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州古籍出版社



郊区卷

洛阳市郊区土地规划管理局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河南省土地志》丛书编纂委员会

顾 问：张洪华

名誉主任：鲁德政

主 任：卫 斌

副主任：冯 光

委 员：张靖涛

张荣军

康培元

赵茂轩

冯先礼

黄海殿

王玉学

亢崇仁 胡廷积

范修芳

张昌全

苗玉林

姚志翔

陈明初

刘晓海

赵新纪

邓留献

周进芳

刘济宝

刘振立

张爱延

李 森

段礼全

李 庚

牟用吉

刘维德

刘学成

任新堂

盛中华

姚中大

任培祥

田启明

薛映怀

詹志立

马凤鸣

李之生

解庆昌



洛阳市郊区土地管理局

土地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王红军

副组长：杨本立 张成森 董芙芸

成 员：郑敏绪 王双新 马天旺 雷松茂 崔新安

胡红秋 李松敏 闰广运 焦玉民

编 纂 人 员

主编：王红军

副主编：杨本立 张成森 董芙芸 赵 勤 闰广运

编 辑：胡红秋 焦玉民 雷松茂 马天旺 王双新

李松敏崔新安

资 料：朱红丽 李学军 赵国石 汤定红 李麦霞

张玉双郭灵芝

校 对：胡红秋 昌建民 张相钦 郭建民



洛阳市郊区土地管理局

土地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王红军

副组长：杨本立 张成森 董芙芸

成 员：郑敏绪 王双新 马天旺 雷松茂 崔新安

胡红秋 李松敏 闰广运 焦玉民

编 纂 人 员

主编：王红军

副主编：杨本立 张成森 董芙芸 赵 勤 闰广运

编 辑：胡红秋 焦玉民 雷松茂 马天旺 王双新

李松敏崔新安

资 料：朱红丽 李学军 赵国石 汤定红 李麦霞

张玉双郭灵芝

校 对：胡红秋 昌建民 张相钦 郭建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痒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古往今来，盛世修志。中华

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英勇奋斗，。走上了建设社会主

义的康庄大道，开创了现代化建设的新纪元。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社会主义中国进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

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出现，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

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此情况下，编纂“土地志”，不仅可以保存

历史资料，提供历史经验，服务当代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还能启迪后

代，惠及子孙o<洛阳市郊区土地志>纵贯古今，以正确的观点，．翔实的资

料，科学的态度，严谨的手法，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洛阳市郊区土地管理发展

的历史和现状。它的编纂出版，对我们进行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存史、

资政、教化等均有重大的意义，对合理开发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提高

土地利用率，服务经济建设必将发挥应有的作用。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是一切

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孟子·尽心>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
政事”o马克思引用威廉·配弟的话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

母”o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无不与土地相关。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度下，

剥削阶级占有大量土地，贫苦农民则没有或有很少土地，这就严重地束缚着

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第一要素的土地起不到应有的效用，这是封建社会长

期发展缓慢的根本所在。近代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把

“平均地权，涨价归公”作为革命的一个基本目标，以图通人和，尽地利，

均贫富，共大同。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民从土地革命入手，铲除私有制，

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洛阳市郊区广大农民群

众，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结束了封建土地所

有制，实现了由农民土地所有制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转变。进入80年代，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普遍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关系

的合理改革和调整，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在新的

历史时期，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土地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将起越来越大的

作用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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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郊区土地志

在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人们对土地国情缺乏认

识，长期以来土地管理机构不健全，土地使用制度不完善等原因，洛阳市郊

区的建设用地、农民宅基地等都存在相当严重的盲目性，浪费和破坏土地资

源的情况时有发生。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人均耕地少是基本国情，也

是郊区的基本区情。土之不存，国将焉附o 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o它的出台，使土地管理有法可依o 1987年12月，洛阳市郊区成立了土

地管理局，各乡(镇)相继成立了土地管理所，配备了专职土地管理员。从

此，洛阳市郊区的土地管理工作跨入了以法治土的新阶段。经过8年的努力

和探索，在维护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调整土地关系，合理利用土地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面对土地后备资源不足，人均耕地仅有O．69亩，

而各项建设用地又迅速发展的严峻形势，必须从坚持基本国策大局出发，把

保护土地资源与经济建设用地这个矛盾解决好。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

务。我们坚信，只要借鉴前人之经，融会贯通于今，就一定能更好地利用这

片沃土，开创更光辉的明天o

<洛阳市郊区土地志>的编纂出版，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建设工程。它的
成书，是主编、副主编、编辑人员的辛勤努力的结果，是全体土地管理人

员、市土地管理局编志办、郊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区划办、档案局、财

政局、房管局、城建局、统计局、文化馆等单位的密切配合的结果，是区

委、区人民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除此，还有部分专家、顾问、知情人士，

或给我们提供资料，或给我们以具体指导。值此成书之际，谨对为<洛阳市

郊区土地志>编纂工作做过贡献的所有同志及各界人士表示由衷的感谢。

<洛阳市郊区土地志>的编纂，克服了人手不济，资料不足，缺乏经验

等重重困难，始终依靠集体力量和智慧，经过10个月的努力，搜集了大量
的有关资料，撰写了30余万字的初稿，经反复修改评审而成书。但因近代

土地管理历经变故，机构撤建无常，史料散失几尽，郊区土地管理局建立时

间短，土地管理资料积累不全，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界读者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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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郊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马成信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遵循当代方志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编纂，

