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昌市土地志
长葛卷
主编郭松银

长葛市土地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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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叠，1-'E一一刊_司l√√



《许昌市土地志·长葛市卷》编纂委员会

主 任：

副主任7：
‘

!

委 员：

郭松银

张相臣 李坤成

陈天增 靖桂云

胥建军 韩治国

高民生 董振山

赵松琦。

闫新芳
n

李德忠

潘勋堂

曹合振

鲁正国



《许昌市土地志·长葛市卷》编纂人员

编 审：

主 编：

副主编：

执 笔：

编 务：

摄 影：

郭宪周

郭松银

李坤成

韩治国

韩治国

朱军峰

刘军亮

赵松琦

娄明振赵岚

闫新芳靖桂云

邢海江(特邀)

靖桂云邢海江

曹合振

庞秀针 田小丽

制 图：李德忠 冀建伟

提供资料人员：董喜民 孟俊峰 胡宜安

李军凯 李保红赵建军

张西安 朱花荣 李丽娅

杨 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毛泽东F席村长葛县深翻f：地经验的批，J：

感谢河南省长犯县第+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义石r

遍。-',l-JfIs‘ri‘}‘：万卣t：地令部深翻·遍，深翻一尺血、JI，争取

产几百斤。这就提出一个新问题，各县是否都能做到。河件J{==：钙H

能做纠．别的县难道不行吗? 一年不行， ：年不}j， 鞠i小行?阴‘i：

fUl"-就¨f以r吧!五年总”r以再翻一次吧!我石，i年总”f以。他们第

个IUI-}f划把全县的地都翻一遍。没有好I：具就J||长葛那样的工具

川f也fi'J那种办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没lf别的办法，就Jfj他的办法，也

诈t还柯删ff．J4J、法．他的办法是：先把丧层熟f：翻在。边，然后把肥料

放在，卜1：I：，}q-,ql铁锨把第-／去q-I：翻)F，勺IIB}：I-搅拌，打碎坷拉后

仍放住f：／2-币动，挨荷翮第：行，把第：行熟J：放和第·行生土上．依

次翻下去．表层土不变。这是一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

产盯分之儿I-c增产的措施±二壤应放扯fl订边



序
●——

祝贺《许昌市土地志·长葛市卷》的出版。正当举国上下，遵循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世界瞩目成就

的形势下，编修土地志，对于承继历史，启迪后人，珍惜土地，服务经济，将起到

不可替代的作用。实在是一件有益当代，功在千秋的盛事。

相传长葛市为葛天氏故址。从境内多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掘可以

看出，早在七千年以前，先民已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从事农耕。长葛的每

一寸土地，每一捧热土，都饱含着千数百代劳动人民的辛勤和血汗。特别是新

中国建立后，长葛人民认真总结和推广马同义深翻土地法，治冈治水，深翻改

土，投入极大劳动，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和赞扬。长葛六百三十五平方公里

土地，终于建成井渠田林路综合治理的平畴沃野，高产良田。成为河南粮食优

质高产基地县(市)之一。

土地是生养万物的本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地，是不可随意增殖的宝贵

财富。千金易得，寸土难求。有了土地，便有了一切；失去土地，便失掉一切。古

人似乎早已懂得这个道理。因而在创造“福”字的时候，不是祈祷高官厚禄、锦

衣美食，而是祈祷有一人份的田地。特别是人IEI密度已达每平方公里千人以上

的长葛，但存方寸地，留给子孙耕，珍惜每一寸土地，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

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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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把加强土地管理纳入法制轨道。长葛市土地管理局成立以

来，对全市土地，进行认真清查，科学规划，严格管理，积极开发，使有限的土

地，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跻身于全国土地管理的先进行列。

《许昌市土地志·长葛市卷》，纵向记述有史以来的土地开发、利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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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序

的状况和经验，充分揭示人口增殖，耕地减少的严峻局面，积极探求严格管理、

合理利用的道路。使之成为全体市民热爱土地，珍惜土地，积极开发利用土地

的乡土教材。补充了方志记述的不足，开拓了专业修志的先河。

《许昌市土地志·长葛市卷》，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章目清晰，语言流畅，

刊印精美，文图并茂。实为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我愿推荐给广大关注土地的

同志一阅。是为序。
＼

中共长葛市委书记王申亭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七日



凡愣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遵循当代方志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力求达到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依照通贯古今，详近略远的原则，系统记述长葛市(县)有关土地

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土地管理局成立以来

的情况。上限尽量追溯至有史可稽之初始，下限一般至1996年末．

三、本志以记述为主，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等形式，以事分类，按

章、节、目编排。书首设概述、大事记，以为全书之经。书后设附录，以辑存主要

文献。

四、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除古地名、古人名外，统一使用规范简化汉字。

五、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市地方志、档案局、农业局、水利局、统计局、气象

局、区划办、城建委、财政局及土地局有关史籍文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恕不

一一标明出处。

六、本志数字使用，按照《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度量

衡的使用，除历史上使用的货币、计量单位，仍沿用旧制，未作折算外，一律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规定执行。

七、本志记述中，涉及的字数较多的名称、词语，除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

外，多数采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简称“建国后’’。“中共长葛市

委员会、长葛市人民政府’’，简称为“市委、市政府"，。长葛市土地管理局"，简称

“市土地局"等。

八、1993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长葛县撤县建市。文中称谓，设市后称

市，设市前仍称县。

九、记述中的历史纪年，沿用农历旧称，以括号加注公元纪年。民国以后，

使用公历纪年，必要时括号加注民国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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