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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已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

主义中国进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改革开放

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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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的编修地方志工作空前活跃，《巩义市土地志》正是在这种形

势下应运’而生的。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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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政、教化等方面均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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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历史发

展，无不与土地相关。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

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广大贫苦农民则没有土地，或很少土地。这种土地制度严重地

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致使生产第一要素的土地起不到应有的效用。这是中国封建

社会长期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艰苦

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官、封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巩县经过土地改革，结束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由农民土地所有制进而转

为集体土地所有制。进入八十年代，随着农村体制改革的深入，普遍实行了土地联

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关系的合理改革、调整，极大地解放了生产l力。在新的历史时

期，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土地的潜力和效应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在

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人们对土地国情缺乏认识，加之

长期土地管理机构不健全，土地使用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巩义建设用地和农宅等用

地存在相当严重的盲目性，过多、过快占用耕地，浪费破坏土地资源的情况时有发

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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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6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把加强土地管理提到了一仑新的高度，使土地管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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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依。1987年7月，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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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化土地管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现了城乡土地统一管理、整顿用地秩

序、土‘地开发复垦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方面均有突破性进展。经过7年的艰苦努

力和不断探索，在维护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调整土地关系以及合理利用土地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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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亩，而各项

建设用地又迅速发展的严峻形势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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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矛盾解决好。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我们坚信，前

人在巩义市这块土地上已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一定能更好地

利用这片土地，开创更加光辉的明天。

《巩义市土地志》的编纂，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建设工程。它的成书，除主编：编辑

人员的辛勤努力外，还得到中共巩义市委、市政府、郑州市土地管理局及上级各部

门的大力支持；巩义市史志总编室、档案馆、财政局、城建局等单位给予了密切配

合I一批老顾问及众多知情人士均给予具体指导帮助或提供资料⋯⋯。值此成书之

际，谨对为《巩义市土地志》编纂工作做过贡献的所有同志及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

惑谢l ／
《巩义市土地志》的编纂，历尽千辛万苦，克服了资料不足、缺乏经验等重重困

难，始终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搜集了与巩义市土地有关的

资料近百万字，经筛选整理撰写成三十余万字的初稿，后经反复评审修改，终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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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市土地管理局

建立时间较短，土地管理资料积累有限，加之水平不高，书中差错或遗漏之处在所

难免，诚望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来日继修补正。

， 巩义市土地管理局局长 赵俊杰

f



凡例

凡 例
●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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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记述巩义市(县)有关土地的历史和现状，本照通贯古今，详近略远原

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情况，上限尽量追溯至有史可稽之初。

4三、本志以记述为主，采用述、记、录、图、表等形式，以事分类，按卷、章、节编

排。

四、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除必要时使用繁体字或拼字外，均使用规范简

化汉字。

五、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旧版及新编《巩县志》、巩义市(县)有关部门的专业

志、档案及有关史籍文献等。重要史料原文引用，注明出处。’’

六、本志数字的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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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记述中涉及较多的名称，在各章首次出现时用全称，而后采用约定俗

成的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巩县委员会”简

称“巩县县委乞

八、某些有存史、备查价值的文件原文或文题及契证等资料不便归卷，收入附

录。

九、所记土地、耕地面积，一般为当时统计面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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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义市土地志

年9月1日，撒巩县，建巩义市，行文中建市前称巩县。

志所用地图，为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图。政区图时为199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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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概述

卷首概述卺自 愀还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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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义市(原巩县)，地处中原，位于郑州、洛阳之间，隶属郑州市。东与荥阳市毗

邻，西同偃师市、孟津县接壤，南连登封、新密两市之界，北和孟、温两县隔黄河相

望。东西长43公里，南北宽39．5公里。总面积1041平方公里。1993年，全市辖7

个镇、10个乡、1个矿区，296个行政村和22个城镇居民委员会，总人口75万，耕

地面积52．668万亩。 ·

7巩义历史悠久。境内有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多处。大量考古资料．

证明：．早在八千年前，人类就在这里从事采集、渔猎和原始农业生产活动。秦庄襄王

元年(前249)，始置巩县。因地扼古都洛阳，故史有“东都锁钥"之称。

巩义地势南高北低，为浅山丘陵区。属大陆性暖温带季风型气候。冬季严寒，

夏季炎热，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季风转换明显，无霜期长。土壤多为褐土。总土地

面积155．36万亩，其中山地占39．8％，丘陵地占41．6％，河谷平原地占9．5％，水

面面积占9．’1％。农作物以小麦、玉米、谷子为主，耕作为二熟制。自然资源比较丰

富，已查明植物778种，动物416种。矿产品类多，贮量大，品位高，已探明有工业价

值的22种，被开采利用的有煤炭、石灰石、硅石、铝矾土等18种。境内陇海铁路和

310国道横贯东西，孝(义)许(昌)公路纵穿南北。1993年乡镇企业产值达81．89亿

元，成为河南省县域经济的“排头兵’’，是全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百强县(市)。优越

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巩义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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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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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义自建置以来，土地所有制演变，经历了封建社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的两个历史时期。‘ ．

封建社会，夏王朝(前21—116世纪)实行土地。井田制"。战国时期，。废井田，

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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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阡陌，任其所耕，不计多少’’，承认土地为私所有。两汉曾推行。名田"、“限田’’、“王

田"，至唐实行“均田制’’。至宋朝确立了土地私有制的主导地位，巩县大部分土地被

地主阶级占有。他们依靠政治特权，把土地租佃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耕种，广

大农民世代深受残酷剥削，整年辛劳难得温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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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死的情况十分悲惨。1912年中华民

国成立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在国民党统治的30余年问未能实现，仍沿袭清

末以私有为主体的土地所有制，为维护地主阶级对土地私人占有、使用和买卖、典

当服务。民国24年(i935)，巩县有地主2617户，占全县总户数的5．5％；自耕农

10700户，占22．6％；半自耕农19886户，占42％；佃农14130户，占29．9％。民国

32年(1943)，佃农共租耕地94594亩，占全县耕地的26．1％。民国37年(1948)，巩

县地主、富农占全县总户数的6．73％，拥有土地占全县总耕地的26．28％，人均

4．43亩。地主、富农出租的土地，占地主、富农总土地的36．86％；贫农、雇农、赤贫

和其它无业者共有41986户，占总户数的61．7％，耕地仅占总耕地的31．6％，人均

耕地0．77亩，其中雇农和赤贫人均耕地仅0．19亩；当时，佃户向地主纳租形式以

“分租”、“定租"为主，分租按当年收获量，主、佃各得一半，也有佃四主六；定租不论

．收成丰歉，佃户皆按地契约额向地主纳租。锄地户只分当年产量的二成或三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观县农村±地制度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

民公社和联产承包四次演变。1950年，巩县分两批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共没收地

．主土地和征收富农多余土地95198．7亩，按“中间(中农)不动两头(地主与贫雇农)

平”进行分配。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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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1953年

起，巩县县委、县政府在农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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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全县农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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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

初，全县农村初级社转为高级农业社，实行土地入社，统一经营，取消土地报酬，采

用按劳分配。至此，由农民个人所有的土地变为集体所有。1958年8月，根据中共

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县建立了1 3个人民公社，实行一切

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的“·大二公”管理体制。1962年，中共中央颁布《农村人民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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