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事 记

１９４４年

４月２３日，国民党暂编十五军在长葛县和尚桥同日军展开激战。由于敌众我寡，十五
军的七十九团、八十六团伤亡过半，被迫突围，日军占领长葛，史称 “和尚桥阻击战”。

４月２４日 （农历四月初二），日军侵占长葛和尚桥一带，烧、杀、抢、掠，进行灭绝人

性的大屠杀，惨死的同胞达２００余人，受伤受辱的不计其数。为了牢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在长葛犯下的滔天罪行，１９７５年，原长葛县革命委员会在４０多名同胞集中遇难地修建了纪
念塔。因当地群众习惯以农历纪时，故命名为 “四二惨案”纪念塔。

１９５８年

８月，和尚桥成立公社，设立和尚桥人民公社党委。

１９６１年

８月，和尚桥改区，成立中共和尚桥区委员会。

１９６６年

８月，和尚桥区与和尚桥镇合并，改为红旗人民公社，成立中共红旗人民公社委员会。

１９６８年

８月，红旗人民公社改为八七人民公社，１９７０年２月成立八七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党的
核心小组。

１９７７年

７月，八七人民公社分设为八七人民公社和和尚桥人民公社，同时建立和尚桥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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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

１９８２年

３月，和尚桥镇人民公社党委改建为城关镇党委。

１９８５年

城关镇更名为和尚桥镇，辖３３个行政村，总人口６万多人。

１９９３年

和尚桥镇依托区位优势，抓住机动三轮车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投资１３００万元，在市
区人民路繁华路段建成全封闭式农机配件市场———葛天机械配件城。

１９９３年

和尚桥镇率先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为省级 “普九”示范镇，国家、省、市教委领导

多次前来视察。

１９９５年

１２月，原属和尚桥镇的八七、桥北、王庄、金庄、英刘、桥南、贺庄、刘麻申、赵庄、
坡岳、湾张、西岳庄、岗刘、沟李共１４个村划入新成立的４个城区街道办事处，划分办事
处后隶属和尚桥镇的共计１９个行政村。

１９９６年

和尚桥镇征地２１１亩，投资３５００万元，在新１０７国道旁兴建了集商住、服务、娱乐于
一体的综合性、多功能性商贸中心———建材商贸大世界。

１９９７年

９月，建材商贸大世界举办全国化工产品交易会，并被国家化工部指定为中原化工产品
代办交易市场。

４４３

长葛市乡镇志



１９９８年

和尚桥镇辖区内的秦公庙村分成秦公庙、茶杨、木锨刘三个行政村，和尚桥镇辖２１个
行政村。

２０００年

４月１６日，厄立特里亚农业部长阿瑞弗思伯赫考察和尚桥镇节水灌溉示范区。
和尚桥镇辖区内的蒋庄行政村分成蒋庄和牛庄两个行政村，和尚桥镇辖２２个行政村。

２００６年

长葛市城乡一体化推进区成立，和尚桥镇木锨刘、秦公庙、茶杨、坡杨、范庄、辛庄、

韩庄、杜村寺、于井、任庄、关庄、张营１２个行政村纳入市产业集聚区范围。

２０１０年

由于南水北调工程的需要，淅川县上集镇张营村村民搬迁至和尚桥镇，改名为新张营

村，和尚桥镇共２３个行政村。

２０１０年

和尚桥镇首次被河南省统计局、河南省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评选为 “河南省经济社会

发展百强乡镇”，随后连续五年入选 “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百强乡镇”。

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２３个行政村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结束，各村依法选举出党支部、村委、监委成员。

２０１２年

全镇开展 “强两基、重民生、转方式、促发展”主题活动，着力打基础、惠民生，解

难题、建机制，创环境、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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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２３个行政村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结束，各村依法选举出党支部、村委、监委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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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理环境与基础设施

第一节　建置沿革

　　１９５８年建和尚桥公社，１９６１年改区，１９６６年复改公社，１９８２年改城关镇，１９８５年１２
月更名和尚桥镇，辖八七、桥北、王庄、贺庄、桥南、秦公庙、坡岳、金庄、南坡杨、大范

庄、英刘、张营、关庄、于井、任庄、杜村寺、苏菜园、南韩庄、湾张、沟李、岗刘、段

庄、楼张、贾庄、秦庄、蒋庄、樊楼、张固店、岗杨、太平店、西赵庄、刘麻申庄、西岳庄

３３个行政村。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划分办事处后，原和尚桥镇所辖的八七、桥北、桥南，王庄、贺
庄、坡岳、金庄、英刘、湾张、沟李、岗刘、西赵庄、刘麻申庄、西岳庄１４个村被划分出
去。原和尚桥镇秦公庙划分成秦公庙、木锨刘、茶杨三个行政村，蒋庄划分成蒋庄、牛庄两

个行政村，２０１０年淅川县上集镇张营村搬迁至和尚桥镇，改名为新张营村，至此和尚桥镇
共２３个行政村。
２０１４年末，和尚桥辖楼张、贾庄、秦庄、段庄、蒋庄、新张营、牛庄、太平店、樊楼、

岗杨、张固店１１个行政村和秦公庙、木锨刘、茶杨、坡杨、范庄、辛庄、韩庄、杜村寺、
于井、任庄、关庄、张营１２个社区居委会，下设１７１个居民小组、６６个村民小组。

第二节　自然环境

和尚桥镇辖区以平原为主，西部有霸王岗、汉王岗为岗丘地形。境内河道属淮河流域，

有三八沟、小洪河、清赮河等河流经过。土壤以褐土中的立黄土和潮褐土中的二潮黄土为

主。其中霸王岗地区为立黄土，立黄土土体深厚，上虚下实，通气性、易耕性良好，适种作

物广，土壤养分含量中等，由于立黄土所处地势较高，地下水位较深，灌溉条件较差，干旱

缺水为农业生产的不利因素；和尚桥的部分岗丘间高平地为二潮黄土中的黄土属种，黄土土

壤肥力较高，为境内比较好的土壤，农业生产性能好于立黄土；和尚桥西部地区土壤以二潮

黄土中的油黄土属种为主，油黄土是黄土在人为因素影响下发育而成的，同黄土的主要区别

是比黄土熟化程度高，增产潜力大，是境内高肥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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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人口　面积

２０１４年末，辖区共有居民１０３１８户，总人口４７２１９人，其中男性２４４０４人，占５１７％，
女性２２８１５人，占４８３％；农业人口１６６０７人，非农业人口３０６１２人；少数民族人口２８人，
汉族４７１９１人。２０１４年人口出生率９７６‰，人口死亡率３０７‰，人口自然增长率４０７‰。

和尚桥镇平均年龄段劳动力２８９４５人，从业人口２６２９９人，其中工业１３６７７人，商业

村级便民服务站

７７４６人，服务业１０８３人，交通运输业３２４
人，农业 ３４６９人 （从业人口划分标准：

以实际收入水平高的为主要从业行业）。

和尚桥镇现有研究生７人，大学本科
７９人，专科１１６人，中等专业学校和中等
技术学校学历 ５９人，技工学校学历 ４７
人，高中 ５５７０人，初中 ２２７８４人，小学
５９３０人，其他学历１２６２７人。

和尚桥镇共计 ２３个行政村，居民姓
氏较多。２０１４年底全镇约有 ５０个姓氏，
主要 有 张、李、王、赵、朱、黄、郭、

贾、刘、杨、陈、孙、马、牛、崔、贺、秦、常、任、关、段、高、周、范、樊、蒋、葛、

许、苏、晁、韩、时、栾、吴、岳、谢、冯、侯、郑、胡、翟、栗、桑、梁、彭、程、袁、

席、卢、裴。除５０姓外，尚有无法统计的。
辖区东西最长距离９千米，南北最长距离６７千米，总面积４０７２平方千米。其中陆地

４０４５平方千米，占９９４％；水域０２５平方千米，占０６％。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１１６０
人。

第四节　乡村建设

和尚桥镇现有两个在建城中村改造项目，分别是坡杨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和木锨刘社区

城中村改造项目。坡杨社区位于行政大道以南，彭化路以北，清赮河以东，村庄占地面积

２４７亩，共２９７户，总人口１０３０人。坡杨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由许昌市恒达房地产有限公
司负责开发，计划拆迁房屋面积４９万平方米，新建房面积６万平方米。坡杨社区一期共６
栋楼，２１６套住房，为多层建筑。住房面积分大小套，大套１～５层，面积１３２１２平方米，
小套是６层，面积是１０５２３４平方米。小区规划占地６０亩，一期投资３２００万元，已于２０１０
年５月竣工使用。二期投资９０００万元，包括二栋１１层小高层，一栋１７层高层建筑，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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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建设，２０１４年底７号楼已建至９层，８号楼完成物探，９号楼正在与附近群众协商拆迁问
题。木锨刘社区位于高速引线以南，机场生态园以北，京广高速以西。社区共有２１６户，居
民８６２人，村庄占地１７６亩，计划拆迁房屋面积４２万平方米，新建房屋面积５２万平方
米。木锨刘社区一期、二期总投资１３亿元。
２０１４年，和尚桥镇开展 “美丽乡村”建设，提升人居环境，先后投入７８万余元，集中

