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等姓。全村面积２５７０亩，其中山地和平原各半。三号公路在村北经过，长 （长葛）姚

（姚店）公路在芝芳、张史马自然村中间通过，交通十分便利。国家的南水北调中线水渠从

村西头经过。

清初，张、吕二姓迁此建村，因在村南小洪河岸建起造纸作坊，故名纸坊。清末改名芝

芳，村南小洪河上建石拱桥一座。张史马村，明初，张、史、马三姓迁此定居，因有四条

沟，始名四沟村，后以三姓联称易今名。

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９年，先后办起机械厂、拖拉机修理厂、砖瓦厂、面粉厂、造酒厂等企
业。改革开放以后，有的企业因管理不善亏损停产，有的改制为私营。有养猪大户李根义，

猪场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村办小学成立于１９５６年，１９７０年又同山孔村联办初中和高中，学校建立在该村西北处
的紫荆山下，方便陉山一带的学生就学。由于学校生源逐年减少，高中部于１９８２年撤销，
初中部于２０００年合并到王买联中，该村只保留小学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设有卫生室，
后来改为卫生服务站，有医生２人。

原来有关帝庙一座，有山门、两厢配殿、大殿等建筑，据记载此庙宇始建于清代早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庙宇被毁。该村西地的紫荆山下、小洪河北岸，有古代的汉墓群，在上世

纪七十年代平整土地时发现有汉代的墓砖。在村西北的紫荆山上，有远古留下的岩画，被列

为长葛市文物保护。

在村西北的紫荆山脚处，建有休闲场所 “紫荆山庄”。

榆林行政村

榆林行政村，清初，楚、杨二姓在此建村，因村西南有榆树林，故名榆林。陉山口，民

国初年，孟姓由荥阳迁此落户，因地处陉山东端与土山交接处，始名东山口，后赵、冯诸姓

迁入，曾称冯家 ，又因该地向为新郑、长葛过往必经之山口，故称今名。

徐庄行政村

徐庄行政村地处后河镇东北部，长陉运石专线东侧，距后河镇政府仅１公里。东邻小辛
庄村，西邻后河村，南与刘士华相连，北与洼李村为邻。全村总面积１１９４亩，耕地面积
９８０亩。只有一个自然村，５个村民组，总人口１３７８人，全部为汉族。全村有１０个姓氏，
分别是丁、姜、高、刘、唐、时、李、栗、柳、许姓。

新中国成立后至１９７４年归属洼李大队，１９７４年设立徐庄大队，１９８４年改为徐庄村委
会。以农业为主，劳动力以在本地陶瓷厂上班或外出打工为主要经济来源。

村卫生室成立于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４年，卫生室建筑面积１３８平方米，医务人员３人，配备
有常见病治疗的各种仪器。村委会大院占地面积０５亩，建筑面积１８０平方米，属于平房建
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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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３００米处有一高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平整土地时发现了古代的一些陶器及古代的
生活用品，属于仰韶时期的器物。同时，还出土了商周及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生活用品，

被确定为长葛市文物保护单位。

村西南角有一处大坑，相传为东汉末年的大孝子徐庶的饮马坑。据传徐庶本来是老城小

河徐人，在他为民除霸后，为了躲避官府的捉拿，移居于此。徐庶出行常在坑前饮马，乡亲

们就把此大坑称为 “饮马坑”。

赵东行政村

赵楼村因最初村民赵姓为主而起村名赵楼，上世纪８０年代赵楼村一分为二，西半部为
赵西村，东半部为赵东村。有人口２０６９人，５１名党员，耕地１９１９．６５亩，８个村民小组。

赵西行政村

赵西村是后河镇的西边界，西与禹州市无梁镇接壤，长姚公路穿村而过，北临三号公

路，区位优势明显。

赵西村下辖两个自然村，１１个村民小组，村民２３４２人，党员６２人，耕地２８２６亩。

西樊楼行政村

西樊楼村位于后河镇西北，西与禹州交界，北与新郑接壤。全村共４个村民小组，１３３３
口人，１３２３亩耕地。

西樊楼村党支部下有４个党小组，正式党员３９名。
明初，樊姓由山西洪洞迁此建村，始名樊庄。至清初村民樊大昌在村内建楼房一座，更

名樊楼。１９８２年因大队重名，改名为西樊楼大队。村东有陈公池，为东汉名士陈萛养鱼处，
今池已涸，池址犹存。再东紫金山上有陈公祠，名德星观。

村主要经济来源于孵化业。全村大小孵化场共计２３个。铸造厂一个。

陉山行政村

陉山行政村辖东张家 、西张家 、陈家 、郭家 、刘家 和时家 ６个自然村。东
张家 ，清末，张姓由密县棒槌窑迁居陉山南坡东部建村，故名东张家 ，１９８４年搬至山
下。西张家 ，清朝，张姓由王买迁居白岭山头之西，故名。陈家 ，清末，陈姓由密县棒

槌窑迁此，故名。郭家 ，清末，郭姓由新郑县郭老庄迁此定居，故名。刘家 ，清末，郭

姓由今禹州市无梁镇岳湾村迁居陉山寨南门里，始名大南门。１９６４年因建采石场，南迁现
址，因刘姓居多，故易今名。时家 ，因当时时姓任生产队长，改今名。陉山行政村现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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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７３６人，耕地７９１亩。

汪坡行政村

汪坡行政村位于后河镇的东北部，东邻增福庙乡的盛庄村，西与洼李村相邻，南与白寨

村、小辛庄村相连，北与北杨庄村和王楼村接壤，全村总面积２２００亩，耕地面积１４００亩，
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村。全村所辖三个自然村，六个村民组，总共１２１０口人，其中回族５人，
其余全部是汉族。全村共有１２个姓氏，分别是：娄、乔、洪、张、王、李、赵、师、纪、
盛、唐、汪等。

汪坡村村委会设立在中街西头，占地面积１亩，有５间平房，内设办公室、党员之家
等。村里的师东杰是种粮大户。村卫生所于１９７５年设立，至２０１４年拥有医疗室三间，医护
人员两人。村内有一私营陶瓷厂。

娄庄行政村

娄庄行政村地处后河镇北部的陉山东麓，土山脚下，距镇政府４公里。娄庄，明末，娄
姓由原武县迁此建村，故名。南水北调中线从村子的西侧向北而去。这个村东与丁庄村相

邻，西临土山，南邻丁庄村的山头刘自然村，西北方与新郑市观音寺镇的苏张村相邻，北与

新郑市观音寺镇的乔户村为邻，全村面积２６００亩，其中耕地面积２０６０亩。一个自然村，九
个村民组，４１２户，１５６０口人，其中男性６３０人，女性９３０人。村中有一户彝族，一男一
女，其余全部是汉族。

新中国成立后就建立了娄庄小学，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还设立了初中班，变成了中小

学，初中办了１０年，１９７４年停办。学校占地面积３亩，教室和教师办公房屋共有１６间，学
生达到３００人左右。２０１１年，生源逐渐减少，学校停办，１～６年级学生转并到丁庄学校。

自１９６０年开办卫生室，后改设社区卫生所，另有个体诊所。村委会占地１亩，建有１０
间平房，内设办公室、党员活动室、青年之家、图书报纸阅览室。

由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这个村经过，国家为了群众生产、生活方便，于２０１１年５月
动工，在村西修建了一座跨区大桥。

该村有清代建筑两处，已列入长葛市文物保护单位。另外，这个村保留有娄氏家谱、家

训、治家格言。

王楼行政村

王楼行政村地处陉山东麓的山脚下，后河镇的北部，三号公路的北则，东邻北杨庄村，

西邻丁庄村，南邻汪坡村，北邻新郑市观音寺的赮水寨行政村，由王楼和小朱庄两个自然村

组成，总面积８２０亩，耕地面积５９７３８亩。全村总人口６８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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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楼，清初，洪姓由上蔡县迁此，因建有楼房，始名洪楼，后王姓迁入亦建楼房，其外

观优于洪家，故易今名。建国前，和杨庄、小朱庄、丁庄、娄庄、山头刘、山头高等村属于

一个保 （清代沿袭下来的保甲制度），每个自然村一个甲。

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６年划归丁庄乡王楼村。１９５６年上半年转为红星四庄 （农业社）至１９５７
年。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转为坡胡大公社王楼大队。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３年坡胡大公社分成乡，这个
村划归闫楼乡，设王楼管理区 （含杨庄、小朱庄）。１９６４年 ～１９７６年划归后河公社丁庄管
理区，王楼村属于一个生产队。１９７７年～１９８０年变更为后河公社丁庄大队，王楼仍然是一
个生产队。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３年建立后河公社王楼大队。１９８４年改制为后河乡王楼村委会。

以农业为主，一部分农户兼营废品收购，一部分收购鸡、鸭、鹅和家养犬送往城市供应

屠宰。大部分劳动力在附近的陶瓷厂、机械厂打工。由于村规模较小，又与其他村相距较

近，所以没有设学校和卫生室。

村委会大院坐落于本自然村的东北角，占地面积２２６平方米，建筑面积１０８平方米，平
房５间。

洼李行政村

洼李行政村，清初，曹、孙、李三姓由山西永槐之峪迁此建村，后曹、孙两姓绝嗣，李

姓独存，始名李家庄，因村居山脚，地势低凹，改称凹李，后为书写方便，易名洼李。新洼

李，１９５８年从洼李迁出部分青壮劳力在此种地，有些男女结婚后即在此落户，始名小洼李，
后易今名。

山头高行政村

山头高行政村位于陉山东麓的山脚下，东邻汪坡村，西边与榆林村的冯家 自然村接

壤，南与洼李村为邻，北与丁庄村的山头刘自然村相接，全村总面积１０４０亩，耕地面积
８３５４亩，是一个山地与平原各半的村子。辖一个自然村，４个村民组。有７个姓氏，分别
是：高、唐、刘、魏、陈、冯、娄。

