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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志以唯物史观为统领，力求全面、客观记述长葛乡镇、街道办事处

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所记内容的上限，有史可查者，尽量上溯，下限为２０１４年底，少

量事件后延。重点记述１９４９年后的资料。

三、行政区划以长葛市政府最新认定为准。地名使用依据政府命名外，兼

顾历史习惯。

四、资料由各乡镇、街道办事处提供，编辑中在尊重供稿资料基础上，作

适当梳理、归并、删节。

五、１６个乡镇、街道办事处篇目的设置，异中有同，同中存异，避刻板，

谋特色。

六、１２个乡镇按先乡后镇，依地理位置自西往东顺序排列。４个街道办事

处按当前习惯顺序排列。

七、人物传记、简介中，已离世的以卒年为序，生者以生年为序。乡镇、

街道办事处领导更迭中，只收录各历史时段共产党组织、行政、人大正职一名，

详细任职情况请查阅 《中国共产党长葛县 （市）组织史资料》。行政村领导更

迭一节中，资料以供稿单位提供为准。

八、纪年、度量衡标准、数字使用等，尽量以国家新闻出版署要求为准。

１

编辑说明





书书书

目　　录

序 （１）
!!!!!!!!!!!!!!!!!!!!!!!!!!!!!!!!!!!!

编辑说明 （１）
!!!!!!!!!!!!!!!!!!!!!!!!!!!!!!!!!

增福庙乡

概　述 （３）
!!!!!!!!!!!!!!!!!!!!!!!!!!!!!!!!!!

大事记 （５）
!!!!!!!!!!!!!!!!!!!!!!!!!!!!!!!!!!

第一章　建制区划 （７）
!!!!!!!!!!!!!!!!!!!!!!!!!!!!!

　第一节　建制沿革 （７）
!!!!!!!!!!!!!!!!!!!!!!!!!!!!

　第二节　行政村概况 （７）
!!!!!!!!!!!!!!!!!!!!!!!!!!!

第二章　地理环境 （１５）
!!!!!!!!!!!!!!!!!!!!!!!!!!!!!

　第一节　环境资源 （１５）
!!!!!!!!!!!!!!!!!!!!!!!!!!!!

　第二节　人　口 （１６）
!!!!!!!!!!!!!!!!!!!!!!!!!!!!!

　第三节　乡村建设 （１７）
!!!!!!!!!!!!!!!!!!!!!!!!!!!!

　第四节　交通运输 （１８）
!!!!!!!!!!!!!!!!!!!!!!!!!!!!

　第五节　邮电通信 （１８）
!!!!!!!!!!!!!!!!!!!!!!!!!!!!

第三章　经济建设 （１９）
!!!!!!!!!!!!!!!!!!!!!!!!!!!!!

　第一节　农　业 （１９）
!!!!!!!!!!!!!!!!!!!!!!!!!!!!!

　第二节　工　业 （２３）
!!!!!!!!!!!!!!!!!!!!!!!!!!!!!

第四章　政治与文化 （２５）
!!!!!!!!!!!!!!!!!!!!!!!!!!!!

　第一节　党政社团 （２５）
!!!!!!!!!!!!!!!!!!!!!!!!!!!!

　第二节　政　法 （２６）
!!!!!!!!!!!!!!!!!!!!!!!!!!!!!

　第三节　教　育 （２７）
!!!!!!!!!!!!!!!!!!!!!!!!!!!!!

　第四节　文　化 （２９）
!!!!!!!!!!!!!!!!!!!!!!!!!!!!!

　第五节　体育卫生 （３０）
!!!!!!!!!!!!!!!!!!!!!!!!!!!!

　第六节　民　政 （３２）
!!!!!!!!!!!!!!!!!!!!!!!!!!!!!

　第七节　风　俗 （３２）
!!!!!!!!!!!!!!!!!!!!!!!!!!!!!

第五章　人　物 （３４）
!!!!!!!!!!!!!!!!!!!!!!!!!!!!!!

　第一节　历史人物 （３４）
!!!!!!!!!!!!!!!!!!!!!!!!!!!!

　第二节　现当代人物 （３７）
!!!!!!!!!!!!!!!!!!!!!!!!!!!

１

目　录



　第三节　乡领导更迭 （４０）
!!!!!!!!!!!!!!!!!!!!!!!!!!!

　第四节　行政村领导更迭 （４１）
!!!!!!!!!!!!!!!!!!!!!!!!!

　第五节　正处 （团）级以上在外工作人员 （４５）
!!!!!!!!!!!!!!!!!!

　第六节　在外工作高级职称人员 （４６）
!!!!!!!!!!!!!!!!!!!!!!

　第七节　烈士名录 （４６）
!!!!!!!!!!!!!!!!!!!!!!!!!!!!

官亭乡

综　述 （５１）
!!!!!!!!!!!!!!!!!!!!!!!!!!!!!!!!!!

大事记 （５３）
!!!!!!!!!!!!!!!!!!!!!!!!!!!!!!!!!!

第一章　地理环境 （５９）
!!!!!!!!!!!!!!!!!!!!!!!!!!!!!

　第一节　建制沿革 （５９）
!!!!!!!!!!!!!!!!!!!!!!!!!!!!

　第二节　乡村建设 （５９）
!!!!!!!!!!!!!!!!!!!!!!!!!!!!

　第三节　自然环境 （６０）
!!!!!!!!!!!!!!!!!!!!!!!!!!!!

第二章　经济建设 （６０）
!!!!!!!!!!!!!!!!!!!!!!!!!!!!!

　第一节　农　业 （６０）
!!!!!!!!!!!!!!!!!!!!!!!!!!!!!

　第二节　林业　牧业　水产养殖业 （６１）
!!!!!!!!!!!!!!!!!!!!!

　第三节　工　业 （６２）
!!!!!!!!!!!!!!!!!!!!!!!!!!!!!

　第四节　蜂产品业 （６２）
!!!!!!!!!!!!!!!!!!!!!!!!!!!!

　第五节　旅游业 （６３）
!!!!!!!!!!!!!!!!!!!!!!!!!!!!!

第三章　政治文化 （６４）
!!!!!!!!!!!!!!!!!!!!!!!!!!!!!

　第一节　党政社团 （６４）
!!!!!!!!!!!!!!!!!!!!!!!!!!!!

　第二节　教　育 （６４）
!!!!!!!!!!!!!!!!!!!!!!!!!!!!!

　第三节　当代文化 （６５）
!!!!!!!!!!!!!!!!!!!!!!!!!!!!

　第四节　文化遗存 （６５）
!!!!!!!!!!!!!!!!!!!!!!!!!!!!

　第五节　卫生　体育 （７０）
!!!!!!!!!!!!!!!!!!!!!!!!!!!

第四章　故事　传说 （７１）
!!!!!!!!!!!!!!!!!!!!!!!!!!!!

　第一节　铁佛寺的传说 （７１）
!!!!!!!!!!!!!!!!!!!!!!!!!!

　第二节　民间故事 （７５）
!!!!!!!!!!!!!!!!!!!!!!!!!!!!

第五章　行政村概况 （７８）
!!!!!!!!!!!!!!!!!!!!!!!!!!!!

第六章　战　事 （８４）
!!!!!!!!!!!!!!!!!!!!!!!!!!!!!!

第七章　人　物 （９１）
!!!!!!!!!!!!!!!!!!!!!!!!!!!!!!

　第一节　人物简介 （９１）
!!!!!!!!!!!!!!!!!!!!!!!!!!!!

　第二节　乡领导更迭 （９８）
!!!!!!!!!!!!!!!!!!!!!!!!!!!

　第三节　行政村领导更迭 （９８）
!!!!!!!!!!!!!!!!!!!!!!!!!

　第四节　烈士名录 （１０４）
!!!!!!!!!!!!!!!!!!!!!!!!!!!

２

长葛市乡镇志



石固镇

综　述 （１０９）
!!!!!!!!!!!!!!!!!!!!!!!!!!!!!!!!!

大事记 （１１１）
!!!!!!!!!!!!!!!!!!!!!!!!!!!!!!!!!

第一章　建制沿革与基础建设 （１１３）
!!!!!!!!!!!!!!!!!!!!!!!

　第一节　建制沿革 （１１３）
!!!!!!!!!!!!!!!!!!!!!!!!!!!

　第二节　自然环境 （１１４）
!!!!!!!!!!!!!!!!!!!!!!!!!!!

　第三节　镇区建设 （１１４）
!!!!!!!!!!!!!!!!!!!!!!!!!!!

　第四节　交通运输 （１１５）
!!!!!!!!!!!!!!!!!!!!!!!!!!!

　第五节　社会事业 （１１５）
!!!!!!!!!!!!!!!!!!!!!!!!!!!

　第六节　城镇管理 （１１５）
!!!!!!!!!!!!!!!!!!!!!!!!!!!

第二章　经济建设 （１１６）
!!!!!!!!!!!!!!!!!!!!!!!!!!!!

　第一节　农　业 （１１６）
!!!!!!!!!!!!!!!!!!!!!!!!!!!!

　第二节　工　业 （１１７）
!!!!!!!!!!!!!!!!!!!!!!!!!!!!

　第三节　商贸服务业 （１１７）
!!!!!!!!!!!!!!!!!!!!!!!!!!

　第四节　企业简介 （１１８）
!!!!!!!!!!!!!!!!!!!!!!!!!!!

第三章　政治　文化与教育卫生 （１２０）
!!!!!!!!!!!!!!!!!!!!!!

　第一节　党政社团 （１２０）
!!!!!!!!!!!!!!!!!!!!!!!!!!!

　第二节　民　政 （１２１）
!!!!!!!!!!!!!!!!!!!!!!!!!!!!

　第三节　劳动保障 （１２１）
!!!!!!!!!!!!!!!!!!!!!!!!!!!

　第四节　人口计生 （１２２）
!!!!!!!!!!!!!!!!!!!!!!!!!!!

　第五节　教　育 （１２２）
!!!!!!!!!!!!!!!!!!!!!!!!!!!!

　第六节　文化娱乐 （１２３）
!!!!!!!!!!!!!!!!!!!!!!!!!!!

　第七节　文物古迹 （１２５）
!!!!!!!!!!!!!!!!!!!!!!!!!!!

　第八节　卫生　体育 （１２６）
!!!!!!!!!!!!!!!!!!!!!!!!!!

　第九节　宗　教 （１２７）
!!!!!!!!!!!!!!!!!!!!!!!!!!!!

第四章　社区行政村介绍 （１２７）
!!!!!!!!!!!!!!!!!!!!!!!!!

第五章　人　物 （１３９）
!!!!!!!!!!!!!!!!!!!!!!!!!!!!!

　第一节　历史人物 （１３９）
!!!!!!!!!!!!!!!!!!!!!!!!!!!

　第二节　镇领导人介绍 （１４９）
!!!!!!!!!!!!!!!!!!!!!!!!!

　第三节　镇领导更迭 （１５０）
!!!!!!!!!!!!!!!!!!!!!!!!!!

　第四节　行政村领导更迭 （１５１）
!!!!!!!!!!!!!!!!!!!!!!!!

坡胡镇

概　述 （１６１）
!!!!!!!!!!!!!!!!!!!!!!!!!!!!!!!!!

３

目　录



大事记 （１６５）
!!!!!!!!!!!!!!!!!!!!!!!!!!!!!!!!!

第一章　建置人口 （１７４）
!!!!!!!!!!!!!!!!!!!!!!!!!!!!

　第一节　镇域自然环境 （１７４）
!!!!!!!!!!!!!!!!!!!!!!!!!

　第二节　建　置 （１７５）
!!!!!!!!!!!!!!!!!!!!!!!!!!!!

　第三节　人　口 （１７６）
!!!!!!!!!!!!!!!!!!!!!!!!!!!!

第二章　社区行政村概况 （１７７）
!!!!!!!!!!!!!!!!!!!!!!!!!

第三章　居民生活与计划生育 （２０４）
!!!!!!!!!!!!!!!!!!!!!!!

　第一节　居民生活 （２０４）
!!!!!!!!!!!!!!!!!!!!!!!!!!!

　第二节　计划生育 （２０６）
!!!!!!!!!!!!!!!!!!!!!!!!!!!

第四章　基本建设 （２０６）
!!!!!!!!!!!!!!!!!!!!!!!!!!!!

　第一节　镇村建设 （２０６）
!!!!!!!!!!!!!!!!!!!!!!!!!!!

　第二节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７）
!!!!!!!!!!!!!!!!!!!!!!!!!

第五章　政　治 （２１０）
!!!!!!!!!!!!!!!!!!!!!!!!!!!!!

　第一节　基层党组织 （２１０）
!!!!!!!!!!!!!!!!!!!!!!!!!!

　第二节　人　大 （２１３）
!!!!!!!!!!!!!!!!!!!!!!!!!!!!

　第三节　人民政府 （２１５）
!!!!!!!!!!!!!!!!!!!!!!!!!!!

　第四节　群团组织 （２１６）
!!!!!!!!!!!!!!!!!!!!!!!!!!!

