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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国家有史，地方有志。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社

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南阳市土地志》是南阳市历史上

第一部“土地”专志，为南阳地方志丛书增添了又一株新葩。

南阳市地处豫陕鄂三省结合部，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土地利用

与管理源远流长。然而，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土地作为权力与

财富的载体，被地主阶级占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从土地革命

入手，推翻了三座大山，并逐步实现了土地从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

变，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土地的主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

阳人民团结奋进，求实创业，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极大地推动了生产

力的发展和土地基本国策的落实。 一

土地是万物之本，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与资产。纵观人类社会

的发展，无一不与土地密切相关。《南阳市土地志》的问世，从这方土

地的一个剖面，揭示了蕴藏在南阳人民追求文明进步中的许多哲理，

折射出每个特定年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特征，展示了南阳土地

制度变革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也记载着南阳人民和土地管理战

线全体员工的辛勤耕耘和无私奉献。

古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名言。盛世修

志，历代从政者都十分看重志书的作用。阅读《南阳市土地志》，不仅

可以了解南阳土地的昨天和今天，还能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有

利于我们全面认识土地市情，科学地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发挥优

势，正确决策，造福当代，惠及子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中，继往开来，乘胜前进，谱写出新的篇章。‘

南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孙兰卿

1 9 9 8年6月 2 5 日



序 二

《南阳市土地志》编纂出版了·它填补了我市土地无志的历史空

白，是土地管理部门为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献上的一份厚礼l

南阳位于伏牛山之南，居汉水之阳，土肥水美，资源丰富，历史悠

。久。土地利用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从商周到民国j南阳人民在这

块土地上洒下了多少耕耘的汗水，保卫的热血!土地利用与管理也在

时兴时废中向前发展。1948年南阳解放，土地终于回到了劳动人民的

手中，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土地管理法》实施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土地

利用与管理工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贯彻执行土地国策、国法，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吃饭”、“建设”

与耕地之间的矛盾相当突出；土地利用与管理中，还存在不少实际问

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南阳市土地志》问世了。它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针，坚持实事求是和详近略远的原则力匕

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南阳土地资源、土地利用与管理的历史和现状。

尤其可贵的是，在字里行问，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土地忧患

意识，体现着对这方土地的历史和未来的负责态度。读一读这部书，

可以进一步增强我们管好用好土地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对于我市各

级领导干部察历史得失，知土地现状，思长远发展，作正确决策，更加

切实有效地管好用好有限的土地，大有裨益。

值《南阳市土地志》出版发行之际，欣然披阅，提笔作序，谨表祝

，贺。．

南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朱长青

1 9 9 8 年 5 月 6 日



凡例

一、《南阳市土地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为准绳，力求全面准确地记述南阳市土地资源、制度、利用、管理及其人物活动的

历史与现状．为两大文明建设服务。

二、时限一般自有史可查之时起。下限一律断至1996年底．．．

三、地域以现南阳市辖区为界，兼顾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辖区。’

．’四、体裁并用述、记、志、传、表、录，以志为主体，辅以照片。全书设篇、章、节、

目诸层次。

五、语言文字、标点符号、数字、称谓一律按国家土地管理局发布的《土地史

志编纂暂行办法》和《土地史志编纂语言文字暂行规定》执行。

、 六、称谓第一次出现用全称，以后再次出现用简称；解放前、后，以1948．年

11月4日南阳解放为界；1994年7月南阳撤地设市，11月8日南阳地区机关统

一更名，文中涉及更名前的政区、机关名称，一律直接用原称谓。地名以地名普查

委员会公布的名称为准。历史地名按当时名称。使用已不用的古地名时，尽量加

注现名。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数据直接引自有关史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的数据，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使用有关专业部门统计的

数据。专业部门统计的数据与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不一致的，加括号注明专业部

门统计的数据。

八、所用资料均经考证，除在行文中点明出处，一般不再逐一加注。只在附录

中开列本志的参考书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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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南阳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豫陕鄂三省交界处。东界驻马店地区和信阳地

≤ 区，南接湖北省襄樊市和十堰市，西连陕西省商洛地区，北同三门峡、洛阳、平顶

l 山三市毗邻。地理座标在北纬32。17’～33。487、东经110。587～113。497之间。南北
} 最宽168公里，东西最长263公里．土地总面积2．66万平方公里(1996年土地
。 一 详查变更数为2．651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16％。

：。， 自周赧王四十三年(公元前272年)秦昭王置南阳郡以来．历经改朝换代，辖
； 区范围变动频繁，时大时小．至明清时期基本稳定下来。民国21年(1932年)，河

南省政府在南阳置第六行政督察区，辖13县，除今市境外，另含叶县、舞阳、泌阳

三县。1949年初，南阳行政区建立，划出叶县、舞阳县。1965年，划出泌阳县，增

： 置社旗县。南阳辖区固定下来，至今未变。1994年7月，国务院批准：撤销南阳地

、 区，建立南阳市，辖邓州市、卧龙区、宛城区、镇平县、新野县、淅川县、西峡县、内
。 乡县，南召县、方城县、社旗县、桐柏县、唐河县共1市2区10县。
1。

： 至1996年底，全市有142个乡，89个镇，3个街道办事处，4669个行政村，

134个城镇居民委员会，52714个村民小组，263．5万户．1030．4万人(其中农业

人口901．8万)；耕地1309．86万亩(1996年土地详查变更数为1521．9万亩)，

， 占辖区总面积的32．8％，人均耕地面积1．27亩。
‘

’

