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历任长葛县人民法院审判员、副院长，长葛县毛纺厂党委书记，１９８６年当选为长葛县
人民法院院长。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９９２年１０月，任长葛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后任
长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至退休。

刘全业

刘全业，１９３７年出生，石固镇南寨西街村人。刘全业的醋和酱油作坊，早已闻名附近
各县市。他制作的醋和酱油，日常销往长葛、禹县、许昌、郑州、尉氏、新郑、密县等地。

长葛县内有３０多家老代销户。刘全业制醋和酱油，选料精细，制作认真，产品质优价廉，
深受称赞。刘全业勤劳致富后，不忘乡亲，情系国家。每年春节前都拿出１０００多元钱给
“五保户”、困难户过年，还致力帮助群众解决临时困难，并通过收徒弟、代销商品等方法，

带领很多人走上了致富之路。

詹春福

詹春福，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４日出生，石固镇南寨东街人，大专学历，中共党员。１９６１年９
月毕业于甘肃省张掖农业专科学校，分配到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工作。先后在县农牧局、

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县委宣传部任职。１９８１年调回长葛县工作，
先后在县农业委员会、县农业机械办公室、县计划委员会任职。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７年７月，任
长葛县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党支部书记。两年多中，县科委的工作受到省、市科委的多项

表彰和奖励。在他的努力下，１９８７年，长葛县荣获 “河南省科技工作先进县”，省科委奖励

长葛波兰产 “达西亚”小轿车。詹春福作为主编申报的 《长葛县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科技经济社
会综合发展规划》荣获１９８９年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并颁发了奖励证书。后任长葛
市教育委员会主任、许昌经济技术学校校长至退休。

张　扬

张扬，原名张尊宽，汉族，１９４４年５月出生，石固镇祥符梁村人，湖南作家协会专业
作家。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发表处女作散文 《婚礼》，１９６３年发表短篇小说 《浪花》，同年２月写
出长篇小说 《第二次握手》初稿。 “文革”中， 《第二次握手》手写本传抄全国，风靡一

时。作品讴歌爱情、激扬个性，当时被视为 “毒草”。因此，张扬于１９７５年１月入狱。１９７９
年１月，经胡耀邦干预，获得平反。同年７月，《第二次握手》出版，累计发行４３０万册，
发行量居新中国成立后当代长篇小说第二位，列新时期长篇小说之首。《第二次握手》后被

改编成电影，在全国引起很大轰动。自１９７９年起，张扬共发表长、中、短篇小说、报告文
学、散文、评论等作品数百万字。１９９４年，张扬当选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２００４年退休
后任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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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亭

杨建亭，１９４５年６月出生，石固镇杨庄人，广西农机财务处长，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１９６０年７月至１９６３年７月，在郑州农业机械化专科学习，１９６４年７月至１９６６年７月，任广
西永宁县农机技术员；１９７０年５月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历任广西农机财务处科员、副处长、处
长。

张水清

张水清，１９４８年出生，石固镇朝阳村人，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长葛市新艺制板有
限公司董事长，长葛市政协常委。

他担任朝阳村党支部书记期间，针对朝阳村纤维板企业分散经营、各自为战、内耗严

重、面临各种严重困难的情况，他垫资２２５万元，联合所有纤维板生产企业，成立了朝阳
实业总公司，并出任总经理，制定了 “四统一”的经营方法，使纤维板企业度过了难关。

针对产品结构老化，市场需求不足的严峻现实，他又大胆调整产品结构，投资８００万元，将
纤维板生产线改为中密度纤维板、人造薄板、三聚氰胺饰面板、高档刨花板、高档木渣板等

一批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项目。他大胆创新，采用租赁形式一举盘活了长期占用农民土

地而没有投产的长葛市吉星板厂近千万元的资产；采用 “存量扶增量、以地产换房产、谁

投资谁受益”的融投资机制，将倒闭的村办企业———朝阳纤维厂建成了辐射周边８个村的商
贸中心。在张水清的带领下，朝阳村各类企业迅速达到６６家，固定总资产达到１８亿元，
从业人员达到３８００多人。２００２年全村企业完成营业收入２５亿元，实现利税２１００万元，上
交国家利税１６０多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３６２０元，曾在许昌市所有行政村中综合实力
排序名列第四，连年荣获 “省市发展乡镇企业先进单位”称号。朝阳实业总公司名列中国

竹藤本草制品行业百家最大规模乡镇企业第１２名。全村有五家企业被国家农业部授予 “全

国质量达标企业”，有四家企业被河南省命名为 “质量信得过企业”，两家企业通过了 ＩＳＯ
系列国家认证。

张水清致富不忘乡亲，多年来，用于扶贫、建学校、办电、修路、支农等公益性、社会

福利性支出累计达到３９万元，帮扶村里群众致富项目８个，扶持贷款１５０万元。张水清多
次被评为长葛市优秀共产党员，被许昌市人民政府授予优秀乡镇企业家称号；２００２年被评
为长葛市劳动模范；２００３年被评为许昌市劳动模范。

王庆山

王庆山，１９４８年出生，石固镇乔庄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中学高级语文教师，
政协长葛市第九届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中学语文教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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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７年参加工作，曾任长葛县中学语文调研员，长葛县第三高级中学副校长、校长，
长葛市淑君中学第一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许昌技术经济学校副校长、党委委员等职。先后

三次到长葛三高工作，期间担任高三复习班语文课教师。１９８６年，在学校面临教师外流、
生源不足、教学质量下滑等困难情况下，任学校副校长、校长。经过与全体师生六年的共同

努力，学校教学质量跨入许昌市先进行列。任长葛市淑君中学 （台胞杨景尧先生出资创办

的一所完全中学）校长两年间，使学校达到河南省标准化学校。

１９９３年，在许昌技术经济学校 （普通中专）处于无业务主管部门、无校舍、无资金、

无生源、缺教师的情况下，任该校副校长、党委委员。他与学校领导班子认真分析学校情况

后，确立了 “理顺关系、自我发展、强化管理、提高质量”的发展思路。他与全体员工一

起，白手起家，以校为家，依靠 “教师集资、基建垫资、征地欠资”等办法，经过５年努
力，先后征地６０亩，总投资１０００多万元，使学校成为建筑布局合理，教学设施先进，环境
优美的一流省级重点中专学校。

王洪义

王洪义，１９５１年３月出生，石固镇乔庄村人。中共党员，大学毕业，高级讲师。１９７０
年１月参加工作，１９９４年晋升为副主任医师，长葛市卫生职业中专学校副校长。在 《简明

诊断学图解》《内科学与儿科学》等六部医学中专教材中任主编，先后在国家级刊物中发表

论文１６篇，荣获河南省科技进步奖一项，许昌市科学进步奖二项。

王金山

王金山，笔名何东，１９５２年出生，石固镇北寨北街村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自幼
喜欢书画。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参军入伍，１９７６年退役在长葛县卫生防疫站从事宣传工作。王金山
勤奋工作，吃苦耐劳，生活简朴，淡泊名利，乐善好施，与世无争，他把主要精力和仅有的

财力都倾注到了书法艺术上。几十年的不断努力，持之以恒的刻苦磨炼，使他在书法艺术的

道路上攀登上一个新的高峰。如今的他，不仅行书、楷书、草书、隶书若行云流水，充满灵

气，风格各异，而且大篆、小篆、魏笔书法也形神兼备，遒劲流畅，博得众多书法大家的赞

赏。２０１０年始，金山的部分作品相继被省内外以及韩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书法
爱好者慕名收藏。

吴广学

吴广学，１９５４年５月出生，中共党员，高中学历，助理工程师，石固镇南寨西街村人，
市电业局职工。１９９６年３月担任董村镇供电所所长后，对自己严格要求，工作认真负责，
狠抓线损管理，并根据实际情况，坚持夜间巡视和白天中午、晚上两巡视的办法，风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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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使高压线损控制在公司规定的范围之内，给公司创造了巨大效益。对供电所所属分线路

建立用户台账档案，排查低压用电量，业绩显著。对所欠电费用户进行登记摸底，制定措

施，分人到户，责任到人，登门上户，逐个解决，经过一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对董村在

１９９６年以前的电费共３４户、计３７万元全部收回，一直到２００４年，董村供电所对用户电费
全部清齐，使得董村成为全局电费全部清缴的先进供电所。董村供电所获得了公司廉洁道德

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他本人也被许昌总工会授予了 “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吴爱琴

吴爱琴，女，１９５５年３月出生，石固镇人，高中文化，１９８６年６月到市种子公司工作，
从事农作物良种技术推广。十几年来，她认真组织开展农作物种子的选育、技术传授和新品

种的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并对其进行认真分析总结，为全市的农业增效、农村发

展、农民增收作出了较大贡献，连年被公司评为先进工作者，２００３年９月被许昌市政府授
予 “劳动模范”称号。

李　勇

李勇，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出生，石固镇合寨李村人。１９８０年９月至１９８４年７月在新乡师范
学院政治系学习，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任学校党委办公室
秘书、政教系副书记兼分工会主席，１９９５年７月至１９９７年７月挂职河南省洛宁县人民政府
副县长。１９９７年３月至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任河南省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兼第一党支部书记；
后任河南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长兼河南师大报总编辑，兼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会副秘书长、新乡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会长。

马云玲

马云玲，女，回族，１９５７年 １０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石固镇岗河村党支部书记。
１９９６年起担任石固镇岗河村妇女主任，１９９８年３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２００３年起被村民选
举为村支书，多次被评为市、镇先进党员、优秀村支书。曾任许昌市第四、第五届人大代

表，长葛市第十一至十四届人大代表。并于２０１３年荣获长葛市功勋党支部书记荣誉称号，
先后两次获得长葛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和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

张连峰

张连峰，１９６１年６月出生，石固镇朝阳村人，中共党员，１９８４年于河南医学院毕业，
在郑大一附院工作，任教授、主治医师，郑大一附院研究生处党支部副书记；１９９９年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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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撰写专著４本，发表学术论文３０余篇，擅长分析和处理疑难杂
症。