　第五节　政　法 （２１６）
!!!!!!!!!!!!!!!!!!!!!!!!!!!!

　第六节　地方武装 （２１７）
!!!!!!!!!!!!!!!!!!!!!!!!!!!

　第七节　社会保障 （２１７）
!!!!!!!!!!!!!!!!!!!!!!!!!!!

　第八节　民　政 （２１７）
!!!!!!!!!!!!!!!!!!!!!!!!!!!!

第六章　经济建设 （２１９）
!!!!!!!!!!!!!!!!!!!!!!!!!!!!

　第一节　农　业 （２１９）
!!!!!!!!!!!!!!!!!!!!!!!!!!!!

　第二节　乡镇企业 （２２０）
!!!!!!!!!!!!!!!!!!!!!!!!!!!

　第三节　商贸业 （２２４）
!!!!!!!!!!!!!!!!!!!!!!!!!!!!

　第四节　财政　税务　金融 （２２４）
!!!!!!!!!!!!!!!!!!!!!!!

第七章　社会事业 （２２６）
!!!!!!!!!!!!!!!!!!!!!!!!!!!!

　第一节　文　化 （２２６）
!!!!!!!!!!!!!!!!!!!!!!!!!!!!

　第二节　卫　生 （２３８）
!!!!!!!!!!!!!!!!!!!!!!!!!!!!

　第三节　教　育 （２３８）
!!!!!!!!!!!!!!!!!!!!!!!!!!!!

第八章　民俗　宗教 （２４０）
!!!!!!!!!!!!!!!!!!!!!!!!!!!

　第一节　民　俗 （２４０）
!!!!!!!!!!!!!!!!!!!!!!!!!!!!

　第二节　宗　教 （２４２）
!!!!!!!!!!!!!!!!!!!!!!!!!!!!

第九章　人　物 （２４２）
!!!!!!!!!!!!!!!!!!!!!!!!!!!!!

　第一节　古代人物传略 （２４２）
!!!!!!!!!!!!!!!!!!!!!!!!!

　第二节　民国人物 （２４４）
!!!!!!!!!!!!!!!!!!!!!!!!!!!

４

长葛市乡镇志



　第三节　现代人物 （２４５）
!!!!!!!!!!!!!!!!!!!!!!!!!!!

　第四节　在外地工作人员表 （２５３）
!!!!!!!!!!!!!!!!!!!!!!!

　第五节　镇领导更迭 （２５７）
!!!!!!!!!!!!!!!!!!!!!!!!!!

　第六节　行政村领导更迭 （２５８）
!!!!!!!!!!!!!!!!!!!!!!!!

　第七节　获许昌市以上奖项人员名表 （２６６）
!!!!!!!!!!!!!!!!!!!

附　录 （２６８）
!!!!!!!!!!!!!!!!!!!!!!!!!!!!!!!!!

后河镇

综　述 （２７９）
!!!!!!!!!!!!!!!!!!!!!!!!!!!!!!!!!

大事记 （２８４）
!!!!!!!!!!!!!!!!!!!!!!!!!!!!!!!!!

第一章　环境建制与党政群团 （２９１）
!!!!!!!!!!!!!!!!!!!!!!!

　第一节　自然环境 （２９１）
!!!!!!!!!!!!!!!!!!!!!!!!!!!

　第二节　建置沿革 （２９２）
!!!!!!!!!!!!!!!!!!!!!!!!!!!

　第三节　党政群团机构 （２９２）
!!!!!!!!!!!!!!!!!!!!!!!!!

第二章　经济建设 （２９２）
!!!!!!!!!!!!!!!!!!!!!!!!!!!!

　第一节　农业生产 （２９２）
!!!!!!!!!!!!!!!!!!!!!!!!!!!

　第二节　工业经济 （２９３）
!!!!!!!!!!!!!!!!!!!!!!!!!!!

　第三节　企业介绍 （２９４）
!!!!!!!!!!!!!!!!!!!!!!!!!!!

第三章　村镇建设 （２９６）
!!!!!!!!!!!!!!!!!!!!!!!!!!!!

　第一节　镇区建设 （２９６）
!!!!!!!!!!!!!!!!!!!!!!!!!!!

　第二节　新农村建设 （２９７）
!!!!!!!!!!!!!!!!!!!!!!!!!!

第四章　社区行政村概况 （２９７）
!!!!!!!!!!!!!!!!!!!!!!!!!

第五章　教育　文化　卫生 （３０７）
!!!!!!!!!!!!!!!!!!!!!!!!

　第一节　教　育 （３０７）
!!!!!!!!!!!!!!!!!!!!!!!!!!!!

　第二节　文化娱乐 （３０８）
!!!!!!!!!!!!!!!!!!!!!!!!!!!

　第三节　医疗卫生 （３０８）
!!!!!!!!!!!!!!!!!!!!!!!!!!!

第六章　文物古迹与故事传说 （３０９）
!!!!!!!!!!!!!!!!!!!!!!!

　第一节　文物古迹 （３０９）
!!!!!!!!!!!!!!!!!!!!!!!!!!!

第七章　陉　山 （３１５）
!!!!!!!!!!!!!!!!!!!!!!!!!!!!!

第八章　人　物 （３１７）
!!!!!!!!!!!!!!!!!!!!!!!!!!!!!

　第一节　历史人物 （３１７）
!!!!!!!!!!!!!!!!!!!!!!!!!!!

　第二节　现代人物 （３１９）
!!!!!!!!!!!!!!!!!!!!!!!!!!!

　第三节　镇领导更迭 （３２５）
!!!!!!!!!!!!!!!!!!!!!!!!!!

　第四节　行政村领导更迭 （３２６）
!!!!!!!!!!!!!!!!!!!!!!!!

５

目　录



和尚桥镇

综　述 （３４１）
!!!!!!!!!!!!!!!!!!!!!!!!!!!!!!!!!

大事记 （３４３）
!!!!!!!!!!!!!!!!!!!!!!!!!!!!!!!!!

第一章　地理环境与基础设施 （３４７）
!!!!!!!!!!!!!!!!!!!!!!!

　第一节　建置沿革 （３４７）
!!!!!!!!!!!!!!!!!!!!!!!!!!!

　第二节　自然环境 （３４７）
!!!!!!!!!!!!!!!!!!!!!!!!!!!

　第三节　人口　面积 （３４８）
!!!!!!!!!!!!!!!!!!!!!!!!!!

　第四节　乡村建设 （３４８）
!!!!!!!!!!!!!!!!!!!!!!!!!!!

　第五节　交通通信 （３４９）
!!!!!!!!!!!!!!!!!!!!!!!!!!!

第二章　经济建设 （３５０）
!!!!!!!!!!!!!!!!!!!!!!!!!!!!

　第一节　经济述略 （３５０）
!!!!!!!!!!!!!!!!!!!!!!!!!!!

　第二节　农　业 （３５０）
!!!!!!!!!!!!!!!!!!!!!!!!!!!!

　第三节　林业　牧业 （３５１）
!!!!!!!!!!!!!!!!!!!!!!!!!!

　第四节　工　业 （３５２）
!!!!!!!!!!!!!!!!!!!!!!!!!!!!

　第五节　商贸业 （３５２）
!!!!!!!!!!!!!!!!!!!!!!!!!!!!

第三章　党政群团与文教卫生 （３５３）
!!!!!!!!!!!!!!!!!!!!!!!

　第一节　党政群团机构 （３５３）
!!!!!!!!!!!!!!!!!!!!!!!!!

　第二节　民　政 （３５４）
!!!!!!!!!!!!!!!!!!!!!!!!!!!!

　第三节　教　育 （３５５）
!!!!!!!!!!!!!!!!!!!!!!!!!!!!

　第四节　卫生　计划生育 （３５７）
!!!!!!!!!!!!!!!!!!!!!!!!

　第五节　群众文化 （３５７）
!!!!!!!!!!!!!!!!!!!!!!!!!!!

　第六节　古迹与传说 （３５８）
!!!!!!!!!!!!!!!!!!!!!!!!!!

　第七节　社区行政村概况 （３５９）
!!!!!!!!!!!!!!!!!!!!!!!!

第四章　人　物 （３６２）
!!!!!!!!!!!!!!!!!!!!!!!!!!!!!

　第一节　镇籍人物介绍 （３６２）
!!!!!!!!!!!!!!!!!!!!!!!!!

　第二节　镇领导介绍 （３６６）
!!!!!!!!!!!!!!!!!!!!!!!!!!

　第三节　镇领导更迭 （３６７）
!!!!!!!!!!!!!!!!!!!!!!!!!!

　第四节　行政村 （社区）领导更迭 （３６８）
!!!!!!!!!!!!!!!!!!!!

　第五节　在外工作人员名录 （３７４）
!!!!!!!!!!!!!!!!!!!!!!!

　第六节　烈士名录 （３７５）
!!!!!!!!!!!!!!!!!!!!!!!!!!!

大周镇

综　述 （３７９）
!!!!!!!!!!!!!!!!!!!!!!!!!!!!!!!!!

６

长葛市乡镇志



大事记 （３８２）
!!!!!!!!!!!!!!!!!!!!!!!!!!!!!!!!!

第一章　地理环境与党政社团 （３９１）
!!!!!!!!!!!!!!!!!!!!!!!

　第一节　建制沿革 （３９１）
!!!!!!!!!!!!!!!!!!!!!!!!!!!

　第二节　自然环境与人口 （３９１）
!!!!!!!!!!!!!!!!!!!!!!!!

　第三节　党政群团机构 （３９２）
!!!!!!!!!!!!!!!!!!!!!!!!!

第二章　乡村建设 （３９２）
!!!!!!!!!!!!!!!!!!!!!!!!!!!!

　第一节　住房建设 （３９２）
!!!!!!!!!!!!!!!!!!!!!!!!!!!

　第二节　交通运输 （３９３）
!!!!!!!!!!!!!!!!!!!!!!!!!!!

　第三节　邮电通信 （３９３）
!!!!!!!!!!!!!!!!!!!!!!!!!!!

　第四节　明星社区及行政村概况 （３９４）
!!!!!!!!!!!!!!!!!!!!!

第三章　教育　卫生　福利 （４００）
!!!!!!!!!!!!!!!!!!!!!!!!

　第一节　教　育 （４００）
!!!!!!!!!!!!!!!!!!!!!!!!!!!!

　第二节　卫　生 （４０２）
!!!!!!!!!!!!!!!!!!!!!!!!!!!!

　第三节　福　利 （４０３）
!!!!!!!!!!!!!!!!!!!!!!!!!!!!

第四章　民俗　古迹与传说 （４０３）
!!!!!!!!!!!!!!!!!!!!!!!!

　第一节　民　俗 （４０３）
!!!!!!!!!!!!!!!!!!!!!!!!!!!!

　第二节　古迹与传说 （４０５）
!!!!!!!!!!!!!!!!!!!!!!!!!!

第五章　经济建设 （４１０）
!!!!!!!!!!!!!!!!!!!!!!!!!!!!

　第一节　土地所有制变革 （４１０）
!!!!!!!!!!!!!!!!!!!!!!!!

　第二节　农　业 （４１１）
!!!!!!!!!!!!!!!!!!!!!!!!!!!!

　第三节　工　业 （４１１）
!!!!!!!!!!!!!!!!!!!!!!!!!!!!

　第四节　林业　牧业 （４１７）
!!!!!!!!!!!!!!!!!!!!!!!!!!

第六章　人　物 （４１８）
!!!!!!!!!!!!!!!!!!!!!!!!!!!!!

　第一节　人物传记　简介 （４１８）
!!!!!!!!!!!!!!!!!!!!!!!!

　第二节　镇领导更迭 （４２９）
!!!!!!!!!!!!!!!!!!!!!!!!!!

　第三节　行政村领导更迭 （４３０）
!!!!!!!!!!!!!!!!!!!!!!!!

　第四节　烈士英名录 （４３９）
!!!!!!!!!!!!!!!!!!!!!!!!!!

老城镇

综　述 （４４３）
!!!!!!!!!!!!!!!!!!!!!!!!!!!!!!!!!

大事记 （４４５）
!!!!!!!!!!!!!!!!!!!!!!!!!!!!!!!!!

第一章　地理环境 （４４９）
!!!!!!!!!!!!!!!!!!!!!!!!!!!!

　第一节　建制沿革 （４４９）
!!!!!!!!!!!!!!!!!!!!!!!!!!!

　第二节　人　口 （４４９）
!!!!!!!!!!!!!!!!!!!!!!!!!!!!

　第三节　村镇建设 （４５０）
!!!!!!!!!!!!!!!!!!!!!!!!!!!

７

目　录



　第四节　交通运输 （４５１）
!!!!!!!!!!!!!!!!!!!!!!!!!!!

　第五节　邮电通信 （４５１）
!!!!!!!!!!!!!!!!!!!!!!!!!!!

第二章　经济建设 （４５２）
!!!!!!!!!!!!!!!!!!!!!!!!!!!!