农村街道

开展积存垃圾清运工作，共修建垃圾池８６
座和地埋式垃圾中转站４０座 （其中，先

后投入使用２１个，１９个待配套），购买垃
圾桶２００余个，做到垃圾日产日清，实行
垃圾清运市场化运作新模式。

和尚桥镇十分注重镇村精神文明建

设。先后投入４０余万元，建成占地面积
４００平方米、文体设施齐全的综合文化站
一处。投资１２０余万元，在太平店村建立
和尚桥镇文体活动中心。２３个行政村均设
立文体广场；全镇有公共图书馆 （室）２２
个，建筑面积４６０平方米，藏书３５万册。
２０个村建成活动器材齐备的文化活动广场，有舞狮队２个，盘鼓队３个，腰鼓秧歌队４个，
２３个行政村均有广场舞活动场地及参加活动人员；有线电视用户９７００户，电视综合覆盖率
９５％。２０１４年楼张村举办了村民春节联欢会，贾庄村举办恒晟杯运动会。

第五节　交通通信

和尚桥镇路网稠密，交通便利，２３个行政村已全部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其中１２个行政
村位于市产业集聚区，主要道路有魏武路、仁和路等。全镇共有乡村道路１０３公里，纳入日
常养护的５１６２公里，其中乡道１１６５１公里，村道３６９６９公里。２０１４年新修村级道路约８
公里。

通信事业持续发展，形成了带宽宽、高速率、大容量的信息网络平台，实现宽带接入覆

盖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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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经济建设

第一节　经济述略

　　１９５８年和尚桥公社完成工业、农业、副业总收入２０５８余万元。在当时来讲，算是经济
比较发达的公社，年收入１５万余元。
１９８２年，和尚桥公社改名为长葛县城关镇，有水泥制品企业３家、黏土砖厂５家，屠

宰场或户７家，榨油、轧花、木材木器家具制品、蜡制品、家庭养殖 （养猪、养鸡）等手

工业或家庭副业急速发展。

１９９４年，城关镇分乡镇、办事处之前，和尚桥镇工业已有大力发展，辖区内有乡镇企
业７６家 （其中：镇直企业９家，包括机械配件专业市场１家，在建建材市场１家），经济发
展在长葛乃至许昌，都是明星乡镇。

分乡镇前，和尚桥镇有工业企业１７２家，手工业个体户４１３家，工业总产值达１１６亿
元 （合现在的经济指标国内生产总值３８亿元），为市培养出市直大企业１７家，形成了机械
制造 （三轮车生产制造）、活性炭、饲料、陶瓷、棉麻纺、塑纺等行业经济，这些行业的龙

头企业，在分乡镇时大多成为之后市直大企业。

分乡镇后，和尚桥镇经济跌入低谷，原有的工业企业，大多处于市区，辖区划分，基本

都划归四个办事处管理，和尚桥镇辖区只剩长葛市区东、南、西周边的农村，经济发展相对

比较落后，发展也相对迟缓，相当于回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水平。面对新形势，和尚
桥镇依托紧邻市区的地理优势，开展招商引资，工业、商业一起上，经济发展再次步入快车

道，２０１４年，全镇共完成国内生产总值７９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７％；完成招商引资２１９
亿元，占年度目标任务的２３９９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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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农　业

和尚桥镇有耕地３９１５３亩，人均０８６亩 （按总人口计算），林地面积１６５０亩。２０１４年
农业总产值达到１２４亿元。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主要经济作物有花生、大豆等。
２０１４年，油料作物种植面积２８０５亩，产量６４７３吨，其中花生５６４５吨，油菜８２８吨；蔬
菜种植面积 ２０８０亩，产量 ５６７５吨，主要品种有黄瓜、豆角、菠菜。２０１４年，生产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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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

３４４９０吨，人均７５８千克，其中小麦１８１００
吨，玉米１６２２４吨。

镇万亩示范方包括新张营、贾庄、楼

张、段庄、秦庄、杜村寺、任庄、辛庄 ８
个行政村，总面积 １１０００亩。２０１３年后，
万亩示范方内完善农田林网 ４０００亩，栽
植杨树１０００棵。新修道路３条５公里，新
挖排水沟５０００米，新打机井１２眼，提高
了示范方内基础设施水平。当年维修机井

２４０眼，更新机井８５眼，清淤机井４０眼，
井房刷白 １６０间，维修进出水口 ３６０个，
清理除涝沟、渠１５条，使水利工程设施完好率达到９５％以上，正常运行率达到１００％。

第三节　林业　牧业

“十一五”期间，和尚桥镇林业发展，一是荒滩荒地绿化，张固店窑坑２０亩。楼张村
荒地８０亩，樊楼村荒地２０亩，杜村寺村荒地２０亩。二是沟河造林，其中小洪河，太平店
段河南岸１３００米，每侧３行树植树１３００株，三八沟，全长３０００米，植杨树３０００株。三是
通道绿化，完成彭化路蒋庄段，全长２１５公里，植树２８００株；四是新建林网１４０００亩，楼
张、贾庄、秦庄以东至铁路，老二号路南至许昌界总面积４０００亩，涉及楼张、贾庄、任庄

收获的喜悦

三个自然村道路１２条，总长１００００米，植
树１０００株；老二号路北、石庙刘以东至
铁路总面积 ３０００亩，涉及段庄、楼张二
个行政村，道路二号，总长 ２５００米，植
树２５００株；楼张以南至石固界，老二号
路两侧，总面积 ３０００亩，涉及楼张、秦
庄、贾庄三个行政村，道路 ７条，总长
５０００米，植树 ５０００株；老二号路以南，
张营北、西至清赮河、东至老城界，总面

积２０００亩，涉及坡杨、张营二个行政村，
道路１０条，总长７２００米，植树７２００株；
一号路以南，段庄北，西至石固界，总面

积２０００亩，涉及牛庄、蒋庄、段庄三个行政村，道路１４条，总长６０００米，补植杨树６０００
株；五是完善林网４０００亩，铁路东至１０７国道，老二号路至许昌界，总面积３０００亩，涉及
任庄、杜村寺、于井三个行政村，道路１６条，总长５０００米，补植杨树４０００株；机场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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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号路以南，总面积１０００亩，涉及木锨刘、茶杨、秦公庙三个行政村，道路 ８条，全长
３０００米，补植杨树２０００株。

实施廊道绿化建设。重点是彭花路、长无路两侧，主要涉及蒋庄、段庄、辛庄、张固店

四个行政村。共种植花卉６００亩，栽植杨树２４０００棵。稳步推进生态村建设。贾庄、太平、
新张营、岗杨四个村共绿化村内大小街道３０条，栽植各种果树１５０００棵。把林业建设工作
纳入各村责任目标考核体系，实行镇、村、组、户四级负责制，依法治林，严格坚持凭证采

伐、凭证运输、凭证经营加工。

牧业以养猪为主，２０１４年生猪饲养量１２８００头，年末存栏１５７００头；羊饲养量７４００只，
年末存栏６９００只；牛饲养量５７头，年末存栏４６头；家禽饲养量４３５００羽，上市家禽８７６００
羽。２０１４年生产禽蛋３０１吨，生产肉类２４６８１６吨，其中猪肉２３５５吨，牛肉２７６吨，羊肉
１１０４吨；畜牧业总产值１６８４２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５５８５％。

第四节　商贸业

１９９３年和尚桥镇依托区位优势，抓住机动三轮车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投资１３００万

长葛钢材交易市场

元，在市区人民路繁华路段建成全封闭

式农机配件市场———葛天机械配件城。

１９９６年和尚桥抓住１０７国道改线的机遇，
征地２１１亩，投资３５００万元，在新１０７
国道旁兴建了集商住、服务、娱乐于一

体的综合性、多功能性商贸中心———建

材商贸大世界，建筑面积 ２９６万平方
米，经营门面 ９００多间。１９９７年 ９月，
建材商贸大世界成功举办全国化工产品

交易会，并被国家化工部指定为中原化

工产品代办交易市场。２０１１年末先后建
成长葛市钢材交易市场、九鼎美达物流

园、河南长葛配件大市场共三个规模亿

元以上市场，总占地面积２７００亩，可容纳商户３５００余户，总投资２３８亿元，年成交额达
１８０亿元，成为河南省最大的钢材、建材交易市场。

第五节　工　业

和尚桥镇是典型的创业型城镇，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初步形成了以建筑、陶瓷、机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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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为主的工业格局。２０１１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１９家，职工 ３６５０人，实现工业增加值
１９７亿元，销售收入达到亿元以上的企业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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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５６亿元，形成了贸易物流、陶瓷、铝型材加工、机械加工、纸品、板材等支柱产业。
产业集聚区内森源电气、长海不锈钢、联丰不锈钢、宝源钢构、祥合铝材、易和电器、远东

陶瓷等几个亿元以上重点项目入驻。陶瓷产业逐步壮大，全镇有规模以上陶瓷厂６个，总占
地面积４５０亩，年创产值８５亿元。机械加工企业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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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创产值３亿元。已形成高压电器、板材建材、陶瓷洁
具、机械配件、建筑机械、机械制造等支柱产业。

２０１４年工业总产值达到１２５４亿元，比上年增加１０９％。连续五年被河南省统计局、
河南省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评选为 “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百强乡镇”。

第三章　党政群团与文教卫生

第一节　党政群团机构

在杨水才纪念馆前入党宣誓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建立中共和尚桥区委
员会，之后，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党

组织也有所变化。１９９８年底，中共和尚
桥镇委员会共辖３个党总支，４６个党支
部，其中农村党支部２１个，有党员１３７３
名。２００１年底，中共和尚桥镇委员会共
辖２个党总支，４４个党支部，其中农村
党支部 ２２个，共有党员 １３７０名。２００５
年底，中共和尚桥镇委员会辖２个党总
支，３８个党支部，其中农村党支部 ２２
个，共有党员１３９５名。２０１４年底，中共
和尚桥镇委员会辖２个党总支，一个是
中心学校党总支，一个是镇机关党总支，有４１个党支部，党员１７３０名。
１９５７年，和尚桥区成立共青团和尚桥区委员会。和尚桥的妇女组织随着和尚桥镇政府