张建国

张建国，１９６２年５月出生，石固镇人。大专学历，经济师，中共党员。１９７９年１０月至
１９８２年４月，在北京卫戍区警卫第一师服役；１９８２年４月至１９８２年１０月，任长葛市水利
局团支部书记；１９８２年１０月至１９８９年６月，任长葛市政协办公室秘书；１９８９年７月至
１９９３年５月，在长葛县委组织部工作，任副科级组织员、办公室主任；１９９３年５月至２００６
年５月在长葛市财政局工作，历任党组成员、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党组书记、局
长。２００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任许昌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党组成员。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提
前退休。

张建国多次被评为长葛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

１９９４年５月，被省政府授予税收财务大检查先进工作者；２０００年１月被省财政厅授予 “河

南中华会计函授学校优秀站长”称号，２００１年２月当选许昌市第四届人大代表，２００２年１２
月当选为长葛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撰写的多篇论文在 《中国财政改革》《中国财政依法管

理实务》《中国财经报》等刊物上发表。２００３年４月，被省政府授予全省农村税费改革工作
先进工作者；２００５年３月，被许昌市委授予许昌市综合治理先进个人；２００５年６月，被省
委授予全省 “五好”党员。

杨有山

杨有山，１９６２年１１月出生，石固镇杨庄村人，中共党员，长葛市人民医院党支部书
记、康复科主任、主治医师。撰写论文９篇，荣获县科技成果奖一项，发表国家级论文３
篇。与他人合作，荣获县科技成果奖７项，发表国家级论文１篇。１９９１年６月，被评为许昌
市 “劳动模范”。

张俊杰

张俊杰，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出生，石固镇栗庄 （校尉张）村人。１９８４年毕业于河南科技大
学医学院，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长葛市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外科系统支部书记、外科副

主任医师。

张俊杰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深受好评。在临床实践中，相继开展了一些新技术、新项

目并获得成功。１９９７年开展的电视腹腔胆囊切除术、疝环充填式无张力疝修补术等多项技
术填补了许昌市的空白。先后发表各级论文１４篇，其中国家级论文４篇，省级论文１０篇。
１９９２年省卫生厅授予 “优秀医师”称号，１９９３年被许昌市卫生局评为卫生系统先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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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多次被县局及医院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１９９９年被长葛市委授予 “百优双

十佳职工”，２０００年被许昌市卫生局评为许昌市 “十佳医生”。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９日 《长葛报》

三版人物写真 “白衣战士张俊杰”；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４日 《许昌日报》头版刊登文章 “高尚医

德———记优秀共产党员张俊杰”。长葛市人民广播电台新闻报道 “一心为了病人———记长葛

市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共产党员张俊杰”。

潘煜双

潘煜双，女，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出生，石固镇乔庄村人，中共党员，曾任嘉兴学院副院长、
硕士生导师、校会计学重点学科负责人、校学术骨干、在读博士、嘉兴市新世纪专业技术带

头人，主持省级课题３项 （１项重点），主持厅级课题４项 （１项重点），主持其他课题１０
多项。先后在 《会计研究》《国际贸易问题》《外贸经济·国际贸易》《财务与会计》《财会

月刊》《财会通讯》《当代财经》等期刊上发表论文５０余篇，专著１部 《会计政策理论与实

践》（浙大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李福灿

李福灿，１９６４年１１月出生，中共党员，石固镇合寨李人，长葛市人民医院ＣＴ、ＭＲＩ室
医生，恪守医德，敬业奉献，时刻牢记 “一切为病人”的宗旨，严格控制和保证ＣＴ与ＭＲＩ
照片与诊断质量。１９８５年至今，荣获许昌市科技进步奖一项，发表省级以上学术论文３０余
篇，２００６年４月，荣获许昌市总工会 “五一劳动奖章”。

胡金环

胡金环，女，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出生，１９８４年到长葛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２００２年任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２００８年任长葛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科员 （副科级）。现

任长葛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支部书记。２００６年晋升为高级农艺师，２０１２年经全国农业技术
推广研究员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审定，被评为第十届全国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兼任

河南省１２３１６“三农”热线服务专家、河南省小麦研究会会员、河南省农作物学会会员。连
年被评为农业系统先进工作者，２００７年被许昌市人民政府授予 “劳动模范”称号，２００８年
被许昌市委、许昌市人民政府评为专业技术拔尖人才，２００９年被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
民政府授予 “劳动模范”和 “粮食生产先进工作者”；２０１０年被许昌市委、市政府授予
“优秀人才”；２０１１年被许昌市人民政府授予 “学术带头人”。２００７至２０１２年连续当选长葛
市第八届、第九届政协委员，２００６至２０１１年连续当选中国共产党长葛市第十一次、第十二
次代表大会代表，２０１１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许昌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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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根卿

马根卿，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出生，石固镇大马村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１９８９年７月 ～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在长葛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工作；１９９０年１０月 ～２００２年２月，在长葛市
委办公室工作，历任副科级秘书、秘书科科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办公室副主任；２００２
年２月～２００８年４月，在长葛市群工部 （信访局）工作，历任政府办公室副秘书长、副主

任兼信访局党组书记、局长；群工部部长、政府办公室副秘书长、副主任、信访局局长、副

部长；２００８年４月起，在长葛市水利局工作，任局长、党委副书记；２００８年荣获 “许昌市

人民满意公务员”称号。

赵艳玲

赵艳玲，回族，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出生，１９８９年８月参加工作，１９９３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本科文化程度，石固镇人，长葛市民族宗教局局长。长葛市第十一届、十二届市委候补委员，

政协八届委员、常委。１９８９年８月 ～１９９７年５月在市委统战部工作，任民族宗教科科长；
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在市工商联工作，任副会长；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００３年４月任石固镇
人大副主席；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在后河镇工作，任副镇长；２００４年１０月起任市民族
宗教局副局长、党组书记、局长。先后获得许昌市民族团结模范个人、驻村帮扶先进个人、长

葛市统战工作先进个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政治思想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第二节　镇领导人介绍

李伟杰

李伟杰，女，汉族，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出生，长葛市古桥乡人，１９８８年５
月毕业于许昌师范学校，１９８８年６月参加工作，１９９６年５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现任长葛市石固镇人大主席。１９８８年７月至１９９２年１１月在古桥乡政
府工作，任宣传干事、文化站长；１９９２年１１月至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在和尚桥镇
政府工作，任人大秘书；１９９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４年８月在长社路街道办事处
工作，任民政所长、妇联主席、经委办主任；２００４年９月至今在石固镇政
府工作。其中，２００４年 ９月至 ２００８年 ４月任党委委员；２００８年 ５月至

２０１０年８月任党委委员、副镇长；２０１０年９月至２０１２年８月任纪委书记；２０１２年９月至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任党委副书记；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任石固镇人大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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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华甫

朱华甫，男，汉族，１９７４年９月出生，长葛市官亭乡人，本科学历，
１９９１年７月参加工作，１９９５年６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９１年７月至１９９４
年７月在大周乡政府工作；其中，１９９２年９月至１９９４年７月在河南省财政
税务高等专科学校财会专业脱产学习；１９９５年５月至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在长葛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３年４月任和尚桥镇副镇长；
２００３年４月至２００６年３月任坡胡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２００６年３月至
２００６年５月任坡胡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２００６年５月至２００７年４月任坡

胡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人大主席；２００７年４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１月任石固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３月任石固镇党委书记、镇长；２０１２年３月至今任石固镇党委
书记。

穆海超

穆海超，男，汉族，１９７５年１０月出生，长葛市南席镇人，本科学历，
１９９１年７月参加工作，２００１年７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９１年７月至１９９３
年１２月在长葛县保险公司工作；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３年４月长葛市乡镇企
业管理局工作；２００３年４月至２００４年１０月任增福庙乡人大副主席；２００４
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６年３月任增福庙乡副乡长；２００６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４月任老
城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２００８年４月至２０１０年９月任老城镇党委副书
记、正科级组织员；２０１２年３月至今任石固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第三节　镇领导更迭

一、党组织负责人

张生文 （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９５２年９月）王福才 （１９５２年９月～１９５４年８月）
熊原来 （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９５５年９月）单书义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９５８年３月）
袁东海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６８年１月）张志高 （１９７０年２月～１９７１年１２月）
张志高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９７３年３月）宋丙寅 （１９７３年３月～１９７９年２月）
王金林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９８４年４月）张海清 （１９８４年５月～１９８５年８月）
段喜中 （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９８７年３月）张振发 （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９９０年５月）
范玉卿 （１９９０年５月～１９９３年５月）张继红 （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９９６年８月）
仝丙瑞 （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９９８年７月）庞建铭 （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００３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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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水法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０７年４月）符建涛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朱华甫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３月）

二、行政负责人

孔麦成 （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９５５年９月）沈玉章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９５８年３月）
袁东海 （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张志高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９７３年３月）
宋丙寅 （１９７３年３月～１９７９年２月）王全林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９７９年１２月）
李连章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９８３年１２月）王殿章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９８５年１月）
段喜中 （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９８５年８月）张振法 （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９８５年１２月）
张振法 （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１９８７年５月）马丙全 （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９８８年４月）
范玉卿 （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９９１年３月）杨钧安 （１９９１年３月～１９９３年５月）
刘顺喜 （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９９４年５月）仝丙瑞 （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９９６年８月）
杨荫阁 （１９９６年８月～２００１年８月）符建涛 （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００７年４月）
朱华甫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０１１年１０月）穆海超 （２０１２年３月～　　　）

三、人大主席

张朝选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９９８年７月）庞建铭 （兼，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００３年１月）
刘水法 （兼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０３年４月）郭　晔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吴建东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００６年５月）吴建东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０７年４月）
杨根生 （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０１０年９月）胡中民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李伟杰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