　第一节　经济体制改革 （４５２）
!!!!!!!!!!!!!!!!!!!!!!!!!

　第二节　农　业 （４５３）
!!!!!!!!!!!!!!!!!!!!!!!!!!!!

　第三节　林业　牧业 （４５３）
!!!!!!!!!!!!!!!!!!!!!!!!!!

　第四节　工　业 （４５４）
!!!!!!!!!!!!!!!!!!!!!!!!!!!!

　第五节　商贸业 （４５５）
!!!!!!!!!!!!!!!!!!!!!!!!!!!!

　第六节　饮食服务业 （４５６）
!!!!!!!!!!!!!!!!!!!!!!!!!!

　第七节　金　融 （４５６）
!!!!!!!!!!!!!!!!!!!!!!!!!!!!

　第八节　经济管理 （４５７）
!!!!!!!!!!!!!!!!!!!!!!!!!!!

　第九节　企业简介 （４５７）
!!!!!!!!!!!!!!!!!!!!!!!!!!!

第三章　政治　文化 （４５９）
!!!!!!!!!!!!!!!!!!!!!!!!!!!

　第一节　党政社团 （４５９）
!!!!!!!!!!!!!!!!!!!!!!!!!!!

　第二节　政　法 （４６１）
!!!!!!!!!!!!!!!!!!!!!!!!!!!!

　第三节　民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４６２）
!!!!!!!!!!!!!!!!!!!

　第四节　教　育 （４６２）
!!!!!!!!!!!!!!!!!!!!!!!!!!!!

　第五节　文　化 （４６３）
!!!!!!!!!!!!!!!!!!!!!!!!!!!!

　第六节　体育　卫生 （４６４）
!!!!!!!!!!!!!!!!!!!!!!!!!!

　第七节　民俗　宗教 （４６５）
!!!!!!!!!!!!!!!!!!!!!!!!!!

第四章　名胜古迹 （４６８）
!!!!!!!!!!!!!!!!!!!!!!!!!!!!

第五章　人　物 （４７１）
!!!!!!!!!!!!!!!!!!!!!!!!!!!!!

　第一节　历史人物 （４７１）
!!!!!!!!!!!!!!!!!!!!!!!!!!!

　第二节　现当代人物 （４７４）
!!!!!!!!!!!!!!!!!!!!!!!!!!

　第三节　镇领导更迭 （４７７）
!!!!!!!!!!!!!!!!!!!!!!!!!!

　第四节　行政村领导更迭 （４７８）
!!!!!!!!!!!!!!!!!!!!!!!!

　第五节　在外工作人员名录 （４８５）
!!!!!!!!!!!!!!!!!!!!!!!

　第六节　部分烈士统计表 （４８６）
!!!!!!!!!!!!!!!!!!!!!!!!

第六章　行政村 （社区）概况 （４８７）
!!!!!!!!!!!!!!!!!!!!!!!

董村镇

概　述 （５０９）
!!!!!!!!!!!!!!!!!!!!!!!!!!!!!!!!!

大事记 （５１１）
!!!!!!!!!!!!!!!!!!!!!!!!!!!!!!!!!

第一章　镇域环境 （５１４）
!!!!!!!!!!!!!!!!!!!!!!!!!!!!

第二章　政区划分 （５１４）
!!!!!!!!!!!!!!!!!!!!!!!!!!!!

８

长葛市乡镇志



　第一节　政区划分 （５１４）
!!!!!!!!!!!!!!!!!!!!!!!!!!!

　第二节　社区行政村概况 （５１５）
!!!!!!!!!!!!!!!!!!!!!!!!

第三章　人口与计划生育 （５１７）
!!!!!!!!!!!!!!!!!!!!!!!!!

　第一节　人　口 （５１７）
!!!!!!!!!!!!!!!!!!!!!!!!!!!!

　第二节　姓　氏 （５１８）
!!!!!!!!!!!!!!!!!!!!!!!!!!!!

　第三节　计划生育 （５１８）
!!!!!!!!!!!!!!!!!!!!!!!!!!!

第四章　经济建设 （５１９）
!!!!!!!!!!!!!!!!!!!!!!!!!!!!

　第一节　农　业 （５１９）
!!!!!!!!!!!!!!!!!!!!!!!!!!!!

　第二节　工　业 （５１９）
!!!!!!!!!!!!!!!!!!!!!!!!!!!!

　第三节　商业外贸 （５２０）
!!!!!!!!!!!!!!!!!!!!!!!!!!!

　第四节　财政　税务 （５２０）
!!!!!!!!!!!!!!!!!!!!!!!!!!

第五章　党群　政法 （５２２）
!!!!!!!!!!!!!!!!!!!!!!!!!!!

　第一节　党组织 （５２２）
!!!!!!!!!!!!!!!!!!!!!!!!!!!!

　第二节　群团组织 （５２２）
!!!!!!!!!!!!!!!!!!!!!!!!!!!

　第三节　政　法 （５２３）
!!!!!!!!!!!!!!!!!!!!!!!!!!!!

　第四节　地方武装 （５２３）
!!!!!!!!!!!!!!!!!!!!!!!!!!!

第六章　文化　教育 （５２４）
!!!!!!!!!!!!!!!!!!!!!!!!!!!

　第一节　历史文化 （５２４）
!!!!!!!!!!!!!!!!!!!!!!!!!!!

　第二节　群众文化 （５２７）
!!!!!!!!!!!!!!!!!!!!!!!!!!!

　第三节　教　育 （５２８）
!!!!!!!!!!!!!!!!!!!!!!!!!!!!

第七章　民俗　宗教 （５２９）
!!!!!!!!!!!!!!!!!!!!!!!!!!!

　第一节　节　俗 （５２９）
!!!!!!!!!!!!!!!!!!!!!!!!!!!!

　第二节　宗　教 （５３０）
!!!!!!!!!!!!!!!!!!!!!!!!!!!!

第八章　人　物 （５３０）
!!!!!!!!!!!!!!!!!!!!!!!!!!!!!

　第一节　人物传略 （５３０）
!!!!!!!!!!!!!!!!!!!!!!!!!!!

　第二节　人物简介 （５３３）
!!!!!!!!!!!!!!!!!!!!!!!!!!!

　第三节　镇领导更迭 （５３３）
!!!!!!!!!!!!!!!!!!!!!!!!!!

　第四节　行政村领导更迭 （５３５）
!!!!!!!!!!!!!!!!!!!!!!!!

　第五节　在外工作人员表 （５４１）
!!!!!!!!!!!!!!!!!!!!!!!!

石象镇

综　述 （５４５）
!!!!!!!!!!!!!!!!!!!!!!!!!!!!!!!!!

大事记 （５４７）
!!!!!!!!!!!!!!!!!!!!!!!!!!!!!!!!!

第一章　地理环境与村镇建设 （５５２）
!!!!!!!!!!!!!!!!!!!!!!!

　第一节　建置沿革 （５５２）
!!!!!!!!!!!!!!!!!!!!!!!!!!!

９

目　录



　第二节　自然环境 （５５２）
!!!!!!!!!!!!!!!!!!!!!!!!!!!

　第三节　人　口 （５５２）
!!!!!!!!!!!!!!!!!!!!!!!!!!!!

　第四节　行政村概况 （５５３）
!!!!!!!!!!!!!!!!!!!!!!!!!!

　第五节　镇村建设 （５６１）
!!!!!!!!!!!!!!!!!!!!!!!!!!!

　第六节　交通运输　金融 （５６２）
!!!!!!!!!!!!!!!!!!!!!!!!

第二章　经济建设 （５６２）
!!!!!!!!!!!!!!!!!!!!!!!!!!!!

　第一节　农　业 （５６２）
!!!!!!!!!!!!!!!!!!!!!!!!!!!!

　第二节　林业　牧业 （５６３）
!!!!!!!!!!!!!!!!!!!!!!!!!!

　第三节　工　业 （５６３）
!!!!!!!!!!!!!!!!!!!!!!!!!!!!

第三章　政治　文化 （５６５）
!!!!!!!!!!!!!!!!!!!!!!!!!!!

　第一节　党政社团 （５６５）
!!!!!!!!!!!!!!!!!!!!!!!!!!!

　第二节　政　法 （５６７）
!!!!!!!!!!!!!!!!!!!!!!!!!!!!

　第三节　民　政 （５６７）
!!!!!!!!!!!!!!!!!!!!!!!!!!!!

　第四节　教　育 （５６８）
!!!!!!!!!!!!!!!!!!!!!!!!!!!!

　第五节　文　化 （５６９）
!!!!!!!!!!!!!!!!!!!!!!!!!!!!

　第六节　文化遗址　历史传说 （５７０）
!!!!!!!!!!!!!!!!!!!!!!

　第七节　匪患　战事 （５７１）
!!!!!!!!!!!!!!!!!!!!!!!!!!

　第八节　卫生　体育 （５７２）
!!!!!!!!!!!!!!!!!!!!!!!!!!

　第九节　宗　教 （５７３）
!!!!!!!!!!!!!!!!!!!!!!!!!!!!

第四章　人　物 （５７４）
!!!!!!!!!!!!!!!!!!!!!!!!!!!!!

　第一节　人物简介 （５７４）
!!!!!!!!!!!!!!!!!!!!!!!!!!!

　第二节　镇领导更迭 （５７５）
!!!!!!!!!!!!!!!!!!!!!!!!!!

　第三节　行政村领导更迭 （５７６）
!!!!!!!!!!!!!!!!!!!!!!!!

　第四节　在外工作人员名录 （５８４）
!!!!!!!!!!!!!!!!!!!!!!!

　第五节　烈士名录 （５８４）
!!!!!!!!!!!!!!!!!!!!!!!!!!!

古桥镇

综　述 （５８７）
!!!!!!!!!!!!!!!!!!!!!!!!!!!!!!!!!

大事记 （５８９）
!!!!!!!!!!!!!!!!!!!!!!!!!!!!!!!!!

第一章　人口与交通 （５９３）
!!!!!!!!!!!!!!!!!!!!!!!!!!!

　第一节　建置沿革与人口 （５９３）
!!!!!!!!!!!!!!!!!!!!!!!!

　第二节　通信及交通运输 （５９４）
!!!!!!!!!!!!!!!!!!!!!!!!

第二章　经济建设 （５９５）
!!!!!!!!!!!!!!!!!!!!!!!!!!!!

　第一节　经济体制改革 （５９５）
!!!!!!!!!!!!!!!!!!!!!!!!!

　第二节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５９７）
!!!!!!!!!!!!!!!!!!!!!!!

０１

长葛市乡镇志



　第三节　种植业 （５９８）
!!!!!!!!!!!!!!!!!!!!!!!!!!!!

　第四节　林业　畜牧养殖业 （５９９）
!!!!!!!!!!!!!!!!!!!!!!!

　第五节　工　业 （６００）
!!!!!!!!!!!!!!!!!!!!!!!!!!!!

　第六节　明星企业 （６０１）
!!!!!!!!!!!!!!!!!!!!!!!!!!!

第三章　村镇建设 （６０２）
!!!!!!!!!!!!!!!!!!!!!!!!!!!!

　第一节　新农村建设 （６０２）
!!!!!!!!!!!!!!!!!!!!!!!!!!

　第二节　生态村建设 （６０２）
!!!!!!!!!!!!!!!!!!!!!!!!!!

　第三节　社区建设 （６０３）
!!!!!!!!!!!!!!!!!!!!!!!!!!!

第四章　政治　文化 （６０３）
!!!!!!!!!!!!!!!!!!!!!!!!!!!

　第一节　党政社团 （６０３）
!!!!!!!!!!!!!!!!!!!!!!!!!!!

　第二节　社会保障 （６０４）
!!!!!!!!!!!!!!!!!!!!!!!!!!!

　第三节　民　政 （６０４）
!!!!!!!!!!!!!!!!!!!!!!!!!!!!

　第四节　教　育 （６０５）
!!!!!!!!!!!!!!!!!!!!!!!!!!!!

　第五节　体育　文化 （６０７）
!!!!!!!!!!!!!!!!!!!!!!!!!!

第五章　行政村概况 （６０９）
!!!!!!!!!!!!!!!!!!!!!!!!!!!

第六章　民俗　故事传说 （６１３）
!!!!!!!!!!!!!!!!!!!!!!!!!

　第一节　民　俗 （６１３）
!!!!!!!!!!!!!!!!!!!!!!!!!!!!

　第二节　故事传说 （６１５）
!!!!!!!!!!!!!!!!!!!!!!!!!!!

第七章　人　物 （６１７）
!!!!!!!!!!!!!!!!!!!!!!!!!!!!!

　第一节　历史人物 （６１７）
!!!!!!!!!!!!!!!!!!!!!!!!!!!

　第二节　见义勇为人物 （６１９）
!!!!!!!!!!!!!!!!!!!!!!!!!

　第三节　镇领导更迭 （６２０）
!!!!!!!!!!!!!!!!!!!!!!!!!!

　第四节　行政村领导更迭 （６２１）
!!!!!!!!!!!!!!!!!!!!!!!!

