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胡行政村

东胡村位于坡胡镇东一公里处，６个村民组，４７３户，１７２３口人，其中男性９１０人，女
性８１３人。全村总面积１９７９亩，村落占地４２０２亩，可耕地１５５８８亩。姓氏以胡姓为主，
经明清两朝，相继有杨、贾、牛、武、赵、王、刘、任、张等姓氏在东胡村落户。今有胡、

杨、贾、任、张五姓。

东胡村建于元朝，盛于明清，据东胡村胡氏家谱记载，胡氏为固始县元末兵乱迁入此

地，原名为小胡庄，因居坡胡以东，后更名为东胡村。

东胡村自古至今，以农业为本。积极拓宽土地面积，发展粮食生产，历代以小麦、谷

子、高粱为主，近代发展玉米、红薯。蔬菜以白菜、白萝卜、辣椒为主。历史上东胡村的辣

椒有名，招来河南、山东客商抢购；大白菜也远近闻名，在无梁集市上独占鳌头。１９８０年
后一直担负着为长葛市培育小麦、玉米良种任务，每年种植面积８００亩以上，是名副其实的
良种培育基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村两委带领全村村民致力于生产条件的改善，从农田
水利着手，打井、挖渠、铺埋地下管道，１９９３年水利局还在本村８００多亩地搞网络灌溉高
效示范区，埋网络地埋塑料硬管５０００多米；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在镇万亩高效示范园内新打机
井、修桥涵、修路植树。现有深１００米以上机井１３眼，１００米以下２０眼。全村科学种田，
调整农业种植结构，耕、种、收实现机械化，多次被市、镇评为粮食高产、科学种田和结构

调整先进单位。

东胡村发展环境优越，村西一公里就是镇政府所在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县电业局、种
子公司就在本村设立分支部门，９０年代至今，先后招引外资，办工厂９家，个体商户７０多
家。种类有：铸造、机械加工、化工、食品机械、塑料制品、锅炉制造、冶炼、汽车维修、

美容、超市、五金电器等。

文化教育是东胡村的传统，历史悠久。早在明朝，东胡村就非常重视教育，有名的儒学

家胡明宇桃李满天下，官至山东昌乐县教谕。历代相传，文人层出不尽。新中国成立后，村

两委更加重视文化教育，竭尽力量办学，先后办有小学、初中、高中班，教学成绩突出，

１９８０年被长葛县评为先进学校，１９９３年被河南省教委确定为 “农村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示范

区”。自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以来，大中专毕业生达１６０多人，还有博士研究生５名、硕士研究
生６名、出国留学生５名，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

医药卫生历史悠久，早在清朝中期，名医胡天德，医术高超，济世救人，名扬乡里，传

世数代。１９６６年成立东胡村卫生室，历经几十年的变迁、改造，现已成为一所功能完备的
村级卫生所，使村民小病不出村，有病及时看。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村基础设施建设。１９７５年以来，先后三次进行新村规划，拓宽村道７
条，修挖排水硬渠６０００多米，修水泥路２６公里。经三轮排房建设，现楼房户占总户的
８０％以上；完善村室建设，建有图书室、文化大院、文化健身活动广场。１９９５年被长葛市
授予先进党组织，１９９６年被长葛市委政府命名为 “文明村”，１９９７年被命名为 “小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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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被许昌市命名为 “文明村镇”。

拐河杨行政村

拐河杨村有１２个村民小组，２３９８人，其中男１２５８人，女１１４０人，占地面积为约２８８５
亩，其中耕地面积约２４０５亩。

拐河杨村源自清初的两户人家：东头一户姓王，西头一户姓杨。他们沿弯曲的小河而

居，故东叫拐河王，西叫拐河杨。两姓之间联系密切，加上杨姓人丁兴旺，故人们惯称拐河

杨。至清代嘉庆年间，上报官府，正式命名为拐河杨村。

１９４９年拐河杨、东胡和坡马三村成立东胡乡，１９５２年后析出。１９５８年成立拐河杨大队
隶属于坡胡人民公社，１９８３年改为拐河杨村。

农业　过去打机井１６眼，近几年又新打机井２２眼，现共有机井３８眼。在种植方面，
以前主要有小麦、玉米、高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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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瓜、西瓜等。现在主要种植小麦、玉米。

工副业　１９８５年前，有食品加工、机械加工、塑料编织、砖瓦窑、运输、建筑、家具
制作、废品收购等。随着村内经济发展，逐渐兴办起天诚化工，长丰汽车配件，通达建筑机

械配件。铸造业、养殖业、种植业等３０余家企业。
１９７９年前后，村统一规划，建起了比较规范的砖瓦结构的排房。后来，由于村民物质

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砖瓦结构的基础上，又建起了整齐化的水泥结构平房。２０１４年投资３５
万余元建起了村委大院，设有村级图书室，老年活动室，活动广场 （广场上有健身器材，

乒乓球台，篮球架等）。为适应农村教育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本村小学与石桥刘小学

合并，投资２０多万元新建石河小学；为改善村容风貌，修建垃圾集中处理池，定期清理，
同时投资１５万余元为村民提供生活用水；投入８０余万元修建村内和村外水泥路，硬化约
５２公里，使村民出行更方便。

群众文化生活　本村过去有舞狮队，历史悠久，曾驰名全县。２０１１年获得全县第一。
现建有盘鼓队、文化广场，每到晚饭后，有许多人到广场跳广场舞，并不时有戏迷演出，丰

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群众的物质生活也有了极大的提高，据统计全村有空调１１００余部，
冰箱６９０余台，各种电视机１２００余台，电脑５００余台，手机１８９０余个，拥有各种交通工具
１５００余辆。

坡东社区居民委员会

坡东社区居民委员会在距长葛市区１０公里处，东与东胡村毗邻，西与坡中社区居民委
员会接壤，北靠拐河杨村，南接坡张村，辖８个村民小组，５７６户，２２６８口人，１６３６亩耕
地。村设长葛市第二十二中、坡胡镇第一幼儿园。

坡胡村源于汉代，盛于元、明、清代，根据坡胡胡氏明代隆庆六年创修宗祠记载，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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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胡氏家族人丁兴旺，百业俱兴，特别是胡家大院，远近闻名。清中后期以前叫胡家

庄，后改为坡胡村。１９５６年在此设立乡政府，１９５８年成立人民公社，１９８３年变为坡胡乡，
１９９３年改为坡胡镇。１９５８年坡胡村分为三个生产大队 （坡东大队、坡中大队、坡西大队），

１９８３年改为三个行政村，坡东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其中一个行政村。
村盛产小麦、玉米、大豆、红薯、辣椒等作物。１９５０年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村致

力于农业发展和狠抓生产条件的改善，使全村２２眼机井实现了井房、机电、护井田配套。
地埋电力线１００００米，灌溉塑料管道８０００米，使全村耕地旱涝保丰收。全村实现耕、种、
收机械现代化。科学种田，农技推广，调整农业结构使粮食亩产在１９７５年就达到１０００斤，
现在已经超吨，人均收入达到１００００多元，连续２０多年为全镇农业先进单位。

村发展环境优越，作为乡镇政府所在地，对坡东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文化发展、社会稳

定、经济繁荣、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改革开放后，村 “两委”狠抓新村建

设，开发沿彭花公路两边商品一条街，改造新挖排水渠３５００米，铺设柏油道路６０００米。村
民经两轮新宅建设达总户９５％以上。全村街道整齐，路面平坦，灯光通明，商铺林立，一
派城镇景象。

企业商贸发达。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商贸发展迅速，目前村内有１８个规模企业、１００
多个遍布全村的家庭作坊。行业门类有：农机配件、铸造、机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建

筑建材、养殖等，企业总投资２０００多万元，从企人员３００余人，年产值９０００多万元。
经济发展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１９８７年起，先后建设了坡胡一中、坡东小学、村委

大院、休闲广场，美化、绿化街道，使新农村建设上了一个新的台阶。１９８９年被许昌市委、
市政府命名为 “文明村”，１９９７年被长葛市命名为 “小康村”。

文化大院始建于１９９６年，经过几年的逐步完善，现集 “两委”办公、计划生育学校、

党建活动室为一体的综合大院，２００８年建立国家级 “农村书屋”示范点，图书３２００册。
２００８年又成立戏迷乐园，参加者除了本村爱好者，还有村外爱好者达３０多人，逢一、三、
五晚上在乐园排演节目，招来众多村民观看，还经常到外地演出，受到村民好评。２００３年，
投资１０万元，在村部对面建占地２２００平方米的文化休闲广场。场内设有篮球场、旱冰场，
２４台健身器材，成为村民早晚娱乐、休闲、活动健身的好去处。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多数家庭用品用具发生了很大变化，更新换代很快，截至２０１４年
底，全村共有空调２５３部，电冰箱３２０台，洗衣机５６８台，电视机８８５台，电脑３１０台。儿
童玩具多更新为现代电子玩具，市场上电子玩具品类齐全，琳琅满目。

坡马行政村

坡马村位于镇政府东２公里处，有６个村民小组，１７４５口人，其中男性公民８８３人、女
性公民８６２人。地域面积广阔，其中有耕地面积１４３０亩，村庄占地３８２亩，绿色覆盖面积
占总面积的６０％。村设小学一处。

清顺治年间，马姓由石固镇大马村西迁荒坡建村，始名西坡，后刘、周姓迁入，因马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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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先，改称坡马。

工副业　１９８５年前，有村办机械厂１个，组办机械加工作坊３个，还有运输、建筑、
孵化小鸡、竹编、食品加工、木工活、磨面等。经三十多年的发展，现全村私营企业１８家，
上规模企业３家，资产都上亿元，千万元资产６家。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王信成投资８千多
万元建成的诚成圈业有限公司、刘长军投资１２亿元建成的方鼎精密锻造有限公司，刘志军
投资８００多万元建成的瑞港机械有限公司、马绍刚投资５００多万元建成的美天门业有限公
司。

农业　以粮食生产为主。村有老机井深１００米以上９眼，２０１２年农开办打８０米深井４
眼，２０１４年农开办打１００米深井７眼，有地埋管５０００米。以前主要农作物有玉米、小麦、
红薯，经济作物有烟叶、棉花、药材、大葱。现在主要是小麦、玉米。

２００６年，村筹措资金将土路修为水泥路３５公里，两边都有边沟，大小街道都得到统
一改造硬化。过去是不成排的草房、小瓦房，变成现在住楼房或平房，家家户户是干净明亮

的居住环境。

２００５年３月投资６０多万元，建１２００平方米东马小学教学楼，学校环境优美，像一个小
花园，干净整洁；２０１２年２月建了１００平方米村委办公房。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７６户村民用上
了自来水。

群众生活　从过去吃不饱肚子到现在的吃饱吃好，荤素搭配，合理膳食的小康生活。打
工回来到广场上跳舞、打球锻炼身体，生活过得美滋美味。全村由１９８３年前无一台家用电
器，发展到７０％的农户用上了空调、太阳能、热水器、冰箱等，１００％农户都看上了彩电，
有５０％的户装上电脑；全村有家用小轿车１３６辆，运输汽车１２辆，青年人由过去出行骑自
行车变成现在出门开轿车、骑摩托车、电动车。人人有不同型号３Ｇ、４Ｇ手机，在家不动都
能挣钱。连六七十岁老人都拿着手机当收录音机听音乐、戏曲。制定完善 《村规民约》，深

入开展公民道德教育、道德评议，每年开展 “和谐家庭” “十佳好婆婆” “十佳好媳妇”

“十佳好儿女”等评比活动，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都取得显著成绩。

村内有１座关帝庙，约三百年历史，于２００２年翻修。

坡张行政村

坡张村位于后榆线坡胡镇南１５公里处，有１０个村民小组，总人口２０１６人，男性公民
９５１人，女性公民１０６５人。全村耕地面积２３６０余亩，村落占地面积４００亩。村设小学一处。

约在明弘治年间，张姓先祖由密县迁此荒坡建村，取名坡张，已有约五百年历史。清朝

有名商张含万、民国有金融专家张百襄、模范共产党员张有年都是坡胡村人。

为防涝灾在村西修筑大河渠一条，后榆公路坡张桥建在这条河上。村原有机井２２眼，
２０１４年又新打机井１４眼，路两旁有渠，渠上有桥，路旁树成荫。

农业生产　主要以小麦、玉米种植为主，经济作物种植烟叶、棉花、油料、南星、附
子、白芷等，芦笋为本村特色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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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副业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建有胶厂、丝厂、木业社。１９７２年建机械加工厂，１９７６年
村多方筹资建棉纺加工厂。２０１４年有铸造厂３个、活性炭厂１个、锻压厂１个，车床加工户
３６户，便民超市、商店５个。

村镇建设　１９７７年，村进行统一规划，至今与后榆线贯通，村内道路进行了硬化，排
水渠进行了修建，村内主干道路架设路灯，解决了群众晚间出行难问题。

村民文化生活，以前有村曲剧团，后停办，的２０００年后又建一个戏迷乐园。２０１０年，
筹资６万元修建文化广场一处，舞狮团队两个，活跃村文化生活；村民衣食住行发生很大变
化，现拥有家用空调３６０台，冰箱３００台，电视机５００台，电脑３００台，手机１０００部，拥
有大小汽车１３０辆。

牛郑行政村

牛郑村位于坡胡镇南２５公里处，村落占地面积７０亩，耕地面积４００亩，总人口３３０
人，其中男１７０人，女１６０人。

清初，从外地逃荒要饭走到这里的人，一家姓牛，一家姓郑，在此落户建村，后取名牛

郑。１９５３年，与坡张、东胡、坡马村成为了一个乡；１９５８年又和坡李、翟道村成为了一个
大队；１９７６年从坡李析出，建立牛郑大队，１９８４年改为牛郑村。
１９７５年，村里建了一个铁匠炉，专做专修各种农业生产工具，对外搞加工，另外做农

机配件，销往全国各地。村还有机械厂，生产各种配件。后又建一座砖瓦窑，专门烧砖烧

瓦，供本村建设房屋使用，也销售外村。１９７９年，创建一个卷烟厂、一个毛巾被单厂、皮
革厂等。由于本村劳力少，吸纳不少外村劳力来本村打工。现今有机械加工厂、活性炭厂

等。

村镇建设，过去村貌特别落后，破草房多，破土墙多。１９７８年统一规划，建成规范整
齐的排房。许昌地区工作人员陈平生、李水荣亲自驻村搞两建五改，使村面貌焕然一新。

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建村委办公室五间；２００１年修建牛郑至坡胡长达２０００米油路；２００６年２
次重修柏油路；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在村东北角镇建水利服务站；２０１３年，安装一台较大的
变压器，解决用电问题。