第四节　行政村领导更迭

南寨东街社区居委会

书　记　王国军 （１９６０年～１９７３年）丁中央 （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６年）
陈宝贵 （１９７６年～１９８６年）邬明月 （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０年）
王宝林 （１９９０年～　　　）

主　任　王天增 （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９年）王宝增 （２００９年～　　　）

南寨西街社区居委会

书　记　王清梨 （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７年）王东海 （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３年）
张春喜 （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８年）吴金岭 （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４年）
陈　杰 （１９７４年～１９８０年）杨根祥 （１９８０年～１９９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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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法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７年）杨俊治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
余录明 （２００８年～　　　）

大队长　王中林 （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３年）
主　任　张春喜 （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４年）曾照山 （１９７４年～１９８０年）

王新法 （１９８０年～１９９７年）曾照民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７年）
余录明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１年）郑怀昌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４年）
吴天宝 （２０１４年～　　）

南寨南街社区居委会

书　记　赵国朝 （１９５５年～１９６３年）郑红军 （１９６３年～１９９１年）
周明水 （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９年）宋保奇 （１９９９年～２０１３年）
陈宝军 （２０１４年６月～　　）

主　任　张春喜 （１９５５年～１９６３年）王银山 （１９６３年～１９７１年）
陈全胜 （１９７１年～１９７６年）陈长法 （１９７６年～１９９１年）
陈文奇 （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９年）陈宝法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９年）
陈宝军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４年）陈景宇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

北寨西街社区居委会

书　记　周德水 （１９６４年～１９７２年）周修记 （１９７２年～１９８６年）
贺聚山 （１９８６年～　　）

主　任　杨国振 （１９７２年～１９８４年）朱登福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７年）
杨国振 （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７年）周新义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年）
朱永德 （２００３年～　　）

北寨北街社区居委会

农会主席　董连祥 （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３年）
书　记　杨书乾 （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５年）杨根堂 （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６年）

杨书乾 （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６年）杨新东 （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７年）
杨中州 （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３年）杨新东 （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４年）
王德义 （１９８４年６月～１９８８年）李金才 （１９８８年～　　）

主　任　杨玉发 （１９５３年～１９６７年）沈重阳 （１９６７年～１９８３年）
杨玉发 （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４年）李金才 （１９８４年６月～１９８８年）
叶绍军 （２００８年～　　）

北寨东街社区居委会

书　记　杨新江 （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８年）周中海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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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江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１年）赵其俊 （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２年）
周中海 （１９６２年～１９７７年）张桂英 （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８年）
杨中玉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９年）周爱民 （１９８９年～２０１１年）
孙伟民 （２０１１年～　　）

大队长　李丙和 （１９５７年～１９８４年）陈明德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９年）
主　任　王国富 （１９８９年～　　）

老石固行政村

书　记　牛合章 （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８年）陈德林 （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８年）
赵中海 （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１年）杜辛昌 （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９年）
杜水臣 （１９８９年～　　）

大队长　陈德林 （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８年）杜书林 （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５年）
杜辛昌 （１９７６年～１９８４年）

主　任　王中山 （１９８６年～２００４年）孙顺山 （２００５年～　　）

宗庄行政村

书　记　魏合旺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５４年１２月）
楚同秀 （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９５８年１２月）
张长松 （１９５９年１月～１９６０年１月）
郑国安 （１９６０年２月～１９８８年５月）
李银殿 （１９８８年６月～１９８９年１２月）
史中全 （１９９０年１月～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段喜中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杜红喜 （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李西刚 （２０１０年１月～　　）

主　任　楚同秀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５４年１２月）
张长松 （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９５９年１２月）
楚同秀 （１９５９年１月～１９６５年１２月）
魏永庚 （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９９６年１２月）
杨超群 （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９９９年１２月）
史冠峰 （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郑国强 （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宗现军 （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郑红宾 （２０１５年１月～　　）

沈庄行政村

书　记　郑秀堂 （１９５０年～１９６０年）董丙叶 （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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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根成 （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７年）王怀茂 （１９６７年～１９６８年）
董万玉 （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６年）董国昌 （１９７６年～２０１４年）
王有才 （２０１４年～　　）

主　任　杨文志 （１９６０年～１９８３年）杨俊华 （１９８３年～２００５年）
王有才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４年）董俊峰 （２０１４年～　　）

花园行政村

书　记　闫清海 （１９４９年～１９６５年）王德时 （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６年）
安法昌 （１９７６年～２００３年）李贵岭 （２００３年～　　）

主　任　李玉柱 （１９４９年～１９６５年）乔铁山 （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６年）
乔国有 （１９７６年～２００３年）王付军 （２００３年～　　）

王庄行政村

合作社社长　王玉堂 （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７年）
书　记　王全召 （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６年）王坤领 （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５年）

黄长水 （１９７５年～　　）
主　任　王春祥 （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６年）王玉全 （１９６６年～１９９５年）

王永志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３年）王红军 （２００３年～　　）

南张庄行政村

书　记　赵麦屯 （１９４９年～１９６４年）吴聚邦 （１９６４年～１９７６年）
田德福 （１９７６年～１９８８年）赵顺卿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６年）
赵全甫 （１９９６年～　　）

主　任　尹玉昌 （１９４９年～１９７２年）赵香玉 （１９７２年～１９８８年）
尹清江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８年）张中林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８年）
田红宽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４年）张志军 （２０１４年９年～　　）

祥符梁行政村

书　记　李万庆 （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０年）陈国昌 （１９５０年～１９５６年）
李长得 （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０年）郭金台 （１９６０年～１９７５年）
李丙养 （１９７５年～１９９４年）李中志 （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７年）
李丙养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４年）李新田 （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８年）
张军磊 （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时同盛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４年）
郭建义 （２０１４年～　　）

主　任　张新河 （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０年）李长得 （１９５０年～１９５６年）
郭金台 （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０年）李长得 （１９６０年～１９７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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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需 （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０年）孟庆宇 （１９８０年～１９９７年）
李新田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４年）段书军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
郭建义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４年）李文亮 （２０１４年～　　）

朝阳行政村

书　记　张成法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６年）张须用 （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４年）
张子军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８年）张留喜 （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４年）
张万章 （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９年）张水清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年）
张德甫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４年）张志刚 （２０１５年～　　）

主　任　张子军 （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４年）张土山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８年）
张保乾 （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４年）张留喜 （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７年）
张付成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年）张成林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年）
张喜铭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８年）张海军 （２００８年～　　）

合寨李行政村

书　记　李全有 （１９５１年～１９５９年）李土山 （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４年）
李子州 （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７年）李福兴 （１９６７年～１９９５年）
李贵亭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５年）李怀珍 （２００５年～　　）

主　任　李恩有 （１９５１年～１９５５年）李重章 （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１年）
李更林 （１９７１年～１９８６年）李银山 （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９年）
郑联卿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５年）武保同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８年）
李根昌 （２００８年～　　）

杨庄行政村

书　记　杨德福 （１９７８年～１９９５年）杨银山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年）
杨金川 （２０００年～　　）

大队长　杨同庆 （１９７８年～１９９５年）
主　任　杨玉树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年）杨留军 （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８年）

杨金川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杨长喜 （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１年）

栗庄行政村

书　记　张石磙 （１９６６年～１９８０年）张水池 （１９９３年～２００７年）
张留涛 （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２年）董月占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
栗军伟 （２０１４年～　　）

主　任　韩习敬 （１９６６年～１９８０年）栗付春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５年）
栗麦仓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３年）栗水凤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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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麦仓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８年）栗军伟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４年）

梁庄行政村

书　记　王丙臣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侯万福 （２０１０年～　　）
主　任　侯殿卿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１９９５年１０月）

侯长福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９９７年１０月）
赵全有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９９９年０８月）
赵志业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赵铁汉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

丹阳行政村

书　记　肖建军 （２０１１年８月～　　）

中岳店行政村

书　记　李新平 （１９６０年～１９８９年）张有年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３年）
任银山 （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４年底）吴玉增 （１９９５年１月～２０００年）
吴中林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任银山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
张义选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７年）吴军雷 （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
张金仓 （２００９年～　　）

主　任　李克定 （１９６０年～１９９０年）许林国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９年）
李保亭 （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９年）张金仓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
吴军瑞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５年５月）

岗河行政村

书　记　杨芝妮 （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０年）杨根春 （１９７０年～１９８６年）
刁有臣 （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６年）马云玲 （１９９８年～　　）

主　任　赵得全 （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５年）刁有臣 （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６年）
杨子军 （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９年）王秋国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８年）
王海军 （１９９８年～　　）

乔庄行政村

书　记　乔正和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３年）王松照 （１９６３年～１９８３年）
乔红江 （１９８３年～１９９３年）王盘根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５年）
王殿九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年）李育才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年）
王灿章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４年）王福林 （２０１４年～　　）

主　任　王新照 （１９６５年～１９８３年）潘海军 （１９８３年～１９９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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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泰山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５年）马海召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年）
王灿章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年）宋志坚 （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８年）
宋景东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４年）王根民 （２０１４年～　　）

花杨行政村

书　记　潘玉会 （１９５０年～１９６０年）杨长水 （１９６０年～１９８５年）
杨银申 （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９年）薛贵亭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２年）
潘云会 （１９９３年～２００７年）黄宝现 （２００８年～　　）

主　任　黄水周 （１９６０年～１９８５年）陈丙乾 （１９９３年～　　）

纸坊李行政村

书　记　王玉章 （１９６０年～１９７５年）杨新业 （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５年）
杨青彦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９年）杨建方 （２０００年～　　）

主　任　李铁柱 （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０年）杨青彦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５年）
潘金章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７年）杨建方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年）
李留根 （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４年）杨德顺 （２０１４年～　　）

谷马行政村

书　记　王玉章 （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６年）马书彦 （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６年）
马景臣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９８４年６月）
马青献 （１９８４年６月～１９９０年１２月）
薛遂五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９９６年３月）
雷全章 （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０００年）
雷运生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６年５月）
雷根有 （２００６年～　　）

