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丢种子。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大多采用人工套播。在麦子即将成熟时，也就是离麦收还有一周
左右开始人工在麦垄里套播。割麦时玉米苗已出土２公分左右。现在绝大多数农户都是在麦
子割完后用玉米播种机播种。还有少数农户仍用套播的方法进行套种。收玉米，２０１０年前
都是用人工掰，运到家后再把玉米外皮剥下来，等玉米晒干进行脱粒。１９９０年前用手工脱
粒，１９９０年后都用玉米脱粒机脱粒，近年开始大量使用玉米收割秸秆粉碎一体机作业。现
在全乡共有大型脱粒机２１台、小拖５３台、小麦收割机１２台、玉米收割机１４台、小麦播种
机６２台、玉米播种机３６台，秸秆粉碎机２１台。

第二节　工　业

建国初期，增福庙乡的工业均为加工业，主要以农民家庭在冬春农闲时节搞农副产品加

工，有油坊、竹编、条编、木器加工、铁匠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仅有一个农业机械厂及几
个队办粮油加工点。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乡村企业迅速发展，先后办起磷肥厂、纸箱厂、
编织厂、服装厂、建材厂、砖瓦厂、玻璃厂、焊料厂，焊料厂是拳头企业，所产焊料是自行

车、带锯、钢针等焊接材料，制造工艺以铜代银，填补了国家空白，获得了国家科技发明

奖。砖瓦厂当时为长葛规模最大，在乡西南霸王岗地上建起四十门轮窑一座，主产砖瓦，后

发展为综合企业，兼营橡胶制品 （三角带等）、纤维瓦、油漆、纸箱等产品。

１９９０年起，增福庙乡党委、政府积极探索乡镇企业发展新路子，注重企业升级换代，
对老企业进行重组、关停、承包、拍卖，盘活资产，迅速扭转企业亏损局面。通过招商引

资，先后有５家规模以上企业落户增福庙，其中陶瓷厂３个，棉纺厂１个，电器厂１个。远
东陶瓷厂生产的卫生瓷销往全国２０多个省、市、区，年产值３５亿元，创利税４６００万元。
同时，乡党委、政府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在用地、融资、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促进民营企

业快速发展。２０１４年，全乡从事小型建筑机械行业加工、制造的实体达３００多家，从业人
员１１０００余人，年产值１１亿元。产品在全国小型建筑机械市场占有突出优势，产业体系较
为完备。拥有钢筋加工、楼盘基础及路面夯实整平、混凝土加工、木工机械等四大类４０个
系列、１５０多个品种，年产销２００万台。其中钢筋加工机械全国市场占有率５０％以上，小型
路面加工机械全国市场占有率４０％以上，逐步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格局。销售
范围遍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部分产品出口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韩国、孟加拉国、

越南、印度、乌克兰等，远东凌风公司、长葛三菱公司、许昌工之力公司等企业先后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０质量认证。每年全国建筑机械展销会，长葛参展企业占４０％以上，增福庙乡
占长葛参会总数的８０％。２０１１年５月，增福庙乡被中国质量协会建设机械行业分会授予
“全国小型建筑机械制造之乡”称号。２０１２年增福庙乡规划小型建筑机械园区，已通过省市
审批，占地５００亩，累计完成投资３２００万元。

工业管理。体制历经私有制、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三次变革。７０年代公社成立社队企
业办公室，８０年代成立乡经济联合社，９０年代成立乡经济委员会。８０年代以前，乡主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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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社办企业，年初下达年度生产计划，年中进行检查指导，年终进行目标考核，评先评优。

９０年代以来，乡经济委员会统揽全乡经济发展，成立了行业商会，对民营企业实行 “保姆

式”管理，从办证、用地、用电、融资、安全生产，到企业营销、产业升级进行全方位指

导、服务。例如组织民营企业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建筑机械展销会，让企业开阔眼界，相互

交流，引进新技术、新项目，鼓励企业发明创造，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科技附加值。

河南易和电器有限公司

河南易和电器有限公司始建于１９９６年，总占地面积６００多亩，注册资金５０００万元。公
司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已发展成为集团公司，公司控股的所属企业有：长葛市易和恒力电

源有限公司、河南维林木业有限公司、长葛市恒光热电有限公司、河南上景房地产有限公

司。集团公司有员工１０００多人，２０１４年销售额４亿多元。
河南易和电器有限公司属高压电器绝缘产品和开关配件的专业生产厂家，业务涉及到户

内、户外高压开关各类配套件的设计、制造与装配，与多家大客户建立起了 ＯＥＭ的合作方
式。公司拥有专业的研发设计队伍，在新产品研发方面已取得十几项国家专利。在绝缘件方

面具有从图纸设计、模具制造到生产加工各种户内、户外特殊绝缘件产品的能力，能够满足

广大客户的不同需求。公司是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高压开关分会会员单位、河南省高新技术企