坡李行政村

坡李村辖６个村民小组，２３６户，１０３０口人，男性公民６２０人，女性公民４１０人，耕地
１１７２亩。村庄占地２４０亩宅基２６０处，企业占地８０亩。

清初，李姓迁此建村，因村居小洪河坡地之内，故名坡李，已有３００多年历史。
１９５０年后，村党支部、村委会带领全村村民致力于农业发展和狠抓生产条件的改善，

使全村２２眼机井实现了井房、机电、护井田配套。深埋地埋电力线４０００米，使全村耕地旱
涝保丰收。全村实现耕、种、收机械现代化。人均收入达到４０００多元，连续２０多年为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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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先进单位。

村内有１０余家规模企业，行业门类有：农机配件、铸造、机械加工、化工、餐饮、建
筑建材等，企业总投资３０００多万元。

新村建设上，改造新挖排水渠３５００米，铺设柏油及水泥道路６０００余米。村民经两轮新
宅建设达总户９５％以上。全村街道整齐，路面平坦。文化大院始建于２００８年，经过几年的
逐步完善，已建成集 “两委”办公、计划生育学校、党建活动室为一体的综合大院，２００８
年建立国家级 “农村书屋”示范点，存图书１２００册。同年，投资１０万元，在村部门口建占
地２１００平方米的文化休闲广场。场内设有篮球场、旱冰场，１８台健身器材，成为村民早晚
娱乐、休闲、活动健身的好去处。

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全村共有空调２５８部，电冰箱２１７台，洗衣机２２７台，电视机３７８台，
电脑２５６台，手机８１３部，小汽车１００余辆，儿童现代玩具充满市场，应有尽有。
２００８年被许昌市评为文明村镇和先进党组织。

坡西社区居民委员会

坡西社区居民委员会，距镇政府约２００米处，东邻坡中，西邻营张，南接牛郑、翟道，
北界石桥刘，占地面积３２６８３０平方米，耕地面积７０５６８６平方米。全村８个村民组，４７５户，
１９５６人，其中男性９１８人，女性１０３８人。

坡西与坡中、坡东原为一个自然村。明朝初期，胡姓由山西洪洞 （一说自江西太和）

迁来，始建村落。清朝时，李、张、王、赵陆续迁入，繁衍发展，形成后来的坡胡街，现在

人口已达六千余人。清咸丰十年，坡胡打起了寨，坡胡寨把坡胡村分成了东西两部分，寨里

（现在的坡西、坡中）和东关。清朝和民国前期，坡胡属长葛县丰和保 （当时全县分十二

保），治所在石固。１９４２年，全县设十二个乡镇，坡胡仍属丰和乡，为长葛县丰和乡坡胡
保。

建国后土改时，设立坡胡乡，先属四区后河，后属五区石固。坡胡街成立一个农会，下

设三个分会，东关为一分会，寨里沿中间大街一分为二，北边为二分会，南边为三分会，历

经互助组、合作化，１９５８年成立坡胡人民公社，坡胡街分为坡西、坡中、坡东三个生产大
队。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公社改为乡镇，大队改为村民委员会。

农业生产历史上直至上世纪８０年代，都以粮食生产为主，主要种植小麦、玉米、红薯、
还有高粱、谷子、大豆等。经济作物以烟叶为主，兼种药材、蔬菜。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

渐趋于单一的粮食生产，夏季小麦，秋季玉米，亩产都达千斤以上。

农田水利，历来都以井灌为主。上世纪５０年代以前，田间多为砖圈井，还有部分土井，
提水工具是沿用两千多年的辘轳，灌溉能力十分低下。５０年代后期，合作化、人民公社时，
田间又新打了一些圈井，土井被淘汰填没。辘轳逐渐为水车 （水机）所代替，灌溉能力有

所提高。６０年代中期，农村通了电，浇地用上了水泵。７０～９０年代，随着地下水位的不断
下降，圈井变成了机井、深井，水泵也由离心水泵换成了深井水泵，灌溉能力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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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世纪初，全村１７１１亩耕地，共有深井１９眼，地埋管道５０００多米，井上机电配套齐全，
实现了农田块块能浇。如今，经过国家万亩粮田高效示范方工程的实施，全村１５５０亩耕地
上，共有机井３９眼，地埋管道９０００多米，平均４０～５０亩地一眼井，配套齐全，设施先进，
天旱时７～１０天普浇一遍。土地集中流转后，又增添了多台喷灌设备，真可谓 “最后一公

里，水流到田头，设施配套齐，旱涝保丰收”。

耕作上，上世纪７０年代以前，从种到收全部靠人工和畜力，８０年代耕耙实现了机械
化，播种、收获基本靠人工。９０年代至本世纪初，小麦的播种、收获逐步实现了机械化，
玉米的播种收获开始向半机械化过渡。如今，麦秋两季的耕种收获全部实现了机械化。

改革开放以前，村里工业、副业不多，生产队有一些农机配件加工业，产值很低，从业

人员也很少。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副业有了较大发展，主要以铸造、农机配件生产、化工

（活性炭）生产和建筑业为主，逐步超过了农业产值，安排大量剩余劳力进厂务工，使群众

收入大幅度增加，进入新世纪以后，工业、副业更是兴旺发达，新增汽车配件、农机制造、

氧化铁脱硫剂生产。２０１４年，全村有企业１７家，其中机械企业９家，化工企业８家。
村镇建设　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前，各户只在自己原有的宅基地上建房盖屋，村里也没什

么规划。８０年代，和乡里规划同步，村里也有了规划，主体是一家三代五六口人独家院落
的排房建设，房屋大多是砖木结构的瓦房。经过三十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现在东西四条主

街 （含长无公路）、南北四条主苍的四纵四横格局，房屋正由砖木结构的瓦房向砖混结构的

楼房过渡。２０１１年，各街道又进行了水泥路面硬化。当下，村内通行便利、环境卫生、特
别是长无公路两侧大街，更是店铺林立，百业兴旺，十分繁华。

历史上，村里有一个铜器社，有大鼓两面，铜锣七八面，大铙四对、大镲四对，还有簧

鼓、小铙、小镲、小锣等。逢年过节过会都会在街上演出，是村民冬闲和年节时的主要娱乐

活动。改革开放后，铜器社又添置了狮子、腰鼓、竹马、旱船等。进入新世纪后，又增加了

盘鼓队，每逢春节、灯节，狮子、铜器、竹马、旱船、盘鼓巡街表演，万人空巷，热闹非

凡。每年灯节，还到县城表演。时下，村里建有图书阅览室一个，存书１３００余册，有报刊
杂志十余种，健身小广场一个，硬化面积２５０多平方米，有太空漫步机、太极轮等健身器材
十余种，闲暇时群众在此健身、跳舞、演唱、娱乐十分欢快。村里又成立了戏迷业余剧团，

文娱活动丰富多彩。

群众生活逐年提高，家用电器使用上，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前，村民生活基本不用电，只
有个别户用上了电灯，其他电器全无，“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是

少数有 “外汇” （指家中有人在外当干部、工人有工资收入）的人家才有的。８０年代，家
家户户用上了电灯，有了 “三转一响”，部分农户看上了电视，冒尖的户还看上了彩电。９０
年代，新的 “三转一响” （摩托车、电风扇、洗衣机、彩色电视）代替了旧的 “三转一

响”。２０００年以后，原属高级奢侈品的冰箱、空调也走进了普通百姓家。现在家家户户都有
彩电、冰箱、空调，８０％的户有电脑。交通方面，家家户户都有电动车、摩托车和三轮车，
部分农户还坐上了小汽车。除个别老年人不会用外，成年人个个都有手机，有的十几岁的学

生也有，能通话、能上网、能打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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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中社区居民委员会

坡中社区居民委员会有９个村民组，５２０户，２０６７口人，可耕地１６１８亩，村庄占地３２６
亩，企业占地７５亩。村设小学一处。

坡中社区居民委员会原为坡胡村，１９５８年坡胡村建立３个生产大队，坡胡村中部为坡
中大队，１９８３年改为坡中社区居民委员会至今。

水利有老机井２８眼，２００８年后新增８０米机井１０眼，１００米以上有５眼，有地埋管
７０００米。以前主要农作物有玉米、小麦、红薯。止２０１４年，全部是一年两季，小麦、玉
米。

林业，主要栽种桐树、杨树，２０１４年３月份栽种有少量核桃树、绿化树。
１９６０年，大队有农机修造厂，工人有 ６３名，主要生产柴油机和手扶拖拉机配件。，

２０１４年全村发展企业１２家，规模以上企业４家。上千万资产企业１家，五百万资产的１家。
企业主要生产汽配、建筑机械、高压电器等，销往全国各地，有些间接性出口。

２０００年以前，全社区人出门走路如跳坑，下雨走路满身泥。２０１１年，筹措资金４０多万
元将土路修为３公里的水泥路，两边都有边沟，大小街道都得到统一改造硬化，使村民出行
变得方便快捷。村民由过去住不成排的草房、小瓦房，变成现在住楼房或平房，居住条件、

环境得到改善。１９７５年，建坡胡 “五七”高中分校，１９７７年停办；１９８２年设坡胡联中；
２００５年投资１００多万元，在原来学校的基础上，建设４０００多平方坡中小学教学楼及办公楼。

村民从过去吃不饱肚子到现在的吃饱吃好的小康生活，打工回来到休闲广场跳舞、打球

锻炼身体，生活过得有滋有味。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家家户户吃上了安全干净的自来水。村民出
行骑自行车变成现在出门开轿车、骑摩托车、电动车。家家有电冰箱，人人有不同型号３Ｇ、
４Ｇ手机，在家不动都能挣钱。连七八十岁老人都拿着手机当收录音机放着音乐、听着戏曲。

石桥刘行政村

石桥刘村有７个村民小组，４６７户，２０８５人，其中男性１０４０人，女性１０４５人，耕地面
积１５６０亩。

石桥刘村的名字来源于村东头红石桥，这座桥是由一块巨大的石头修成的，因为这个桥

的兴修是本村姓刘的带的头，所以这个村就命名为石桥刘村。至于刘姓何时建桥，村里老人

都不知道，所以建村时间只有从李姓说起。本村人数最多的是李姓，占本村人数的１／３，于
明朝洪武年间，由山西省洪洞县迁往河南。清朝康熙年间，第一代李杰携其侄如程迁入本村

定居，至今已有１４世了。由此可知，石桥刘村庄的形成是在明末清初，距今有３５０多年的
历史。

水利建设，以前该村有机井１９眼，２０００年后，由于上级万亩粮田高效示范方工程的实
施，村内机井增加至２３眼，各项配套设施齐全，为群众提供了良好的农田灌溉条件。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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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历史上种植的农作物有：小麦、玉米、红薯、谷子、高粱、豆类。经济作物有：油

菜、芝麻、花生、棉花、烟叶。２０００年后主要粮食作物有小麦、玉米、红薯、豆类。
石桥刘村以前只有手工业，新中国成立后，村办企业逐步发展。１９５６年农业合作化，

村里组织铁匠、木匠成立副业组，加工生产铁、木制品。人民公社化后，村里办起了村办机

械厂，加工机械配件，个别生产队还建了糖色厂；１９７６年又建了预制厂，主要预制水泥楼
板、水泥门窗。１９７７年又建塑料厂。改革开放初期，村里为了建设新农村办起了砖瓦窑。
在村西地建了当时规模比较大的轮窑，每天都可装、出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村里

先后建了十几家民营经济企业，如蒲现甫的金帅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张德周的好佳机械厂、

李振东的阳升汽车配件厂、时国记的棉纺织厂、许来勋的远东电器有限公司、李记星的顺风

磨具厂、任进才的金桥铸造厂、任新民的机械厂、任国照的建筑配件厂等。

石桥刘村历史上既无集市，也无什么商业店铺。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
济收入逐年提高，商业也随着发展起来，现在共有商业超市４家：万家超市、伊甸园超市、
新合作超市、金苑超市。

石桥刘村过去村民的居住很简陋，成辈子住的是土坯草房，个别户住的是瓦房。现在保

存较好的有任国龄家的３００年的老瓦房和张全德的百年老屋。随着社会发展，村民的居住条
件发生了变化。１９７９年，村委会对村里进行街道规划，把凌乱的宅院规划得有条有理，规
划出了东西大街３条，南北大街３条，另有小巷１４条。街道两边架起了路灯，修起了排水
沟，栽了树。村民按照规划，扒掉凌乱无章的草房，盖起一排排的钢筋水泥结构的平房。有

不少的村民还盖起了两层楼房。

逢年过节，村民自发组织在街上搭秋千，组织拔河、打篮球等体育活动。节日期间，还

有踩高跷、玩竹马、划旱船、扯犟驴、扭秧歌、打花鼓的习惯。村民不仅喜爱文化、体育活

动，而且还热爱戏剧。每到冬季，村民们就自动组织起业余剧团，自导自演，解放前有

《孟母教子》《梁山伯与祝英台》 《三上轿》等剧目。新中国成立初期，村民在农会的领导

下，演出 《小女婿》《黄世仁》《小二黑结婚》。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演出 《沙家浜》《苦菜花》

等戏曲。后来，电影电视的普及，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丰富。２０１３年，村文化
大院建成后，各种运动器材让群众有了更好的锻炼去处。村民物质生活：建国前比较清苦，

早晚饭的糊涂是由红薯干面做成的，烙馍是红薯面或红薯渣面做的，吃玉米面饼子和玉米糁

糊涂的是极少数的富户。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 “耕者有其田”，村民们生活得到改善。９０
年代后早晚的糊涂变成了白面或大米稀饭，黑饼子变成了白烙馍，一年３６５天不吃粗粮。村
民的穿着也有很大变化，以前，村民靠纺棉织布穿衣，随着社会的进步，村民们穿的老粗布

衣服变成了如今的时尚衣服。在交通工具方面，过去是靠步行，条件好一点的是骑驴或骑

马，搬运货物全靠牛车、马车，运输很困难。后来，村民由步行变成了骑自行车。２０００年
后，家家几乎都有摩托车、电动车，不少人还买了面包车和小轿车。在家用电器方面，群众

家中基本上都用上了空调、冰箱、电视、电脑、手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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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道行政村