南阳市境域的自然环境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又完整的地理单元。经历漫长的

地质演变，到第四纪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形成了现在的地貌轮廓。

受地质构造的控制，南阳市境西、北、东部被伏牛山、桐柏山环绕，中部为一

。向南开口的马蹄形盆地，山地与平原之间为丘陵垄岗过渡带。整个地势由西、北、

东三面向南倾斜。海拔高度在2212．5米(西峡县鸡角尖)～72．7米(新野县沙

堰)之间。在各种地貌类型中．山地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36．5％，丘陵面积占

30％。平原面积占33．5％。山地丘陵区集中了全市绝大部分的林业用地。平原区

地势坦荡，土壤肥沃，是主要的农业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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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的全区土地清丈、土地陈报、南阳城区房地产籍调查等。均因战事。不了了

之。民国18年～28年(1929～1939年)，宛西自治诸县清丈田地，划分农地等级．

整理土地及契税，收到一定成效。但民国一代，南阳兵祸连天，天灾不断，民不聊

生。表现在土地利用及管理上，一方面管理散乱无序，另方面小土地所有者大量

破产。到解放(1948年11月)前夕，占全区总户数7％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区耕地

的41．9％，而占全区总户数56．7％的贫农只占有全区耕地的21．5％。，

1947年底至1948年初，在陈(赓)谢(富治)兵团建立的豫陕鄂第六、七专署

区和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建立的桐柏解放区，一部分地方开展了急性土地改

革．后经中原区党委及时纠正，至秋冬季先后停止。

1949年11月，南阳专区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1950～1951年，全区分两批

进行大规模土地改革，确定地权，颁发土地证。在土改及复查中，共没(征)收地主

富农土地383．7万亩，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彻底摧毁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地

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后经互助合作化

运动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至1956年底，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被改造成劳动

群众集体土地所有制，同时，还建立起了土地国有制度。社会主义的土地公有制

在全区牢固确立。
‘

1958年秋．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区一哄而起。集体土地任意无偿调拨；国家

建设所需土地凭首长“脚一点，手一指’’就算定下了位置与范围，埋下了大量的土

地权属纠纷隐患。1961年底，全区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权利下放。土

地、牲畜、农具、劳力“四固定"，确认给生产队所有，使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基本稳

定下来。并落实社员自留地、宅基地、饲料地政策，允许社员开垦小片荒地。1962

年春，实行“借地"政策，但在10月份又遭批判而被收回。1962年冬，全区开展基

建占地大清查，共清退占而未用的土地6万余亩。
‘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反“三自一包"，收回自留地、垦荒地，重

新划分社员的宅基地。还组织民兵、青年集中会战，深翻土地，结果打乱了土壤结

构。破坏了种植土层。在这一时期，全区以鸭河灌区和引丹灌区的水利配套工程

为中心，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使全区的灌溉面积由1966年的241．4万亩增

加到1975年的502万亩。同期，为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备战战略，国家在南阳

地区相继投资6．6亿元，建设11个军工企业。这些军工企业占地面积很大，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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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建在山区，占用耕地却很少。而全区建立起的496个“五小"(小钢铁、小机械、

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企业则依托城镇，较多地占用了耕地，且“宽打窄用”现

象比较普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阳地区改革农业土地使用制度。到1981年底．全

区5．2万个生产队都把土地承包到户．建立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初

步活跃起来，广大农民急追改善居住条件，加上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管理跟

不上，以致全区的农村建房失控，在承包田里取土烧砖、乱占超占土地甚至耕地

建房的现象比较严重j 1982～1984年，南阳行署就制止侵占集体耕地建房、加强

乡村建设先后召开三次会议，发布一系列具体政策，组织开展了乱占耕地建房大

检查，共查出4327个行政村的6．5万户乱占耕地2．7万亩建房31万间，并予以

相应的处理，有力地遏制了农村乱占乱建的歪风。到1985年，全区建立起地、县

(市)、乡(镇)三级农村建设管理机构，农民个人占地建房全部纳入逐级审批、统

一规划的管理轨道。

1982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实施后，南阳地区成立征地管理办公室．

会同施工管理科办理建设用地征用手续，直属于南阳地区计划建设局领导。1984

年，河南省政府两次下放征地审批权限，半年时间内，全区审批征(占)用耕地

8000亩。1985年，河南省政府又收回下放的土地审批权。

四

198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实施。3月，邓县人民

政府在全区率先成立直属政府领导的、统管全县土地的土地管理办公室。之后，

全区其余县市也相继成立了土地管理办公室．结束了分散多头管理土地的历史，

依法、统一地管理土地的格局初步形成。1991年南阳地区土地管理局成立，规格

为副处级，负责全区土地的宏观管理与业务指导，隶属于南阳地区计划建设委员

会。．南阳撤地设市后，南阳地区土地管理局更名为南阳市土地管理局。升格为正

处级，直属南阳市人民政府，负责全市土地的宏观管理和南阳市规戈!f控制区内土

地的微观管理。原南阳市土地管理局的人、财、物、档案上划移交给南阳市土地管

理局。南阳市土地管理局还在南阳高新产业技术开发区派驻土地管?分局，对高

新区内的全部土地进行全面统一的管理。至1996年底，全市市、县、乡三级土地

管理工作人员有1512人，其中．中专以上学历472人，初级技术职称以上的150

人，高级职称5人。还涌现出一批土地管理先进个人。其中，获国家级荣誉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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