１９４９年前曾经属于丁庄保、辛庄保；１９４９年后，属于丁庄乡，１９５８年属于坡胡人民公
社，１９６３年改制为后河人民公社洼李大队高庄村，１９８４年改为山头高行政村。南水北调中
线从这个村西部经过。

有农机大户三家，养殖大户三家，拥有工程、运输大型机械的一户。建有社区卫生室一

个，房屋五间，医生一名。村委会设立在村子中央，占地面积一千多平米，长方形，一座小

楼，占地面积２００多平方米，设有图书阅览室和文化大院。
村内有一棵三百多年的老枣树，已被列为 “古树”保护，还有一棵罕见的九头老榆树。

高姓的老家谱，保存较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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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育　文化　卫生

第一节　教　育

　　后河镇的教育发展历史较早，清道光二十二年 （１８４２），龙泉宫改建为学馆，杨佩璋曾
在这里就读。民国十九 （１９３０）年，石固镇牛桂亭捐资、后河镇乡绅集资，在葛仙灵池西
侧兴建小学，有前后两栋双层教学楼，为县立第二完全小学。１９３８年在此创建葛天中学，
每年招收一到两个班，学制三年，在校学生近２００人，学生来自长葛、禹州和新郑。日寇侵
入中原后停办，１９４６年秋复办，１９４９年合并到县中。
１９５６年８月，长葛县人民政府又在葛仙灵池东侧建起长葛第七初级中学，１９５９年改为

第五初级中学，１９８０年扩建为完中。
１９６８年，成立后河人民公社普通高中。１９６９年１０月成立后河公社文教组，文教组负责

人为文教专干，办公地点设在后河村，专职负责全公社教育。当时，后河人民公社共有３６
个自然村，设有３３所小学，２８个行政村设有初中。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成立文教办公室，文教办
公室内设辅导站和成人学校。１９８４年５月，后河文教办公室更名为教育办公室，下辖３３所
小学，２９所初中，一所普通高中。１９８７年４月，后河普通高中更名为长葛县农职业高中。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与第五高级中学 （原坡胡高中）合并为长葛县第三职业高中。

１９８８年４月成立后河镇教育中心，当年，中小学布局调整，小学调整为２３所，全乡镇
２９所初中撤并为５所，分别为：大庙联中、后河中学、辛庄中学、芝芳联中和赵楼职业中
学，保留长葛县农职业高中。

１９９０年６月台胞杨景尧出资３００万美元成立淑君中学，学校占地面积８０亩，建筑面积
８０００平方米，含教学楼一栋，六级１８个教室 （含初中、高中），办公楼两栋，教师宿舍楼

一栋，学生宿舍楼两栋，餐厅一个，以及其它教学辅助用房。１９９３年８月后河二中建成，
芝芳联中迁入后河二中，地点在王买村。１９９４年６月撤淑君中学高中部。
１９９５年成立杨景尧文教基金会，开始资助贫困家庭子女上大学。
２０００年７月陉山小学并入山孔小学，全镇小学为２２所，初中５所。２００１年西樊楼小学

并入赵楼小学，范庄小学并入中心小学，徐庄小学、汪坡小学并入辛庄小学，三角小学、烧

盆小学、张庄小学并入闫楼小学，娄庄小学并入丁庄小学，全镇小学 １３所，初中 ５所。
２００３年７月赵楼职业中学并入后河二中，全镇初中总数为４所，分别是后河一中 （地点在

烧盆宋村）、后河二中 （在王买村）后河回中 （在小辛庄村）、淑君中学 （在后河村）。

２００４年２月，撤销后河镇教育中心，成立后河镇中心学校 （设在淑君中学），中心学校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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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镇教育工作。２００６年８月，后河二中并入淑君中学。２００７年６月，后河二中教育资源重
新利用，成立私立小学———长葛市添才学校。２００８年８月，后河镇第二中心小学建成，闫
楼小学、沟冯小学并入。２００９年７月，榆林籍企业家楚金甫出资改造榆林小学，建成九年
一贯制学校———榆林森源希望学校。

截止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全镇共有１６所学校，其中，中学４所，小学１３所。

第二节　文化娱乐

后河镇各村都建有文化活动室和休闲娱乐广场，２０１３年镇政府在经济新区建成文化体
育活动中心、群众文化娱乐广场，供四周群众前来唱歌、跳舞，人数多时达千人。

各村分别成立有腰鼓队、盘鼓队、舞狮队、舞龙队、铜器队、国乐唢呐、军乐队、秧歌

队等，群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村里通了互联网，全镇拥有网络用户２万户，电脑几乎家家都有，成年人基本都用上了
手机。家庭电视普及率１３０％，镇广播电视差转台除了转播中央、省、地、市电视台的节目
外，还插播后河镇政府的一些新闻、通知和自己制作的科普知识等节目。

有书店３个，经营学生用品、群众读物、音像制品等。

第三节　医疗卫生

建国后，政府开始为各村培养医疗卫生人员，往重点村派去医生，医生配有出诊箱，内

装着听诊器、注射器和治疗常见病所需的针剂、药品，徒步为群众看病。

１９５５年，政府把农村的医生组织起来，成立后河乡卫生院，有两名男医生和一名女医
生坐诊。乡卫生院在大村设卫生所，选派医生驻村，方便群众就医。

１９７５年，后河公社卫生院搬迁新址，增加放射、Ｂ超、心脏检测仪等设备，增设骨科、
妇产等科室，设立住院部，病床３０多张。２０１３年，后河镇卫生院再搬新址，病床５０多张，
添置彩超、ＣＴ扫描仪等设备。
２０１４年，设内科、外科、中医科、肝胆胃科、小儿科、妇产科、骨科、颈腰腿疼科等

科室。各村设卫生室，配专业医生负责本村常见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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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文物古迹与故事传说

第一节　文物古迹

具茨山岩画

陉山岩画又叫具茨山岩画，位于长葛市、禹州市、新郑市三市交界处的陉山山坡。２００８
年，当地群众在陉山主峰南部的一个山坡上游玩时，发现裸露的岩石上凿有比较规则的圆形

“石窝”，感觉好像是人工凿成的，就报告了当地文物主管部门。文物部门经过勘察，发现

这个不大的山坡上分布着许多这样的 “石窝”状的岩画，有几个小 “石窝”围着一个大

“石窝”组成的整体呈梅花状的图案，有两行平行排列整齐的 “石窝”组成的图案，有大小

不同的 “石窝”排列成一条线状的图案，有成 “８”字形的图案，还有许多单独 “石窝”状

的图案。２００９年具茨山岩画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增补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子产墓

子产 （？～前５２２），复姓公孙，名侨，字子产。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
郑国执政２６年，他仁厚慈爱，轻财重德，爱民重民，被后人喻为 “春秋第一人”。据 《史

记·循吏列传》（子产）“为相……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

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手！民将安归？”长葛是子产的封地，他死后安葬在长

葛境内的陉山顶上。目前尚有红石穹隆顶墓冢，高约５米，底边周长５０米。墓前建祠，并
立碑刻石，祠内有古柏十多株。成书于元代的 《贾氏说林》记载：“子产死，家无余财，子

不能葬，国人哀之。丈夫舍佩，妇人舍珠玉以赙之，金银珠宝不可胜计。然其子不受，自

负土葬于陉山。”

德星观

德星观，亦名陈太丘祠。位于长葛市区西北１４公里、后河镇西樊楼村东小洪河西岸。
传为陈太丘故里，后人建祠其上，名德星观。祠内原有古柏数十株，传为陈太丘手植。民国

年间，乡人以办学为名全部砍伐。另据 《太平寰宇记》记载：该地有陈萛子纪、谌以下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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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３６碑，今已不存。

葛仙灵池

葛仙灵池是长葛早期道教圣地龙泉宫内的一个天然泉眼，龙泉宫是元代时期长葛境内最

大的道教圣地，与南邻的天宝宫遥遥相望。龙泉宫坐北向南，有门楼、天王殿、后大殿、东

葛仙灵池

西院殿，后大殿前就是 “葛仙灵

池”。龙泉宫已毁于清末战乱，现龙

泉宫各大殿遗迹还清晰可见。葛仙灵

池保存完好，池四周青石围栏，分别

雕刻有八仙过海、龙虎斗、仙鹤金鹿

等图案，石柱上方雕刻有形态各异活

灵活现的大小石狮。

葛仙灵池的名称来源于一段故

事。相传，三国时吴国道教高人葛玄

来到长葛寻祖，见后河南门外林深竹

茂，景色宜人，便在这里隐居。有一

天，葛玄来到龙泉宫观景，看到进进

出出的人全是清一色的白衣服，葛玄便教大家一法，可以得来别样颜色的衣服。葛玄从袖中

掏出一柄骨针，在地上划了个大圈子，站在圈中央吐了一口唾沫，叫大家闭上眼睛。等大家

睁开眼一看，刚才平平整整的地方成了一个大方四池子，满池清水，清澈见底，不时翻出串

串浪花。有人要捧水喝，还有人要跳进去洗澡，葛玄拉住众人，说是这水不能喝，也不能

洗，只能染衣服，假若你想要什么颜色的衣服，只需站在池边默念三遍：“葛仙爷，我要蓝

色的布！”再闭上眼把布放进池水里摆上几摆，然后提上来晒干，白布就会变成蓝色。

人们将信将疑，有个姓杨的老汉果真回家拿来一块刚织好的白布，照法一试，白布果真

成了鲜艳好看的蓝布。

一传十，十传百，这 “葛仙灵池”的名字，就传开了。因为入池摆染后的白布成了蓝

色，所以又叫 “摆蓝池”。

０１３

长葛市乡镇志



陉山地质公园

陉山地质公园位于长葛市区西２０公里陉山东南，原为废弃矿山，曾被誉为 “国内第一

铁路道砟采石场”，采石场关停后，长葛市政府组织有关单位在该地区启动了弃渣清理，土

陉山地质公园

方挖运，回填平整，边坡防护等为主的

陉山废弃矿山生态园建设工程。园内沟

壑相通，地势起伏，既可极目四望，又

能扬鞭策马。内有小泉数个，勾连相

望，怡情怡神，泉水甘甜，清澈见底，

可以濯足濯缨。园内西侧有卧虎石，与

西山老婆顶石头齐名。卧虎依山而伏，

怒目向东，几欲飞越，守护着一方百

姓。

陉山地质公园是以先秦文化典籍中

屡屡提到的陉山为主体，在充满葛天氏

神奇传说的葛仙灵池北侧，在郑国名相

子产墓东邻，与河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茨山岩画 （紫荆山部分）为伍，占地１２０００
亩，为长葛市规模最为宏大的集益智、康体与观光为一体的景区。

