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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 

文物保护区域评估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河南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以及《河南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的指导意见》（豫政办

〔2019〕10 号），受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委托，在河南省文物

局指派下河南省文物考古院研究院与河南易和古建艺术有限公司、光

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组成联合调查队，于 2020年 5 月至 12月对光

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进行了文物保护区域评估，现编制文物保护区

域评估报告如下。 

一、官渡河产业集聚区概况 

1.1 项目名称 

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文物保护区域评估报告 

1.2 项目地理位置 

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位于光山县城南部。地理坐标：东经114°

53′55″～114°56′25″，北纬31°58′28″～31°58′49″。（图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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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项目范围 

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北临小潢河（官渡河），西至县城西环

路以西860米，南至县城南环路以南300米，东至京九铁路控制带和县

城至京九铁路光山站连接线。东西跨度7公里，南北跨度3公里（图1.3、

1.4）。 

1.4 项目面积 

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13.1平方公里（图1.3）。 

1.5 环境特征 

1.5.1 自然环境 

1、气候 

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属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区，兼有亚

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气候特点，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

雨热同季，春多阴雨，夏季多伏旱。年平均日照时数1900小时，年平

均相对温度78%，平均气温15.4℃，月平均气温10℃以上的有8个月，

20℃以上的5个月。年均降水量1027.6mm，年平均无霜期226天。全年

主导风向东北偏东风，夏季主导风为西南风，冬季主导风为东北风，

年平均风速2.57m/s。 

2、水资源 

光山县水利资源比较丰富，境内大小河流多条，其中淮河一级支

流4条，分别为白露河、小潢河、寨河、竹竿河。全县有大型水库2座，

水利枢纽2个，小型一、二类水库136座，塘、湖、堰、坝3万多处，水

面积31万亩，总蓄水量5.9亿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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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经官渡河产业集聚区的小潢河发源于新县万子山，经光山至潢

川新台入淮，流长140km流域面积3400m2，年平均流量30.6m3/s，最

大流量3500m3/s（潢川堡子口）。 

3、地形地貌 

光山县境内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地面坡降为1‰～3‰，呈大

别山地区向淮河平原过渡的特点。南有崇山，中有丘陵，北部岗畈相

间。库、塘、堰、坝星罗棋布，白露河、小潢河、寨河呈西南--东北

向从境内穿流，而竹竿河则沿县境西界向东北流去。最高点为县南王

母观，海拔433.9米，最低点为县域北部王乡村，海拔40米，相对高

度为393.9米。 

官渡河产业集聚区内多为丘陵和岗畈，海拔57米左右。 

4、地质 

光山县系淮阳地质的组成部分，属华北陆台的南缘，处于秦岭--

昆仑东西向复杂构造带和新华夏系第二沉降带的交接复合部位。区内

构造以断裂构造为主，主要断裂有两条：一是龟山--梅山断裂，出露

在中部，断裂为宽约150米左右的挤压破碎带。二是桐柏--商城断裂，

出露于南部，近东西走向，断裂带在县内宽度只有100米左右。 

城区地基载力在10～20t/m2之间，地震裂度Ⅵ度。 

5、地下矿产、土壤 

经对集聚区及周边环境详细调查，集聚区地下无已探明储量的矿

产资源。土壤以弱酸黏性土为主。 

6、动、植物 

植被：光山县属华南落叶植被区，有多种树木资源，目前原始植

被甚少。树木有油松、白皮松、望都桧、白蜡树、栾树、杨、榆、椿、

国槐、泡桐、苹果、梨、桃、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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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野生动物主要有老鼠、野兔、黄鼠狼、蛇、灰喜鹊等。家

畜、家禽动物主要有羊、马、牛、狗、鸡、鸭、鹅、鸽、猫等。昆虫

主要有马蜂、土蜂、蚂蚁、蝴蝶等。 

1.5.2 历史、人文环境 

1、光山历史沿革 

光山县因有浮光山，“每有光耀”故名。其历史悠久，一直是江

淮河汉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地，有文字可考的历史4000余年。

周为弦子封国，故称“弦”；春秋为弦国地，战国属楚；秦代辖于九

江郡，西汉置西阳县；南朝宋元嘉二十五年（448年）置光城县，同年

并置乐安县；隋开皇三年（583年）光城县并入乐安县，隋开皇十八

年（598年）析置光山县；唐宋以后均属于光州（治今潢川）辖县；中

华民国二年（1913年）光州改名潢川，属河南省第九行政督察区（督

察专员驻潢川）管辖，1928年5月河南省境划为14个行政区，属第十

三行政区（潢川）辖区，1932年8月属于河南省第九区（潢川）辖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属于河南省潢川专区辖区，1952年10月，信、

潢两专署合并，属信阳专区，1970年属信阳地区，1998年6月9日开始，

属信阳市管辖。 

官渡河集聚区位于光山县老县城南，与老县城之间有官渡河相隔，

范围主要在槐店乡行政区内，不在光山县历史文化中心活动区域。 

2、光山县人文景观 

光山历史悠久，是红色革命老区，风景秀丽。主要人文旅游景点

有：白雀园革命旧址、邓颖超祖居、王大湾会议旧址、光山北向店战

斗旧址、光山中国茶具博物馆、花山寨会议旧址、净居寺名胜风景区、

刘伯承脱险纪念地、司马光故居、万海峰旧居、王大湾会议会址、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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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桥、尤太忠旧居、紫水塔等。 

查明代、清代、民国光山县志和光州志等历史文献，光山县历史

文化古迹多集中在官渡河北岸，官渡河南岸的集聚区域内未查到历史

文化古迹。 

1.6 项目现状 

官渡河产业集聚区用地现状，域内现有建成的村庄、工厂、广场、

道路，水域有河流、池塘，田地有稻田、菜地，以及林地。（图1.5、

1.6） 

官渡河产业集聚区是光山县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小潢河南组团，

在城市的主要发展方向上。其起步区（1.3平方公里）和发展区（4.0

平方公里）完全处于总体规划确定的县城建设用地范围内，控制区

（4.0平方公里）位于县城的主要发展方向上。该产业集聚区的位置

选择符合省委、省政府的基本要求。 

官渡河产业集聚区规划范围与已经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中的产业集聚区用地范围相重叠，发展区用地供应有

保障，控制区基本农田已全部调出。 

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2009-2020）通过对集聚区

综合发展现状的分析，确定官渡河产业集聚区总体发展定位为：县域

经济的核心增长极，光山县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新支点；以服装加

工、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为主，集工业、仓储物流、商业服务、生产配

套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城市产业集聚区。到规划期末，集聚区共入驻企

业200家以上，完成总投资100亿元以上，工业增加值150亿元以上，

实现利税30亿元以上，集聚区总占地规模达9.3平方公里。 



 6 

1.6.1 产业集聚区空间方位 

官渡河产业集聚区位于光山县城南部，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其

东距合肥280公里、南京420公里、上海780公里，南距武汉天河机场

180公里，西距西安700公里，北距郑州320公里。集聚区距京九铁路

光山站2公里，距沪陕高速入线口8公里，距大广高速入线口3公里，

省道213线纵贯南北，省道338线横穿东西。 

1.6.2 产业集聚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 

光山县于2007年5月设立官渡河工业园区；2008年5月正式确定管

理区域，总面积15.4平方公里；园区下辖3个行政村，64个村民组，

总户数1829户，户籍人口7349人。2008年12月，官渡河工业园区被列

入河南省首批175个产业集聚区的名单，确定其本次规划用地规模为

9.3平方公里；其中起步区用地规模为1.3平方公里，发展区用地规模

为4.0平方公里，控制区用地规模为4.0平方公里。 

集聚区现有企业47家，建成投产企业42家，完成投资12.55亿元, 

建设标准化厂房4.7万平方米，其中生产出口型企业5家，分别是布鲁

哈（西班牙）弹性针布、辰龙茶叶、奥雪服饰、三元光电和正坤水产。

初步形成以茶叶为主的农副产品加工业、羽绒服装加工业和高档弹性

针布特色产业。2008年底完成工业总产值29.64亿元，完成工业增加

值8.1亿元，实现税收4.42亿元。截至2020年4月，四上企业66家，主

导产业19家（主导产业类型：纺织服装和羽毛（绒）制品加工、农副

产品加工），规模以上工业41家，新兴战略企业17家，省级研发平台

企业3家。 

光山县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加快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

为企业入驻创造条件。截止目前，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完成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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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亿元。建设高标准道路13.4公里，架设电力线路13.4公里，供、

