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庄稼一淹殆尽，灾民无家可归，栖身树上，造成严重饥荒。

清康熙八年 （１６６９）

知县吴泰疏浚治理梅河。

康熙二十四年 （１６８５）

康恤保 （今大周镇）因地势低洼，遭水患，民甚苦之。知县李元让 “相其高下，度其

远近”，开沟恤１１条，排泄积水，秋丰收。康恤保之民感李元让之德，在康乐寨 （今新寨

村）勒石树碑以记之。

道光十五年 （１８３５）

大周镇南部数村始种植红薯。

光绪二年 （１８７６）

魏庄魏叔莹乡试中举。大门挂 “文魁”金匾，门前立旗杆。

光绪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

梁庄张星蔚考中举人。

宣统元年 （１９１０）

知县江湘加征警务费激起百姓反抗。六月十五日，群众将县衙大堂及内宅捣毁。时，打

鱼李村侠士商高山爬到大堂前的一棵树上，燃起一挂火鞭，以助声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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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

“长葛绒”技师张居宽，梁庄人，在 “泰兴合”倒闭时，借资购买部分设备，在县城开

业织绒。

民国４年 （１９１５）

长葛绒在美国旧金山万国商品赛会上获银盾奖。

民国１０年 （１９２１）

烤烟型烟草自尹家堂一带，渐次传至大周镇之南部几个村庄。

民国１３年 （１９２４）

冬，石桥路村路木森和胡庄的胡清瑞成为长葛县第一批党员。

民国１４年 （１９２５）

春，杆匪盘踞岚川府，祸害乡邻。是年，石桥路村路荣华、路林东等在石桥路村成立红

枪会自卫。

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

年初，共产党派人到长葛开展农民运动。４月，在大周地区的一些村庄建立农民协会组
织。秋，农协会武装力量联合红枪会对包括岚川府在内的县北部乡村土匪进行清剿。

１１月，石桥路村红枪会在中共长葛县委领导者之一的霍树中带领下，在和尚桥拆毁铁
路三节，割断电线数挡，以阻止吴佩孚增兵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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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

７月，中共长葛县委员会建立，下辖六个党支部，大周石桥路党支部是其中之一，支部
书记路木森。

８月，为了培养武装骨干，县委选送共产党员双庙李村的李芙镜等人到郑州国民党军校
学习军事。随后又根据县委决议，在县北一带举行暴动，对地方上的首事进行斗争。

民国１７年 （１９２８）

冯玉祥主政河南后，推行反对封建迷信、扒庙拆神、改良私塾教育，兴办学校，大周镇

第一所完全小学在席寺开办。

民国１９年 （１９３０）

共产党员顾子欣在石桥路村组织党员、群众１０余人，到官亭至和尚桥之间炸铁路。

民国２０年 （１９３１）

冬，恢复长葛区委的工作，办公地点设在石桥路村。

民国２２年 （１９３３）

６月，共产党员桂福全、路鸿瑞被捕变节。１９３５年６月，共产党员李国璋、冀华亭 （老

冀庄人）范继贤等人被捕，长葛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

民国２７年 （１９３８）

卢沟桥事变后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２月，成立 “长葛县民族解放先锋队”。已在县中

毕业的付桥村人谷德荣、小河董村人董金瑞、董书林等人加入。谷德荣等民先骨干被派到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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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根据地竹沟学习军事。竹沟时为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

６月，中共郑荥密 （郑州、荥阳、密县）工委书记张漫萍派工委委员石井来长葛，董金

瑞、董书林加入共产党。

６月８日，日寇骑兵四五百人向长葛进犯，途径大周老庄尚村时，民运指导员于永林和
“民先队”骨干谷德荣、自卫团一大队队长赵华山率六十多名自卫团战士迎敌。６月９日，
武汉 《新华日报》予以报道。

是年，付桥村船民冀喜成制造出５５吨的木帆船，航行于上海、苏州、无锡等地。

民国３３年 （１９４４）

２月至４月，付桥村和魏庄村遭日军飞机轰炸，炸毁停泊在双洎河岸边的大船１１艘。

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

４月，国民党河南第一行政公署专员王光临到大周岚川府驻扎，组建大周抗日武装保安
旅，自任旅长，有组织地抗击来犯日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９４９年

　　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是月，在今大周镇区域基础上，中共长葛县委
第二区委员会成立，区委、区政府驻席寺。

１９５３年

大周区进行土地改革，全区基本实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

１９５６年

５月，大周区普遍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按劳分配，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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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

８月，掀起人民公社化高潮，建立大墙周人民公社。

１９５９年

这年始，大周镇连续３年遭受自然灾害和 “五风”造成的困难。

１９６１年

１０月，按中央指示，开展反 “五风”运动。

１２月，解散集体食堂，革除分配上的供给制。

１９６３年

３月，县里组织１４００多人疏浚治理梅河。
１０月，再次对梅河进行治理。

１９７７年

对梅河进行大规模开挖改道，参加人数逾万人，完成土方７２万立方米，历时２５天。

１９７９年

东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朱石妮，借鉴尉氏县刘合集村经验，土法冶炼合金成功，带动附

近村庄铝合金、铝锭的冶炼、贸易和废旧金属收购。

１９８２年

２月，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

１９８３年

１２月，取消人民公社制，成立大墙周乡党委、政府、经济联合社。大队改为行政村，
建立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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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年

１月１８日，大墙周乡有２６个厂家生产倒卖假铝锭，县委、县政府组成１０３人的调查组
对其查处。历时三个月，包括朱石妮在内共有１６人受到法律或党纪处分。

１９８９年

从１１月份始至１９９４年，在大周实施国家 “黄淮海平原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分３个阶
段对３５个行政村全部开发一遍，共平岗造田７０００亩，建果园５６００亩。大周初次形成了田
野成方、路林成行、黄沙岗变成了花果岗的景象。

１９９５年

１０月，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大墙周乡撤乡建镇，易名为大周镇，同年１２月，被河
南省建设厅命名为中州名镇。

１９９８年

全镇工农业总产值突破１０亿元，比１９９５年增长１００％；农民人均纯收入达２６００元，比
１９９５年增长４５％；财政收入２３０万元，比１９９５年增长６０％；粮食总产量５４００万公斤，比
１９９５年增长１％。

２００５年

河南青山金汇不锈钢产业有限公司始建，２０１３年７月易名为鑫金汇不锈钢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８年

大周镇成为许昌市综合实力第一镇，河南省文明镇，全国重点镇，国家级文明先进镇。

２００９年

４月，省长郭庚茂莅临青山金汇公司调研。
是年，大周镇荣获许昌市拥军优属先进单位、许昌市发展现代农业先进乡镇、省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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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小城镇、省级 “五个好”乡镇党委、省级经济社会发展百强乡镇、省级文化先进乡镇、

国家级循环经济试点单位。

２０１０年

３月，大周产业集聚区党工委和管委会挂牌成立。
５月，大周镇 “城中村”改造初建，赵庄已建成两幢五层居民楼。

８月１５日，许昌市委书记李亚带领许昌市发改委、市企业发展服务局、市城乡规划局、
市环保局、市建委、市整规办等单位负责同志前往大周进行调研。

１０月底，采取 “Ｂ－Ｔ”模式对全镇５２公里镇村及村村通道路硬化。
是年，大周镇荣获河南省最佳生活乡镇。

２０１１年

９月１３日，通过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的专家评审，大周镇被确定为国家第二批 “城市

矿产”示范基地。

是年，对双洎河、一支渠、北干渠、梅河进行了综合治理，使涵盖六个村一万多亩土地

内的水、田、林、路、渠进行了建设，镇内第一个 “万亩示范方”形成。

是年，新修和升级了中兴路、永兴路及西昌路北延路段；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有投资３００
万元的中兴绿地广场和投资１００万元的镇文体中心，采用ＢＯＴ模式投资３０００万元的污水处
理厂已开建。

是年，大周镇被命名为河南省十佳名镇、河南省百强乡镇和国家第二批 “城市矿产”

示范基地。

２０１２年

大周镇流转土地８００余亩，规模种植了３００余亩速生杨和培育４００余亩花卉苗木基地。
是年，对双洎河、北干渠、梅河进行了疏浚整修，恢复了一、二支渠的饮水补源和灌溉

作用。

是年，升级改造镇区主干道中兴路、金阳路、永兴路、按城市标准新修了工业路、园林

路、科学大道。污水处理厂主体工程已完成，双洎河橡胶坝主体和辅助工程基本完成。

是年，大周镇被评为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 “百强乡镇”、河南省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

镇、河南省国土基层先进单位、许昌市防范处理邪教先进单位。

２０１３年

大周镇第二个 “万亩示范方”已开建，综合治理了镇区西北部土壤沙化严重的７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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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粮田节水灌溉建设了镇域东北部的７个村，清淤沟渠２条，修建生产道路１５５千米。
１２月，河南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其前身是一家与澳大利亚海镁特集团公司的

合资企业，成立于２００９年，是一家集加工、销售、贸易、科研为一体的大型镁合金、镁铝
合金及其他金属制品加工销售的生产型企业。

是年，葛天再生资源市场成立建设指挥部，商户开始入驻市场。

是年，污水处理厂启用。

是年，荣获国家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百强乡镇、２０１３年度全
省村镇规划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１４年

２月１９日，许昌市委书记王树山带领市直有关局委负责人一行到大周产业集聚区国家
“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实地调研。

４月２日，许昌市市长张国晖对双庙李村就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情况进

行调研。

１０月２８日，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主任 （副部级）、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协会会长蒋省三，出席大周 “中原再生资源国际交易中心”运营启动仪式。

１０月２８日，大周 “中原再生资源国际交易中心”正式营业。

是年，大周镇被评为河南省卫生先进镇、全国重点镇。

２０１５年

４月１４日，许昌市市长武国定带领许昌市委办、政府办、发改委、工信等部门负责人
到长葛大周产业集聚区调研。

５月１９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顾国新应邀出席２０１５中国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行业协会 “互联网＋”时代再生资源创新发展论坛。
６月８日，住建部副部长易军一行，到长葛市大周再生金属循环产业集聚区督导检查工

作。

６月１１日，大周镇再生金属回收加工区晋级为省定产业集聚区，名称为 “再生金属循

环产业集聚区”。该区总规划 ９３４平方公里，已建成 ５３平方公里，拥有各种经济实体
１０００余家，规模以上企业７３家。

７月２日，许昌市委书记王树山就大周镇 “四项基础制度”开展情况进行调研。７月９
日许昌市市长武国定就 “三严三实”活动落实情况对大周镇几个示范观摩点进行调研。

是年，大周镇入围河南省首批重点示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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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理环境与党政社团

第一节　建制沿革

　　１９４３年，东部为康恤乡，西部为宏仁乡的一部分。１９４６年，为任恤乡辖区。１９４９年，
为席寺区所辖。１９５２年，改为大墙周区。１９５６年５月，大周区普遍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１９５８年８月，建立大墙周人民公社。１９６２年，大墙周公社改为大墙周区。１９６６年，改
回为大墙周人民公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改为大墙周乡。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
撤乡建镇，易名为大周镇。

