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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淮阳县土地志》出版了，这是淮阳土地部门的一件大事，一件喜事，我很高兴。

太平盛世，写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

主义的中国进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一系列改革开

放的政策，更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j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

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的编史修志工作空前活跃。 《淮阳县

土地志》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它第一次全面、系统、科学、准确地记述了淮阳

县有关土地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是一部专门记载土地资料的完整的新方志。它的问世，不

仅有利于土地的开发、利用和管理，而且对存史、资政、教化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和现实意义，实利于今而荫于后。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无不与土地相关。但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土地被地主阶级私人占有，成为地主压

迫剥削农民的主要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土地才真正回到人民手

中，又经过农业合作化确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进入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

济的发展。土地由过去单一的农业开发，变为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能源、服务、旅

游等综合开发，土地利用的价值越来越高，乱占耕地的现象时有发生，人增地减的矛盾越

来越突出。面对严峻现实，强化土地管理，已成当务之急。1986年6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把“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

耕地”作为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加强土地管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土地管理有

法可依。1987年6月，淮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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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政村固定了土地管理员，确立了全县土地、城乡地政统一管理的新体制，革除了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职能分散、政出多门的弊端；深入开展了土地国情、国策、国法的宣

传教育，增强了干部群众的国土观念；大力整顿了土地管理秩序，包括运用行政、经济、

法律手段，查处违法占地案件，使乱占耕地的势头得到遏制；完成了土地详查、十地确权

发证、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等项工程，在地籍管理、土地监察、土地信访、土地开源节流

等方面均有大的进展。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淮阳是一个农业大县，人多地少，耕地后备资

源缺乏，要以有限的土地资源，保证全县人民的吃饭和建设，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很艰

巨。我们坚信：前人在淮阳这块土地上已经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今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淮阳人民，一定能更好地利用这块古老的土地，再创明天的辉煌。

《淮阳县土地志》的编纂工作，是在中共淮阳县委、淮阳县人民政府和周口地区土地

管理局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成书，除编辑人员的辛勤劳动、不懈努力外，得到了县民

政、财政、城建、统计、税务、农业、水利、文化、教育、计划生育、图书馆、档案馆等

部门和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还得到一批老领导、老顾问、老同志及众多知情人士

的具体指导和热情帮助。或奋力笔耕、或伏案推敲、或献一技之长、或供珍贵资料⋯一值



此成书之际，谨向为本志倾注过心血，奉献出力量的部门、单位、领导和同志，表示诚挚

的感谢!

编纂地方土地志；是一项新的工作，又是一项浩繁的历史文化建设工程。由于内容广

泛，时间久远，历史资料残缺不全。加之我们的水平不高，能力有限，书中遗漏、差错、

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有关部门，各级领导，各界人士批评指正，以便来日继修纠错补

漏，使之更加符合历史实际。

成富才

二0 0一年十-fl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针，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全面、系统、

科学、准确地反映淮阳县有关土地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遵循存真求实，通贯古今，立足当代，详近略远的原则，上限追溯至淮阳县

土地利用的始发，下限断至1997年12月(大事记延至2001年)，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后，淮阳县土地管理工作情况。

三、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体。述而不评，叙而不论，秉笔直书，寓褒贬于史实

之中，明规律于兴衰之内。结构编排采用横排纵写的方法。横排即依照内容，横分门类；

纵写即以时为序，记述始末。

四、本志的内容主要有序、凡例、概述、大事记、正文、附录、后记等。概述为全书

之纲，采用综合式史体写法；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之记事本末；图、表、录，根据

内容需要，穿插于章节之中：传，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以事系人入志。

五、本志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旧版及新编的《淮阳县志》和有关部门的专业志；淮阳县

图书馆、档案馆和有关部门存放的历史资料、档案材料；淮阳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后的历年

工作总结和行文。在采用上述资料时，编者进行了核实对照和筛选。

六、本志的数字使用。遵行1987年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度

量衡单位，原则采用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某些历史资

料的计量、旧币未作折算。

七、本书的时问表述，采用传统纪年与公元纪年两种方法。凡传统纪年，农历月口，

均用汉字书写；凡公元纪年。公历月日，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的时间表述，一般采用传统纪年，然后加括号注明公历时间，如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中华民国的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如民国lO年(1921年)。