排水管网42公里，新建220KV变电站一座；日供水2万吨自来水厂一座，

地埋通信光缆15公里；电视、网络光缆15公里，配套设施已初呈系统。

其中：2008年集聚区投资6000万元，高标准建成了工业大道、航空西

路、中心大道和工业二路等主干道，“四纵三横”的路网框架基本形

成。 

1.6.3 人口现状 

1、居住人口 

本次规划的官渡河产业集聚区范围内居住人口主要为集聚区所

辖村庄人口。规划区内共有3个行政村，46个村民组，总人口6969人。 

官渡河产业集聚区内各村庄人口情况表 

村名 村民组 人口数 村名 村民组 人口数 村名 村民组 人口数 

王寨村  2231 冯畈村  2198 盛湾村  2540 

 胡湾 215  中吴 154  前湾 282 

 渡河 199  李店 200  河棚 299 

 后杜湾 213  杨西 154  盛湾 234 

 熊湾 171  黄围孜 206  郭湾 99 

 王寨 280  冯东 151  陈湾 78 

 曾店 166  小围孜 206  赵湾 128 

 冯围孜 189  杨湾 95  曹湾 103 

 陆庄 133  杨东 158  朱湾 81 

 万围孜 145  前冯 204  马湾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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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寨 115  付井 30  围孜 85 

 江畈 116  东吴 145  赵围孜 104 

 上陈 69  下陈 79  杨湾 62 

 万榜 78  冯西 143  李洼 79 

 占杜湾 142  西吴 273  简岗 59 

       曹河 256 

       曹弄 239 

            杨西 147 

       杨东 114 

2、工业人口 

官渡河产业集聚区规划区内工业人口呈不断上升趋势，目前集聚

区现状工业人口为3467人。 

3、学校人口 

产业集聚区现有高级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各1所，在校学生人数

为4690人，教职工人数为436人。（小学未统计在内，其应归为居住

人口） 

4、现状总人口 

现状集聚区人口主要由以上三部分构成。通过上述统计分析，现

状集聚区总人口约为15500人。 

1.6.4 土地利用现状 

官渡河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13.1平方公里，包括建成面积7.8平

方公里，发展区4.0平方公里，控制区4.0平方公里。其中农用地626.1

公顷，城市建设用地119.33公顷，村镇建设用地约70.39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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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资源利用现状及其分布 

1）工业及仓储用地 

产业集聚区内以村庄建设用地为主，现状企业主要位于中心大道

以西、工业大道以北、省道338线以北、东三环路以西的区域，有光

山辰龙茶叶有限公司、正坤水产有限公司、白鲨针布有限公司、鸿源

羽绒厂、鑫鸳鸯绒毛厂等40余家企业，工业布局较为散乱，多与村庄

建设用地混杂，有一定污染，现状工业用地共43.54公顷，占产业集

聚区总建设用地的23.92%。 

现状仓储用地主要为位于产业集聚区南部的光山县国家粮食储

备库，用地规模5.28公顷，占产业集聚区现状总建设用地的2.90%。 

2）居住用地 

产业集聚区内部居住用地主要是位于园区北部的正在建设的半

岛国际城，用地规模28.43公顷，占产业集聚区现状总建设用地的

15.62%。 

3）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产业集聚区内部的各种市政公用设施正在计划与筹备中，现有的

基础设施主要有：位于北部的液化气厂一座（现已废弃）；位于集聚

区北部的两处加油站，分别沿两条过境省道布置；位于S338线和三环

路交叉口东北角得一座日供水能力为2万吨的水厂；位于龙山南干渠

与小潢河交叉处的水利发电站；位于龙山南干渠与S338线交汇处的

35kV变电站；位于龙山南干渠以南的光山县殡仪馆等。 

现状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共5.4公顷，占产业集聚区现状总建设用

地的2.97%。 

4）行政办公用地 

产业集聚区内部的行政办公用地急需增加，现状主要有位于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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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和龙山南干渠交叉口北侧的水电站办公用地以及位于三高北侧的

粮食局办公用地。现状行政办公用地共1.50公顷，占产业集聚区现状

总建设用地的0.82%。 

5）商业金融用地 

产业集聚区内部现状商业金融用地主要是位于中心大道两侧的

沿街底层商铺。共占地0.99公顷，占产业集聚区总建设用地的0.54%。 

6）绿化用地 

虽然产业集聚区自然条件较好，但是缺乏较为集中的公共绿地，

只有位于中心大道和工业大道交叉口东部的1处园林生产绿地，用地

规模为1.40公顷，占产业集聚区现状总建设用地的0.77%。 

7）水域及其他用地 

产业集聚区内主要为水域和村镇建设用地,有王寨村、冯畈村和

盛湾村3个行政村，46个村民组，村镇建设用地共70.39公顷，占产业

集聚区现状总建设用地的38.66%。 

2、现状用地汇总表 

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用地汇总表表 

用地代号 用地名称 
面积

(ha) 

占城市建设用地(%) 

R 

居住用地 28.43 15.62 

其中中小学用地 7.66 4.21 

C 

公共

设施

用地 

商业金融用地 0.99 0.54 

行政办公用地 1.50 0.82 

M 工业用地 43.54 2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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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仓储用地 5.28 2.90 

S 道路广场用地 25.13 13.80 

U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5.4 2.97 

G 绿地 1.40 0.77 

E 村镇建设用地 70.39 38.66 

 总建设用地 182.06 100 

1.6.5 产业集聚区发展的有利条件 

1、光山县城的快速建设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 

根据光山县城市总体规划，老城外围东、南、北三片要强调完善

公共设施、市政设施和交通设施的配套，形成服务相对综合、自我完

善的综合社区，减少对旧城的依赖。而在这些外围片区中，南片区的

小潢河南组团（即官渡河产业集聚区）将建成主城重要的综合性新城

片区，和县城中心区一起共同承担对外辐射、对内服务的功能。在近

年光山城建重点项目中，小潢河南组团（即官渡河产业集聚区）的建

设一直是重头戏。这些为产业集聚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性

环境。 

一是可以带动大量政府和民间资本进入，从而改善投资环境，吸

引更多其他形式的资本。在近年的城建项目中，光山县在官渡河产业

集聚区投资兴建了一些较大规模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集聚区不仅

是县政府重点建设的区域之一，而且已经成为很多品牌地产开发商入

驻光山的首选地区。近年来集聚区固定资产投资额保持了32.9％的增

长速度。一些居住小区、基础设施正在逐步建设，为产业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品牌效应和配套招商平台。西班牙卡博内尔和弗莱克斯福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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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等一批境内外大企业、大项目已经逐渐落户集聚区。 

二是可以吸纳人口，集聚人气，带动服务业的发展。集聚区建设

所带来的集聚效应正在逐渐浮现。随着各项配套设施的建设与完善，

未来集聚区将进一步集聚人气，从而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县委县政府实施跨小潢河向南开发策略、拓展“一

城三组团”的格局中，官渡河产业集聚区都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新集聚区将是一个集中展示光山小潢河南开发成果和现代化新光山

建设成就的标志区。“十一五”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集聚区都将

是光山县集中建设和各方资本竞相涌入的重点区域，这样一个独特区

位优势和发展机遇，是集聚区前所未有的，将为产业发展提供持续的

助推力，使集聚区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2、高标准的规划和建设为产业发展提供基石 

目前集聚区有相当一部分区域是农村地区，拆迁成本小，便于规

划和建设。同时，由于得到多方的重视，规划与建设起点高，各种相

应的配套设施能基本一次到位，可以最大程度地克服传统城市空间发

展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如交通组织混乱、层次低、布局分散、基

础设施不配套等。高标准的“筑巢”对好“凤”有很强的吸引力，尤

其是对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些高标准

的规划和建设将为未来集聚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空间重构打下基

石。 

3、区划调整和拆迁大大拓展了产业发展空间 

2008年05月的区划调整和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9-

2020）的土地利用调整为集聚区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调整后的集聚

区拥有了更为丰富的土地资源，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土地储备丰富，

产业发展空间大，新集聚区将成为老城向外扩张的首选区域，便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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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从老城区转移来的产业和人口，从而为现代化新区建设创造了良好