杨佩璋故居

杨佩璋故居

杨佩璋故居位于后河镇后河村委会

院内。杨佩璋 （１８５０～１９２０），后河村
人，清朝光绪年间进士，授翰林院编

修。光绪３９年 （１９０３）官至礼部右侍
郎、督察院副都御史。佩璋晚年赋闲原

籍居住。保存至今的杨佩璋故居是一处

较为完好的三进式四合院，为清代建

筑。有过厅，二进院正房，东、西配

房，绣楼、桂月楼、日华楼等，共 ３６
间，均为硬山式建筑。１９９８年被公布
为长葛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１１３

后河镇



第二节　故事传说

背土葬父

春秋时郑国相国子产一生清廉，勤于朝政，执政２６年，于公元前５２２年逝世。当时２９
岁的孔子哭着说：“子产是集古人的仁爱于一身的人啊！”

孔子对子产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并非言过其实，而是真实地评价了子产的一生。子产有很

多勤政仁爱的故事，单就死后其子背土葬父一则，便可窥一斑而观全豹，充分有力地说明子

产的清廉与伟大。

子产在执政期间廉洁奉公，两袖清风，逝世后仍然是囊中空空，家无余财。子产生前有

两大夙愿，即：生不贪民财，死不占民地。子产死后儿子为了满足子产的夙愿，在高高的陉

山顶上挖了一座墓坑，全家人把子产的遗体装进棺材抬上山顶安葬，让子产永远俯首看着郑

国。

子产死后无钱埋葬的消息迅速传开，朝野上下，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以及普普通通的老

百姓，纷纷捐钱捐物，要隆隆重重为子产办理丧事。子产的儿子一一谢绝，一家人一筐一

筐、一块一块背土搬石为子产安葬。

子产的功德感天动地，玉皇大帝知道后大为感动，即刻派炼石仙母运送石头为子产建

墓。仙母扮做山村农妇，头顶石头披星戴月运了好几趟。最后一趟，刚到山腰恰逢黎明鸡

叫，变化不及就化为石头凝固在陉山上。陉山西南方的悬崖上，“老婆顶石头”一景，也是

对子产清廉一生、功德如山的真实佐证。

老婆顶石头的传说

在陉山西南部半山腰处，原有一个四五丈高的大石柱，顶端横卧一块三间房大的扁平大

石头。人站在上面，可以使其晃动，发出响声，远远望去好像一位身强力壮的老人，头上顶

着一块大石头，蹲靠在山坡上。这便是 “仙人石”，俗称 “老婆顶石头”。传说春秋时，郑

国大夫子产执掌政权，政治修明，民富国强，使小小的郑国不但免受楚晋两霸的欺侮，而且

还受到各诸侯国的普遍尊敬。子产死后，人民怀念他，敬仰他，十分悲恸地按照他的遗愿，

在陉山顶上用色泽红润的石头为他修筑坟墓。这一行动，感动了炼石老母。炼石老母选了一

块五彩斑斓的磐石，准备送上陉山，为子产覆盖墓顶。于是，他顶着磐石，爬山越岭，不辞

劳苦，决心在天亮以前把石头送上山顶，没想到刚走到半山腰，鸡啼天晓，这位善良的炼石

老母，竞遗恨地石化在那里了。这样的传说，只是反映了老百姓的美好愿望，未必可信。但

自然界的神奇造化，却成就了长葛陉山的一大景观，可以说与日光岩的 “风动石”有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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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曲之妙。惜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铁路采石场将磐石炸落，只留下一座石柱。老婆顶石
头的景观，只有听老人口中传说了。

陈萛与榆林村

长葛市区西北十五公里陉山南麓，有一个美丽富饶的村子，这就是后河镇榆林村。

该村村名的由来与一代先贤陈萛有关。当年陈萛已７０岁高龄，三府征召他前去任职，
朝廷也授他官职，他皆谢辞。他把官场看透了，最烦那些请客送礼、吃喝拉拢、贿赂官员，

以及权钱交易的恶习，为保持晚节，所以远离官场，一段时间内，他曾陶醉于山水，借此消

除心中郁闷。

一日，陈萛到陉山瞻仰过子产墓后，便乘车顺洪河岸而下，途经后河镇芝芳与西樊楼

时，驻足车上，远观近望，草绿花香，土地肥沃，群山怀抱之中，洪河奔腾而下。与名山作

邻，有贤者 （子产）为伴，昔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今山水有之，何乐不为，顿生隐居

此地之意。

回陈故后与家人商量，全家同意。陉山脚下陈萛一家新宅院不日完工，半年之内陈萛携

家小住进新居。他亲手在门前植柏树数十株，又与家人在宅院西挖出几亩大的养鱼池，后在

此修养身心，颐养天年。又在宅东南栽种毛竹数十亩，后竹林逐年扩大。

相传，当时陉山南麓的山民，为生活所迫，常常越过洪河采集竹叶 （枝）制作雨淋儿

（用来遮雨的雨具）。陈公不予禁止，且时常为山民安排茶水、便饭。为减少山民冬天的过

河之苦，陈公在洪河上架起石桥一座，后人称陈公桥 （今有遗址）。桥成后，山民采竹的越

来越多，而制作的雨淋儿除自己使用外还可以出售换钱，也维持了生计。山民为报答陈公的

恩德，便以赖以生存的 “雨淋儿”作为自己的村名，即今天的榆林村。

又传，陈萛见乡民在春荒季节，常常以榆叶、榆钱当菜食用，于是在宅东北的山脚下，

撒下了大片榆钱，数年后榆树成林。当地山民在荒年以此充饥保命，为报答、纪念陈萛植榆

树救命之恩，定村名为榆林。陈萛去世后，乡民在他的故宅上建了陈公祠，也叫太丘祠、陈

公庙、德星观。民国以前，这里有陈萛的祠堂，计两进大院，中有五间大殿、五间后殿，后

院两侧各有陪房三间，大殿重檐斗拱，雕梁画栋，巍峨壮观。这些青山秀水，绿树红墙，殿

阁宏伟，景色宜人，曾被列入长葛明清时期八景之首，其诗曰：

叠嶂云封碧涧流，古祠风景绝清幽。

问谁名与高山并，共说当年陈太丘。

洪洞迁民与三角王村

公元十三世纪末到十四世纪中期，元朝统治者的野蛮残暴，加上连年灾荒战乱，给全国

特别是中原地区造成极大的灾难，当时童谣有：“一阵黄风一阵沙，千里万里无人家”，“春

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明太祖实录》载：当时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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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绝”，“田地多荒芜”，“积骸成丘，居民鲜少”。于是明朝政府接受郑州知州苏琦、户部郎

中刘九皋等人的意见，派后军都督府徐礼等，在山西洪洞县北郊广济寺，设立办事机构，先

后从平阳府、潞安府、汾州府、泽州、沁州、辽州所辖五十一个县，动员数十万人，分十四

批迁至河北、河南、山东、安徽、北京等地垦荒屯田，进行安置。在这些迁民中，有的思想

通顺，便集中编组，发给凭照川资，自动去到迁入地，由州县地方政府进行安置。有的思想

不太通顺，便强行编组，派士兵押解，为了防止途中逃跑，男丁双手都用绳索绑住，小便时

解开一只手，大便时解开两只手，解开一只手叫 “解小手”，解开两只手叫 “解大手”。直

到今天，山东、河南一带尿尿还叫 “解小手”，拉屎还叫 “解大手”，据说就是从洪洞迁民

传下来的。洪洞迁民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村落，增加人口，垦荒种地，增产粮食。同时采取

措施，让新迁来的人尽快和当地原有居民融合一体，避免大家大族，称霸一方，产生纠纷。

当时还有个规定：迁入的兄弟几个，已经成家的不能住在一个村里，必须各自建村，于是有

的相距十数里以至数十里，但也有的亲情难舍，隔一条河或隔一条路就近建村，以便互相照

顾和探望。三角王村便属于后一种。当时从山西迁来王姓兄弟三人，一个建宅于北面，称北

王村；一个建宅于东边，称东王村；一个建宅于西面，称西王村。王姓分三处定居，隔沟隔

路，形成三角。随着时间延续，人口的增多，三个小村连成了一个拥有２００多户、１０００多
口人的大村，于是便称作 “三角王”村。

杨佩璋才震江南

１９０３年，杨佩璋被钦点江南主考官。
江南贡院的三场考试结束了，杨佩璋决定回京述职。临行前江南学政等地方官员为杨佩

璋送行，其间江南才子、乡绅名流都有。学政拿出山水画一幅，长丈许，宽近三尺，代表东

道主送与杨佩璋，杨佩璋近看乃石谷先生真迹。在京中书肆、画院或同僚家中，他多次见过

先生真迹，亦山水之作，其标价三千金。杨佩璋拒绝了主人的好意。无奈，江南府尹提出让

他在此画上留诗一首，杨佩璋应诺，遂书诗一首：

鸟目山人笔，景模池上篇。

屏原张十二，值已倍三千。

绘出神州窟，夸将翰墨缘。

宋元家法在，画学得真诠。

众人一片赞赏，唯一江南举子出言不逊：“杨大人留诗丹青，令学生钦佩。”遂手指身

后楼台说：“大人能否从下至上留下佳句以飨我等？”杨佩璋明知此人为难也不好推辞，随

口道：“七步诗，诗坛有名，然非吾辈之意；唐有王勃在滕王阁吟出 ‘秋水共长天一色’而

流芳万世，然非吾之辈所能及。既然各位让我献丑，恭敬不如从命，只好胡诌吧。”遂转身

上楼。

此楼乃杨佩璋江南之行的下榻处，共两层，前墙除门外皆以木格为墙，图案优雅脱俗。

二楼廊道栏杆玉石颜色，背风朝阳，室内阳光充足，古色古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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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佩璋脚踩台阶，一步步向上登去，众人目光随他上升，然楼梯将尽，却不闻他吐一