翟道村有村民４５９人，其中男２３４人，女２２５人。村庄占地面积１１０亩，耕地面积４２１
亩。

翟道村建村时间约有２００多年，最早是为了耕种方便，由坡胡村移居而来。由于村西有
个道观，道士姓翟，而取名翟道。

主要粮食作物有小麦、玉米，也兼种高粱、花生、红薯等，产量年年提高。林业生产以

泡桐、参天杨为主，也种植不少果树。过去村民都从事手工农业劳动，生活困苦。现人民生

活发生巨大变化，由过去的辛苦手工劳作，到今天的机械化耕种，劳动强度大大下降，粮食

产量大幅度提高。经济条件也有很大变化，过去是土井，后来也只有３眼机井，到今天已达
到块块有机井，实现了水利现代化，如遇旱情，十天之内确保能把农田全部浇灌一遍，保证

旱年也有好收成。

过去是落后的纯农业生产，１９８０年后，发展工业、副业、商业、服务业。２０１４年有个
体企业１５个，外出做生意１２家，主要企业有：胡华生的长葛市钰泽机械有限公司；胡留军
的长葛市双星铸造厂；胡福记的长葛市福记铸造厂；胡建国的机械加工厂；胡有才的机械加

工厂；胡富翔的机械加工厂；胡红军的机械公司。

村容村貌，过去是茅草房，路是泥泞路，房子不能遮挡风雨，经过统一规划，协作配

合，慢慢发展成整齐划一的排房，且大多数为水泥楼板混凝土结构，既宽敞明亮，又干净大

方。道路也不断改善，几经修整，成为平展、宽阔的水泥路，方便村民出行，改善村貌。

村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精神生活也不断丰富。过去村民闲暇时，只能闲游、聊天、

打扑克，文化生活单一乏味。２０００年后村里逐步建有图书室、阅览室、棋牌娱乐室等，村
民可到此读书、看报，学习农业科技知识，妇女晚上也可聚到一块在路边跳舞健身。家庭现

代化，交通便利通畅。全村有空调７０台，冰箱８２台，电视１５０台，电脑６０台，手机４００
余部，汽车３０辆，三轮车５０余辆。

东留行政村

东留村位于长葛市坡胡镇西南３公里，北邻省道彭花公路，向西一公里处有郑尧高速，
交通比较便利。全村８个村民小组，５３０户，２２００口人，耕地１６００亩。曾获许昌市先进农
业村，河南省农业生产先进村称号。村民胡松义曾获许昌市星火带头人称号。

东留村为清初建村，因村内刘姓中有一郡马，初称刘村。原与西刘同村，后单独成村，

因在西刘之东，故称东刘。后因有留村寺，改为东留村。村民素有勤劳善良、忠厚仁慈、孝

悌为本、耕读传家的传统美德。清同治年间，东留村在战乱年代为防贼寇盗匪，全村青壮劳

力在村子周围筑起宽三丈、高９米的护村寨墙，联动互防。晚清出过秀才县令。在解放战争
时期，陈毅将军率大部队挺进中原时，曾在东留村南街竹竿园里休整，战马就拴在曹囤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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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棚里，９０多岁的胡成志老人曾亲眼见过陈毅将军。１９５０年后，东留村平寨还田、兴修水
利、植树造林，粮食生产不断提高，村民日子越过越好。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发展农业
生产的同时，村里还兴办了小型集体工副业：砖窑厂、面粉厂、酿酒厂、机械加工厂等，使

村里经济得到发展。

农业，种植玉米和小麦，历史上曾种植过棉花、烟叶、红薯、中药材等。水井有２８眼。
水渠４０００米。村内企业以机械加工和化工为主，企业１０家：有河南宏磊精密铸造厂，宇丰
重汽，龙泽净化剂有限公司，中京化工厂等。村内有一家酒厂和一家醋厂，正常生产。

２０１０年后，村里修了水泥路，建了垃圾池，依托长葛市 “美丽乡村”行动，清理垃圾，

美化街道，逐步把东留村建设得更加美丽。

村里群众生活比较富裕，电视、手机家家都有，空调、冰箱、电脑覆盖率７０％以上。
村内设有农家书屋，文化大院，群众劳动之余看看书，跳跳舞，健健身，丰富了精神生活。

孟排行政村

孟排村位于坡胡镇西北部，辖３个自然村，１６个村民小组，４６２０人，男性２４００，女性
２２２０，村庄面积５０００多亩，其中居民住宅近千亩，可耕地４０００多亩。村庄东接后榆公路，
西连郑尧高速，郑尧高速引线绕村而过，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村设小学一处。

孟排古时叫孟寨，最早是孟氏族人居住地，后孟氏断绝。当地人多读孟寨为末 （音）

寨，后改为孟排。孟排村１９５４年创造了 “深翻改土”法，经过几年的反复验证，粮食亩产

突破８００斤，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７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被毛泽东主席赞誉为 “一大发明”，

引领全国深翻改土热潮。１９７９年，全国农业大会上，荣获 “农业科技优秀奖”，有国务院嘉

奖令。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７日，在毛泽东主席对马同义深翻改土法批示５０周年纪念日，村里集资
兴建了两座永久性深翻改土纪念牌坊，位于村内大街东西两端。２０１１年，孟排村建设了新
农村社区，有社区居民楼３栋，可容纳１２０户，已入住８３户。

孟排历史上种植的薏米代表河南参加国际博览会；大葱种植美名远扬。近年来经过土地

流转，承包户勇于尝试，种植大豆５００亩，大葱１００亩，蔬菜大棚１００多亩。长葛市千秋葛
业公司种植葛根，以孟排村 “千秋葛苑生态农业项目”建设为依托，着力打造都市生态体

验农业基地。村里水利设施比较老化，近两年正在逐步改善，２０１４年新打机井６眼，村内
可用机井２６眼。２０１４年底全村通了自来水。

工副业上，１９８５年前，集体有造纸厂、面粉厂、机械厂、化工厂、拉丝厂、预制场和
印刷厂，副业有建筑、运输、采石、磨豆腐等。现孟排是畜牧养殖基地，村内规范生猪养殖

场６家，养鸡场１家，养鸭场１家。村内企业以农牧，食品，机械加工为主，大小企业户
１２０余家，单迎牧业，鑫昊晟食品有限公司，三棵树冷库为龙头企业。副业以房屋装修为
主，装修队有１００多家，成为装修专业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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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刘行政村

西刘村位于镇西３公里，彭花公路南侧，有８个村民小组，２８６０人，其中男性１４３２人，
女性１４２８人。村总面积２９５８亩，耕地２４６０亩。村设小学一处，基督教堂一处。

清初，外地饥民逃荒至此定居，后因村中刘姓有一郡马，故名刘村。刘村含西刘、中

刘、东刘三个村，后西刘、中刘合为一个村统称西刘。村原有留村寺。

坡胡饮水工程西刘水厂

水利设施上，原有机井 １６眼，水渠
５００多米。２０１４年有机井 ３０多眼，地埋
管道 １００００多米。粮食生产主要种植小
麦、玉米，时有间作油菜、花生等。２０１０
年后，土地实施流转，增加了核桃树种植

和绿化树种植。

工副业，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

上，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先后组建了化工

厂、机械厂、砖瓦场、机耕站等，曾多次

被评为长葛县工副业生产先进村。现以汽

车配件为主，生产加工、销售。主要企业有长葛市赛丹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长葛市洁瀚汽车

配件有限公司、长葛市日月神车桥有限公司、长葛市恩惠牧业有限责任公司、西刘美食苑、

西刘胜源超市等２０多家企业和商铺。
１９７５年实施新村排房规划，道路四通八达。自２００９年以来逐步对大街小巷进行硬化，

并修筑了排水渠，安装了路灯，道路两侧进行了绿化，还建起垃圾池和垃圾处理场，安排了

环保人员及时对生活垃圾进行了清理。２０１４年被评为长葛市美丽乡村。随着村民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又先后修建了西刘小学、西刘中学，特别是西刘小学在坡胡镇名列前茅。２０１０
年后又建起农家书屋和村级便民服务站，为村民的衣食住行提供方便。

村民经济收入的增加，带来物质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１４年全村空
调有８００多台，冰箱６００多台，电视机７００多台，电脑７００多台，手机２０００多部，大型货
运汽车４０多辆，小型汽车２００多辆，农用、家用小轮车５００多辆，大中型拖拉机３０多辆，
联合收割机、播种机２０多台。

营张行政村

营张村位于坡胡镇西部，彭花公路穿村而过，村西建有郑尧高速长葛西站口，交通便

利，有１１个村民小组，８２６户，３３５０人。村庄占地近７００亩，可耕地面积２６８６亩。村设小
学一处。

据营张张姓族谱碑文记载：张姓乃山西洪洞县人，迁豫始祖名叫张贵，明朝初年奉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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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河南，带领家眷来到长葛县 （治所老城）西４５里，看到当地 “土厚民淳，因而居焉”。

村民勤劳善良，头脑灵活，勇于开拓，农业、工业、养殖业同步发展，１９９１年被省委省政
府授予 “发展集体经济先进单位”。１９９４年获许昌市 “小康示范村”荣誉称号，１９９６年获
长葛市 “明星村”荣誉称号。

村内工业比较发达，村西设有工业区，容纳大小企业２４家，主要涉及化工和机械加工。
规模企业有河南天正化工、永丰化工、帝和锻造、河南美佳净化材料公司、河南博硕机械有

限公司、长葛康迪齿轮有限公司等。这些企业不但解决就业，带领村民致富，还为坡胡镇税

收作出了贡献。同时，企业主们在资助村内公益事业上也慷慨解囊，２０１２年村内修水泥路
时踊跃捐资，回馈村民。

农业上，营张村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历史上曾经种植荆条、竹子，村民手工编织荆

篮、筢子、竹篮贩卖，周边群众流传 “要编筐，到营张”，从事此行业人数达几百人。现在

已无人专门从事此业。村东部有一占地５亩的葡萄种植园，种植红提、紫葡萄等品种。２０１４
年有能用水井２６眼，２０１３年新打９眼，水渠近万米，有规范养猪场一家，小型养鸡场一
家，养鸭场一家。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村先后修建了水泥路、文化大院、排水沟，并集中清理了街道两侧垃
圾，修建垃圾池９座。街道进行绿化，两侧种植核桃树，既美观又实用。村民生活环境进一
步改善。２０１２年建成了文化广场，面积４００多平方米，安装了篮球架２个，跑步机等健身
器材１０件，照明灯４盏，音响１台。村委院内设有 “农家书屋”，书籍涉及政治、文化、社

会、娱乐、健康和各种养殖、种植业等方面，供村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２０１２年底，村里举办了第一届村民运动会，村民们参与热情非常高。村内还有狮子同
乐会、广场舞队，村民劳动之余健身又娱乐。群众生活方面比较富裕，电视、冰箱、手机基

本全覆盖，电脑、小汽车也走进越来越多的家庭。

盛寨行政村

盛寨村位于坡胡镇西５公里处，有５个村民小组，２９１户，１２７３口人，村占地面积２１０
亩，企业占地６０亩，耕地面积７７０亩。

清初，盛国甫携妻儿迁此定居，与当地杨姓合伙建寨，当时因该地蛇多，曾名盘龙寨。

后盛姓兴旺，改名盛寨。１９５８年与石庙杨、苏楼建一个大队，为盛寨大队。１９７５年石庙杨、
苏楼析出，盛寨一个村为一个大队。１９８３年改为盛寨村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以农业生产为主，大力兴办水利，改造农田，推广农业科技，使农业生

产和粮食产量水平不断提高。到１９８５年后连年被评为坡胡公社 （乡）农业生产先进单位。

截至１９８５年，全村有机井１４眼，蓄水塘一处，汽车１辆，小拖８台，柴油机、电动机共２４
部。后来由于持续干旱，原来的机井逐年干枯，经过多年努力，又新打深井１２眼，全部配
套，并埋塑料硬管５０００多米，电力线４０００米，完全满足全村耕地灌溉。土地肥沃盛产小
麦、玉米、大豆、烟叶，还曾大面积种植蔬菜和中药材。近年来，由于国家南水北调中线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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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该村，河两岸各１００米种植绿化树种２８０亩，种植核桃树６０亩。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村兴办工副业，有弹簧厂、印刷厂、运输队和砖瓦窑。１９８５年后相继

关闭。２０００年后先后办起３个工厂，工商个体户１２家，超市１个。涉及食品、机械加工与
制造、铸造等。

村里于１９７６年始进行新村规划，初步规划为住宅４×５丈一处，南北大街２条，东西大
街２条。１９７７年开始实施，到１９９６年基本完成，普遍为砖瓦结构的排房。２０００年后，新一
轮建房热开始，普遍为楼板平房、二层楼房。近几年，楼房建设普遍提高了档次，使用高档

建材，样式新颖。至２０１４年新一轮建房量达到总户的７５％。村内过去土路，９０年代，大道
铺为红石子路；２００６年村内大道又铺上柏油路，长约１公里；２０１２年全村主干道和生产路
硬化，全部铺上水泥路，长约３公里，并修建排水沟６０００多米，彻底改变了村里环境。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各项事业同步发展。１９７６年，建起盛寨学校１—７年级 （小学五

年，初中二年），１９８２年初中班合并到水磨河联中，２００７年小学合并到石庙杨小学；２００７
年村民盛书伟在原小学办起盛寨幼儿园，２００８年停办。１９６６年开办村卫生室，村医４名，
１９９０年后，陆续有人退出，后只剩盛国卿一直坚持行医，２００５年对村卫生所进行改造提升，
建成标准化卫生所。现还有私人诊所３处。村民生活有很大改善，现建有文化休闲活动广
场、有活动器材，全村４０％户用上冰箱、电脑、空调，７０％人用上手机，９０％的户用上电
视机，４０％的户装有宽带网络，有小车、面包车５０多辆，大货车４辆，家用电动车全面普
及。

石庙杨行政村

石庙杨村位于胜天湖畔，距镇政府５公里。东邻郑尧高速，北与盛寨村、苏楼村为邻，
西与南水北调运河，水磨河村相连，省道３２５线彭花公路途径村边。本村现有６个村民小
组，３３６户，１３９０口人，村庄占地面积３６５亩，耕地面积９６０亩。村设小学一处。