的设立而设立，当初叫民主妇女联合会，１９５８年改为妇女联合会。２０１１年成立和尚桥镇工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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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民　政

１９８３年，和尚桥镇民政所成立，其主要任务是：救灾救济、优抚优待。１９８６年，设和
尚桥镇民政助理员，民政工作以优抚、救灾和社会救济为主要任务。新时期的民政工作的范

围主要包括优抚优待、救灾救济、社会福利、殡葬管理等。

优抚工作。每年春节，镇党委政府和民政部门走访优抚对象家属。每到清明节，组织给

慰问白血病患者

烈士扫墓活动，褒扬烈士，严格按照上

级有关部门规定，对烈士及家属进行慰

问，严格按照上级有关部门规定，对烈

属进行抚恤。历年来，按照国家规定，

对以下７种优抚对象进行优待。（１）革
命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家属、病故军人

家属、失踪军人家属；（２）革命伤残军
人；（３）老复员军人；（４）病退军人；
（５）对越参战人员和涉及核试验人员；
（６）６０周岁以上退伍军人；（７）现役军
人在义务兵期间的优待金。

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２０１１年农
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７４６人，支出７５万

元，月人均６０元；农村五保集中供养５２人，支出３１万元，农村五保分散供养５０人，支出
６万元；农村医疗救助３９人次，民政部门资助参加合作医疗３８人次，共支出５１５３４元，国
家抚恤、补助各类优抚对象８９人，抚恤事业费支出３５万元。新增就业人员１４０人，有３０
名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４６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３０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为００７５％，全年共帮助４８户零就业家庭实现每户至少一人就业。参加城
镇基本医疗保险９１１人，比上年末增加１４０人。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２３００元，
比上年增加３５０元。

救灾、救济、扶贫工作。和尚桥镇自２０００年开始实行特困户救助。由于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得到提高，特困户的档次也在不断提高，２００６年以后，特困户救助正式更名城乡低保
户，和尚桥镇自执行城乡政策以来，以保障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基本生活权益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结合实际，根据低保动态管理模式，坚持以人为本，为民解困的宗旨，通过规范

有效的工作程序，达到了公平、公正，公开，杜绝了关系保、人情保，做到应保尽保，达到

“阳光低保”，实现了农村的和谐稳定。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成立和尚桥镇敬老院。到２０１４年，共收养五保户９６名 （院民）。

和尚桥镇残联成立于１９９６年，着力解决残疾人扶贫解困、残疾人就业，残疾人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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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２００５年起，培训残疾人职业技术培训，每年不低于１５人次，帮他们学习一技之
长，尽快走上致富路。

２０００年，开始执行火化政策，投资５０多万元，建成３座公益性公墓。

第三节　教　育

清代及１９５０年以前，境域内教育主要是以儒学和私塾为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各
村利用闲院空房、破庙等上课，办初小、办扫盲班、速成班。和尚桥区内有杜村寺、田堂、

秦公庙、樊楼、楼张、关庄、太平等 １０处完小，１９６２年成立和尚桥农中 （耕读中学），

１９６８年开始，村村有小学、初中。学校的校舍大多是土坯墙、泥瓦房、茅草屋，无围墙、
无大门，到处是危房，有的还在寺庙、农舍内上课，全镇无一处教学楼。１９７７年８月，和
尚桥公社成立杜村寺高中、樊楼高中，１９８０年两处高中合并为和尚桥高中 （后更名为长葛

二高）。１９８３年，改变过去村村有初中的局面，调整后全镇有１０处初中，由镇统一管理，
小学２３处，由各村管理。１９８５年，国家 《义务教育法》颁布后，镇村两级动员群众集资办

学，维修校舍，排除危房。学校建设年年都有较大的投入。１９８７年八七村为八七中学投入
７５万元，建起了当时全镇第一幢教学大楼，并充实完备了各项配套设施，社会影响很大，
时任河南省省长李长春、国家教委副主任邹时炎等领导先后到长葛八七中学视察。李长春看

后动情地说：“全省农村中学如果都办成八七中学这样就好了。”这一赞誉使全镇集资兴教

的热情更加高涨，两年时间，全镇就实现了学校 “一无两有、六配套”建设标准。

樊楼小学

１９９０年是长葛的 “教育年”，和尚

桥镇进一步掀起集资办学的热潮，当年

全镇投资２５０多万元，兴建教学楼７幢，
维修改造危房８７２间，维修课桌凳２１１７
套，新添 ５５０套，硬化路面 ５７２３平方
米，垒围墙１７９０米，粉刷教室、安装门
窗、玻璃等。在县城西新建起一处成人

文化技术学校。１９９３年全镇初中布局进
行调整，由原来的１０所调整为５所初中
和１所职业初中。
１９９４年长葛县撤县建市，１９９６年长

葛市区设立４个办事处，对行政管辖进行了重新划定。区划后和尚桥镇下辖中小学校１９所，
其中１０所学校有教学楼。１９９７年，按省定９７后 “普九”巩固提高新标准，和尚桥镇进一

步抓好学校布局调整和学校建设，到２００３年，任庄小学并入于井小学，贾庄小学、秦庄小
学变成教学点 （保留一、二年级），全镇中小学１６处，其中１４处学校有教学楼。同年，学
校后勤服务社会化，两处初中采取教师集资、社会融资方式投资２００多万元建起了学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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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餐厅、锅炉房、浴池、车库等，实现了封闭办学、寄宿住读。２００５年张营小学并入关
庄小学。２００９年中烟帝豪工业公司捐资４０万元，张古店、岗杨两村集资２０万元，长葛市
人民政府配套资金６８万元建成张古店村河南中烟帝豪希望小学，实现张古店小学、岗杨小
学两校合并。

２０１３年斥资１２５万元建成于井小学餐厅，斥资６８万元建成樊楼小学综合楼。２０１４年
太平村书记王永军捐资２０万元，太平村在外工作的爱心人士范红喜捐资１０万元，太平村群
众集资４０万元，共投入８６万元完成了太平小学教学楼及学校所有配套设施建设，成为长葛
农村一流小学。

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和尚桥镇１５处中小学，校校都有教学楼，各项教学设施完备、充实、
达标，许多学校都立了功德碑，记载集资办学、捐资助学之人和事。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教学手段的日益提高，带动了教学改革的创新和发展。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教师上课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张口，后有录音机、幻灯机、投
影仪等辅助教学设备，进入２１世纪后学校有了电脑、课件、多媒体，后来课堂教学推广应
用电子白板技术，教学效率日益提高。

２００４年，全镇１６处学校有１１处获长葛市常规管理合格学校称号。之后，全镇开展办
学管理规范学校创建活动，学校的管理工作也由初级经验型向规范科学化迈进，到２００９年
全镇有６处长葛市办学管理规范学校，２处长葛市办学管理示范学校，２处许昌市办学管理
规范学校；２０１０年开始开展人民满意学校创建活动，１５处中小学，有８处长葛市办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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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５年全镇无一处幼儿园，学前教育全部为小学附设学前班。１９９４年由镇妇联牵头在
范庄村办起一处家庭式私立幼儿园，随后每年都有新的幼儿园建成，均为民办园，许多是家

庭作坊式。２００２年通过整合，有 ５处民办幼儿园取得办园许可证，２００４年发展到 ７处，
２０１０年发展到９处，２０１２年国家投资２８０万元在辛庄村建成和尚桥镇公办中心幼儿园。全
镇幼儿园经过整顿，开展达标升级等活动，已基本取消家庭作坊式。２０１４有２个市一级幼
儿园，４个市二级幼儿园，４个市三级幼儿园。
１９８５年各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附设在村办小学，主要任务是扫盲，兼顾农村实用技术

培训。１９８６年村成人学校达到 “三专四有一固定”标准。１９８８年桥北村的蔬菜大棚种植被
省电台搬上银幕，八七村李怀军等的银耳栽培经验被团省委印发全省，坡杨村成教学校兼职

教师杨金灿被誉为全县的 “烟叶大王”。１９８８年成教工作被评为省先进单位。１９９２年全镇
干群集资６０多万元在县城西建成一所一流成人学校，１９９４年划归县管。１９９４年后成人教育
在镇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各村农民文化技术学校阵地，培养了大批的实

用技术人才，为科技兴镇、振兴经济起到促进作用。

至２０１４年末，全镇有幼儿园 （所）１９所，在园幼儿６９２人，专任教师９３人；小学１２
所，在校生 ３０４９人，专任教师 ２７４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 １００％；初中 ４所，在校生
７６７３人，专任教师７５４人，初中适龄人口入学率１００％，小升初升学率１００％，九年义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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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覆盖率达１００％；普通高中１所，在校生２０４９人，专任教师２０２人。

第四节　卫生　计划生育

卫生医疗事业不断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覆盖率达１００％。２０１４年有中医院一
所，有农村卫生机构２４个，病床５０张，专业卫生人员５２人，其中执业医师２０人，执业助
理医师８人，注册护士２４人，平均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１３人，平均每千人拥有执业
医师 （助理）０５人，平均每千人拥有注册护士０６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４３３９６
人，参保率达９７６％。

和尚桥镇于１９８６年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大力提倡和推行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一
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对第二胎必须严格履行审批手续，严禁计划外二胎和多胎生育，并

对此深入广泛的宣传。当年，和尚桥镇成立了计划生育管理机构，举办计划生育专干参加的

计划生育干部培训班，学员２０名。１９９１年乡、村二级计划生育专职人员发展到１０６人，镇
计生办每年定期进行专门培训。截至１９９１年，全镇计划生育队伍发展到１８９人，其中宣传
技术服务人员６人，计划生育协会会员发展到３８７人。
２０１４，全镇人口出生率９７６‰，自然增长率４０７‰，发放免费避孕药具３６００盒，共培

