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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名刹” 少林寺山f1

寺大雄宝鼹(图勾1984年 1986年修复后的“大雄宝殿”。)



少林寺塔林

我国现存最早的砖塔之一一嵩岳寺塔



元代观星台又名“周公测景台”

黼 黼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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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群

众居住的住宅

三十年代群众

居住的石窑洞

九十年代群

众居住的住宅



位于嵩阳路中

段老城拆迁改造后

的商居楼房

九十年代建

造的居民住宅小

区“古城新村”

1992一1993年

老城拆迂改造后的

商居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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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新建的“登封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

1993年“新建的登封市房地产管理所”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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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建县始于秦，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境内有中

岳嵩山，古刹少林寺，不仅历史悠久、风光优美，而且资源丰

富、人才荟萃，我们的祖先记载和描绘这里的风土民情和锦

绣河山，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诗篇和专著。

房屋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生产和生活资料，房地产

权属历来为人民群众所重视，房屋的建筑结构、工艺、管理

法规和住房制度，标志着每个时代的科学文化、政治经济、

生活水平的基本特征。 ．

登封市的房地产源于4600年以前，早在4600年以前，

我们的远古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

他们艰苦创业，世代相续，创造了灿烂的业绩，为登封房地

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君国者以志为鉴”。编史修志

历来都是历史的责任，产业的使命。志书服务当今，借鉴后

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中华民

族文化的千秋大业。

《登封市房地志》的编写者本着贯串古今、详今略古的

原则，广泛收集资料，查阅史籍和档案资料，实地调查，考证

辩析，分析研究，去芜存菁，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地介绍了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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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市悠久的历史文化、房地产业的发展以及房地产的管理，

此志书着力于观点正确、资料详实、体例得当，体现了时代

风貌和地方特色，它不仅是登封市的房地产发展重要资料

的汇集，同时也为今天和明天房地产的管理提供了重要的

依据，是一部比较好的专业文库和工具书。

编史修志是一项巨大的综合工程，《登封市房地志》的

编篡问世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果。《登封市房地志》编写

工作历时五年余，编写同志呕心沥血，辛勤耕耘，五易篇目，

五修其稿，终于1996年11月10日，第一部《登封市房地

志》问世。《登封市房地志》在编篡过程中，得到郑州市房管

局、登封市财政局、登封市志办等单位领导的关心指导和登

封市直各单位及有关人员的密切配合与大力支持，在这里

我代表编写组和房地产管理战线上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的

感谢! ’。

让我们发扬古风，古为今用，从《登封市房地志》中得到

教益，为登封市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振兴登封市房地产业做
’

出更大贡献。

登封市房地产管理所所长耿炎坤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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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马列主义j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全面

系统地记载了登封市房地产业发展和管理的历史，旨在为

今后的房地产管理提供经验与教训，激起职工热爱房地产

事业的热情。
7

。、二、志书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书写。上限自1840年，

朔述至该事物可考的最早阶段(年代)下限至1995年底。

三、本志内容不受行政隶属关系限制，辐射范围除个别

地方外，一般不超出市区范围。

四、志书体例。行文表述采用编年体，纪实本末体及史

志结合体，以志为主，图表结合，文款用第三人称。

五、行文中一律使用国务院公布的第一、二批简化汉

字。

六、志书中称谓：对历史朝代沿用通称。对各个时期的

机构、社会团体、官职、人名，以当时称谓为准，不加褒贬。

七、志书记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先以朝代年号

纪年，后用括弧注明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记数：按国家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1987年12月1

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大数



凡例

以万为单位，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数。

记量：按国务院1984年乏月27日颁布的《关于我国统

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名称的命令》执行，对古代计量单位名

称照实书记，并用括号注明今值。对房地产各类面积的计

量名称，行文用汉字(如平方米)，图表用计量符号(如m2)。

八、历史上的地名、街道名称用原称(或通称)，用括号

注明今称o_

九、资料来源，摘引登封县志以及调查研究的口碑资

料，经分类归属，详略取舍，编简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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