第二节　自然环境与人口

大周双洎河沿岸湿地绿化景观

大周地处豫中平原，镇域地势平坦，

略成北高南低走势，历史上有南北走向９
条沙岗，形成岗洼相间的沙岗地形，后多

夷为平地，能看到地貌的仍有马陵岗。东

南部土地肥沃，素有粮仓之称。北部土壤

沙质，适宜种植花生、西瓜等经济作物。

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大周镇总人口７３２６０人，
面积６４２９平方公里，折合９６３４５亩。辖
区东西最长距离５２千米，南北最长距离
６３千米。镇域水资源丰富，境内河道属
淮河流域，流域面积６平方公里。主要河
流有双洎河、梅河、小黑河３条。其中双
洎河自后吴村入境蜿蜒向南后折向东、北至庞庄村出境，形成三面环抱之势，境内长２９公
里；梅河自新郑市入境至葛庄村出境，境内长３７公里；小黑河自和尚杨村入境至庞庄村出
境，境内长１４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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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党政群团机构

１９５１年３月建立大墙周区委员会，之后，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党组织也有所变化。
至１９９８年底，大周镇党委辖党总支１个，党支部５５个，共有党员１５２１名。止２００１年

底，大周镇党委辖基层党总支１个，党支部５６个，共有党员１６８７名。止２００５年底，大周
镇党委辖基层党总支４个，党支部６６个，共有党员１７２７名。止２０１４年底，大周镇党委辖
基层党总支２个，一个是中心学校党总支，一个是工业园区党总支，党支部６４个，共有党
员１９７０名。
１９５８年，大墙周公社成立后建立共青团大墙周公社委员会。大墙周的妇女组织随着大

墙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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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周镇工会。

第二章　乡村建设

第一节　住房建设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公社化后，公社所在地兴建了一批红砖机瓦的机关办公房，工厂厂房、
商业门店，形成当时新的集镇街道。农民住房多以土墙草木盖顶居多。进入八九十年代，农

业联产责任制等一系列富民政策落实后，农民兴建住房的热情高涨，农村房屋建设形成高

潮，少数较富裕的村庄开始按统一规划、统一模式兴建新村。在质量要求、坐落布局、格式

结构等方面比以往有了很大变化和发展，各村农户的两层楼房日渐增多，多属坐北朝南按规

划形成的排房，房子结构采用的是钢材水泥预制件及瓷砖、涂料等新型材料吊顶装修而成。

９０年代末全乡９０％的村庄建成新村，农民基本都住上了新房，住房条件不断提高。
进入２１世纪，新型城镇化建设日益加快，大周镇更是被许昌、长葛两级市确立为长葛

市的副中心城市即 “长葛北城”进行建设打造，同时大周镇被认定为国家 “城市矿产”示

范基地和建设省级产业集聚区，获得了大量的政策扶持、资金投入和项目倾斜等优厚政策，

掀起大拆迁大建设的高潮，高标准高起点在中心镇区先后建起了赵庄社区，小谢庄社区和凤

凰城社区，中心社区可容纳人口５００００人左右，并且配套完善了道路、电力、供排水、天然
气等基础设施，以及游园绿地、大型商场等公共服务设施。周边其他村也都在原来宅基地上

拆旧翻新建起了一排排的两层楼房。各村大街小巷全部实现了硬化，主街道上路灯、绿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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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街两行。村委大院、电教室、文体广场设施完备，给村民提供了很好的健身娱乐、休闲活

动场地。

第二节　交通运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交通陆路依靠官道和村间车道，能通马车的道路，仅有原长葛

县城经五道口至双庙李一条道，路面宽约２～３米，泥土路面，串村绕户，交通工具是手推
车、太平车、马车。穿越双洎河，需舟楫摆渡。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发展公路交

大周黄金大桥夜景

通，先修建了穿大周境南北长 １０４公里
从老城至尉氏县刘合集的老刘公路和董村

至后河穿大周境东西全长８１公里的菜姚
公路。路基和路面不断取直加宽。修建的

桥涵有跨越双洎河的王皮庙桥、后吴桥和

跨梅河的大周南桥、路庄南桥。随后通村

公路网络逐渐形成，道路管网纵横交错、

四通八达。２０１０年大周被定为国家级循环
经济试点单位，产业集聚区挂牌成立，为

招商引资，采用ＢＴ模式先后投资１２００万
元完成了 ５２公里的村村通公路的硬化。
投资３４００万元高标准升级改造了镇区主

干道７条。东西干道有长安街、金阳大道、黄金大道。南北干道有梅胡路、西昌路、永兴
路、中兴路。截至２０１４年镇区主干道已全部绿化、亮化并附有排水管网工程，形成三纵四
横路网格局。镇区道路总长度８９公里，道路铺装面积５３４００平方米，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０８３平方米。桥梁４６座，总长度８２０米。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大周交通运输，机动三轮车取代了人力畜力车。私营客运始于１９８２
年，至２０１４年大周出租车、货运车及城乡客运汽车市场活跃，有大周至长葛的客运车２２
辆，大周至许昌的客运车４辆。途径大周长葛至李河口过路车１０辆，每日发往许昌、长葛
等地的客运班车达３０班次，日发送旅客４５０人次。私家小汽车保有量在６２６２辆、货运车
１１２０辆。

第三节　邮电通信

１９５８年大墙周公社建立邮电所，办理民间信函、邮件、挂号保价、包裹、邮票销售等
业务，１９５９年开办特种挂号业务。１９６１年邮电停办建国初期实行的装钞保价信函业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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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办理收寄商品包件。大周邮电支局建立后，业务量逐年增大。２０１４
年末有邮政网点１个，乡村通邮率１００％，全年投递国内函件９４００余件，国内汇票业务完成
７８０笔，国内异地特快专递信件完成２３６５件，征订报纸１８５０份，杂志３６４册，业务收入
５８万元。１９５１年大周开始通电话，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大周镇５００门程控电话开通成为豫南第一
个村村通电话的乡镇。２０１４年固定电话用户４８００户，电话普及率达到１００％，光缆线路总
长达１７３６千米，有线电视入村率达到９０％以上。宽带互联网接入用户４３００户，较上一年
增长７２０户，宽带普及率达３８９％。

至２０１４年大周镇有已建成使用的邮政大楼、电业大楼各一座，邮政、电信、电力服务
方便快捷。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均在镇区安装通讯基站，通讯质量可靠。

第四节　明星社区及行政村概况

一、明星村

新尚庄社区居民委员会

新尚庄社区居委会位于大周镇中部。辖尚庄、丁庄２个自然村，７个村民小组，４３２户，
２４３０口人，耕地１０９８亩。新尚庄社区居委会有工业企业８６家，有鑫金汇不锈钢有限公司、
维德精密不锈钢有限公司、金兰普不锈钢有限责任公司等长江以北不锈钢产业的龙头企业；

投资超亿元的企业有３家；投资千万元以上的企业有１０家，是闻名省内外的不锈钢收购、
加工、生产专业村。

２０１４年人均纯收入１６８００元，比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３３０３元高出３０００多元，为大周
镇各村人均纯收入第一名，是长葛市２０１４年农村人均收入１１１０２元的１５倍，更是河南省
农村人均４６２７６９元的３４倍！

新尚庄社区居委会建设稳步推进，小学、幼儿园、文体中心、文化活动广场、便民服务

站等公用设施一应俱全。相继成立有篮球协会、乒乓球协会、象棋协会、广场舞协会等民间

文体组织，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先后荣获许昌市计划生育协会先进单位、先进人民调解委

员会、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示范村、长葛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等荣

誉。

赵庄社区居民委员会

赵庄社区居委会位于大周镇城市规划区内，市五号路、三号路、镇中兴路穿村而过，辖

４个自然村，２２０７口人，耕地１４０９亩，企业１１０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１０家，是国内有名
的铜铝材收购加工基地。

１９８０年，赵庄社区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村庄。许多青、壮年人外出收破烂、闯江
湖，维持生计。在收收卖卖中，有心计的人发现废旧金属较为 “贵重”，“赚”头大，就在

家开收购部，经营废旧金属的收卖。１９８５年起，该社区依靠大周镇废旧金属集散地，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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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庄社区一角

发展非公经济，强村富民，经过多方努

力，筹集到了１００多万元股金，１９９４年９
月，赵庄村股份制企业———中州铝带厂成

立，运行良好，到 １９９５年年底实现产值
８００多万元。

１９９８年，全社区非公有制企业已达
８８家，年创产值８０００余万元。为进一步
壮大企业规模优势，赵庄社区积极组建了

中兴工贸公司。

至２０１４年，外来投资５０００万元以上
的隆源铝业有限公司和奥翔铝业有限公司落户该社区。企业发展到１００多家，其中投资额超
１０００万元的６家，５０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２家，投资１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占了５７％，在本村
企业打工的外来人员５００余人，基本形成以铜、铝为主导产品的中原有色金属市场，成为闻
名省内外的有色金属专业社区。

村中６０％的家庭拥有小汽车。２０１４年，社区居民年均纯收入达１６６００元，比改革开放
初期增长了７４６倍，同时也为改善群众生活创造了条件。２０１０年，社区两委按照镇政府的
统一规划，对新型社区建设进行了规划，２０１５年已建起了３栋居民楼，部分村民已经入住。
村中实现了街街通油路，水、电、气、污水处理、卫生医疗、学校、幼儿园配套设施一应俱

全；投资３６０万元对村文化广场进行了升级和改造，打造了良好的村民休闲娱乐场所。
小谢庄社区居民委员会

小谢庄社区居委会位于大周镇中西部，紧临大周产业集聚区，位于大周城市规划区内，

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全村１１个村民小组，人口３２００人，耕地２４３５余亩，现有企业
７０余家，其中投资亿元以上的企业３家，投资千万元以上的企业１０家，是闻名省内外的铝
收购加工专业社区。

小谢庄社区居委会加快 “城中村”改造，对置换出的土地进行招拍挂，用于企业的发

展，走城镇化发展道路，坚持市场化运作，为民谋利，改变居民的居住环境。

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新社区４栋多层居民楼已般迁入住，８栋高层主体已完工。
大周社区居民委员会

大周社区居委会位于大周镇的中心地段，是大周镇政府所在地。有大周村、张庄村、小

冀庄村、小周庄村４个自然村，住户８５６户，人口４２５９人，耕地面积３１０６亩。大周社区是
大周镇全面发展的明星村。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大周社区还是 “三岗夹两洼”的地势，加上盐碱地多，老梅河从村西

南北穿过，农民种地既怕涝又怕旱。大周社区出动人力，把梅河由南北走向改为由西向东走

向，从此梅河不再漫漕，庄稼不再受涝，农作物产量增加。实施了平岗造田，逐步改变了”

三岗夹两洼”的地势面貌，把贫瘠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良田。从１９７４年开始，他们先后创
建了印刷厂，造纸厂，面粉厂，巢础厂，陶瓷厂，金属冶炼厂，铁合金厂，炼镁厂，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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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压铸厂，铸钢厂，钢材改制厂等多家集体企业，成立了 “大周村工业公司”，多次被授

予许昌地区明星乡镇企业，长葛市明星乡镇企业称号。１９９８年，改组村集体企业，全村以
铁合金炉料、有色金属和陶瓷业为主导产品，形成生产营销模式。２０１１年７月成立河南鸿
鹏不锈钢有限公司，集科研、生产、销售为一体，公司占地面积１４０亩，生产车间占地３２
亩，办公楼、成品仓库、五金仓库、宿舍楼、职工餐厅等附属建筑物占地面积３０亩。公司
实施的年产１０万吨不锈钢管项目，总投资３５亿元，主要建设有分条机、制管机、平合机、
抛光机等１００条先进生产线，从而进一步拉长和延伸不锈钢产业链条。２０１４年实现主营业
收入１８亿元，税收１５０万元。
２０１４年社区工业产值约２２亿元，农业总产值约１０２６万元，人均收入１５７４２元。
１９６５年，大周社区创办学前班、小学、初中及高中的教学基地。２０１３年，新建了一所