主　任　雷长有 （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６年）薛中和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９８４年６月）
薛遂五 （１９８４年６月～１９９０年１２月）
段同庆 （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００６年５月）
马中义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马军伟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

曹岗行政村

书　记　曹国参 （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９８９年５月）杜长明 （１９８９年５月～　　）
主　任　杜运章 （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９８２年）杜文德 （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９年）

曹银玉 （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０００年）曹西贵 （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曹保生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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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行政村

书　记　张水田 （１９４９年～１９６４年）马水明 （１９６４年～１９８４年）
马群生 （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０年）马会民 （１９９０年～　　）

主　任　马会民 （１９６７年～１９９０年）马运坡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年）
马得现 （２０１１年～　　）

岗李行政村

书　记　胡保才 （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３年）胡海顺 （１９５４年～１９６４年）
胡全成 （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５年）胡福祥 （１９７６年～１９７７年）
李应堂 （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９年）胡全成 （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０年３月）
梁西林 （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０１４年）胡景学 （２０１４年～　　）

主　任　王庆恩 （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３年）胡铁素 （１９５３年～１９６９年）
胡福祥 （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６年）胡西灿 （１９７６年～１９７８年）
梁西林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０年４月）胡广甫 （１９８０年４月～２００２年４月）
李保林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胡景学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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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概　　述

坡胡镇位于长葛市西部，距市区１１公里，东部与和尚桥镇为邻，西和西南与禹州市接
壤，东南与石固镇为伴，北与后河镇相连。镇政府坐落在中部的坡胡村，故名。镇域面积

４６９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４４０００亩，辖３１个行政村，３个社区，４６个自然村，２２９个村民
组，镇域居民全部为汉族，共１５１７５户、６０３５１人。

坡胡镇１９５６年始设中心乡，１９５８年设立人民公社，是全县最大的公社，辖７２个生产
大队。１９６２年改为区，１９６６～１９８３年恢复人民公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改为坡胡乡，１９９３年５
月撤乡设镇。１９９５年被国家建设部确定为全国综合改革试点乡镇。

坡胡镇地处山前冲积与平原过渡带，土地平坦、肥沃，土壤结构好，水利条件优越，域

内有三个天然自流泉 （川泉、土池、龙王潭），１９５８年经人工开挖命名为幸福湖、青年湖、
胜天湖；有暖泉河、（马趵泉河、柳阴河后合为）白水河、（小洪河改为）胜天河等季节性

河流；地下水资源丰富。１９９１年在孟排村东打出自翻泉井，为工农业生产和村民生活提供
优质水源。

坡胡镇文化底蕴丰厚，相传远古时葛天氏在此定居 （今幸福湖旁），海子李的古文化遗

址属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出土的彩陶钵，填补了河南仰韶文化的空白。翟道古文化遗址，

上溯到几万年以前的恐龙时代。据传东汉末年，关羽辞曹北上留宿胡家大院，就在今天的坡

胡。境内有三国时司马懿屯兵处、明朝汪直墓。

３２５省道 （彭花公路）东西横穿全境，石 （石固）榆 （后河镇榆林）公路纵贯南北；

长葛至郑尧高速引线景观公路跨越坡胡西北部，已建成 “三横七纵”公路网络。域内有郑

尧高速公路长葛西站；东连１０７国道和京深高速公路，西邻省道郑 （郑州）南 （南阳）公

路。辖区有水磨河至许昌长途汽车，有市区至孟排、大刘庄、禹州无梁班车，坡胡设有公共

汽车站。

１９７５年，坡胡镇粮食亩产已超千斤，成为全县第一个超千斤公社，１９８５年亩产达到
１２３８斤。干旱是全镇农业生产的主要威胁。在以井泉建设和平整土地的农田基本建设方面，
取得了巨大成效。１９５８年前后，掀起水利建设高潮。扩挖 “三湖”成效显著，参加全省水

利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 《大挖自流泉，实现双保险》的发

言。到１９８５年有机井５３８眼，配套４５９眼，可灌溉农田４７０００多亩。在取得粮食丰收的基
础上，及时增加复种指数，精耕细作，科学种田，生产技术水平在全市居于首位。１９５８年５
月１７日，孟排村的马同义总结出的深翻改土经验，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并在全国
推广。１９８９年作为低压管道节水示范乡镇，发展低压管灌溉面积５０００亩；１９９６年在省内首
家调试成功微机智能卡灌溉自动控制分流系统，对４６眼机井实行卡式管理；后又在建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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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节水示范区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建设相互衔接的高标准水利示范园６个，发展喷灌１１３
台套，节水面积４８８万亩，有效灌溉面积４９２００亩；２０００年粮食产量达到３９１２３吨，在确
保粮食平稳生产的基础上，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使粮经比例调整到５５４５。建立孟排塑料
大棚蔬菜种植示范园、孟排、坡西果树种植园；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开展高效农业示范园建设，
在园区内累计铺修道路１２２公里，开挖沟渠３９０公里，配套变压器６台，新打机井１６４眼，
维修机井６０眼，配套水泵１１０台，新建桥３８９座，修水泥路２５公里，地埋线、地埋管铺设
分别完成４０公里、５０公里，栽植树木２０２６００余棵，初步建成万亩高效农业示范方２个，面
积达到２３０００多亩。到２０１４年，全镇机井数量６９７眼，铺埋塑料硬管１２８公里、地埋电线
１３３公里。农业生产从耕、种、收全部实现机械化，使村民彻底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
来。

乡镇企业发展迅速　坡胡镇原来工商业非常薄弱，只有少量的手工业作坊，如铁货铺、
木匠铺、油坊、染坊、砖瓦窑和水打磨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办起铁业社、缝纫社、编织

社、机械加工厂、卷烟厂、磷肥厂、白灰窑、白酒厂、运输队、建筑队等。到１９８５年有集
体、联合体、个体企业１５０多家。有机械修造厂、化工厂、冶炼厂、建材厂、造纸厂、镀锌
厂、白灰窑、砖瓦窑等。副业有孵小鸡、磨豆腐、运输和饮食服务等。１９９３年始镇政府提
供优惠政策，强化协调服务，引导、鼓励农民创办企业，至２０００年全镇非公有制企业达
４２４家，个体工商户１２６６家。以彭花公路为轴线的１０个工业小区，以铸造、机械加工、制
板、化工、农副产品加工、食品、商贸等为主导产业经济带初步形成。同时，引导企业加强

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不断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档次。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累计开发高新
技术产品５６个，新上技改项目９９个。其中营张兴华公司的氯化汞触媒催化剂取得ＩＳ０９００２
国际质量认证，１９８８年坡胡第二化工厂生产的 “豫科”牌 ＲＳ—１型颗粒活性炭获省优特产
品。２０００年起，全镇乡镇企业和商贸业步入良性发展时期，以环保、科技、便利为主导，
形成以精密铸造、机械加工、化工、板材、浴卫、食品加工、养殖等，规模以上企业４０家，
规模以下企业２８６家，工商个体户１８５０家，固定资产投资５５亿元，累计招商引资１７６亿
元。商贸市场繁荣，全镇以供销社为龙头，扶持带动大小超市１００多个，商户门店近１０００
家，物流企业３０个，全镇工、商、贸、流齐头并进，到２０１４年实现工商业产值８６６亿元，
从业人数达２００００人。

基础设施完备　坡胡镇自新中国成立后６０多年来，不断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为全镇经
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水利是农业的命脉。１９５８年始，以泉、井建设为主
的坡胡水利建设不断加强。有 “幸福湖”“青年湖”“胜天湖”；有机井６９７眼；推行节水灌
溉，先后修建水泥硬渠、地埋塑料软管、地埋塑料硬管等，地埋管达１２８公里。提水工具由
１９５０年前后的手摇辘轳发展到水机、链条泵、离心泵、潜水泵，再到喷灌机具，由１９８５年
的４５９套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６９７套、喷灌机具１１３台套。连续被许昌市、长葛市评为水利建
设先进单位。１９６６年坡胡开始用电，２０１４年有电网管理所１处，变电站２座，台区４５９个，
总容量达１１０４６５千伏安；高压线路１２３５８公里，低压线路１４１８８公里，地埋水利电力线
路１３３公里。１９９９年，全镇开展农网改造，实行由电力部门统一管理，统一电价，用户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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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电管所缴纳电费，使用电得到规范化管理。坡胡自古没有一条大路，４６个自然村来往
都是弯曲小路，出行极为不便。１９６６年，始修长葛至禹县无梁路口公路，初为碎砖石路，
１９７１年铺为渣油路，１９８５年加宽路面，１９９５年扩建升为市级公路，２００２年又进行扩建，升
格为省级公路，沿途１３个行政村受益；１９８９年，修建石固至后河榆林三号公路，途经坡
张、坡东、坡中、石桥刘村；１９９８年开始实施村村通油 （水泥）路工程，到２０００年全部实
现；２０１１年后，修通了环镇水泥公路７５６公路，实现了全镇三横七纵公路网络，总里程达
１１６公里，每平方公里达２５公里。坡胡自１９５８年建立邮电所，安装磁石交换机一部，摇
把式电话总容量至１９８５年不到５０门。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体户、专业户的大量涌
现，磁石电话明显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１９９２年５月，乡政府多方筹资，将１００门磁石
机改为５００门程控交换机，成为许昌市第一个安装程控电话的乡镇。１９９３年开通无线寻呼；
１９９４年移动通信开通，使用 “大哥大”“二哥大”。１９９６年始用先进的、小巧手机，后又发
展二代、三代、四代手机，到２０１４年开通４Ｇ通信网络。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翻身农民一度出现盖房热，扒掉祖先留下的土墙草棚、低矮阴暗的小

屋，盖起砖石基土墙、草木结构的新房。７０年代各村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模式砖瓦结构的
新村，孟排村建起统一的二层排楼，成为全县的典范。８０年代后，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民开
始盖水泥板平房、二层楼房。２０００年后，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引发新一轮建房热，对房屋
的结构、样式和使用功能要求也越来越高，现农村二层楼居多，少数还盖三层、四层，且讲