石庙杨村源于明朝初年，有一杨姓从外地迁来，在水磨河村东沿着暖泉河岸定居，后成

为 “杨家庄”。杨家庄人辛勤劳动，日子过得红火。村人感念天公地母的厚爱，从无梁运回

一些石条石板，修建了一座规模不大却十分牢固的青石小庙。逢年过节，虔诚地敬奉着心头

的神灵，这座青石小庙后来成了村里的标志性建筑。明末，因战乱村民外逃，村落被毁，仅

存青石小庙。清初，一家杨姓又回该村，在青石庙旁定居，故名石庙杨。新中国成立后，与

盛寨、苏楼合为一个大队，１９７５年析出，建立石庙杨大队，１９８３年改为石庙杨村。
石庙杨村盛产小麦、玉米、大豆、红薯等作物。１９５０年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村

“两委”带领全村村民致力于农业发展和狠抓生产条件的改善，使全村原１２眼机井增加到
１９眼，井房、机电，护井田配套齐全。灌溉地埋塑料管由６３００米增加到８６００米。使全村
耕地旱涝保丰收。全村实现耕、种、收机械现代化。科学种田，农技推广，调整农业结构使

粮食产量超吨，人均年收入达到１００００多元，连年在全镇评为农业先进单位。
石庙杨村发展环境优越，１９５０年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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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事业得到长足发展。２０００年后，村两委狠抓新农村建设，村内东西大街、南北大街和
学校周边铺设了水泥道路１６００多米，改造新挖排水渠１０００多米，村民住房经两轮新宅建设
达总户９５％以上。全村街道整齐，路面平坦，灯光通明，一派城镇景象。
１９８５年前，村以副业为主，有砖瓦窑、修配、运输、织手套、缚扫帚等。改革开放以

来，企业商贸发展迅速，目前村内有一个规模大的企业，“河南华泰电力设备”纳税超百万

元；６０多个遍布全村的家庭作坊，行业门类有：农机配件、铸造、机械加工、餐饮、建筑
配件、塑料加工等。企业总投资１６００多万元，从业人员２００多人，年产值７０００多万元。经
济发展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１９９９年以来，新建设了石庙杨学校教学楼２６间，教师宿
舍、办公室１２间，新建文化休闲广场２处。村委大院进行了硬化，美化绿化街道，使新农
村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２０１４年被坡胡镇党委、政府命名为 “美丽乡村”。

水磨河行政村

水磨河村位于长葛市西１８公里处，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南水北调运河
和省道彭花路穿村而过，村西２公里有省道 “郑南”公路，村东１５公里有 “郑尧”高速

公路，与周围村镇有水泥路相连，交通十分方便。全村１３个村民小组，４６００口人，３０００亩
耕地，１６９名党员，２００５年改建成村党委，下设５个支部。水磨河村曾荣获河南省 “文明

村”“先进基层党组织” “生态文明村”、许昌市 “五好党支部”等荣誉。村西有暖泉湖，

村设有长葛市第二十三中、水磨河小学。

水磨河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汉朝时期，沿暖泉河下游５００米开始聚居的人们越
来越多，逐渐形成了村落。清初，暖泉河上又建水打磨一处，水磨河因此而得名。

暖泉湖旁有 “暖泉观”，香火缭绕，常年不断，后历经扩建，到清末已拥有占地４０多
亩，道士３０多个的道观。道观的修建，给这里带来了人气。远近的人们到庙里烧香顶拜，
求上天保佑，使人们安居乐业，繁衍生息，经济得到发展。到元朝时，村寨已逐渐成为这一

带最大最为热闹繁华的大村。到明末，暖泉观上成立农历正月十六日庙会，每逢会期，人山

人海，狮子龙灯，竹马旱船，说书唱戏，到此献艺，方圆几十里的人们到这里赶会，一连几

天，热闹非凡。久而久之，外地的商户就把家安在村里，各种商铺生意兴隆，辐射周围三十

余里，成为长葛、禹县交界处的大集镇。为争这块宝地，村子归两县管辖，西街和东南街归

禹县，北街和河北张归长葛，直到１９５１年才统一归属长葛管辖。
明代中后期，张大仙从禹州扒村逃荒到水磨河，后生张魁龙、张道龙两个儿子，定居在

暖泉河北，故取名河北张，与水磨河以河为界，成为自然村。１９６２年与水磨河合并为一个
行政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村依靠集体力量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进入７０年代，村
党支部带领广大群众搞农田水利基础建设，推广良种，普及科学种田，使全村粮食平均亩产

达到了４３０多公斤，在全县率先实现了 “过江”目标，群众生活得到改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群众积极性高涨，到９０年代末期，全村发展集体、私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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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制企业１５家，集贸市场各类商户达３００多家，走出了一条以工保农，农工商各业协调
发展的新路子。

１９８１年建成了全省第一个村级敬老院和老年人活动中心。１９８２年建成了全县农村第一
个百米长廊。１９８８年完成长达１０年的旧村改造，全村居民住上了统一规划的新排房。１９９４
年建成集党建、兵、青、妇之家、图书室、影剧院为一体的文化大院和村委办公楼，村卫生

所门诊楼，安装了程控电话，架设了供电专线。为了落实殡葬改革政策，于２００１年８月建
成了祭祖园一处，实施火化，骨灰统一存放。新打机井４３眼，铺设田间地埋管道１万余米，
粮食生产连年保持亩产１０００公斤以上，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
转变。

进入２１世纪，村里先后建设规范了集贸、钢材、建材市场和工业小区，发展非公有制
企业４０余家。２００８年，全村社会总产值达２５亿元，人均纯收入达７０００多元。村 “两委”

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修建了环村路３６００米，对环村路和村内主要道路进行了绿化、硬化；
又修建了２万米排水硬渠，使全村大街小巷排水通畅；新建了三座牌坊和暖泉河景观区，完
成了村礼堂、中学、文化广场、村卫生所的扩建改造工程；建成了环境优美、功能设施齐

全，占地面积达３０亩的休闲娱乐广场。
２００８年４月，水磨河村被省委、省政府列入全省首批生态文明村创建单位。２００９年元

月建成占地８０亩、总投资１００万元的水磨河村生态园。生态园内碧波荡漾，鸟翔鱼跃，拱
桥亭阁，花草芬芳。消失了数十年的水打磨今日又现。２００９年２月，被命名为 “省级生态

文明村”；１０月，燕振昌应邀参加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的国际金融论坛会议；１２月，村
被授予 “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２０１０年村党委书记燕振昌同志带头捐资，村知名人士捐
资，村委投资修渠、硬化小巷６２条。２０１２年３月，水乡新城社区在运河西侧奠基开工，全
村用上自来水。２０１４年５月，干枯数年的幸福湖引水工程开工，１０月１５日正式通水。

苏楼行政村

苏楼村位于坡胡镇西部，南邻彭花公路，西邻盛寨村，东邻郑石高速公路，北与买桥村

接壤。有６个村民组，１２００口人，男５８０人、女６２０人。村占地面积３００亩，耕地面积６８０
亩。坡胡超限站设在村东南角，保护着彭花公路安全。村设有一个基督教堂。

清朝初年，苏姓由外地迁来定居，并建一楼房，人们就以苏家楼房为名，后简称苏楼。

１９５８年隶属盛寨大队，１９７５年析出，成立苏楼大队，１９８３年１２月改为苏楼村。
农田水利，过去浅井１２眼、已无水，２０１４年有深井４眼，水渠４条。全村耕地旱涝保

丰收，实现耕、种、收机械现代化。在种植方面，１９９０年前主要种植玉米，小麦，红薯，
高粱，谷子，大豆，烟叶等。现在主要种植玉米，小麦；养殖业，以前有大量养牛，养鸡，

养山羊，兔子等畜禽，现有３家养殖场，主要养殖商品猪，个别家庭有零星养鸡的。林业生
产，主要种植杨树，桐树等。

因村面积不大，地方偏西，工业发展速度不是很快，有３家机械零配件加工企业。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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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以到水磨河等较发达的村打工，以此养家。

村民文化生活，每逢过村古会都要唱戏，建有老年活动场所，离村西不远的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沿线是人们夜晚休闲娱乐的地方。村建有活动广场，场内有篮球架两个，村委会设有

文化图书室。

１９８０年前后，大队统一规划，建成砖瓦结构的排房，规划有大街，胡同。后来随着群
众物质生活的提高，原先的小瓦房逐渐被楼板房、二层小楼所取代。２０１４年，村里的大街
小巷已被全部硬化为水泥路，路两侧开挖有排水沟，使村民出行方便；村内新建垃圾池，设

有专职环卫工，负责清理村内垃圾，保持村容整洁；村内设有一个地埋式垃圾池，由镇政府

负责清运。美化绿化街道，使新农村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成为坡胡镇美丽乡村创建的标

杆。

海子李行政村

海子李村位于彭花公路北１公里处，暖泉湖东北畔，有３个村民小组，１５０户，６２５口
人，耕地４００亩。姓氏有李、张、郭、杨、贾、靳组成，李姓１０６户，４０９人，张姓２５户，
郭姓６户，２６人，贾姓６户，３７人，杨姓６户，２８人，靳姓１户，１人。

海子李村李氏自三世继宣于顺治元年 （１６４３）由禹州城迁居于暖泉河畔之左，此地原
是继宣原配胡氏娘家坡胡胡涛光家花园，后舍给李氏家族居住，因村四周溪水环绕，故名海

子李。

１９４９年建国后，村属长葛市后河区，１９５０年属水磨河乡，１９５６年属水磨河中心乡。
１９６２年划归后河区尹刘公社，１９６６年划归坡胡公社小李庄大队，１９８０年从小李庄大队析
出，建立海子李大队、１９８３年１２月改为村。
１９５０年全村８０户，３０１人，土地７３７亩。１９５８年兴修水利，村子整体搬迁至河北张，

１９６０年从河北张搬回，重建家园，经几代人的艰辛劳作，平整土地、深翻改土，兴修水利，
发展农业生产。农作物主要以小麦、玉米、大豆红薯为主，经济作物以烟叶、药材、莲藕为

主。

１９８１年建白灰窑１座，１９８５年原坡胡公社白灰窑解散后，由村经营生产。２０１４年村有
铸钢厂４家，建筑配件厂２家，铸造材料厂一家，大型养殖场一家。

村内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海子李古文化遗址”、暖泉观遗址、重修葛天老祖圣殿碑、

重修暖泉观碑３通、荷峰书院遗址等。

买桥行政村

买桥村距坡胡镇西北４５公里，郑尧高速在村东绕行而过，南水北调干渠从村西经过，
村北部柳荫河缓缓流过。清初，由后河镇王买村朱姓为种地方便，因柳荫河上有一桥，后村

民捐资把桥买下，供村民过河，因以为村名———买桥。后居此建村，村以桥为名。１９５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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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尹刘公社，１９６６年归属小李庄大队一个自然村，１９８１年析出，建立买桥大队，１９８３
年１２月改为买桥村。有５个村民小组，居民１５２户，６２３人，男性３２４人，女性２９９人，土
地５９４亩，村庄占地１２０亩。

以前人工挖井２眼，修渠２００米，到１９８０年以后打机井８眼，２０１４年有深井７眼。粮
食作物自古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１９７９年～１９９０年种植经济作物烟叶为主，林业种植桐
树、杨树。企业以前的小家庭作坊———制造酱油、醋为主。２０１０年投资建设文化大院和农
村书屋，藏书籍上万册。村民的家用电器从１９９０年前的收音机和有线广播到近年来村民拥
有电脑、洗衣机、液晶电视、空调、冰箱等。２０１４年有货运汽车１０辆，小汽车２０辆，电
动三轮车７０多辆。

小李庄行政村

小李庄村南邻水磨河村，西邻海子李村，东邻买桥村，北邻后河镇的赵楼村。紧邻村北

就是白水河的源头，由此成河自西向东流向尹刘村、买桥村和孟排村。新修的南水北调工程

从村东穿过。有３个村民组，１８２户，８２０人，其中男性４７６人，女性３４４人，总面积８５７
亩，村庄占地面积为１８７亩，耕地面积为６７０亩。

相传，清初，有李姓兄弟二人迁此定居，因人少，故称小李庄。后来有常、魏、王、

杨、吴、胡、宁、张、赵、吕、朱、陈、寇等１４姓氏迁入。
农业生产，有机井７眼，能正常灌溉的４眼。２０１４年秋，铺设地下水管２０００多米，充

分利用引禹入长水利工程的有利条件，使全村农田旱能浇涝能排。种植，以前主要种植玉

米，小麦，红薯，高粱，谷子，大豆，烟叶等。现在主要种植玉米，小麦。通过土地流转，

支持土地承包大户种植中药材近１５０余亩，有南星、白芷和金银花等。发展蔬菜大棚２座，
种植反季节蔬菜。花卉种植户１家，培养菊花、铁树等室内观赏花卉，呈现出多元化种植的
局面。养殖业，１９８５年前，有大量养牛，养鸡，养山羊，养兔子等养殖业。２０１４年有一家
养牛，三家养山羊，零星养鸡的。林业，主要种植杨树，桐树，槐树，榆树等。

工业上，有一家机械零配件加工个体户，一家纸箱加工个体户和焊铁门个体户。村民大

都外出打工挣钱。

１９８２年前后，大队统一规划，开始新村建设，统一砖瓦结构排房，规划有大街，胡同。
后来随着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原先的小瓦房逐渐被楼板房，二层小楼所取代。２０１４
年村里的大街小巷已全部硬化为水泥路，大街安装有路灯，路两侧开挖有排水沟，使村民出

行方便。又在村内新建垃圾池４个，专设１名环卫工，负责清理村内垃圾，保持村容整洁，
村北建一个地埋式垃圾池，由镇政府负责清运。上级水利部门在村北新打四百余米的吃水井

一眼，保证本村和临近村子的村民用上自来水。

村建有文化广场，购置十余套健身器材，乒乓球台两个，篮球架两个，广场舞场地设施

齐全，村委会设有文化图书室，保证了村民的文化需求。

村内有小型超市三家。全村空调１７３台，冰箱１５０台，电脑８０多户，家家有彩电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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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动车和智能手机已经普及，个别富裕家庭购买有小轿车。

尹刘行政村

尹刘村位于镇西北５公里处，西邻南水北调干渠，东临郑尧高速，村中有条河在村北蜿
蜒而过，此河名叫柳荫河。村原有前尹刘、后尹刘两个自然村，８个村民小组，９２０口人，
男５００人，女４２０人。姓氏有段、李、杜、高、敬、朱、芦。全村耕地面积近５００亩，住宅
面积３００亩。
３５０年前，禹州簸箕张村一位姓李的农户在此打工，居住在河南岸建村；有一尹姓在此