字，众人焦急以待。将踏尽最后一个台阶时，他才吟出第一句：“一上上到顶上头，”众人

哑然失笑，这也算诗？无怪乎举子先前不满。这时杨佩璋已离开楼梯，手扶栏杆，仰天长

诵：“玉石栏杆接斗牛。”众人惊愕离座，竖耳立听。只见他目光远眺，右手挥起，抡至半

空收回：“伸手揽下半边月，眼观江南八百洲。”众人叫绝，江南才子佩服之至。他们被这

气魄宏大的诗句折服了，除了恭敬之词，哪还有二话。

第七章　陉　山

陉山，春秋初期名乔山、中期为陉山，史书上最早出现 “陉山”二字是在 “魏襄王六

年，败楚师于陉山”的记载。宋代曾叫大言山，大南山，后期才重新改回原名为陉山。陉

山原生态环境优美，文化古迹众多，最为著名的是郑国大夫祭仲的墓 （在子产墓的东面）

和郑国名相子产的墓冢。

陉山本体有七峰、两崖、两沟、两冲、一台、一岭、一潭。即北峰、霸 （八）王峰、

西峰、主峰、东峰、南峰和独立的土山峰；两崖即石箱崖和将军崖；两沟即贾沟和擂鼓石

沟；两冲即礼冲和二道冲；一台是擂鼓台；一岭即从南峰蜿蜒而下的跑马岭；一潭即山北坡

的黄龙潭。整个主山体 （不包括土山峰）东西长约３５公里，南北宽约１５公里。
相传在明末清初的战乱年代时，陉山周边长葛、新郑和禹州三县的老百姓为了躲避兵灾

匪患，众人齐心协力，把陉山山脚处绕山的梯田削成五六米高的陡壁，像城池和村寨的寨墙

那样，劈成围绕陉山一周长约７５公里的寨墙。山寨的寨墙类似长城，随着地形也有蜿蜒起
伏，遇到沟豁，运土夯筑，下砌泄水涵洞。寨墙的上面建有防护墙和城垛，以利于壮丁们巡

逻和把守。寨墙分别设东、西、南、北四个大寨门，可以进出车辆运送物资。另外，还在每

个大寨门的一旁 （通往山下主要村庄的小路）分别设有便门，就像房屋的门那样，方便单

行人进出，大小寨门都有壮丁昼夜轮流把守，易守难攻，宛如铜墙铁壁。

陉山主峰南突出一悬崖，高约十七八米，东西长约五六十米，岩壁上的岩缝把石壁分割

成长约两三米，厚约一两米的长方形的石壁，石壁大小基本相等，远远望去，石壁形似摞起

来古代存放衣服的木箱子，因它在 “婆婆石”的右上方，所以人们就叫它 “老婆箱子”，这

个悬崖就叫 “石箱崖”。

在石箱崖的上方，有好几处平整的岩石，岩石表面有图案。有的像揉面用的大案板，有

的像烙馍用的鏊子，有的笔直，是长二三尺，宽两三寸，深一寸多不等的沟槽。

在另外一块岩石的表面，有一条一米多长的深槽，槽宽约三公分，深约三公分，传说它

就是仙母 （紫气元君）开导张天师耐心修炼、说要把铁杵磨成绣花针的磨针石。

在悬崖的北上方，还有一块大石头的表面上有两个三尺多长、七八寸宽，深约两三寸，

两头椭圆而中间稍窄的石窝，石窝形似鞋底，雨后总是存有一坑水，两三天才会被阳光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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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附近的老百姓把它叫做 “大脚印”。大脚印的尖头向北，极像人类上山时留下的足迹。

婆婆石，有两块石头组成，下面是一块高约十几米的石笋；石笋下部宽约四五米、厚约

两米，上部宽、厚各约两米；石笋上面覆盖着一块龟背形活动的巨石，长约６米，宽约５
米，厚约２米余，重约百吨，人跃其上，巨石颤动，咣当作响。远望如一个老婆婆双手掐
腰，头顶巨石站在那里。

擂鼓石和擂鼓台。紫荆山下有一块奇异的大石头，高三尺余，长宽六七尺，用石块击

之，咚咚作响，这就是传说中的葛天氏的擂鼓石，小山头便是擂鼓台。

磨裆石，在婆婆石北边七八十米处有一处悬崖，在悬崖与山体连接处的上边有一块巨

石，巨石中间有一个酷似亚腰葫芦平放状的天然洞穴，葫芦的底部面向山体。洞口呈不规则

状，高约一点四米，宽约一米多。从山体上经过石洞可通往外边的悬崖，人们可以从山坡上

弓着腰下进去。石洞内宽窄、高低不一，空间的最高处有两米五六，纵深约四、五米，宽约

两米多，洞内的空间可容纳十几个人休息。石洞的最狭窄处在葫芦的亚腰部分，此处高不足

一米，宽不到０７米，在中间有一个天然生长近似圆形的石笋。石笋高约０７米，直径约
０４米，石笋两边窄狭，无法过人，表面光滑，由人们匍匐通过磨光而成，因而俗名 “磨裆

石”。

紫荆山，长葛市唯一的一座主权山峰，也是历史传说中远古帝王葛天氏出生和最早活动

的地方。在主峰东边的山沟内的悬崖峭壁上，有远古遗留下来的 “葛天老母藏兵洞”，也叫

“九连洞”；在紫荆山的主峰与北峰之间，有地势比较平整的百亩梯田。在山凹偏西处有一

个几十口人的小自然村，名为周家 ，以前住着周、靳两姓。周家开有中药铺，针灸疗法闻

名乡里。

擂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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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人　物

第一节　历史人物

葛天氏

葛天氏，是我国远古时期一位杰出的部落首领，他是与有巢氏和伏羲氏齐名的一代帝

王，他创造了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上的第一支歌舞 《葛天氏之乐》，他是历史公认的乐神和歌

舞鼻祖；由他发明了人类利用葛纤维开始纺织和穿衣，使人类了告别了冬不保暖，夏不遮体

的荒蛮生活，开创了人类步入文明、进步、发展的新纪元，营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

“不言而信，不化而行”的和谐社会。

正因为葛天氏对人类的文明发展作出了史无前例的伟大贡献，所以有关他的出生地和活

动区域就成了世人共同关心的主要话题。自古至今有长葛说、宁陵说、武陟说、泌阳说，还

有伊川和广西说等。各地争论的焦点都是一个共同的目的，为了让葛天氏这块耀眼的金字招

牌，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使葛天氏的精神无限地发扬光大下去！但无论谁说都

应该尊重一个原则，那就是最早的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只有尊重这一事实，才是葛天氏真

正的归宿。

查阅各种文献有关葛天氏的记载，主要出现在典籍诗词中。最早应该是一字千金的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中记述的：“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

“葛天氏，三皇时君号也。”《史记·司马相如传》对葛天氏的 《歌八阙》作了详细的记载：

“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南北

朝的 《昭明文选》、北宋的 《太平御览》、清朝的 《古文观止》以及新旧版的 《辞源》 《辞

海》《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等，都作了引述和记载。晋代的陶渊明在 《五柳先生传》

中把隐居田园生活称作 “葛天氏之民欤！无怀氏之民欤！”元代诗人沈禧在诗中写道：“忘

世虑，断尘缘，逍遥游葛天。”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在诗中说他是：“葛天氏之遗民。”在历

代大学的音乐教科书上，称他为音乐鼻祖———乐神。

在后河镇的陉山、紫荆山一带，有葛天氏时期留下很多的古迹。礼冲和擂鼓石沟、三处

擂鼓石和擂鼓台，还有紫荆山半拉沟内遗留下来的 “葛天老母藏兵洞”，长葛市名称的来

历，以及历史上流传下来古老的传说等等，都可以足以说明葛天氏就是后河人，后河镇是葛

天氏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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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庶

徐庶，字元直，东汉时颍川郡长社小河徐人，曹魏重要谋士。徐庶，本名徐福，寒门子

弟，早年为人报仇，被同党救出后改名徐庶，由小河徐迁至后河镇徐庄村，求学于儒家学

舍。后中州兵起，与同郡石广元避难于荆州，与司马徽、诸葛亮、崔州平等人为友。刘备屯

驻新野时，徐庶前往投奔，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公元２０８年，曹操南下，大破新野，徐庶
与诸葛亮一起行至长坂坡时被曹操击溃，徐庶的母亲也被曹操抓了去。徐庶对刘备说：“我

所能发挥才能的，只有新野小县。现在新野没有了，我心已乱。老母在曹操处，请让我

去。”刘备答应后，徐庶就去投奔了曹操。

赤壁之战时，徐庶被派往镇守长安，以防西凉马腾。赤壁之战后，徐庶很好地起到了谋

士的作用，深得曹操喜爱。曹丕继位后，徐庶官至三公之列，在诸葛亮北伐时都为司马懿出

了不少主意。历史上的徐庶和 《三国演义》中写的是完全两个人。所谓 “徐庶进曹营———

一言不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徐庶非但不是一言不发，而是说了很多话。否则他决不可

