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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的方城县城

方城县土地局办公接

土地法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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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地产市场建设经验

交流会在方城召开

九九二年+月十三日．方城县土地局局长孙蔼增一槌敲晌河南省土地拍卖第一锣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方城成

立河南省首家地产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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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方城县土地志>在省、市土地管理局的指导下，历时两年，数易其稿，现在问

世了。它的出版，填补了方城县土地专业志书的一个空白，为方城史志增添了一

颗璀璨的明珠，这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事。

方城，这块神奇的土地，有着开发利用的悠久历史。早在7000年前，已有谷

物种植业，5000年前，已有酿酒业。方城的林、果、竹类在张衡的《南都赋>里有

生动描述，境内的松陂、堵阳陂、召渠、襄汉漕渠等水利工程，在《水经注>、《宋史>

里均有明确记载。明嘉靖年间，种植业已达相当规模。清末，方城成为全国重要

的粮食产区，拐河街也曾一度成为河南省柞丝绸最大集散地。但数千年的封建

社会，土地私有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第一生产要素的土地始终没有

发挥应有的效能。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彻底铲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进而转为集体土地所有制。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全县人民以极大的热情和干劲对这方土地进行了有效治理。特别是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公有制的优越性和农民个体经营

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使这块土地施放出前所未有的能量。《：方城县土地

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翔实的史料，系统记述了方城

县有关土地的历史和现状，总结了土地开发、利用和管理中的经验教训。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方城县土地制度的沿革，展示了方城人民奋斗不息的历史画卷。为

后人留下了一部具有重要借鉴价值的珍贵资料。 ，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方城县土地志>的出版，对启迪全县各级干部和广

大群众正确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和现状，激励全县人民更加热爱土地，珍惜土

地，合理开发和利用每寸土地必将产生十分积极的作用。

土地是人类赖依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坚持土地基

本国策，切实保护耕地，认真解决好吃饭、建设用地与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的矛盾，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我相信，前人在方城这块土地上已创造了灿

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也一定能够谱写出新的国土华章，开创更加辉煌

的明天。

中共方城县委书记 张国伟

方城县人民政府县长 李东武

1998年1月



序 二

到任伊始，恰逢《方城县土地志>纂成，我有幸首先饱览了这部书稿，颇有感

触和启迪。

纂修土地志，是一项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泽被后世的有益之举，

这项工作对通古今之变、借前人之鉴，科学运筹土地管理的各项现实工作，对保

护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加速改革开放进程，促进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因此，纂修土地志，不失为土地管理的一项“长效工程”，“综合工程”。

<方城县土地志>，系统地再现了方城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历史和现状，客观

地记述了方城古今土地管理工作的实践和经验，清晰地反映了土地制度、土地赋

税的历史演变。它的纂成，为贯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

地”的基本国策，为科学规划和利用方城这方土地提供了一份具有很大借鉴价值

的珍贵资料。在方城的土地史上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新一任的土地局局长，在《方城县土地志>即将正式出版发行之际，我谨

代表方城县土地局，向给予我们关心、指导和支持的省、市土地局及县直有关单

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决心带领全局同志以志为镜，团结拼搏，锐意进取，开创方

城土地管理工作新局面。 ，

方城县土地管理局局长亢有富

1998年6月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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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记述方城县有关土地的历史和现状，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

则，着力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情况。上限依据占有资料尽量追溯到有

史可稽之初，下限断至1996年底。

三、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共立7章32节，前置概述、大事记、中置专志、

后置附录。

四、本志采用志、述、记、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以事物性质分类，按时间

顺序记述。

五、本志用规范化语体文记述，所用汉字，除特殊情况外，均使用规范简化汉

字。 ’

六、所记名称和习惯用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如“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方城县委员会”简称“中共方城县

委”。

七、历史纪年，清代以前用帝王年号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纪年一

般用民国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八、所用数据，原则上以统计部门数据为准。在记述土地资源时，使用了农

业区划及土地部门的普查数据。统计数字和普查数据不一致时，以普查数据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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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1 ·

概述

方城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阳盆地东北隅。县境东邻舞阳、泌阳，西连南

召，北靠鲁山、叶县，南接社旗、宛城。面积2542平方公里，耕地150．7万亩。

1996年，全县辖7个镇、9个乡、543个行政村、4115个自然村、5317个村民组。

总人口97．8万人。

方城县地处北亚热带与暖温带、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南阳盆地与黄淮平

源、伏牛山脉与桐柏山脉、华北地台与秦岭地槽的分界线，东北部山势中断处形

成自然缺口，渐向西南展宽，呈现喇叭形。是南北气团进出南阳盆地的通道。特

殊的地理条件，使方城县的气候、水文、地质、地貌、土壤、光热资源和生物群落等

状况具有十分明显的过渡性、边缘性和多变性。

’境内受南北气团的影响，风多风大。风向以东北、西南为主。四季气候的特

点是：春暖多变大风多，夏热雨大多旱涝，秋凉风少日照足，冬长轻寒雨雪小。年

平均日照时数2092小时，年均气温14．4℃，年均风速3．2米／秒，年均降水量

803．9毫米，年均无霜期220天。

县境三面环山，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浅山区、丘岭区、平原区分别占总

面积的47．1％、22．2％、30．7％。境内山脉分属两大山系。西部、北部为伏牛山

系，呈西北——东南走向，主要山峰有41座，最高为七峰山，海拔760．3米；东南

及东部为桐柏山系，呈西北——东南走向，主要山峰有38座，最高为青山，海拔

711．2米。境内河溪有70余条，属淮河水系的主要河流有甘江河、澧河、澎河；

属长江水系的主要河流有赵河、潘河、白河。全县水资源总量为11．97亿立方

米，人均1402．3立方米，比全省人均700立方米多1倍，耕地亩均755立方米，

比全省亩均多73．1％，但季节变化大，分布不均，开发利用率不高，全县能开发

的水资源5．23亿立方米，已开发1．95亿立方米，实际利用仅为0．724亿立方

米。

全县农用土壤共分3个土类、5个亚类、14个土属、65个土种。其中，黄棕

壤占89．1％，砂姜黑土占8．8％，潮土占2．1％。

境内地质构造复杂，岩浆活动强烈，成矿条件好，内生及外生矿产、金属非金

属矿产资源丰富，现已初步探明的矿产有25种，部分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其

中，金红石储量为100万吨，萤石500万吨，白云岩4000万吨，滑石500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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