训１５９２６人次，全面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目标，并荣获２０１４年许昌市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第五节　群众文化

和尚桥镇历史悠久，文化氛围浓厚，蕴藏有较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分布广泛而又

别具特色，在镇东面各村中有较出名的秧歌表演和吹奏唢呐技艺；在镇南面各村中有较知名

的手工编制技艺；在镇西面各村中有特色的焖子制作和手工制鞋制衣工艺。２００９年全镇共
收录非遗申报项目８００余条，登记立项３９６条：其中言语方言３６０条、民间文学１５个、民
间信仰２项、民间音乐１项、民间美术２项、民间习俗１项、传统手工技艺１１条、传统医
疗４条。２０１１年末有文化艺术团体４个，会员８０人，文化艺术形式有舞狮子、扭秧歌、踩
高跷等。公共图书馆 （室）２３个，建筑面积４６０平方米，藏书３５万册。和尚桥镇辖区内共
有长葛县级文物保护项目３项，分别是贾庄古文化遗址 （１９９４年审批通过）、秦公庙文化遗
址 （２０１３年审批通过）、蒋庄葛宪柱烈士墓 （２０１３年审批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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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古迹与传说

和尚桥及其传说

和尚桥镇历史悠久，因清赮河上有座和尚桥，又名济众桥，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原为南

北大路所在。村人依桥而居，叫桥南村、桥北村。后为和尚桥镇驻地，所以又以和尚桥作为

镇的名称。关于这座桥，清乾隆十二年 《长葛县志》载：“明嘉靖四十三年 （１５６４）知县蔡
绍先创建，因昔有和尚募化，原名和尚桥。万历十年 （１５８２）乡民李惟臣、谢科募资重修。
万历四十一年 （１６１３），知县王茂才创建于上流，改名济众，邑人李启光监工兼施工，三年
桥成……乾隆十一年 （１７４６），河涨桥被冲塌，仅余空半，后人复移筑石桥 （今老石桥）于

其东。”民国２６年 （１９３７）又重修，查修桥碑记，参加的县份有长葛、禹州、临清三县，
捐资者约２９５０人，共捐资５０２７８５元。因桥名与和尚有关，便在社会上流传着两种传说：
其一，和尚募化说。相传此桥在唐代，由僧尼募化与群众捐资在敬德的监工下修建。桥成

后，绅士采桥，忽见桥上站一和尚，便问其随从，回头却不见了和尚，绅士即命此桥为

“和尚桥”。其二，为母修桥说。赮水河北岸住着一寡妇，与南岸寺院一位和尚偷情，经常

往来。冬季和尚涉水过河，夜宿寡妇家。寡妇的儿子深感其母不幸，便建了一座桥，以孝敬

母亲，取名 “和尚桥”。后来，他却又把和尚杀了，名为 “修小桥为母行孝，杀和尚替父报

仇”，这个传说完全是好事者的荒唐杜撰。

刘邦项羽霸王岗交战

刘邦项羽交战处在今和尚桥镇西部汉王岗和霸王岗之间。据民国１９年 （１９３０） 《长葛
县志》记载：“楚汉相争，兵过境，据东西二岗，故后人以汉王岗、霸王岗名之。”今霸王

岗东侧有铁炉村，据传项羽曾在此设铁炉７２盘，铸造兵器和箭镞。１９９０年前后村民在两岗
间种地，不断发现箭镞和兵器之类遗物。

千手观音冯三姐

和尚桥镇的杜村寺村，以前叫德华镇，镇上有一座显庆寺，寺里有一所 “响铃阁”，阁

内祀有一尊三丈高的千手观音鎏金铜像。铜像姿态端庄，衣带飘拂，工艺水平甚为高超。对

于这尊千手观音，有着一段感人心肺的传说：寺院旁边住着一家姓冯的老农，老伴早年过

世，撇下了三个女儿，大姐、二姐先后出嫁，家中仅留三女儿。三女儿眉清目秀，光彩照

人，聪颖贤惠，极有孝心，许多媒婆说媒，都被她婉言谢绝。她说：“大姐、二姐走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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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再嫁出去，谁来照料老父亲。”在德华镇上，有一个巫医，整天装神弄鬼，借为人看病之

机，调戏奸污良家妇女，年过四十，还是老光棍一条，群众给他送外号 “老叫驴”。这一天

老叫驴窜到了冯老汉家，妄想对冯三姐非礼，遭到三姐的严辞斥责。后来冯老汉病了，吃了

别的郎中几剂草药，病不见好，巫医假献殷勤，为冯老汉处了一个药方，诡秘地说：“要想

药到病除，需要用没结婚的女人的一双眼睛和一只手臂，熬到药里作引子！否则病就不好治

了。”冯三姐得知这个消息，心想只要父亲的病能治好，宁愿自己伤残。于是回到房里割下

自己的手臂，挖下自己的双眼，煮到父亲的药里。三姐的真诚孝心，感动了西王母，一天晚

上，就让她又长出两个眼球，生出一千只手臂，并在每个手掌上长出一只眼睛，使她能看到

天地各方的万事万物，不论哪里有了灾难，她的众多手臂都能伸过去给以救援和帮助。后来

显庆寺就给冯三姐塑了一尊金像，让她护佑这一方平安。于是，人们都亲切地称这一尊千手

观音为 “冯三姐”。而那位巫医，则瞎了双眼，摔断了双臂，蹲在显庆寺前靠乞讨苟延残

喘。

“太平店”来自李自成赐名

近四百年前，明末农民大起义，闯王李自成进军河南，三打开封，其中有一次打开封由

豫西禹州经长葛到开封。开封城被攻破一角，明军死守，农民军攻不下被迫撤军，途中李自

成又身中流矢，实在是心中懊恼，有些意志消沉。一日李自成远望一处庙院建在隆隆起伏的

岗丘之上，近前一看庙后是个村寨，寨墙上树木葱茏，云遮雾罩。李自成带兵进了村寨。驻

屯后走马村外巡视，见沟沟壑壑七十二条，村外道路交错没有直路，形成一个个三岔路口，

田间阡陌纵横。村北二水交汇形成浩渺河面和牛梭一样的大河湾，真是屯兵驻营的安稳之

所。李自成放心驻屯，养疗箭伤。一会儿，派出的人回报，此村叫什么兴龙镇、游龙镇，李

自成听后有所触动，感慨颇深：民间谣传 “十八子主神器”。我是真龙天子，可这几年陕北

起兵，商洛身陷绝地剩一十八骑，后荣阳会师，进军河南。我这一只游龙如今潜身泥沼，何

时得以飞升？今日又落在这游龙之镇……不！我李自成定要扫清阴霾，使天下太平！于是李

自成提笔在手，展开纸笺，书写斗大 “太平”两字。闯王李自成在这里息兵休整半月，留

下 “太平”之碑于民间。此碑是当时李自成亲手所立，或是后人感念闯王驻屯不扰民立碑

以颂之，现在已无法弄清，碑也不知下落。自李自成走后这里兴龙镇的名字改叫太平镇。太

平镇这个名称自明清、民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都是这样叫的。解放后更加为 “太平

店”。

第七节　社区行政村概况

秦公庙社区居委会　位于镇区东部，辖１个自然村，即秦公庙村。全村共４个村民组，
居民３０６户，总人口１０７４人，耕地面积８７０亩。明万历二年 （１５７４）有秦公名信者将火神

９５３

和尚桥镇



庙从村南黄家院迁建于村内，因庙为秦公所建，故称秦公庙。

木锨刘社区居委会　位于镇区东部，辖１个自然村，即木锨刘村。全村共３个村民组，
居民２１６户，总人口８８４人，耕地面积８４０亩。清初，张、刘二姓于此建村，因刘姓制作木
锨以优质闻名乡里，故取村名木锨刘。

茶杨社区居委会　位于镇区东部，辖２个自然村，分别是茶亭、东杨庄，全村共３个村
民组，居民２３６户，总人口８７１人，耕地面积８２８亩。茶亭，清乾隆四十五年 （１７８０），李
姓由城 （今老城）东王庄迁此建村。时有太学生李君玉在村北官道南侧设一茶亭，故村民

以茶亭为名。杨庄，清代，陈、杨二姓于此建村，因杨姓居多，故名杨庄。１９８６年因自然
村重名，且位于县城之东，更名为东杨庄。

坡杨社区居委会　位于镇区南部，辖１个自然村，即坡杨村，全村共３个村民组，居民
３０３户，总人口１０７６人，土地总面积１２９２亩。明初，杨姓由山西洪洞迁此建村，因村处坡
地，故名坡杨，１９８２年随大队更名为南坡杨。

范庄社区居委会　位于镇区东南部，辖５个自然村，分别是河沿赵、河沿朱、小陈庄、
小时庄、范庄，全村共９个村民组，居民５２０户，总人口２０２９人，耕地面积１７３０亩。清乾
隆年间，范姓由今老城小南关迁此建村，故名范庄。１９８２年因大队重名并因该村范围大更
名为大范庄。

辛庄社区居委会　位于镇区南部，辖４个自然村，分别是辛庄、苏菜园、周庄、后岗，
全村共５个村民组，居民４４０户，总人口１５３５人，耕地面积１３００亩。明末，张、田、贺诸
姓曾于后岗附近定居，因避战乱又迁此建村，因前后两次搬迁，颇多辛苦，故名辛庄。清