能会官至三公。如果不说忠义的话，徐庶真是一个不错的谋士。

徐庶的出生年月因史书无载而无法考证，但依据史籍记载其活动情况来看，他大概出生

于汉灵帝建宁年间 （１６８～１７２年）。东汉灵帝中平末年 （１８８年），不足２０岁的徐庶曾替人
报仇，失手被擒，同伙大闹法场，把他解救出来。 “初平中 （约１９２年前后，时徐庶约２２
岁），中州兵起，乃与韬南客荆州”。建安十二年 （２０７）举荐诸葛亮时约３０余岁。魏文帝
黄初年间 （２２０～２２６年）官至右中郎将、御史中丞。魏明帝太和三年 （２２９），诸葛亮三出
祁山，北伐中原。在得知徐庶归曹入魏的经历后，不禁为自己好友的一生叹息不已，极力称

赞他 “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姿性鄙暗，不

能悉纳”。此后数年徐庶病卒，《魏略》云 “有碑在彭城，今犹存焉”。依此计算，徐庶去世

的时间大约在公元２３２～２３５年左右，享年６０余岁。
在后河镇徐庄村的西南角，有徐庶的饮马坑遗址；在徐庄北边的洼李村附近，传说有徐

庶墓，并且流传下来有关刘玉打井时，无意中挖掘到徐庶墓的故事。

杨佩璋

杨佩璋，字筱村，今后河镇后河村人。生于咸丰庚戌 （１８５０）正月二十六日。其祖父
杨碧溪曾任 《四库全书》馆收掌管，其父杨炳煌，至杨佩章祖孙三代均为翰林。少时先学

商，后从伯丙昌至浚县入学。同治癸酉 （１８７３）考中拔贡第二名，甲戌 （１８７４）朝考一等
第一名，授工部七品小京官；光绪丙子 （１８７６）殿试二甲第七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光
绪三年 （１８７７）改授翰林院编修，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迁国子监司业，二十六年补翰林院侍
诏，次年迁侍读，升迁讲学士，旋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二十九年署兵部右侍郎，钦派

江南正考官。三十年署吏部右侍郎，三十二年署督察院副都御史。民国九年 （１９２０）寿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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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焕

王文焕，字镜堂，号仙洲，又字景堂，号莲堂，１８６９年出生在后河镇芝芳村，于１９３９
年去世，光绪甲辰科进士。

王文焕上几辈都做官，但还在他少年的时候，家庭因人命官司倾家荡产，只剩下三间草

房和一个没有院墙的院落。父亲也因此失去了官职，一气之下早早离开了人世。文焕和两个

弟弟同母亲相依为命，他的老师免收其学费，文焕更是寒心苦读，１９０１年中举，光绪三十
年 （１９０４）中进士，朝廷委派他到湖北省石首县任知县。

第二节　现代人物

赵吉甫

赵吉甫 （１９０９～１９８７），又名瑞甫，乳名景星，后河村人。幼上义学，１９２９年开封私立
嵩阳中学毕业，１９３０年考入国民大学附属高级中学，同年加入反帝大同盟和共产主义青年
团，１９３２年在北京门头沟搞工运时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７年回长葛，组织读书救国会、中
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以闫楼区员和会河、和尚桥石固联保主任的公开身份，揭露建筑业工

会会长杨廷彦吸食毒品、强占民财等罪行，促成县政府将其治罪；把贪污巨款的恶霸保长李

干卿、吸食毒品的土豪宋子栋、宋玉如押送监狱；使有地不交粮、有子不出丁而加重别人负

担的劣绅张丙臣受到惩处；营救进步学生，破获汉奸组织；遇到老百姓告发保、甲长横征暴

敛时，对保、甲长撤职查办；遇到保、甲长扭送老百姓，请他对其惩处时，吉甫当众责备一

下，当保、甲长离去以后，就把老百姓放回；起到打击反动势力，保护当地民众的作用。解

放战争期间，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大别山突围，后任荥汜县、许西县县长和水东情报站分

处主任。曾多次护送党的干部到前线指挥战斗和参加剿匪反霸斗争。他勇敢果断，雷厉风

行，土豪劣绅闻风丧胆，人民敬称他 “赵大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地质部地矿司、河南省地质局、地质科研所担任领导

职务。“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不公正对待，他置个人得失于度外，自费考察黄河，撰写治

理、改造黄河的专题报告。８０年代初，赵吉甫患白内障、糖尿病、偏瘫等多种疾病，１９８３
年离休，１９８７年在郑州逝世，享年７８岁。

田　零

田零 （１９１６年２月～１９９７年９月），原名刘瑞峰，后河镇洼李村人。幼读私塾，在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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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长葛县中上学，受教师董树兰、亲戚范梦瑞 （乡贤，书画名家）等人的鼓励和影响，

酷爱绘画。１９３７年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在洛阳参与上海救亡剧团演出抗战话剧。

１９３８年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入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专攻
绘画。１９３９年７月结束学习，分配到晋察冀边区工作。临行时，毛主席送行于延安南门外
的河滩上，并题词赠言：“坚持抗战到底！”田零到边区后，又在华北联大学习半年。

１９４５年夏，田零在新华支社任记者数月，又调到军区抗战剧社作美术工作。解放战争
时期，在华北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任部员，教育俘虏军官。１９４９年春，任美术工作队秘书，
进驻北京后到大众日报社任美术科长。１９５０年任天津艺术馆副馆长，１９５２年任 《华北人

民》杂志社美术组长，１９５３年杂志社撤销后调北京人民美工室从事专业绘画，１９６３年冬调
到北京市文联美协筹备会任副主任。“文化大革命”后被下放农村劳动，１９７０年冬调回北京
画院。田零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一方面圆满完成所担负的领导任务，一方面以画笔为

武器，创作出许多鼓舞人民斗志的国画、油画、墙画、速写画、木刻画、连环画。田零绘画

造诣精深，辛辣朴实，充满活力，兼采众家之长，又具独特风貌。原攻水彩国画，又师从苏

联画家马克西莫夫学习油画，于是画路宽广，收获颇丰。著名作品有木刻组画 《边区妇

女》、大布画 《红军冲过大渡河》《蒙族人民抗日斗争》，连环画 《李勇大摆地雷阵》，写生

画 《人民代表》《民兵英雄》以及宣传画、水彩画、套色水印画、素描画和大量油画。其作

品分别在国内外有关画展上展出，被收入选集或专集。

田零为人坦诚朴实，谦恭和顺，心系家乡，热爱人民。为修复长城、北京亚运会、安徽

救灾多次无偿捐献作品。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台海两岸艺术交流各捐画１００幅，为晋察冀
老区捐画５０幅，为河南博物馆捐书画４５３件，其中除本人作品外，还有个人收藏的名家书
画，每幅可售价数十万元的珍品２３９件，为长葛故乡捐画１００幅，为杨景尧文教基金会捐画
８０幅。有慕名求画者无不一一满足。他说：“参加革命就是为了中国富强，人们幸福，而不
是为个人，为金钱。革命把我培养成了画家，我决心把一切献给人民。”１９９７年９月５日病
逝于北京，享年８２岁。

杨景尧

杨景尧，１９２３年出生于后河镇后河村，１９４７年，在父亲的建议下，他离开家乡到外面
闯荡世界。１９４８年，他到了台湾。１９６２年，身为国民党空军军官的杨景尧退役后定居台中
市，开始经商自谋生活。１９８９年，已经６６岁的杨景尧从台湾回到了家乡。１９９０年，杨景尧
出资１２０万美元，在后河镇建起了一所中学，无偿捐献给了后河镇政府。为了彰显妻子孔淑
君奉养双亲、抚育子女的懿德，杨景尧特意以妻子的名字，命名该中学为淑君中学。１９９２
年，杨景尧放弃移居加拿大的机会，毅然从台湾回到自己的家乡定居。１９９５年，他出资３０
万元设立 “杨景尧文教基金会”。２００６年３月，该基金会更名为 “长葛市杨景尧文教促进

会”，注册资金５６３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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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棣堂

王棣堂，１９２４年出生于后河镇后河村。１９５０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教育系，现为兰州大学
哲学系副教授。

王棣堂先后执教于西北师范学校、甘肃科技大学、兰州大学。主持编写 《马克思主义

哲学史》（上下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个人撰写 《中国无神论史话》，发表于山东

大学、福州大学等校学报。现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甘肃省哲学学会副会长。

１９８４年甘肃省委、省政府授予执教三十年荣誉证书和奖章。

阎文喜

阎文喜，１９３７年出生，后河镇阎楼村人，著名油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家、教授。历任
西北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油画艺术委员会主任、陕西省美术家协会

常务理事、榆林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陕西分会理事、陕西省文学艺术

界高级职称 （正教授级）评审委员会委员等职。１９６２年在广州美术院油画本科毕业并留校
任教。１９６５年初被调入当时新组建的全国最权威的油画机构———文化部中国油画院为专职
画家。１９６７年应邀在湖南长沙、韶山等地进行历史题材创作，曾引起很大反响的巨幅油画
《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即在当时完成。１９６８年在广东省组织领导广东省美术创作组工
作，并创作完成油画 《转战陕北》。１９７１年应邀参加 《中国革命博物馆》历史画创作组，

完成油画 《六届六中全会》等。１９７２年调入陕西省美术创作组参加有关组织工作，创作完
成巨幅油画 《延安文艺座谈会》等作品。１９７５年任陕西省美术、摄影工作室组长。１９７８年
陕西美协恢复后调入省美协为专职画家。１９８５年开始发表作品，多次参加国家级、省级美
术展览，数次获奖。其作品曾到越南、罗马尼亚、日本、美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国及港、台地区展出，在北京 （联展）、西安、兰州、新疆等地数次举办个人油画展，在东

京、达拉斯 （美国）、台湾举办个人油画展。１９８８年在日本银座举办个人画展。１９９０年率
团出访新加坡，成功举办西北四省区的 “中国西部油画展”并进行艺术交流。１９９８年应美
国ＰＴＰ国际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率中国陕西艺术家代表团出访美国，在纽约、华盛顿等
多座城市进行访问、讲学、艺术交流，取得丰硕成果。后又出访俄罗斯、意大利、法、德、

