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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城区土地房产管理局领导班子：

党组书记、局长蓝炳已(中)、副局长张成壳(左三)、辛月德(右三)、孙同泉(右一
党组副书记日建芈(右二)纪检组长皇甫长军(左二)，工会主席王国襞(左一)

宛城区土地房产管理局努力盘活存量土地，把闲置和利用率不高的土地推向市场。囤
为河南油日实验高中在油日华澳实业公司闲置的14 4鼻顷建设用地上新建的校固



基本程日保护地块

环城9钓鱼台村拆迁合并日个自然村新增加的耕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魄

矗pp

。



羚牾兰地利用剪群嗣

先进单位
蠹南喜土警利呈警调擎詈河南省土曼九篙年甏



序

《宛城区土地志》即将付梓问世，这是我区有史以来关于土地方

面第一部新志书。它的编纂出版，对于土地开发、利用和管理，对于存

史、资政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土地的潜力和效应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在国民经济

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耕地

大幅度减少的现象。到1 995年，宛城区人均耕地由1 990年的1．47

亩下降到1．33亩。人地矛盾相当尖锐。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提

出的“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一项基本

国策”之精神，1 994年3月南阳县成立了土地局，9月份随着撤县设

区机构的变动，南阳县土地局改为宛城区土地局。1 997年4月，宛城

区土地局又更名为宛城区土地房产管理局。随着土地管理机构的逐

步完善，进一步强化了土地利用的综合管理。使土地使用制度日益落

实，乱占滥用耕地的局面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1996年，为了更好地保护耕地，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两

个根本性转变的方针指引下，国家土地管理局提出了实现耕地总量

动态平衡的目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为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在全

区开展起来，并划定了基本农田保护区，使耕地保护工作初步走上了

制度化、法制化、科学化的轨道。

《宛城区土地志》是一部专业性志书，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

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宛城区有

关土地利用、土地管理、土地制度等情况，着力反映了近几年在土地



管理事业上的新成就和宛城区人民及土地管理战线上全体人员辛勤

工作、无私奉献的精神。

宛城区建置时间短。1994年7月撤地设市后，在宛城区的行政区

划中只保留了原南阳县的11个乡镇，另外增加了原南阳市城区中的

新华、东关两个办事处和一个环城乡。这就给原来各部门的档案、资

料带来了衔接上的诸多不便，给修志工作也带来了很多困难。值志书

出版之际，我代表宛城区人民政府，向编写土地志的同志和为志书提

供资料、数据的有关部门和各界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

宛城区主管土地副区长诱-丹盈
1 999年元月



凡 例

一、《宛城区土地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宛城区有关土地的历史和现状，力求达到

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按照通古贯今，详近略远，立足当代的原则，本志上限尽可能追溯到所载

事物的发端，下限至1996年，侧重记述建国以来的史实。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录、图、表、传等形式，以志为主，以事分类，按章、节

结构排列。

四、本志所记土地、耕地面积，均为当时统计面积。所用数据，1994年7月以

前用原南阳县统计局数据，之后，以宛城区统计局统计的数据为准。

五、志书所录资料主要来源于原南阳县有关部门的专业志、各级档案馆及有

关史籍文献，均经过考证，编纂时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六、本志度、量、衡单位，均采用公制，统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七、本志采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记述，力求严谨、朴实，所用文字均系简化汉

字，标点符号以国家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依据。

八、志书中涉及的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则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

南阳市宛城区委员会”，简称“宛城区委”。

九、1994年4月，撤销南阳县，设立宛城区，行文中建区前仍称南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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