八、本志记述历史朝代、政府机构，职务、地名、均依当时称谓，不以今名代替。对

记述中涉及较多的名称，在各章首次出现时用全称，而后用约定俗成的简称。如“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淮阳县委员会”，简称“县委”，

“淮阳县人民政府”，简称“县政府”。

九、本志的各种数据，均以统计部门公布的官方数据为准。在缺少统计部门的统计数

据时，以有关单位的统计数据为补充。书中所记土地、耕地面积，一般为当时的统计面

积。1991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的面积，只在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中记述。

十、本志的行文注释，均采用页末注。也称脚注。即在当页最下边，用一条短线，把

注文与正文隔开。有两条以上注释时，用阿拉伯数字加圆圈作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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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县位于豫东黄淮平原，周口地区的腹心。地处北纬33。25’～33。57’，东经l 14‘

38’～115‘04’之间。东与郸城县、沈丘县毗邻，可望淮海；西与周口市、西华县接壤，

易控许漯；南临项城市、商水县，直指武汉；北靠太康县、扶沟县，依卫郑汴。南北长56

公里，东西宽40．6公里，总面积1467．85平方公里。1996年全县辖20个乡、镇，508个行

政村，2370个自然村，人口126．1047万人，耕地面积145．59万亩。

淮阳这块土地，历史渊源流长。据《中国古地理图》记载，远在五亿七千万年前就出

现了“淮阳古陆”，并且是“一直存在的钢性古陆”。中国各家通史都是从太吴伏羲氏都

宛丘，．‘炎帝神农氏都陈写起的，“宛丘”和“陈”即今淮阳。相传，伏羲曾在此“画八

卦，养牺牲，教民渔猎”。神农也在此“尝百草，艺五谷，教民稼穑”。之后，在近六

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淮阳，皇而帝，帝而王，分封则国，统制则郡，南北迭辖，州县兼

置，一直是豫东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经历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夏，陈

为豫州之地。商汤封舜后虞遂于陈。西周(公元前l 1世纪)武王封舜后妫复芮于陈，首建陈

国，辖邑14。春秋末(公元前479年)，楚灭陈，夷陈为县。战国末(公元前278年)，秦破楚

于郢，楚顷襄王迁都于陈，历38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初设陈县，后置陈郡，

统领12县。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率农民起义军据陈城，号“张楚”，建立中

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刘邦以陈在淮水之北，地当冲

要，改陈郡为淮阳郡，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置淮阳国，封子刘友为淮阳王，辖9县。

东汉复建陈国。三国魏明帝太和六年(232年)，以陈4县封曹植为王，卒于任，今境内尚存

其墓(思陵冢)。南北朝时，郡、州相间，隋废州为郡，置宛丘县，唐袭州制，陈州统6县，

宛丘为其一。宋置淮阳郡，后升淮宁府，置宛丘县。元，复为陈州，宛丘为附郭。明，废

宛丘县入陈州，领4县。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升州为府，置淮宁县。民国2年(1913年)，

改淮宁县为淮阳县。相沿至今。悠久的历史，使淮阳这块土地文化古迹林立，至今尚存

326处。其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宛丘古城遗址，被先秦史学界誉为“中国古代文

明的一颗璀灿的明珠”。还有雄伟壮观、金碧辉煌的太吴伏羲陵为中国十大名陵之一。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朱结基曾亲笔为该陵题字；羲皇故都。

淮阳县居黄河冲积扇南缘，属黄淮冲积平原。总土地面积220．1775万亩。地势西北

高，东南低，微倾斜。最高点海拔50米，最低点海拔39米。地面自然坡降1／5000-～1／6000。

境内北中部有黄河先期泛滥所形成的淮阳岗，占全县面积的32．6％，其余是黄河后期泛滥

所形成的冲积平原，占全县面积的67．4％。无论是哪种地形，都造成了深浅不一，大小不

等的洼坡地。因此地貌呈大平小不平状态。全县有深度l米以上，面积万亩以上的坡洼30

多个，面积约48万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27％。全县土壤多属发育在河流冲积物上，受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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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影响，经耕种而熟化的潮土母质。其中黄潮土——砂土、淤土、两合土，面积大，