瑞、奥、匈、荷、比、卢等欧洲十余国。被中国美术馆及日、美、台、港、比利时、新加

坡、马来西亚、泰国、加拿大等国和地区收藏作品百余件。出版 《新疆油画写生》《阎文喜

油画集》（台湾）、《阎文喜油画作品集》等画集数种。在国内画册和其他刊物发表作品百余

篇，包括油画、国画、雕塑、壁画等千余件。他主编拍摄 《大风吹宇宙》电影艺术片一部，

许多作品入选京、津、粤、陕、豫、冀、鲁、桂、青等省出版的画册、选集。１９９４年５月
１４日至６月１４日在台湾举办 “阎文喜油画展览”。美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

区对其画展均作了报道。阎文喜是国内有成就有影响的画家，先后被收入 《中国美术辞林》

１２３

后河镇



《世界华人艺术成就大典》《世界名人录》《中国文艺家传集》《国际优秀艺术家辞海》《世

界人物辞海》等２０余部中外大型辞书。

王菊梅

王菊梅，女，１９４９年 １月出生，后河镇大庙王村人。１９６９年 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７０年４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历任长葛县农、工、青、妇办公室干部，县
妇联会副主任，许昌地区妇联常委、办公室副主任，河南省妇联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少

儿部部长，中共渑池县委副书记 （正县级），中共义马市委副书记、市长，河南省妇联副主

席、党组成员，中共南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河南省人事厅厅长、党组书记，省编制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省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福太

王福太，１９５２年４月出生，后河镇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许昌市第三、四届党代
表，中共长葛市第三、四届党代表，中共长葛市第九届委员会委员，许昌市军转干先进个

人。１９７０年１２月应征入伍，１９８１年１２月转业到长葛市人事局工作。１９８４年６月～１９８６年
７月，在长葛市委宣传部任组织干事、干部组长；１９８６年７月～２０００年７月，任长葛市人事
局副局长、局长、党委书记；２０００年７月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任许昌技术经济学校党委书记，
２００３月任长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桂梅

王桂梅，女，１９５２年１２月出生，后河镇大庙王村人，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省委党校
本科班毕业，高级政工师。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０年先后在后河公社、县广播站工作。１９７３年１月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下乡住队。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９９０年４月在县生产指挥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
历任长葛市地名办副主任、长葛市工会副主席、增福庙乡党委书记，长葛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长葛市委副书记、许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许昌县县长、县委书记，许昌市委常委、统

战部长。在担任许昌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带领全县干部成功走出一条由传统农业大县向

工业强县跨越的路子，打造了全国最大的档发制品基地、最大的童鞋加工基地、最大的豆制

品加工基地、最大的重型汽车传动轴基地，使许昌县一举成为全省农业大县发展县域经济的

典范。先后荣获 “河南省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个人”等称号。荣获

省林业工作奖章，在全省 “红旗渠精神杯”竞赛中得到省政府嘉奖。

楚金甫

楚金甫，１９５９年４月出生，后河镇榆林村人。清华大学 ＥＭＢＡ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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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１９９２年，楚金甫与杨合岭等共同筹资３０万元，创办了长葛县开关厂。他坚持 “服务于

社会，贡献于国家”的企业理念，依靠机制创新吸引高科技人才，依靠高科技人才开发高

新技术产品，依靠高新技术产品抢占市场制高点，公司取得了快速发展。公司生产的高低压

电器系列产品，以先进的技术，可靠的质量，优秀的品质远销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装

备了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等几十个国家重点

项目，也广泛应用于煤炭、冶金、市政等领域，公司也得以快速发展。２００２年５月，楚金
甫领导森源电气对河南奔马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资产重组，盘活资产２亿元，解决了２０００
多名下岗工人的就业问题。目前，奔马公司生产的低速载重汽车和三轮汽车产销量在河南居

首位，在全国居第四位，“奔马”牌三轮汽车被评为国家免检产品，“奔马”商标成为中国

马名商标。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河南森源集团公司连续入选全国中型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十强企业。
２００７年河南森源集团公司再次被认定为 “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河南省百户重点企

业”，并入选 “河南省首批新型试点企业”。公司是ＡＡ级信用等级企业。
楚金甫多次受到省、市政府的表彰和奖励，先后被授予 “河南优秀科技工作者”“河南

省劳动模范”、河南省 “希望工程十大社会公益典范”等光荣称号，２００８年获得河南省工业
行业突出贡献奖。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０日，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以 “森源电气”融积资金５７
亿元在深交所成功上市。

张　继

张继，１９６３年出生，后河镇丁庄村人，１９８７年７月毕业于河南周口师范学院。历任中
国石油文联副秘书长、中国石油书法家协会执行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

院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并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评审委员会委员、中

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教授、东方印务社社长及高等院校特聘教授。书法篆刻作品入选全国

一系列重大书法展、篆刻展，在全国首届正书大展、全国第八届中青年书法中获最高奖。时

有画作及诗作发表，分别在中国美术馆及广东、新疆、河北等地举办过个人书法篆刻作品

展。曾任全国第八届书法展、全国首届电视书法大赛、全国首届公务员书法展、全国第五届

书坛新人新作展等大型展赛评委。多件作品被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及多家博物馆、陈列

馆等收藏。他先后被中国文联授予 “全国德艺双馨文艺家”，被中国书协授予 “全国德艺双

馨书法家”称号，系中国文联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唐彦民

唐彦民，１９６５年１０月出生，后河镇山孔村人，汉族，在职大学学历，１９８６年８月参加
工作，１９８６年３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政府区长，２０１４年任魏
都区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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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家子弟成长为区委书记的唐彦民从小生长在农村。他家是那个年代的 “一头沉”。

父亲在外工作，母亲带着兄妹６人在家务农。虽然父亲有工资，但家里生活仍十分艰难，母
亲要种地，还要给６个孩子做饭、做衣服。为了补贴家用，他姐姐五年级不得不 “下学挣工

分”。凭着这份心劲儿，他上学时是学生会主席，工作后也深得单位领导信任，在许昌财政

局、组织部工作多年后被提拔为处级干部，经过在禹州市、许昌县的历练，２００９年出任魏
都区区长，２０１１年成为该区书记，２０１５年，入选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他以 “责任无愧，人格有品”座右铭。箴言是群众利益无小事。

唐彦民说，我入选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自己 “有点意外”。他感到意外的是因为觉得自

己与习总书记提出的县委书记的 “四有”标准还有不小差距。平时只想把工作做好，没想

当先进，倒是希望基层同志、班子成员得到更多荣誉。唐彦民说：“时隔２０年，中央对优秀
县委书记进行表彰，说明党和国家对这个群体的重视，是为了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让我

们在这个岗位上发挥更好的作用。”

李桂军

李桂军，１９７０年５月出生于后河镇岗王村。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入党，大学
本科学历。１９９１年８月参加工作，１９９１年８月至２００８年先后在董村镇人
民政府、长社办事处工作；２００８年起在后河镇人民政府工作，历任党委副
书记、人大主席。

王彦伟

王彦伟，男，汉族，１９７２年 １月出生于石固镇，１９９１年参加工作，
１９９３年６月入党，现任长葛市后河镇党委书记。１９９１年１１月至１９９５年１２
月，在大周镇政府工作，任团委书记。１９９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在董
村镇工作，先后历任副乡长、党委副书记。２００２年１２月起，在后河镇工
作，其中，２００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９年８月任后河镇镇长，２００９年８月起任后
河镇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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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鹏

陈大鹏，男，汉族，１９７９年１０月出生于长葛市，２００４年９月参加工
作，２００６年７月入党，硕士研究生学历。２００４年９月起历任大周镇副镇长
（正科级）、共青团长葛市委书记、官亭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后河镇镇长。

第三节　镇领导更迭

一、党组织负责人

王凌云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９５０年５月）陈　平 （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９５１年７月）
孙洪章 （１９５１年月～１９５２年１０月）李玉宪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１９５４年８月）
刘银池 （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９５６年１１月）李福义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９５８年８月）
娄彦喜 （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９６５年７月）王松茂 （１９６５年７月～１９６６年５月）
黄国瑞 （１９７０年２月～１９８１年２月）王松茂 （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９８３年９月）
李秀奇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９８４年５月）王国安 （１９８４年５月～１９９０年５月）
李文学 （１９９０年５月～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刘修建 （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９９５年２月）
张土民 （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张海成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００１年８月）
李长军 （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００３年１月）杨方晓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０９年８月）
王彦伟 （２００９年８月～　　　　）

二、行政负责人

陈　平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５０年５月）李全有 （１９５１年９月～１９５３年１月）
刘银池 （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９５４年８月）娄彦喜 （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９５６年９月）
王德明 （１９５５年９月～１９５６年１１月）赵林仓 （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９５８年８月）
陈继周 （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９６３年２月）李福义 （１９６５年７月～１９６９年１０月）
黄国瑞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刘根贤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９８３年１２月）
王国安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９８４年５月）郭松银 （１９８４年５月～１９８９年３月）
李文学 （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９９１年３月）刘修建 （１９９１年３月～１９９３年５月）
李　晓 （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９９５年１２月）李有民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９９６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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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春喜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００１年８月）杨方晓 （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００３年１月）
王彦伟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０１０年５月）丁民政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１３年５月）
陈大鹏 （２０１３年５月～　　　　）

三、人大主席

王国安 （兼，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９９０年５月）张世峰 （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９９１年８月）
李文学 （兼，１９９０年５月～１９９３年５月）王国正 （兼，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９９４年５月）
胡国强 （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９９６年１１月）王志宽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杨方晓 （兼，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０６年３月）张保立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０７年５月）
杨方晓 （兼，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００８年５月）丁民政 （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０１０年５月）
李桂军 （２０１０年５月～　　　　）

