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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源泉，称之为。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苑。”春秋时期的

大政治家管仲提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古代人们曾经把社(地)稷(谷)奉为

国家象征。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无不与之息息相关。

开封这块古老的土地，历经沧桑巨变，早在八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先后在此聚居开

发，繁衍生息，在漫长的岁月里，披荆擘划，曾创造出璀璨的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的发展和变化更是天翻地覆无比巨大的。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举国上下

深化改革，万众一心，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盛世修志”

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传统。尤其是《开封市土地志》的撰修，不仅弥补了专业志的空白，

而且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坚持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

地”这一基本国策的实际行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土地管理事业面临诸多新课题。通

过誓开封市土地志》将开封土地资源情况、土地开发利用、耕地保护、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

状及其经验教训加以整理记述，以发挥其“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

近年来，开封市在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及耕地保护方面已迈出坚实的步伐，

正在规范完善土地市场，积极盘活土地存量，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合理配置土地

资源，并采用行政、经济、法律、科技等手段加大保护耕地力度以促进经济发展，加快开封

市迈上土地管理新水平、新台阶的步伐。

土地不仅是资源，而且是资产。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资产是一笔巨大的社会

财富。特别是通过改革开放飞跃发展的国民经济，土地问题尤其耕地保护问题显然已成

为制约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开封也面临着耕地后备资源不足，人口增

长，土地供求形势严峻，土地承载力接近临界状态的困境。土地是有限的，是不能再生的。

土地资源呈现出危机的国情、市情，能够通过《开封市土地志》的作用，鉴古知今，成为全

市干部和人民的共识。如何加强对土地资产的管理，深化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以达珍惜

每寸土地之目的，是当前土地管理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撰修‘开封市土地志》的初衷和

愿望。

编写《开封市土地志》是开封市前所未有的事，史料不足，经验欠缺，困难重重，但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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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原则，本着良史贵实，详今明古的精神，在省局和地方史志办的

指导下以及市有关单位的支持下，市局有关部门的协助和编修人员的共同努力，历经年

余，众手成志，终成此稿，特此志贺，企盼专家赐教，是为序。

开封市土地房屋管理局局长 姚志翔

1998年8月31日



凡 例

一、鬈开封市土地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力求

其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而编写的。

二、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上限尽可能追溯至有史可稽，下限止于1995

年，大事记延至1996年。个别事件为保证叙述的完整性，时限有所延长。重点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1 B)以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颁布。

三、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图、表、录，以志为主，反映地方特色、时代特色和专业特

色．
●

四、本志采用篇、章、节结构，共五篇三十一章、一百节。

五、历代政权，一律沿用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纪年，一律以公元纪

年编写；人物称谓，一律直称；度、量衡以公制为单位，历史资料沿用旧制。

六、本志书所用的统计数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原资料为准。成立后，一般

以开封市统计局资料为准。但由于辖区归属多变，资料散佚，有时参照土地管理有关业务

部门的统计数。引用其它数字时，均作注释或说明。

七、市属五县‘土地志》作为《开封市土地志》的分卷将先后出版，本志不另作简介。

f一}l’¨．¨}『l}卜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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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开封，是我国七大古都和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地处中原腹

地。北襟黄河，与新乡的封丘、长垣隔河相望；南挟陇海铁路，与周口地区的太康、扶沟及

许昌市的长葛、鄢陵相邻；东与商丘市的民权、睢县接壤；西接省会郑州市的新郑和中牟。

位于豫东大平原、黄河下游冲积扇的南部。界于北纬34。11 743”一'-35。11743”，东经113。51’

51”～115。15’42”之间。南北宽约92公里，东西长约126公里。

1983年10月实行市带县体制后，全市共辖开封、尉氏、通许、杞县、兰考五县和鼓楼、

龙亭、顺河、南关、郊区五区，现有94个乡(镇)、2289个村民委员会、16，524个村民小组。

总面积6444平方公里，其中市属五区面积359平方公里。根据1991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结果，全市土地总面积628，240．26公顷，其中耕地434，732．14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9．20％；园地10，456．84公顷，为总面积的1．66％，林地24，026．26公顷，为总面积的