河南金汇鸿鹏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公立幼儿园，建筑面积 １２００平方米，可
容纳３６０名幼儿学习，娱乐。原来的中心
小学也先后投资了２５６万元，建成占地面
积达９６３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９９０平方米，
容１３８０名在校生和 ４２名教职工的学校。
原名为 “大周一中”改名为 “长葛市十二

中”，经过进一步的改善和扩建，形成了

占地面积４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１３万平
方米、教职工２６７人、在校生１０００多人的

规模性教育机构，在全镇历年的考核中，无论教学设施和教育质量都名冠全镇。

社区居民精神文化逐渐丰富，社区先投资４０多万元，建起了村民文化娱乐、体育活动
的休闲广场，又投资３０多万元配备各种健身器材，供村民健身娱乐，提高了村民强体健身
的意识。社区还自发组织了４支舞蹈队、５支篮球队、５支乒乓球队、１支盘鼓队等各种社
会文化娱乐团体，２０１４年，投资３００万元把全村的主要道路全部进行了硬化、亮化和美化，
方便了村民的出行和日常生活。

柳庄营行政村

柳庄营村有１０８３口人，文化传统厚实，１９５２年村中一位叫孙驴套的老人，从长葛 “房

里戏”（长葛县大众剧团前身）退休回家，成立了柳庄营村豫剧团。１９６０年又请著名红脸孙
淘气为师，剧团风行一时，曾在驻马店、确山县、汝南县、正阳县等地演出，随后又聘请了

洧川镇的张小中、张合法父子俩来本村教唢呐，并收本村靳玉升、韩立民为徒，从此柳庄营

又有了唢呐演奏班。

２００３年村民刘金木、靳付妞夫妇组织了２０多名女士学盘鼓，并从新郑请来盘鼓师教
学，一年后，学员们盘鼓技术娴熟，盘鼓声音洪亮，节奏整齐，鼓点繁复，队形花样迭出，

器乐演奏与舞蹈表演为一体，视觉、听觉效果感人。

２００９年本村妇女主任张曼和村民张君玲组织带领村民学跳广场舞，二人担任教练，每
晚在村广场中聚集有男女老少上百人，练习广场舞，规模不断壮大，还吸引了不少外村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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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进来，场面活跃。

此外该村还有篮球队，举办过三届农民运动会；还有红白事理事会，村中操办红白事不

讲排场不比阔，“理”出了节俭办事的良好风尚。

２０１５年６月３０日晚上举办了庆 “七一”文艺晚会，节目２０多个，参与表演的村民，
年龄最长的有７０岁，最小的５岁。
２０１０年起村委会投资２００余万元修建了休闲娱乐广场４９００平方米，配置了各项运动健

身器材及绿化措施。２０１２年后，村里文化艺术团获许昌市 “民间艺术表演大赛”二等奖一

次，三等奖一次，长葛市 “灯节民间艺术表演”一等奖三次。

截至２０１５年，柳庄营村有歌舞、盘鼓、唢呐等７个小演出队和一个篮球队，经常参加
文化体育活动的有三百多人，既很好地活跃了该村的文化生活，又带动了大周镇的文化、艺

术及体育活动。

二、２０１４年底大周镇行政村情况表

　 单位：亩、人、元

工作区 行政村 所辖自然村 耕地数 人口数 人均年收入

农一区

黄庄 黄庄 ８５７ １０７６ １３３５４

陈庄 陈庄 ９１８ １３９２ １３５２４

新魏庄

新魏庄

小王庄

靳庄

１６７９ ２２１４ １２７２２

付桥 付桥 ２１００ ２１６０ １２８９３

打鱼李 打鱼李 １２３０ １９５０ １３０２１

夏张

夏张

小唐庄

崔庄

２１２９ ２５７８ １３４１４

小河董

小河董

老唐庄

岗李

２００８ ２７６０ １３９１７

石桥路
石桥路

石桥李
１８８２ ２５６０ １３４５６

农二区 东朱庄

马庄

东朱庄

老岗坡

１３５６ １１０３ １３３０３

７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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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工作区 行政村 所辖自然村 耕地数 人口数 人均年收入

农二区

葛庄
葛庄

黄家
８２０ ８８０ １１９７２

庞庄

庞庄

新寨

中张

后张

２３１２ ２８８８ １４０８７

老庄尚 老庄尚 １２４６ １２３０ １１４６０

罗庄

罗庄

北黄庄

李庄

尚庄

３０１３ ２６０５ １０８３０

赵名寰

赵名寰

高庄

屈庄

坡底赵

岗头尚

南北赵

杨庄

２９７９ ３６６８ １３４４０

大谷寺
大谷寺

小谷寺
２４９８ ２０５０ １２０７４

农三区

双庙李
双庙李

张庄
１７５０ ２０４０ １３４４０

和尚杨

和尚杨

和尚杨寨

潘庄

３８４０ ２９３０ １３２６９

老冀庄
老冀庄

闽兵黄
２１０５ １９５０ １３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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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

工作区 行政村 所辖自然村 耕地数 人口数 人均年收入

农三区

小连府 小连府 ６７５ ６６５ １１７６８

岚川府 岚川府 ２２２０ １７８３ １２２９６

大尚庄

大尚庄

小尚庄

四古轮

１９７６ １４８２ １２４７５

路庄
路庄

西朱庄
１９１８ ２１０７ １１４０２

城一区

小谢庄

小谢庄

老谢庄

小梅庄

２４３５ ３３６８ １６６４５

大周

大周

张庄

小冀庄

小周庄

３１００ ４１４６ １５７４２

王皮庙

王皮庙

张坝湾

汪庄

小魏庄

１５６５ ２５８８ １４８０４

柳庄营 柳庄营 １５７５ １８０３ １３４１４

赵庄

赵庄

韩庙

李庄

１４０９ ２２０７ １６５９４

新尚庄
新尚庄

丁庄
１０９８ ２３６０ １６８０９

邢庄

邢庄

五道口

胡庄

２３５５ ２６２２ １３５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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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３

工作区 行政村 所辖自然村 耕地数 人口数 人均年收入

城二区

前吴 前吴 ６６３ ７９０ １２９２８

后吴
后吴

小潘庄
１１１１ １２６７ １１９７２

大辛庄 大辛庄 ７５１ ９４６ １１８１９

席庄

席庄

大梁庄

小刘庄

９５５ １７６６ １３３８８

老梅庄 老梅庄 １５９６ １９０５ １３４０５

韩庄
韩庄

舒庄
１６７１ １７５２ １３３４５

合计 ３５ ８２

第三章　教育　卫生　福利

第一节　教　育

　　历史上的大周虽然地瘠民贫，却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古时多以私塾、义学的形式在
村寨中对学童进行教育。长葛历史上有记载的进士共有１４位，大周的五道口村在宋代就出
过两个，名叫盖舜民、盖舜明；邢庄村在明末出过邢国玺。考中举人的，晚清时魏庄出了个

魏叔莹，梁庄出了个张星蔚，至于副榜、监生、秀才那就多了。

现代教育，则出现在１９２８年，席寺扒掉神佛的泥胎塑像，以寺院的寺产为经费办起了
大周第一所完小。接着，柳庄寺也废寺建校，当时叫康恤保的这些村寨有了两座完小。

到了１９４６年，为庆贺蒋介石六十寿辰，国民党政府搞了个 “献校祝寿”活动，长葛的

“头面人物”也大拍马屁，当时的赵名寰保 （时为长葛县第三区的第１５保）联合１６保的新寨
保，向老百姓派款派工，在赵名寰村建 “联校”名赵名寰完小。这样，当时的第三区便有了

四所完全小学 （大孟当时属第三区，有所完小）。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１９４８年长葛解放。
在此期间，除了席寺、柳庄寺和赵名寰为三所完小外，像陈庄、打鱼李村、石桥路村、

大墙周村、大谷寺村、岚川府、双庙李村等村也办有初级小学或私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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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私塾彻底取消，上述各村的初小相继升格为完小，并在乡 （公社、镇）

政府所在地的大墙周村办起了初中，还一度有一所农中，１９７６年，还办有双庙李高中、舒
庄高中、席寺高中、陈庄高中、石桥路高中，１９７９年全部撤并，仅存大周高中。
１９７３年冬恢复考试，高中招生先由大队推荐，后参加高中统一招生考试，此方法仅有

一年。当时每个大队都有一处初中，大墙周公社有初中２５处。撤并的同时也撤并了部分大
队办初中，仅剩７处，大周联中、席寺联中、双庙李初中、赵名寰初中、夏张初中、陈庄初
中、柳庄寺初中。１９８２年大周高中撤并到老城高中 （三高），建大墙周乡一中，对准全乡招

生。

１９８７年秋初中布局调整，大周由７处初中合并为５处，即大周一中校址大周村，大周
二中校址陈庄村，大周三中校址在席寺，大周四中校址老冀庄村，大周五中校址赵名寰村

（１９８９年更名为大周职业中学）。
１９８８年成立大周乡成人文化技术学校，１９９１年大周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教学楼建成。开

办有扫盲班、农业科学种田技术培训班、农业机械维修培训班，为大周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

推广起到了推动作用。

１９８８年４月，大周乡教育办公室更名为大周乡教育中心，办公地点在大周村北乡政府
大院东北角。１９９４年４月迁址于长安路路北政府西，
１９９５年大周撤乡建镇，教育中心更名为大周镇教育中心。
２００４年４月中心校成立，８月中小学布局调整，由原来的五处初中整合为２处，保留大

周一中 （长葛市十二中）、三中 （长葛市十三中），撤二中、四中、职中，２９处小学整合为
１４处。教育资源配置得到了优化。

长葛十二中 （大周镇初中）升旗仪式

２０１５年大周镇有初中 ２处，小学 １４
处，幼儿园１６处 （含公立幼儿园２处）。
在校初中生１７４７人，小学生７４８０人，幼
儿３４５６人，在职教师 ３５４人，幼儿教师
４３２人，其中高级教师 ２９人，一级教师
２１８人，二级教师１０６人，三级教师１人，
中小学省级骨干教师４人，许昌市级骨干
教师６人，县级骨干教师 ５２人。学历达
标率 １００％，专科学历 ８５％，本科学历
３０％以上。有民办幼儿园 １２所，其中金
汇幼儿园为许昌市示范幼儿园，在校幼儿

最多，影响最大；公办幼儿园２所，小学附设幼儿园５所，幼儿教师３４６人，在校幼儿３５２６
人。

大周除国家投入外先后累计投入３０００多万元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办学水平。２处初中
教学楼气势宏伟，办公楼、多功能综合楼新颖别致，音乐、体育、美术教室，多媒体教育、

理化生实验室等等教学设施一应俱全，电子白板实用方便，学生在教室内可享受先进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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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校园文化氛围浓厚，绿化、美化面积达标，绿树成荫，清香宜人。１４处小学办
学条件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改善。有１０处小学获长葛市办学管理规范化学校。十二中、中心
小学、小谢庄小学获许昌市素质教育示范学校。十三中、老冀庄小学、尚庄小学、王皮庙小

学被评为许昌市办学管理规范化学校。所有中小学均达省办学水平二级标准。２０１４年十二
中被命名为 “长葛市明星学校”。

第二节　卫　生

新中国成立前，原大墙周乡无一所正规意义的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卫生事业一片空白。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老百姓的生命健康，１９５３年前后相继成立了４个联合诊
所，分别是：南黄庄医疗点由李顺成、黄玉瑾、李国森３人组成；双庙李医疗点由朱斗龙、
李仁武、张玉卿、尹根虎、孟玉妞、王贺梅６人组成；罗庄医疗点由李连章、李国森、席森
华３人组成；大墙周医疗点由尚明鹤、刘文俊、张水振、刘五斤４人组成。初成立的诊所非
常简陋，从业人员大多是师承中医学徒，无诊疗设备，凭 “三个手指”（把脉），一根银针，