分布广，遍及各乡镇，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97．09％。其余是盐化潮土、湿潮土和砂姜黑土

等，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2．9l％。按全国土地生产力分级标准，全县土地分为l、2、3、4

级，分别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7．9％、43．1％、43．3％、5．7％。

淮阳的气候温和，属大陆性、暖温带、季风型气候。具有四季分明，雨量集中，光照

充足，无霜期长，季风转换明显之特点，为全省光能资源高值区和降雨量较充沛的地区之

一。

淮阳的水资源比较丰富。主要是地表水和地下水。总量为4．3亿立方米／年。其中地表

水1．5亿立方米／年，占总量的34．9％，水质好，扬程低，灌溉效益高。但水浅，量小，可

用而不可靠。地下水一般埋深3米左右，储量约2．8亿立方米／年，占总量的65．1％。可供开

发利用的2．2亿立方米，年，且水质好，矿化度小，对工农业生产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淮阳的河流均属淮河水系。历史上排泄不畅，灾害频繁。新中国成立后，经逐年治

理，全县14条骨干河道，13条干沟，加上支流、支沟，形成布局合理的排灌系统，能渲泄

上游客水和境内涝水，很少发生灾害，部分河道和沟渠还兼有养殖灌溉之利。位于县城周

围的环城湖，面积10840卣，大于杭州西湖。湖水碧波荡漾，清澈透明，湖滨胜迹遍布，

交映生辉，是中原一大自然景观，为豫东著名旅游胜地，被世人称之为内陆奇观。

淮阳矿产资源贫乏。据勘探藏有石油、天然气和较薄煤层。

淮阳的土地和自然环境，适宜于多种动植物的生长和繁育。据统计全县有高等植物

130多种，3000多科。动物400多种。农作物以小麦、玉米、大豆、棉花、花生为主。耕

作二熟制，粮食作物居首位，为豫东产粮大县，“六五”期间，被国家列入商品粮生产基

地县。1995年粮食总产达4971 1．8万公斤。人均占有粮食394公斤。黄花菜为淮阳特产，清

嘉庆九年(1840年)就出口国外，1986年被国家列入星火计划。蒲菜为淮阳独有，是河南地

方名菜之一。花生是淮阳又一大特产，1990年以来年产量10万吨以上，有“花生王国”之

称。林木品种多、面积大，覆盖率达13．5％。1986年被国家绿化委员会命名为“平原绿化

先进县”。

淮阳的交通方便。境内北京至广州公路纵贯南北，漯河至双沟公路横亘东西，周口至

商丘公路斜穿全境，许(昌)郸(城)、周(口)淮(阳)两条窄轨铁路在县城北关交会，南端沙河

是水上运输线，实乃四通八达。

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丰盛的农副产品，方便的交通运输，为淮阳的经

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使淮阳人民倍感足下寸土之珍贵。

淮阳的土地所有制，随着朝代的更迭而演变，经历了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和社会主

义社会的土地公有制两个历史时期。

公元前2l～7世纪的夏、商、周，对土地实行“井田制”。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

社会的解体，“废井田，开阡陌，任其所耕，不计多少”。承认土地私有，解放了生产

力，陈地为当时诸侯国中较富庶国之一。两汉，曾一度推行“名田”、“限田”、“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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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加上铁制工具和牛耕技术的普遍采用，陈地农业生产有长足发展。三国时，中原豪

强肆虐，战事频仍，陈诸多农田废弃，经济萧条。魏正始四年(243年)，大将邓艾于陈、项

屯田，修广“淮阳、百尺”二渠，农业得以恢复。隋唐，中国封建社会再度统一，由于推

行“均田制”，农业发展迅速。唐中叶，陈地经济发展到鼎盛时期，社会安定、五谷丰

登、森林茂密、百鸟聚栖。唐仪风元年(676年)， 帝以陈州“凤凰集”，改年号“上元”