究通风采光，外墙贴瓷砖，屋内铺地板砖，装铝合金 （塑钢）门窗，厨房、卫生间装修得

和城里一样。村村统一规划，水、街道、电、路等新村基础设施逐步完善。镇区建设自

１９８７年起经过不懈努力，按照布局合理、设施配套、交通便利、功能适应、环境优美等要
求，将镇区道路、排水、供水、环卫和社会福利设施统一规划，逐步实施。２０００年后先后
改造、新建小学、中学校舍，幼儿园；提升卫生院医疗环境，整合改善村卫生所；创建镇文

化活动中心、敬老院；建垃圾中转站１座、垃圾箱１６个，垃圾池３３８个；自来水厂５个，
全镇４６个自然村都用上了自来水。

社会事业上，大力发展教育。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得到全面发展。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小学达３０处，中学２６处，１９８２年对中学进行联办、中小学布局调整，到２０００年中
学调整为２处，小学调整为１２处，由过去的村办到镇办，又到市办镇管。鼓励民间投资，
创办幼儿教育，到２０１４年，公办幼儿园１处，民办幼儿园１０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
人教育 “三教统筹”得到长足发展，孟排村的职业技术学校被省政府命名为 “铁学校”；校

舍修建上，是许昌市第一个实现 “办学标准化”乡镇，并逐步实现 “电化”教育。１９８４年
孟排、水磨河、营张、东留学校基本建设受到省教委、许昌地区行署、长葛县政府立碑表

彰。１９９３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文化建设上，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前，以
戏曲、电影、有线广播为主。建设露天影剧院２座，电影放映队１７个，广播喇叭４４７５只；
１９９２年率先使用程控电话，到２０００年达到许昌市第一个万门电话支局；１９９５年购置广播调
剂设备，开通全省首家有线电视与有线广播共缆传输，有线电视入户率达５０％以上；２０００
年以来又建设镇文化活动中心、村级文化大院和休闲广场，至２０１４年共有２０个村建成并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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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使用，有十几个村组建舞狮队、盘鼓队、铜器社、戏迷乐园等，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娱乐

活动，居民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卫生事业上，不断巩固和完善镇级卫生院，加强村级卫生所

建设，搞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工作，参保率达９７％以上，解除农民看病贵、看病难和
大病致贫的后顾之忧。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疫病防治工作，改善农村卫生环境，改厕、

改水，建沼气池、建垃圾中转站，配备街道清运工，配备卫生保洁员１０９人，及时清理垃
圾，保持镇区和乡村环境优美。实施安全饮水工程，让全镇所有居民都吃上无污染的自来

水。社会养老全面开展，全镇１６～５９岁居民都参加养老保险，６０周岁以上居民享受每月６０
元养老金；建立敬老院，使 “五保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搞好拥军优属、特困低保

和抗灾救灾等工作。计划生育工作上，自１９７９年后，党委、政府把计划生育工作列入重要
议事日程，建立一把手负总责，实行一票否决制。通过宣传教育和制约措施，以 “四项手

术”为重点，平时与集中开展相结合使计划生育管理工作逐步法制化、规范化、正常化。

人口出生率控制在４～１０‰以内，自然增长率控制在４２‰以内，多次被许昌市、长葛市评
为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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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北宋 （９６０～１１２７）

　　天宝元年 （９６８）３月，重修葛天老祖圣殿，有碑记。

明朝 （１３６８～１６４４）

景泰年间 （１４５０～１４５７），朱清澄重修暖泉观。
成化年间 （１４６５～１４８７），知县翟贵、僧会常重修留村寺。
隆庆元年 （１５６７），重修暖泉观。

清朝 （１６４４～１９１１）

顺治十三年 （１６５７），知县何腾光重修留村寺。
康熙初年 （１６６２），海子李村李宗陆始制水打磨。
嘉庆三年 （１７９９），王清真重修暖泉观。
道光八年 （１８２８），乡里重修暖泉观暨桥。
同治五年 （１８６６），农历七月二十二日，捻军入王庄寨，八月初四，捻军又至，烧杀掠

抢，奸淫妇女，妇女投井自杀者众，后人称王庄寨为 “破寨王”。

民国 （１９１２年 ～１９４９年９月）

民国１４年 （１９２５）８月，中共党组织与孟排寨红枪会建立联系，将思想进步的红枪会
首领胡清田发展为共产党员。

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建立孟排村党支部。胡清田任党支部书记。
民国２８年 （１９３９），中共长葛县委重新在农村设立党支部，孟排党支部党员６人，单子

焕任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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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 ～　　）

１９４９年

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８日，区举行庆祝大会。

１９５０年

３月，土地改革全面进行，到５月２０日结束，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７月，长葛县第一个互助组———坡胡乡胡学章互助组成立。由４户贫农、２户中农组成，

共３８人，１６个半劳力，全组土地５７亩２分，牛３头。农活由组长安排，实行换工互助。
是年，拐河杨村被河南省人民委员会评为卫生先进单位。

１９５２年

７月，白庄、大刘庄、窑口、贾庄、孙庄、陶楼、水磨河南街、西街由禹县划归长葛，
隶属后河区。

７月，县委将后河南部划出，成立石固区 （设为５区），辖坡张、西刘、坡胡、西杨乡。
后河改为７区，辖水磨河、白庄、拐河杨乡。

１９５４年

春，孟排村胜利一社社长、共产党员马同义和社员郭林奎、胡海松从过去填平的老井

坑、壕沟和开沟的葱地栽种的庄稼长得格外好中得到启发，认识到深翻土地能增产的科学道

理，并在１２亩地上做试验。把土地深翻１５尺，种上 “白马牙”良种玉米，经适时浇水，

追肥等精细管理，秋季获得亩产１０７３斤的丰收新纪录，比深翻前增产２倍以上。深翻土地
能增产的事实，引起了全县干部群众的注意，县委先后几次在这里召开现场会，推广马同义

等人的深翻土地经验，随后在全县范围内迅速掀起群众性的深翻土地高潮。

１９５６年

１０月，县委决定撤销区建制，小乡并大乡，成立中心乡，坡胡分为坡胡中心乡和水磨
河中心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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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

３月２４日，孟排胜利社被评为全省特等模范社。
５月１７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作了 《土地大翻身，亩产

８００斤》的发言，毛泽东主席给予很高的评价，之后全国２０多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前来
参观学习。

８月２５日，坡胡人民公社成立，下设管理区、生产队。实行公社、区、生产队三级管
理体制，管理区为核算单位。坡胡人民公社是全县最大的一个社，辖７２个村，８万多口人。
１１月２９日，毛主席针对反映坡胡人民公社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一封匿名信，给

河南省委写了指示信。１２月１日，省委接到毛主席这封亲笔信后，立即组织由省委、许昌
地委、长葛县委三级组成的调查团赴坡胡公社，结合整社和各方面有关干部、群众反复座

谈、查证，匿名信所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经查证落实，从７月至１０月中旬，共发生强迫
命令，违法乱纪事件１６０多起，其表现形式有辱骂、吊打、罚跪等，共惩罚４４８人，自杀未
遂２人，逃跑１８人，在群众中造成很坏影响。县委决定分别对６名干部做出处理，开除党
籍，法办１人，留党察看２人，严重警告２人，警告１人。公社党委总结教训，向县委作了
检查。１９５９年１月９日，省委就查处情况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汇报。

１９５９年

３月，取消管理区，建立生产大队，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体制，大队
为核算单位。各大队成立集体食堂，村民都到食堂吃饭，农户不得在家立火做饭。

１９６０年

２月２日，坡胡公社水利建设先进代表李福义出席了省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个
人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 《大挖自流渠，实现双保险》的发言。

１２月，集体食堂因缺粮而解散。

１９６２年

取消大公社和生产大队，改为区、小公社、生产队三级管理体制，生产队为核算单位。

１９６５年

７月２３日，县委书记张汉英在中共河南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上作了 《坡胡区依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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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自力更生基本实现了井泉灌溉》的发言。

１９６６年

８月２０日，撤销区建制，扩大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规模，恢复生产大队一级管理体制，
由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坡胡公社建立党委和管委会，下辖２４个生产大队，
生产大队建立党支部和管委会。

１９６８年

３月下旬，经县革委会批准，公社建立革命委员会，代替公社管委会。

１９７２年

１１月３日，《河南日报》头版头条以 《增产的措施，土壤应放在前边》为题，详细介

绍报道了长葛县孟排大队深翻土地的做法。１４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作了专题广播。

１９７５年

５月３０日，河南、安徽、山东、江苏四省根治淮河会议代表１２０人来长葛，到东留、
孟排及其他公社参观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１９８３年

１２月，坡胡公社改为坡胡乡，乡建立党委、政府、经济联合社。大队改为行政村，生
产队改为村民小组，设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

１９８５年

１月，中共坡胡乡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在乡礼堂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坡胡乡第四
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

１９８７年

４月，坡胡乡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在乡礼堂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选
举产生新一届人民政府乡长、副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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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年

８月２８日，中共坡胡乡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在乡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７９
名、下派代表１名、列席代表２０名、特邀代表４名。大会听取和审议上一届党委和纪委所
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和纪委。

１９９０年

２月２５日，坡胡乡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在乡礼堂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上一届政府
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人民政府乡长、副乡长。

２月，坡胡乡被长葛县定为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示范乡。
是年，坡胡乡被命名为 “河南省科技示范乡 （镇）”。

１９９２年

９月２０日，中共坡胡乡第六次党员代表大会在乡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１１９
名。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上一届党委和纪委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和纪委。

是年，东胡学校被河南省教委命名为 “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典范”。胡振元被国家教委、

人事部命名为 “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是年，举行村民委员会首届选举。以后每三年换届一次。