一把草 （中草药），一个听诊器为病人诊治。

先进的医疗设备———进口彩超

随后原大墙周乡又有一部分村子成立

了诊所，而后原有的诊所都有不同程度发

展。

１９６２年，在大墙周诊所的基础上成立
了乡卫生院。１９７２年，公社卫生院扩建，
院址由大周村村南移至村北，新建房屋１８
间，占地 ２５００平方米，医务人员 ２１人。
设立有化验室、注射室、病房、妇产科几

个科室，增添了透视机设备。同时在陈庄

村村东设立了大周卫生院陈庄分院。随后

多年来乡卫生院在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上

逐年增加扩大。

１９９６年大周撤乡建镇后，镇卫生院迁
至镇主干道长安街中段北侧。新建的镇卫生院占地面积７１３１５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５０６平方
米，业务用房２９００平方米。现有职工７６人，其中医务人员６６人，高级职称１人，中级职
称１人，初级职称２９人。卫生院设有行政办公室、后勤药械科、财务科、门诊部、住院部、
防保所、合作医疗办公室等职能科室，实行科主任负责制。现有２００ＭＡＸ光机１台、美国
ＧＥ公司彩超１台、黑白Ｂ超２台，全自动生化分析仪１台、全自动血球分析仪１台、多普
勒１台、心电监护仪１台、麻醉机１台、全自动牵引按摩床１台等大型设备。担负着全镇近
６万余口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开展农村常见病、多发病和危重症的抢救治疗工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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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传染病、流行病的防治工作，开展儿童系统保健、妇女病普查普治和孕产妇系统保健工

作，开展爱国卫生工作，承担全镇村级卫生管理工作和卫生监督协管工作。

２０１４年，全镇设有村级卫生室３５个，覆盖３５个行政村，乡村医生１１０人，房屋１７６
间，有医有药有设备，能防能治能管理。

第三节　福　利

全镇享受低保１３９６人，五保集中供养率达５６％，优抚对象５７０人，阳光基金筹集５０余
万元，救助困难群体２０６户。

大周镇敬老院成立于１９９４年，由大周乡老政府大院改建而成。２００８年扩建，占地３１
亩，总住房１５０间，面积４０００平方米。其中办公用房８间，院民房屋１２０间，床位１８０个，
餐厅面积３６４平方米，另有洗衣房、卫生间、洗澡间、储藏室、娱乐室、投影室、室外配有
健身活动器材，现有入住院民１３１人。

第四章　民俗　古迹与传说

第一节　民　俗

　　 【婚俗】　大周婚俗古今并行，呈中西合璧之势，既有自由恋爱又有他人介绍，既有

夫妻对拜

自办婚礼又有集体婚礼，既有在家举行婚

礼又有旅游结婚等。大都例行 “见面”

（订婚）、结婚登记、 “送好”、迎亲、婚

礼、宴庆、“叫客”“送客”等礼仪。“送

好”指男方家人到女方家中送聘礼，并正

式告知已事先商定的结婚日期。迎亲 （娶

亲）均在上午，现在一般都是小轿车组成

的迎亲车队，新娘上车男方封 “上车礼”，

下车封 “下车礼”。婚礼又叫拜堂，一般

都敬挂毛主席像，新郎新娘向毛主席像三

鞠躬 （拜天地），向男方父母三鞠躬 （拜

高堂），相互三鞠躬 （夫妻对拜）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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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仪式结束后，于中午设宴酬宾庆贺。婚前，男方一般以父母的名义向亲朋好友发出请柬，

收到请柬者则送贺礼并赴宴庆贺。席间，新郎新娘及男方父母对客人要逐一敬酒。“叫客”

“送客”分别指按照婚宴后双方商定的日期，由女方家人接女回娘家 （俗称回门）和送女回

婆家，一般为三天叫四天送或四天叫六天送。至此，婚礼全部结束。值得一提的是，女方陪

嫁已由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 “三转一响”，逐步升格为洗衣机、

电视机、冰箱、空调 “四大件”。现在更是家里有轿车，城里有套房，有人概括为：“一动

不动，万紫千红一片绿”，意思是：“一动”是轿车，“不动”是房子，“万紫千红一片绿”

是５元的钞票１００００张，１００元的钞票１０００张，５０元的钞票一大片。
【喜俗】　无论生男生女都为喜事，以 “喜得贵子”或 “喜得千金”而 “送面条”到

女方娘家报喜，于得子六天或九天、十二天 “吃面条”设宴庆贺。亲朋好友备 “锁子钱”、

小孩衣物、白面、红 （白）糖和鸡蛋等贺礼前往道喜赴宴。有的还举行小范围的小孩 “满

月”和 “百日”庆贺等。

【寿俗】　大周从古以来有给长辈生日祝寿的良好风尚。生日时，给老人买衣物、营养
品，吃寿面，有的还摆宴席。特别是六十花甲年、七十古稀年、八十耄耋年时，还燃放鞭

炮，请剧团演戏，在电台、电视台点播文艺节目等隆重庆贺。

【丧俗】　丧葬称为白事。正常的年老人去世又称喜丧，意为不再因年老体衰不便和疾
病缠身而痛苦，不再给子孙添累赘，与称 “红事”的结婚、得子，合称红白喜事。长葛

１９８０年后逐步实行火葬，火葬、土葬习俗并存。火葬有报丧、守灵、遗体告别等仪式，土
葬有报丧、入殓、守灵、祭灵、出殡等习俗，均设宴谢孝。丧葬一般都请一至两班乐队，祭

灵分别行鞠躬、叩拜礼。

【节俗】　分为传统节日、纪念节日和新兴节日三种。传统节日均指农历。
春节正月初一，俗称 “年下”，节期为初一至初五。腊月的最后一天，称 “除夕”。除

夕晚上 “守岁”，多数居民收看央视春节文艺晚会至午夜，在新年钟声响时燃放鞭炮，迎接

新春。初一都穿新衣，相互拜年，长辈给孩子发 “压岁钱”。早饭吃饺子，食前先祭祖先，

中午备酒席，合家团圆。从初二开始串亲会友，陆陆续续到初五。

正月十六灯节，市区夜景元宵节，也叫 “灯节”。十五、十六日晚上，城乡机关、家户

门前张灯结彩，小孩手提各式花灯串街玩耍。期间举行灯展、猜灯谜，燃放大型烟火，男女

老少结伴 “游旅儿”，观看狮子、龙灯、竹马、旱船、高跷等民间文艺表演等活动，欢度灯

节。

二月二，二月初二是龙抬头的日子，指万物复苏春天到了。这天家家户户吃炒豆，摊煎

饼，寓意铺囤底，期盼好收成。

清明节，二十四节气之一，各户门插柳枝，添坟祭祖；为先烈扫墓，告慰英灵。

端午节，五月初五，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投汨罗江的节日。当天日出前不少人到河中洗

脸、挖 “猪耳朵棵”等，各家门上插艾叶，妇女儿童佩带香囊，早上煮大蒜、粽子、鸡蛋

吃，以作纪念和驱虫害、祛百病。

六月六，民间传说是蚂蚁生日，家家户户烙干饼 （带芝麻的焦馍），人吃干饼时易掉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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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可供蚂蚁美食，权当为其过生日，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人们的生态意识。

七月十五，旧为祭祀鬼神节，现已不作祭祀活动，只改善生活，改叫 “尝新节”，意为

品尝秋天新收果实。

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也叫团圆节，是民间重大传统节日。节前，亲朋互送月饼。当

天，全家吃团圆饭，晚上拜月、赏月、吃月饼，象征丰收、团圆。

十一，农历十月初一，为传统祭祀节日，传说为已到农闲之时，放鬼自由活动，回家和

亲人团聚。这天炸油角、丸子、油果，祭祖先。一般初二至初十的单日，出嫁女回家祭拜父

母亡灵，俗称 “烧纸”。父母一方健在不回娘家。

冬至，二十四节气之一，真正寒冷天气的开始，为 “交九”。传统习惯吃饺子，为预防

耳朵冻伤之意。

腊八，腊月初八，家家用小麦、玉米、大米、小米、豆、芝麻、红枣、柿饼、花生仁、

核桃仁等八样以上食物煮成粥吃，称腊八粥。

祭灶，腊月二十三，为敬灶神的日子。当晚祭灶神，吃灶糖 （麻糖）、烧饼，主食面

条、饺子。也称 “小年下”，有 “腊八、祭灶，年下来到”之说。祭灶后购年货，大扫除，

贴春联，迎接新年。

新兴节日为９０年代中后期从外国传入的在年轻人中逐渐兴起的情人节、愚人节、圣诞
节等，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同时，还逐渐兴起了母亲节、父亲节等。新兴节日过法大多效仿

西方。

第二节　古迹与传说

马陵岗

马陵岗的岗头紧靠老梅庄村南。岗上有高庙遗址，有石碑ｌ通；高丈余，农历三月初一
有古庙会。

民国十九年 （１９３０） 《长葛县志》载：“马陵岗……起自中牟，过洧入葛。上有孙膑、
庞涓庙。”说是战国时期的齐国军师孙膑同魏国大将庞涓两军人马在这里打过仗，后人为纪

念这两位历史名人，建了孙膑、庞涓庙。其实齐、魏的那次 “马陵之战”并不是这个 “马

陵”。史书上记载是：马陵之战是战国时期的公元前３４２年，齐国军队在马陵 （今河南范县

西南）歼灭魏军的著名伏击战。

据文物调查，在老梅庄马陵岗上发现战国骨头坑多处，尸骨上都有铜镞，当地群众还在

岗上挖出有铁釜等军事用品。说明这里确曾发生过大战。史载，魏惠王２５年 （前３４４），
韩、魏两军在这个马陵岗下打了一仗，韩国吃了败仗。

１９９８年，长葛市人民政府还把这里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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胭脂冢

岚川府村东有一纵向土岭，名胭脂岭，岭上有胭脂冢，据传为曹操之女 “胭脂”的葬

身处，墓冢尚在。胭脂名嫣红，胭脂系其乳名，系曹操后妃刘夫人所生。胭脂生性聪慧，好

读书，有心计，不习女工，不好女装，年十六即精通 《孙子兵法》及其父曹操所著 《孙子

略解》《兵书节要》等，常戎装坐骑，随侍于曹操军中，言谈举止颇有父风。操营大将常戏

称其为 “红将军”或 “女将军”。建安五年 （２００）官渡之战中，曹军大胜，并缴获袁绍长
子袁谭图书文档，内有许地方官员和曹军中一些将校写给袁绍的书信和准备效忠袁氏的通意

笺记。如何对待这些人，曹操犹豫不决。胭脂建策：“写信通意于袁绍之人，不过对破袁缺

乏必胜之心，并非决意谋反之人，今我军已获全胜，彼等已不自安，定有悔悟之意，大人应

将所获文档，尽行焚毁，不咎既往，以定人心。”曹操听从胭脂的建议，安定了军心和地方

秩序。冬初十月，曹操正欲班师回许，胭脂却一病不起，后竟卒于军中，终年２１岁，葬于
今岚川府胭脂岭，据说曹操当时还写了 《悼爱女胭脂》诗，可惜今已不传。

凤凰城

旧时长葛八景中有一景观叫 “凤城荒址”，说的是今大周镇和尚杨村村南东凤岗上的凤

凰城遗址。关于凤凰城，民国１９年的 《长葛县志》中载 “凤凰城在县之北张保。《寰宇记》

曰：‘汉黄霸治颍川，有凤凰集此因名。城周围三里有奇’。”