为“仪凤”。但由于晚唐战火连绵，水患增多，陈地曾几度出现“斗米千钱，死者相

枕”，“民拆屋木以供炊，削藁席而秣马”的荒年暴月。宋朝建立后，对土地实行“不

立田制”， “不抑兼并”，“田畴邸策、莫为限量”。确立了土地私有制的主导地位。淮

阳的大部分土地被官僚地主阶级所占有。元朝的贵族、官僚和地主，更是大量掠夺民人土

地。元皇帝还通过“赐田”使王公大臣获取大批土地。土地占有者经过土地出租获得财

富，而租地的贫苦农民却深受剥削，难得温饱。一遇灾年，少地者被迫卖地，使土地愈形

集中，无地者流离失所，四处乞讨，饿死、冻死的情景十分悲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

孙中山曾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但在国民党统治的30年问未能实现，仍然沿袭封建地

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维护地主阶级对土地的私人占有、使用和买卖、典当服务。淮阳

的地主、富农占全县人口的7％，却拥有全县70％以上的土地。有地者不种地，把地租给

别人，自己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种地者无地可种，要向地主租地，整年辛苦，所得无

几。当时淮阳租地的形式，以“分租”、“定租”为主。分租按当年收获量，主佃各得

一半，称为“亭种地”。也有佃四主六的，称为“四六分”。定租不论收成丰歉，佃户

皆按约交租。还有租“拉鞭地”的，佃户只分当年收获量的二成或三成。这种封建地主土

地所有制度，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民国24年(1935年)，淮阳县粮食亩产仅有65．8公

斤，棉花亩产12．2公斤。民国27年(1938年)，国民党政府下令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滔滔

黄水吞没淮阳近60万亩土地，淹死民众4．63万人，冲塌房屋12．77万间，经济损失约29．6亿

元(银币)，使17．68万人民无家可归，挣扎在死亡线上。民国31年(1942年)春，淮阳大饥，

树皮树叶吃净，路旁尸骨枕籍。全县饿死8．25万人，外逃6．07万户，24．28万人，卖儿女1．05

万人。仅齐老乡就饿死1．62万人，死绝749户，卖几女56人，卖妻11人。这个乡的小于

庄，20户人家，死绝8户，110口人，饿死75口，共有土地130亩，卖掉只剩一眼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淮阳县的土地制度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

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四次大的变革。1949年冬，中共淮阳县委副书记张子光，带领土

改试点工作队进驻城南白楼乡，开展土改试点工作，取得了“一点两段、八步三关”的经

验，得到省、地领导的肯定。1950年淮阳县分两批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共没收地主土

地和征收富农多余土地100．72万亩，按中间(中农)不动，两头平(地主与贫雇农)的原则，分

给了57594户无地少地农民。1951年淮阳县人民政府对土地所有者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

证》。至此，彻底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

所有制。接着，县委、县政府在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基础上，引导农民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

作社。至1955年底，全县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N2434个，入社农民91965户，占总农

户数的74％，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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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2月4日，中共淮阳县委制订

“关于重点试办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方案”。同月，淮阳县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一



4 周12地区土地志·淮阳卷

朱集区淮锋社建立。到1956年6月，全县建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331个，入社农民

132197户，占全县总户数的96．5％。高级社实行土地入社，统一经营，取消土地报酬，采

用评工记分，按劳分配的管理体制，土地由农民个人所有变为集体所有。这是一个史无前

例的伟大变革，它彻底打破了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土地私有制。1958年8月，中共淮阳县

委根据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全县13个乡(镇)，建立13个人民公

社，实行政权组织与生产组织合二为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统一经营，一

切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一大二公的管理体制，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挫伤了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歉收，粮食减产，经济三年困难。1962年，中共中央颁布《农村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强调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将土地、劳力、农

具、牲畜同定到生产队，把打乱的地界重新划定，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的错误，对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78年12月至80年代初，淮阳县委、县政府，

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改变不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体制”的精神，在全县农

村普遍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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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经

营和耕种。这种把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形式，是集体土地使用制度上的重大变革，它

有力地增强了农民生产劳动的责任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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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阳县在土地保护、利用和开发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50年代初，农民分得土地，视

田如宝，爱田如命，精耕细作，舍得对土地投入。大家群策群力，捐款集资，打井挖沟，

兴修水利，增施肥料，培育地力，增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控制了水土流失，对保

护土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60～70年代，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田。全县人民在县委、县