１９９３年

２月２６日，坡胡乡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在乡礼堂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上一届政府
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第七届人大主席团和新一届人民政府乡长、副乡长。

３月，水磨河村被河南省委、省政府命名为 “文明村”。

５月１５日，经省政府批准，撤销坡胡乡，设立坡胡镇。
９月，东胡小学教师范改萍被国家教委、人事部授予 “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１９９５年

３月，坡胡镇被国家建设部确定为全国综合改革示范镇。
４月，坡胡镇有线电视台开通 （是全省第一家乡镇有线电视台），并举行开通仪式，省、

市领导到会祝贺。

１２月３１日，中共坡胡镇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镇礼堂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上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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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和纪委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委和纪委。

１９９６年

３月２４日，坡胡镇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历时１天，参加会议正式代表７３名、
列席代表３２名、特邀代表１３名。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人大主席团、人民政府工作报告；选举
产生第八届人大主席团和人民政府。

１９９７年

７月２日，坡胡镇被市委政府授予 “企业先进乡镇”“企业管理基础工作先进单位”称

号，西杨村为 “企业强村”。

１９９８年

１２月２８日，中共坡胡镇第八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镇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１１６
名，大会听取并审议了上一届党委所作的工作报告和纪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和

纪委。

１９９９年

１月６日，召开坡胡镇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正式代表７３名，列席代表５７名，
会议历时１天，大会听取并审议了人大主席团、人民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
人大主席团和人民政府。

２００１年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启动，坡胡镇段长４７公里。

２００２年

３月２６日，中共坡胡镇第九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镇礼堂召开，参加会议正式代表１１５名。
会议听取并审议上一届党委和纪委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和纪委。

３月２９日，坡胡镇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在镇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７２名，列
席代表４５名。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上一届人大主席团、人民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
了第十届人大主席团、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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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

３月，南方 “非典”流行，全镇动员，采取堵、截、隔离等措施阻止疫情扩散，历时

４０多天，全镇没有发生一例确诊病例。
９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启动，全镇参合率达８０％。
１２月２４日，镇成立会计核算中心，对行政村、各中小学校的财务进行集中核算，保证

了各项资金的合理使用。

２００４年

４月１８日，实施种粮补贴，当年每亩补助１８７３元。全镇７８１３０３元的补贴全额全部发
放到位。

２００６年

３月２６日，中共坡胡镇第十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镇礼堂召开，参加会议正式代表１１０名。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上一届党委和纪委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和纪委。

５月，坡胡镇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镇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７２名，列席
代表３３名。会议听取并审议了上一届人大主席团、人民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
一届人大主席团、人民政府。

２００７年

对彭花公路、郑尧高速、南水北调———后榆线交叉三角黄金地带近２０平方公里区域进
行评估论证。

落实种粮补贴，全镇１４１８５户，计２１７万元补贴资金发放到位。

２００８年

开展 “清洁家园”活动，村容村貌得到改善。

投资８０万元对镇区道路进行硬化，投资４００万元建镇东区自来水厂。

２００９年

３月，在无职党员中开展 “设岗定责”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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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建成镇垃圾中转站一处，在彭花公路及后榆线建垃圾池７８座并投入使用。
是年，完成坡李村改厕试点工作，１７５户村民厕所得到改造。

２０１０年

４月６日，“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授牌仪式在水磨河村礼堂举行。
是年，南水北调永久性占地８４３亩，临时性占地３１８亩，移民搬迁２４户全部到位，完

成青苗、坟墓搬迁、树木补偿费及附属物的理赔工作。

２０１１年

４月１８日，中共坡胡镇第十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镇礼堂召开，参加会议代表１１０人。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上一届党委和纪委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和纪委。

４月，投资７００万元，完善以石桥刘、坡中、坡东、拐河杨、东胡、坡马、新庄坡、西
杨、苇园、侯庄等１０个行政村为主，面积约１３万亩区域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修建水泥
路１３５公里，农业生产路２７公里；开挖沟渠５４公里，疏通沟河２４公里；新建桥涵２６０
座，新打机井５０眼，整修机井３０眼，新建林网１２万亩，植树６万棵。
１０月５日，投资５３０万元的镇敬老院暨老年公寓开院典礼在敬老院举行。许昌市委书

记李亚在长葛市委书记王文杰陪同下参加典礼并视察敬老院。

２０１２年

３月２７日，坡胡镇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在镇礼堂召开，参加代表７２人，列席代表３３
名。会议听取并审议了上一届人大主席团、人民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人大

主席团、人民政府。

是年，完成全镇 “五一七”、六合园、水乡新城、河畔新城４农村社区规划。
是年，水磨河村、坡西社区居民委员会首批通过许昌市 “五先争创”示范村的验收。

是年，在水磨河、拐河杨村组织开展 “两化管创”红色门牌创建工作。

２０１３年

完成新万亩示范园，累计修建道路５２公里，开挖沟渠１０２公里，配套变压器６台，新
打机井８４眼，维修井３０眼，配水泵１１０台，新建桥涵３８０座，完成４公里水泥路，地埋
线、地埋管铺设分别完成４０公里、５０公里。１３万亩老园区新栽树木２６００余棵。
７月１日，举行 “坡胡镇首届正能量评选活动”，对１０８名优秀党员，７名优秀党务工作

者、好公婆９名、好公民３４名、坡胡好人３７名、好少年２４名进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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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

５月，启动西部引水工程，坡胡镇域２１公里，总投资６４７９万元，年底竣工通水。
１２月１２日，水磨河村党委书记燕振昌突发心梗去世。
是年，投资１７６万元，对镇区２１公里主干道进行整体提升，在道路两旁铺设人行道彩

砖、道牙石，并进行绿化亮化；治理私搭乱建、违法占地行为。

是年，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评选出１６名 “四能四会”标兵。开展 “美丽

乡村”创建工作，打造了４个示范村和１２个重点村，建地埋式垃圾箱１６个，建垃圾池２６０
个。

是年，维护和新建万亩示范方７０００亩，修筑生产路１８公里，新修水泥路３８３公里，
矿渣路９６公里，建桥涵１０５座，打机井４６眼，铺设地埋线２３公里，地埋管３０公里，植树
５万株。

２０１５年

１月１３日，中共长葛市委作出 《关于向燕振昌同志学习的决定》。

２月２９日，中共坡胡镇党委政府印发 《坡胡镇开展学习燕振昌争做农村 “五型干部”

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３月，创建燕振昌事迹展览馆。
４月，组建燕振昌事迹宣讲团。
７月，开展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８月，组织人员编辑出版 《村支部书记的榜样—燕振昌》一书。

８月２０日，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邓凯到水磨河村视察。
９月１５日，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人大主任郭庚茂到水磨河村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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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建置人口

第一节　镇域自然环境

　　坡胡镇位于豫中平原，地表为新生界地层覆盖，属豫西山区向豫东平原过渡地带，西北
高，东和东南低。历史上，中东部有很多坡地。后随自然变化和人为耕作，特别是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后，大规模的农田建设和７０年代平沟，坡地明显减少。

域内全部为平原区，土壤大部分地区是油黄土。大刘庄、白庄村属于立黄土；拐河杨、

新庄坡、石桥刘村北为潮黑垆土；坡张南地、新庄坡、拐河杨村部分地块为砂礓黑土。油黄

土，土层深厚，肥力充足，疏松易耕，保水保肥。

坡胡镇土地总面积为４６９平方公里，２０１４年底，全镇耕地面积４４０００亩，比１９８５年的
５０８２２亩减少６８２２亩，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１２８６８人，人均耕地约０７２９亩。镇域
土地平坦，利用率高。农业开发利用率达到９９６％，而可供开发利用的土地资源很少，仅
占总面积的０４％。

坡胡镇域水资源。旧有小洪河、柳阴河、马趵泉河、暖泉河。１９５８年后小洪河改名胜

南水北调引水工程坡胡段

天河，柳阴河、马趵泉河合称白水坡河，

暖泉河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断流后，营张以
东平掉；自古就有的暖泉、土池、龙王

潭，１９５８年经坡胡公社扩挖，取名 “幸福

湖”“青年湖”“胜天湖”。

１９７８年后，坡胡经济快速发展，建
材、铸造、造纸、化工、机械加工、能源

等行业到 １９９５年已形成规模，大小企业
遍布全镇，这些企业所造成的污染也随之

加重。污染源是镇内的白灰窑、活性炭

厂、土炼焦窑、土水泥厂、铸造厂等排放的大量粉尘，造成严重空气污染，使坡胡域内上空

整日浑浊，见不到蓝天白云；有造纸厂、淀粉厂、镀锌厂等排放的污水，造成较大程度的水

污染。为遏制和治理环境污染，镇政府一是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利用宣传标语、宣传版

面、宣传车等形式，让老百姓认识到环境污染给人们生活和身体健康带来的危害，造成全社

会一起遏制环境污染的氛围。二是按照省委、省政府指示精神，在公安、法院、工商、电力

和环保部门的协助下，关闭、取缔高耗能、重污染的企业。三是对污染较轻，又有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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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进行初步治理，达到一定效果。２００５年９月，对小炼焦、小白灰窑等采取５次集中
行动，摧毁焦炭生产点９家１９座生产窑、关闭白灰窑９座、水泥厂８家。２０１３年又彻底关
闭７家小水泥厂、５家小电镀厂、１３家石料厂。在关闭重污染企业的同时，镇政府加大对环
境保护的投入，改善居住环境，建设美丽新农村。２００９年起，投入大量资金，建垃圾中转
站一座，购置垃圾清运车，在彭花公路、后榆线两侧建垃圾池７８座，各村建２６０座，垃圾
箱１６个，配备清运工、村保洁员１０９名，每日进行清运，保持了较好的生活环境。

