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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二主霎号鬻鬟掣缝冀?j囊霪蓁錾薹薹篓冀錾蚕霪

鳞!∽差囊蠢囊囊差薹萋囊壮i垂囊羹-¨塞囊灞鲡阁圄鞠萄雾；羹菇璧羹矍萋囊茎褰兰豁

羹鬟妻；一懈蓑羹鏊蕊襄i霎茬簋墓F滏雾霎堕；鉴匿塾螋；墓蹲冀薹蛰菲昏啪莩萋囊雌

犁耋蠹蓉揖薹i鍪嗣薹i囊现中萎霎土霞耄中塞。莹薹拦雾薹参鲴熏蓠塞～葡制骺；一蔫鬻

砸；雪曼釜至，毫奠塑囊l ÷

虏薹囊 溯至有史可稽之源，下限为

1995年底。
。

四、本志按事物分类横排，按时间顺序依次纵述，力求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宜图则图，宜表则表，做到图

表相属，图文并茂，语言朴实。

六、在文字与标点使用上力求规范化，一律使用规范简化汉字，标点按照国家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与新闻出版署修改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的规定予以使用。

七、时间表述一般使用具体时间，不用简称。历史纪年民国以前用朝代加注公元纪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使用公元纪年。

八、数字使用严格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单位联合发出的《关于出版

物 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九、本志在记述历代政权机构、官衔、会议时均按当时称谓。各种名称在志书中第一

次出现时，均用全称，以后则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固始县委员会简称中共固始县委(或

县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同时不用概念含糊的词语。

十 、计量一律按国家规定的计量单位执行，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斗、石、斤、

丈等)，在引文时可照录，但在首次出现时加注说明，或与现行计量单位换算。

十一、本志在资料来源上，主要取自《固始新志》、《固始县志》、县直有关部门的专业

志、档案馆珍藏的重要文献，以及本室和各乡镇土管所调访的口碑材料等；明、清两代旧

版 蛲凉芩�鞣玫目诒�牧系龋幻鳌⑶辶酱��版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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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固始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南依大别山，北临淮河，地处江淮之间。地理座标：东径

115。20’35”～115。56’7”，北纬31。45719”～32。40750”。县境北隔淮河与安徽省阜南县、颖上县

隔河相望，东与安徽省霍邱县接壤，南以长江河与安徽省金寨县为界，西部由北至南分别

与淮滨、潢川、商城三县相连。南北最大长度94．61公里，东西最大宽度56．19公里，总面积

2，916平方公里。辖5个镇、28个乡，596个行政村(街)，7558个村民组。总人口146．5万

人，其中农业人口133．32万人，占总人口91％，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02人。“312”国道

由西至东南穿越县境，全长74公里，是固始对外联系的重要交通线。

县境地势南高北低，从西南向东北倾斜，平均坡降为1／1200。南部群山起伏，主要有

曹家寨山、五尖山、大杨山、奶奶庙山、皇姑山、富金山、妙高寺山等；中南部、西部属丘陵

垄岗地带，东部是平原及孤陵残丘；北部属浅丘和低洼易涝区。最高点曹家寨山，海拔

1025．6米；东北部史灌河入淮处，海拔22．4米，为河南省最低点。淮河蜿蜒于西北边界，县

内主要河流尚有史河、灌河、泉河、白露河、春河、长江河、急流涧河、石槽河、羊行河等。总

面积中，山区约267．4平方公里，占9．2％；丘陵、垄岗约1270．9平方公里，占43．6％f平原

约979．3平方公里，占33．6％；沿淮低洼地区约242平方公里，占8．3％；河道及行洪滩地

156．9平方公里，占5．3％。

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温度适中，年平均气温15．1℃，最低气温，1954年为

零下21℃。年降水量1，066．3毫米(多年均值)，最多年1，798．5毫米，最少年543．7毫米。年

日照时数2，139．2小时，年日照率48％，无霜期228天。年平均地面温度17．4℃。

土壤分为四大类，水稻土分布在平原、丘陵及低山区地带，面积2，991，518．9亩，占总

面积70．44％；黄、棕壤土主要分布在山区及丘陵、垄岗的中、上部，面积773，694．4亩，占

总面积18．22％；潮土主要分布在河流两侧平原地带，面积425，739亩，占总面积10．02％；

砂姜黑土主要分布在低洼区，面积55，821．7亩，占总面积1．31％。土壤有机质含量在

O．32％～3．04％之间。

§



2 橛 述

资源比较丰富。农作物有稻、麦、油菜、麻类、玉米等30多种，100多个品种；林木类有

800多个品种，其中用材林有马尾松、杉树、栎树、枫树等，经济林有油桐、板栗、桑树、漆

树、茶、竹及洼地的杞柳等。矿产资源有大杨山、五尖山和皮冲一带的无烟煤；安山的石灰

岩、水晶石、石棉、石煤和磷灰石，储量大，品位高；五尖山藏有滑石和白垩土、耐火粘土；

独山、二道河一带藏有黄铜；富金山藏有斑铜矿，还有些山区藏有金、银、褐铁、锌、方铅、

铝、石英、云母、硫磺、重晶石、滑石棉等。东部冲积平原含有丰富的浅层地下水，年允许开

采量2．15亿立方米，可保灌40万亩农田。野生动物有豹、狼、狐狸、野猪、水獭等20余种；

还有蛇、蝎、鳖、龟、蜈蚣、土元等50多种药用动物。安山的蝎子闻名于世。野生植物遍布

全境，其中药用植物就有800余种，半夏、茯苓、桔梗、苍术、天葵子、香附等产量较高。

固始县境的土地所有制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 ．

夏王朝(约公元前21～16约公元前世纪)实行土地“井田制”。战国时期，“废井田，开

阡陌，任其所耕，不计多少”，承认土地为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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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县境曾有少量官田(公田，如

