四

建县后，土地征用与管理原由财政局(科)和计划委员会负责。1980年8月县基本建

设委员会成立后，改由县建委负责。

1987年7月，郸城县土地管理局成立。确定了全县土地、城乡地政统一管理的新体

制，革除了长期以来土地管理职能分散，政出多门，缺乏用地监督、检查手段的弊端。通

过开展土地国情、国策和国法的宣传教育，增强了郸城人珍惜土地和合理利用土地的自觉

性；大力整顿土地管理秩序，包括运用行政、法律、经济手段查处越权批地违法占地案

件，使耕地急剧减少的势头得到遏制；土地监察机构的建立，为土地统管、依法行政提供

了组织保证。进行国有土地出让转让有偿使用制度的改革， 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坚持

“开源、节流”并举的方针，土地开发复垦工作也初见成效；地籍管理，土地利用规划等

项工作成绩显著。凡此，足以显示出土地管理部门发挥的职能作用。

1989年国家土地管理局授予“郸城县土地开发先进县称号”；被河南省土管局评为：

“全省非农业建设用地清查工作先进单位”；1990年郸城县人民政府被地区行署评为“全

民国土观念教育先进单位”和“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先进单位”；授予县土管局“土地管理

先进单位”称号。自建局以来，全县有214人次被分别评为省、地、县级土地管理工作先

进个人。

鉴于郸城县人口逐年增长，建设用地逐年增加，而人均耕地面积则相应逐年减少，耕



4 周口地区土地志·郸城卷

地后备资源不足，土地管理部门拟励精图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

大土地执法和耕地保护力度，加强土地资产管理，培育规范土地市场，加快土地利用方式

的转变。优化调整用地结构，提高用地的质量和效益，成利当代而益后世之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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