打工，居住在河北岸建村，随后高、段、吕、郎、张、敬姓逐渐迁移此居住，形成了前后尹

刘两个自然村，１９８２年地名普查后统称尹刘。
１９６５年，各生产队买有柴油机。２０１４年有机井１５眼。
２０１０年，上级拨付资金加上村民募捐集资近４０多万元，修建了近５００多平方米，两层

教学楼。２０１１年修成２公里长的水泥路。２０１３年建成３００平方米健身广场，健身器材９台，
乒乓球台两个，篮球架两个。架设路灯６０盏，村内硬化道路近１５００米。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８００
米的街道两旁栽植杏树３００多棵。２０１４年，农户有家庭轿车１５辆，工程货车５辆，三轮３０
辆，孵化场１家，家庭作坊５家，超市２家，弹簧厂２家。

张庄行政村

张庄村位于郑尧高速公路东侧，南水北调渠东４００米处，与后河镇张史马村交界，有５
个村民小组，１０８８人、男５８８人，女５００人，村落占地１６５亩，耕地面积７０１亩。

清乾隆年间，赵、刘二姓迁此，为禹州上张村张姓种地，久居成村，取名张庄。１９７４
年从尹刘大队析出，建立张庄大队，１９８３年１２月改为张庄村。

村民以农业为主，以养殖和手工作坊为辅。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５年村集体经营瓷厂、熬胶、
钢木加工、砖瓦窑、建材和豆腐加工，豆腐加工户近２００户，以前村里有水稻种植，１９８３
年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４个村民小组有４眼５０～８０
米水井灌溉，２０１２年在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中，打１５０米深井２眼，２０１４年打１５０米深井２
眼，铺设地埋水管６０００多米，保证了农田的灌溉。

为进一步优化村内交通，２０１４年镇政府修建１５００米的水泥道路方便群众出行。村里还
修建２座垃圾池，配备一名清洁工人，定期清扫街道，清运垃圾。２０１２年修建６００多平方
米群众娱乐活动广场，场内设有篮球架两个、乒乓球台一台、广场灯三架，配备有音响一

台。村委大院内设有图书阅览室，家家用上了彩电、空调、冰箱等，手机电脑更是村民日常

生活不可或缺。很多家庭购买了小车。村内有２家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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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庄行政村

白庄村辖３个自然村，９个村民小组，５００户，１９８２人，村庄占地５０３亩，总耕地１３８０
亩，２９眼机井。

明代，白姓由山西洪桐县迁此定居，故名白庄，最初辖４个自然村：白庄、陶楼、小汪
庄、沈庄。１９５１年前隶属禹县古城区，１９５１年划归长葛县后河区，１９５６年划归水磨河中心
乡，１９５８年划归坡胡公社并建立白庄大队，１９６２年划归后河区，１９６６年划归坡胡公社，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改为白庄村，１９８６年陶楼析出，白庄，沈庄，小汪庄为一个行政村，统称白庄
村。今白姓已消亡，只存李姓和沈姓为两个大姓，李姓是从密县迁移而来，沈姓无从考究。

村干旱缺水，原有机井２３眼，近几年全部干枯。后经南水北调工程协调又打机井６
眼，共有２９眼机井，田间铺设管道，方便群众抗旱浇水。本村主要种植玉米、小麦，大豆
等小杂粮也有种植。其中９组种植核桃林８亩。

村有３个企业：雪健面粉厂、白茹药业、不锈钢制品厂。雪健面粉厂年生产优质面粉２
万吨，从业人员１０余人。白茹药业以生产药用器材为主，一次性输液瓶，瓶塞等等，是白
庄村最大的企业。不锈钢制品厂以生产不锈钢金属件为主，为生活用金属件。副业以焊门为

主，本村６０％村民从事焊门业，最多时达３３３家，成为专业村。
为丰富群众文化娱乐生活，白庄村已建成村级文化广场３处，主干道架设路灯，修有排

水沟。村内主街道已全部铺设水泥路，户户用上干净的饮用水。

已建成老年活动场三处。村内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汪直墓”，民国时修有纪念碑。

大刘庄行政村

大刘庄村坐落于坡胡镇西７公里处，西南邻禹州市古城镇，西北邻禹州市无梁镇，位居
坡胡镇的西部最边缘。北邻彭花公路，西接郑南公路，交通十分便利。村庄占地４００余亩，
可耕地面积１００３亩，有６个村民小组，４５０户，１８６０口人，其中男性９７０人，女性８９０人。
村设小学１处。

该村历史悠久，据土地庙碑记记载和地下出土的实物考证，大刘庄村起源于唐朝，原村

址在今幸福湖西北角电厂后边，古称 “跑马更”。现在村址大约是明朝为避水患移此兴建

的。明末清初叫刘瑞廷庄，几百年的繁衍，由当初的十来户几十口人，发展成中等规模的村

落。１９５１年前隶属禹县古城区，１９５１年划归长葛县后河区，１９５６年划归水磨河中心乡，
１９５８年划归坡胡公社并建立大刘庄大队，１９６２年划归后河区，１９６６年划归坡胡公社，１９８３
年１２月改为大刘庄村。

水利设施完备。有水井２３眼，地埋管道２０００多米，因２００９年开始持续干旱，地下水
位下降，水井陆续干枯废弃，２００９年新打深水井２眼，原有水井有１眼能用，现有能用水
井３眼。２０１４年接引禹水入长工程，新铺设地埋管道４０００多米。主要作物玉米、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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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便利，工业历来比较发达，原先有村办宏兴淀粉厂、化工厂、铸钢厂、轧钢厂、农

机机械厂、面粉厂、胶合板厂。组办白灰窑，后来因效益等原因，纷纷关停改制。后村内有

个人办小水泥厂６家因污染停办。现有小规模铸钢企业８家，热处理厂４家，锻打厂１家，
装饰材料厂２家，面粉厂１家。村临公路旁有大小饭店９家，修车部２０余家，小卖部７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村内住房重新规划，经市规划局实地测量并绘出图纸，规划出新

村住房新样式，进行建设。但由于后来村组织不健全，规划新宅基困难，使得后来建房未全

面按照图纸进行，使得村内房屋不照排现象严重。１９９２年起共筹资９７万元，新修水泥路
２５公里，路两侧开挖有排水沟，保证村民出行方便。全村村民都吃上了放心的自来水。在
村内新建垃圾池４个，专设２名保洁员，负责清理村内垃圾，保持村容整洁，村东村西各建
设一个地埋式垃圾池，由镇政府负责清运。

村里建有文化广场，购置十余套健身器材，场地设施齐全。村委会设有文化图书室，满

足村民的文化需求。村内有盘鼓队，队员有７０余人，统一着装，远近闻名。村民生活方面
空调５００多台，冰箱３８０台，电脑３５０台；彩电、洗衣机、电动车和智能手机已经普及。个
别富裕的家庭已经购买小轿车作为代步工具。

村内有一道观，于２０１２年建成。

陶楼行政村

陶楼村位于坡胡镇西南７５公里处，有３个村民小组，２１０户，７５８口人，其中男性３８６
人，女性３７２人，有可耕地６００亩，村庄占地１２０亩，企业占地２６亩。

清朝，陶姓居此，并建楼房一座，故名陶楼。１９５１年以前归属禹州市古城区，１９５１年
划归长葛后河区，１９５８年划归坡胡公社白庄大队，１９８６年从白庄村析出，建立陶楼村。

陶楼村共有机井７眼，２０１２年新打３眼机井，无水。主要农作物有玉米，小麦，林业
主要栽种速生杨、泡桐。果树有梨树，核桃树等。全村共有２个企业：新盈食品厂，永大火
机有限公司。副业主要从事货运、客运。村两委通过多方努力筹措资金，２０００年修村主街
道柏油路１２公里；２００９年重修水泥路，绿化两侧街道，统一架设路灯，并疏通排水沟
２０００米；２０１４年修桥２座，并修小巷２７２米水泥路；全村吃上自来水。

村委会购买铜器、腰鼓、大皮、扇子，丰富群众文化娱乐生活。７０％农户用上了空调、
太阳能、热水器、冰箱。１００％农户看上了彩电，５０％农户用上了电脑，全村共有小轿车１９
部，运输车１３部。

窑口行政村

窑口村位于坡胡镇西南部６公里处，西部和南部与禹州市古城镇和坡胡镇白庄村相邻，
北部和东部与坡胡镇水磨河村和西刘村接壤。全村由窑口、孙庄、贾庄三个自然村组成。村

委会设在窑口自然村，全村共有７个村民小组，１６３４人，耕地１６２７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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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清初，韩姓迁此建村，后相继迁来李、孙等姓，因村东有杨树坡，坡前有座砖瓦

窑，故取名窑口。贾庄，清代，贾姓迁此建村，故名；孙庄，清代，孙姓由外地迁此建村，

故名。三个自然村１９５１年前隶属禹县古城区，１９５１年划归长葛县后河区，１９５６年划归水磨
河中心乡，１９５８年划归坡胡乡并建立窑口大队。１９６２年划归后河区，１９６６年划归坡胡公
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改为窑口村。

窑口村以农业为主。作物有小麦、玉米、大豆、红薯等。因为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

便，工商企业很少，１９８５年前工副业主要有针织、砖瓦窑、石灰窑、运输、建筑、磨面等。
１９８５年后办起帆布厂，成为坡胡乡重点企业，后停办。２０１４年全村以种植业及外出打工为
主，只有赵现彬汽车配件加工、韩小宾农机配件加工，小超市有刘俊红等５家。

村筹集６０多万元，硬化水泥道路４５千米，解决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及出行的困难，
也促进窑口的经济发展，有个体户３０多家，各种运输车辆３０多辆。户户都装了自来水，彻
底解决了群众的吃水问题。２０１４年干旱，村筹资打井６眼，改善了农业的灌溉条件。随着
经济的发展，群众生活的提高，村里投资购置了１５套健身器材，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提
高了群众的生活品位。２０１４年全村拥有空调７００台，冰箱４００余台，电视机９００台，电脑
２８５台，手机１０００部，轿车３０辆，面包车５０辆。

第三章　居民生活与计划生育

第一节　居民生活

　　１９４９年前，普通百姓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住的是破草
屋，穿的是破烂衣，过的是 “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无法活”的苦日子。遇到天灾人

祸，便是吃糠咽菜，甚至逃荒要饭、外出推小车、拉大锯来挣扎活命。一遇疫病，缺医少

药，造成遍地尸骨。１９５０年后，党和政府千方百计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但由于经济底子薄
弱，有时连温饱都解决不了，更不用说其他保障了。１９７８年后，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富民
政策，激发了百姓的活力，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国家、集体的扶持，家庭生活发生了巨大

变化。解放初理想的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变成了现实，并逐步迈入小康生活。

居住条件发生大的变化　普通百姓过去居住的土墙小瓦房、阴暗潮湿的草棚草屋，现如
今很难见到。全镇人民经过几十年的建设，通过几轮的改建，现已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

屋，有一层的、二层的、少数有三层的楼房。人均面积达到２０～５０平方米。室内设计、装
修实用、美观大方，卫生间、厨房发生根本变化，现代化的电器和家具应有尽有。

服饰绚丽多彩　衣着：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前，普通村民以手工织布 （家家有纺花车，富

裕户有织布机），手工印染，手工做衣，颜色以黑、蓝、灰、枣红色为主。男人上衣为对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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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纽扣，女人是斜式大襟服，男女裤式一样，长裤是白布裤头，折腰、宽脚，用一布条作

裤带。６０年代后，有机织布料，但得凭布票购买，当时每人每年供应二尺六寸布票，一家
人合起来只能给小孩买身衣料。为解决穿衣，人们一度将从日本进口的化肥袋做衣服穿。７０
年代中期，生产出的 “卡几”“条绒”“凡尔丁”“的确良”“涤纶”等布料，不凭票供应，

缓解了穿衣矛盾，很快流行起来。“文革”期间，青壮年流行草绿色军装，改革开放后，从

南方引入各种流行服装，如牛仔裤、喇叭裤、连衣裙、西装、短大衣、夹克衫、休闲服、羽

绒服等为村民所喜爱。帽子、头巾、鞋袜也由单一到样式各异、五颜六色丰富多彩。饰物随

经济条件好转也发生很大变化，变得华丽、尊贵。

餐桌食品营养丰富　现代农民已告别了为填饱肚子的苦日子，饮食开始讲究丰富、营
养，荤素搭配。科学饮食成为时尚。过去的红薯面、玉米面、高粱面成为人们调剂口味、养

生的必需品。集市、超市遍布各村，商品丰富，购物方便，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水果供

应，肉类、鱼类应有尽有。逢年过节、修房建屋、红白喜事、亲朋相聚、生意发财等，都要

摆上几桌盛宴庆贺。

出行更方便　过去人们外出，无论多远都是徒步，运输靠肩挑或推独轮车，只有富裕人
家才有铁轮牲畜车。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少数农户开始购买架子车，后来发展很快，到１９８５
年拥有８９４７辆，成为农户主要交通运输工具；７０年代后，自行车开始步入普通农户家，成
为代步工具；８０年代后，“奔马”三轮车、四轮小拖成为农户运输创收、发展经济的主要工
具，到１９９６年达２６５０多辆；２０００年后，农户经济收入大幅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开始
更换交通工具，摩托车、电动车、面包车、轿车，根据不同需求进入农户，到２０１４年全镇
有轿车、面包车１０６３辆，摩托车、电动车 （包括三轮车）９０５８多辆。村民远行除乘坐火
车、长途客车外，有条件的搭乘飞机的也逐渐增多。

医疗保健有保障　从过去的 “少医缺药”，到后来的 “看病贵、看病难”，一直困扰普

通百姓的身体健康。群众讲：啥没有可以，就怕有病。普通家庭只要有一个大病号，马上就

成为贫困户。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开始重视广大百姓的医疗保健工作，２００３年９月，开
始实施农村新型合作医疗，长葛市为首个试点县 （市）之一。当年全镇参合率达８０％以上，
到２０１４年参合 ５３３６３人，参合率达 ９７％以上。农民平时在坡胡卫生院体检、看病报销
６０％，住院报销９０％，慢性病报销７０％。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镇。解决了大病致贫
的大问题，使百姓感受到合作医疗的益处。过去有病不愿看，熬熬过去的心理得到转变。

家庭用具大变样　过去普通农户家庭用具是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箱子几条凳。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以前，所说的 “三转一响” “二十四条腿”是结婚最时尚、新娘最理想的嫁妆。