的契机。 

目前S338线和中心大道等路段已具有一定的商业基础。随着新城

建设和旧城改造的推进，北部旧城中心区原有的一些工业企业和零星

商贸业，将会搬迁或者重建，由此也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发

展空间。 

4、空间区位优势逐渐彰显 

从整个都市区来看，集聚区紧邻北部中心区，在光山县的整体功

能空间布局中有着独特的地位。跨河一、二桥南北向交通通道的建设，

使集聚区的区位优势进一步体现，彻底摆脱了原来“边缘化”的地位。

新桥的规划建设将更加缩短集聚区与中心城区的时空距离，对集聚区

吸纳人口、集聚人气将产生重要的作用。 

5、生态和旅游资源丰富 

首先，集聚区北部紧邻小潢河生态旅游带。随着该旅游带整治开

发建设，将为集聚区营造一条良好的生态背景轴线，为集聚区旅游及

相关产业的集聚发展带来了很好的机遇，同时也为集聚区的生态绿化

环境建设提供了很好的生态背景。 

其次，在小潢河生态旅游带的西端为“国家光山紫水森林公园”，

紧邻集聚区，是光山旅游规划线路系统的重要节点，也是集聚区的生

态之源。 

集聚区不仅拥有自然和人文相融合的旅游资源优势，同时还拥有

生态环境的优势，这些都是集聚区最大的财富和吸引投资的卖点，可

以籍此吸引更多的人气和商机，吸引商家、企业、公司进驻。 

6、经济总量迅猛增加，工业经济基础日趋雄厚 

集聚区现有企业47家，建成投产企业42家，完成投资12.5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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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标准化厂房4.7万平方米，其中生产出口型企业5家，分别是布鲁

哈（西班牙）弹性针布、辰龙茶叶、奥雪服饰、三元光电和正坤水产，

2008年底完成工业总产值29.64亿元，完成工业增加值8.1亿元，实现

税收4.42亿元。 

二、评估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

若干意见》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的指

导意见》 

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2009年） 

国家文物局《考古勘探工作规程》（2017年）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相关技术标准、规范 

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保护区域评估工作指引》 

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文物局《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

算定额管理办法》（1990年）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建设项目涉及的考古调查与勘探费问题

的通知》）（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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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概况 

3.1 工作时间 

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12月10日。 

3.2 队伍组成 

1、河南省文物考古院研究院、河南易和古建艺术有限公司：负

责地下文物调查、地上文物调查，编制《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文

物保护区域评估报告》。 

负责人：梁法伟  张玉岭 

参与人：周润山  岳梦  张延松  赵帅华  郭廷豪  刘俊豪  

刘文正 孙治都  李宝军  陈跃忠  张胜敏等 

2、光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组织协调关系。 

负责人：沈斌 

参与人：李学光  刘正科等 

3.3 工作方法 

接到项目任务后，河南省文物考古院研究院、河南易和古建艺术

有限公司联合管理单位成立专题项目组，负责对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

聚区内的文物进行调查、勘探、评估工作。现场调查分为三个综合组：

河南省文物考古院研究院负责地下文物保护单位和第三次全国文物

普查登记的文物点及文物探查，河南易和古建艺术有限公司负责对地

上文物保护单位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的文物点及文物调查，光

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协助协调关系、指引工作。河南省文物考

古院研究院、河南易和古建艺术有限公司负责编制《光山县官渡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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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聚区文物保护区域评估报告》。全体参与人员在每星期六召开工

作例会一次，总结检查调查成果和经验，布置下一步任务。根据光山

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分东、西两部分的特点，文物调查亦分东、西两

区进行分别调查工作。严格按照《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技术标准》和

《河南省文物保护区域评估技术标准》执行。 

工作程序：查阅历史文献→现场调查→编写《文物保护区域评估

报告》。 

3.3.1 查阅历史文献 

1）确定此区域内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

录文物点，如有进行重新复查。 

2）查阅光山县各版本县志等历史文献资料，走访当地文物部门、

村民等相关知情人员，及口头相传的文物信息，将文物信息和区域周

边相近已知文物遗存分布情况，确定为全区域文物调查重点区域范围。 

3.3.2 现场调查 

1）地面文物调查 

对官渡河产业集聚区所有区域进行全覆盖实地调查，调查内容主

要包括古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石

窟寺及石刻等。采用区域系统调查方法进行调查，一般区域调查人员

间隔30～50米一名队员，重点区域作逐一排查，如村庄、墓葬区、高

台自然断面、暴露古代遗址、遗物的断面等。 

对新发现的地上文物进行登录，作调查记录表，包括文物的名称、

位置、地理坐标、年代、类别、数量和文物特征等基本情况；文物本

体的保存情况和损毁原因；文物周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现状以及

文物的所有权属和使用管理等信息、资料，绘制文物线图、摄制文物

照片及其它相关资料，一并进行登录，并填写地面文物调查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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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下文物调查  

地下文物调查采取文献调查、口碑调查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文献调查主要是走访当地村民和有丰富经验的地方文物干部，

记录文物评估区域内口头相传的文物信息。实地调查包括地标踏查、

自然断面贯穿和考古勘探（普探），地标踏查采用区域系统调查方法

进行，间隔30～50米一名队员，对评估区域进行全覆盖调查；发现暴

露古代遗迹、遗物的断面做重点观察；考古勘探布孔间距为30米，每

孔以探至生土为准，如发现地下文物遗迹，确定其范围边界、遗迹表

面（或开口）埋藏深度和自身堆积厚度（或深度）为止。 

对新发现的地面文物进行登录，作调查记录表和详实的文字记录、

摄像等，包括文物的名称、位置、地理坐标、年代、类别、数量和文

物特征等基本情况；文物本体的保存情况和损毁原因；文物周边的自

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现状以及文物的所有权属和使用管理等信息、资料，

绘制文物线图、摄制文物照片及其它相关资料，一并进行登录并填写

地下文物调查记录表。 

3.3.3 编写《文物保护区域评估报告》 

在文物现场调查完成后，对所发现的文物分析评估，进行《文物

保护区域评估报告》编写。 

3.4 工作过程 

2019年12月10日，河南省文物考古院研究院、河南易和古建艺术

有限公司接到官渡河产业集聚区文物调查任务，开始组建、筹备官渡

河产业集聚区文物调查专题组。 

2020年1月15日由河南省文物考古院研究院、河南易和古建艺术

有限公司、光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组成联合调查专题组，在调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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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召开项目开展前的工作布置会议，明确各单位和成员的具体任务分

工，并对每个成员进行文物保护知识和思想再教育。至1月20日受疫

情影响停止工作。 

2020年5月1日复工，对官渡河产业集聚区东区块内文物继续进行

调查，至2020年7月25日完成东区块全部文物调查任务。 

2020年7月29日开始对官渡河产业集聚区西区块的文物进行调查，

至2020年11月15日完成西区块全部文物调查任务。 

2020年11月20日开始编制《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文物保护区

域评估报告》，至12月10日编制完成。 

3.5 主要收获 

本次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的文物调查面积13.1平方公里，其

中东区3.3平方公里，西区9.8平方公里。共新发现4处文物点（文化

遗迹点）。 

1、文物保护单位和“三普”文物登记点 

区域内未发现文物保护单位和“三普”文物登记点。 

2、新发现文物点（文化遗迹点） 

区域共新发现文物2处，其中水井1处，石桥1处；地下文物可能

埋藏区2处。 

1）东区新发现文物点 

共发现2处。水井（石砌）1座，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1处。 

2）西区新发现文物点 

共发现2处。石桥1座，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1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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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面文物调查 

4.1 调查区（地面）基本概况 

本次官渡河产业集聚区地面文物调查面积共13.1平方公里，分东

西两区块，其中建成区7.32平方公里，规划拟建区域5.78平方公里。

东区块西边界外为大广高速，东边界外为铁路，南边界为S338省道，

北边界为智慧路，东北角为光山火车站，南北长3.45千米，东西宽5.16

千米，面积为3.3平方公里；现东区域内有西南至东北的小河从中部

和东北部穿过，河两侧为散布的自然形成的村落、田地林地和池塘。

西区块北边界为望月路，外为官渡河南岸，南边界外为规划的南环路，

西边界为规划的城市次干道（未命名），东边界为东环路，南北长2.88

千米，东西宽2.3千米，面积为9.8平方公里；现西区域内有西南至东

北的渠道从中间穿过，河两侧为散布的自然形成的村落、工厂、田地、

林地、池塘。 

官渡河产业集聚区区域内地面地物现状有建筑、道路广场、坟墓、

耕地和林地等。区域内自然村落有水围子村庄和沿路（街）村庄，沿

路村庄基本为新中国成立后形成。地面建筑多为砖混结构和钢筋混凝

土建筑，少部分砖木建筑也为现代建筑，未发现古建筑和近现代重要

史迹及代表性建筑；道路、广场多为沥青、混凝土、水泥砖地面，田

地间小路为土路面，未发现古道和驿站；坟墓多为现代封土坟墓，少

部分为砖砌筑，未发现古墓葬和名人墓葬；耕地多为水稻田和菜地；

林地多为当地普通乔木，非发现名贵树种。 

本次地面文物调查未发现文物保护单位和“三普”文物登录点，

新发现4处文物点（详见地面文物分布汇总表3.1、图3.1地面文物分

布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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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地面）文物保护单位和“三普”文物登录点 

