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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土地局局长王先进(右二)由河南省土地局副局长张学振(右五)、郑州市副市长李

E盛(左三)、市土地局局长刘国喜(左四)陪同到登封城关镇东十里西坡田间视察。

国家二f=地局副局长兼《中国土地报》总编辑王光熙(左三)由郑州市土地局副局长李海木

(左二)陪同来登视察土地工作。



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市土地局局长崔巍(中)于1990年到登封大冶治山改土工地视

登封市副市长李松坤(左四)带领市土地局领导班子成员，深入田间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登封市土地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申巧珍在勤奋工干1

■一产

登封市土地管理局领导班了成员在研究土地管理工作。局长、党组书记申巧珍(右二)，

副局长、党组成员贾怀森(石：{)，副局长、党组成员耿建(右一)，纪检组长、党组成员景振森

(左一)，副局级协理员李书和(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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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土地管理局全体同志合影



登封市土地志

序 言

《登封市土地志》经历年余的努力，在“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土地是

那样的金贵’’的岁月里，伴随着创建现代化旅游名城的大喜日子，终于面世了。

它是我市土地战线非凡里程的真实纪录，又是我市有史以来第一部土地专

志，无疑是值得高兴和庆贺的。倘若读读它，定会给您无穷的启迪。

人类赖于生存的土地，每天都在减少，这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一大问

题。20年前，联合国人类生存环境会议的专家们向全世界呼吁：“我们只有一个地

球”!

登封是个土地资源严重不足的县市，又是个石厚土薄的贫土市，作为登封一

个公民无权浪费一点土地。然而，开矿、修路、城镇建设、企业发展、葬土坟、烧

砖瓦、农村建房，等等，每分钟都在向地球索取着宝贵的土地资源。应当明白，土

壤是个很难再生的资源。在这个星球上，要形成1厘米厚的土壤，大自然要经过

300年至500年的漫长岁月。很不容易生成的l厘米厚的土壤，不要说种庄稼，恐

怕连小草也养不活。 ·

登封各项事业在迅速前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方兴未艾。实践证明：这项改

革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它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并已取得了

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立了用地的自我约束机制。‘促进了土地资源的合

理利用和优化配置；开辟了城乡建设资金的新渠道；找到了有效的调节手段，增

强了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了用地平等竞争机制，促进了市场要素的形成；改

善了投资环境，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一个“健全完善，统一开放．规范

有序’’’的土地市场，正在中岳大地上形成并不断发展。

编纂《登封市土地志》是一项功在当代、益在千秋的事业。在编纂过程中，始

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为准绳，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广征博采，精益求精。本志编纂总的指



2 序 言

导思想是：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上不负古人，下不欺子孙；资料翔实，秉公直

书、立足当代，详今略古。 ．

《登封市土地志》编纂工作始于1993年第四季度，随即成立了编纂委员会，抽

出专人组建起编志办公室，经拟定篇目，查阅档案，内查外调，广征资料，集思

广益，归类整理，精心编写，反复修订，去伪存真，汇总编纂。本志从头至尾围

绕“土地”二字做文章，突出嵩山地层、地质、地貌特征，浓墨重写土地管理，努

力写出特色来。全体编纂人员面对资料残缺、年代断档、人手不足等困难，以修

志为己任，不辞劳苦，r勤奋笔耕，精神可贵。在此特向编纂人员和所有为本志做

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本志曾三番五次修改和订正，力求言简意赅，朴实无华，用事实材料说话，深

入浅出，详略适当，兼资料性、知识性、实用性、权威性于一体。《登封市土地

志》凝聚着全市土地战线上的党员、干部、职工的滴滴心血和汗水；翔实记载着

土地工作者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可喜成就；热情讴歌了土地先进单位和模范人

物的丰功伟绩。它有助于当代土地工作者和一切有识之士了解过去，汲取经验，借

鉴教训，彰往昭来，把登封土地管理工作做得更好，为“振兴经济，建设登封”做

出更大的贡献!

申巧珍

1 994年12月



登封市土地志

凡 例

一、本志上限追溯到远古，下限至1994年底。

二、本志设章、节、目三级安排归属，章、节设眉题，目标码，分别用汉字

和阿拉伯字表示。

三、本志分志首和综述、土地大事记、自然地理、土地资源、土地与人口、土

地制度、土地赋税、机构与人事、地籍管理、建设用地管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土地监察、土地利用、土地保护、土地规划、土地法规的学习宣传、廉政建设、土

地人物、乡镇土地所概况、局属企业、土地艺文、附录共22章、87节，志尾有编

后记。

四、本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附记事体。土地制度、土地赋税以年代为径，纵述土地

史，其余章节系横排竖陈土地管理工作。

六、本志文中的历史纪年，清代以前以当时的统用纪法用汉字；民国时期用

民国纪年，用阿拉伯字，尔后分别加括号注入公元纪年；解放初期及建国后，均

采用公元纪年。大事记为了时序统一，统用公元纪年，其中民国以前分别按当时

纪法在括号内加上注明。

七、本志所采用的资料，经考证求实，直接引用，不再注明来源出处。

八、本志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通篇以文字记述为主，相应的配合运用图

表，随文相间穿插，尽力做到资料翔实。

九、本志内所用的度量衡和货币单位，均以原资料照录，未予折算。

十、本志内的记数用法，按统一规定，一律使用阿拉伯字。四位以下数字，不

用分位号；五位以上的数字，尾数零多的，单位数可改为万或亿。

十一、本志自始至终围绕“土地”做文章，突出嵩山地层、地质、地貌特征。

浓墨重写土地管理，努力写出特色来。

十二、文字一律使用国务院公布的第一、二批简化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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