初，新郑县土桥有一李姓在周庄教书，后在周庄后岗上定居，故名后岗。清乾隆年间，苏姓

由今许昌县苏桥迁此定居，以种菜为业，故名苏菜园。

韩庄社区居委会　位于镇区南部，辖１个自然村，即韩庄。全村共５个村民组，居民
２７４户，总人口８８８人，耕地面积６８０亩。清初，韩姓居此建村，故名韩庄。１９８７年因村委
会重名，且位于县城之南，改称南韩庄。

杜村寺村腰鼓队

杜村寺社区居委会　位于镇区南部，
辖３个自然村，分别是南赵庄、边不刘
赵、杜村寺。全村共 １０个村民组，居民
７２９户，总人口 ２６９４人，耕地面积 ９００
亩。据传，最早杜姓于此建村，初名杜家

村，唐代建显庆寺，始改名杜村寺。寺内

原有冯三姐铜像一尊，高数丈，１９５１年被
毁。小学建在显庆寺旧址上。

任庄社区居委会　位于镇区南部，辖
４个自然村，分别是任庄、西王庄、王楼、
贾拐。全村共 ５个村民组，居民 ３６５户，

总人口１４６３人，耕地面积１２０２亩。贾拐，清道光二十二年 （１８４２），贾姓由今南坡杨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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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因村中无正街，故名贾拐。

于井社区居委会　位于镇区南部，辖７个自然村，分别是李庄、杨庄、王庄、大路沿、
于井、孙拐、张庄。全村共１２个村民组，居民９８０户，总人口３６６６人，耕地面积２０００亩。
清乾隆年间，孙，于二姓，迁此建村，于姓在村东官道旁掘一水井，水味甘甜，过往人喝之

无不称赞，呼为于井，村以井名沿用至今。村东尚有古官道遗址，为明清两代南方诸省赴京

通道。

张营社区居委会　位于镇区东南部，辖３个自然村，分别是辛庄、张营、李寨。全村共
７个村民组，居民５２０户，总人口１９９５人，耕地面积１８６０亩。明初，称周府营，后张姓由
今坡胡镇营张迁入，易名张营。

关庄社区居委会　位于镇区东南部，辖６个自然村，分别是李疙瘩、田堂、孙拐、孟
桥、小黄桥、关庄。全村共７个村民组，居民５２０户，总人口１９６０人，耕地面积１０４２亩。
关庄村的来历，清初，关姓在此建村，故名。孟桥村，清初，孟姓在此建村，因村南河上有

座小桥，故名孟桥。小黄桥村，清初，黄姓在此落户，乾隆三十八年 （１７７３），孙得彩在河
上建座小桥，方便过往人，故名小黄桥，村以桥名。

楼张行政村　位于镇区西南部，辖２个自然村，分别是楼张、石庙刘。全村共１３个村
民组，居民６２０户，总人口２３８１人，村庄占地面积９００亩。

秦庄行政村　位于镇区西南部，辖２个自然村，分别是秦庄、常庄。全村共８个村民
组，居民４４７户，总人口１７３６人，村庄占地面积４５０亩。秦庄村的来历，宋初，秦姓在此
建村，故名，村上编席技术历史悠久，所编苇席、秫杆席行销省内外。

贾庄行政村　位于镇区西南部，辖１个自然村，即贾庄村。全村共９个村民组，居民
５６０户，总人口２２３０人，村庄占地面积４５０亩。贾庄，明初，贾姓在此建村，始名贾庄。
清咸丰二年 （１８５２）筑寨，因村西岗上有落凤寺，改名落凤寨，亦称凤岗寨，后复今名。
１９８４年在村西岗上落凤寺遗址附近挖出４０多件铜器，有斧、盆、帐勾、炉、勺、灯等，计
７０公斤。据鉴定为西汉时军用器物，足可证明此岗当为刘邦驻兵之处。

段庄行政村　位于镇区西南部，辖５个自然村，分别是段庄、车庄、毛庄、郭庄、裴
庄。全村共８个村民组，居民５７０户，总人口２７５５人，村庄占地面积７５０亩。段庄，清康
熙年间，段姓在此建村，故名。

蒋庄行政村　位于镇区西部，辖２个自然村，即蒋庄、许庄。全村共１０个村民组，居
民５０３户，总人口２２４８人，村庄占地面积４００亩。蒋庄，明初，蒋姓迁此建村，故名。

新张营行政村　位于镇区南部，是全镇唯一一个移民村，辖１个自然村，即新张营。全
村共１０个村民小组，居民４８６户，总人口２０６７人。

牛庄行政村　位于镇区西部，辖１个自然村，即牛庄村。全村共５个村民组，居民２２３
户，总人口９０９人，村庄占地面积１５０亩。

樊楼行政村　位于镇区西部，辖４个自然村，即樊楼、小樊庄、辛李、铁炉。全村共
１１个村民组，居民８６５户，总人口３５１１人，村庄占地面积６２０亩。樊楼，宋初，樊姓建楼
居此，故名樊楼。铁炉，秦末，楚汉相争，项羽在此建铁炉７２盘铸造兵器，后人于此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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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名铁炉。

张固店行政村　位于镇区西部，辖１个自然村，即张固店村。全村共９个村民组，居民
５４０户，总人口２３５９人，村庄占地面积４００亩。明末，张固在此官道旁开店，留宿过往客
商，久而成村，故名张固店。

太平店行政村　位于镇区西部，辖６个自然村，分别是马庄、王庄、岗张、范乡、范
寨、太平。全村共１６个村民组，居民９１０户，总人口３２７３人，村庄占地面积６５０亩。太平
店，明初，山西洪洞移民于太平兴国寺之西建村，且在村口路边设店，有一官员路过留宿，

一夜太平无事，即给该村取名太平店至今。村东岗上原有太平兴国寺，建于宋代，今废。

岗杨行政村　位于镇区西部，辖３个自然村，分别是岗杨、栾庄、小郭庄。全村共１３
个村民组，居民５０４户，总人口２０９１人，村庄占地面积４００亩。岗杨，明代，杨姓由石固
迁来建村，接着王、孙二姓由中岳店相继迁入，并建寨凤凰岗上，故名凤岗寨。后因杨姓居

先且众，易名岗杨寨。后村民又搬迁于岗西坡建村，改称今名。

第四章　人　物

第一节　镇籍人物介绍

范金章

范金章 （１８９１～１９７５）和尚桥镇太平店村人。童年家境贫寒，父亲去世，母亲双目失
明。寒冬腊月，金章外出讨饭，１５岁到太康县一家药铺当伙计，后到该县一私家医院当杂
工，一边打杂一边偷听老师给徒弟讲医，被老师看中。恩师悉心培育，几年下来金章已能独

自行医。新中国成立前夕，金章回到村中，开起药铺，卖药看病。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５３年
公私合营，范金章将历年乡亲们所欠药费账目焚烧，加入集体卫生院。先是在沟冯卫生院，

后又到阎楼卫生院。金章心地善良，待人宽厚，医疗知识丰富，尤其妇科、儿科更为擅长。

范金章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治病救人。７３岁时，突发重病，卧床十数日，求其看
病之人仍盈门。范金章打着吊针坚持给病人医治，乡亲甚为感动。８４岁时，卧床不起，数
月后安详辞世，全村及邻村乡亲们为其痛悼送行。

郑木成

郑木成，１９３３年９月生，和尚桥镇南坡杨村人，中共党员，副主任医师。１９５１年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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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志愿军，１９５２年在朝鲜立三等功一次，１９５６年被评为成都军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
分子；１９６４年至１９７０年多次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９３年历年被评
为医院和陕西省兵工局最佳工作者，并曾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范宪周

范宪周，太平店范寨村人，北京医科大学实验管理办公室主任，研究员、教授，中共党

员。１９３６年生，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３年在长葛一中学习，１９５６年毕业于许昌二高，同年考取北
京医学院 （即今北京医科大学）药学系。１９６０年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抓实
验室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先后任放射医学基础实验室主任、北京医科大学世界银行贷款办公

室主任、物资设备处副处长和医药卫生分析中心副主任等职。２０００年北京医科大学与北京
大学合并，同年他在北京大学医药卫生分析中心退休。

他在社会上还先后担任过北京高校实验室工作研究会理事长，全国高校实验室工作研究

会理事，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学实验室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北京高校实验室评估专家组组

长、专家，《实验室科学》杂志编委、特邀编委等职。

１９９０年他受到北京市高等教育局和中国教育工会北京市委员会的 “为人民教育事业辛

勤工作三十年”的表彰，同年他的 《全国卫生系统医疗器械仪器设备 （商品、物资）分类

与代码》标准得到卫生部的突出贡献奖。１９９６年他被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批准授予 “高等院

校实验室工作专家”称号，后又被全国高等学校批准授予 “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专家”称

号。同年他撰写的 《医学技术装备管理概论》被全国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研究会评为优秀

专著。１９９８年他被评为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优秀工作者，２０００年被评为 “实验室工作研究

会优秀工作者”。

他的主要著作有：《实验室和医用仪器采购指南》 （１９８４）、《医学技术装备厂商便览》
（吉林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９）、《医学技术装备管理概论》 （协和医大、北京医大联合出版社，
１９９０）。卫生行业标准ＷＳ／Ｔ一１１８—１９９９《全国卫生行业医疗器械、仪器设备 （商品、物

资）分类与代码》、汉英医学装备科学仪器分类词典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０）、《高等
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章制度选编》 （中国铁道出版社，２００２）、 《北京高等学校实验室通览》
（２０００）、《医院管理学医学装备管理分册》（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３）、《中国高等学校实验
室一览》（全国高校实验室工作研究会，２００４）、《实验室安全管理手册》等。