经查光山县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文

物登录点名录，域内未发现（地面）文物保护单位和《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文物登录点。 

结果：未发现（地面）文物保护单位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文物登录点。 

4.3 历史文献记载（地面）文物点 

此区域位于光山县城南官渡河南岸，处在古代非重点文化区域，

经查历史文献，未发现该区域有地面古文化遗迹的记载。 

结果：未发现（地面）文物点记载。 

4.4 调查新发现（地面）文物点 

本次地面文物调查新发现文物点4处，其中东区块有2处，杨杜水

井（编号GSGD-001）1处，吉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编号GSGD-002）

1处；西区块有2处，王寨石桥（编号GSGD-003）1座，王岗地下文物可

能埋藏区（编号GSGD-004）1处。编号代码GSGD（光山官渡）。 

1）东区块杨杜水井（编号GSGD-001）（详见杨杜水井调查表3.2、

图3.2、3.3） 

杨杜水井位于光山县槐店乡盛湾行政村杨杜（水围子外）西南角；

地理坐标（井口中心）：北纬31°58′28″，东经114°57′39″，海

拔50米。水井北侧为水围子村庄，已废弃，东北角为水围子进村通道，

东侧为通水围子的小路，西侧和南侧为菜地。外围西、北两侧为小河

和树林，东侧及东南角为铁路和火车站。 

水井具体建造年代不详，据询问当地居民可知水井为20世纪70年

代遗物，为周围三个村的共用水井，现已废弃。水井为圆形，井口由

一整块红石凿成，外径76厘米，内径40厘米，厚12厘米，井口石上表



 21 

面高出周围地坪7厘米左右；井内壁由条石立砌而成，井内直径63厘

米；主要材料为当地红石。井口石有轻微风化残损，井壁缝隙长有杂

草和苔藓。水位据水井口120厘米。 

此水井是本次调查区域内唯一遗存的古井，为了解当地传统的生

活方式，豫南村落布置和此时期古井的营造技术有一定文物价值。 

2）东区块吉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编号GSGD-002）（详见吉

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调查表3.3、图3.4、3.5） 

吉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位于光山县槐店乡盛湾行政村吉岗东

南250米处；地理坐标（吉岗村东水塘北岸机井井口中心）：北纬31°

58′20″，东经114°56′57″，海拔56米。南北长约332米，东西宽

约255米，面积49860平方米。该区域处在黄堰西北（小河西北岸）处，

东为西南至东北向小河和树林，西为池塘和吉岗村，其余周围是田地、

菜地。 

遗物多零星散落在地面的田地、菜地和林地表土上，未见到集中

堆积区。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具的碎瓷片和陶片，有瓷酒杯、瓷碗、瓷

盘等瓷器碎片，其上多为青花图案，陶片有红色和清灰色，未见到砖、

瓦等建筑构件和其它遗物。 

经过简单的勘探，该区域地层可分为四层： 

第一层为耕种土层，杂色粘性土，深30厘米，厚度约20～30厘米，

内含植物根系； 

第二层为灰褐色土层，深80～100厘米，厚度60～70厘米，土质

纯净，部分包含部分植物根系； 

第三层黄褐色土层，深170～200厘米，厚度100～120厘米，土质

纯净，未见包含物； 

第四层黑褐色土层为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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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查采集的遗物可以基本判断为明、清时期遗物。但是由于调

查时期勘探探孔间隔较大，不排除有古代文化遗存分布的可能性，建

议将该区域列为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工程建设前进行细致的文物勘

探。 

3）西区块王寨石桥（编号GSGD-003）（详见王寨石桥调查表3.4、

图3.6、3.7） 

王寨石桥位于光山县槐店乡王寨行政村王寨村西南（水围子上）；

地理坐标（石桥桥面中心）：北纬31°58′51″，东经114°56′14″，

海拔55米。石桥北侧为水围子王寨村，南侧为耕地、菜地。石桥是王寨

水围子的一部分，处在村口水围子之上，原用于王寨居民出入水围子的

唯一出入口，现水围子和石桥均基本废弃。 

王寨石桥具体建造年代不详，据询问当地居民石桥距今有二百年

余历史，从古桥的石材的残损现状判断，应为清代，现已废弃。石桥横

跨水围子之上，长10米，宽1.2米,桥面由四段条石组成，桥面板由三块

条石组成，石条长2.5米，宽40厘米，后20厘米，每两段连接处有一座

桥墩，西侧作分水，桥墩宽40厘米，高（出水面）50厘米。材质为当地

红石。石桥处在始建时原位置，形制基本完整和结构稳定，两端桥面板

遗失，现为混凝土板，桥面、桥墩石材表面风化和磨损。 

此石桥是本次调查区域内唯一遗存的石桥，为了解当地传统的生

活方式，豫南村落布置和此时期水围子通道的营造技术有一定文物价

值。 

4）西区块王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编号GSGD-004）（详见王

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调查表3.5、图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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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位于光山县槐店乡盛湾行政村王岗村

南60米处；地理坐标（王岗村现最南端民居房子西南角）：北纬31°

58′51″，东经114°56′14″，海拔56米。南北长约196米，东西宽

约278米，面积29680平方米。该区域中间被南北向乡道穿过，东为耕

地和树林，西为废弃河沟，北为王岗村，南为盛湾村，东北角有一池

塘。 

遗物零星散落在地面的田地表土上，未见到集中堆积区。主要是

日常生活用具的碎瓷片和陶片，有瓷酒杯、瓷碗、瓷盘等瓷器碎片，

其上多为青花图案，陶片有红色和清灰色，未见到砖、瓦等建筑构件

和其它遗物。 

经过简单的勘探，该区域地层可分为四层： 

第一层为耕种土层，杂色粘性土，深30厘米，厚度约20～30厘米，

内含植物根系； 

第二层为灰褐色土层，深50～90厘米，厚度40～60厘米，土质纯

净，部分包含部分植物根系； 

第三层黄褐色土层，深70～120厘米，厚度20～30厘米，土质纯

净，未见包含物； 

第四层黑褐色土层为生土。 

从调查采集的遗物可以基本判断为明、清时期遗物。但是由于调

查时期勘探探孔间隔较大，不排除有古代文化遗存分布的可能性，建

议将该区域列为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工程建设前进行细致的文物勘

探。 

五、地下文物调查 

5.1 调查区（地下）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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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13.1平方公里，具备勘探条件

的面积为5.78平方公里，约占规划面积的44.1%，不具备勘探条件的

面积7.32平方公里，约占规划面积的55.9%，不具备勘探条件区域的

现状，是已建成建筑、硬化广场、道路、完全封闭的在建区、水域（河

流、池塘）等。根据官渡河产业集聚区规划区块将调查区域分为东区

和西区，其中东区规划面积3.3平方公里，具备勘探条件的面积为2.3

平方公里，约占东区规划面积的70%，未勘探面积为1平方公里，约占

东区规划面积的30%；西区规划面积为9.8平方公里，具备勘探条件的

面积为3.48平方公里，约占西区规划面积的35.5%，未勘探面积为6.32

平方公里，约占西区规划面积的64.5%。勘探区域主要地形是丘陵、

平地，地貌多为耕地、林地。 

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未发现地下文物点。 

5.2 （地下）文物保护单位和“三普”文物登录点 

经查光山县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文

物登录点名录，域内未发现（地下）文物保护单位和《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文物登录点。 

结果：未发现（地下）文物保护单位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文物登录点。 

4.3 历史文献记载（地面）文物点 

官渡河产业集聚区位于光山县城南官渡河南岸，处在古代非重点

文化区域，经查历史文献，未发现该区域有地下古文化遗迹的记载。 

结果：未发现（地下）文物点。 

5.4 调查新发现（地下）文物点 

本次官渡河产业集聚区具备勘探条件的勘探面积：共5.78平方公

里，其中西区3.48平方公里，东区2.3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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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区地表至生土的地层关系有两种。 