那么，“黄霸治颍川”是怎么回事？西汉初年，长葛叫长社，是颍川郡所辖的一个县。

汉宣帝神爵三年 （前５９），黄霸出任颍川郡太守。黄霸到任后，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广植树
木，多养畜禽，增加经济收入；设置伍长，在乡里教民为善，缉盗防奸；照顾鳏寡孤独，死

凤岗寨

后无力埋葬者，由地方给予棺木；选派守

法官员到各地暗行察访，知民疾苦，惩恶

扬善，并严令巡察官不得妄取民物，不得

以酒食扰害地方；严厉打击不遵教化的不

法分子，绥靖地方；关怀属下，不轻易撤

换称职的官员。如当时有位县丞年纪老

迈，双耳又聋，督邮多次请求撤换其人。

黄霸了解到这位县丞是位有经验的廉洁官

员，教育督邮说：他是个有经验的好官，

年纪虽大，尚能拜起送迎，担当公务，耳

聋点也没什么！你要好好帮助他办事，不

能随便撤换这样一位贤者。有人私下问黄霸为何不撤换这位县丞，他解释说：“撤其一人，

就伤了众多廉吏的心。对廉者，应使其长期守职。常更换吏，弊多利少：一则送故迎新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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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国家银钱；二则奸吏会借机贪占财物，加重百姓负担；再者所换的吏不一定贤良。所以，

对有经验的廉吏还是不换为好。”

经黄霸如此治理，颍川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 “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被誉为

“治为天下第一”。

由于黄霸治理颍川成就卓然，民间相传，便有 “凤凰神爵，数集郡国，颍川尤多”，而

颍川这个飞来最多凤凰的地点便是今和尚杨村村南的东凤岗上。当时的人们以此为祥瑞，便

在岗上筑起了 “周围三里有奇”的凤凰城，这也是对黄霸的一种纪念。

清乾隆时许州知州甄汝舟游览凤凰城后，写诗云：

黄公守颍川，凤鸟飞鸣至。

表瑞筑高城，改元纪盛事。

后人景前贤，何以称善治。

夙夜日兴怀，黾勉勤抚宇。

在这位知州大人之前还有名气更大的人在诗词中写到过黄霸，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其名

篇 《客》中有：

敢辞称俗吏，且愿活疲民。

常未征黄霸，湖犹借寇恂。

愧无铛脚政，徒忝犬牙怜。

这是白居易自愧施政中没有像黄霸、寇恂那样做得那么好的诗句，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对

黄霸的崇敬。

宋代大诗人黄庭坚在其 《寄陈适用》的诗中有诗句曰：

幸蒙余波及，治郡得黄霸。

邑邻陈太丘，威德可资借。

同为宋代的著名诗人梅尧臣在其 《得王介甫常州书》中更有直接写及黄霸与凤凰的诗

句：

莫作腐儒针膏肓，莫作健吏绳饿狼。

傥如龚遂劝农桑，傥如黄霸致凤凰。

黄霸治颍川的政绩为后人所称道也由此可见一斑。

所幸凤凰城今尚有残垣相存，残垣上树木葱茏，残垣下平畴沃野，今日之 “凤城荒

址”，已改昔日荒凉，游者往观，自会有一番新的感受。

银杏古树

大谷寺村有一棵近６００年的银杏树，银杏树古名白果树，又名公孙树，公种而孙得食，
寿命极长。２００１年此树被许昌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约在明初，村里一个姓谷的男子上京赶考，结果名落孙山，和他有着同样命运的一名

山西学友，邀请他到山西居住了几个月，谷氏临回家时，学友赠送给他一雌一雄两棵银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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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到家后，谷氏将树种植到了村外的一道岗地上，后来，雄树死掉，雌树活了下来。

树大成神，周边的人渐渐来树下祈福，树前设有祭拜台。特别是每年的正月十五，各家

各户都往老银杏树下送一枝蜡烛。黑色的夜空里，圆月高挂，百盏灯把树下照得亮堂堂，树

上的红色丝带随风摇曳，好一幅乡村祭拜美景图！

在夏日，大树的下面经常有一些活鱼或青蛙，从前，村民们都认为这是神树在施展它的

神力，连鱼、青蛙都自动前来 “孝敬”，久而久之，大家对这棵神树更是奉若神明。其实，

经过探查发现，这是因为树冠茂密，是鸟儿们最好的栖身之所，它们经常去１公里之外的双
洎河里找些吃食，这些鱼或青蛙就是鸟儿们一不小心掉下来的，但村里人大多还是选择相信

这是神树的 “威严”。

这棵老银杏树枝繁叶茂，粗壮、高大，树干高达１０余米，树围４８米，需三个成年人
张开手臂才能合围，树杈３０余股，树冠覆盖面积约１亩，树冠遮天蔽日达２０００多平方米。

银杏树具有经济、药用价值，全身都是 “宝”。银杏叶具有防治高血压、心脏病、降血

脂的功能，每逢金秋时节，大周镇、许昌乃至新郑、洧川、尉氏的人们都来拾取银杏叶，回

家泡茶喝。而在大谷寺村也形成了自己特色的制作工艺，把叶子捡回家，先洗洗、后经高温

蒸煮、最后自然晾干，热水沏茶，这已成为大谷寺村家家特有的银杏茶。

武艺高强的张杰士

清朝雍正皇帝的父亲有二十几个儿子。每个儿子有一个老师，每个老师都想叫自己教的

学生登上皇位。但他们的父亲康熙皇帝认为第十四子有才能可以继承皇位，就写下诏书，藏

于密箱之内，以便他死后让十四子继位。不防第四子雍正做了手脚，派侠士盗出诏书，把十

字上舔了一横，改成了 ‘于”字，这样一改，就把原来 “传位十四子”变成了 “传位于四

子”。这样一来，雍正就当上了清朝的第三个皇帝。雍正帝自知理亏，但又不得不着力来保

住皇位。于是他就广召天下武艺高强之士来保驾。当时王皮庙张坝湾有个人被朝廷选中，后

来成为雍正皇帝保驾的十二杰士之一，人称张杰士。

张杰士叫什么名字？因年久失传无人知道，不过他的墓在八十年代末修公路时才被平

掉。他膂力过人，武艺高强，据说他能两手抓起两个人一碰即死，就像掂两只鞋摔土一样，

轻而易举。于是他被选中入京为雍正帝保驾后，在保卫边疆的战役中立了大功，雍正皇帝要

封他做大官，他因不识字，坚辞不就，要回家为民。辞京时，雍正帝赐给他黄马褂一件，七

星宝剑一把。张杰士到家后，买了一只木帆船，以运粮为生，从不在人前炫耀其功。他也不

置买庄田，更不欺压百姓，经常随船东下周口一带运粮。有一次他的船下水行至周口桥下，

与上水船相遇，上水船不让道引起口角，双方僵持不下，张杰士无奈，就把黄马褂挂在桅杆

顶上，他自己若无其事地坐在船头。大家一看到黄马褂，引起了轰动。商水知县得知之后，

就赶紧上船赔情道歉，命令上水船让路，让张杰士的船顺利通过。这个故事在双泊河沿岸久

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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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金标神枪保县城

高金标，原名高木妮，夏张村人，曾在段祺瑞的部队里当过连长，夏张村老辈人中有人

见过他的委任状。他曾驻防秦皇岛，练就一手好枪法，后来退伍回到老家。

当时，长葛这一带土匪横行，人们称这些土匪为 “锳将”。有一年 “锳将”骚扰县城，

高金标被召去守卫县城，阵地在城东北角处。一天， “锳将”攻打县城，突破口选在东门

处。东门里附近有做内应的 “锳将”。这个家伙枪法很准，埋伏在一个隐蔽点进行狙击。城

外 “锳将”集中火力猛攻，架云梯，爬城墙，城里的内应连连射击，弹无虚发，打得城墙

上站不住士兵。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高金标来了，他找有利地势隐蔽好，听枪响，抬

头一看，做内应的家伙正向守城士兵开枪，高金标瞄准、射击，一枪下去，内应的 “锳将”

成了哑巴。而后他向城下土匪开枪，一枪一个，一连打死十几个 “锳将”。土匪见势不妙，

觉得破城无望，撤兵而去，长葛县城保住了！

经这一仗，高金标这位神枪手名震长葛，土匪胆怯，百姓称颂。县长为其庆功设宴，宴

席上县长对他说：“老高你枪法入神，实在佩服！听说你当过连长，这次保卫县城立了功，

我想请你做咱县民团团长，你看怎么样？”高金标忙说：“大人，小民当过连长不假，可一

个字不识，团长当不了，大人用着我时，随叫随到！”高金标坚辞不就，县长和乡绅们想了

个法，效仿康熙用黄马褂赏赐义士黄三泰的办法，用上等布料做了个黄马褂，由县长和诸多

乡绅、保长都把自己的姓名签到黄马褂的里子上，以表得到保护的敬意，高金标就成了长葛

境内 “保境安民”的黄三泰！

白衣奶奶的传说

前吴村和后吴村原本是一个村，叫 “白庙吴”，“前吴”和 “后吴”之间有一座庙，叫

“白衣奶奶庙”，人们为了叫着方便，便把这个村子叫成了 “白庙吴”。那么，“白衣奶奶”

是一位什么样的尊神？

在鲁、豫、苏、皖交界的一些县，流传着这位尊神———白衣奶奶的故事。说是某地连年

灾旱，地里庄稼颗粒无收，并且某村蔓延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眼看疫情不断扩展，有一天

村里来了一位白衣姑娘，为村民连夜诊病、医治，终于阻止了疫病的传播，挽救了全村人的

性命，说也奇怪在治愈村里最后一位病人后，白衣姑娘便不见了踪影。村里人为了感谢白衣

姑娘的救命之恩，便为她立庙拜祭，供为神灵。从此世代祭拜，香火不断，并广为流布，流

传到长葛这一带。据有关史料，不仅 “白庙吴”有供奉白衣奶奶的，后河镇的西樊楼村原

来的陈太丘祠里也供奉有白衣奶奶！

仨妮看父

赵庄行政村韩庙自然村曾有座庙，庙里敬的是火神爷，周围百姓有什么疾苦，只要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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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都能帮助人解脱灾难。这里每逢二月初五有古会，方圆八九个村庄都待客，庙前有两

台大戏，赶会、串亲戚和看戏的人很多。火神爷有三个女儿，是风妮、雨妮和雪妮。姐妹三

个在古会这天也和人一样来赶会看父亲，她们三个一来，风、雨、雪一齐来，赶会看戏的人

就得遭殃。人们就到庙中烧香磕头，哀求火神爷说服他的三个女儿不要来赶会。火神爷就叫

女儿们叫到庙中，商量此事，女儿们听后心里很不好受，她们原本想出嫁后趁赶会聚在一起

看望父亲，回报养育之恩，现在父亲不让她们来，忍不住哭起来。火神爷也止不住老泪直

流，但为了百姓疾苦，他忍痛安排风妮春天古会来，雨妮夏、秋季节气来，雪妮冬季来。这

样一来，三个女儿来看望父亲的时候，带给人们的正好是季节所需。从此人们敬爱火神爷

了，也感谢三个姑娘给人间带来了幸福。

第五章　经济建设

第一节　土地所有制变革

　　１９５０年土地改革以前，大周一直实行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１９５０年以后，根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实行土地改革运动，至５月底全部完成，经过划分阶级成分，没
收征收和分配土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实现了 “耕者有其田”。