现在已被现代的组合家具、席梦思床、组合沙发、全自动洗衣机、冰箱、空调、液晶彩电、

电脑等所代替。厨房也已现代化，燃气灶、电磁炉、豆浆机、高压锅、微波炉等代替了柴

灶、煤灶和笨重的铁锅。

文化娱乐丰富多彩　进入２１世纪，先后在各村建设文化大院、农家书屋。２０１０年后镇
政府投巨资建镇文化体育活动中心，扶持条件好的村建文体活动广场，配备健身器材。使居

民在一天的劳作之余，到广场健身，消除疲劳。有的村还自发组织戏迷小乐队、盘鼓队、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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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社等，更加丰富了居民文化生活，陶冶情操。逢年过节，农闲时节还组织到外地旅游。

部分年份村民人均纯收入情况表

年份 人均纯收入 （元） 年份 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９７４ １５２ ２００２ ２８０６

１９７５ １７６ ２００５ ４１１９

１９７６ ２０８ ２００６ ４３６０

１９７７ １９５ ２００７ ５５７４

１９７８ ２１０７ ２００８ ６５６４

１９７９ ２１８ ２００９ ６９７７

１９８０ ２２９ ２０１０ ８５００

１９８５ ３８６ ２０１１ ８８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７９９ ２０１２ ９７８０

２００１ ２７９６ ２０１３ １０２８０

第二节　计划生育

坡胡镇计划生育工作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１９７９年成立计划生育办公室，１９８３年成
立计划生育指导所。经过几十年的完善，使计划生育工作步入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管理

轨道。人口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到２０１４年一直控制在４２‰以内。

第四章　基本建设

第一节　镇村建设

　　坡胡镇自设治后，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完善，镇区建设已成规模。以彭花公路为东西大通
道，南北交错形成８纵街道，镇区面积２０平方公里。镇政府设在坡胡中心，彭花公路路北，
建有三层办公楼１幢、二层办公楼４幢，大礼堂１座。镇区内有初中、中心小学、中心幼儿
园和民办幼儿园、文化体育活动中心和社区休闲广场、有线电视台、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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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七社区

有集贸市场、自来水厂、垃圾中转站、教

堂等。镇直部门和市属机关分布在镇政府

以东彭花公路两侧。１９８７年始对镇区沿公
路两侧商业开发，２０１４年已有门面房
１３２０间，商户９００余家，形成１５公里长
镇区商业经济带；２００６年对镇区建设进行
完善。公路设置隔离带、垃圾屋、垃圾堆

放点，更新路灯等；２００８年，对镇区街道
进行绿化、硬化、亮化，对门店实行 “门

前三包”“店前五包”责任制；２０１３年对
镇区公路两侧人行道和下水道进行改造，对镇区环境卫生进行治理，建立垃圾场，配备垃圾

清运车，配备清运工和保洁员，每天进行清运，保持镇区环境卫生；２０１４年，对镇区主干
道进行整体提升，铺设人行道彩砖、道牙石，架设路灯和绿化亮化。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各村由生产队规划，社员在自家宅基地上建房，特别困难的由生产队
划定区域作为宅基。７０年代后期，各村开始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盖起砖瓦结构的排房。
孟排村率先规划统一二层排楼。９０年代后，部分富裕起来的村民扒掉砖瓦房，盖起楼板房，
少数盖起二层楼房。２０００年后，又掀起新一轮建房热，普遍以二层楼房为主，少数盖起三
层、别墅。在房屋质量、样式、室内布局等有更高要求。全部使用铝合金窗户，金属烤漆

门，外墙贴瓷砖，地面铺地板砖。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镇政府根据上级精神，对全镇进行两次新
农村整体规划，设立镇区和四个农村社区，并在孟排、水磨河进行农村集中居住社区建设试

点，一期孟排３幢６层住宅楼、水磨河１幢１１层住宅楼奠基开工，于２０１４年建成入住。自
２００６年起，对农村公共设施进行完善、更新。现村村建有高标准村委办公楼，设有农家书
屋、电教室、计划生育指导室，文化大院、休闲广场、卫生所、超市和经销店。村村通水泥

路，村内街道进行硬化，修挖排水渠，村村进行绿化、美化，村村配备保洁员，设立垃圾堆

放点，每天进行清扫，保持村内环境卫生，呈现出美丽乡村面貌。

第二节　基础设施建设

１９５０年后，全镇人民艰苦创业，奋发向上，坚持不懈地改造自然，使一个落后的坡胡
变成了米粮川。１９７８年后，各项事业发展迅速，全镇上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企业遍
布全镇，经济繁荣，商贸活跃，百姓富足，村镇面貌焕然一新，各项社会事业欣欣向荣。

坡胡是长葛第二大镇，镇域全部为平原，土地平坦、肥沃，最适应粮食生产。早在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粮食平均单产历年都是全县第一，但粮食种植管理和收打全部靠人畜。一年
两季小麦的种收、打和玉米的种收常常要忙上一两个月，累得人们喘不过气，特别是小麦收

打，最让人头疼，一个麦季要忙一个多月。若遇见阴雨天，还常有小麦霉变现象。８０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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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逐步有了农业机械，部分农活由机器完成，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

动中解放出来，腾出更多的时间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增加自己的收入。据１９８５年统计，全
乡有大中型拖拉机 ３８台、手扶拖拉机 ３６７台、柴油机 １６２台、电动机 １１６２台，总动力
１９７０２马力。２００４年，国家对粮食生产区实行农机购置补贴，提高农民购买农机具的积极
性，致富的农民也有能力购买农机具。到２０１４年，全镇成立２个农机服务合作社，合作社
除服务本镇群众外，还参加跨区作业，到外地创收。２０１４年全镇大型拖拉机６１台、小拖８７
台、播种机９８台小麦联合收割机３５台、玉米联合收割机２４台、秸秆粉碎还田机５４台。所
有耕地从种到收全部实现机械化，农民管理的耕地，现在每年投入的劳动只有几天时间，其

余时间全部外出打工或自办企业，增加收入。

全镇农田水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前，得天独厚，自然造就三个自流泉，能灌溉镇域一
半左右的耕地，其余的耕地则利用地下井泉水，水位很浅，利于提灌，为农业生产奠定了基

础。

坡胡镇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建设。早在１９５７年，就掀起水利建设高潮，利用三年时间，
到１９５９年，把三个自流泉扩挖为三个湖：即幸福湖占地５３０亩，胜天湖占地７０亩，青年湖
占地３０多亩。并疏通河道，引水到附近村庄。１９７７年又在暖泉河沿线开挖蓄水塘 （坡东、

坡西、营张、白庄）引暖泉河注塘，天旱时浇地，群众戏称 “长藤结瓜”。自成立人民公社

起，对河水浇不到的地块，打井灌溉，先是人工挖大口井，深约１０到１５米，后是推广 “火

幸福湖

箭锥”打井，深约 ２０到 ４０米。到 ８０年
代，由于连年干旱，湖水断流，浅井干

涸，开始用钻机打深井，深约 ６０到 １００
米，充分利用下层水，随着井的深度加

大，提水工具也随之更换，由原来水车、

链条泵、离心泵到潜水泵，由扬程 ２０米
到现在的１００米左右。１９８５年全乡有机井
５３８眼，实现配套４５９套。有效灌溉面积
４６９２４亩。１９８７年，借鉴外地经验地埋塑
料软管输水灌溉在全乡推广，但通过实

践，发现虽然节水，容易损坏。１９９１年摸
索到地埋塑料硬管操作方便，经久耐用，

在全乡实施，到１９９３年共埋硬管５０多公里。市水利局还在东胡村建立地埋管网节水示范区
８００亩。２０１１年起，全镇投入资金２０００多万元，规划建设南北两个高效农业万亩示范园，
北面涵盖坡马、新庄坡、西杨、侯庄、东胡、拐河杨、石桥刘、孟排、盛寨等村，南面涵盖

王昌贺、西杨、坡马、东胡、坡张、牛郑、翟道、坡李、东刘、西刘、窑口等村，总面积达

２３０００多亩，新打和整修机井２５９眼，总机井数达６９７眼。疏通沟渠３９０多公里，新增地埋
电力线１３３多公里、地埋管道１２８公里，形成 “沟相通，渠相连，旱能浇，涝能排”的水利

网络体系。２０１４年，投资６７００多万元，解决镇域西部严重缺水，引禹入长，使干涸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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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又恢复往日的胜景。

道路建设是全镇人民生产、生活的必须，是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常言道：要想富，先

修路。１９４９年后的几十年里，全镇在道路建设上，历经几个历史阶段，随经济发展而扩展，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为土路阶段，集中修通贯通全境的长无 （长葛—无梁）公路坡胡段、后石

（后河—石固）公路坡胡段。１９６６年，长无公路铺上９米石渣路面，１９７７年，铺上宽９米的
柏油路面。１９９６年又加宽到１２米，２００３年，长无公路升级为省道，拓宽为２４米的柏油路
面。１９９５年后，在上级的支持下，全镇开始实施 “村村通”工程。截至２０１４年，全镇３４
个行政村达到了 “村村通”公路。开始以柏油路为主，２００５年后全部改为水泥路面。２０１１
年起，在高效农业园区的带动下，镇区南北又各修通环镇水泥路，与村村通相连接，通车里

程达１１６公里 （水泥路７５公里），形成了三横七纵公路网络。
坡胡用电始于１９６６年，通过各级几十年不懈努力，逐步发展到每家每户，使广大农民

梦想的 “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得到实现。１９８０年坡胡建立电管所，电力得到迅速发
展。２０００年前，电力部门负责高压线路，用户单位负责低压线路，用户个人负责入户线路，
谁用谁投资。这样就造成私拉乱扯、电价高低不一，特权电、人情电一直存在，造成管理混

乱。各村、工副业拖欠电费现象非常严重。１９９８年，国家统一对农村电网进行建设和改造。
市电力公司首先在东胡村试点，对全村所有用电户进行改造，统一表箱，统一电表，统一线

路，使用电得到规范。省市在东胡村召开 “两改一同价”现场会，总结经验，全面实施，

到２０００年，全部完成改造。现在，电力设施由电力部门统一管理，镇村不再负担电力投资。
实行同类用电一个价，使原来的生活用电由０６７元变为０５６元；工副业用电由０７３元变
为０６７元，电费收缴率１００％，从根本上纠正农村用电管理中的混乱现象，减轻了农民负
担，有力地拓展了农村电力市场，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２０１４年全镇共有１１０千伏安变
电站１座，３５千伏安变电站１座，１０千伏线路１７条 １２３５８公里；０４千伏线路 ４７３条
１４１８８公里；高压专业专变台区２７８台，容量８１１２５千伏安；综合配变１８１台，容量２９３４０
千伏安。年总供２２亿千瓦时，电费１２亿元。

坡胡变电站

坡胡自１９５８年成立邮电所，１９９９年
又设立水磨河所。开展函件、包件、汇

兑、特快传递、报刊、储蓄和国际、港澳

台邮件业务。１９６０年起邮电所设立电话磁
石交换机，公社、大队全部安装上手摇电

话。１９７８年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体
户、专业户、外出打工人员增多，农村的

磁石电话明显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于

１９９２年 ５月，坡胡乡政府多方筹资，将
１００门磁石机改为５００门程控交换机，在
长葛第一个完成改制。这样电话可直拨全国各地，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更快的发展。１９９３年
至１９９６年无线寻呼、电传机、二哥大、移动通信开通；１９９８年邮政、电信分营，成立坡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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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支局；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Ｇ手机开通使用；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４Ｇ基站开通使用。固定电话
４３７１部，宽带上网户３４９７户，手机用户３４２１０户。

第五章　政　治

第一节　基层党组织

１９２５～１９４９年党组织活动

１９２５年，中共长葛党组织为扩大影响，积极培养党的积极分子为党工作，利用当时农
村 “红枪会”组织，从中培养思想进步人员为党工作，开展农民运动。时任孟排村红枪会

首领胡清田，思想进步，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于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坡胡镇第一
位共产党员。

１９２７年７月，中共长葛县委建立，下设六个党支部，孟排寨设立坡胡历史上第一个党
支部。胡清田任支部书记。８月，国民党大举清党，共产党的活动转入地下。１２月，县委领
导人相继被捕，党组织一时瘫痪。

１９３８年７月，重新建立中共长葛支部委员会；９月，建立六个基层党支部，孟排寨党支
部重新设立，支部书记单子焕。在单子焕的领导下，先后又发展单文俊、单文卿为共产党

员。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１９４３年，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陈伯瑾 （石固镇祥符梁人）、单子焕为首，成立抗日游

击队，单子焕任队长。在县西石固、坡胡、后河、禹县无梁开展抗日活动。队部设在东胡村

寨内胡超辰家，由单文俊为联络员，负责联络各地游击队员。１９４４年５月中旬，接到上级
党组织的指令，一部分日本鬼子约５００余人，要路经东胡寨南下。单子焕等率游击队４０余
人埋伏在东胡村北地，待日军到来，开展了一场激战。但由于日军人多，武器又精良，寡不

敌众，游击队主动撤离。

国民党反动派对抗日游击队恨之入骨，利用伪保安团使用种种残忍手段，对游击队进行

打击。１９４４年农历４月２９日，共产党员单子焕被保安团副团长侯庆甫 （孟排人）手下枪杀

于孟排村。１９４４年农历８月１６日，共产党员单文卿被杀害于孟排村西。１９４５年８月４日，
共产党员单文俊被杀害于禹县境内。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６日，共产党员胡德甫被捕，县长李乐安
亲自审讯，并进行严刑拷打，但他终不开口，２０天后被保释放后到社旗县开展地下工作。
１９４７年初，胡回长葛，不幸再次被捕，被县长李乐安于农历２月７日在县城 （今老城）南

关杀害。县西党的活动陷入低谷。

０１２

长葛市乡镇志



１９４７年２月１３日，坡胡解放。此后处于 “拉锯”形势，到１９４８年３月，许西县成立，
下设区，后河为区，建立区党委。在区委的领导下，成立村农会、民兵队，开展支援大军南

下，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组建新政权。到１９４９年８月，区下建立党组织，有水磨河乡、
盛寨乡、坡胡乡、东胡乡、西杨乡、西刘乡、坡李乡党支部。