范自强

范自强，１９４２年２月生，和尚桥镇太平店村人。中学高级教师。１９６２年毕业于许昌师
范专科学校，同年参加工作。先后在郑州４９中、２６中从事教学４０余年，其间在报纸杂志
不断发表文史论著，两次参与教育史志的编写。２００２年受聘于郑州市教育局，主持编写第
二届郑州教育志。两年多来作为执行主编，编写出版了 《郑州教育志系列丛书》５９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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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２５００万字。其中包括郑州属县 （市）、区教育志，郑州市属大、中学校、幼儿园校志。

如：《新密教育志》《荥阳教育志》《新郑教育志》《中牟教育志》《管城区教体志》《二七区

教育文化体育志》《上街区教育志》《邙山区教育志》《金水区教育志》《中原区教育志》：

郑州广播电视大学、郑州一中、郑州二中、郑州七中、郑州九中、郑州十一中、郑州幼儿师

范等学校校志。填补了郑州建国以来无校志空白，在河南省教育系统领先和独创。编辑出版

了第二届之郑州教育志士，７０万字。以上分别由河南省中州古籍出版社、珠海出版社、郑
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其间还参加了 《郑州市志》《河南省志》的编写工作。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简明国史为题材独自编写了 《新中国传奇》１００回，６５万字，珠海
出版社出版发行，还编写了 《故乡漫话》，１５万字，陕内资图出版，编写的是河南长葛市有
关传说、典故、名胜等。

范红喜

范红喜，１９４７年９月生，和尚桥镇太平店村人。在本村上小学，１９５８年进入本村红旗
农业科技大学 （实为初中）。１９６２年考入长葛五中，１９６５年初中毕业后参军到河北省石家
庄公安支队 （后改为解放军），历任副班长、连队文书。１９６８年调邯郸军分区，先后任独立
营秘书、军分区干事。１９７１年调河北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先后任干事、副处长。其间被
《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战友报》《河北日报》聘为特约记者，并被评为军队

优秀新闻工作者。１９８３年调任承德军分区政治部主任，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６年任邯郸军分区政治
委员、党委书记、邯郸市委常委。其间曾作为优秀年轻领导干部被选送国防大学学习，并被

北京军区党委评为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１９９６年５月调邢台军分区任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１９９７年转业到河北省政府口岸办公室任副主任。２０００年调河北省经贸委任副主任。２００３年
调河北省人防办公室任主任、党组书记。２００６年当选为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
员。

王秋珍

王秋珍，女，１９５１年６月生，和尚桥镇太平店村王庄人。在太平店学校上小学，１９６５
年考入长葛县第一中学，１９６８年初中毕业。１９７０年到太平店学校任民办教师，１９７１年到禹
县长葛煤矿当工人，１９７５年调入长葛县人民法院任书记员，１９８２年任助理审判员，１９８４年
任审判员、民事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８５年考入全国法
院法律业余大学，１９８８年毕业。１９８７年１０月被任命为长葛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
法院党支部副书记。２０００年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被评定为四级高级法官。２００７年退休。
王秋珍是中国共产党长葛市第七届、第八届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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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玉卿

范玉卿，１９５４年５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和尚桥镇大范庄村人。１９７０年１２月
至１９７６年４月在解放军６１７４部队服役；１９７６年７月至１９７８年６月在许昌师范学院上学；
１９７８年６月至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在长葛二高教书；１９７９年１１月至１９８４年５月在增福庙乡政府工
作，先后任党委秘书、党委委员、副乡长；１９８４年５月至１９９３年５月在石固镇政府工作，
先后任党委副书记、镇长、书记；１９９３年５月至２００２年３月任长葛市科委主任；２００２年３
月至２００７年６月任市人大农工委主任。

范玉卿任市科委主任期间，认真贯彻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

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深入实施 “科技兴市”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科

技首位意识，广泛开展科技兴业活动，加速了全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深入实施科教兴

农，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因地制宜推广农业先进科技成果，组织开展乡镇科技达标活动，

共培育科技示范村１２０个，科技示范户２０００多户。先后举办各类培训班３４０期，培训技术
骨干９１００人次，培训农民１８９万人次，为小麦高产开发研究提供了产前、产中、产后系列
化技术服务，保证了项目顺利实施。１９９９年，万亩超高产样板田小麦平均亩产５５１９公斤，
最高的每亩单产达５８５８公斤，典型高产块亩产突破６００公斤大关。狠抓科技兴工，建立健
全了企业技术开发机构，组织开展了 “科技效益型企业”创建活动，命名了黄河实业公司、

奔马集团公司、葛天陶瓷公司等１０家科技效益型企业及一大批科技示范企业。
１９９６年由国家科委组织、经省 （市）推荐、按照 《县 （市）科技实力评价指标体系》

进行综合评价，长葛市被国家科委评为首届全国科技实力百强县 （市），居全国第６２位，
河南省第５位。

范　超

范超，１９５８年３月出生，和尚桥镇人，中共党员，焦作工业大学地质系工程测量专业
毕业，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１９７６年～１９７９年在焦作工业大学地质系工程测量专业学习；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４年在长葛市水利局工作；１９８４年 ～１９８５年在长葛市委组织部工作；１９８５年
～１９８７年在长葛市经济委员会工作，任科长；１９８７年 ～１９９０年在许昌技术经济学校工作，
任副校长；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年任坡胡乡副乡长；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２年在省烟草中专学校工作，任
副校长；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４年，在长葛市南席镇工作，任党委副书记，经联社主任；１９９４年 ～
１９９６年任长葛市政府经济协作办主任；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８年任长葛市行政开发办主任；１９９８年
至２００３年任长葛市农业机械管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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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镇领导介绍

陈有池

陈有池，汉族，１９６８年４月生，长葛市后河镇人，１９９４年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９０
年８月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
１９９０年８月至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在石象乡工作，期间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９９５年７月河南大学企

业管理专业学习，函授大专。１９９８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２年３月在官亭乡工作，１９９８年１２月任官
亭乡党委委员，期间２０００年９月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学习，函授本
科。

２００２年３月 ～２０１０年５月在增福庙乡工作。２００２年３月 ～２００３年４月任党委委员。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００４年１１月任副乡长。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００６年３月任党委委员、副书记、纪
委书记。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０８年５月任党委委员、副书记。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０１０年５月任人大
主席。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１３年５月任和尚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２０１３年５月任和尚桥镇党
委书记。

魏军岭

魏军岭，汉族，１９６８年４月出生，长葛市董村镇人，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大学本科学历。

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９９０年７月在许昌师专化学系化学专业学习。１９９０年１０月 ～１９９８年１２
月在石固镇政府工作。１９９８年１２月起在和尚桥镇工作，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００３年１１月任武装
部长、党委委员。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００８年５月任副镇长。２００８年５月 ～２０１０年９月任纪检
书记、党委委员；２０１０年９月任人大主席。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中央党校法律专业学
习，函授本科。

路世杰

路世杰，汉族，１９７７年１月出生，董村镇大墙王村人，１９９９年７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９７年１月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

１９９７年１月至１９９９年４月在石象乡政府工作，任团委副书记。１９９９年４月至２００７年５
月在长葛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任秘书科副科长，其间２００５年毕业于中央党校函授班法律专
业。２００７年５月至２０１０年６月在长葛市市委办公室工作，任保密局副局长、常委办公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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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２０１０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任长葛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政务公开办公室主任。２０１３年
５月起，任和尚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第三节　镇领导更迭

一、党组织负责人

王家岐 （１９４８年３月～１９４８年９月）宫盘基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５０年３月）
于纪常 （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９５０年５月）申永香 （１９５０年５月～１９５１年３月）
裴福章 （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９５２年９月）王连安 （１９５２年９月～１９５４年８月）
赵坤祥 （１９５２年９月～１９５３年８月）张书臣 （１９５３年２月～１９５４年８月）
赵戊己 （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９５６年１１月）高殿卿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９５８年３月）
王勇宪 （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９６１年８月）王中全 （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９６２年１２月）
孔宪瑞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９６５年４月）张瑞珍 （１９６５年４月～１９６６年８月）
潘深才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６８年８月）王家瑞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９７３年３月）
王克勤 （１９７３年３月～１９７９年２月）陈中岳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９８３年９月）
李国亭 （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９８４年４月）邢明超 （１９８４年４月～１９８５年１０月）
张相臣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９８７年８月）李秀奇 （１９８７年８月～１９８８年１２月）
魏金河 （１９８９年１月～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朱德甫 （兼，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９９５年１１月）
吕凤山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９９６年８月）李天记 （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９９９年９月）
李　晓 （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庞凤民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刘超伟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５月）张建设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１３年５月）
陈有池 （２０１３年５月～　　　　）

二、行政负责人

王家岐 （兼，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９４８年１１月）郜作廷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５０年４月）
王运元 （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９５１年８月）孙洪章 （１９５１年８月～１９５１年９月）
管焕然 （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１９５３年１月）赵戊己 （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９５４年８月）
宋丙寅 （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９５６年１１月）李章恩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９６１年８月）
李林士 （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９６２年９月）陈继周 （１９６２年９月～１９６３年１月）
梅玄法 （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９６５年７月）杨庆同 （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９６４年３月）
苏青莲 （女，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６８年８月）潘深才 （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９６９年１０月）
王全录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９７１年３月）王家瑞 （１９７１年３月～１９７３年３月）
王克勤 （１９７３年３月～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李红军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９８３年１２月）
赵志安 （回，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９８４年５月）张相臣 （１９８４年５月～１９８５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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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金河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９８９年１月；兼，１９８９年１月～１９８９年３月）
郭松银 （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９９３年５月）吕凤山 （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９９５年１２月）
霍青山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９９８年１０月）贾兆武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００１年８月）
刘超伟 （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００３年１月）张建设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５月）
陈有池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１３年５月）路世杰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１５年３月）