政府的领导下，利用每年冬春时节，翻淤压沙，翻沙压淤，开沟治碱，平整土地，打井修

渠，建电灌站，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建立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使全县2l万亩泡沙

地，15万亩盐碱窝，16万亩狗头淤得到根治，100万亩土地得到平整，从根本上改变了农

业生产条件。进入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过去单一的农业开发用地，

变为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能源、生活、旅游业等综合开发，土地利用的价值越来越

高。但乱占地，浪费耕地的现象有所发展。一些村庄搬迁，城乡居民改善居住条件，各项

建设用地增多，使大片良田被占。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而人口却在逐年增多。1950年全

县耕地面积180多万亩，人均耕地3．19亩。1996年全县耕地面积降至145．59万亩，人均耕

地1．157亩。46年来全县人均耕地减少1．75倍。今后随着全县经济的发展，非农业建设用

地还会增加，人口仍要逐年上升，人地反差会越来越大，各方面用地的矛盾会更加突出。

面对严峻现实，淮阳县委、县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土地的保护、利用和开发。70年代就曾

多次强调，发展乡镇企业，农民建房，各项建设要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重视科学种田，

提高复种指数。1979年7月，县政府成立农业区划办公室，抽调领导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

128人，组成11个专业组，用一年半的时间，基本查清了淮阳县的气候、水、土地三大资

源，总结了建国30年来淮阳县农业生产的经验教训，完成了《淮阳县综合农业区划》，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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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划分为5个不同类型的经济区。即北部沙壤土粮、棉、农桐间作区；中部两合土粮、

菜、水产区：西部红淤土麦、豆、林网区；南中部沙带粮食、花生、泡桐区；南部壤粘土

粮、油、林网区。《区划》对各个经济区的基本情况、主要特点、存在问题、发展方向及

应采取的主要措施，’作出了全面、客观的分析和评估，为更加合理地利用土地，挖掘土地

潜力，因地制宜地指导生产，发展淮阳经济提供了科学依据。1982年， 《淮阳农业资源调

查和综合农业区划研究》，获得河南省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1989年3月～1990年4

月，淮阳县委、县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开展土地详查，查清了县、乡(镇)境界、场和村权

属界及全县土地利用现状，绘制县乡两级土地利用现状图21套，土地边界结合图21幅，土

地分幅权属图75幅，填写土地界限权属协议书3600份，编写了《淮阳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报告》和各乡(镇)土地利用现状说明书。通过详查，摸清了淮阳的土地家底。全县总土地

面积2200147．7亩，其中国有土地869033．7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4％；集体土地21 13244

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96％，农业用地1759168．4亩(含耕地1624175．9亩，园地10059．4

亩，林地124933．1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79．9％。非农业用地440979．3亩，(含居民及

工矿用地285383．6亩，交通用地43855．5亩，水域104715．3亩，未利用土地7024．9亩)占全县

总面积的20．1％。详查工作经河南省土地利用现状调查领导小组检查验收，确认达到了本

省优秀成果标准。1990年11月被评为河南省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先进单位。1996年，淮阳县

委、县政府，认真贯彻实施国务院《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和《河南省基本农田保护条

例》，采取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先搞试点，再搞全面的办法在全县划定19个基本农田保

护区，504个基本农田保护片，4283个基本农田保护块，保护面积1515984．6亩。其中一级

保护田3402块，1251906．9亩，占总保护田面积的82．6％；二级保护田881块，264077．7

亩，占总保护田面积的17．4％。共树基本农田保护标牌4748块，签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

4806份，绘制县、乡(镇)基本农田保护图1047幅，编写了《淮阳县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报

告》。为切实保护耕地，淮阳县土地管理局强调：在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内，不准挖坑