１９５０年后党的基层组织

１９５２年坡胡域内村庄划分为五区 （石固），有西刘乡、坡胡乡、营张乡、坡张乡、坡李

乡、西杨乡、新庄坡乡、东胡乡党支部；七区 （后河），有白庄乡、水磨河乡、尹刘乡、盛

寨乡、孟排乡和拐河杨乡党支部。

１９５３年３月，五区 （石固）辖坡张乡、西刘乡、坡胡乡、西杨乡党支部；七区 （后河）

辖白庄乡、水磨河乡、拐河杨乡党支部。

１９５５年５月，石固与后河区合并，成立七区 （后河）党委，下有尹刘乡、水磨河乡、

坡胡乡、孟排乡党支部。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撤销区，成立中心乡党委，有水磨河中心乡党委，坡胡中心乡党委。
１９５８年３月，水磨河中心乡与坡胡中心乡合并为坡胡乡，成立坡胡乡党委。
１９５８年８月，建立坡胡人民公社党委，下设管理区党支部 （因时间短，无资料统计）。

１９５９年３月，撤销管理区，建立生产大队。坡胡公社党委下设７２个大队党支部，有坡
西、坡中、坡东、营张、坡李、坡张、东胡、坡马、新庄坡、拐河杨、石桥刘、合寨李、王

庄、花园、祥符梁、西杨、赵堂、苇园、中岳店、南张庄、阴阳张、乔庄、花杨、岗河、石

固一大队、石固二大队、石固三大队、石固四大队、石固五大队、石固六大队、老石固、宗

庄、董河湾、水磨河、大刘庄、白庄、窑口、西刘、东留、石庙杨、河北张、赵楼、樊楼、

小李庄、后河、徐庄、范庄、孟排、买桥、王买、尹刘、张庄、张史马、芝芳、山孔、榆

林、三角王、烧盆宋、沟冯、画匠王、张庄、白寨、刘士华、阎楼、于楼、辛庄、汪坡、洼

李、丁庄、大庙王、王楼和娄庄。

１９６１年８月，坡胡公社改为区，建立区党委，区下设坡胡、合寨李、石固、后河、水
磨河、阎楼公社，辖７２个大队党支部。
１９６２年９月，变６个公社为１５个公社，取消生产大队。（治所无记载）。１２月，后河析

出，坡胡区党委调整，下设有坡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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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庄公社。白庄、水磨河、盛寨、尹刘、孟排公社划归后河区管

辖。王庄、侯庄划归和尚桥区管辖。

１９６６年８月，取消区恢复坡胡人民公社，建立公社党委，下设生产大队党支部，有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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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口２４个
大队党支部。

１９７５年，增加石庙杨、苏楼大队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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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６年，增加牛郑、张庄大队党支部。
１９８１年，增加海子李、买桥大队党支部。
１９８２年，原王庄大队更名为苇园大队党支部。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坡胡人民公社改为坡胡乡，建立乡党委；３０个生产大队党支部改为行政

村党支部。

１９８４年增加翟道村党支部。
１９８５年增加东赵庄、王昌贺村党支部。
１９８６年增加陶楼村党支部。
１９９３年５月，坡胡乡经省政府批准，改乡为镇，建立坡胡镇，成立坡胡镇党委至今。

经上级党组织批准，１９８８年建立坡胡教育党总支，１９９４年建立水磨河党总支；１９９８年建立
营张村党委，２００５年建立水磨河村党委。

党组织在各个历史时期，开展了党的组织活动，发展新党员，加强了党的基本路线教

育，使全体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特别是１９７８年后，党委一班人积极带领广大党员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

持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转变干部作风，认真组织开展各项思想教育活动，加强与

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沟通联系，不断提高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服务群众的能力。

２０１４有村级党委２个，党总支５个 （村级党总支４个、教育党总支１个），党支部３９
个 （其中村级党支部２８个、机关事业单位８个、企业３个），党员２０７６名。

坡胡镇党员代表大会

２００６年前每三年换届一次，２００６年后每五年换届一次，到２０１４年共召开过１１次党员
代表大会，各次大会通过总结上届党委和纪委的工作，选举产生了本届党委和纪委委员。

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时间不详。

１９７２年２月６日，坡胡人民公社召开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出中共坡胡人民公社
第二届委员会。书记１人、副书记３人。
１９８０年５月３日，召开中共坡胡公社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坡胡公社第三

届委员会。书记１人、副书记３人。
１９８６年１月，中共坡胡乡召开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委员会。书记１

人、副书记３人、纪委书记１人、委员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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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历时１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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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听取并审议
了上一届党委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乡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同日，在召开的

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书记１人、副书记３人、委员４人；纪委第一次会议
选举产生书记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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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历时１天。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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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会议正式代表１１２名。会议听取并审议了上一届党委所作的工作报告，并选举产生了新一
届乡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同日，召开党委第六届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书记１人、副书
记４人、委员５人；纪委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纪委书记１人。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共坡胡镇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镇礼堂召开，会议历时１天。参

加会议正式代表１１８名。会议听取和审议上一届党委和纪委所作的工作报告，并选举产生新
一届党委委员１１人和纪委委员５人。同日，召开党委、纪委七届一次会议，选出书记１人、
副书记４人；选出纪委书记１人。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８日，中共坡胡镇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镇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正式

代表１１６名。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上一届党委和纪委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党委委员９
人，纪委委员５人。同日，在党委、纪委八届一次会议上，选出书记１人、副书记４人、委
员４人；选出纪委书记１人、副书记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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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正式代

表１１５名。会议听取审议并通过了上一届党委、纪委所作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出第九
届党委委员７名，纪委委员５名。同日，在召开的党委、纪委九届一次会议上，选出书记１
人，副书记３人，纪委书记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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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正式代

表１１５名。会议听取审议并通过了上一届党委、纪委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出党委委员
７名，纪委委员３名。同日，在召开党委、纪委十届第一次会议上，选举出书记１人，副书
记２人；纪委书记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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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正式

代表１１０名。会议听取审议了上一届党委、纪委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出新一届党委委
员７名、纪委委员５名。同日，在召开党委、纪委十一届第一次会议上，选举出书记１名、
副书记２名；纪委书记１名。

第二节　人　大

人大代表及代表大会

坡胡镇人大代表由各选区选民选举产生。自１９８７年第五届代表大会起每三年换届一次，
每年举行一次会议，自２００６年第十一届代表大会起每五年换届一次，至２０１２年，换届１２
次，召开会议２６次。大会认真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依法选举镇人大主席团和镇人民政府
组成人员，依法听取审议镇政府工作报告，依法改变或撤销镇政府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等，

使宪法、法律和上级人大决议在本行政区域的遵守和执行得以保证，使公民的人身权利、民

主权利等得以保障，使国家和集体财产得以保护，使经济、社会得以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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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和主要工作

１９９０年前为人大联络组，其后为人大主席团。人大主席团由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设主席１名、副主席１名，成员若干，负责届内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日常工作。

主要工作：（１）对本镇政务进行监督；（２）召集和主持代表大会会议；（３）监督人大
的决议和决定执行；（４）审议镇政府对人大通过的建议、计划、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５）
督促检查代表提案和建议、意见的办理情况；（６）受理代表大会闭幕期间镇长提出的辞职
报告；（７）决定镇长缺职的代理人选；（８）决定个别副镇长的任免；（９）协助、指导、组
织选民对本级人大代表的选举、补选与罢免和上一级人大代表的选举；（１０）向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报告工作。

历届人民代表大会

坡胡镇人民代表大会从１９５４年起，到２０１４年共召开十二届。前二届情况不详。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召开坡胡公社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建立坡胡公社管理委员会并撤销

公社革命委员会。

坡胡乡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９８７年４月）。
坡胡乡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１９８７年４月～１９９０年２月）。
坡胡乡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９９３年２月）。
坡胡 （乡）镇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９９６年３月）。
１９９３年２月２７日，坡胡乡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在乡礼堂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人大主

席团和政府组成人员。１９９３年５月，撤乡建镇，领导名称随之变更。
坡胡镇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９９９年１月）。
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４日，坡胡镇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在镇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７３

名，列席代表３２名，特邀代表１３名。大会选举产生了坡胡镇第八届人大主席团和第八届人
政府组成人员。

坡胡镇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００２年３月）。
１９９９年１月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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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名，列席代表５７名。会议１天。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人大主席团和人民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
选举出第九届人大主席团主席１人、副主席１人；人民政府镇长１人、副镇长４人。

坡胡镇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００６年５月）。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９日，坡胡镇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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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１天。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上一届人大主席团和人民政府所作的报
告，选举产生第十届人大主席团主席１名，副主席１名；人民政府镇长１名，副镇长３名。

坡胡镇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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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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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听取并审议了上一届人大主席团和人民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选
举产生了第十一届人大主席团主席１名，人民政府镇长１名、副镇长３名。

坡胡镇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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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

７２名，列席代表３３名。大会听取并审议了上一届人大主席团和人民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
选举产生了第十二届人大主席团主席１名，人民政府镇长１名、副镇长３名。

第三节　人民政府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坡胡设立中心乡人民政府；１９５８年３月水磨河中心乡与坡胡中心乡合
并，成立坡胡乡人民政府；１９５８年８月成立坡胡人民公社；１９６１年８月，改为区人民政府；
１９６６年８月又改为人民公社，并成立公社管理委员会。１９６８年８月前建立革命委员会，取
代管理委员会。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召开坡胡公社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建立人民公社管理委
员会并撤销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１９８３年１２月，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人民政府；１９９３年
５月，撤乡建镇，建立坡胡镇人民政府至今。自１９８７年４月召开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起，
政府组成人员由代表差额直接选举产生，到２０１２年换届７次。

政府工作采取分工负责制，镇长主持全面工作，副镇长按照工商、农业、文化、教育、

卫生、民政、财政等工作门类分工负责，落实政府重要会议的决定和工作部署，管理、协

调、监督、检查分管单位的工作，并及时向镇长汇报分管工作进展情况。政府对各行政村和

镇直单位实行目标管理，制定各单位共性责任目标和不同行业责任目标，印制成目标管理责

任书，然后召开会议，发布全年各项责任目标，由镇长与各行政村、镇直各单位行政一把手

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平时不断进行检查、指导、督促和帮助解决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半年初评，年终总评，对完成好的给予表彰奖励，对完成差的单位予以通报批评或黄

牌警告。对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实行一票否决。

镇人民政府设镇长１人、副镇长３人，由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政府机构：２００５年以前政府设 “五办”：政府办、工业办、教育办、计划生育办综合治

理办；“九所”：财政所、民政所、司法所、土地所、粮管所、税务所、工商所、邮电所、

公安派出所；“八站”：农技站、农机站、水利站、电管站、林管站、畜牧兽医站、文化站、

广播站；“二社一院”：供销社、信用社、卫生院。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增设农行营业所。２００５年
乡镇机构改革，改革后党政合署办公，设 “五办”党政办公室、人口与计划生育办公室、

经济发展办公室、国土资源办公室、综合治理办公室；“四中心”文化发展中心、农业发展

中心、村镇建设发展中心、便民服务中心；“五所”财政所、民政所、劳动保障所、公安派

出所、地税所；“二社一院”：供销社、信用社、卫生院。临时设置有安监站、创建办机关

财审办、稳定办、南水北调办、协税办、新村办、水利站等２２个下属机构。对市政府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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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安刑侦三中队、交警、司法所、坡胡法庭、电管所等负有兼管责任。

第四节　群团组织

共产主义青年团

共产主义青年团 （简称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坡胡自

建置后和党组织一道同时建立。镇建立团委会，村和企事业单位建立团支部或团总支。２０１４
年坡胡镇有团委１个、团总支１个、基层团支部３４个，学校团支部２个，３０个非公团支部，
１５个少先大队，１４～２８岁青年２３６６人，共青团员５９２名。

共青团的前身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１９５７年５月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主要工作是：
在镇党委和上级团委的领导下，全面加强团的组织、思想和制度建设，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

法律、政策及镇党委和上级团委的决定。积极发挥党的助手作用，经常向党组织请示和汇报

工作，依托 “党建带团建”，做好 “推优入党”工作。加强团员和青年的教育和管理，依法

维护团员和青年的合法权益，严肃团的纪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和谐发挥积极作

用，成为新时期的生力军。

妇女联合会

坡胡镇妇女联合会设立于１９５９年３月，同时设立各生产大队妇女工作委员会。１９６８年
至１９７２年妇女联合会瘫痪，１９７３年恢复。１９８４年以后乡、村配备专职妇联主任。

妇联会的主要工作。解放初期：宣传妇女翻身解放，组织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学习文化

知识，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保护妇女的合法地位，培养妇女干部。新时期：组织开展

劳动竞赛活动；组织开展巾帼建功竞赛活动；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培养妇女干部；组织

开展争 “三八”创五好文明家庭、好媳妇、好公婆评选活动。

第五节　政　法

公安　１９５９年３月，坡胡人民公社配备政法部长１名，１９６６年８月，公社设立公安特
派员，１９８０年８月设立坡胡派出所，原址在镇政府对面，２００８年迁到现址。现派出所有正
式民警７人，设立西杨、坡西、水磨河三个驻村警务室，村村设立警务点。

法庭　坡胡法庭设立于１９８０年１月，原址在镇政府对面，２００８年迁到现址。坡胡法庭
管原辖坡胡、后河、石固三个乡镇，１９９７年后河法庭成立后，管辖坡胡、石固两镇。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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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案件保持在２００件左右，２０１３年达２６０件，２０１４年达３４４件。
司法　１９８０年底，坡胡公社配备专职司法助理员，１９８１年各生产大队建立调解委员会；

１９８５年４月，坡胡乡建立司法办公室，１０月更名为司法所，设所长 １名、司法员 ２名；
１９９９年司法所归市司法局直接管理，同时建立镇法律服务所。２００７年撤销法律事务所，成
立两劳帮教办公室；２０１３年成立矫正办公室，统归司法所主管业务。各村成立人民调解委
员会，协助司法所做好相关工作。２０１３年接收辖区矫正人员７１人，通过矫正，已解除矫正
人员２５人；２０１４年度处理各种纠纷达２００多件。

第六节　地方武装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在建立坡胡、水磨河中心乡党委政府的同时，建立坡胡中心乡武装部和
水磨河中心乡武装部。１９５８年８月建立坡胡公社武装部，１９６１年８月改为坡胡区武装部，
１９６６年８月又改为坡胡公社武装部，１９８３年１２月改为坡胡乡武装部，１９９３年５月改为坡胡
镇武装部至今。武装部设部长１人 （１９９２年后列为党委委员），武装干事２名。

第七节　社会保障

１９９２年坡胡起步社会养老，办法是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养老相结合，村民每人每年缴
纳２４元，到年满６０岁领取保险金，但只实行一年就停办。农村独女户和双女结扎户，是计
划生育办公室与保险公司向独女户和双女结扎户及村组一次性收取４００元 （集体、个人各