业、连续多年被评为纳税诚信单位、信用ＡＡＡ级单位，连年被市政府评为优秀企业和重点
保护企业。２００２年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０产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２００８年４月公司在中国电器工业
协会高压开关分会组织的绝缘配套件生产厂的评审中一次通过验收，并取得了 《绝缘配套

件生产厂家合格证书》。２０１２年公司电器生产迁入占地１５０亩的标准化新厂区 （位于长葛市

产业集聚区）。新厂区总投资１５亿元，建筑面积超过３５万平方米，同时新购进一大批高
端制造设备和先进的检测设备，生产规模和配套能力得到提升。

长葛市远东陶瓷有限公司

长葛市远东陶瓷有限公司创办于２００５年７月，位于长葛市增福庙乡工业园区，公司占
地面积１２万平方米，总资产８０００万元，有员工１２００余人，大专以上中、高级技术人员５０
人。是一家专业开发、生产、销售中高档卫浴洁具的现代化知名企业，是河南省卫浴陶瓷行

业中产销量最大、产品品种规格最全、销售网络最广的卫浴陶瓷生产企业，是河南省陶瓷工

业协会副会长单位、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会员单位。

主要产品有：洗面器、踏便器、洗涤槽、拖布池、挂便器、艺术盆、柜盆、彩瓷、出口

瓷等９个系列、２００多个品种。公司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并远销韩国、中东、中南美、中
亚、东欧等３３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拥有许昌市卫生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艺技术和装备水平达到国内领先、国际

先进水平；拥有各种生产设备９０余台，卫浴陶瓷生产线４条，产品满足不同层次需求，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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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能力４００万件。目前拥有三条世界先进的高温窑炉生产线及压力注浆设备，每天产量可
达１万件。

公司不仅有 “好亿家”“金迪莱”等品牌产品，２０１１年又推出 “圣尚”这一新的品牌，

并且承诺在五年内把 “圣尚”卫浴品牌创建成为中国一线产品。

公司２００９年被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批准为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会员单位；２００９年
公司所生产的 “好亿家”牌卫生陶瓷产品被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评为 “河南省优质产

品”；２０１０年公司生产的 “好亿家”牌卫生洁具等系列产品被中国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协会认

定为 “中国绿色、环保、节能建材产品”；２０１１年公司产品荣获长葛市首届 “长葛市市长质

量奖”；２０１１年公司产品被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评为 “河南省名牌产品”。

特色产业———小型建筑机械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河涯刘、乔黄村开始办起小型建筑机械加工、制造企业，由于善经
营，加之重质量、讲信誉，产品畅销国内城市和乡村建筑行业。看到商机后，其他村的青年

人也仿照他们的做法开始创业，陆陆续续办起了建筑机械加工制造厂。增福庙乡党委、政府

在融资、用地、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促进了建筑机械加工制造企业的迅猛发展。２０１４年，
全乡从事小型建筑机械加工制造的实体３２２家，从业人员１１０００余人，年产值近１１亿元，
规模较大的有乔黄村的许昌乐工建筑机械厂、建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崔庄村的祥发建筑机

械厂、八宝庄村的许昌工之力机电有限公司、会河村的长葛市铁牛建筑机械有限公司等。增

福庙乡建筑机械产品在全国建筑行业，小型建筑市场占有突出优势，产品质量得到建筑商们

的普遍认可，产品系列较为完备，拥有型号较多钢筋切断机、钢筋弯曲机、钢筋弯箍机、钢

筋调直机、楼盘及路面夯实平整的打夯机、马路切割机、混凝土搅拌机、木工机械加工等四

大类４０个系列，年产销２００万台，其中钢筋加工机械在全国市场占有４０％以上，每台机器
出厂前都进行严格的测试、检验，确保不让一台不合格产品出厂，保证产品质量，并建立了

较为完备的销售、售后服务体系。

逐步形成产、供、销一条龙服务，销售遍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部分产品出口俄罗斯、

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韩国、孟加拉国、越南、印度等国，被中国质量协会、建筑机械行

业分会授予 “建筑机械之乡”称号。

第四章　政治与文化

第一节　党政社团

　　１９３８年９月，中共会河街党支部建立，党支部书记宋长发，这是增福庙乡最早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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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１９４４年，会河街党支部取消。１９５１年８月成立增福庙区委，１９５６年１１月撤销区
委，增福庙中心乡党委改为乡党委。１９５８年８月成立增福庙人民公社，建立中共增福庙人
民公社委员会。１９６１年 ８月公社改区建制，改称增福庙区党委。１９６６年 ８月区改公社，
１９６８年８月至１９７１年７月称东方红公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改公社党委为乡党委。１９８３