取土，不准建窑、盖房、埋坟；不准毁坏水利设施；不准排放具有污染性的废气废水，堆

放废弃物；不准擅自砍伐保护林；不准搞掠夺式经营或闲置搁荒。要求各乡(镇)土地管理

所，协助乡(镇)政府，完善农田地力补偿和肥力监测制度，定期进行土壤化验和肥力测

验，鼓励农民增加对土地的投入，提高地力。对多投入者给予物质奖励，不投入者给予经

济处罚，无故撂荒者，收回土地承包权，有意破坏者，追究法律责任，使基本农田保护经

常化、制度化，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四

淮阳县土地管理历史悠久。早在远古时代，太吴伏羲氏都宛丘(今淮阳)，就命“大庭为

居龙氏，造屋庐⋯．．阴康为土龙氏，治田里，栗陆为水龙氏，繁殖草木，疏导泉流”。炎

帝神农氏都陈(今淮阳)教民“稼穑艺五谷”。这说明那时这里就已经注意到土地的利用和

管理了。之后，历朝历代的在淮官吏，都把土地管理作为治州立县之本。建国后，土地制

度实行了根本变革，土地管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198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颁布以后，1987年6月建立了淮阳县土地管理局，1988年全县各乡(镇)相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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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土地管理所，各行政村固定了土地管理员。从而确立了全县土地、城乡地政统一管理

的新体制，革除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职能分散，政出多门的弊端，使土地管理工作步入

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现了新的局面。

一是土地宣传步步深入。 《土地管理法》颁布以后，县、乡、村三级组成宣传网，除

坚持经常性宣传，还利用宣传月、宣传日，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仅1987年～1989年统

计，全县翻印土地宣传资料4万余份，购买《土地管理法》、 《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

《土地管理法问题解答》1．4万多册，通告2000套，出动宣传车2l辆，巡回宣传466次，举

办广播、电视讲座360次，办宣传栏360个，张贴刷写标语36796条，制过街联140幅，复

制《土地与人》电视系列片3部。1990年lO月，县土管局与县文联联合举办“宣传国策，

爱我大地”文艺作品大赛，征集美术、书法作品200多件，荣获周口地区土地宣传文艺大

赛组织奖。同年12)q，县土管局与县教育局联合发文，在全县中小学校增设国土观念教育

课。与此同时，县土管局还组织两个土地宣传文艺演唱队，经常到边远村庄巡回演出，使

国土国情、土地国策、土地法规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二是地籍管理有条不紊。全县在土地详查的基础上，从1990年开始，认真进行了土地

确权发证工作。对村民宅基地颁发使用证。各行政村经过宣传政策，丈量登记，定界打

桩，上表造册，四邻签字，张榜公布，填写证书，绘制地籍图等步骤，共发宅基地使用证

220000本，处理违章占地2515起，清除障碍12500处，解决权属纠纷3500起，开通道路

6200条，收回多余宅基地和废闲地11700亩。1994年对国有土地进行了地籍调查及发证

工作。1995年对集体土地进行了初始登记，颁发集体土地所有证504本，总面积2107633．8

亩。

三是土地监察铁面无私。1988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

．th舌L占耕地的通知》，全县上下齐抓共管，查处违法占地1637亩，罚款1．2万元，扒房45

间，退宅还田40亩，开通道路50条。1993年，根据国务院《关于严格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的

紧急通知》，对全县各类建设用地，再次进行全面清理，查处越权批地15起，(占地140

亩)，多头批地两起，(占地9l亩)，占而不用一起，(占地30亩)。为使土地监察经常化，从

1990年起在全县各乡镇开展了“三无”“四好”活动。即：无违法批地，无违法管地，无

违法占地：宣传教育好，执行政策好，农田保护好，开发利用好。到1995年底，全县已有

4个“三无四好”乡镇。

四是土地信访工作细致耐心。县土管局采取完善制度，制订准则；明确分工，各负其

责；主动上门，超前工作；互相配合，协同办案；计4项过硬措施，使土地信访工作成效

显著。据1989年～1992年统计，全县共接待来信462封，来访429起，896人次。信访案件

结案率：1990年91％、1992年97％；上级交办的来信19封，全部结案。连续4年被县和上

级业务部门评为信访先进单位。1993年3月，被国家土地管理局评为全国土地管理信访工

作先进单位。

五是“开源”“节流”成绩卓著。1992年～1996年，全县共开发复垦荒废闲置土地

10515亩，连年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开发复垦任务。5年共节约非农业建设用地指标745．

37亩，连年用地指标均有节余。特别令人高兴的是，从1992年开始，全县出现了增地大于

用地的可喜局面。总之，淮阳县在土地管理上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淮阳是一个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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