２００元）作为其养老保险金，到户主满６０岁时，男、女每月可领取数额不等的保险金。
２００９年，国家开始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凡年龄在１６～５９岁的居民都要求参加养老

保险，参保人员达３２２７０人。有６６７５名６０岁以上的老人当年就领到了每人每月６０元养老
金，使养老有了保障。

２０１３年按照上级精神，对原民办教师，现在家务农人员通过认定有６２０人，根据任职
年数到年满６０岁开始给予补贴。

第八节　民　政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公社设立民政协理员。１９８６年成立坡胡民政所，设所长、助理、婚姻
登记员、敬老院院长各１人。民政工作以优抚、复员军人安置、生产救灾和社会救济为主要
任务。

优抚　一、节日慰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慰问烈、军属及退伍残废军人成为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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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般是在春节、“八一”期间，以召开座谈会、联欢会形式进行，或重点登门慰问。各

村 （大队）为军烈属打扫卫生、贴年画对联、送慰问品等。

二、生产分配照顾。１９８２年以前，各大队对烈军属给口粮照顾或工分照顾。１９８２年后，
村统一提留，夏季一次兑现。优待标准为：每户每年烈属１７０～２００元、军属１５０～１８０元、
其他４０～６０元；对荣立特等功一次增加一倍，一等功一次增加８０％。

三、烈士抚恤。对烈士家属给予一次性抚恤金。１９７９年以前为５００元，１９７９年提高到
８００元，１９８４年提高到２０００元。

四、残废军人照顾。残废军人照顾按残废等级，每年给予定额残废金，由镇 （公社、

乡）政府发给。

五、特困户建房补助。

六、低保。安排对农村特困户、低保户评审评估，按国家政策对全镇困难户发放低保补

助。标准为三个等次：１１７元、１０７元、９７元。
赈灾救济　新中国成立后，每遇到严重自然灾害，政府都组织干部带领群众积极开展生

产自救，同时安排好国家拨发的救灾款物，妥善安排重灾难民，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生

产，开展生产自救。

五保供养　农村合作化前，孤寡老人的生活主要靠社会救济，合作化后，靠集体照顾，
后实行集体五保 （保吃、保穿、保住、保烧、保医）制度。１９７９年以前五保标准为：粮食
全年５００斤，食油１２斤零花钱２４元；每年一套单衣，两年一套棉衣，五年一床被褥，鞋帽
按需供给；房屋常修，不漏不塌；每年每人供煤１０００斤；保医保葬，有病及时看。１９８４年
后，五保粮款实行村筹村管，标准为：粮５００～６００斤，食油１２斤，零花钱１００元，生活煤
２０００斤，其他同以前。２０１４年１月，集中供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３２００元，分散供养标准
提高到每人每年２２２０元。

为更好地做好五保户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１９８１年５月，水磨河大队投资
１２１５０元，办起全县第一所敬老院，抚养１７名五保老人。１９９２年原坡胡乡政府在坡西村西
头建起坡胡乡敬老院，入院老人８６人。镇政府为了全镇 “五保户”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

环境的改善，于２０１０年投入５３０万元，在坡马村征地２２亩，又建标准化敬老院。配备有空
调、暖气，有健身器材，环境得到绿化美化。院设床位１７０张，除保证全镇五保老人进院集
中供养外，还对外开放，吸纳其他老人入住。

获河南省政府以上奖励单位名表

坡胡公社 １９７８年 统计先进单位 国务院

孟排村 １９７９年 农业科技优秀奖 国务院

孟排胜利社 １９５８年３月 全省特等模范社 河南省政府

水磨河村 ２００９年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民政部

拐河杨村 １９５０年 卫生工作先进单位 河南省人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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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坡胡公社 １９７８年 统计先进单位 国务院

坡胡公社 １９６０年 水利建设先进单位 河南省人民政府

水磨河村 １９９３年３月 文明村 河南省委政府

营张村 １９９１年１月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先进单位 河南省委政府

坡胡乡 １９９０年 科技示范乡 （镇） 河南省政府

坡胡镇 １９９５年 全国综合改革示范镇 建设部

水磨河村 ２００９年６月 全省五个好村党支部 河南省委组织部

水磨河村 ２００９年２月 省级生态文明村 河南省环保局

水磨河学校 １９８４年４月 校建先进单位 河南省教委

孟排村 １９８４年４月 校建先进单位 河南省教委

营张村 １９８４年４月 校建先进单位 河南省教委

东胡学校 １９９２年 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示范区 河南省教委

坡胡教育中心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 成人教育先进单位 河南省教育厅

第六章　经济建设

第一节　农　业

　　坡胡镇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利条件优越，农业基础扎实，是粮食生产的高产区。
１９５０年前土地私有制，耕作条件落后，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粮食单产徘徊在１００斤左右。
１９４８年后，实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１９５０年，坡胡村共产党员胡学章率先组建互
助组，提高劳动效率；１９５４年孟排村马同义领导的 “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后，进行

深翻改土，获得粮食高产。由于典型引路，各村积极响应，把土地、劳动工具、劳动力集中

起来，实行土地入股，地劳各半或以劳为主的分配办法，在劳动、计划、财务等方面实行民

主管理。１９５８年又全部实现高级社，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把私有土地逐步转变为集
体所有制。

政府带领农民发展农业，大力推广孟排深翻改土经验，引进优良品种，科学改进耕作制

度，大兴水利，积极防治病虫害，农业生产稳步发展。统计资料显示，１９７４年全公社粮食
总产３３６４万斤，到１９８０年达到４４５０万斤，１９８５年达到４６１４万斤，２０００年达到７８２４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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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达９２５０８万斤；农业总收入１９７４年６５２万元，１９８０年达到１０１４万元，１９８５年达到
１８２４万元，２０００年猛增到１１４１０万元，２０１４年达２４９２０万元。１９７５年粮食亩产超千斤，成
为全县 （乃至许昌地区）第一个超千斤公社。近几年来，粮食单产一直保持全市第一的位

置，粮食种植面积减少总产量不减。

１９８０年后，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推行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
解放了生产力。农民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同时，调整粮经种植比例，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出现了坡张芦笋，拐河杨、石桥刘、新庄坡林果，坡西、水磨河食用菌，营张莲鱼共养，孟

排大葱，坡张、坡西烟叶，东胡、坡马良种培育基地等，农业总产值大幅度提高。１９９１～
１９９３年，国家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农民不仅有生产自主权，而且又获得农产品经营
自主权，进一步调动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

１９９３年起，政府充分利用国家黄淮海开发、高效农业示范园项目，引进推广农田水、林、
路、电综合建设，改造、新扩道路１００多公里，改造、新打机井２７９眼，地埋塑料硬管１２８公
里，架设地埋电力线路１３３公里。１９９６年在省内首家调试成功微机智能卡灌溉自动控制系
统，对４６眼井实行卡式管理，建立节水面积４８８００亩，有效灌溉面积４９２００亩。２０１０年 ～
２０１４年，建立南北两个万亩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园区，总面积２３０００亩。在园区内新打机井
１８６眼，修复旧井６０眼，机井及配套总数６９７眼，修建桥涵３８９座，地埋电力线路、节能管
道分别为１３３、１２８公里，开挖沟渠９６公里，新修水泥路２８８公里，碴石路９４公里。

畜牧养殖业。以单迎牧业、昌汇养殖为龙头，发展和培养水磨河、海子李、孟排、苏

楼、营张、侯庄良种养猪场，壮大大刘庄、陶楼、张庄、窑口等村养猪业；石桥刘、窑口、

营张、牛郑、侯庄、东胡等村的牛肉、波尔山羊、小尾寒羊等养殖业。２０００年，全镇畜牧
业产值４２６８万元，实现利润１７０７万元；２００９年畜禽存栏量３６８７７０只，年出栏２９５６６０只，
产值１３０１６万元。
１９５０年后，政府不断加大农业生产机械的改进和推广，坡胡乡在种、收、打、运输、

农产品加工等机械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１９８５年，坡胡农业生产总动力为１９７０２马
力，有大中型拖拉机３８部、手扶小拖３６７部、柴油机１６２台、电动机１１６２台，机井配套
４５９眼。２０１４年机井配套６９７眼，大型农业机械有拖拉机６１台，小麦、玉米联合收割机６０
台，播种机９８台，已全部实现农业耕、种、收生产机械化，让农民从农业生产的繁重体力
劳动中解放出来，把大量时间用到其他经济发展上来。

第二节　乡镇企业

坡胡企业在解放前，因交通不便，地域偏僻，一般都是服务农业生产和农户日常生活的

手工作坊。主要有：水打磨为农户加工面粉；木工生产为农耕生产犁、靶、耧、木锨等生产

工具和铁轮车、推车等运输工具，织布机、纺车、桌椅凳床等生活用品；另有榨油作坊、油

漆、印染作坊、铁货铺、砖瓦窑、孵化小鸡、竹编苇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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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０年后，农业合作社成立，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集体办事情容易了。上级政府为
了尽快发展经济，号召以乡、社为单位大力发展工副业，增加收入。先后由乡、社办起了小

红炉、编织、榨油、缝纫、木工等小加工厂。１９５８年，又办起了炼钢厂，但由于缺乏技术，
经济效益不高，有的还连年亏损。１９６２年以后，三年自然灾害过去，恢复经济成为各级政
府的要务，政府除抓好农业生产外，重点抓发展企业，壮大集体经济，为农业的发展提供资

金支持。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原坡胡公社先后办起机械厂、白酒厂、石灰窑场、磷肥
厂、服装厂、造纸厂、连杆厂、水泥厂、卷烟厂、运输队、建筑队等，各生产大队也积极引

进项目，大办集体企业。当时３３个生产大队，有２９个办有工业，比较有名的有西杨、西
刘、坡李的农机配件，张庄的瓷厂和豆腐加工，营张、坡西的化工，水磨河的造纸和制鞋

恒源木业有限公司

厂，大刘庄的淀粉厂，坡张的棉纱厂，东

胡的镀锌厂，石桥刘的砖瓦窑，孟排的造

纸厂和建筑业等。

１９８０年后，企业发展迅猛，成为全镇
的重要经济支柱，逐步形成工业、种养

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贸业和餐饮

服务业等 ２０多个行业和一村一品格局。
２０００年前，工业以农机配件加工为主，兼
有铸造、化工、造纸、人造板材、食品加

工、纺织厂等。营张兴华化工厂生产的活

性炭，有７个产品获得河南省名优产品，产品远销全国及欧洲多个国家，被河南省命名为先
进企业。大刘庄的宏兴淀粉厂为全市重点企业，被许昌市评为先进企业。２０１４年全镇规模
以上企业４０家，规模以下企业２８６家，工商个体户１８５０家，年产值８６６亿元。

建筑业是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农村建筑队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担负全镇３４个行政
村的建设任务。从７０年代的新村规划起，农村住宅有过数次大的翻旧盖新热潮，建筑行业
随之红火。规模比较大的建筑企业有镇办建筑工程队，孟排赵五的建筑队，坡东胡建昌的建筑

队等近９０家，孟排村的装修工程队发展到３０多家，活跃在市区和农村，成为装修专业村。
坡胡的第三产业有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物流业等。由于政策、体制等历史原因，过去

相当一个时期都发展缓慢，运输工具也相对落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有一部分条件好的大队
购置拖拉机，农忙耕地，农闲跑运输。其他运输只有人力车，很少开展有偿服务。只坡东成

立有运输队，专门为公社粮所、烟站和供销社有偿运送货物，为集体增加一些经济收入。

１９８０年后，改革开放使群众思想得到解放，充分利用坡胡镇靠近无梁石灰、水泥、沙石等
建筑材料基地这一优势，大力发展运输业，以小拖、三轮车、马车为主要运输工具，向全县

乃至许昌、周口等地运送建筑材料，形成浩浩大军。据１９８５年统计，全镇有大小运输车辆
４４６台，从业人员１０００多名。到２０１４年全镇的运输车辆翻了几番，达１８５０多辆。服务业兴
起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主要有餐饮、洗浴、婚庆、车辆清洗与美容、机电维修、照相、理发
与美容等。２０００年后，物流业快速兴起，由于它便利、快捷、服务好，深受客户信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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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发展到３０多家。
机械加工与制造是坡胡镇传统工业项目，也是主导工业，起源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当时

是简单机械零配件制造、简单修理。到７０年代，大部分大队都办起机械厂，产品由简单到
精密，科技含量逐步提高。９０年代后，机械制造快速发展，与之相关的零部件制造迅速崛
起，涌现出西杨、苇园、坡李、西刘、水磨河等专业村和数百家农机配件专业户。２０００年
后，由原来机械加工业发展到机械制造业，成为坡胡支柱产业。

铸锻制造业在坡胡有较长的历史，它同机械制造同生共存，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迅速，多

为个体和联合经营。有与机械制造同存加工后销售，有单独为客户加工铸造或铸造后自行销

售，有普通铸造、精密铸造和铸钢等。铸造业遍布全镇各个村，规模以上有２０多家，个体
和联合企业３００多家。

化工业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坡西、营张村活性炭厂为主，后又发展催化剂、烧碱、
塑料注塑、塑料加工等２０多家。营张村兴华化工厂生产的活性炭，有７个产品获得河南省
名优产品称号，远销全国及欧洲多个国家，被河南省命名为先进企业。水磨河村毅龙公司生

今派实业有限公司全自动豆腐机生产线

产的洗涤、化妆用品获独立经营进出口业

务，并获得 ＩＳ０９０００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远销东南亚和西欧各国。

食品加工业 １９８５年前主要是面粉加
工、小食品加工、粉条加工和榨油等项

目，１９８７年大刘庄村创建宏兴淀粉厂，年
产１万吨，产值１８００万元，远销河南１０
个地市３０多个县，还销售到山东、湖北
等地。１９９５年被评为 “河南省最佳经济效

益乡镇企业”“三百强企业”，成为全市重

点企业，被许昌市评为先进企业。１９９５年水磨河村也创建 “天龙淀粉厂”，后由于排水污

染，到２００５年关闭。２０１４年食品加工企业有河南今派实业有限公司、喜宝鹏食品有限公
司、暖泉湖食品有限公司、盛宴坊调味品有限公司、鑫昊晟食业有限公司、“三棵树”农副

产品有限公司和千秋葛业有限公司等３０多家，食品企业占坡胡经济建设半壁河山，成为朝
阳产业。

重点企业选介

长葛市富康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长葛市富康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创建于１９８６年９月，由西杨村杨群山带领本村数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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