三、人大主席

张根法 （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９９７年５月）李有民 （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李玉铭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００６年３月）李志安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０８年５月）
张志良 （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０１０年９月）魏军岭 （２０１０年９月～　　　）

第四节　行政村 （社区）领导更迭

秦公庙社区居委会

书　记　王凤章 （１９４９年～１９８８年）刘铁旦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７年）
朱广欣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４年）黄培义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

主　任　陈　生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７年）黄培义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５年）
朱德成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４年）朱建伟２０１４年～　　　）

木锨刘社区居委会

书　记　王鑫淼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７年）张许生 （２００７年～　　　）
主　任　刘红宾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５年）张许生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

刘红军 （２００８年～　　　）

茶杨社区居委会

书　记　陈东安 （１９９７年～２０１０年）李海英 （下派）（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３年）
孟宪章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１１月）陈春朴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

主　任　陈书铭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４年）陈建国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９年）
陈书铭 （２００９年～　　　）

坡杨社区居委会

书　记　梅永安 （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９８７年３月）（１９９０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４月）
郑风刚 （１９８７年３月～１９８７年１２月）黄玉亭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１９９０年１月）
梅建民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１４年１１月）黄书营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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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马全根 （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９８４年７月）郑风刚 （１９８４年８月～１９８７年３月）
梅永安 （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９８９年９月）郑风刚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９９２年１０月）
梅建民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００２年１１月）梅新夺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００５年１１月）
郑风堂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００８年１１月）梅建民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黄书营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０１４年１１月）郑建东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

范庄社区居委会

书　记　范铁汉 （１９６３年～１９７４年）范麦囤 （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８年）
范新民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３年）范东振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７年）
樊保全 （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５年）范长江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年１１月）
孟宪章 （下派）（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００５年）
路建业 （下派）（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范彦秋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００８年１１月）
刘春亮 （下派）（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０１０年９月）
范俊县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０１２年８月）
栗新奇 （下派第一书记）（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０１３年３月）
侯建军 （下派）（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主　任　范永六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３年）范长江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７年）
范东振 （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４年）范银升 （１９９４年～２０００年）
陈连山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５年）范彦秋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９年）
范留杰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２年）范朝阳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

韩庄社区居委会

书　记　韩西方 （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９８８年３月）葛子重 （１９８８年４月～２００４年４月）
韩金星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００９年１月）王民周 （２００９年１月～　　　）

主　任　葛子重 （１９８６年３月～１９８８年３月）韩金星 （１９９５年３月～１９９８年３月）
韩海聚 （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００２年３月）王民周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００８年１１月）
王建伟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　　　）

辛庄社区居委会

书　记　苏金松 （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９９７年５月）苏松亭 （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李保成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０００年３月）李保宪 （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００３年６月）
张丙灿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００６年）李有才 （２００９年３月～　　　）

主　任　周中央 （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７年）田留占 （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
苏全发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时喜顺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年）
田印北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５年）苏留军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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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明宪 （２０１２年～　　　）

杜村寺社区居委会

书　记　杨青堂 （１９４９年～１９６３年）张大力 （１９６４年～１９７５年）
李全升 （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６年）
王福章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６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孙振江 （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０年）张宪周 （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赵保军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０１５年２月）黄　磊 （２０１５年２月～　　　）

主　任　张连智 （１９４９年～１９８３年）李全升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６年）
孙振江 （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８年）张宪周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８年）
杨留章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１年）杨彦章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４年）
张伟东 （２０１４年～　　　）

任庄社区居委会

书　记　张铁锤 （１９４９年～１９６５年）贾青山 （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６年）
孙连仓 （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６年）胡瑞五 （１９７６年～１９８６年）
王保健 （１９８７年２月～２００９年２月）王全伟 （２００９年２月～　　　）

主　任　孙福万 （１９４９年～１９６５年）任金聚 （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０年）
王根方 （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５年）王保健 （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５年）
王德法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８年）王新年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１年）
孙福会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４年）王全伟 （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８年）
孙永奎 （２０１４年～　　　）

于井社区居委会

书　记　孙伟利 （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３年）支福运 （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６年）
孙永昌 （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９年）孙法山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５年）
李书贤 （１９６６年～１９８７年）支国选 （１９８７年～２００９年１月）
张聚才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４年８月）张伟红 （２０１４年８月～　　　）

主　任　王吉昌 （１９４９年～１９６８年）李来成 （１９６８年～１９８２年）
支国选 （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６年）孙丙林 （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７年）
张书中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５年）孙林山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
孙文献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４年）孙林山 （２０１４年～　　　）

关庄社区居委会

书　记　黄金甫 （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９年）孙山成 （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４年）
黄长松 （１９７４年～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７年）关绍民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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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伟峰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１月）吴书贤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
主　任　黄金甫 （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３年）黄喜红 （１９７６年～１９８６年）

关文峰 （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７年）孙国生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９年）
孟伟峰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吴书贤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４年）
孟伟峰 （２０１４年～　　　）

张营社区居委会

书　记　张书华 （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５年）邱振乾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０年）
张玉生 （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９年１月）李海中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张国喜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

主　任　邱振乾 （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５年）张国喜 （老）（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３）
张保定 （１９９３年～２００８年）张国喜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１年）
张学民 （２０１１年～　　　）

新张营行政村

书　记　周铁牛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李雪伟 （２０１１年～　　　）
主　任　李雪伟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

段庄行政村

书　记　张　秀 （女，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６年）段法长 （１９６９年～１９８６年）
李宪甫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５年３月）
高子成 （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张根亮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

主　任　毛玉昌 （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５年）李宪甫 （１９７６年～１９８６年）
高子成 （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２年）段法长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８年）
李保安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５年）张根亮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１年）
李新安２０１１年～　　　）

秦庄行政村

书　记　李志中 （１９５０年～１９５８年）
张留长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６年）（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８年）
张坤甫 （１９６６年～１９８０年）李保银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２年）
张福来 （１９８８年～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张志杰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

主　任　张留长 （１９５０年～１９５５年）李保银 （１９５５年～１９７０年）
张西岭 （１９７０年～１９８８年）张玉清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３年）
张根选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６年）张勤其 （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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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杰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张红伟 （２０１１年～　　　）

贾庄行政村

书　记　贾福庆 （１９５０年～１９８５年）李合法 （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８年）
贾建有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１年）时显民 （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５年）
贾福山 （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０年）贾春亮 （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李宝成 （下派）（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００５年７月）
贾松茂 （２００５年７月～　　　）

主　任　刘庆秀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５年）王金明 （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８年）
贾付山 （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５年）李丙臣 （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８年）
时显民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１年）李合法 （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５年）
贾春亮 （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２年）王银建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４年）
贾志军 （２０１４年～　　　）

楼张行政村

书　记　朱春林 （１９７３年～１９９４年）苏根昌 （１９９４年～２００５年）
刘麦囤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月）张　勇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

主　任　朱全甫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２年）刘国庆 （１９９２年～２００２年）
朱登州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８年）朱登伟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１年）
朱五洲 （２０１１年～　　　）

蒋庄行政村

书　记　郑水池 （１９６６年～２０００年１１月）许水法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００４年２月）
郑宪民 （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０１１年１１月）朱永强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

主　任　朱根全 （１９６５年～２０００年）郑宪民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４年）
许文杰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７年）胡宝宪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４年）
胡建民 （２０１４年～　　　）

岗杨行政村

书　记　杨位宣 （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１年）杨合聚 （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３年）
杨麦囤 （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５年）辛合庆 （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５年１２月）
杨铁良 （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４年）
杨　六 （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３年）
杨南方 （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９年）
杨其灿 （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６年）
杨进有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９年）杨聚才 （２００９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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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杨书祥 （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２年）杨金周 （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５年）
杨国安 （１９５５年～１９６１年）王付秀 （１９６１年～１９８２年）
栾林卿 （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０年）杨其灿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３年）
郭庚臣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８年）杨孟祥 （１９９８年～２０１４年）
王海五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

太平店行政村

书　记　李长信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１年）姚臣保 （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７年）
马金兰 （１９６８年～１９６９年）马大旺 （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３年）
范万申 （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９年）（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８年）
冯海成 （１９８０年～１９９５年）
张广录 （１９９８年～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王永军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

主　任　范连中 （１９８３年～１９９５年）马木旺 （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１年）
孙根章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５年）范付民 （２００５年～　　　）

张固店行政村

书　记　杨廷顺 （１９６７年～１９８７年）赵建立 （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０年）
栗宝献 （１９９０年６月～１９９１年３月）（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００９年１月）
杨振刚 （１９９１年３月～２００１年９月）赵廷芳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００５年９月）
栗留保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赵晓垒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

主　任　栗宝献 （１９９３年～２００４年）赵晓垒 （２０１１年～　　　）

樊楼行政村

书　记　樊金山 （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９年）宋豹子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９６４年６月）
李连瑞 （１９６１年３月～１９７１年８月）
樊付瑞 （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９７３年７月）（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７年）
郭水法 （１９７３年７月～１９８３年９月）樊金聚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１年）
樊金亭 （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冯景申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李文俊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

主　任　宋豹子 （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９年）冯全兴 （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４年）
冯景申 （１９７４年～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３年）樊金亭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年）
李文俊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１年）樊应辉 （２０１１年～　　　）

牛庄行政村

书　记　岳海江 （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００３年１２月）
岳景长 （下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００５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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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朝军 （下派）（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００５年７月）
崔青木 （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张　珂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

主　任　岳水堂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年）岳灿甫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

第五节　在外工作人员名录

黄建林，坡杨社区人，许昌学院系书记。

杨新志，坡杨社区人，河南省公路建设设计院书记 （退休）。

范志民，范庄社区人，重庆市第三军医政委、主任。

范　晔，范庄社区人，许昌市林业局副局长。
范金荣，范庄社区人，湖南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张永新，范庄社区人，河南省政府。