　第五节　在外工作人员名录 （６２４）
!!!!!!!!!!!!!!!!!!!!!!!

南席镇

综　述 （６３１）
!!!!!!!!!!!!!!!!!!!!!!!!!!!!!!!!!

大事记 （６３４）
!!!!!!!!!!!!!!!!!!!!!!!!!!!!!!!!!

第一章　镇域环境 （６４４）
!!!!!!!!!!!!!!!!!!!!!!!!!!!!

　第一节　环境　建置与人口 （６４４）
!!!!!!!!!!!!!!!!!!!!!!!

　第二节　社区　行政村概况 （６４６）
!!!!!!!!!!!!!!!!!!!!!!!

　第三节　村镇建设 （６５４）
!!!!!!!!!!!!!!!!!!!!!!!!!!!

　第四节　交通运输和公路建设 （６５５）
!!!!!!!!!!!!!!!!!!!!!!

　第五节　邮电　通信 （６５６）
!!!!!!!!!!!!!!!!!!!!!!!!!!

第二章　经济建设 （６５７）
!!!!!!!!!!!!!!!!!!!!!!!!!!!!

１１

目　录



　第一节　经济体制改革 （６５７）
!!!!!!!!!!!!!!!!!!!!!!!!!

　第二节　农　业 （６５７）
!!!!!!!!!!!!!!!!!!!!!!!!!!!!

　第三节　水　利 （６５８）
!!!!!!!!!!!!!!!!!!!!!!!!!!!!

　第四节　林业　畜牧业 （６５９）
!!!!!!!!!!!!!!!!!!!!!!!!!

　第五节　工　业 （６６０）
!!!!!!!!!!!!!!!!!!!!!!!!!!!!

　第六节　商贸业 （６６１）
!!!!!!!!!!!!!!!!!!!!!!!!!!!!

　第七节　金　融 （６６２）
!!!!!!!!!!!!!!!!!!!!!!!!!!!!

　第八节　工商管理 （６６３）
!!!!!!!!!!!!!!!!!!!!!!!!!!!

第三章　政治文化 （６６３）
!!!!!!!!!!!!!!!!!!!!!!!!!!!!

　第一节　党政社团 （６６３）
!!!!!!!!!!!!!!!!!!!!!!!!!!!

　第二节　政　法 （６６５）
!!!!!!!!!!!!!!!!!!!!!!!!!!!!

　第三节　民　政 （６６５）
!!!!!!!!!!!!!!!!!!!!!!!!!!!!

　第四节　教　育 （６６６）
!!!!!!!!!!!!!!!!!!!!!!!!!!!!

　第五节　文　化 （６７２）
!!!!!!!!!!!!!!!!!!!!!!!!!!!!

　第六节　卫生　体育 （６７３）
!!!!!!!!!!!!!!!!!!!!!!!!!!

　第七节　衣食住行 （６７６）
!!!!!!!!!!!!!!!!!!!!!!!!!!!

　第八节　民俗　宗教 （６７８）
!!!!!!!!!!!!!!!!!!!!!!!!!!

　第九节　传说故事 （６７９）
!!!!!!!!!!!!!!!!!!!!!!!!!!!

第四章　人　物 （６８３）
!!!!!!!!!!!!!!!!!!!!!!!!!!!!!

　第一节　历史人物 （６８３）
!!!!!!!!!!!!!!!!!!!!!!!!!!!

　第二节　现当代人物 （６８４）
!!!!!!!!!!!!!!!!!!!!!!!!!!

　第三节　镇领导更迭 （６８８）
!!!!!!!!!!!!!!!!!!!!!!!!!!

　第四节　行政村领导更迭表 （６９０）
!!!!!!!!!!!!!!!!!!!!!!!

　第五节　名人录 （６９９）
!!!!!!!!!!!!!!!!!!!!!!!!!!!!

　第六节　烈士英名录 （７０１）
!!!!!!!!!!!!!!!!!!!!!!!!!!

长社路街道办事处

综　述 （７０７）
!!!!!!!!!!!!!!!!!!!!!!!!!!!!!!!!!

大事记 （７０９）
!!!!!!!!!!!!!!!!!!!!!!!!!!!!!!!!!

第一章　政治建设 （７１１）
!!!!!!!!!!!!!!!!!!!!!!!!!!!!

　第一节　党政组织建设 （７１１）
!!!!!!!!!!!!!!!!!!!!!!!!!

　第二节　党的组织活动 （７１１）
!!!!!!!!!!!!!!!!!!!!!!!!!

第二章　经济建设 （７１３）
!!!!!!!!!!!!!!!!!!!!!!!!!!!!

　第一节　商贸服务 （７１３）
!!!!!!!!!!!!!!!!!!!!!!!!!!!

　第二节　工业企业 （７１５）
!!!!!!!!!!!!!!!!!!!!!!!!!!!

２１

长葛市乡镇志



　第三节　建筑运输 （７１７）
!!!!!!!!!!!!!!!!!!!!!!!!!!!

　第四节　农林水牧 （７１８）
!!!!!!!!!!!!!!!!!!!!!!!!!!!

第三章　基础设施 （７１８）
!!!!!!!!!!!!!!!!!!!!!!!!!!!!

第四章　文　化 （７１９）
!!!!!!!!!!!!!!!!!!!!!!!!!!!!!

　第一节　人文景观 （７１９）
!!!!!!!!!!!!!!!!!!!!!!!!!!!

　第二节　历史古迹 （７２１）
!!!!!!!!!!!!!!!!!!!!!!!!!!!

　第三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 （７２３）
!!!!!!!!!!!!!!!!!!!!!!!!

　第四节　群众文化 （７２４）
!!!!!!!!!!!!!!!!!!!!!!!!!!!

第五章　教育卫生 （７２４）
!!!!!!!!!!!!!!!!!!!!!!!!!!!!

第六章　城市创建与管理 （７２５）
!!!!!!!!!!!!!!!!!!!!!!!!!

第七章　社会建设 （７２６）
!!!!!!!!!!!!!!!!!!!!!!!!!!!!

　第一节　综合治理与平安建设 （７２６）
!!!!!!!!!!!!!!!!!!!!!!

　第二节　安全生产 （７２６）
!!!!!!!!!!!!!!!!!!!!!!!!!!!

　第三节　信访稳定 （７２６）
!!!!!!!!!!!!!!!!!!!!!!!!!!!

　第四节　民政与劳动保障 （７２７）
!!!!!!!!!!!!!!!!!!!!!!!!

第八章　美丽乡村建设 （７２７）
!!!!!!!!!!!!!!!!!!!!!!!!!!

第九章　人　物 （７２８）
!!!!!!!!!!!!!!!!!!!!!!!!!!!!!

　第一节　现代人物简介 （７２８）
!!!!!!!!!!!!!!!!!!!!!!!!!

　第二节　办事处领导更迭 （７３０）
!!!!!!!!!!!!!!!!!!!!!!!!

　第三节　社区领导更迭 （７３０）
!!!!!!!!!!!!!!!!!!!!!!!!!

　第四节　立功受奖人员暨英烈 （７３２）
!!!!!!!!!!!!!!!!!!!!!!

　第五节　高级教师暨受河南省教育厅表彰教师 （７３２）
!!!!!!!!!!!!!!!

　第六节　在外工作人员 （７３４）
!!!!!!!!!!!!!!!!!!!!!!!!!

第十章　社区居委会概况 （７３５）
!!!!!!!!!!!!!!!!!!!!!!!!!

建设路街道办事处

概　述 （７４５）
!!!!!!!!!!!!!!!!!!!!!!!!!!!!!!!!!

大事记 （７４６）
!!!!!!!!!!!!!!!!!!!!!!!!!!!!!!!!!

第一章　建制区划 （７４８）
!!!!!!!!!!!!!!!!!!!!!!!!!!!!

第二章　人口民族 （７４８）
!!!!!!!!!!!!!!!!!!!!!!!!!!!!

　第一节　人　口 （７４８）
!!!!!!!!!!!!!!!!!!!!!!!!!!!!

　第二节　民族姓氏 （７４９）
!!!!!!!!!!!!!!!!!!!!!!!!!!!

　第三节　计划生育 （７４９）
!!!!!!!!!!!!!!!!!!!!!!!!!!!

第三章　乡镇建设 （７４９）
!!!!!!!!!!!!!!!!!!!!!!!!!!!!

　第一节　基础设施 （７４９）
!!!!!!!!!!!!!!!!!!!!!!!!!!!

３１

目　录



　第二节　乡村道路 （７５０）
!!!!!!!!!!!!!!!!!!!!!!!!!!!

　第三节　城镇化建设 （７５０）
!!!!!!!!!!!!!!!!!!!!!!!!!!

第四章　农　业 （７５０）
!!!!!!!!!!!!!!!!!!!!!!!!!!!!!

　第一节　种植业 （７５１）
!!!!!!!!!!!!!!!!!!!!!!!!!!!!

　第二节　养殖业 （７５１）
!!!!!!!!!!!!!!!!!!!!!!!!!!!!

　第三节　农机　水利及绿化 （７５１）
!!!!!!!!!!!!!!!!!!!!!!!

第五章　工业　服务业 （７５２）
!!!!!!!!!!!!!!!!!!!!!!!!!!

　第一节　工　业 （７５２）
!!!!!!!!!!!!!!!!!!!!!!!!!!!!

　第二节　卫生陶瓷园区 （７５３）
!!!!!!!!!!!!!!!!!!!!!!!!!

　第三节　春风瓷业 （７５３）
!!!!!!!!!!!!!!!!!!!!!!!!!!!

　第四节　王庄集市 （７５４）
!!!!!!!!!!!!!!!!!!!!!!!!!!!

第六章　政　治 （７５４）
!!!!!!!!!!!!!!!!!!!!!!!!!!!!!

　第一节　基层党组织 （７５４）
!!!!!!!!!!!!!!!!!!!!!!!!!!

　第二节　共产主义青年团 （７５５）
!!!!!!!!!!!!!!!!!!!!!!!!

　第三节　妇女联合会 （７５５）
!!!!!!!!!!!!!!!!!!!!!!!!!!

第七章　社区管理 （７５５）
!!!!!!!!!!!!!!!!!!!!!!!!!!!!

　第一节　社区建设 （７５５）
!!!!!!!!!!!!!!!!!!!!!!!!!!!

　第二节　城市创建 （７５６）
!!!!!!!!!!!!!!!!!!!!!!!!!!!

第八章　教育　文化 （７５７）
!!!!!!!!!!!!!!!!!!!!!!!!!!!

　第一节　教　育 （７５７）
!!!!!!!!!!!!!!!!!!!!!!!!!!!!

　第二节　文　化 （７５８）
!!!!!!!!!!!!!!!!!!!!!!!!!!!!

第九章　社　会 （７５９）
!!!!!!!!!!!!!!!!!!!!!!!!!!!!!

　第一节　衣　着 （７５９）
!!!!!!!!!!!!!!!!!!!!!!!!!!!!

　第二节　饮　食 （７５９）
!!!!!!!!!!!!!!!!!!!!!!!!!!!!

　第三节　居　住 （７６０）
!!!!!!!!!!!!!!!!!!!!!!!!!!!!

　第四节　交　通 （７６０）
!!!!!!!!!!!!!!!!!!!!!!!!!!!!

　第五节　优待　抚恤　扶贫　救灾 （７６１）
!!!!!!!!!!!!!!!!!!!!

　第六节　宗　教 （７６１）
!!!!!!!!!!!!!!!!!!!!!!!!!!!!

第十章　人　物 （７６１）
!!!!!!!!!!!!!!!!!!!!!!!!!!!!!

　第一节　人物简介 （７６１）
!!!!!!!!!!!!!!!!!!!!!!!!!!!

　第二节　办事处领导更迭 （７６５）
!!!!!!!!!!!!!!!!!!!!!!!!

　第三节　居委会领导更迭 （７６５）
!!!!!!!!!!!!!!!!!!!!!!!!

第十一章　社区居委会概况 （７６６）
!!!!!!!!!!!!!!!!!!!!!!!!

长兴路街道办事处

综　述 （７７１）
!!!!!!!!!!!!!!!!!!!!!!!!!!!!!!!!!

４１

长葛市乡镇志



大事记 （７７２）
!!!!!!!!!!!!!!!!!!!!!!!!!!!!!!!!!

第一章　区域与政治 （７７５）
!!!!!!!!!!!!!!!!!!!!!!!!!!!

　第一节　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７７５）
!!!!!!!!!!!!!!!!!!!!!!

　第二节　党政群团 （７７５）
!!!!!!!!!!!!!!!!!!!!!!!!!!!

　第三节　人口与民族 （７７６）
!!!!!!!!!!!!!!!!!!!!!!!!!!

　第四节　社区居委会概况 （７７６）
!!!!!!!!!!!!!!!!!!!!!!!!

第二章　工业企业 （７８１）
!!!!!!!!!!!!!!!!!!!!!!!!!!!!