庙田、学田等)，至清末则渐为官僚豪绅侵吞。民国时期有民田、公田之分。民田系私人所

有，占耕地的绝大部分；公田(农场、林场、庙田、学田等)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农田多集中

在少数地主、富农之手，如曾、吴、祝、王、李、张、秦、凌、汪、朱、周等家族，占地在数千亩甚

至万亩以上。占农村人口绝大部分的贫民、雇农，只有少量土地或无地，靠租耕地主、富农

土地或出卖劳动力为主。部分为中农，其土地拥有量可资自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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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地者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多有饿

死、冻死者，十分悲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固始县农村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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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将全县7，086户地主和一部分

富农中占有的117．1万亩土地分配给农民，占全县总人口61．36％的贫农、雇农分到土地

以及房屋、耕畜、农具等。地主、富农亦按人口分得土地。1952年进行土改复查，落实有关

政策，固始县人民政府颁发了《土地证》。至此，彻底废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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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后各阶层土地占有量：贫雇农115，049户，人口

411，112人，占有土地1，256，283亩，占总耕地69．91％，人均占地3．5亩；中农22，718户，

134，938人，占有土地314，295亩，占总耕地17．49％，人均占地2．3亩；富农5，345户，

41，808人，占有土地74，216亩，占总耕地4．13％，人均占地1．8亩，地主10，488户，64，722

人，占有土地95，600亩，占总耕地5．32％，人均占地1．5亩；其他阶层3，391户，17，420人，

占有土地56，606亩，占总耕地3．15％，人均占地3．2亩。土地改革后，农村早期农民自发组

成的临时互助组，开始向季节性互助组和长年性互助组发展。在自发组成的新型互助组

的基础上，1952年8月，固始县第一个初级合作化——姚湾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至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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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发展为2475个，入社农户80，704户，占全县总农户的5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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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初级社发展为高级农业合作社，规模较大，属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

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取消股红，按劳分配，社员可保留小面积菜园地。

至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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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成立7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实行一切生产资料归公社所

有的“一大二公”管理体制。1962年，中共中央颁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强调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土地、劳力、牲畜、农具固定到生产队，把打乱地

界重新划定，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的错误，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80年代初，全县农村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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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

是集体土地使用制度的重大变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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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0年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

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及国务院对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的规定，固始县人民政府

于1992年12月8日发布第一号令《固始县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办

法》，从1993年1月1日实施。此后相继发出《固始县城镇规划区及乡、镇、政府所在地住

宅用地有偿使用暂行办法》、《固始县县城规划区内及乡、镇政府所在地机关、企事业单位

用地有偿使用暂行办法》、《固始县关于出租、划拨土地使用权抵、补交出让金标准的暂行

办法》、《固始县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暂行办法》。经过试点，在全县实施。至此，实现政府

对土地使用权的高度垄断，加快了固始城乡建设和经济的发展。

建国后，固始县在土地保护、治理、利用和开发方面取得很大成就。50年代初，土改后

的农民，分得土地，视田如宝，爱地如命，精耕细作，舍得对土地投入。采取垒地堰、修水

渠、筑水库、建塘坝、挖鱼磷坑、封山育林等治山改土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水土流失，

对保护土地起到一定作用。60年代末到70年代“农业学大寨”期间，建“大寨田”，深翻改

土，小块并大块，治山治沟，治理河道，垫地改田，大搞水利建设。57年始建梅山灌区，70

年建成，拥有引水枢纽1座，总干渠1条长3公里，中、东、西、南主干渠4条，共长203．7公

里；分干渠1条，长6公里；支渠30条，斗渠634条。三级渠道总长1，631．8公里。兴建各

类建筑物5，851座。此外，建有干、支、斗排水沟152条，总长575公里，排水建筑物491座。

灌溉水源除梅山水库蓄水外，还有红石嘴至黎集501平方公里区间径流可供利用。灌区

南北长约80公里，东西宽34公里，效益25个乡(镇)342个行政村，丰水年能保灌69．6万

亩，歉水年保灌面积58万亩。1972年始建的鲇鱼山灌区，固始境内控制面积869．14平方

公里，由马岗枢纽、鲇鱼山中干的中下段及东干下段、马岗干渠和4条分干、40条支渠、

1093条斗渠、马岗东西干排、272条排水沟组成。干支斗三级渠道总长2，135．92公里。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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