3．82％；居民点及工矿用地83，750．85公顷，为总面积的13．33％}交通用地17，822．06公

顷，占总面积的2．84％；水域为46，964．21公顷，占7．48％；未利用土地10，487．90公顷，占

土地总面积的1．67％。1995年底全市总人口4，458，602人，其中农业人口3，656，724人，非

农业人口801，878人，城乡平均人口密度696人／平方公里，其中市区为2056人／平方公

里。人均土地面积0．1462公顷。全市有民族41个，主要有汉、回、蒙、满、藏、朝鲜、壮、维吾

尔等，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98．4％。

在中国的版图上，开封地处于豫东大平原，属黄河冲积扇的一部分，大部分地区地质

构造较为单一，地质条件比较简单。地面由西北到东南倾斜，坡降为1／1000"～1／2000，海

拔高度一般介于69"-'78米之间，最高133米(在尉氏县岗李冉家村北)，最低53．4米(在杞

县宗店乡徐老村)。由于历史上黄河多次在市境内决口、泛滥、改道，微地貌起伏不平，差

异显著，形成临黄滩地、背河洼地、冲积风积沙丘沙地、黄河故道条带状砂丘地、黄土岗

地、泛淤平地等地貌类型。土壤的发育和形成受黄河冲积影响，成土母质主要为黄河冲积

物，经过长期的自然变化和农业耕作种植，现在市境内的土壤可分为潮土、风沙土、盐土、



新积土四大类，其中潮土占整个土壤面积的97％，而且大部分地势平坦，适宜农作物种

植。

开封市气候主要受蒙古高压、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交替控制，属暖温大陆性季风气候。

年均日照率为5l％。平均日照时数为2267．6d,时，其中最长为6月份，可达250．2小时，最

短为2月份，仅有148．3tJ,时。平均气温为14．7℃，其中极端最高气温为43．5。C(1966年7

月15日在兰考县出现)，极端最低气温为一17．2"C(1958年11月16日在尉氏县出现)。

年总降水量为561毫米，多集中在夏季7、8月份，约占全年降水量的64．9％。年无霜期为

211天。是光热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

开封市境内河流分属黄淮两水系。黄河大堤以北滩区为黄河水系，市境流长88公

里，流域面积263．76平方公里；大堤以南属淮河水系，主要河流有惠济河、马家河、黄汴

河、贾鲁河、涡河等，流域面积5，913，006平方公里。市郊湖泊、坑塘星罗棋布，总面积为

9．54平方公里，总储水量约为410万立方米，故素有北方水城之称。地下水储量丰富，静

储量约有12．4亿立方米，而且水质较好，为全市工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水源。

开封地下资源已探明的有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预计石油总生成量为5．6亿吨，天

然气储量485亿立方米。埋藏在1800米以下的煤炭，预测可靠储量为77．9亿吨。此外，开

封地下深部还有丰富的石灰岩、岩盐、石膏矿藏。

开封西临京广铁路、东接京九铁路、陇海铁路横贯东西，310高速公路和106国道交

汇于此，交通便利。1995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5．7亿元，按可比价格比上年增长

18．8％，超过了全国和全省平均发展速度。其中：第一产业增长16．5％，第二产业增长

25．4％，第三产业增长12．1％。农业粮食总产量达到188万吨，棉花总产8．47万吨，油料

总产25万吨。农业总产值达到75．69亿元，比上年增长19．8％。城乡市场繁荣兴旺，全市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43．9亿元，比上年增长23．4％。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1995

年底全市城乡综合集贸市场已发展到325个，其中较大规模的农产品批发市场27个，日

用工业品批发市场25个，生产资料批发市场25个，综合集贸市场229个。批发、专业市场

和要素市场并举，形成了多层次、多功能的市场体系。

开封历史源远流长。今之开封，古称大梁，或日仪邑，据考《城冢记》为3000年前西周

初文王之子毕公高所筑。开封之名乃由今开封城南50里处的启封古城嬗变而来。启封乃

春秋初年郑庄公所筑。战国年间，大梁、启封均属魏国，魏惠王六年(前364年)迁都大粱，

历六代，凡140年。时启封为魏都大梁近旁的军事重镇。魏王假三年(前225年)秦灭魏，

秦将王贲决黄河水灌大梁，大梁城化为废墟。秦统一六国之后，因大梁城濒临浚水，且曾

称仪邑，置为浚仪县，启封亦为县治，同属砀郡。逮乎汉代，为避景帝刘启名讳，改启封县

为开封县，始有开封之名。而浚仪、开封各为县治，不在一处，互不相干。开封县属河南郡，

浚仪县属陈留郡管辖。魏晋时期开封县属荥阳郡。十六国时，由于战乱频繁，两县归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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