第一种地层共分为四层，第一层为杂色粘性土层，内含植物根系

和生活垃圾；第二层为灰褐色土层，土质纯净，部分包含部分植物根

系；第三层黄褐色粉质黏土层，土质纯净，未见包含物；第四层黑褐

色粉质土层，为生土。 

第二种地层共分为三层，第一层为杂色粘性土层，内含植物根系

和生活垃圾；第二层为灰褐色土层，土质纯净，部分包含部分植物根

系；第三层黑褐色粉质土层，为生土。 

西区地表至生土的地层关系有四种。 

第一种地层共分为四层，第一层为杂色粘性土层，内含植物根系

和生活垃圾；第二层为灰褐色土层，土质纯净，部分包含部分植物根

系；第三层黄褐色粉质黏土层，土质纯净，未见包含物；第四层黑褐

色粉质土层，为生土。 

第二种地层共分为三层，第一层为杂色粘性土层，内含植物根系

和生活垃圾；第二层为灰褐色土层，部分包含部分植物根系；第三层

黑褐色粉质土层，为生土。 

第三种地层共分为三层，第一层为杂色粘性土层，内含植物根系

和生活垃圾；第二层为黄褐色土层，部分包含部分植物根系；第三层

黑褐色粉质土层，为生土。 

第四种地层共分三层，第一层为砂土层；第二层为淤泥土层；第

三层黑褐色粉质土层，为生土。 

结果：未发现新文物点。官渡河产业集聚区全区域位于光山县城

南官渡河南岸，经查询光山县各版本县志等历史文献资料，走访当地

文物部门、村民等相关知情人员，可知该区域处在古代非重点文化区

域，未有古文化遗迹的记载，是区域内未发现地下文物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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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估意见 

6.1 有文物区块 

保护意见与措施（图6.1、6.2）： 

1）杨杜水井 

杨杜水井为20世纪70年代传统手法砌筑水井，代表着当地水围子

村落的时代历史布局，有一定历史价值。 

鉴于水井不可移动的特殊性，建议原址保护，划定保护区划。 

2）吉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 

吉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仅采集有遗物，未发现有文化层堆积现

象。 

因本次调查勘探孔按要求布置间距为30米，可能会出现地下文化

遗存遗漏的情况，建议该区域经过详细文物勘探后，按照勘探结果确

定其下一步工作情况。 

3）王寨石桥 

王寨石桥代表着当地水围子村落的时代历史布局，有一定历史价

值。 

鉴于水围子村落已格局已被破坏，失去了原历史环境和已有功能

价值，建议迁建保护。 

4）王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 

王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仅采集有遗物，未发现有文化层堆积现

象。 

因本次调查勘探孔按要求布置间距为30米，可能会出现地下文化

遗存遗漏的情况，建议该区域经过详细文物勘探后，按照勘探结果确

定其下一步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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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未考古勘探区块 

建议具备条件后开展文物调查、勘探（图6.3、6.4）。 

6.3 无文物区块 

经综合评估，该区块内未发现地面、地下文物，可以按开发区开

发建设规划确定的建设内容和控制要求进行建设（图6.5、6.6）。 

6.4 开发区区域可开发建设与需文物保护、考古发掘清理范围 

经综合评估，未发现地面、地下文物的区块，可以按开发区开发

建设规划确定的建设内容和控制要求进行建设；有文物的区块需进行

文物保护、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应进行详细的

考古勘探工作，根据考古勘探结果确定其开发与保护方案。（图6.7）。 

6.5 因受调查与勘探技术限制，不排除在评估区域内有地下文

物埋藏的可能。在开发区开发建设过程中，如发现文物，应即刻停工

并及时上报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七、有效期 

本评估报告长期有效。 

八、附件（表格、各类图纸、各类照片、影像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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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山县官渡河产业聚集区不可移动文物调查登记表 1

名 称 杨杜水井 代码 GSGD-001

位置 信阳市光山县槐店乡盛湾行政村杨杜（水围子外）西南角

GPS坐

标

纬度 经度 海拔

31°58′28″ 114°57′39″ 50米

测点说明 位于井口中心

级 别
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〇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〇地(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〇

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〇三普文物点 ●未定

面 积

分布面积：1平方米 保护范围面积 平方米

建筑占地面积:2平方米 建设控制地带面积 平方米

年 代 20世纪70年代（询问当地居民）

统 计

年 代

□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夏商周(含春秋) □战国秦汉 □一国两晋南

北朝□隋唐五代 □宋辽金元 □明代 □清代 近现代 □不详

类

别

〇古遗址

〇洞穴址 〇聚落址 〇城址 〇窑址 〇窑藏址 〇矿冶遗

址 〇古战场 〇驿站古道遗址 〇军事设施遗址 〇桥梁码

头遗址 〇祭祀遗址 〇水下遗址 〇水利设施遗址 〇寺庙

遗址 〇宫殿衙署遗址 〇其他古遗址

〇古墓葬 〇帝王陵寝 〇名人或贵族墓 〇普通墓葬 〇其他古墓葬

〇古建筑

〇城垣城楼 〇宫殿府邸 〇宅第民居 〇坛庙祠堂 〇衙署

官邸 〇学堂书院 〇驿站会馆 〇店铺作坊 〇牌坊影壁

〇亭台楼阙 〇寺观塔幢 〇苑围园林 〇桥涵码头 〇堤坝



渠堪 〇池塘井泉 〇其他古建筑

〇石窟寺及石

刻

〇石窟寺 〇摩崖石刻 〇碑刻 〇石雕

〇岩画 〇其他石刻

●近现代重要

史迹及代表性

建筑

〇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 〇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