　第一节　市属重点企业 （７８１）
!!!!!!!!!!!!!!!!!!!!!!!!!

　第二节　办事处属重点企业 （７８３）
!!!!!!!!!!!!!!!!!!!!!!!

　第三节　办事处辖区企业简表 （７８６）
!!!!!!!!!!!!!!!!!!!!!!

第三章　农业与商贸 （７８８）
!!!!!!!!!!!!!!!!!!!!!!!!!!!

　第一节　农　业 （７８８）
!!!!!!!!!!!!!!!!!!!!!!!!!!!!

　第二节　商贸服务 （７８９）
!!!!!!!!!!!!!!!!!!!!!!!!!!!

第四章　文教　宗教 （７９０）
!!!!!!!!!!!!!!!!!!!!!!!!!!!

　第一节　教　育 （７９０）
!!!!!!!!!!!!!!!!!!!!!!!!!!!!

　第二节　长葛实验中学 （７９１）
!!!!!!!!!!!!!!!!!!!!!!!!!

　第三节　长葛市图书馆 （７９１）
!!!!!!!!!!!!!!!!!!!!!!!!!

　第四节　长葛市体育场 （７９１）
!!!!!!!!!!!!!!!!!!!!!!!!!

　第五节　宗　教 （７９２）
!!!!!!!!!!!!!!!!!!!!!!!!!!!!

第五章　人　物 （７９２）
!!!!!!!!!!!!!!!!!!!!!!!!!!!!!

　第一节　人物传记　简介 （７９２）
!!!!!!!!!!!!!!!!!!!!!!!!

　第二节　办事处领导更迭 （８００）
!!!!!!!!!!!!!!!!!!!!!!!!

　第三节　居委会领导更迭 （８００）
!!!!!!!!!!!!!!!!!!!!!!!!

　第四节　烈士英名录 （８０３）
!!!!!!!!!!!!!!!!!!!!!!!!!!

第六章　钟氏及钟繇文化 （８０４）
!!!!!!!!!!!!!!!!!!!!!!!!!

　第一节　钟繇的祖先钟离接 （８０４）
!!!!!!!!!!!!!!!!!!!!!!!

　第二节　钟繇故里在田庄 （８０４）
!!!!!!!!!!!!!!!!!!!!!!!!

　第三节　长社接系钟氏的辉煌 （８０５）
!!!!!!!!!!!!!!!!!!!!!!

　第四节　钟氏故里的文化遗存 （８０６）
!!!!!!!!!!!!!!!!!!!!!!

　第五节　钟繇台和洗砚池 （８０６）
!!!!!!!!!!!!!!!!!!!!!!!!

　第六节　钟繇陵园及文化广场 （８０７）
!!!!!!!!!!!!!!!!!!!!!!

　第七节　民间故事 （８０８）
!!!!!!!!!!!!!!!!!!!!!!!!!!!

附　录 （８１３）
!!!!!!!!!!!!!!!!!!!!!!!!!!!!!!!!!

　长兴办红白理事会 “会办事儿” （８１３）
!!!!!!!!!!!!!!!!!!!!!

５１

目　录



金桥路街道办事处

综　述 （８１９）
!!!!!!!!!!!!!!!!!!!!!!!!!!!!!!!!!

大事记 （８２１）
!!!!!!!!!!!!!!!!!!!!!!!!!!!!!!!!!

第一章　建置区划 （８２５）
!!!!!!!!!!!!!!!!!!!!!!!!!!!!

　第一节　区域与环境 （８２５）
!!!!!!!!!!!!!!!!!!!!!!!!!!

　第二节　沿革与人口 （８２５）
!!!!!!!!!!!!!!!!!!!!!!!!!!

　第三节　社区居委会概况 （８２６）
!!!!!!!!!!!!!!!!!!!!!!!!

第二章　党政群团 （８２８）
!!!!!!!!!!!!!!!!!!!!!!!!!!!!

　第一节　党政机构 （８２８）
!!!!!!!!!!!!!!!!!!!!!!!!!!!

　第二节　公安司法 （８２９）
!!!!!!!!!!!!!!!!!!!!!!!!!!!

　第三节　计划生育 （８２９）
!!!!!!!!!!!!!!!!!!!!!!!!!!!

　第四节　武　装 （８２９）
!!!!!!!!!!!!!!!!!!!!!!!!!!!!

第三章　教育　文化　医疗 （８３０）
!!!!!!!!!!!!!!!!!!!!!!!!

　第一节　教　育 （８３０）
!!!!!!!!!!!!!!!!!!!!!!!!!!!!

　第二节　文　化 （８３０）
!!!!!!!!!!!!!!!!!!!!!!!!!!!!

　第三节　医　疗 （８３１）
!!!!!!!!!!!!!!!!!!!!!!!!!!!!

　第四节　 “四·二”惨案纪略 （８３１）
!!!!!!!!!!!!!!!!!!!!!!

第四章　民政与殡葬改革 （８３１）
!!!!!!!!!!!!!!!!!!!!!!!!!

　第一节　民　政 （８３１）
!!!!!!!!!!!!!!!!!!!!!!!!!!!!

　第二节　殡葬改革 （８３２）
!!!!!!!!!!!!!!!!!!!!!!!!!!!

第五章　农　业 （８３２）
!!!!!!!!!!!!!!!!!!!!!!!!!!!!!

第六章　城镇建设与市场介绍 （８３３）
!!!!!!!!!!!!!!!!!!!!!!!

　第一节　城市管理 （８３３）
!!!!!!!!!!!!!!!!!!!!!!!!!!!

　第二节　城中村改造 （８３３）
!!!!!!!!!!!!!!!!!!!!!!!!!!

　第三节　市场介绍 （８３４）
!!!!!!!!!!!!!!!!!!!!!!!!!!!

第七章　重点企业介绍 （８３８）
!!!!!!!!!!!!!!!!!!!!!!!!!!

第八章　人　物 （８４０）
!!!!!!!!!!!!!!!!!!!!!!!!!!!!!

　第一节　历史人物 （８４０）
!!!!!!!!!!!!!!!!!!!!!!!!!!!

　第二节　现当代人物 （８４１）
!!!!!!!!!!!!!!!!!!!!!!!!!!

　第三节　办事处领导更迭 （８４２）
!!!!!!!!!!!!!!!!!!!!!!!!

　第四节　居委会领导更迭 （８４３）
!!!!!!!!!!!!!!!!!!!!!!!!

　第五节　在外工作人员表 （８４４）
!!!!!!!!!!!!!!!!!!!!!!!!

　第六节　烈士英名录 （８４４）
!!!!!!!!!!!!!!!!!!!!!!!!!!

６１

长葛市乡镇志



书书书





概　　述

增福庙乡位于长葛市区北２公里处，距新郑国际机场３０公里，西北与新郑市搭界，南
连和尚桥镇，东邻老城镇，西与后河镇接壤。辖区南北相距４８公里，东西相距８公里。
２０１４年，全乡总面积３２８８平方公里，可耕地面积３１万亩。乡辖１８个行政村，４７个自然
村，居民以汉族为主，总人口３０１万人。

增福庙乡以政府驻地 （增福庙村）得名，清分属尚友、雍睦、广姻三保，民国初年为

二、三两区辖地。１９４３年分属广姻、雍睦、尚友三个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经四
次变迁，１９５８年成立人民公社，１９８４年改乡。辖区内有规模以上大型企业５家，民营企业
２４０家，是全国闻名的小型建筑机械制造之乡。

水利条件优越。清赮河从本乡西部彭庄村入境，至躲军寨村出境，长６８公里，流经８
个行政村。１９５８年在增福庙村西清赮河上修建小型水库一座，水塔一座，建提灌站６处，
河水灌溉面积１１万亩。２０１３年增福庙水库进行扩容加固工程，防洪标准达到５０年一遇，
总库容达１５６４万立方米，恢复灌溉面积１６万亩。各村有中深机井５２５眼，铺设地埋管道
２５公里。农业水利设施齐全，是河南省高效农业示范区。

增福湖风光

交通便利。京深铁路、石武高铁、

１０７国道纵贯南北，省道菜姚 （市３号公
路）线横穿东西，新修郑万高铁从本乡中

部穿境而过，拟在崔庄村西部建高铁站一

座。２０１４年底全乡公路通车里程达６０公
里，实现了村村通公路。４７个自然村有
４１个村主干道实现水泥硬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增福庙乡人

民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下，致力贯

彻落实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取得了

辉煌成就，特别是１９８０年后，在农村推行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２０１４年，全乡粮食总产达３１０６７吨。全乡林地面
积８２７公顷，林网覆盖面积１１２公顷，村镇覆盖面积６６９公顷，林木覆盖率为２５％。畜牧业
有了较大发展，全乡有养殖场６个，其中万头养猪场１个，５００

!!

１０００头养猪场３个，现
代化养殖基地２个，羊养殖专业户２８个。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大跨
度发展，卫生陶瓷、电器、铝制品、棉纺等大型骨干企业相继落户增福庙。小型建筑机械制

造成为民营企业的龙头，产业链不断延伸，整机制造、配件加工遍布全乡１１个村。２０１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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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乡工业总产值达２９３４２０万元。随着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迅猛发展，常年转移农村剩余
劳动力１３万余人。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至２０１４年底，全乡有幼儿园８处，其中公立１处；
有小学７所，初级中学１所，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全覆盖。农业科技队伍不断壮大，全乡有
农艺师２名，助理农艺师３名，技术员５名，农业科技普及推广示范户７８户。

医疗卫生事业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医疗水平得到较大提升，乡卫生院于２００９年投资
５３万元新修病房楼一座，新添医疗器械１２件，下设２处分院。建起标准化村级卫生室１８
所，配备乡村医生１８名，医疗设备齐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达１００％。

计划生育工作持续围绕 “两高一低”发展战略，不断提高优质服务水平，落实各项政

策措施，整体工作不断提升，２０１４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４５９‰。
增福庙乡先后荣获 “河南省卫生先进单位”、河南省 “阳光计生示范单位”“许昌市计

生系统政风行风先进单位”“许昌市信访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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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１９５１年

成立增福庙区，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

１９５５年

增福庙村村民王水旺在该村创办长葛第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

１９５８年

成立增福庙人民公社。

在增福庙村西清赮河上修水坝一座。同年，在清赮河东岸修建高２０米的水塔一座。

１９６３年

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到增福庙村蹲点工作。

１９６４年

河南省军区司令员何永红在增福庙公社张刘寨大队驻队帮助开展 “四清”运动。

１９８４年

增福庙人民公社改称增福庙乡。

１９９７年

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新华社社长穆青到增福庙乡增福庙村、董庄村农业示范园区视察

大棚蔬菜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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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

５月，增福庙乡被中国质量协会建筑机械行业分会授予 “全国小型建筑机械制造之乡”

称号。

２０１２年

２月，增福庙乡被评为许昌市 “文明先进乡镇”。

２０１３年

长葛市政府投资４４８万元对增福庙水库进行除险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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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建制区划

第一节　建制沿革

　　１９４８年增福庙隶属第四区 （和尚桥）。１９５１年从四区分离出来，成立增福庙区 （为长

葛县第六区）。１９５６年撤区并乡，增福庙成为中心乡。１９５８年成立增福庙人民公社，１９６１
年恢复区建制，增福庙区下设增福庙、孙庄、二郎庙、杨寨、张刘寨、刘庄、河沿刘、彭

庄、董庄、岗胡、官庄、柳树庙、白庄、麻店、曹庄、九牛站、楚寨等１７个小公社。１９６６
年区改人民公社，增福庙人民公社辖增福庙、小许、申店、张刘寨、彭庄、孙庄、曹庄、董

庄、上坡口、楚寨、杨寨、二郎庙、段庄、大户陈、河沿刘、会河、坡岳、孟庄、刘庄、乔

黄、崔庄、董庄、马刘２３个大队。１９８４年人民公社改称乡。增福庙乡先后从杨寨村列出杨
寨中、东岳庄两个行政村，从张刘寨列出牛堂村，从孙庄村分出杨楼村。坡岳村划归和尚桥

镇。辖２６个行政村。１９９５年长葛市新成立四个办事处 （长兴办、长社办、建设办、金桥

办），二郎庙、孙庄、杨楼、楚寨、孟庄五个行政村划归长兴办，杨寨、杨中、东岳庄三个

村划归长社办，增福庙乡下辖１８个行政村。

第二节　行政村概况

增福庙乡各村委会行政归属一览表

村委会

名　称
辖自然

村名称

行政归属

清

（保）

民国

（区）

１９５０
（区）

１９５４
（区）

１９５８
（公社）

１９６２
（区）

１９６６
（公社）

１９８４
（乡）

备　注

增福庙 增福庙 雍睦 三 四 六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大户陈

大户陈

沟　郭
小孙庄

广姻 三 四 六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１９７５年从楚寨
大队析置

曹庄
曹庄

高庙郭
广姻 三 三 六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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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村委会