第二节　建　置

坡胡镇历史上没有设置，全镇各村分别归属石固、后河和禹县古城管辖。明初，全县分

３４坊保，坡胡各村大体分布在留村保、迎恩保、石固保和张史保，以及禹县的紫金里保。
明嘉靖年间并为２２保，分布在张史保、留村保及禹县的紫金里保。

清康熙十一年 （１６７２），长葛并为１２保，坡胡分布在守中保、崇孝保、丰和保及禹县
的紫金里保。

民国９年 （１９２０），实行区域自治，分治在西南区 （石固）和西北区 （后河）及禹县的

紫金里，下属设保。

民国２０年 （１９３１），分治在三区 （阴阳张）、四区 （阎楼）和禹县七区 （古城）。

民国２２年 （１９３３），分治在二区 （阎楼）及禹县七区 （古城），区下设联保，联保下设

保。

民国３１年 （１９４２），区改为１２个乡镇，分治在守中乡、丰和乡、崇孝乡和禹县的古城
乡。乡下设保。

民国３５年 （１９４６），乡镇合并，分治在中和乡、孝友乡及禹县的古城镇。下设保甲。
民国３７年 （１９４８）３月，成立许西县，归许西县管辖，分治在石固区、后河区和禹县

古城区。１２月１日，撤销许西县，成立长葛县，县下设四个区，分治在四区 （后河）和禹

县六区 （古城）。

１９５１年８月，全县分七个区，分治在五区 （石固）、七区 （后河）及禹县六区 （古

城）。

１９５２年，原禹县六区 （古城）白庄乡６个村 （窑口、贾庄、孙庄、白庄、陶楼、大刘

庄、汪庄、水磨河南街、西街）划归长葛县七区 （后河）。

１９５３年３月，坡张、西刘、坡胡、西杨乡归属五区 （石固）；白庄、水磨河、拐河杨乡

归属七区 （后河）。

１９５５年９月，石固区撤销划归后河，下属乡合并，尹刘、水磨河、坡胡、孟排乡归属
七区 （后河）。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撤区建立中心乡，域内设水磨河中心乡和坡胡中心乡。
１９５８年３月，水磨河与坡胡中心乡合并建立坡胡乡。８月，建立人民公社，坡胡乡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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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胡人民公社，实行人民公社、管理区、生产队三级管理体制。

１９５９年３月，后河公社划归坡胡公社，同时撤销管理区，建立生产大队，坡胡公社辖
７２个生产大队。

１９６１年８月，实行政社分开，原公社改为区，区下建立公社，取消生产大队，实行区、
公社、生产队三级管理。坡胡区辖坡胡、合寨李、石固、后河、阎楼和水磨河公社。

１９６２年９月～１２月，坡胡区辖坡胡、西刘、营张、拐河杨、坡李、新庄坡、东胡、西
杨、花园、宗庄、合寨李、石固和乔庄公社；白庄、水磨河、盛寨、尹刘、孟排公社归属后

河区。侯庄、王庄归属和尚桥区。

１９６６年８月，区又改为人民公社，撤销小公社建立生产大队。坡胡公社 （驻坡胡），辖

坡西、坡中、坡东、侯庄、王庄、新庄坡、西杨、坡马、东胡、坡张、拐河杨、石桥刘、营

张、坡李、东留、西刘、孟排、尹刘、小李庄、盛寨、水磨河、大刘庄、白庄和窑口２４个
生产大队。以后相对稳定，中间有村从中析出另立。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取消人民公社，改为乡，坡胡人民公社改为坡胡乡，各生产大队改为行
政村，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

１９９３年５月，经省政府批准，坡胡乡撤乡建镇，辖３１个行政村、３个社区，２２９个村民
小组。

第三节　人　口

一、人口

２０１４年，坡胡镇有１５１７５户，６０３５１人；比１９７５年７８００户，４３６００人，净增７３７５户、
１６７５１人；比 １９８０年 ８９００户、４５６００人，净增 ６２７５户、１４７５１人；比 １９８５年 １０６７２户，
４７８５３人，净增４５０３户、１２４９８人；比２０００年５５２０２人，净增５１４９人。人口密度１２８６８０
人／平方公里。

二、姓氏

坡胡的姓氏随人口变动，时间推移，发生很大变化。有的村以姓氏命名，而今却无此

姓，有的姓氏由外地迁入后，经数代繁衍，成为旺族。有的姓氏遍布全镇，而有的姓氏只有

一村或一户。据人口普查显示，全镇共有１１１姓：张王李赵、朱刘胡杨、郭贾孙黄、陈马丁
高、于牛崔贺、孔尹秦常、石任段蔡、周范许蒋、田苏晁韩、时吴岳谢、乔宋白阎、冯侯郑

唐、徐娄寇孟、陶燕潘沈、曹申董桑、姚楚单程、柴华尚武、袁姜霍魏、何路齐安、靳席庞

卢、宁鲁雷辛、毕薛吕郜、郝林倪温、敬涂司史、杜严暴殷、蒲余洪扈、年骆付义、盛靖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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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区行政村概况

行政村 自然村

行政归属

清

（保）

民国

（区）

１９５０
（区）

１９５４
（区）

１９５８
（公社）

１９６２
（区）

１９６６
（公社）

１９８４
（乡）

１９９３
（镇）

备注

大刘庄 大刘庄
禹州

紫金里
禹县七

禹县

古城
七 坡胡 后河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陶楼 陶楼
禹州

紫金里
禹县七

禹县

古城
七 坡胡 后河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８６年从白庄析
置

白庄
白庄

汪庄

禹州

紫金里
禹县七

禹县

古城
七 坡胡 后河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窑口

窑口

贾庄

孙庄

禹州

紫金里
禹县七

禹县

古城
七 坡胡 后河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海子李 海子李 崇孝 二 五 七 坡胡 后河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８１年从小李庄
析置

小李庄 小李庄 崇孝 二 五 七 坡胡 后河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水磨河
水磨河

河北张
丰和 二 五 七 坡胡 后河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石庙杨 石庙杨 丰和 二 五 七 坡胡 后河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７５年从盛寨析
置

苏楼
苏楼

杨庄
崇孝 二 五 七 坡胡 后河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７５年从盛寨析
置

盛寨 盛寨 崇孝 二 五 七 坡胡 后河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买桥 买桥 崇孝 二 五 七 坡胡 后河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８１年从小李庄
析置

尹刘 尹刘 崇孝 二 五 七 坡胡 后河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张庄 张庄 崇孝 二 五 七 坡胡 后河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８１年从尹刘析
置

孟排

孟排

北小庄

西小庄

南小庄

崇孝 二 五 七 坡胡 后河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营张

营张

小张庄

西张庄

崇孝 二 五 五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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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行政村 自然村

行政归属

清

（保）

民国

（区）

１９５０
（区）

１９５４
（区）

１９５８
（公社）

１９６２
（区）

１９６６
（公社）

１９８４
（乡）

１９９３
（镇）

备注

西刘 西刘 丰和 二 五 五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东留 东留 丰和 二 五 五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坡李 坡李 丰和 二 五 五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翟道 翟道 崇孝 二 五 五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８４从坡李析置

牛郑 牛郑 崇孝 二 五 五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７６从坡李析置

石桥刘 石桥刘 丰和 二 五 七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拐河杨 拐河杨 丰和 二 五 七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新庄坡 新庄坡 崇孝 二 五 五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东胡 东胡 丰和 二 五 五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坡马 坡马 丰和 二 五 五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坡张 坡张 丰和 二 五 五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坡东 坡东 丰和 二 五 五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坡中 坡中 丰和 二 五 五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坡西 坡西 丰和 二 五 五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王昌贺 王昌贺 守中 二 五 五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８５年从西杨析置

西杨 西杨 守中 二 五 五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东赵庄 东赵庄 守中 二 五 五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８５年从西杨析
置

苇园

王庄

苇园

宋堂

潘家

赵堂

守中 二 五 五 坡胡 和尚桥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５８年建大队

侯庄
侯庄

郭庄
守中 二 五 五 坡胡 和尚桥 坡胡 坡胡 坡胡

１９６６年从王庄析
置

王昌贺行政村

王昌贺村有３个村民小组，２２０户，９０１人，其中男４５２人、女４４９人。有土地６５０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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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可耕地５１０亩。
王昌贺及其亲属，跟随其祖先于明末清初，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此，后以先祖王昌

贺姓名为村名。新中国成立后隶属西杨大队的一个自然村，１９８５年从西杨析出，成立王昌
贺行政村。几百年来，村民一直保持农耕传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历尽千辛万苦，仍

挣扎在贫困线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都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连续三年获得 “长葛市经济发展强村”荣誉称号。

农业　村原有机井６眼，没有水渠，现有机井１０眼，全部配套深井水泵，地埋灌溉管
道１０００多米，５天即可灌溉一遍。现主要种植的粮食作物为小麦和玉米。原小麦亩产６００～
８００斤。如今亩产可达到１２００斤。从２００８年至今，村委会出资使全村实现统一耕耙土地、
统一机器收割、统一秸秆还田、统一供应种子、化肥、农药。

工业　村以人造纤维板和机械制造加工为特色的私营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现有小铸造

许昌众和催化剂公司

厂１２家，机械加工个体户５１户。有支部
书记王保卿投资１０００万元创办的许昌市
众和催化剂有限公司，村主任王志锋投资

２０００万元的河南富加利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副书记王有红投资１５亿元的河南恒
源木业有限公司，还引进外资 ５０００万元
筹建的益达众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２０１２
年全村向国家交纳税金８０６万元，连续三
年夺得全镇纳税第一名。

村镇建设　１９８８年，村自筹资金 ２０
多万元，将三条主街道修建成柏油马路；

２００９年又筹资４０多万元将全村所有街道
全部修建成３０００米长水泥路；铺设了１０００多米供水管道，全村街道两旁栽种了１０００棵凯
特杏树、３００棵大叶女贞树、２００棵红叶李树。在健身广场四周栽种了１０００株黄杨、１０００
株冬青、１０棵垂柳，使村容村貌得到改善，成为坡胡镇生态文明村。