土地改革后，为了发展生产，党和政府引导农民走组织起来共同富裕的道路，１９５１年
开始成立互助组至１９５４年互助组发展到顶峰，加入的农户占总农户的４５５％。根据中共中
央发布的文件，１９５４年１月到１９５６年５月之间逐步实行土地入股，地劳各半或以劳为主比
例分配，完成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向高级农业合作社过渡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１９５８年８月，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大墙周人民公社成立。

到１９５９年人民公社期间，大多数土地归集体统一经营，在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的形势下，出现了严重的 “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生

活特殊化风）错误。这在生产计划、管理、分配的基本问题上违反了经济规律，人们出工

不出力，加上天气干旱，自然灾害，造成地荒、减产等问题。社员生活极为困难。

１９６１年１２月，贯彻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解散集体食堂，解决分配上的供给制

通过 “借地”等措施的执行，农业元气渐得恢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和责任心。至１９８５年以后，全大墙周乡的每个大队都把土地承包到户，极大解放了
农业生产力，农业生产得以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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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农　业

大周镇水资源丰富，生产小麦、玉米、红薯、花生、大豆等农作物。但是在解放初期，

由于境内沙岗起伏，土质贫瘠，不少土地旱不能浇，涝不能排，粮食产量一直徘徊不前，

１９５０年耕地面积５２万亩，全年粮食单产６４公斤。经过六七十年代深翻土地、平岗填沟造
田及井、渠、田、林、路综合治理，北部大量沙岗地、沟洼地得以初步治理，使田中地面平

整，地边有梗，路边有井、沟、渠，基本能保证旱天能浇，遇涝能排，增强了抗灾能力，随

着耕作制度的改进和农田基本建设的发展，农业生产稳步增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

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到

１９８５年，可耕地面积为５７万亩，全年粮食单产３６９公斤。九十年代初期国家实施 “黄淮

海平原农业综合开发”工程，大周很好地利用了争取到的工程项目，平岗造田７０００亩，并
对６４万亩耕地全部进行了综合治理。自此大周镇的农业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１９９８年的
粮食总产达４２万吨，亩产首次突破８００公斤。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大周镇政府着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科技创新，引导农民发展高
效农业，加快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经营。首先在韩庄村试点发展无公害蔬菜基地１３００
亩，已见成效。为了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对双洎河、一支渠、北干渠、梅河和潘李沟进行清

淤加坝综合治理。先后建设了两个万亩示范方，涵盖了镇西北部６个行政村的１２７万亩土
地和镇域东北部７个村的１３万亩土地。截至２０１４年对西北部的 “万亩示范方”已打新井

２０８眼、配套２１３眼，新修桥涵８座，道路８５００米，地埋线８０００米，地埋管道４０００米。镇
东北部 “万亩示范方”的工程建设也已完成，有新修机井１０４眼，洗旧井２９眼，老井配套
１２４眼，每眼井均配套移动软管２００米、地埋输电线７９２万米，清淤沟７条共９１７０米，新
建生产桥１６座，砼板桥１座，植树２２００棵。两处农业高产高效示范基地在大周镇的成功打
造，有力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夏粮总产达到２３万多吨，秋粮总产量达２７万多
吨，农民取得了良好收益。

成立农业合作社，协调农业大户或引进外资等方式推进土地流转步伐，大力发展特色林

果，培育花卉苗木基地、种植高淀粉红薯等高效农业，至２０１４年已流转土地１６００亩，土地
流转率约为３％。

第三节　工　业

一、总述

大周是闻名全国的有色金属之乡和蜂产品聚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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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大周废旧金属起步发展时期，期间形成了 “家家点火、户户冒烟”

的发展局面。到９０年代初，全镇有色金属简单加工企业２００多家，收购户４００多个，主要
集中在镇区周边村庄。从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０２年１０年间，属于大周镇再生金属产业的快速发展
期。再生金属产业在全镇经济发展中的比重不断提升，非公有制企业迅速成长，全镇由简单

的经营废铝、废铜，到可以经营铝、不锈钢、锌、镁、锰、铬等２０多个品种，在大周镇形
成了中原有色金属市场、河南不锈钢市场、中州铝材市场、金属炉料市场四大专业交易市

场。

２００７年开始通过规范市场，国家级 “城市矿产”示范基地于２０１１年９月被确定。２０１４
年葛天再生金属交易市场一期已投入使用。大周镇常年有万余人在外从事金属收购，收购网

络遍布全国各地，甚至到蒙古、俄罗斯等邻国，涉及废旧不锈钢、废铝、废铜以及废旧机电

设备、电线电缆等２０多个品种，形成了以不锈钢、铝、铜、金属炉料回收加工为主业的再
生金属产业体系。至２０１４年大周镇拥有的再生金属收购企业、经济实体达１０００余家，其中
年回收量在１０万吨以上的２０余家，回收总量达到３５０万吨。现有青山金汇、金阳铝业、天
宏金属、茗博金属等一批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的非公有制龙头金属加工企业，成为河南

省重要的再生金属加工基地、江北有色金属第一镇。再生金属产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是

中国中部不锈钢产业基地。年生产加工各类金属３００万吨，回收加工率达到了８０％，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３２０亿元；销售收入突破１千亿元，上缴税金１０亿元，新增就业３万人。再
生金属制品产品档次明显提升，板、带、箔等产品达到２００万吨，终端精深加工产品１００万
吨以上，成为长葛市的千亿产业、第一大产业。废旧金属 “回收———分拣拆解———初级加

工———精深加工”一体化的再生金属产业链基本形成。

蜂产品购销加工业也是大周镇的另一个支柱产业。早在解放初期，大墙周的许多村庄就

有巢础生产作坊，在境域西北部更是出现了四五百家或独立经营或几家联合的蜂产品加工网

点，有数以千计的人从事蜂产品加工，经营巢础加工、制作蜂蜡、蜂具等，赖以增加收入，

养家糊口。多年来在党的富民政策的指引下，从事蜂产品的联合体企业和个体企业逐渐涌

现，大周人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传统制作工艺不断改进，新产品不断研发，生产的食

用、药用蜂蜜、蜂胶、蜂王浆、口服液等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并出口远销欧洲、日韩、中

东等国家和地区。到２１世纪初，大周的蜂业进入快速高效的发展阶段，生产加工规模逐年
壮大，同时龙头企业注重实时调整产品结构，生产工艺和质量均居全国同行业之首。截至

２０１４年规模以上蜂产品公司６家，资产创汇上千万元的企业有３家，企业采取公司加农户
的模式，使当地广大蜂农受益。户均增收１５万元，每个企业可解决当地剩余劳动力６００
人。

二、重点企业

河南鑫金汇不锈钢产业有限公司

河南鑫金汇不锈钢产业有限公司始建于２００５年，位于国家第二批循环经济产业试点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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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鑫金汇不锈钢产业有限公司

区、“城市矿产”示范基地———长葛市大

周镇，是中国民营５００强企业河南金汇集
团下属的一家专业从事以不锈钢的生产、

加工、销售、物流为一体的骨干子公司。

注册资本４４亿元，占地面积４１１万平方
米，员工２０００余人，区域资源优势明显，
地理位置优越。２０１４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２８亿元，税收７５６３万元，２０１５年１～３
月份，实现总产值６１亿元，税收１７４９万
元。

公司始终坚持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

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流程，以废旧不锈钢

为原料，通过炼钢、热轧、冷轧、除磷、压延等工艺，生产各种不锈钢连铸坯和各种材质型

号的不锈钢宽、窄带。现已形成年产９０万吨不锈钢生产能力。于２００７年７月通过了中国检
验认证集团质量认证有限公司的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０认证，产品质量在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产品主要用于航天、航空、船舶、汽车、铁路、化工、五金制品、食品机械、各种餐具等。

企业先后获得 “河南省百强企业”“河南省重点企业”“河南省诚信民营企业”和 “不锈钢

行业先进企业”等荣誉称号。

河南金汇维德精密不锈钢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以再生不锈钢为原料生产不锈钢薄板为主导产品的民营股份制企业。公司成立

于２０１１年３月，依据大周镇再生不锈钢集散地的优势，利用再生不锈钢实施年产３０万吨精
密不锈钢板项目，占地面积２２２亩，总投资３１亿元人民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购置１４５０
偏八辊轧机两套，１４５０－２０辊冷轧机两套，重卷机组、精整拉矫线、纵剪机组各一套，
１４５０连续退火线两条等先进设备。２０１４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２６亿元，税收１８９万元，２０１５
年１至３月份公司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２亿元，税收２５万元。公司生产的不锈钢薄板材市场需
求前景广阔，产品广泛应用于不锈钢制品、航空航天、化工管网、化工容器、汽车制造、精

密仪器、建材等行业。今后一个时期，支持发展国内不锈钢工业，减少进口依赖，已明确为

国家的产业政策。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当地的河南鑫金汇不锈钢产业有限公司所产

的不锈钢连铸坯，年需求量为３０９２７８吨，金汇公司连铸坯符合国家标准，并且鑫金汇公司
与该公司厂址相邻，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

长葛市茗博金属有限公司

长葛市茗博金属有限公司，位于大周镇 “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内，西临京珠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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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接郑州国际机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注册资金２０００万元，占地面积９４３亩，员
工１００余人，是一家以生产铸轧卷及中高档铝板、带材为主导产品的民营股份制企业；现有
两条１８５０ｍｍ铸轧生产线，年产２万吨铸轧卷及中高档铝板、带材，年产值３亿元；公司产

茗博金属有限公司

品工艺先进，质优价廉，质量稳定，在同

行业企业中更具市场优势；公司与多家知

名企业签订常年供货合同，并得到下游厂

商一致好评。公司依托大周镇是国家 “城

市矿产”示范基地、全国知名的有色金属

市场、金属回收和加工企业商户近 ３０００
家的地理和政策优势，积极对外开拓市

场，坚持走强盛发展道路，新建设了综合

利用废弃铝资源生产１０万吨高精度铝板
带箔项目，充分挖掘 “城市矿产”资源，

实现资源综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该项目计划总投资２３３亿元，以其他加工企业的熔铸废
料及渣、残次品、边角料、废件、废铝屑及社会废铝为主要原料生产再生铝。项目建成后，

利用再生铝年产高精度铝板带箔达１０万余吨，年均营业收入实现１６５亿元，拉长铝产业链
条，将有力支撑大周镇国家 “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

公司采用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主要设有财务部、生

产部、销售部、供应部、质检部等部门。公司秉持 “诚信、共赢、高效、创新”的企业宗

旨，奉行 “奋发向上、求实创新”企业精神，致力为广大客户打造一流的产品，提供一流

的服务。

河南金阳铝业有限公司

河南金阳铝业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股份制企业，成立于２００２年，总投资２１亿元，占
地面积１８０亩，位于 “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长葛市大周镇工业园区。公司主要依托当

地废铝资源，从事生产、研发各类中、高档铝板带箔材。２００９年公司 “利用再生铝年产５
万吨铝板带箔”项目被国家发改委确定为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

公司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现有员工３００多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３５人。公司现
有６条连铸连轧生产线、２条冷轧生产线、２条精轧生产线并配套了国内先进的精整设备和
退火设备，年生产能力１５万吨，产值２５亿元。２０１４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３７亿元，税收
３１０万元，２０１５年１至３月份，实现产值１３７亿元，税收８６万元。

公司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认证，对内加强管理，对外开拓市场。产品广泛应用于印刷、电
器、包装、电子制造、机械制造、建筑化工等行业，主导产品铝板带箔行销全国各地，并出