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洛阳市郊区有关土地的历史和现状，本照立足当代，详今

略古的原则，上溯到1840年，下限为1995年。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等，诸体兼备，以志为主，

图表辅成，力求图文并茂。

四、本志采用科学分类，事以类从，以类立目，按章、节、目编排，做

到横分竖写，层次清楚，结构严谨。

五、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为1995年郊区行政区域而言。追溯郊区建制前

以洛阳县的辖区范围为准，主要记述郊区建制后状况。

六、大事记以时为序，纵贯古今。采用编年体为主，编年体与记事本末

体相结合的记述方法。

七、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力求行文朴实、简练、流畅。

八、本志数字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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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6日全国人大通过颁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的规定。建国后的数据是统计部门提供。

九、本志纪年，1948年前采用“民国”和历代王朝的年号，并加注

(公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十、本志所记土地面积、耕地面积，一般为当时统计面积o 1991年土

地利用现状调查的面积，只在土地资源中记述。

十一、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河南府志>、<洛阳县志>、<洛阳市郊区

志>和有关部门的专业志及档案、史料书籍、文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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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洛阳市郊区地处豫西黄土丘陵区的东北部，它背负邙山，面对伊阙，东

望嵩岳，西倚周山，层峦叠嶂，群山环绕，如天然城廓。地理座标为：东径

112016’．1120377，北纬34033’。34036’。南北宽24．5公里，东西长33．5公

里。全区总土地面积为635197．9亩，423．4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252360

亩(1995年统计局数据)，人均耕地O．65亩o 13个乡(镇)，226个行政村，

401个自然村，1532个村民小组。总户数154650户，总人口为502000人，

其中：农业人口为388056人，占总人口的77．3％，非农业人口113944人，

占全区总人口的22．7％o人口密度为1186Ⅳ平方公里o
1995年全区实现社会总产值81亿元，完成国内生产总值30．9亿，第一

产业23786万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7％，第二产业165396万元，占

53．6％；第三产业119466万元，占38．7％o乡镇企业总产值75．6亿元，财

政收入1．14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676元，人I：I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5．89％o。粮食总产量达86589吨，蔬菜总产达185422吨，果品总产3909吨，

肉类总产达9527吨，奶类总产5058吨，禽蛋总产5474吨。

地貌景观，呈西高东低的簸箕形开口盆地，海拔最高394米，最低126

一米。土壤类型较多，共有褐土和潮土两大类，五个亚类(褐土、碳酸盐褐

土、潮褐土、山地褐土、黄潮土)，十四个土属，四十三个土种。气候温和，

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季风环流明显，四季温度和风向变化比较显著，春季干

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昼夜温差大，冬季寒冷雪稀少，干燥度历年平

均为1．51，平均气温14℃左右，降水量600毫米，全年Et照充足，无霜期长

达218天。 。

境内河渠纵横，交通便利。远在西周时期，已开始道路建设，<诗经>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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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o西周初期，就在中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大

的道路网，洛阳是其中心。今日的洛阳，陇海、焦枝、洛宜三条铁路交汇于

此，公路如织，四通八达，新建的洛阳飞机场已经通航，管道运输，方兴未

艾，邮电通讯，日趋完善，交通事业蓬勃发展。

洛阳市郊区历史悠久。战国秦庄王时，始有“洛阳”之称。秦代洛阳置

县，属三川郡治，至今有2200余年的历史。历代名称范围，虽有更易，但

县制未改o 1955年11月撤销洛阳县，成立洛阳市郊区人民政府至今。郊区

这片土地是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五六千年前，先民们就在这里繁

衍生息，过着群居的生活，在长期同大自然斗争与生产实践中，创立了“史

前文化”o“孙旗屯遗址”、“西高崖遗址”、“王湾遗址”、“矬李遗址”等处，

出土的大量农业生产工具石铲、石斧、石锄、石刀、石镰等，磨制精致，数

量很多。粮食作物品种有粟、高梁、稻谷等。他们已经饲养较多的猪、羊、

狗，还开始驯养鸡和牛。

当中国进入阶级社会时，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就曾在洛阳一带

立国。后来又有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武周、后梁i

后唐、后晋等11个王朝在此建都。洛阳作国都时间长达一千二百余年，在

全国7大古都中，7是建都最早、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的城市。

洛阳市郊区历代兵事频繁，周赧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93年)，秦将白

起在伊阙击败韩、魏两国军队。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九月，王世充

与李密激战于邙山。唐武德二年(619年)正月，唐王李世民与王世充鏖战

于九曲城(-'4-郊区辛店西)o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宋通判官翟进

。与其兄翟兴率义军屡败金兵于龙门一带。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四月，

明朝大将徐达、常遇春与元军大战，全歼元军于洛河北岸(今洛北乡新生村

与下池一带)o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正月，农民起义军李自成攻克洛

阳，活捉福王朱常洵等，处决福王及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于周公庙。捻军姜太

林部与清军战斗在城东郊马坡村附近，清军败，退守洛阳，捻军于城郊驻军

二十余日始去。民国年间，军阀混战，屡次搔扰郊区。民国三十三年(公元

1944年)，日军侵占洛阳。历代战火纷纷，郊区屡遭兵燹，土地受到严重破

坏，农民深受其苦o 1948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再克洛阳，郊区人民获得

新生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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