活动纪念地 〇名人故、旧居 〇传统民居 〇宗教建筑 〇

名人墓 〇烈士墓及纪念设施 〇工业建筑及附属物 〇金

融商贸建筑 〇中华老字号 ●水利设施及附属物 〇文化

教育建筑及附属物 〇医疗卫生建筑 〇军事建筑及设施

〇交通道路设施 〇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〇其他近现代

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〇其它

所有权 〇国家所有 ●集体所有 〇私人所有 〇其他

使 用

情 况

使用单位（人） 杨杜村 隶属

用途

□办公场所 □开放参观 □宗教活动 □军事设施 □工农

业生产 □商业用途 居住场所 □教育场所 无人使用

□其他用途

单体

文物

个数 1个

说明

水井为圆形，井口由一整块红石凿成，外径 厘米，内径

厘米，厚 厘米，井口石上表面高出周围地坪6厘米左右；

井内壁由条石立砌而成，井内直径 厘米；主要材料为当

地红石。井口石有轻微风化残损，井壁缝隙长有杂草和苔

藓。水位据水井口150厘米。



简

介

杨杜古井位于光山县槐店乡盛湾行政村杨杜（水围子外）西南角。现仅

存水井1口，是杨杜村落水围子的一部分，处在村口水围子的外侧，原用于杨

杜居民生活取水的水井，现基本废弃。具体建造年代不详，据询问当地居民

可知水井为20世纪70年代建造。

水井东北的杨杜村内现代民居全部废弃、破损，西有8座“杨氏”家族普

通坟墓。

此水井是本次调查区域内唯一遗存的古井，为了解当地传统的生活方式，

豫南村落布置和此时期古井的营造技术有一定文物价值。

保 存

状 况

现状评估 〇好 ●较好 〇一般 〇较差 〇差

现状描述

水井处在始建时原位置，古井形制完整和结构稳定，

水井井口、井壁砌石表面风化和磨损，井台与周围地面相

平，其上长满杂草，未有添加、改建情况。古井现已废弃，

井内水位距地面为1.5米左右。

损 毁

原 因

自然因素
□地震 □水灾 □火灾 □生物破坏 □污染 □雷电 □风

灾 □泥石流 □冰雹 腐蚀 □沙漠化 其他自然因素

人为因素
□战争动乱 生产生活活动 □盗掘盗窃 □不合理利用

□违规发掘修缮 □年久失修 □其他人为因素

损毁原因描述
砌石表面轻微残损为自然腐蚀和人为生活磨损。井台

长草是废弃所致。

环 境

状 况

自然环境

气候：属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区，兼有亚热带向

暖温带过渡的气候特点，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湿润，四季

分明，雨热同季，春多阴雨，夏季多伏旱。年平均日照时



数1900小时，年平均相对温度78%，平均气温15.4℃，月平

均气温10℃以上的有8个月，20℃以上的5个月。年均降水

量1027.6mm，年平均无霜期226天。全年主导风向东北偏东

风，夏季主导风为西南风，冬季主导风为东北风，年平均

风速2.57m/s。

地貌：为大别山地区向淮河平原过渡的特点，为剥蚀

丘陵岗地，周围地势平坦，比周围地面高出约1米左右。

地质：属华北陆台的南缘，处于秦岭--昆仑东西向复

杂构造带和新华夏系第二沉降带的交接复合部位。为北秦

岭褶皱带，地处栾川—确山—固始（NNW向）断裂构造带及

内乡—桐柏—商城（NWW向）断裂构造带范围。地基载力在

10～20t/m2之间，地震裂度Ⅵ度。

水文：流经此区域的小潢河（此段称为官渡河）位于

古井西北，发源于新县万子山，经光山至潢川新台入淮，

流长140km流域面积3400m2，年平均流量30.6m3/s，最大流

量3500m3/s（潢川堡子口）。小潢河支流小河位于古井西侧，

为季节性河流，水位受季节性影响较大。北紧邻杨杜水围

子。

植被：古井西侧为植被茂盛的树林，其余为田地和树

林。属华南落叶植被区，有多种树木资源，目前原始植被

甚少。

土壤：周围多为林地和水田，弱酸黏性土为主。

野生动物：生动物主要有老鼠、野兔、黄鼠狼、蛇、

灰喜鹊等。昆虫主要有马蜂、土蜂、蚂蚁、蝴蝶等。



特殊景观：近处周围无特殊景观。

人文环境

官渡河产业集聚区范围内居住人口主要为集聚区所辖

村庄人口。规划区内共有3个行政村，46个村民组，总人口

6969人。盛湾行政村总人口2540人，其中杨杜62人，全部

村民已迁至南侧新建现代民居。

产业状况：截至2020年4月，官渡河产业集聚区范围内

四上企业66家，主导产业19家（主导产业类型：纺织服装

和羽毛（绒）制品加工、农副产品加工），规模以上工业41

家，新兴战略企业17家，省级研发平台企业3家。杨杜近处

周围无工业，以农业为主。

交通：杨杜交通不便，入村道路为土路村道，东北部

为城市干道天赐路。东部为京九铁路。

备 注



光山县官渡河产业聚集区不可移动文物调查登记表 2 

名 称 吉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 代码 GSGD-002 

位置 光山县槐店乡盛湾行政村吉岗东南250米处 

GPS坐

标 

纬度 经度 海拔 

     31°58′20″ 114°56′57″ 56米 

测点说明 吉岗村东水塘北岸机井井口中心 

级 别 
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〇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〇地(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〇

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〇三普文物点 〇未定 

面 积 

分布面积：49860平方米 保护范围面积                平方米 

建筑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设控制地带面积            平方米 

年 代 明-清 

统 计 

年 代 

□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夏商周(含春秋) □战国秦汉 □一国两晋南

北朝□隋唐五代 □宋辽金元 明代 清代 □近现代 □不详 

类 

 

 

 

 

 

别 

〇古遗址 

〇洞穴址 〇聚落址 〇城址 〇窑址 〇窑藏址 〇矿冶遗

址 〇古战场 〇驿站古道遗址 〇军事设施遗址 〇桥梁码

头遗址 〇祭祀遗址 〇水下遗址 〇水利设施遗址 〇寺庙

遗址 〇宫殿衙署遗址 〇其他古遗址 

〇古墓葬 〇帝王陵寝 〇名人或贵族墓 〇普通墓葬 〇其他古墓葬 

〇古建筑 

〇城垣城楼 〇宫殿府邸 〇宅第民居 〇坛庙祠堂 〇衙署

官邸 〇学堂书院 〇驿站会馆 〇店铺作坊 〇牌坊影壁 

〇亭台楼阙 〇寺观塔幢 〇苑围园林 〇桥涵码头 〇堤坝



渠堪 〇池塘井泉 〇其他古建筑 

〇石窟寺及石

刻 

〇石窟寺 〇摩崖石刻 〇碑刻 〇石雕  

〇岩画 〇其他石刻 

〇近现代重要

史迹及代表性

建筑 

〇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 〇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

活动纪念地 〇名人故、旧居 〇传统民居 〇宗教建筑 〇

名人墓 〇烈士墓及纪念设施 〇工业建筑及附属物 〇金

融商贸建筑 〇中华老字号 〇水利设施及附属物 〇文化

教育建筑及附属物 〇医疗卫生建筑 〇军事建筑及设施 

〇交通道路设施 〇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〇其他近现代

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〇其它  

所有权 〇国家所有 ●集体所有 〇私人所有 〇其他 

使 用 

情 况 

使用单位（人） 吉岗村 隶属  

用途 

□办公场所 □开放参观 □宗教活动 □军事设施 工农

业生产 □商业用途 居住场所 □教育场所 无人使用 

□其他用途 

单体 

文物 

个数 1处 

说明 

遗物多零星散落在地面的田地、菜地和林地表土上，未见到

集中堆积区。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具的碎瓷片和陶片，有瓷酒

杯、瓷碗、瓷盘等瓷器碎片，其上多为青花图案，陶片有红

色和清灰色，未见到砖、瓦等建筑构件和其它遗物。 

 



简 

 

 

介 

吉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位于光山县槐店乡盛湾行政村吉岗东南250

米处。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255米，面积41690平方米。地下文物可能

埋藏区处在黄堰西北（小河西北岸）处，东为西南至东北向小河和树林，西

为池塘和吉岗村，其余周围是田地、菜地。地层关系：地表至生土的地层共

分为四层，第一层为耕种土层，杂色粘性土，埋深30厘米，厚度约20～30厘

米，内含植物根系；第二层为灰褐色土层，埋深80～100厘米，厚度60～70

厘米，土质纯净，部分包含部分植物根系；第三层黄褐色土层，埋深170～

200厘米，厚度100～120厘米，土质纯净，未见包含物；第四层黑褐色土层

为生土。 

因未找到代题记的碎片，从瓷片的材质和纹饰基本判断为明、清时期遗

物。从地层勘探情况看，应是外来抛撒遗物，非在此长期定居生活遗物。价

值一般。 

保 存 

状 况 

现状评估 〇好 〇较好 〇一般 〇较差 ●差 

现状描述 
遗址地面文物散存在耕地和林地之中，未发现完整器物、建

筑构件和带纪年的残片。 

损 毁 

 

原 因 

自然因素 
□地震 □水灾 □火灾 □生物破坏 □污染 □雷电 □风

灾 □泥石流 □冰雹 腐蚀 □沙漠化 其他自然因素 

人为因素 
□战争动乱 生产生活活动 □盗掘盗窃 □不合理利用

□违规发掘修缮 年久失修 其他人为因素 

损毁原因描述 
遗址发现的文物多为碎片，应多是人为打碎；部分陶片、瓷

片等碎片表面酸性土轻微腐蚀。 

环 境 自然环境 气候：属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区，兼有亚热带向暖



 

状 况 

温带过渡的气候特点，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

雨热同季，春多阴雨，夏季多伏旱。年平均日照时数1900小

时，年平均相对温度78%，平均气温15.4℃，月平均气温10℃

以上的有8个月，20℃以上的5个月。年均降水量1027.6mm，

年平均无霜期226天。全年主导风向东北偏东风，夏季主导

风为西南风，冬季主导风为东北风，年平均风速2.57m/s。 

地貌：为大别山地区向淮河平原过渡的特点，为剥蚀丘

陵岗地，周围地势平坦。 

地质：属华北陆台的南缘，处于秦岭--昆仑东西向复杂

构造带和新华夏系第二沉降带的交接复合部位。为北秦岭

褶皱带，地处栾川—确山—固始（NNW向）断裂构造带及内

乡—桐柏—商城（NWW向）断裂构造带范围。地基载力在10～

20t/m2之间，地震裂度Ⅵ度。 

水文：流经此区域的小潢河（此段称为官渡河）位于古

桥北部，发源于新县万子山，经光山至潢川新台入淮，流长

140km流域面积3400m2，年平均流量30.6m3/s，最大流量

3500m3/s（潢川堡子口）。 

植被：古桥外围为植被茂盛的树林，其余为田地。属华

南落叶植被区，有多种树木资源，目前原始植被甚少。 

土壤：外围多为林地和水田，弱酸黏性土为主。 

野生动物：生动物主要有老鼠、野兔、黄鼠狼、蛇、灰

喜鹊等。昆虫主要有马蜂、土蜂、蚂蚁、蝴蝶等。 

特殊景观：近处周围无特殊景观。 

人文环境 官渡河产业集聚区范围内居住人口主要为集聚区所辖



村庄人口。规划区内共有3个行政村，46个村民组，总人口

6969人。王寨行政村总人口2231人，其中王寨280人。 

产业状况：截至2020年4月，官渡河产业集聚区范围内

四上企业66家，主导产业19家（主导产业类型：纺织服装和

羽毛（绒）制品加工、农副产品加工），规模以上工业41家，

新兴战略企业17家，省级研发平台企业3家。王寨东、东南

部有光山县鸿运大米加工厂、晋江乐峰服饰厂等多个工厂。 

交通：王寨入村道路为村级水泥道路，东部为工业三

路，西部为西环路，北部为航空西路，南部为工业大道。 

备 注  

 