葛京涛，韩庄社区人，许昌市人民法院民事厅厅长。

李宪智，于井社区人，漯河市技术监督局局长。

鲁向青，张营社区人，兰州军区师级军官。

张志刚，张营社区人，广州外贸局处级干部。

张朝阳，楼张村人，许昌地税局副局长。

杨喜民，岗杨村人，许昌市检察院纪检书记。

范红喜，太平店村人，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王德志，太平店村人，中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东风路支行行长。

马浚伟，太平店村人，新郑市北大附中河南分校一年级主任。

赵廷召，张固店村人，焦作矿务局局长。

陈根成，张固店村人，河南省乡镇企业局局长。

张丙奇，木锨刘社区人，呼和浩特军区正师级。

张发信，木锨刘社区人，洛阳济南军区干休所正师级。

陈军安，段庄村人，郑州市人大副主任。

段成立，段庄村人，许昌县检察院副检察长。

张保军，段庄村人，武警指挥学院正团级教研室主任。

张根周，秦庄村人，西北电力公司副总经理。

李廷甫，秦庄村人，南宁市教体局副书记。

张建峰，蒋庄村人，济南军区开封军部师长 （少将）。

许廷选，蒋庄村人，河南中烟工业有限公司副巡视员。

许世杰，蒋庄村人，国家工业和信息部处级干部。

郑红山，蒋庄村人，拉萨火车站站长。

张建立，蒋庄村人，中牟武装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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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友祥，贾庄村人，国家航空工业部６０９研究所，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高级工程师、
研究员。

贾慧颖，贾庄村人，空军马兰场站政委、空军上校。

时守仁，贾庄村人，新乡电厂厂长、总工程师。

刘文周，贾庄村人，成都理工学院副教授。

贾英志，贾庄村人，平顶山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办公室主任。

李小龙，贾庄村人，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干部处副处长。

贾永强，贾庄村人，国家信访局。

任国安，任庄社区人，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贾顺昌，任庄社区人，许昌市人大常委。

王明亮，任庄社区人，中铁十六局二处总工程师。

第六节　烈士名录

赵福成，范庄村人，１９２６年生，１９４５年９月入伍，二野四纵战士，１９４７年７月牺牲。
范　离，范庄村人，１９３０年生，１９４７年入伍，二野四纵战士，１９４８年４月牺牲于南

阳。

段玉金，段庄村人，１９２２年出生，１９４６年６月入伍，共产党员，连长，立大功两次，
１９４９年７月牺牲于陕西平利。

李永正，秦庄村人，１９２８年生，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入伍，５７３团战士，１９５１年２月牺牲于朝
鲜马良山。

孙兴连，于井村人，１９３０年出生，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入伍，四野排长，党员，１９５２年９月牺
牲于甘肃张掖。

关小赖，关庄村人，１９３２年出生，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入伍，团员，５８４团战士，立功一次，
１９５３年７月牺牲于朝鲜江原道。

刘玉德，秦公庙村人，１９３２年出生，１９５２年３月入伍，５８４团战士，１９５３年７月２９日
牺牲于朝鲜开城。

许朝卿，蒋庄村人，１９５５年出生，１９７６年１月入伍，党员，８６０３５部队班长，１９７９年２
月１７日牺牲于对越自卫反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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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大周镇位于长葛市东北部，郑州、许昌、开封三市交界处，双洎河三面环抱，东临董村

镇，西接官亭乡，北与新郑市八千乡、尉氏县岗李乡交界，南与老城镇接壤，地处平原，略

成北高南低之势，南北走向，北部多沙岗。全镇总面积６４２９平方公里，辖３５个行政村，
总人口７３万多人。

大周镇有着悠久的历史，镇政府所在大周村，原名大墙周，据 《长葛地名志》记载：

明初周姓兄弟８人居此，围宅筑墙，墙高且厚，以显富有，故名 “大墙周”。沧海变迁，境

域数次被割并省析。建国后，大墙周曾先后设区、人民公社、乡，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经河南省人

“中州名镇”———大周镇

民政府批准，撤乡建镇，易名为大周镇。

境域内名胜有：西北部的凤凰城，相传因

“汉黄霸治颍川有凤凰集此”而得名，遗

址犹存；四十五里马陵岗及庞涓、孙膑庙

与历史传说一脉相承；北部有坟冢一亩许

的胭脂岭，为曹操官渡之战时葬女之所；

域东部有数人合抱的千年银杏树，荫及子

孙。

宋代，五道口村 （原名盖庄）盖舜

民、盖舜明兄弟二人均为进士。明末，邢

庄邢国玺亦举进士，由山东潍县知县而晋

升镇守登州、莱阳海防佥事，为抵抗清军

袭扰，战死沙场。两个儿子死于长葛县城保卫战，老母、两个儿媳及一个孙女为不受匪众侮

辱沉水自溺，可谓满门忠烈！及至清末，新魏庄魏叔莹和梁庄的张星蔚均考中举人。张星

蔚，曾主办长葛县高等小学堂，还曾就教河南大学，对民国十九年 （１９３０）《长葛县志》纂
修，亦功不可没。

民国初年，梁庄张居宽，建厂织绒，产品 “长葛绒”，曾在１９１５年美国旧金山万国博
览会上荣获银盾奖。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长葛地下党组织相继建立，由霍树中发展
的首批党员中，有石桥路村的路木森、胡庄的胡清瑞。石桥路地下党支部是长葛首批党支部

之一，支部成员路海阔等，曾组织群众到和尚桥、官亭之间，扒铁路、割电线，配合北伐战

争。２０世纪三十年代初，县立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由石桥路的路鸿瑞担任。七七事变后，
国共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共产党员于永林偕同民先队员付桥村的谷德和小河董的董书林、

董金瑞，到新寨三官庙抗敌自卫团赵华山大队做争取抗日工作，于１９３８年６月初，该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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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城遗址

在老庄尚附近拦阻日寇，打响了长葛抗战

第一枪。舒庄潘星五，由普通一兵升任冯

玉祥部的少将混成旅旅长。曾驻兵山东，

剿匪安民，颇著声誉。庞庄的陈锡庆、中

张村的杨中州，分别为河南师大和郑州大

学的教授。至于后起之秀，更是不胜枚

举。

大周镇北部土壤沙质，盛产花生等经

济作物。境内有双洎河、梅河、小梅河、

小黑河四条河流，农田水利干渠、支渠纵

横交错，互成网络，适宜发展农业生产。

大周镇交通便利，至 ２０１４年底，村
镇公路四通八达，通车里程达９８６公里，
基本实现了村村通。镇区主干道形成了三

横四纵道路管网，总里程 ２８公里，建成
了７３平方公里的镇区，主街道全部实现了绿化、亮化、硬化。

昔日的大周是 “九岗夹八洼，旱涝都害怕，涝时满坡水，旱时一天沙，十年九年灾，

缺吃少钱花”。１９７９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业生产和社会
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有色金属冶炼和蜂产品加工在大周迅猛发展并成为支柱产业。非公经济

活跃，形成了工业反哺农业之势，成为闻名全国的 “有色金属之乡”和蜂产品集散地。全

镇企业近１０００家，规模以上企业７３家，形成了中原有色金属市场、中州铝材市场、河南省
不锈钢市场、金属炉料市场四大专业市场，主要生产经营铜、铝、不锈钢制品和金属炉料；

蜂产品有蜂胶、蜂蜡和口服液等。

大周产业集聚区

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不断发展，至２０１４
年全镇有初级中学 ２处，小学 １４处，幼
儿园 １７处，敬老院一处，文化站一处，
篮球场、排球场等体育活动场所１０余处。
卫生院２处，医疗设备先进，各村有卫生
室，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计划生育连

年获许昌市和长葛市先进单位称号。２０１４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２‰。

至２０１４年，大周镇已建成居民休闲
广场２３处，绿地 ４处，基础配套设施完
备，成立有专业环卫队和消防队，分别配

备有洒水车和消防车。镇区供排水系统化，日供水能力１０００吨的自来水厂４处已投入使用，
邮政、电信、电力服务方便快捷。有线电视入村率达到９０％以上，镇区有宾馆４处，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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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４处，货运市场１处，建材１处，另有金属市场、农副产品交易市场、针织批发零售市
场、糖烟酒批发市场等。

２０１４年全镇国内生产总值９１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５００亿元，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２６亿元，工商税收２０２亿元，财政收入１１１亿元，招商引资１９５亿元，农民人均纯
收入１３３０３元。大周镇先后荣获许昌市综合实力第一镇、河南省５０强镇之一、河南省文明
镇、全国城镇综合建设试点镇、全国商业名镇、全国重点镇、国家级文明先进镇、国家级循

环经济试点单位、国家 “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和国家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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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周灵王二十三年 （前５４９）

　　冬，楚伐郑救齐，军驻于棘泽 （今大周镇）。

魏惠王元年 （前３７０）

韩懿侯与赵成侯合军伐魏，战于浊泽。

魏惠王二十五年 （前３４４）

韩、魏在今大周镇的马陵岗下交战，韩败。

晋惠帝永宁元年 （３０１）

正月，赵王司马伦废惠帝自立。三月，齐王司马礮谋讨司马伦，会离狐县 （今河北东

明县）人王盛、颍川人王处穆，聚众于长社浊泽，百姓从之，起兵讨司马伦，伦灭。

明万历十三年 （１５８５）

五道口村开始栽植泡桐树。

明崇祯五年 （１６３２）

六月，大雨，黄河决口，凶猛的洪水自中牟倾泻长葛，大周首当其冲，民房多数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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