#

１９９５年乡党委下辖２６个农村党支部，机关、企事业单位党支部１４个，２０１４年有党员１１０９
名，其中女党员２２６名。

乡领导入户慰问困难群众

１９５１年增福庙从和尚桥 （长葛县第四

区）区分离出开，成立增福庙区 （第六

区），先后建立增福庙区公所、增福庙乡

人民委员会、增福庙人民公社委员会，增

福庙区公所，增福庙人民公社革委会、增

福庙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增福庙乡人民

政府。２０１４年，增福庙乡有１８个下属机
构。

１９５１年增福庙区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１９５６年增福庙中心乡召开了

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１９５８年召开增福庙乡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１９８０年时隔２２年召开了
增福庙人民公社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２０１４年召开乡十三届二次会议。
１９５７年，增福庙乡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７日，召开了共青团第十四

次代表大会。２０１４，增福庙乡团委，下辖支部１９个，有共青团员５６０人。１９５７年，增福庙
乡成立妇联会，配备妇联主任。

第二节　政　法

１９５１年，区有公安员１人，１９５９年公社设政法部长，１９６６年８月设公安特派员１人，
１９８０年８月建立增福庙派出所。１９９８年派出所迁至１０７国道西侧，建两层楼房一幢，平房
五间。２０１４年有干警１０名，其中所长一名，副所长２名，户籍员１名，配备汽车２台，通
讯设施警械装备齐全。

派出所下设２个警务室，协警６名，三防队员５１名，村乡治安组织健全，网络严密，
确保了一方平安稳定。

１９８０年１月设增福庙法庭，负责辖区审判工作。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设增福庙司法所，负责辖区民事调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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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教　育

建国初期，增福庙区教育比较落后，全区仅有增福庙、会河、杨寨、二郎庙、曹庄、楚

寨、乔黄办有小学，其他各村均无学校。１９５８年增福庙公社创办了增福庙民办初中，当年
招收初中二年级学生两个班９２人，初中一年级学生６个班２５４人，全校有教职工３４人。
１９６０年８月增福庙民办初中更名为长葛县第六初级中学。１９６６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学

校纷纷成立 “造反派”组织相互串联，停课闹 “革命”。１９６８年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学校，
翌年１月落实 “侯、王”（侯庆林、王根余）建议，家在农村的公办教师停发工资，回原籍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小学下放到公社、大队，由公社领导。同时废除考试制度，小学改

为五年制，中学改为 “二二”制 （即初中二年、高中二年）。１９７３年４月在唐河县马振扶中

维护学生交通安全

学事件的影响下，批判 “师道尊严”，宣

扬 “白卷英雄”，合理的规章制度遭到破

坏，正常的教学秩序全被打乱，教师受迫

害，学生遭毒害，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

残。

１９６８年创建增福庙高中，校址是在原
增福庙初中校址项目改建而成，校舍、教

学设施都十分简陋，当时学校规模为两级

４班，学生来源由各大队推荐，全公社从
小学到高中没有一栋教学楼，校舍破旧，

教学仪器奇缺，师资水平低下。

１９７７年恢复升学考试制度。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平反冤、假错案，提高教师地位，恢复原有课程，合理安排学校布局。增福庙公社当年有中

小学２７所，其中高中１所，小学戴帽初中２２所，完全小学４所。小学学制５年，初、高中
学制均为２年。全公社共有教职工４６５人，其中公办教师７１人，代课教师８人，民办教师
２５３人，自理教师１３３人。同年又成立了增福庙公社文教组。１９８１年初中学制由２年改为三
年制。１９８２年增福庙高中合并到城关高中，小学戴帽初中全部撤掉，全公社整合为５处初
中，即增福庙重点初中、增福庙联中、乔黄联中、牛堂联中、楚寨联中。１９８８年４月增福
庙教育办公室撤销，成立增福庙乡教育中心，同年增福庙联中并入增福庙重点初中，同年增

福庙重点初中更名为增福庙乡第一初级中学，牛堂联中更名为增福庙乡第二初级中学，乔黄

联中更名为增福庙乡第三初级中学，楚寨联中更名为增福庙乡第四初级中学；增福庙小学更

名为增福庙乡中心小学。１９８９年增福庙乡第二初级中学又更名为增福庙乡职业初中。１９８８
年１２月增福庙乡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成立，各村成人学校附设在村小学，其主要任务是扫盲。
１９９１年成人学校教学大楼建成，学校重点开展农业技术推广和专业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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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年由黄河磨具厂董事长乔金岭捐资６０余万元重建乔黄小学，１０月１日奠基，１９９３
年１０月１日三层教学楼落成。为纪念乔金岭先生的善举，教学楼落成后，将乔黄小学更名
为金岭小学，这是增福庙乡第一座有教学楼的学校。同年彭庄小学两层１８间小型教学楼落
成。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长葛市成立了４个街道办事处，原增福庙乡的２６个行政村被划走８个，
即：二郎庙、孟庄、杨楼、楚寨、杨寨、杨中、岳庄、孙庄，增福庙乡下辖１８个行政村。
小学也由原来２６所减少到１８所。１９９６年原增福庙乡第四初级中学被划到长兴街道办事处，
乡第三初级中学并入乡职业中学。１９９９年乡职业初中又更名为增福庙乡第二初级中学。
２０００年盛庄小学合并到刘庄小学，全乡剩１７所小学，９９个教学班，在校学生３５５３人。