光山县官渡河产业聚集区不可移动文物调查登记表 3

名 称 王寨石桥 代码 GSGD-003

位置 光山县槐店乡王寨行政村王寨村西南（水围子上）

GPS坐

标

纬度 经度 海拔

31°58′51″ 114°56′14″ 55米

测点说明 位于石桥桥面中心

级 别
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〇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〇地(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〇

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〇三普文物点 ●未定

面 积

分布面积： 平方米 保护范围面积 平方米

建筑占地面积:12平方米 建设控制地带面积 平方米

年 代 清代

统 计

年 代

□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夏商周(含春秋) □战国秦汉 □一国两晋南

北朝□隋唐五代 □宋辽金元 □明代 清代 □近现代 □不详

类

别

〇古遗址

〇洞穴址 〇聚落址 〇城址 〇窑址 〇窑藏址 〇矿冶遗

址 〇古战场 〇驿站古道遗址 〇军事设施遗址 〇桥梁码

头遗址 〇祭祀遗址 〇水下遗址 〇水利设施遗址 〇寺庙

遗址 〇宫殿衙署遗址 〇其他古遗址

〇古墓葬 〇帝王陵寝 〇名人或贵族墓 〇普通墓葬 〇其他古墓葬

●古建筑

〇城垣城楼 〇宫殿府邸 〇宅第民居 〇坛庙祠堂 〇衙署

官邸 〇学堂书院 〇驿站会馆 〇店铺作坊 〇牌坊影壁

〇亭台楼阙 〇寺观塔幢 〇苑围园林 ●桥涵码头 〇堤坝



渠堪 〇池塘井泉 〇其他古建筑

〇石窟寺及石

刻

〇石窟寺 〇摩崖石刻 〇碑刻 〇石雕

〇岩画 〇其他石刻

〇近现代重要

史迹及代表性

建筑

〇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 〇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

活动纪念地 〇名人故、旧居 〇传统民居 〇宗教建筑 〇

名人墓 〇烈士墓及纪念设施 〇工业建筑及附属物 〇金

融商贸建筑 〇中华老字号 〇水利设施及附属物 〇文化

教育建筑及附属物 〇医疗卫生建筑 〇军事建筑及设施

〇交通道路设施 〇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〇其他近现代

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〇其它

所有权 〇国家所有 ●集体所有 〇私人所有 〇其他

使 用

情 况

使用单位（人） 王寨村 隶属

用途

□办公场所 □开放参观 □宗教活动 □军事设施 □工农

业生产 □商业用途 居住场所 □教育场所 无人使用

□其他用途

单体

文物

个数 1座

说明

石桥横跨水围子之上，长10米，宽1.2米,桥面由四段

条石组成，桥面板由三块条石组成，石条长2.5米，宽40厘

米，后20厘米，每两段连接处有一座桥墩，西侧作分水，

桥墩宽40厘米，高（出水面）50厘米。材质为当地红石。



简

介

王寨古桥位于光山县槐店乡王寨行政村王寨村西南角（水围子上）。现仅

存古桥1座，是王寨村落的一部分，处在村口水围子之上，原用于王寨居民出

入水围子的唯一出入口，现基本废弃。具体建造年代不详，据询问当地居民

可知石桥距今有二百年余历史，从古桥的石材的残损现状判断，应为清代。

此石桥是本次调查区域内唯一遗存的石桥，为了解当地传统的生活方式，

豫南村落布置和此时期水围子通道的营造技术有一定文物价值。

保 存

状 况

现状评估 〇好 〇较好 ●一般 〇较差 〇差

现状描述

石桥处在始建时原位置，形制基本完整和结构稳定，

两端桥面板遗失，现为混凝土板，桥面、桥墩石材表面风

化和磨损。

损 毁

原 因

自然因素
□地震 □水灾 □火灾 □生物破坏 □污染 □雷电 □风

灾 □泥石流 □冰雹 腐蚀 □沙漠化 其他自然因素

人为因素
□战争动乱 生产生活活动 □盗掘盗窃 □不合理利用

□违规发掘修缮 年久失修 □其他人为因素

损毁原因描述 砌石表面轻微残损为自然腐蚀和人为生活磨损。

环 境

状 况

自然环境

气候：属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区，兼有亚热带向

暖温带过渡的气候特点，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湿润，四季

分明，雨热同季，春多阴雨，夏季多伏旱。年平均日照时

数1900小时，年平均相对温度78%，平均气温15.4℃，月平

均气温10℃以上的有8个月，20℃以上的5个月。年均降水

量1027.6mm，年平均无霜期226天。全年主导风向东北偏东

风，夏季主导风为西南风，冬季主导风为东北风，年平均



风速2.57m/s。

地貌：为大别山地区向淮河平原过渡的特点，为剥蚀

丘陵岗地，周围地势平坦。

地质：属华北陆台的南缘，处于秦岭--昆仑东西向复

杂构造带和新华夏系第二沉降带的交接复合部位。为北秦

岭褶皱带，地处栾川—确山—固始（NNW向）断裂构造带及

内乡—桐柏—商城（NWW向）断裂构造带范围。地基载力在

10～20t/m2之间，地震裂度Ⅵ度。

水文：流经此区域的小潢河（此段称为官渡河）位于

古桥北部，发源于新县万子山，经光山至潢川新台入淮，

流长140km流域面积3400m2，年平均流量30.6m3/s，最大流

量3500m3/s（潢川堡子口）。

植被：古桥外围为植被茂盛的树林，其余为田地。属

华南落叶植被区，有多种树木资源，目前原始植被甚少。

土壤：外围多为林地和水田，弱酸黏性土为主。

野生动物：生动物主要有老鼠、野兔、黄鼠狼、蛇、

灰喜鹊等。昆虫主要有马蜂、土蜂、蚂蚁、蝴蝶等。

特殊景观：近处周围无特殊景观。

人文环境

官渡河产业集聚区范围内居住人口主要为集聚区所辖

村庄人口。规划区内共有3个行政村，46个村民组，总人口

6969人。王寨行政村总人口2231人，其中王寨280人。

产业状况：截至2020年4月，官渡河产业集聚区范围内

四上企业66家，主导产业19家（主导产业类型：纺织服装

和羽毛（绒）制品加工、农副产品加工），规模以上工业41



家，新兴战略企业17家，省级研发平台企业3家。王寨东、

东南部有光山县鸿运大米加工厂、晋江乐峰服饰厂等多个

工厂。

交通：王寨入村道路为村级水泥道路，东部为工业三

路，西部为西环路，北部为航空西路，南部为工业大道。

备 注



光山县官渡河产业聚集区不可移动文物调查登记表 4 

名 称 王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 代码 GSGD-004 

位置 光山县槐店乡盛湾行政村王岗村南60米处 

GPS坐

标 

纬度 经度 海拔 

     31°58′51″ 114°56′14″ 56米 

测点说明 位于王岗村现最南端民居房子西南角 

级 别 
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〇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〇地(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〇

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〇三普文物点 〇未定 

面 积 

分布面积：29680平方米 保护范围面积                平方米 

建筑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设控制地带面积            平方米 

年 代 明-清 

统 计 

年 代 

□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夏商周(含春秋) □战国秦汉 □一国两晋南

北朝□隋唐五代 □宋辽金元 明代 清代 □近现代 □不详 

类 

 

 

 

 

 