第四节　行政村领导更迭

画匠王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王根祥 支部书记 １９７８年 １９８６年 ８年

胡西峰 支部书记 １９８６年 １９９１年 ５年

乔小国 支部书记 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３年 ３年 ２０１２年去世

刘现卿 支部书记 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６年 ３年

王永福 支部书记 １９９６年 ２００１年 ５年

乔金灿 村主任、支部书记
１９９３～２００１年任村主任
２００１年起任支部书记

王永祥 村主任 １９８６年 １９９１年 ５年 ２００５年去世

刘长青 村主任 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３年 ３年 ２００３年去世

刘根灿 村主任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１年 ３年

刘合兴 村主任 ２０１１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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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冯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冯海申 支部书记 １９５７年 １９８５年 ２８年 已故

王涛池 支部书记 １９８５年 １９８７年 ２年 已故

田盘池 支部书记 １９８７年 １９９９９ １２年

冯广欣 支部书记 １９９９年９月 至今

王新乾 村主任 １９５７年 １９８７年 ３０年

王涛池 村主任 １９８７年 １９９７年 １０年 已故

冯广欣 村主任 １９９７年４月 １９９９９ ２年

王世超 村主任 １９９９年９月起

岗王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李屯甫 支部书记 １９８０年 １９８７年 ７年 已故

黄万兴 大队长 １９８０年 １９８７年 ７年 已故

范建民 支部书记 １９８７年 ２００４年 １７年

李根喜 村主任 １９８７年 １９８９年 ２年

李金甫 村主任 １９８９年 １９９５年 ６年

李学建 村主任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１年 ２年

李保欣 村主任 １９９５年起

李保欣 支部书记 ２００４年起

闫楼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闫明周 支部书记 １９７２年３月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 ７

闫文周 村主任 １９７４年３月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 １１

闫洪勋 村主任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 １９８９年３月 ６

闫景川 支部书记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２９

闫进步 村主任 １９８９年３月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 １９

吕中林 村主任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 ２０１１年１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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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吕中林 支部书记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４

闫文乾 村主任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３

闫东锋 村主任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起

烧盆宋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许翠英 支部书记 ２００２年 至今 １３

李根立 支部书记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３

李志立 支部书记 １９８７年８月 ２０００年３月 １３

李金平 支部书记 １９８１年２月 １９８７年８月 ７ 病故

李群生 村主任 ２００８年 至今 ７

李根立 村主任 １９９８年 ２０００年 ３

李占敏 村主任 １９９５年 １９９８年 ３

宋林坡 村主任 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５年 ３

李俊乾 村主任 １９８６年 １９９３年 ８

小辛庄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陈文增 支部书记 １９７５年 ２０１２年 ３７

王喜安 支部书记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１

刘金安 村党委书记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２０１５年７月 ２年半

刘金安 村主任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２０１５年７月 ４

孙广顺 村主任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李枝妮 村主任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孙孟乾 村主任 １９９８年 ２００２年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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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王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王双成 支部书记 １９４９年 １９６４年 １６

王万德 支部书记 １９６５年 １９７５年 １１

王泰山 支部书记 １９７６年 １９９５年 ２０

洪花珠 支部书记 １９９６年 至今

王广庭 村主任 １９８７年 １９８８年 １

王坤领 村主任 １９７６年 １９８６年 １１

王万义 村主任 １９８９年 １９９５年 ７

王书根 村主任 １９９５年 １９９７年 ２

王大周 村主任 １９９８年 １９９９年 ２

张明奎 村主任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６年 ７

马文庆 村主任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１３年 ６

王前超 村主任 ２０１５年 至今

汪坡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娄全松 支部书记 １９７７年６月 １９８５年４月 ９

娄治业 支部书记 １９８５年４月 １９９０年６月 ６

唐林山 支部书记 １９９０年６月 １９９３年５月 ３

娄宝成 支部书记 １９９３年５月 １９９５年６月 ３

师留法 支部书记 １９９５年６月 １９９８年６月 ３

娄西友 支部书记 ２０００年６月 至今 １５

乔建敏 村主任 ２００４年２月 至今 １１

褚建得 村主任 １９９３年５月 １９９５年５月 ３

娄国军 村主任 ２００１年２月 ２００４年２月 ３

赵丙申 村主任 １９８５年４月 １９９０年６月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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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佛寺张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张长有 支部书记 １９５３年 １９６４年 １１ 病故

张法成 村主任 １９５９年 １９７７年 １８ 病故

高付来 支部书记 １９７６年 １９８０年 ５

李国卿 大队长 １９７７年 １９８２年 ５

李国卿 支部书记 １９８１年 至今 ３５

崔付生 村主任 １９８１年 ２０１１年 ３１

张松申 村主任 ２０１１年 至今 ４

白寨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孙彦昌 支书 ２０１１年 至今 ４

黄恩荣 书记 １９９８年 至今 １７

孙付山 村主任 ２０１４年 至今 １

孙耀宗 支部书记 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８年 ５

孙彦昌 村主任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１４年 １３

孙中乾 村主任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

孙文周 支部书记 １９７０年 １９９３年 ２４

海全法 村主任 １９７０年 １９９３年 ２４

黄法琴 支部书记 １９６０年 １９７０年 １１

黄国昌 村主任 １９６０年 １９７０年 １１

　注：１９６０年前任过支书的：黄国昌，孙国军，赵喜章

北杨庄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冯木利 支部书记 １９６４年 １９８０年 ２４

冯中喜 支部书记 １９８０年 １９９５年 １５

赵喜仃 支部书记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１年 ６

冯道利 支部书记 ２００１年 至今 １４

赵改宝 村主任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 至今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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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头高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高坤锋 支部书记 １９８３年５月 １９９２年 ９

刘国亮 支部书记 １９９２年５月 １９９６年 ４

高新有 支部书记 １９９７年５月 至今 １８

高新有 村主任 １９９７年５月 至今 １８

高全有 村主任 １９９２年５月 １９９６年 ４

丁庄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赵大有 支部书记 １９５６年 １９６１年 ５

张振东 支部书记 １９６１年１月 １９８２年 １９

刘殿华 支部书记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 ２

赵国田 支部书记 １９８４年６月 １９８６年８月 ２

张全法 支部书记 １９９２年 １９９８年 ６

张留栓 支部书记 １９６０年１ １９９７年５月

丁有才 支部书记 １９９７年６月 ２００５年５月 ８

张根昌 支部书记 ２００５年５月 至今

张根昌 村主任 １９９７年９月 ２０１４年９月 １７

张根喜 村主任 ２０１４年９月 至今

张留套 村主任 １９７１年 １９７６年 ５

王楼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王俊元 支部书记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６ ６

张银周 支部书记 １９８６ １９９３ ７

朱遂午 支部书记 １９９３ ２０００ ７

张绍军 支部书记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３

朱发杰 支部书记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４ １１

朱丙利 支部书记 ２０１４ 至今

张进才 村主任 ２０１４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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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庄行政村支部书记、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高应甫 村支部书记 １９５４ １９８８ ７

胡国明 村支部书记 １９６１ １９６４ ３

范长友 村支部书记 １９６４ １９８８年１０ ２５

胡保卿 村支部书记 １９８８年１０ ２０１２年５ ２２

胡金柱 村支部书记 ２０１０年５ ３

孔学中 村支部书记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年３ ２

杨凯丽 村支部书记 ２０１４年５

杨凯丽 村第一书记 ２０１４年１０

高天全 村支部书记 ２０１４年１０

高应甫 村主任 １９６１ １９８８ ２７

范广殿 村主任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１ ３

徐新华 村主任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４ ３

范明学 村主任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７ ３

高松记 村主任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 ３

王景增 村主任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８

赵纪民 村主任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４ ６

刘士华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刘合章 支部书记 １９５３ １９５８年１０ ６

娄海光 支部书记 １９５９ １９６４年７ ５

胡海周 支部书记 １９６５年１ １９８５年８ ２１

李小土 支部书记 １９８５年８ ２００８年５ ２３

范福长 支部书记 ２００８年５ ２０１１年１１ ３

胡福根 支部书记 ２０１１年１１ 至今

陈福顺 村主任 １９５３ １９５８ ５

陈法顺 村主任 １９５９ １９６４ ５

杨印松 村大队长革委会主任 １９６７ １９６９ ２

陈瑞正 村主任 １９８５年８ １９８７年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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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刘银兹 村主任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５年５ ２

刘长春 村主任 １９９５年５ ２０００年７ ７

胡春喜 村主任 ２００２年１ ２００５年１０ ５

王鸿伟 村主任 ２０１１年１１ 至今 ３

徐庄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许文来 支部书记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０

高万成 村主任 １９７５ ２０００

姜应周 支部书记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０

高江义 村主任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

高万成 支部书记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年８

高根昌 村主任 ２００２年４ ２００５年６

高根昌 支部书记 ２０３年６ 至今

刘中臣 村主任 ２００５年６ ２０１４年１０

丁海宽 村主任 ２０１４年１０ 至今

洼李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刘群生 农会主席 １９５０年３ １９５３年１０

娄彦喜 初级社社长 １９５３

刘振乾 高级社社长

刘海付 洼李联合社社长 １９５８ １９６２

李俊卿 大队支部书记

刘海全 大队支部书记 １９６５ １９７０

刘海付 大队支部书记

李记长 大队支部书记 １９７５

刘长久 大队支部书记 １９８５年２ １９９５年５

刘海涛 大队支部书记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年１

３３３

后河镇



　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刘振乾 大队支部书记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９年１１

