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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陵，古有修志传统，自明永乐十六年至民国二十五年，五百年间，修志十

六次，梓行十一次。但，对土地记述仅有面积和赋税。新编《许昌市土地志·鄢

陵县卷》，填补了鄢陵土地无志空白，乃鄢史首次。

鄢陵土地开发利用历史悠久。考古发现，早在八千年前，先民们就在这里

聚居繁衍，狩猎，种植；用顽石制成器具，以蚌珠串连为饰，筑室而居，筑城而

防。使用原始工具将植物籽粒磨粉而食。将兽皮缝纫而衣。周武王灭商后，分

封天下，传说中的祝融氏的后裔即受封于此，称鄢国，史籍便有“鄢’’这个名字。

鄢处中原，历为兵家必争之地。东周诸侯争雄称霸，鄢国先被郑国所灭，废国为

邑，改称鄢陵，亦称安陵。先后为郑、韩、魏、楚的属地。历史上著名的郑伯克段

于鄢；晋、楚鄢陵之战；秦求易地、唐睢不辱使命等因争霸土地而引发的历史事

件均发生于此。人类社会发展史，无不与土地相关。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土地

被少数地主占有，广大贫苦农民没有或有很少土地，这种土地制度是社会经济

发展缓慢和农民受苦穷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耕者

有其田”，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经过土地改革，结束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了由农民土地所有

制进而转变为农民集体土地所有制。进入8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农

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镇推行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可

以说，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部土地所有制度和使用制度演变的历

史。《．许昌市土地志·鄢陵县卷》，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录了古

今土地斗争和变革的历史。

《许昌市土地志·鄢陵县卷》在前无古人，今无范本的情况下，欲成书传

世，不是易事。上司促导，吾为县土地管理局长，掌斯土，理应倡导成志。经敦

请王君文学等发凡起例，凝心志、博访求、广搜罗、严采择。寒暑伏案，呕心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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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一

著，历经二载，纂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许昌市土地志·鄢陵县卷》；既有唐至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00多年，在封建土地制度桎枯下，广大农民无地少地遭

受苦难，有官逼民反的农民起义领袖高宠、查天化、麻天祥等为民捐躯的先辈，

还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赎地"、“急性土改”、“土地改革"中遇难的烈士。彰

先烈死难之迹，启今志士奋发之气。本着略古详今，更着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颁布、县土地管理局成立之后所做的大量基础工作的记述。书既

成，兹将付印，有益当代，惠及子孙。但水平有限，错在难免，诚请读者指教。是

为序。

鄢陵县土地管理局局长梁兴善

，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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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二

盛世修志，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许昌市土地志·鄢陵县卷》编纂出版，

有利于土地开发、利用和管理。它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经济，有益后世。对

存史，资治，教化等方面均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许昌市土地志·鄢陵县卷》的编纂，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建设工程。书成之

时，主编邀我作序。问及编纂全过程，得知，两年含辛茹苦，呕心辑著。搜集了

鄢陵县土地有关的资料80多万字。从浩繁的历史资料中，几经筛选整理，撰写

成26万余字的初稿。经县、市专家评审修改，终于成书。至此，我忠心感谢各

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对曾为《许昌市土地志·鄢陵县卷》编纂工作

做出贡献的单位和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l

我任局长之际，正值《许昌市土地志·鄢陵县卷》总纂成功之时，深感有

幸。也感责任重大。我是农民的儿子，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民以地为生。

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我决心做到：加强土地房产管理工作，维护

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

搞好房地产开发，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为国

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的心愿：保护耕地，造福子孙，民富国强，国泰民安。

鄢陵县土地房产管理局局长陈留根r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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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鄢陵县土地的历史、

现状，着重记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土地利用情况，有助于

领导从实际出发，实行有效的决策；有助世人认识鄢陵、研究鄢陵、建设鄢陵。

二、篇目结构：卷首置县行政区划图、照片、序、凡例、目录、概述、大事记；

正文：地理概况、土地资源、土地利用、土地保护与开发、土地所有制、土地使用

制度改革、土地管理、土地赋税、土地宣教与科研、土地文化、人物、土地管理机

构与队伍建设、乡(镇)土地资源及利用现状等章。志末设附录、编后记，以志设

章、节。

三、体栽：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等体。概述为土地县情，举纲提要；大

事记载新石器以来境内大事；志，以志县境内土地历史与现状；传，传与土地有

关的名人；附录，录文献辑存；图表补文字叙述之不足。

四、断限：记述不作上限。大事记贯古今，志以事物出现始，略古详今，重在

当代。下限一般止于1995年底。个别主要事项，延至1997年，如为纪念香港

回归“中小学生迎七一庆回归”诗朗诵会活动及四篇诗文，收入“土地文化"章

内。土地管理方面的人物、先进单位收集到市级土地管理局以上机关授于的奖

励。

五、纪年：历史纪年沿旧称，以括号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使用公元纪年。

六、文字：使用规范的语体文，据事直书。以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规定(1988年10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简化

字为准。专业名词、符号依国家统一标准。作为计数的数字(词)一般用阿拉伯

数字，用以构词或解释的数字(词)一般用汉字。



6 凡例

七、称谓：直书其名，地名使用标准全称。记述古代事件时，使用古地名，以

括号注明今称。

八、数字：来源，县统计局数字、土地资源详查数据、农业区划数据、调查数

据。一般以县统计局数字为准，计量单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与符号试

行》为准。

九、资料来源：县档案馆，旧志，有关单位提供，当事人回忆，调访等，所有

资料不注出处。

十、专指词语：行文中“解放前后”，系指1947年10月1日鄢陵县解放前

(后)。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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