别 

〇古遗址 

〇洞穴址 〇聚落址 〇城址 〇窑址 〇窑藏址 〇矿冶遗

址 〇古战场 〇驿站古道遗址 〇军事设施遗址 〇桥梁码

头遗址 〇祭祀遗址 〇水下遗址 〇水利设施遗址 〇寺庙

遗址 〇宫殿衙署遗址 〇其他古遗址 

〇古墓葬 〇帝王陵寝 〇名人或贵族墓 〇普通墓葬 〇其他古墓葬 

〇古建筑 

〇城垣城楼 〇宫殿府邸 〇宅第民居 〇坛庙祠堂 〇衙署

官邸 〇学堂书院 〇驿站会馆 〇店铺作坊 〇牌坊影壁 

〇亭台楼阙 〇寺观塔幢 〇苑围园林 〇桥涵码头 〇堤坝



渠堪 〇池塘井泉 〇其他古建筑 

〇石窟寺及石

刻 

〇石窟寺 〇摩崖石刻 〇碑刻 〇石雕  

〇岩画 〇其他石刻 

〇近现代重要

史迹及代表性

建筑 

〇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 〇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

活动纪念地 〇名人故、旧居 〇传统民居 〇宗教建筑 〇

名人墓 〇烈士墓及纪念设施 〇工业建筑及附属物 〇金

融商贸建筑 〇中华老字号 〇水利设施及附属物 〇文化

教育建筑及附属物 〇医疗卫生建筑 〇军事建筑及设施 

〇交通道路设施 〇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〇其他近现代

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〇其它  

所有权 〇国家所有 ●集体所有 〇私人所有 〇其他 

使 用 

情 况 

使用单位（人） 王岗村 隶属  

用途 

□办公场所 □开放参观 □宗教活动 □军事设施 □工农

业生产 □商业用途 居住场所 □教育场所 无人使用 

其他用途 

单体 

文物 

个数 1处 

说明 

遗物零星散落在地面的田地表土上，未见到集中堆积区。主

要是日常生活用具的碎瓷片和陶片，有瓷酒杯、瓷碗、瓷盘

等瓷器碎片，其上多为青花图案，陶片有红色和清灰色，未

见到砖、瓦等建筑构件和其它遗物。 

 



简 

 

 

介 

王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位于光山县槐店乡盛湾行政村王岗村南60米

处。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280米，面积29680平方米。地下文物可能埋藏

区中间被南北向乡道穿过，东为耕地和树林，西为废弃河沟，北为王岗村，

南为盛湾村，东北角有一池塘。地层关系：地表至生土的地层共分为四层，

第一层为耕种土层，杂色粘性土，埋深30厘米，厚度约20～30厘米，内含植

物根系；第二层为灰褐色土层，埋深50～90厘米，厚度40～60厘米，土质纯

净，部分包含部分植物根系；第三层黄褐色土层，埋深70～120厘米，厚度

20～30厘米，土质纯净，未见包含物；第四层黑褐色土层为生土。未发现地

下文物点。 

因未找到代题记的碎片，从瓷片材质和图案基本判断为明、清时期遗物。

从地层勘探情况看，应是外来抛撒遗物，非在此长期定居生活遗物。价值一

般。 

保 存 

状 况 

现状评估 〇好 〇较好 〇一般 〇较差 ●差 

现状描述 
遗址地面文物散存在耕地和林地之中，未发现完整器物、建

筑构件和带纪年的残片。 

损 毁 

 

原 因 

自然因素 
□地震 □水灾 □火灾 □生物破坏 □污染 □雷电 □风

灾 □泥石流 □冰雹 腐蚀 □沙漠化 其他自然因素 

人为因素 
□战争动乱 生产生活活动 □盗掘盗窃 □不合理利用

□违规发掘修缮 年久失修 其他人为因素 

损毁原因描述 
遗址发现的文物多为碎片，应多是人为打碎；部分陶片、瓷

片等碎片表面酸性土轻微腐蚀。 

环 境 自然环境 气候：属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区，兼有亚热带向暖



 

状 况 

温带过渡的气候特点，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

雨热同季，春多阴雨，夏季多伏旱。年平均日照时数1900小

时，年平均相对温度78%，平均气温15.4℃，月平均气温10℃

以上的有8个月，20℃以上的5个月。年均降水量1027.6mm，

年平均无霜期226天。全年主导风向东北偏东风，夏季主导

风为西南风，冬季主导风为东北风，年平均风速2.57m/s。 

地貌：为大别山地区向淮河平原过渡的特点，为剥蚀丘

陵岗地，周围地势平坦。 

地质：属华北陆台的南缘，处于秦岭--昆仑东西向复杂

构造带和新华夏系第二沉降带的交接复合部位。为北秦岭

褶皱带，地处栾川—确山—固始（NNW向）断裂构造带及内

乡—桐柏—商城（NWW向）断裂构造带范围。地基载力在10～

20t/m2之间，地震裂度Ⅵ度。 

水文：流经此区域的小潢河（此段称为官渡河）位于古

桥北部，发源于新县万子山，经光山至潢川新台入淮，流长

140km流域面积3400m2，年平均流量30.6m3/s，最大流量

3500m3/s（潢川堡子口）。 

植被：古桥外围为植被茂盛的树林，其余为田地。属华

南落叶植被区，有多种树木资源，目前原始植被甚少。 

土壤：外围多为林地和水田，弱酸黏性土为主。 

野生动物：生动物主要有老鼠、野兔、黄鼠狼、蛇、灰

喜鹊等。昆虫主要有马蜂、土蜂、蚂蚁、蝴蝶等。 

特殊景观：近处周围无特殊景观。 

人文环境 官渡河产业集聚区范围内居住人口主要为集聚区所辖



村庄人口。规划区内共有3个行政村，46个村民组，总人口

6969人。王寨行政村总人口2231人，其中王寨280人。 

产业状况：截至2020年4月，官渡河产业集聚区范围内

四上企业66家，主导产业19家（主导产业类型：纺织服装和

羽毛（绒）制品加工、农副产品加工），规模以上工业41家，

新兴战略企业17家，省级研发平台企业3家。王寨东、东南

部有光山县鸿运大米加工厂、晋江乐峰服饰厂等多个工厂。 

交通：王寨入村道路为村级水泥道路，东部为工业三

路，西部为西环路，北部为航空西路，南部为工业大道。 

备 注  

 



 

 

 

 

 

 

 

 

 

 

官渡河产业集聚区文物保护区域评估 

图纸 

 

 

 

 

 

 

 

 

 

 

 

 



 

图 1.1 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在河南省的位置 

 

 

 

 

 

 



 

图 1.2 官渡河产业集聚区在光山县的位置 

 



 

图 1.3 官渡河产业集聚区范围图 



 

图 1.4 官渡河产业集聚区文物调查区块编号图 



 

图 1.5 官渡河产业集聚区现状图 



 

图 1.6 官渡河产业集聚区现状图（卫片图） 



 

图 3.1 地面文物分布示意图



 

图 3.2 杨杜水井位置图



 

图 3.3 水井图纸



 

图 3.4 吉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位置图 



图 3.5 吉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范围示意图



 

图 3.6 王寨石桥位置图 



 

图 3.7 王寨石桥图纸 

 



 

图 3.8 王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位置图 



 

图 3.9 王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范围示意图 



 

图 6.1 有文物和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块区线图 



 

图 6.2 有文物和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区块卫片图 



 

 

图 6.3 未勘探区域分布线图 



 

图 6.4 未勘探区域分布卫片图 



 

图 6.5 无文物区块线图 



 

图 6.6 无文物区块卫片图 



 

图 6.7 可开发建设与需文物保护、考古发掘清理范围示意图 



 

 

 

 

 

 

 

 

官渡河产业集聚区 

文物勘探图纸 

 

 

 

 

 

 

 

 

 

 

 

































































































 

 

 

 

 

 

 

 

 

 

 

官渡河产业集聚区 

文物及勘探工作照片 

 

 

 

 

 

 

 

 

 

 

 



 

照片 001 杨杜水井 1 

 

照片 002 杨杜水井 2 



 

照片 003 杨杜水井 3 

 

照片 004 杨杜水井 4 



 

照片 005 杨杜水井 5 

 

照片 006 杨杜水井 6 



 

照片 007 吉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 1 

 

照片 008 吉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 2 



 

照片 009 吉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 3 

 

照片 010 吉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 4 



 

照片 011 吉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 5 

 

照片 012 吉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 6 



 

照片 013 王寨石桥 1 

 

照片 014 王寨石桥 2 



 

照片 015 王寨石桥 3 

 

照片 016 王寨石桥 4 



 

照片 017 王寨石桥 5 

 

照片 018 王寨石桥 6 



 

照片 019 王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 1 

 

照片 020 王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 2 



 

照片 021 王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 3 

 

照片 022 王岗地下文物可能埋藏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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