名　称
辖自然

村名称

行政归属

清

（保）

民国

（区）

１９５０
（区）

１９５４
（区）

１９５８
（公社）

１９６２
（区）

１９６６
（公社）

１９８４
（乡）

备　注

小许
小许

大许
雍睦 三 四 六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１９６６年从增福
庙大队析置

申店
申店

郭庄
雍睦 三 四 六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１９６６年从增福
庙大队析置

董庄

董庄

贾庄

大墙王

雍睦 三 四 六 官亭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会河

会河

东小庄

胡庄

张庄

尚友 二 四 六 官亭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彭庄

彭庄

大彭庄

史湾

西孙庄

尚友 二 四 六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乔黄

乔黄

小乔黄

王赵庄

尚友 二 四 六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１９６６年从彭庄
大队析置

上坡口

上坡口

冯寨

凌寨

尚友 二 四 六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１９６６年从河涯
刘大队析置

河涯刘
河涯刘

楚庄
雍睦 二 四 六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段黄庄

（段庄）

段庄

黄庄

躲军寨

雍睦 三 四 六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崔庄

崔庄

辛庄

小黄庄

雍睦 三 四 六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盛庄 盛庄 尚友 二 四 六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１９７４年从刘庄
大队析置

八宝庄

（刘庄）

刘庄

八宝庄

岳庄

尚友 二 四 六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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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

村委会

名　称
辖自然

村名称

行政归属

清

（保）

民国

（区）

１９５０
（区）

１９５４
（区）

１９５８
（公社）

１９６２
（区）

１９６６
（公社）

１９８４
（乡）

备　注

马刘 马刘 尚友 二 四 六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１９７４年从刘庄
大队析置

牛堂

（南董庄）

南董庄

牛堂

小张庄

连子吴

雍睦 三 四 六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１９７９年从张刘
寨大队析置

张刘寨

张刘寨

楼王

田路口

雍睦 三 四 六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增福庙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增福庙行政村

增福庙行政村位于乡境北部，有耕地１７１０亩，２８９户，１９０１人。村民以农为主，兼种
蔬菜，产小麦、玉米等，副业有小商贩经营，运输，编织，食品加工和翻砂等，乡政府和乡

直企事业单位在该村辖区内，长葛市十七中设于此。

明代，石、李两姓在此建村，始称石李村。后来，在村西南建一庙宇，占地约４０亩，
建一大殿供奉财神，大殿西建有龙王殿、火神殿，供奉龙王、火神爷。南面有东西厢房，供

奉送子娘娘等。取名增福庙，村以庙为名，取名增福庙村，沿用至今。村落呈东西长方形，

东西南北主街各１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增福庙村民王水旺、张福安一起组织成立了
增福庙区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先进一社，王水旺任社长，张福安任副社长。１９５５年，

增福生态园

成长葛县第一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长

葛县的互助合作化运动和建立公有制为基

础的农村经济起了示范带头作用。

１９５８年，在增福庙水库东边修建蓄水
塔一座，取名增福水塔。塔高 ２０米，由
底座、塔身、塔顶组成，底座、塔身圆

形，顶为六角形，有东、南、北三个出水

口，灌溉附近５个村庄的土地。
村有建筑机械厂 ８家。久洋机械厂、

东远机械厂、久惠机械厂、增福庙创业

园、增福生态园、乐源万头猪养殖场、易莱德泡沫厂等企业，促进了村经济发展。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增福庙村还十分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围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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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依托本村丰厚的文化资源，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成立有红白喜事理事会、调解纠

纷理事会、文体活动中心、党员志愿服务队。每个协会都有专人负责，有职有责，定期检查

汇报工作。并设立党务、村务公开监督岗、民生决策监督岗、卫生环境监督岗、便民服务监

督岗等。增福庙村先后荣获市、乡两级 “信访稳定先进村”“新农村建设先进单位”“先进

党组织支持经济发展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大户陈行政村

位于乡境东南部，距乡政府所在地５５公里。辖大户陈、沟郭、小孙庄３个自然村，耕
地８０３亩，３９８户，２２５１人，产小麦、玉米等，设小学教学点１处。

明代，李姓迁此。清康熙年间，陈姓又迁入，取名李陈庄。嘉庆年间，贡生陈嘉言营造

宅第三处，以家富户达，更名大户陈至今。聚落呈南北长方形，东西、南北主街各１条十字
相交。小泥河自西向东穿村而过，村民在河上架桥４座，沟通南北。村委会、小学在村中
部。副业有建筑机械加工和运输等。该村是增福庙乡新农村建设示范村，２０１４年拆迁工程
基本完成，正在按规划稳步推进。

曹庄行政村

位于乡境东南部，距乡政府所在地４５公里。辖曹庄、高庙郭２个自然村。耕地３３２２
亩，４７４户，２２２３人。以农为主，东干渠纵贯其东部，产小麦、玉米等。设小学１处。村内
有机械部件加工、建筑机械加工、运输等。

清初，曹姓在此建村，故名。聚落呈方形，东西街３条，东西主街把村分为南北两大居
民区，两区均有南北巷与主街相通。村委会在村东南隅，乡卫生所在村西南隅。小学在村

东。村北邻金鱼河有十二连城和子产台文物遗址。１９７４年在该村发现东魏武定二年浮图铭
文物１件，现存市文管所。农历正月初十有古会。

小许行政村

位于乡境北部，距乡政府所在地０５公里，１０７国道东侧。辖大许、小许２个自然村。
耕地２３７６亩，３８０户，１４９２人。以农为主，产小麦、玉米、红薯、烟叶等。有农机修配、
水泥预制加工和饮食服务等。设小学教学点１处。

明初，许姓兄弟二人由山西洪洞迁此定居，后围村筑寨，名守相寨，弟居寨内名小许，

兄居寨东名大许。聚落呈东西长方形，东西街３条与１条南北街在村西部十字相交，居住集
中。村东部有１南北长形水坑。村周土质肥沃，井灌条件好，多年来为种子公司小麦、玉米
良种培育基地之一。村民喜爱越调，曾组建有业余剧团，逢年过节为村民演出。

０１

长葛市乡镇志



申店行政村

位于乡政府所在地南部０５公里，三号公路南侧。辖申店、郭庄２个自然村。耕地１８２５
亩，２７６户，１４０７人。以农为主。产小麦、玉米等。

清初，申龙、申虎兄弟二人在此落户，因临官道，兄弟二人开店营生，故名申店。聚落

呈方形，东西主街１条与６条南北街均呈十字相交。辖区内有远东陶瓷、易和电器、永丰棉
纺、阳光铝业等５家规模以上企业。

董庄行政村

位于乡政府所在地西北１５公里，１０７国道西侧。辖董庄、大墙王、贾庄３个自然村。
耕地２０９８亩，３２６户，１５９２人。以农为主，产小麦、玉米、烟叶等。３个自然村基本连成
一体，村民全部用上自来水。

清初，董姓先由新郑县大董迁居大墙王，继又迁入此村，后因杨姓衰败易今名。聚落北

宽南窄略呈方形，东西主街１条。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烟叶为主要经济作物，所培良种竖
把烟，曾推广全国。小型建筑机械厂４家、木业加工厂１家、电动三轮车厂１家、面粉加工
厂１家等。农历三月二十有古会。

会河行政村

位于乡政府所在地西北部２５公里，清赮河北岸。辖会河、张庄、胡庄、东小庄４个自
然村。耕地２２５０亩，３４２户，１４３８人。以农为主。产小麦、玉米等。有小型建筑机械厂４
家、电动三轮厂１家、纸垫加工厂１家、瓷器加工厂１家。有小学１处。

据明万历五年 （１５７７）碑文记载，该村原称凤村。后因村处清赮河与清凉河交汇处，
更为今名。聚落呈东西长方形，东西主街１条，３条南北街与之相交。村北有三官庙遗址，
民国年间改建为学校。村委会、小学均设于此。１９３８年中国共产党曾在会河学校建立地下
党支部，由该校青年教师宋长发任支部书记。四月初一有古会。村民有玩狮子、龙灯、竹马

旱船等爱好。

彭庄行政村

位于乡政府所在地西北部５公里，清赮河南岸。辖彭庄、大彭庄、西孙庄、史湾４个自
然村。耕地２３１１亩，３４６户，１６５８人。以农为主。产小麦、玉米等。有小型建筑机械加工
厂８家、焊料加工１家。有民办幼儿园１处。

明初，彭姓兄弟二人由山西洪洞迁此定居，弟居此，故名小彭庄，后习称彭庄。聚落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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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长方形，东西、南北主街各１条十字相交，村委会在村东端。村东北清溢河上架有便
桥。村南有２亩大竹园。

乔黄行政村

位于乡政府所在地西北部４５公里处，市三号公路北侧。辖乔黄、小乔黄、王赵庄３个
自然村、７个村民组，耕地２３８５亩，２９３户１５４５人。

明代黄姓在此建村，始名黄庄，后乔姓由新郑县迁入，易今名。聚落呈西北椭圆形，村

内东西街两条，南北大路两条与三号路相连。民居多为红砖蓝瓦房和平房，近年来建有楼房

及民营企业建筑。

乔黄村历史文化厚重，人杰地灵。清代，乔明阳曾出任京城五城兵马司 （相当于北京

卫戍区司令），并有３人考取秀才。村中现存距今三百年古槐树四棵，相传为乔家 （乔明

阳）五大门第所遗存。村内有建于清代乾隆二十七年 （１７６２）为表彰乔大义之妻胡氏而奉
旨修建的节孝坊，俗称 “乔黄花石牌坊”。黄河集团公司原董事长乔金岭是该村人。

１９８０年前，乔黄村以农为主，工副业基础差，集体经济薄弱，村民收入不高。１９９０年，
干部群众积极贯彻落实党对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以农为主，农、工、副共同发展，先

后建起小型建筑机械厂、木材加工厂等１２家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农民收入逐
年增加，全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三号路两侧开办小超市３家，饭店７家，有小学１处
（乔金岭捐资兴建），卫生所１处，幼儿园１所，健身休闲广场１处。２０１４年乔黄村荣获
“信访稳定先进村”“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先进党支部”等荣誉称号。

上坡口行政村

位于乡政府所在地西部３公里处，三号公路北、清赮河南岸。辖上坡口、冯寨、凌寨３
个自然村。耕地１７７３亩，２９４户，１６２４人。以农为主，兼种蔬菜，产小麦、玉米等。有机
井２８眼，大、小拖拉机２台，汽车６８辆。副业有运输、建筑、养殖，有中型饭店１家、电
动三轮厂１家、面粉加工１家、小超市１家。

清初，冯姓兄弟三人为给富户种地方便，由会河迁此建村，后围村筑寨，以其祖先

“中和”之名命寨。后因寨居高地，由东、西门进寨必须上坡，故改名上坡口。聚落呈东西

长方形。１９８５年从老村南迁５００米，按规划建宅，东西街１条与南北街５条均呈丁字相交，
全为新建砖瓦房和平房，布局整齐。村委会在村北部。村民有玩狮子、龙灯等文娱爱好。

河涯刘行政村

位于乡政府所在地西部２公里清赮河西岸、三号公路穿村而过。辖河涯刘、楚庄２个自
然村。耕地１４８１亩，２４０户，１０５０人。以农为主，产小麦、玉米等。有机井２６眼，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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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机２台，汽车７８辆。有中小型建筑机械加工厂１６家，另有水泥预制楼板和电杆加工
等。

清初，刘姓迁此建村，因村处河涯，故名河涯刘。聚落呈长方形，占地１８０亩，东西街
４条与南北街２条，多呈十字相交。以水泥结构平顶房居多。村委会在村中部，村东河上建
有大桥和水库。农历八月二十四有古会。村东曾有罗家寨，毁于明末战乱。

段黄庄行政村

位于乡政府所在地西南１公里处清赮河东岸。辖段庄、黄庄、躲军寨３个自然村。村委
会驻段庄。耕地２３３４亩，４１６户，２５０２人。以农为主，产小麦、玉米等。有机井２８眼，汽
车８２辆。有小型建筑机械加工厂１２家。设小学１处。

清初，段姓兄弟三人由外地迁来，老大居此建村，故名。聚落呈方形，占地９０亩，东
西街２条与南北街３条均呈十字相交，多新建脊坡大红瓦房，间有楼房和平顶房。村委会、
小学在村南部。解放前，村民冬闲时大多做香。今有种菜专业户。辖区躲军寨南清赮河上新

建大桥一座。

崔庄行政村

位于乡政府所在地西南３公里处。辖崔庄、辛庄、小黄庄３个自然村。耕地２０９３亩，
２８８户，１４５８人。以农为主，产小麦、玉米等。有机井３２眼，大、小拖拉机３台，汽车６４
辆。有中小型建筑机械加工厂１０家。

元末，崔姓由山西梨树槐迁此建村，故名。聚落呈东西长方形，占地１０８亩，东西街２
条，南北巷６条与之相通，均为新建砖木结构瓦房。村委会在村北部。有民办幼儿园２处。
农历正月二十八有古会。