口到美国、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公司以建设节约型企业为出发点，以发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公司的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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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等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先后被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评为

“有色金属工业 ‘十一五’技术创新先进单位”，被河南省科学技术厅评为 “第四批河南省

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示范企业”。

河南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其前身是一家与澳大利亚海镁特集团公司的合资企业，成
立于２００９年。注册资金３６１７０２１３万元，实收资本３２００万元，澳方控股５３％，自然人孙秋
建控股４７％，法人代表：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ＨＡＭＥＲＦＩＴＴＯＮ。

河南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加工、销售、贸易、科研于一体的大型镁合金、镁

铝合金及其他金属制品加工销售的生产型企业。公司占地１５０亩，建成办公楼一座，生活楼
一座，建筑面积５４００平方米；生产车间１１座，建筑面积３８０００平方米。

公司有镁合金生产线４条，镁铝合金型材生产线７条，已投产４条，３条在建中。职工
１５０多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４０人。２０１４年产值３５亿多元，销售收入３亿多元。公司具
有技术优势，拥有澳大利亚海镁特集团世界最先进的镁溶技术。

公司坚持走 “以质量求生存、以品牌求效益”可持续发展战略之路，从原辅料的选购、

生产过程的检测、销售、物流配送等环节都严格执行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９质量管理体系，逐步实
现规模化、品牌化、效益化。

长葛市汇达感光材料有限公司

长葛市汇达感光材料有限公司，２００３年建厂，注册资金３６００万元，投资规模１７亿元，
位于大周镇产业集聚区，厂区面积１０３亩，员工１８０人，是集研发、生产、全面检验为一体
的专业化、规模化印刷版材制造企业。公司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投入专项资金和人员，于

２０１４年组建许昌市高性能印刷版材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２１人，具有
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１２人，中心场地面积３５０平方米，培训场地２８０平方米，拥有先进
的专业研发、试验和检测仪器及设备２０多台，价值近３００万元。

公司专利申请３０余项，获批１９项；２０１４年公司获批河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公司生产、销售的产品有印刷用普通 ＰＳ版 （常规）、高端 ＣＴＰ版 （ＵＶ－ＣＴＰ、热敏 －

ＣＴＰ）。其中ＵＶ－ＣＴＰ和热敏－ＣＴＰ版材的产品性能达到国际标准，出口到东欧、东盟等十
几个国家。

公司在２００４后自主研发８米／分钟、１２米／分钟再生版生产线，工艺成熟稳定，于２０１０
年形成国内最大的再生版生产基地，为地方循环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根据市场的需求变化，公司投入资金４０００余万元和大量
人力，新增１８米／分钟、２５米／分钟、双涂３５米／分钟三条卷筒生产线，其中双涂３５米／分
钟卷筒生产线处于国内同行业顶尖装备水平，实现了单张线生产再生版向卷筒线生产高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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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企业转型和产品升级。

２０１４年公司年产量２０００万平方米，其中中端ＵＶ－ＣＴＰ产品达到８００万平方米／年产量，
高端热敏－ＣＴＰ产品达到６００万平方米／年产量。产品深得市场的认可和好评，市场占有份
额每年以２０％的增幅快速扩大。生产设备的升级改造与中高端产品的开发和稳产，使企业
已经具备了规模化发展的强劲动力。

公司积极支持地方养老工程、修路建桥、资助大学生等社会事业；注重环境保护，生产

废液环保处理项目投资５００多万元，实现生产废水自循环处理，通过环保部门的环评验收。

长葛市星阳蜂产品有限公司

长葛市星阳蜂产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大周镇和尚

杨村，公司前身是长葛县蜂蜡加工厂，２００２年更名为长葛市星阳蜂产品有限公司，注册资
金为２６００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人民币２６００万元，其中杨旗出资２５６０万元，占投资总额
的９８４６％；杨旗祥出资４０万元，占投资总额的１５４％。法人代表杨旗，１９６１年出生，中
共党员，大专学历，现为长葛市人大代表。

公司主要从事蜂产品的收购、精深加工、科研开发。该企业是拥有自主进出口权的生产

加工型企业，公司占地５８多亩，建筑面积２５０００平方米。该公司经营范围为蜂蜡、蜂花粉、
巢础的加工销售等。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连续被确定为许昌市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
业，２０１０年该公司被评为河南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２００８年以来该公司连续五
年为长葛市出口企业创汇较多的企业。

有职工３０６人，其中技术人员４２人，人员构成状况合理。公司主导产品为蜂蜡、蜂花
粉、巢础等，因其具有特殊的行业地位和应用价值，市场正在逐年扩大。首先是国内外医

药、化妆品等行业的发展，蜂蜡需求量在不断增大。巢础是蜂蜡的延续产品，并且是不可缺

少的养蜂工具。

公司产品在农副产品加工行业使用率高，利润空间大，且市场上尚无替代品，产品市场

竞争力较强。该公司现有蜂蜡生产线９条，年设计加工能力３万吨，巢础自动生产线一条，
年设计生产力１２００万张。公司自主研发并投入生产的蜂蜡脱色精制工艺设备，是国内蜂蜡
行业最先进的生产设备，该生产线生产的颗粒蜂蜡，使蜂蜡在应用范围上得到延伸，本产品

的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巢础是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需求，开发设计出符合各

个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包括中蜂巢础、意蜂巢础、低温巢础、高温巢础等产品系列。

蜂蜡产品主要出口到德国、法国、美国、阿根廷、伊朗、突尼斯、日本、韩国、印度等

国家和地区，主要应用于医药、食品及化妆品行业，被相当数量的欧美药品生产企业选作药

品辅料。２０１１年，法人代表杨旗被命名为许昌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大周黄蜡制作

技艺）代表传承人。

２０１２年销售额达３０８０３万元，净利润２１１３万元，其中出口创汇８５６万美元。２０１３年销
售额３８６５万元，出口创汇１０２１万美元，净利润３４６２万元。
６１４

长葛市乡镇志



河南省维康蜂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维康蜂业有限公司位于大周镇和尚杨村，由杨国铭于１９９４年创立，并任公司董
事长。自创立之初即坚持 “质量是生存之本，创新是发展之源”的经营理念。经过２０年的
开拓、发展，现已成为国内较具规模的集蜜源基地、收购、研发、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蜂产

品专营企业，拥有目前国际先进的蜂胶提纯设备及检测技术，在国内率先采用超低温蜂胶提

取技术，解决了长期以来因高温提取蜂胶而破坏其有效成分的难题，极大程度地提高了医疗

和保健效果。

该公司自主生产 “维康牌”和 “鸣脉牌”蜂蜜、蜂胶、蜂花粉、蜂王浆、蜂蜡等系列

近百个品种，为社会各界提供蜂产品系列成品、半成品、原料之供应。公司原蜂胶年收购量

达１２０吨，提纯蜂胶年产量达５０吨以上，蜂蜡年产量为１６００吨以上。并且拥有进出口自主
权，率先通过了ＩＳＯ９００１国际质量体系认证、ＨＡＣＣＰ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国际犹太和清真
认证及ＱＳ食品质量安全认证、拥有１０万级ＧＭＰ车间和亚洲最大的大别山脉有机蜜源基地
和产品双重认证。产品畅销德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土耳其等５０多个国家和地
区，２０１４年销售收入达２６００多万元。

第四节　林业　牧业

林　业

大周千亩苗木基地

大周镇土壤多沙，宜林面积广大，原

大周乡历届党委政府皆重视发展林业生

产，栽植树种多以泡桐和杨树为主，并在

沙岗地营造农桐间作林网，用于防风固沙

保护农田，改变农业生产条件，１９７９年五
道口林站是长葛县较好的林场之一。

１９８９到１９９５的几年间，原大周党委
政府利用国家实施黄淮海平原农业综合开

发的机遇，大力发展林业生产，陆续对全

乡镇５１条沟河路渠１４０多公里宜林地段进
行造林绿化，累计完成人工造林 ２６０００
亩，其中营造苹果园６３００亩，梅河双洎河开发栽植速生杨１５０万株，胡桑，白蜡条丛林
１２００亩。１９９６年大周镇开始探索性地实施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实行路林拍卖，进一步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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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广大群众发展林业生产的积极性。

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土地加快了流转，到２０１４年已流转土地８００余亩，有特色林果
基地１００余亩和苗木花卉培育基地４００余亩，速生杨基地３００余亩。在两处 “万亩示范方”

内沿新修灌溉沟渠，路基植树共７０００余棵，形成了田成方、树成行的景观。

畜牧业

大周镇传统的畜牧业生产，在农业生产中占比例很小，长期停留在一家一户小数量饲养

的水平，畜产品商品率几乎为零。进入２０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政府引导和扶持下，畜牧
业生产在大周开始形成了规模化、专业化发展的局面。到２０世纪末期畜牧业在大周形成鼎
盛期。据统计１９９５年该镇养猪１０头以上的专业户达１３０户，养鸡１０００只以上的专业户８０
余户，各类养殖专业户发展到５０８家，专业村６个，而后随着大周镇废旧金属市场不断地做
大做强，发展畜牧业的热情逐年减缓，至今大规模的专业养殖户已不多见。

第六章　人　物

第一节　人物传记　简介

邢国玺

邢国玺，字韫斯，别号瑞石，邢庄村人。他为人厚重质朴、胸怀宽广而有气度，颇有古

君子遗风。他癸酉科 （崇祯六年，１６３３年）中举人，甲戌 （崇祯七年）科登进士第，出任

山东潍县知县。他先安抚百姓，然后才着手办理催粮征款这些政务。他为政宽和，与民休养

生息，独独不放过那些鼠窃狗偷的屑小之徒。他常说：“小偷小摸不禁止，任其发展下去，

就会成为啸聚山岭的绿林大盗；这些危害一方的强盗若不及时剿灭，必然就会更加猖獗，祸

乱国家。如今，像秦晋这些贼寇 （按：指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祸害中原地区，就是前车

之鉴啊！”他做知县刚一年，就把潍县治理得道不拾遗，户不夜闭，百姓安居乐业。潍县县

城以前是座土城，国玺上任以后，就捐出自己的俸禄将城墙修建成砖石，又开挖了护城壕，

壕里灌满了水，城防固若金汤。当时群盗蜂起，相邻州县相继失陷，只有潍县城防安然无

恙。后来转任府衙的户曹 （掌管籍账、婚姻、田宅、杂徭、道路等事），主持军队的草料

场，尽职尽责。后晋升为镇守登州、莱阳海防佥事，领兵海上，专门负责保卫百姓的安宁。

他实行了许多加强防务的措施，诸如，施行屯垦用来储备军粮，发动辖区百姓广泛开展练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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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备朝廷征兵，惩处罪大恶极的坏人以巩固后方安定，严禁以罚钱代替刑罚用来激励官方正

气，关心邮政事业，革除积弊，使转运官物、传送文书的邮路得以畅通……诸项大政都成绩

炳然。

壬午 （崇祯十五年）年冬天，闯贼围城，他不分昼夜率领军民守城，惫极辛劳。不久，

又奉兵部的命令增援省城，率领部卒五千人抵达省城济南，督军让他分出一半人马保卫鲁、

衡两家藩王，又命他率领余部立即赶往登州。他率领几十骑人马东进，行到龙岗地方，突然

遇到反贼的先头部队，他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刚开始时双方死伤相当，反贼人多势众，重

