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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地区志》(1986～1994年)即将付梓问世，这是我区第二部社

会主义新方志。它记述内容的上限是1986年，下限是撤销南阳地区、

设立地级南阳市的1994年，重点记述了这九年间南阳经济和各项社

会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面貌。

1986～1994年，是南阳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九年来，南阳人民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牢牢抓住经济建

设这个中心，高举“团结奋进，振兴南阳”的旗帜，紧紧围绕“一高一低，

富县富民’’的战略目标，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机遇，埋头苦干，使改

革不断深入，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南阳面貌发生了日新

月异的变化。1994年，全区完成国民生产总值215亿元，工农业总产

值425．7亿元，财政收入l 1．6亿元，分别是1985年的4．5倍、6．4倍和

4．2倍。全区职工平均工资339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874元，分别是

1985年的3．7倍和1．97倍。今日的南阿，是国家科委“科技长入经济

试验区”、国家教委“燎原计划试验区"、河南省“股份制经济试验区’’和

“公路建设试验区”，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的重点

联系地区，是全国三个对外开放地区之一，是全省具有进出口自营权的

三个地市之一，全区有9个县市被国家公布为对外开放县市。经过建

国后四十多年，特别是近几年的建设，南阳已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工

业，形成了7台金、建材、化工，机械、医药、纺织、军工等多门类的工业体

系，拥有乡以上工业企业2000多个，产品3000余种；农业，是河南省

粮、棉、油的主要产区之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全区主要经济指标总量

在全省居领先地位。

《南阳地区志》(1986～1994年)是一部综合性的地情书。它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是求是地记

述了南阳近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多方位地反映了南阳九年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发展成就，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达到思想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此书的出版发行，既可为南阳的建设事业

提供历史借鉴和决策依据，又可成为爱祖国、爱南阳、爱家乡教育的教

材，并为宣传南阳，扩大南阳的知名度，发挥积极的作用。

南阳有着灿烂的昨天，也必将有着更加繁荣的明天。地级南阳市

的建立，进一步理顺了行政管理体制，增强了市级经济调控能力，有利

于南阳市城区的自身发展，有利于发挥城市的中心辐射作用，有利于发

展城乡一体化，有利于发展豫西南地区的丰富资源，形成区域经济优

势，增强在豫、鄂、川、陕毗邻地区的竞争能力，为南阳发展提供了新的

机遇，使南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目前，市

委、市政府确立的“农业奠基，工业立市，科教兴宛，开放带动，城乡一

体，富县富民奔小康”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针，为“九五”和21世纪的发

展指明了方向，展示了按照工业化、产业化、城镇化目标加速发展的光

明前景。全市上下要研究地情，熟悉地情，发挥优势，团结奋进，全面完

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个翻番，人民

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把南阳建设成为豫西南和豫鄂陕毗邻地区有较强

辐射力、吸引力的经济中心城市，把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前景更加光

辉灿烂的南阳带入21世纪。同时，也热切希望国内外友人和有识之

士，能通过《南阳地区志》(1986～1994年)进一步了解南阳，认识南阳，

来南阳投资办企业，携手并进，共创南阳的辉煌。

编修《南阳地区志》(1986～1994年)时间短，任务艰巨，市地方志

办公室的同志们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辛劳动。值此志书即

将出版之际，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编辑和为志书提供资料的单位

及同志们表示感谢和祝贺。希望再接再厉，继续写好南阳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史，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宝贵的财富。

南阳市市长符文朗

1995年1 1月



凡 例 3

凡．例

一、《南阳牡区志》(1986～1994年)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

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南阳地

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成就、新面貌。

二、时限上起1986年，‘下迄1994年。政区设置1994年11月8

日前为南阳地区，其后为南阳市，内容记述与政区设置相统一。

三、全书设总述、大事记和5编分志。总述从宏观上记述全区概

况，大事记简要记述1986年至1994年全区大事，分志分门别类记述

全区各方面的主要情况。编下设章、节、目诸层次。篇目设置以科学分

类为主，兼顾社会分工，不受行政隶属关系的限制。

四、全书采用记述文体和现代汉语规模的书面语言。

五、数字(包括纪年)的使用方法，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

七个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六、计量单位使用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定计量单位。

七、简化汉字的使用以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简 ，

化字总表》为准。 ．．

， ／

八、标点符号的使用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 ’／

新闻出版署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依据。 。 ， ／‘，

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数据以统计局公布的为准，统计局 ／^

没有由部门提供。 ，_

十、所用资料均经考证，一般不注明出处。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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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 述

(一)

南阳地区位于河南省西南部，东邻驻马店、信阳地区，南界湖北省襄樊市、十堰市，西与

陕西省商洛地区相接，北同三门峡市、洛阳市、平顶山市毗邻。地理座标位置在北纬32。17’～

33。48’、东经110。587～113。497之间，东西长263公里，南北宽168公里，总面积为2．66万平

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16％。辖南阳市、邓州市和南阳县、南召县、方城县’、社旗县、唐河县、

桐柏县、新野县、镇平县、内乡县、淅川县、西峡县13个县(市)，共154个乡、73个镇、5个市

辖办事处，4663个农村村民委员会、69个城镇居民委员会，52057个村民小组。

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根据南阳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批准撤

销南阳地区，以南阳地区原辖区设立地级南阳市。撤销县级南阳市和南阳县，以原县级南阳

市、南阳县辖区设立县级卧龙区、宛城区。市区人民路以东，农村白河以东为宛城区；市区人

民路以西，农村白河以西为卧龙区。南阳市人民政府驻卧龙区中州路。1994年底，全市

257．41万户，1019．99万人，耕地面积873．51千公顷。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85人，人均

耕地面积1．43亩。境内汉民族占人口的98．1％，回、蒙古、满、壮、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占

人口的1．9％。

区境北部、西北部绵亘着高峻的伏牛山，西部为岩溶地貌比较发育的秦岭余脉——淅川

低山，东部、东南部为蜿蜒起伏的桐柏山，中部和南部为广阔平原，地势呈阶梯状逐渐向中

部、南部倾斜，构成向南开口与江汉平原相连接的马蹄形盆地，素称南阳盆地。盆地东北的方

城缺口与华北平原相通，形成历史上著名的“南(阳)襄(阳)隘道”。

南阳境内的伏牛山、桐柏山，自然形成了黄河、长江、淮河三大水系的分水岭。干流最长、

流域面积最大的白河、唐河、丹江，向南注入汉水，属于长江水系；发源于桐柏县境内的淮河

及其支流月河等向东流去，属于淮河水系；南召县北部33平方公里内的一些小溪向北汇入

黄河，属于黄河水系。全境海拔高度72．2米"-'2212米之间。山地、丘陵、平原面积大约各占

三分之一。

南阳处于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区，南方柑桔到此为北缘，北方苹果到此为南缘。全

境年平均气温14．4℃～15．7℃。年平均降雨量703．6～1173．4毫米，水资源蕴藏量42亿立

方米。年平均无霜期225天"-'240天。年平均日照时数2121小时。土壤以黄棕壤土为主，沙

礓黑土次之。全区土地肥沃，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无霜期长，适宜于动、植物生长，

为发展农、林、牧、鱼各业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二)‘

南阳盆地物产丰富。全境盛产粮食、棉花、烟叶和多种油料作物，为全国、全省粮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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