盛庄行政村

位于乡政府所在地西南５公里处。辖盛庄１个自然村。以农为主，兼种蔬菜，产小麦、
玉米等。耕地１１８４亩，１８０户，９９４人。

清代，盛姓由今坡胡镇盛寨迁此定居，故名。聚落呈东西长方形，占地１０８亩，盛太河
由西入村，折向东南，将村分成两大部分，河上有桥。东西街２条，４条南北街与之相交，
居住分散，多新建瓦房和平房。有编织和小型建筑机械加工厂５家等。村委会在村中部，村
民全部用上自来水。

八宝庄行政村

位于乡政府所在地西南部４公里处。辖刘庄、八宝庄、岳庄３个自然村。村委会驻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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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耕地２１４２亩，３４０户，１５６８人。原名刘庄大队，后更此名。
清初，新郑县草庙马村之马姓迁此定居，以烧窑为业，烧制带有图案的筒瓦、花砖、无

缝井管砖、古墓砖、古钱砖等八种产品，非常精致，人称 “八宝”。村以此得名为八宝庄，

后人讹传为 “八保庄”至今。有中小型建筑机械加工厂１６家，是增福庙乡民营企业重点
村，民营企业家岳红伟任长葛市建筑机械行业商会会长。设小学１处。

马刘行政村

位于乡政府所在地西南部５５公里盛太河北岸。辖马刘１个自然村。以农为主，兼种中
药材。产小麦、玉米、白芷、天南星等。耕地１２６５亩，２３４户，１０５８人。

清初，马、刘二姓于此定居，故名。聚落呈东西长方形，东西、南北街各１条十字相
交，多新建砖瓦房。孵小鸡为传统副业，每年有１００余人外出传艺，有建筑机械加工厂４
家。村委会在村北部。

牛堂行政村

位于乡政府所在地中部偏南４公里处。辖南董庄、牛堂、小张庄、连子吴４个自然村。
村委会驻南董庄村，耕地１６５９亩，３１７户，１２１９人。原名董庄大队，１９８２年因重名更名为
牛堂大队。以农为主，产小麦、玉米等。为市小麦、玉米良种培育基地之一。

清初，董姓兄弟三人迁此定居，故名董庄。１９８６年因自然村重名，且居乡政府之南，
更名为南董庄。聚落呈方形，东西主街１条，４条南北巷与之相通。多新建砖木结构脊坡瓦
房和平房。以粮为主，兼种蔬菜和中药材。村委会在村东南隅。村北有个２０亩大苹果园。
现有三轮车后桥企业一家，有建筑机械加工厂４家。

张刘寨行政村

位于乡政府所在地西南部４５公里处。辖张刘寨、楼王、田路口３个自然村。耕地１９７６
亩，４８３户，２２４８人。以农为主，产小麦、玉米等。有机井３４眼，汽车９６辆。设小学１
处。

明末，张、刘二姓定居于此，始名张刘家，后防匪筑寨，易今名。聚落呈方形，东西街

３条，两端均与村外南北路丁字相交。多新建砖瓦房。村委会在村东南隅。有养牛专业户２
家，小型建筑机械加工厂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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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理环境

第一节　环境资源

　　增福庙乡地处黄淮平原中部，地势平坦，由西向东逐渐倾斜，形成西高东低的微坡状，
自然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地下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除曹庄、大户陈属黑土地外，其它

所辖村庄均属黄褐地。气候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季风有规律性交替，春夏秋冬四季分明，风

向随季节变化显著，四季气温的高低、降水的时空分布差异较大。春季常出现干旱风沙天

气，农谚有 “春雨贵似油”的说法；夏季高温多雨，降水量占全年总降水量的５３％；秋季
风速弱，降水减少，气温下降快，秋高气爽；冬季雨雪稀少，气温较低，天气干燥寒冷。全

年平均气温１４３℃。
发源于新郑市沟草园的清赮河从本乡彭庄村入境，流经境内的彭庄村、上坡口村、会河

村、河涯刘、增福庙村、段黄庄村进入长葛市区，境内河长６８公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
为常年性河流，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由于地下水位下降，河水断流、干涸，成为季节性
河流。１９５７年建成彭庄水库。水库建成后，挖干渠１２００余米，乔黄村、盛庄村、八宝庄村
干旱季节可自流灌溉，后因河水淹没上游土地较多，１９６３年８月彭庄水库被毁掉。１９５８年
在增福庙西清赮河上建起一座水库，后建有防洪拦水坝。

增福庙水库东侧，２００９年建成增福生态园，占地面积５００亩，是一家集餐饮、观光、
娱乐、垂钓、洗浴、健身为一体的多功能群众性活动场所。园内栽种有女贞、桂花、三角

枫、百日红、枇杷、广玉兰、银杏、梧桐、木瓜等１００个品种，总植树量近２０万株，风景
秀丽，空气清新，环境宜人，是远离都市喧嚣的综合野外度假休闲胜地。生态园的亭台楼

阁、假山水榭、花卉园林共同增添了农庄的自然神韵，具有 “小桥流水人家”的风情，生

态园紧靠清赮河、增福庙水库，水库以北河道跨景区长度约１公里，蓄水量为１５０万立方
米，水面面积近３００亩，平均水深２米，是一处天然水上游乐场所。

增福庙乡境内常年种植农作物有：小麦、玉米、高粱、红薯、大豆、花生、芝麻、油

菜、棉花；蔬菜有：白萝卜、红萝卜、白菜、黄心菜、豆角、芹菜、菠菜、十香菜、大葱、

大蒜、洋葱、韭菜、茄子、黄瓜、西红
"

、南瓜、冬瓜、苦瓜、笋瓜、辣椒、白豆、四季

豆、金针菜等。常年生长的树木有：枫树、桐树、杨树、榆树、槐树、枣树、
"

树、杏树、

桃树、裧树、桑树、松树、柏树、女贞树、冬青树等，柏树逐年减少，随着生活水平不断地

提高，种植果树的农户也越来越多，现在桃树、核桃树、苹果树、葡萄树逐年增多。常年生

活在这里的动物有喜鹊、麻雀、鸽子、斑鸠、猫头鹰、啄木鸟、山鸡、野兔、老鼠、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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獾等。季节性动物有大雁、黄鹂、燕子等。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由于动物群变化比较明显，
原来满天飞的乌鸦、大雁等基本绝迹。狐狸、獾也属罕见，猫头鹰、啄木鸟也很稀少，原来

农户家常见的蝎子已经很难见到，唯独老鼠仍然不少，并且进化得鼠体越来越小。

在农作物秸秆利用方面，２００３年前主要是人工沤制农家肥，２００３年全乡８５％的秸秆在
田间粉碎，１５％的秸秆牲畜踩沤，到２００６年以后已达到１００％用拖拉机粉碎性秸秆。每到
夏秋季节，乡党委、政府都要组织禁烧秸秆的宣传车进行宣传，还与各行政村签订禁烧秸秆

责任书。同时让各行政村与农户同样签订禁烧秸秆责任书，有效地遏制了焚烧秸秆现象，确

保了净化空气，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改善。

第二节　人　口

敬老院鸟瞰图

增福庙乡１９５８年辖６０个自然村有
５１４４户，人口总数为 ２５７４７口。除
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１年人口有所减少，其余
年份逐年增加，１９６５年增福庙人口达
２７９５４人，人口密度为５８４８人／平方公
里，性别比为９８８％ （女＝１００）。
１９８０年，增福庙乡社会经济发展

迅速，兼之抗灾自救能力提高，无人为

灾荒、生活困难流落他乡现象。生活、

医疗水平的提高，人口呈直线上升趋

势，到 １９８２年，全乡人口已达 ３５５０４
人，占当时长葛县总人口的６７５％，人
口密度为７４２７人／平方公里。０～１４岁

１１６６５人，占总人口的３２８％；１５～４４岁的１２７２７人，占总人口的 ３５８％；４５岁以上的
１１１１４人，占总人口的３１３％。文化程度方面，大学学历的１８０人，占总人口的０５％；高
中２４８１人，占总人口的６９８％；初中８３１８人，占总人口的２３４％；小学１２６３９人，占总人
口的３６８％。从１９８３年开始计划生育工作步入正轨，人口增长率得到一定控制。１９９５年，
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动，由２６个行政村变为１８个行政村。２００２年增福庙乡人口为２８３４０人，
占长葛市总人口的 ４１２％。其中男性 １４３５２人，女性 １３９８８人，性别比为 １０２６（女 ＝
１００），人口密度为８６２人／平方公里。农业人口为２７２７３人，占总人口的９６２％。非农业人
口为１０６７人占总人口的３８％。２００２年增福庙乡出生人口２８６人，死亡１９０人，出生率为
１０１４‰，死亡率为６７４‰，自然增长率为３４‰。

２０１１年，全乡１８个行政村，总人口为３０１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６６２人，城镇比率
２１％，流动人口２６７人，总人口中男性１６５５５人，占５５％，女性１３５４５人占４５％，其中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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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４８１９人占１６９％，１５～６４岁２１００７人占６９９７％，６５岁以上４２７４人占１４２％，总
人口中汉族３００１５人，回族８５人；２０１１年人口出生率为１０１４‰，死亡率为４１７‰，自然
增长率为５９７‰，人口呈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类型。
２０１４年底，全乡总人口为３１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在４５９‰以内。

第三节　乡村建设

农民居住条件不断改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农村住宅大多以家族聚居为主，居住比
较散乱。住房多为砖石根基，土坯墙体，麦草结顶，有部分为瓦房顶。８０年代后，乡政府
进行村镇建设规划，村庄建设步入正轨，至１９８５年大部分村庄完成了统一规划，充分利用
村内闲散荒地，打破组与组界限，较为整齐划一，方正地规划民宅。随着村庄统一规划，大

部分民房进行了新一轮拆建或改建，建筑材料多为砖木结构红瓦或蓝瓦房，并按照规划形成

了排房，初步改变了村容村貌。期间，董庄村率先完成了村庄民房统一规划，民房全部按照

“明五暗七”图形建成红砖墙体、钢筋水泥造顶的新式平房，扩宽主路面，开挖排水沟，路

旁植树木，形成了新农村的雏形。九十年代起，随着农村经济不断发展，收入不断提高，大

部分民房由瓦房变为砖混结构的平房，有的农户建起了两层楼房。

村级公共设施大为改观。以前有部分行政村办公在学校和空闲民房，条件简陋。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起，各村建起了支部、村委办公场所，村村建有图书室、卫生室、经销店、电教
室、计划生育服务站，部分村建起了篮球场，添置了健身活动器材。申店村、增福庙村还在

村部开设了便民服务窗口，为村民办事提供方便。

基础设施日臻完善。为了改善农村居民饮用水条件，增福庙水厂于２０１０年建成，供水
范围有增福庙、申店、董庄、小许、会河、段庄六个行政村１２个自然村，八宝庄水厂２０１２
年建成，可供八宝庄、盛庄、牛堂、张刘寨、崔庄、马刘六个行政村，１２个自然村居民饮
用水。电力设施全覆盖。全乡有变电站５座，大中型变压器１６１台，高压线路总长７１６公
里，低压线路７０４公里，年度供电量６３００万千瓦，其中工业用电４０００万千瓦。２０１２年进

送戏下乡演出

行第二轮农村电网改造，各种电力设施

达到国家标准。２０１４年有线电视入户
率达９１５％。

广场游园遍及乡村。２０１１年乡建
设文体中心一所，建设封闭式篮球馆一

座、乒乓球及其他球类活动室８间。１１
个村建成文体活动小广场，安装健身器

材２３０余件。有１０个村成立了戏迷乐
园、腰鼓队、秧歌队、龙狮社团，竹

马、旱船等民间艺术团体，经常开展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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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活动，改善了农村精神文化生活。

乡村道路四通八达。至２０１４年底，共修建村道２０条，长６０公里，实现了村村通公路，
自然村主干道全部水泥硬化。

城镇化建设稳步推进。全乡规划３个社区，增福庙社区、乔黄社区、大户陈社区。增福
庙社区合并增福庙、小许、申店、段庄、董庄、会河六个行政村；乔黄社区合并乔黄、河沿

刘、彭庄、上坡口、八宝庄、盛庄六个行政村；大户陈社区合并大户陈、曹庄两个行政村。

乡政府驻地增福庙村按照小城镇化标准建设，２０１２年完成主路面扩宽硬化，疏通地下排水
系统，道路两侧全部绿化，人行便道清障硬化，照明设施全部更换，村内硬化道路６条，新
开主干道１条南与省道菜姚路贯通，北至增福庙村后街。合村并城新居建设一期工程在靠近
市区的大户陈村开工，拆迁工作已基本结束。

第四节　交通运输

建国前，增福庙乡主要运输工具有两大类：一类是人力手推车，一类是畜力车。人力手

推车有独轮小车，由硬杂木制成，载重５０公斤，多为农家使用。还有渡轮单车 （大小车），

制式与小车相同，载重１００～１５０公斤，多用于煤炭、粮食运输。畜力车有牛、驴车，由车
厢、双轮、车杆组成，载重４００公斤左右。还有骡马车，车轮较牛驴车大，木料要求严格，
载重可达８００公斤，有二马或三马牵拉，多为富户、大户串亲访友或婚丧礼仪所用。道路都
是土路，一下雨满是泥水，人车难行。