重包围了官军，战场上刀枪交加，邢国玺身中刀箭十多处，坠落马下。反贼见到他的衣着相

貌，就知道他是个当官的。于是，就逼迫他投降，国玺仰天大呼，叫骂不绝，被贼众杀害在

临籬 （地处山东半岛中部，今潍坊市西南部）的野外。战后寻找他的尸体，几乎辨认不出

来了。他的三儿子邢为枢哭天喊地，找寻其父的遗体，终于找到了其父生前所用的发簪，因

此才认出了其父的尸体。

邢国玺的事迹上报朝廷，朝廷赠授他光禄寺卿 （朝廷九卿之一），特赐公祭国葬，功荫

一个儿子进入国子监读书，邢国玺的灵牌入祀乡贤祠。国玺的妻子袁氏为丈夫殉节而死。长

子为法，次子为宪都在为保卫长葛县城 （崇祯十四年）而战死。清康熙年间，长葛县的知

县何鼎痛切地感到他们一门忠烈，死于国事，作长歌吊之。

张居宽

张居宽 （１８６５～１９４６），乳名虎妮，梁庄村人，自幼家境贫苦，父亲饿死异乡，靠母亲
织卖扎腿带子维持生活。居宽１６岁进泰兴合刷绒厂当学徒，尽力做工，精心学艺，从业２９
年，成为当时长葛有名的刷绒技工。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泰兴合倒闭，居宽借资购买泰兴合
部分设备，独立开业织绒。由于他技艺娴熟，苦心经营，产量不断增加，质量逐渐提高。民

国３年陈鸿畴等人创办长丰工艺厂，居宽应聘为技师。他改良设备，革新工艺，长葛绒由原
色染成灰、褐、黑诸色，畅销京、沪各埠，远销日本等国，民国４年 （１９１５）在旧金山万
国商品赛会上，获银盾奖。

民国４年，居宽退出长丰工艺厂，归家自营，民国１０年在县城建起和盛兴刷绒厂。民
国２９年为鼎盛时期，有织机１０台，工人９０人，日产刷绒３０匹，产品供不应求。居宽有三
子，长子水合，次子星五，三子德五，在其言传身教下，都成为生产经营能手，遂为县城有

名富户。民国３１年灾荒，居宽拿出３０００元 （银币）赈灾，并在刷绒厂、关帝庙开舍饭场，

赈济乞讨流民。

居宽一生继承、传授、发展长葛绒工艺技术，成为长葛绒的一代宗师，为长葛毛纺织业

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民国３５年病故。

张星蔚

张星蔚 （１８７１～１９３９）字薇垣，又作维元，号仟峰，梁庄村人。祖上以教学为业。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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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生性聪慧，博闻强记，８岁读完 《孝经》 《小学》，１０岁读完 《四书》，１３岁读完 《五

经》，写出的文章，常被道德高尚学、问深博的老前辈所赏识。清光绪十八年 （１８９２）考中
县学，成为庠生。１８９７年，因考试成绩优秀成为廪生。１９０２年考中举人。１９１０年保送礼
部，以州同注册候选。辛亥革命 （１９１１）推翻清朝统治，星蔚回到开封，进入省立第一师
范学校学习。肄业后，亦以教学为业。嗣后，各省成立议会，星蔚被推举为省议会议员。在

议会中，他弹劾邪佞，督察奸讹，常使奸邪小人望而生畏。刚一届期满，便谢绝杞县的邀

请，回到长葛县立高等小学任教。他不辞辛劳，积极整顿，使学生由不足２０人发展到２００
多人，由１个班扩展到６个班，对振兴长葛教育、培养知识人才发挥了一定作用。１９２２年，
国民革命军河南驻军张之江师长将其聘为秘书兼家庭教师。１９２５年，任国民政府司法部秘
书处干事。其间，他博稽载籍档案，参酌法律精神，撰写了 《岸狱镜》 《判案拾零》两书。

不久，归任长葛县学务，不到三年，高等小学学生增加到５００多人，兼理的长葛县中，也办
得红红火火，成绩斐然。１９３１年后，曾任教河南大学、焦作矿务大学，后以年老体弱，中
风瘫痪退休在家。其间，遗失民间的、由乡绅张蔚蓝起草的 《长葛县志稿》，由其委托门人

息县刘盼遂撰修成书 （即民国十九年 《长葛县志》），为长葛留下珍贵历史资料。１９３９年７
月２６日，卒于长葛县城大南门内住宅，终年６８岁。墓前立有息县刘盼遂撰文、淮阳许诸端
篆额、新安王广庆书丹的墓碑。

罗干卿

罗干卿 （１８８９～１９５３），乳名麦囤，化名罗顺兴，罗庄村人。罗粗通文字，善于投机钻
营，民国初年结伙为匪，群众称为 “趟将”，经常 “绑票”，逼令其亲属重金赎回，大发横

财，否则，即行屠戮。罗由此发迹，恶名远扬，与反动当局狼狈为奸。１９３０年罗任长葛县
保安队中队长兼城北联防队长，后任日伪区团长兼乡、镇长和长、洧、新三县联防 “剿共”

指挥官，号称 “沙土国之王”。

罗假借手中权柄，豢养一帮爪牙，四出抢劫，残害百姓。１９４５年指使 “狗腿”将郑州、

鲁山两名商人活埋于马家寨，钱物自肥。１９４６年，大墙周等村周狮子、路石头、李群昌、
李留生对罗专横跋扈稍露不满，罗即派爪牙将他们枪杀于韩庙桥北边。１９４７年１２月解放军
占领长葛，罗组织 “还乡团”，在小连府村血腥倒算，杀害农民积极分子董魁夫妇、董瑞夫

妇 （其妻怀孕八个月）、董林东全家４口人，同时又指使高福远，杀害两名农民积极分子。
１９４９年人民政权建立，罗化名罗顺兴畏罪潜入四川綦江铁路系统当工人，后被长葛籍

人认出，将罗检举。铁路局 “工委”随将其逮捕，以隐瞒罪被判刑两年。１９５３年７月初释
放回长葛，在长葛县公安局登记时被逮捕入狱。长葛县公安局于１９５３年７月２３日在大墙周
召开群众大会，将罗处决。

潘星五

潘星五，乳名铜聚。１８８９年生于舒庄村，１０岁时上私塾，司业二年辍学，１５岁学赶马
０２４

长葛市乡镇志



车，２１岁后在村里当产行、勘丈员，同时还学过铁匠和铜匠。
民国二年 （１９１３）２４岁时，冯玉祥在周口招兵买马，潘投军入左翼第一团三营当伙夫，

两个月后升附兵。民国五年 （１９１６）升任正目 （班长），民国十年 （１９２１）升为少尉排长。
冯玉祥与赵倜在郑州会战后升任连长。民国十三年 （１９２４）３５岁时，升任４１团上尉副官。
一年后，在热河被冯玉祥提升任第二团团长。民国十六年 （１９２７），冯玉祥成立革命军第二
集团军，潘星五被委任为上校副官。民国十七年 （１９２８），任手枪团团长，２２旅旅长、混成
旅旅长。民国十八年 （１９２９）１１月，在山东武定地区剿匪。蒋冯中原大战后返里住闲，闭
门谢客，更不与乡里恶势力相往来。１９７０年病逝于舒庄。

李中长

李中长，１９１１年３月生于大周镇夏张村。青年时期在双洎河当过纤夫，不甘剥削，反
抗老板，于１９３６年２月参加红军，在１１５师６８９团特务连当战士，１９３７年５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同年任特务连副排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先后参加过平型关战役、长乐村战

役、邯郸战役、山东莱芜战役等大战役１２次，小战役百余次。１９４８年４月在河北省魏县作
战中致右胳膊负重伤，双耳失聪，基本失去功能，享受因战致残三级伤残待遇。１９４８年８
月转业到河北武安县上白石村做地方工作，１９５０年７月返乡，１９９５年９月１９日病故，终年
８４岁。

路仙峰

路仙峰，又名路瀛洲，１９１５年１１月生，大周镇夏张村人。１９４８年参加工作，先后任职
于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支前司令部、中原临时人民政府荣誉军人管理处、河南省军政委员会荣

誉军人管理总局、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会计处行政秘书

（团级）。他积极肯干，认真负责，完成任务好，年年被评为模范或先进工作者，曾多次受

到部级最高奖励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１９８５年离休，２０１０年
１月逝世于原籍。

陈锡庆

陈锡庆，生于１９１６年３月，庞庄村人。曾任长葛三高校长、河南师范大学教授、民盟
成员、民革河师大支部主任委员。

１９３９年夏开封师范毕业，后考取河南大学数理系。１９４４年５月，日寇由洛阳南犯，他
随河大师生一起南逃，后又辗转到西安，途中曾在西峡县丁河镇一所中学任教，到西安后在

陕西扶风县的洛阳中学任教。１９４４年夏河大毕业，１９４５年底回长葛任教。１９５０年秋到河南
大学任教，１９５５年院系调整，他随理科院系到现今的河南师范大学任教，并兼任高等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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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室主任。１９５６年晋升讲师，１９８０年晋升副教授，１９８７年晋升教授，１９８９年离休，享受
厅局级待遇。

谷　德

谷德，原名谷德荣，中共党员，１９１９年４月生于付桥村的一个普通农家。１９３４年至
１９３８年就读于长葛县立初级中学。入校后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同当
时吸毒、贪污的教育局长于棋堂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带领同学在晚上把写有于罪行的传单贴

在教育科门口及附近大街上，搞得于惶惶不安。１９３５年谷德又率十几名学生赴省城 （开封）

上诉，终于迫使于棋堂狼狈离职。

谷德青少年时期接受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革命教育，“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学生

抗战救亡运动，组织学生宣传抗日，进行募捐，支援前线。“七七”事变全民抗战爆发，党

组织选派谷德到确山竹沟新四军四支队八团教导大队接受训练，奉命回长葛组织抗日民族先

锋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后受党组织派遣，深入 “长葛国民抗敌自卫团”做团结争取工

作。１９３８年６月８日，他参与组织了在刘合集、老庄尚阻击日军南犯的战斗，打死打伤日
军多人。这是我县国共合作抗日的第一仗。

后受国民党通缉追捕，按党的安排于８月奔赴革命圣地———延安。１９３８年９月，到延
安抗大总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评为模范党员。在挺进敌后中，谷德受命担任

扩兵队长，带领民兵独立营，战斗在山西昔阳、平定等敌占区，出色地完成了扩军任务，被

八路军总部评为扩军先进队。抗战中，谷德先后担任抗大太岳分校学员队长、政治指导员、

晋冀鲁豫抗大军官一大队政治处副主任，并先后参加太岳区 “三十亩”战斗、横岭阻击战、

岭南战役和历次反扫荡斗争，作出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中，谷德先后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神泉训练班主任、华北军区教导大队政治委

员，在改造国民党起义军官工作中，成绩卓著。

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工作，１９５２年任志愿军２０兵团政治部保卫部
副部长、部长，后任志愿军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部长。在朝鲜近六年的反奸防特工作中，

兢兢业业，高度负责，做出显著成绩。１９５７年谷德回国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处长、
副部长、军委工程兵后勤部副政委、军委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军委工程兵纪委副书记等

职，１９６０年晋升为少将。
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反革命集团诬蔑谷德是 “贺龙政变的御林军头子”，于

１９６７年８月被秘密逮捕，冤狱８年，受到残酷迫害。１９７５年出狱后，他不顾多种疾病折磨，
全身心地工作在军委工程兵纪检委副书记的岗位上，直到离休。谷德忠诚正直，坚持原则，

团结同志，关心群众，积极工作，勇敢战斗，曾先后荣获二级解放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

章、独立功勋荣誉章、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并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模范党

员、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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