刘根方 大队支部书记 １９９７年２ ２０１２年５

芝芳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吕景灿 支部书记 １９５１年３ １９６８年９

吕群成 支部书记 １９６８年９ １９８５年７

张玉昌 支部书记 １９８５年７ １９９７年１０

李长周 支部书记 １９９７年１０ 至今

李长周 村主任 １９９５年３ １９９７，１０

马水岭 村主任 １９９７年１０ ２００１年４

王中长 村主任 ２００１年４ 至今

王买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赵俊盈 村支部书记 １９５２年４ １９６６年１１

赵全套 村支部书记 １９６６年１１ １９８３年１１

侯万松 村支部书记 １９８３年１１ １９９５年９

赵世成 村支部书记 １９９５年９ 至今

赵全套 村主任 １９５２年４ １９６６年１１

兰聚才 村主任 １９６６年１１ １９７６年９

侯万松 村主任 １９７６ １９８３年１１

贾万根 村主任 １９８３年１１ １９９５年９

王法旺 村主任 １９９５年９ 至今

赵东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夏玉仓 支部书记 １９５０年３ １９５６

夏双喜 大队长 １９５０年３ １９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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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朱学彦 支部书记 １９５６年２ １９６５年５

郭半仓 支部书记 １９６５年６ １９８１

连西峰 大队长 １９６５ １９７８

郑三元 村主任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３

连大昌 支部书记 １９８３ ２００６年４

胡秀章 村主任 １９８３ ２００６年４

王建群 村主任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

王建群 支部书记 ２０１４ 至今

赵西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陈国付 村主任

郭常林 村主任

王瑞甫 村主任

卢松安 村主任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

王书钦 村主任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王松岭 村主任 ２０１４

卢同 支部书记

赵怀亮 支部书记

王金安 支部书记

王宗杰 支部书记

樊改妞 支部书记

王瑞甫 支部书记

刘冠军 支部书记

陈麦会 支部书记

杜新强 支部书记

张志高 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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陉山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张长套 支部书记 １９７６年１１ １９８６年４ １０

寇麦长 村主任 １９７６年１１ １９８６年５ １０

张有瑞 支部书记 １９８６年４ １９９５年４ ９

郭天录 村主任 １９８６ １９９５ ９

高新春 支部书记 １９９５年４ ２０１１年５ １６

郭建华 村主任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３ ８

张合长 村主任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３

张合停 村主任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 ３

周益民 支部书记 ２０１１ 至今 ５

郭建华 村主任 ２０１２ 至今 ４

张有瑞 支部书记 １９８６年１０ １９９５年４ １０

高新春 支部书记 １９９５年４ ２００９年５ １５

张玉卿 村主任 １９９５年４ ２００１年１０ ６

张合亭 村主任 ２００１年１０ ２００４年１０ ３

郭见华 村主任 ２０１１年１０ ２０１５年６ ５

张长套 支部书记 １９７７年７ １９８６年６

周益民 支部书记 ２００９年６ 至今

西樊楼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单正恩 支部书记 １９５８年７ １９６５年３ ７

张土旺 村长 １９５８年７ １９６５年３ ７

张玉喜 支部书记 １９６５年４ １９６８年１ ３

张府杰 村长 １９６５年４ １９８５年１０ ２１

赵铁石 支部书记 １９６８年２ １９６９年１１ ２

张木虎 支部书记 １９６９年１２ １９８５年１０ １６

张铁良 支部书记 １９８５年１１ １９８７年７ ２

张水泉 村主任 １９８５年１１ １９８７年７ ２

张水泉 支部书记 １９８７年８ １９９０年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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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张付杰 村主任 １９８７年８ １９９０年７ ３

张木虎 支部书记 １９９０年８ １９９２年８ ２

宁东娃 村主任 １９９０年８ １９９２年８ ２

宁东娃 支部书记 １９９２年９ １９９５年６ ３

张付勋 村主任 １９９２年９ １９９５年６ ３

张玉才 支部书记 １９９５年７ ２０００年３ ５

张国宾 村主任 １９９５年７ ２０００年３ ５

宁东娃 支部书记 ２０００年４ ２００６年１１ ７

单万周 村主任 ２０００年４ ２００５年４ ５

赵振锋 支部书记 ２００６年１２ ２０１１年１１ ５

姚明军 村主任 ２００５年５ ２００８年１０ ４

张留栓 村主任 ２００８年１１ ２０１１年１１ ３

张留栓 支部书记 ２０１１年１２ 至今

张红涛 村主任 ２０１１年１２ 至今

榆林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杨全增 支部书记 １９５８ １９６４

赵国珍 支部书记 １９６４ １９６９

赵喜全 支部书记 １９６９ ２０１０

范全旺 支部书记 ２０１０ 至今

赵美旺 村长 １９４９ １９５０

唐坡 村长 １９５０ １９５２

范秀科 村长 １９５２ １９５６

赵宪章 村长 １９５６ １９９１

范全岑 村主任 １９９１ ２００２

孟春洋 村主任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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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赵勇军 村主任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

杨钦民 村主任 ２０１４ 至今

赵林仓 支部书记 １９５２ １９５５

范义方 支部书记 １９５５ １９５８

山孔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更迭表

姓　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作年限 备注

孔土岭 支部书记 １９７１年１１ １９７４年８ ４

孔庆玉 村主任 １９７４年８ １９８６年１１ １３

孔书曾 支部书记 １９８６年１１ １９９８年１１ １３

孔铁柱 村主任 １９８６年１１ １９９８年３ １３

孔宪海 村主任 １９９８年４ ２００４ ６

刘顺卿 村主任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８ ５

刘喜亭 支部书记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

唐万岭 支部书记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３

孔凡辉 支部书记 ２００９年１１ 至今 １６

唐山民 村主任 ２０１４年１１ 至今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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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和尚桥镇位于长葛市郊，辖区呈 Ｕ字形分布于市区东、西、南三面，东邻老城镇，西
面从南至北依次与石固、坡胡、后河、增福庙四个乡镇相邻，南临故都许昌，镇政府位于长

葛市区建设路中段。辖区总面积４０７２平方公里，耕地约３５万亩。镇辖７个农业管理区，
２３个行政村，居民以汉族为主，总人口约４５７万人。

和尚桥镇交通便利，地理区位优越。辖区内京广铁路、１０７国道纵贯南北，省道彭花公
路、长 （葛）禹 （州）公路横穿东西。

和尚桥镇共有耕地面积３５０００亩，人均０７７亩。林地面积３０００亩，种植树木以杨树、
花卉苗木为主，和尚桥镇按照 “树绿、景美”的标准，在彭花路两侧有４２公里生态廊道。
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主要经济作物有花生、大豆、油菜等。２０１４年，油料作物种
植面积２８０５亩，产量６４７３吨；蔬菜种植面积１０８０亩，产量２９１５吨，主要品种有黄瓜、
豆角、菠菜、芹菜等。畜牧业以养猪为主，生猪年末存栏１５７００头；羊存栏６９００只；２０１４
年生产肉类２４６８１６吨，其中猪肉２３５５吨，牛肉２７６吨，羊肉１１０４吨，生产禽蛋３０１吨；
畜牧业总产值１６８４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９％。２０１４年农民收入进一步提高，人均纯收入
达到１３２１０元，同比增长１２９％。
２０１４年，和尚桥共完成国内生产总值７９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１９％。其中第一产业完成

增加值１７１亿元，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１２０余亿元，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４０６４亿元。完
成工业总产值３６５亿元，利润总额达３６９亿元；新上续建项目１０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１０
个，完成固定资产总投资５６８７亿元。完成税收５９９６万元，其中地税５０２９万元，国税９６７
万元。全镇年销售额２０００万元以上规模工业企业、商业企业、服务业企业达１０２家。截至
２０１４年底全镇工业企业、商业企业、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６７０余家。位于辖区内的长葛市
产业集聚区有森源电气、长海不锈钢、联丰不锈钢、宝源钢构、祥合铝材、易和电器、远东

陶瓷等大中型骨干企业。陶瓷产业逐步壮大，全镇现有规模以上陶瓷厂６个，总占地面积
４５０亩，年创产值８５亿元。机械加工企业１００余家，其中三轮车制造企业５家，年产各类
农用三轮车６万多台，年产值３亿元。工业以高压电器、板材建材、陶瓷洁具、机械配件、
建筑机械、机械制造为主，商业有于井新区钢材市场、杜村寺九鼎美达建材市场、关庄配件

大市场、杜村寺宇鹏物流市场。

和尚桥镇有２处普通初中 （十八中、十九中）、１３处小学，１０处幼儿园。中小学在校
生４５６６人 （不包括幼儿园），校校都有教学楼，各项教学设施完备、充实、达标。２０１０年
开始开展人民满意学校创建活动，１５处中小学，有８处成为长葛市办学管理规范学校，２处
许昌市办学管理规范学校，１处许昌市办学管理示范学校，１处长葛市明星学校。２０１２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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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小学获市明星学校，十九中获许昌市素质教育示范性学校；２０１３年十九中少年宫被评为
长葛市优秀少年宫；２０１４年６月秦公庙小学被评为许昌市绿色学校。

辖区内有中医院一所，创建于１９８６年９月，在原和尚桥镇卫生院的基础上改建而成，
占地面积１０２００平方米，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社区卫生服务为一体的二级甲等综合
性医院。各行政村、社区共设有２３个卫生室，执业乡村医生６６人。为解决农民 “看病难”

问题，大力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农民参合率９９％以上。
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严格低保审核程序，低保对象实行动态管理。２０１４年末和尚

桥镇城镇低保人数２３７人，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１３２人；特困人员供养６４人，其中
集中供养３２人，分散供养３２人。确定帮扶对象１０８２人，提供临时救助１６人。确定优抚对
象８９人，每月发放优抚资金３３４５１元。２０１４年，开展 “温暖工程”，帮扶困难党员、群众９
人，发放阳光基金１万余元；实施敬老院硬件提升和环境改造工程，改善镇敬老院饮水条
件，进行道路硬化、水沟维修、室内造白和地坪平整。２０１４年城镇新增就业１５１人，困难
人员实现再就业１０５人，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累计１７９１８人；全年办理 《就业失业登记证》

６５份，发放小额贴息贷款８４笔，共计６００余万元，培训辖区富余劳动力５７０人；参加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２９８５２人，其中６０岁以上享受待遇人员７１４７人；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累计
１０８７人，比上年增加５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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