建国后，运输才有了架子车、胶轮马车 （俗称汽马车）。架子车多为农户自用，胶轮马

车多为社、队集体运输所用。１９５８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增福庙公社有了两部解放牌载重汽
车，为机械化运输工具之始。１９７２年原贯穿境内的土公路修成了柏油路，即１０７国道。以
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汽车、机动三轮车逐渐增多，原始、笨重的交通工具开始由机械

化的交通工具代替。

１９８０年后，随着经济蓬勃发展，增福庙境内公路四通八达。１０７国道升级改造，由原来
的柏油路建成水泥路，路面也由原来的单向双车道升级为单向四车道，客车长途有郑许城际

公交，短途有２路、４路客车等；横穿境内的３号公路也进行了相应的升级改造；村与村之
间的小土路、泥路也都修成了柏油路、水泥路，为群众交通运输和出行带来方便。到２０００
年，全乡有农用车２０８６台、机动车４６８７台。

第五节　邮电通信

１９５８年成立了增福庙邮电所，有了初步的邮递业务，１９７２年邮电所营业员１名，话务
员２名，投递员２名，机线员１名，负责人１名。能办理邮寄、电话长途、汇兑、送报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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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场繁荣，流动人口增加，邮电业务迅速发展。特别是近几年，网

上购物已成为一种风气，全乡８０％以上的村都有邮电、速递代办点。２０１１年末有邮政代办
点１０处，投递线路单程总长３０公里，投递点５５个，乡村通邮１００％。全年投递国内函件３
万多件，国内汇票业务５０００余笔，异地特快专递１００００余件，征订报纸２０００份，杂志１０００
份，业务收入２８万元。过去邮递员都是骑自行车办理业务，现在邮递员骑上了摩托车、电
动车等交通工具。

１９５１年县政府和增福庙通电话，线路为木杆单线，１９６０年才有了向各大队通电话的电
线线路，仍然是单线木杆，经常要进行线路维修。１９７２年乡邮电所有了电话交换机 （总机

插转台），有话务员２人，向各村、各单位安装电话５０部。１９７８年固定电话开始出现在私
人办公室、家庭。２０００年后，又出现了无线电话大哥大，ＢＢ机等。进入２１世纪，通讯事
业飞速发展，至２０１４年８０％以上的成年人用上了手机，足不出户可向全国各地、甚至世界
各地通话。２０１４年，全乡有通讯企业两家，服务网点１９个，电话交换机总容量３０００门，
固定电话用户１８５０户，电话用户普及率４０％，移动电话用户１万多户。光缆线路总长３０公
里，互联网端口总数２０００个，其中已占用端口１９００个，宽带接入户２０００多户。

第三章　经济建设

第一节　农　业

　　增福庙乡农业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水利设施齐全，是以种植小麦、玉米、红薯、
大豆、花生、油菜、棉花、蔬菜等农作物为主的农业乡。

建国前，大量土地被极少部分地主、富农所有，广大贫苦农民只能靠租种地主、富农的

土地或给地主、富农扛长工、打短工维持生计，农业生产发展缓慢。１９４９年实行土地改革，
把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分给贫下中农，实现耕者有其田，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确立

贫、雇农在农村的优势，解放了生产力，农业生产得到发展。

１９５１年在全区各个自然村先后成立了互助组，缺乏劳动力的农户得到了帮助。１９５４年
全区群众在增福庙村省劳动模范王水旺组织领导成立的 “先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带动下，

全区都相继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地劳各半或以劳为主的比例

分配。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规模不大，劳动管理、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和民主管理等各

项规章制度都由社员自己讨论制订。１９５５年冬在增福庙村王水旺领导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基础上，建立起全县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１９５６年５月底，全区普遍成立了高
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全县其他区镇一样，基本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粮食单产也由解

放前的６７５公斤，提高到７８４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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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８月份，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了增福庙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成
立后，学习坡胡公社孟排大队马同义深翻土地的先进经验，掀起了深翻土地热潮，粮食产量

明显提高，由１９５７年的单产８７公斤提高到１０２公斤。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
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１９６０年全公社粮食单产只有７３５公斤。１９６２年认真贯彻中共中央
关于对农村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政策，落实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

村经济管理体制，生产条件得到改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 “借地”具体措施

的实行，农业生产的元气逐渐得到恢复。

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种植模式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制，水利、大型农机由村 （组）经营实行有偿服务，从根本上纠正了生产上的

“大轰大嗡”，分配上的 “大锅饭”弊病，同时乡党委、政府从政策上鼓励农民农忙务农，

农闲务工，多种经营，劳动致富，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责任心，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１９７９年的年单产由１９７１年的２９６公斤提高到４７８公斤，比１９５８年提高了４倍多。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增福庙乡和全国各地一样，１９８２年对农村生产经营体制的变革

进行有益的探索，经历了小包干 －联产计酬 －大包干责任制。１９８３年开始全面推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将集体的土地除留一部分机动地外，集体所有的其他生产材料，包括大中型

农业机械，大牲畜以及各种生产工具全部作价，按人头平均分配到户，土地所有权归生产队

（村组）集体所有，赋予农民经营权、使用权和产品处理权，承包期为１５年，在承包期内，
农民须向国家、集体缴纳农业税和提留。农民除向国家缴纳公粮 （农业税）和集体提留外，

盈亏自负。１９８７年土地试行 “两田制”，即将土地分为责任田和经济田，责任田解决农民的

口粮问题，经济田由集体承包给农户，收入用于发展集体经济。１９９１年按照 《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土地为国家所有，农户经营并向国家交纳农业税。１９９７年后，
“两田制”逐步取消，土地使用继续实行承包经营，农民所交纳的农业税及集体提留，仍由

乡级统筹。

１９９８年后，为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保持农村稳定，增福庙乡党委、政府根据中央及
河南省、许昌市、长葛市土地延长承包期政策，按照 “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到２０００
年全面完成土地承包期工作，农民土地的承包期延长３０年不变。向农民颁发了河南省统一
印制的土地承包经营证书。通过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的资产积累迅速扩张，平均

每个农户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逐年增多，由１９８６年的７７８８元到２０００年的３１８４６元。
以节水灌溉为主体的水利基础建设投资逐年增加，新打机井５２０眼，埋地下管道３２０００

米，有效灌溉面积达到９６％。１９９７年，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新华社社长穆青，曾先
后到增福庙乡董庄村、增福庙村农业种植示范园区视察。种植业结构调整加快，粮食作物优

良品种覆盖率达１００％，蔬菜及其他经济作物面积逐年增加。以增福庙村、董庄村、段黄庄
村、小许村为主种植的芦笋、西蓝花、甜玉米及其他村的蔬菜种植，面积达１２００亩，亩产
效益２８００元。畜牧业生产逐步形成规模养殖，２０００年全乡畜牧业生产值达到４１００万元，占
农业总产值的４７％。１９５８年春，在毛主席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号召指引下，增福庙公社

党委政府动员组织增福庙、河涯刘、董庄、会河、小许等八个大队的社员２８０余人，在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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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村西，河涯刘村东清赮河段修建增福庙水库，挖土６０００多立方米，修成了拦河土坝一座。
挖水渠３０００多米。同年４月在中央下放干部韩部长、李福厚的带领下，在清赮河东岸修成
了水塔一座，塔高约２０米左右，同时国家配套大型灌溉柴油机、抽水机各一台。能灌溉增
福庙、小许、申店等村土地约５０００余亩，使粮食产量由１９５７年的几十公斤提高到一百多公
斤。为充分发挥水库对农业的巨大作用，１９７１年增福庙公社党委政府又一次动员增福庙大
队附近的六个大队，对水库进行了加固整修，使储水量由原来的６０万立方米提高到８０万立
方米，清赮河两岸附近的十个大队的地下水位抬高３米多。同时，增福庙大队修建电灌站一

植树

座。董庄、会河两个大队各修建提灌站一

座，灌溉面积达到１２万亩，这对当时的
农业丰收起到了保障作用，粮食产量由原

来的１００多公斤提高到２００多公斤。
２０１３年总投资４４８万元完成了清赮河

增福庙水库除险加固工作，水库防洪标准

达到２０年一遇，标准达到５０年一遇，总
库容达 １５６４万立方米，恢复灌溉面积
１６万亩，防洪效益、灌溉效益及城区环
境用水效果显著，自然生态环境得到明显

改善。随着许昌市 “引黄济清”“引佛济清”工程的兴建，增福庙水库将成为蓄水１５６４万
立方米的 “增福湖”，被列为长葛市重要旅游景点之一。

自２００１年国家对农民实行免交农业税和提留起，增福庙乡全力以赴稳增产、调结构、
惠民生、促和谐，促进农业健康发展，促使传统型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２０１２年开始实施
的高效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发挥了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示范方内共补植桐树８０００余
棵，农田林网补植杨树１１７８０余棵。在２０１４年秋季严重干旱的情况下，获得玉米单产５２０
公斤，年单产１０５０公斤好收成。

增福庙乡在重视水利建设、土壤改造的同时，还不断引进推广各种农作物优良品种，合

理使用化肥，适时喷洒农药，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为全乡农业生产发展奠定了良好基

础。

种　子

１９８６年起，全乡开始大量引进和推广小麦、玉米、花生、棉花等作物优良品种，特别
对小麦、玉米大面积作物种子更是适时更换。增福庙乡小麦当家品种原先主要有百农３２１７、
偃师４号，因种子种性退化，小麦平均亩产明显下降。１９８８年，增福庙乡农科所主动和县
种子公司取得联系，引进陕农７８５９、西安８号。１９９０年，又引进冀麦５４１８、郑州８９１、内
乡１８２、矮早７８９等优良品种在全乡推广种植。１９９４年，引进温麦２５４０、温麦６号、周麦６
号。２０００年，引进新温６号、豫麦４７、矮抗５８等优良品种，至今仍在延用。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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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几年平均亩产都在５００公斤以上。
１９８６年，使用的玉米优良品种有丹玉１１、丹玉１３。１９８８年，引进竖叶新型品种掖单２

号、掖单４号和丹玉１１、丹玉１３在全乡推广种植。１９９０年，引进沈单７号，推广大面积种
植掖单２号、丹玉１３，搭配种植改良丹玉１３、掖单４号、沈单７号，玉米产量大幅度提高。
１９９８年，引进豫玉２２、豫玉２１、豫玉１８，逐步取代掖单２号、丹玉１３号等品种。２０００年，
引进农大１０８、豫玉２６、豫单９５８，主要推广豫玉２６、豫玉２２。２００５年，引进先玉３３５、浚
单２２在全乡推广种植，最高亩产达到８００公斤以上。

在全乡推广的花生优良品种有豫花３号、鲁花６号、８８０９、徐州６８－４、海花１号等。

化　肥

对于化肥的使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全乡农民都不太适应，都注重使用农家肥。到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才开始在种植小麦时，每亩只用１５公斤左右的化肥作为底肥。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小麦播种时的底肥由原来的１５公斤增加到４０公斤。秋作物追肥每亩也只有３０公斤左右，
２０００年前后全乡农民都已适应运用化肥作为基础肥料，小麦播种时底肥都在６０公斤以上，
秋作物追肥也都在５０公斤以上。使用的化肥大多是尿素及含有氮磷钾多元素的复合肥硝酸
铵、二铵等多种复合型化肥。

农　药

对地下生蝼蛄、蛴螬、金针虫等害虫的防治，是采用在小麦播种时用锌硫磷、对硫磷、

代森铵等农药进行拌种，然后播种。在农作物生长期的蚜虫、红蜘蛛、玉米螟等害虫一般采

用喷洒农药的方法进行防治，大多用的农药有多菌灵、杀灭菊酯、溴氰菊酯等，常用的除草

剂有克无踪、草甘霖、二钾四氯、乙草铵等。

农业机械化

建国初期大多是畜力牵引，人工操作，大部分使用尖犁铧犁。农业合作化以后开始推广

８寸步犁和双轮铧犁。１９５８年，开始引进使用三铧犁。分户承包土地后，和小型拖拉机配套
使用一铧、二铧犁。１９８５年后基本使用大型拖拉机带动两铧、三铧犁耕地，犁地深度有４０
公分左右。建国初期播种使用间距７寸的老式三腿楼，１９５８年强调密植，将老式７寸间距
的三条腿楼改为５寸间距的五条腿楼。后因中耕困难，又改为三条腿楼，但腿距由原来的７
寸缩到６寸。２０００年后开始使用播种机播种。收割小麦原来使用镰刀和铲子，打麦用石磙
碾。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有小拖带动小型收割机把麦子割完，人工捆成捆运到场里。打麦有了
脱粒机。到现在全乡全部用大型收割机收割小麦。

玉米播种。建国初期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都是麦收后进行犁播。前边牲畜拉犁，后边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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