村民生活　全村村民都吃上了放心的自来水。改造臭水坑，填平水泥硬化后，购置安装
了十几种健身活动器材，建成了２０００多平方米健身娱乐休闲广场；建立有图书室，购置锣
鼓铜器，组成盘鼓队；购置棋牌、麻将机、桌椅板凳，成立了老年活动中心；发动村里企业

家捐资成立了昌贺希望教育基金会，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也帮助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

利完成学业。每年春节，村里都会拿出一定现金分给全体村民，另外购买大米、食用油，慰

问全村７０岁以上的老人，让他们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苇园行政村

苇园村位于长葛市西，坡胡镇东，有８个村民组，２０４３人，其中男１１１０人，女９３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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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积约为１８５４亩，其中耕地面积约１３１０亩。
苇园村辖５个自然村，分别是王庄、苇园、赵堂、宋堂、潘家 。王庄自然村源自清

代，基于当时原因，其中王姓少数迁出于本镇王昌贺村、和尚桥镇贾庄村，王庄村现保存一

处比较完整的王家祠堂，修建于１９１８年左右；苇园自然村清代由中岳店张姓迁入；赵堂自
然村，据老年人传说二百多年前兄弟三人分别居住本镇东赵庄、赵堂和石固镇寺后赵。这几

个自然村之间联系渐近，加上人丁兴旺，王姓、张姓较多，所以人们惯称王庄村、苇园村。

１９５０年初，成立了村农民协会，简称农会。南边苇园、宋堂、赵堂、潘家 为一个农会；

北边王庄、郭庄、侯庄为一个农会。１９５２年土改，苇园、王庄、赵堂、潘家 、宋堂为一

个村。１９５８年，五个自然村全称王庄村，隶属于坡胡人民公社。于１９８８年又改为苇园村。
为了发展农业，过去打机井１３眼，近几年新打机井８眼，现共有机井２１眼；农业种

植，以前主要有小麦、玉米、谷子、红薯、大豆及其他小杂粮。经济作物主要为烟叶，也有

少量的油菜、芝麻、花生、西瓜等。现在主要以小麦、玉米为主。

村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以孵小鸡、纺织、编织、食品加工为主。随着村内经济发展，逐
渐兴起建筑配件加工、汽车配件加工、农机配件加工、铸造、养殖、运输、服装厂等３４余
家企业。

１９７９年，村统一规划，盖起比较规范的砖瓦结构排房，２０００年后，在砖瓦结构的基础
上，又建起了整齐化的砖混结构平房、楼房。２００７年投资二十几万元建起了村委大院。为
改善村容村貌，修建垃圾池，定期清理。２００９年投资数万元为村民提供安全饮水，筹资４０
多万元，修建村内南北大道一条，一、八组道路水泥硬化约２公里，使村民出行方便。

现在群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提高，每到晚饭后，有许多群众到广场跳跳

舞，并不时有戏迷演出，丰富了村民的文化娱乐生活；据统计全村有空调８６０余部、冰箱
４５０余台、各种电视机９００余台、电脑４４０余台、手机１６９０余部、面包车轿车１５０多辆，其
他交通工具１３００余辆。
１９９５年韦园村获得长葛市乡镇企业强村称号；１９９６年韦园村获得长葛市 “小康村”称

号；２０００年韦园村获得长葛市治安模范村称号；２００１年韦园村获得长葛市 “文明村”称

号。

侯庄行政村

侯庄村位于坡胡镇东部４５公里处，有侯庄、郭庄两个自然村，６个村民小组，１８２０
人，其中男９３０人，女８９０人。村落占地２４３亩，拥有耕地面积２３００亩。村设小学一处。

据传，清初，侯姓兄弟三人迁此定居，故名侯庄。清初，新郑县郭寨沟郭继孔流落至

此，后子孙繁衍成村，故名郭庄。１９５８年归王庄大队，隶属坡胡公社，１９６２年划归和尚桥
区，１９６６年划归坡胡公社，并从王庄析出，建立侯庄大队 （包括郭庄），１９８３年１２月改为
侯庄村。

农业　主要粮食作物为小麦和玉米，以前有种植经济作物棉花和油菜，现在已无。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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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机井１０眼。
工副业　１９８５年前以孵化小鸡、运输、磨豆腐为主，还有部分村民捕捞鱼虾。现主要

为铸造和机械加工，其中铸造３家，机械加工７家。副业主要为养殖业，村内有养猪场３
家，超市３家。
２０１１年，村内先后修筑水泥路三条。村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空调、冰箱、电视、电

脑、手机等家用电器已普及。个别贫困家庭，也已经享受到了低保等优惠政策。村内机动车

已有上百辆。

西杨行政村

西杨村位于长葛市西，坡胡镇东，Ｓ３２５省道贯穿东西，有４个村民组，１７００多口人，
村总面积３６００多亩，可耕地８００余亩，东与苇园村接壤，西与坡马村相接，南与王昌贺村
相连，村北跨越公路与新庄坡村相邻。村设小学一处。

据传，杨姓于明朝初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此，已经历二十六代，取名 “杨庄”。又因

一条暖泉河自西向东穿村而过，每逢雨季，河水汹涌流向村外，河床扩至几十丈宽，形似

“小海”，因此，周围村民也称 “杨庄”为 “海子杨”。１９４０年前后的国民政府，为加强地
方统治，便于管理的需要，把位于中岳店西边的杨庄定名为 “西杨村”。

西杨过去以打造铁器、农具闻名。清朝末年，方圆几十里乃至百里以外的农户都争相购

买杨庄杨氏的铁器农具。一到备耕农忙季节，村内的几家铁匠铺打造的农具，常供不应求，

特别是上代的杨老三，下代的杨老四打造的农具是农具中的上品，备受青睐。在不断发展农

业的同时，依靠小小的铁匠炉越烧越旺。锻造、机械加工、精密铸钢等产业蓬勃发展起来，

现以铸造为龙头的企业达７６家；以机械加工为主的企业２０多家，年产值达１４０００万元。产
品远销全国各地。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几千人，由此带动了运输业、服务行业、餐饮食品和

商业经济的大发展，成为省内外远近闻名的机械加工基地。

社会事业蓬勃发展。民国时期，村里就办起了 “私”学。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发展迅

速，先后办起小学、中学，１９７５年还办起高中，现学校盖起了明亮、宽敞、美丽的教学楼，
成了市标准化学校。建成标准化村级卫生室，增添器材，丰富了药品，使村民小病不出村，

大病早治疗，健康得到保障。建起委会大院既办公室，又是村民休闲娱乐的场所，同时还建

起村民文体活动中心，现代化的灯光球场，各种样式的活动器材一应俱全，流行的广场舞

场，固定的戏剧大舞台，供村民休闲、锻炼。

昔日，西杨前后两条泥泞街道，坑洼不平，现在随新农村建设的步伐，村两委和群众慷

慨解囊，踊跃集资，建起了笔直宽广、横三竖二的水泥硬化大道，楼房林立的村民住宅前后

的小街小巷也进行了硬化，大汽车，小汽车川流不息，广大群众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东赵庄行政村

东赵庄村有４个村民小组，８００口人，其中男性４２０人，女性３８０人。全村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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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０亩，耕地面积６８０亩。
明朝初年，赵氏兄弟由山西洪洞县来到此地，见北边和东边各有一条河，水利条件好，

就住下了。后来，赵氏二弟又迁至北赵堂立户。老大在本村立户，因村址在中岳店西面，所

以后来就叫西赵庄。明末清初，合寨李李氏也搬迁过来，石固杨氏也搬迁过来，郑氏、贾氏

相继搬迁而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小村庄。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８年，西赵庄、西杨、王昌贺村成
立西杨公社。１９５８年８月至１９６１年８月，西赵庄村隶属坡胡人民公社西杨管理区，西赵庄
村归西杨大队，西赵庄村为７、８、９生产队。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取消人民公社为乡，原大队改
为行政村，西杨大队分为西杨村、西赵庄村、王昌贺村，１９８５年西赵庄村从西杨行政村析
出时，因重名，以其位置在坡胡乡东部，更名为东赵庄村。

全村共有老机井８眼，２０１４年新打３眼。１９８０年以前主要农作物：玉米、小麦、红薯、
烟叶等，现在全部是一年两季小麦和玉米。

１９８５年前，工副业有孵化小鸡、编织、废品回收、运输等。１９８５年后由西杨大队分给
西赵庄村机械加工厂，一个仅有１５个工人的小厂，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现已发展中
小企业１２家，小超市３家。

随着经济收入逐年提高，村民衣食住行有了很大变化，户户有太阳能、冰箱、电视、电

脑、手机等，交通工具也有了很大变化，由自行车变成了摩托车、电动车、面包车和小轿

车。全村现有面包车、小轿车４０多辆，村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
１９８４年，建设村室一处。２００５年，新修水泥路２公里。２０１２年５月，全村通上自来水。

２０１４年，新建村委会办公室。

新庄坡行政村

清中期，附近居民迁此建村，因村属新建且居荒坡之中，故名新庄坡村。

新庄坡村有８个村民组，２３００口人，耕地面积２２６６亩，村占地面积６００亩。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村主要以种植、养殖为主，经济作物西瓜、葡萄连片种植，养鸡、

鸭、长毛兔多达一百多家。以后，村大力发展机械加工业、铸造业，目前，铸造厂达２０多
家。

村农业基础设施比较完善，过去有机井１４眼，２０１４年增加到２６眼，灌溉设施配套整
齐，田地四周挖有排水沟，基本上达到了块块都能浇，旱涝保丰收。

村里建起了图书室，方便群众读书看报。村主要大街进行了水泥硬化，安装了路灯，路

两旁栽植了常绿树木，环境优美。村民们也建起了一座座楼房，平时在厂里上班，农忙时在

田间忙农活。２０１４年，村民拥有私家车近百辆，基本上户户拥有空调、彩电，生活富足。
村投资建起了幼儿园，方便幼儿入学。卫生室设备不断完善，超市商品充足，群众生活方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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