后又撤并了彭庄小学、上坡口小学、河涯刘小学、牛堂小学、崔庄小学、董庄小学、马刘小

学、申店小学等８处小学，保留了小许、大户陈两个教学点。２０１１年撤并了第二初级中学，
成现今１所初中 （市第十七中学）、７所小学、２个教学点的教育布局。
２００３年小学由五年制改为六年制。２００４年２月增福庙乡教育中心撤销，同时成立了增

福庙乡中心学校，其职能由行政领导转化为业务指导。

２０００年后，段庄小学、张刘寨小学、刘庄小学在村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建
起了教学楼，紧接着中心小学、会河小学、曹庄小学的教学楼也建成。十七中也先后建起了

教学楼、办公楼、学生餐厅、学生公寓，实现了封闭式住读。在学校校舍改善的同时，教学

设施、师资水平都明显得到提高。

全乡有４所民办幼儿园。２０１２年乡公办幼儿园建成，基本上满足了全乡幼儿教育的需
求。

增福庙乡中心学校位于增福庙街１２５号，乡人民政府对面。下辖１所初中、７所小学、
２个教学点，１所公办幼儿园，４所民办幼儿园。全乡现有教职工２０７人，其中专任教师１９４
人，中小学高级教师２１人，大专以上学历１７２人，中小学在校学生２３２７人，幼儿园入园人
数９５２人。

长葛市第十七初级中学简介

长葛市第十七中学，属于长葛市教体局布点学校。学校位于长葛市区北６公里处，紧靠
市３号公路，是一所公办全日制 （寄宿）中学。

学校创建于１９６８年，原名为增福庙高中，１９８２年７月增福庙高中撤并，８月更名为增
福庙公社重点初级中学，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增福庙公社更名为增福庙乡，学校变更为增福庙乡重
点中学，１９８８年９月更名为增福庙乡第一初级中学，２００６年１１月经长葛市教体局批准更名
为长葛市第十七初级中学。

２０１４年有教职工８０人，其中本科学历２４人，大专以上学历４０人，高级教师５人，一
级教师４０人，教师阵容力量雄厚，专业齐全，班主任队伍稳定且经验丰富，拥有一批省、
市级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基础教育设施有：互联网计算机室、多媒体教室、光盘播放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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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接收室、理化生实验室、图书室、阅览室、音乐教室、美术教室、心理咨询室、塑胶跑

道、田径运动场、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图书室藏书近２２０００册，计算机３４台，
光牒８００余牒，为教学活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第四节　文　化

建国前，增福庙乡没有固定的文化场所及设施，群众多在生活中传唱民歌、戏曲选段，

节日期间，以村为单位组织演出小曲剧、小越调、小豫剧、小秧歌舞。

建国后，群众文化生活空前活跃，成立了段庄曲剧团，小许、董庄越调剧团，及小许村

的竹马、旱船、双骑驴等。１９５８年，增福庙公社成立了 “警卫营”曲剧团，配合当时形势

乡扇子舞宣传表演

自编曲艺、戏剧节目。 “文化大革命”

中传统戏剧节目受到摧残，各村成立了

宣传队，单演样板戏。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群众文化生活不断丰富。董庄村盘

鼓队几十面大小盘鼓排列开来，动作整

齐化一，锣鼓喧天，蔚为壮观。增福庙

村、小许村腰鼓队、秧歌队表演花样繁

多，令人眼花缭乱。会河、张刘寨村的

狮子舞，以铜器、鞭炮、火铳伴舞、统

一节拍，声势浩大，在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０
年长葛市民间艺术表演赛中获二等奖。

增福庙乡的腰鼓队、歌舞队在长葛市民间艺术表演中两次获二等奖。

１９６４年增福庙乡建起广播站，１９６５年有广播喇叭３５６只。１９９８年增福庙乡建起有线广
播站，有喇叭数８７０５０只，入户率达８３５％。１９９２年增福庙乡成立村图书室，１８个行政村
均设图书室一个，图书采取上级配发，村出资购买，群众筹集等形式，共有图书２７０００册。
１９９７年增福庙乡建成有线电视转播台，２０１３年有线电视用户近４０００户。

另有文化专业户６户，有国乐队５个。

附：文物古迹

子产台 （紫禁城）

位于增福庙乡高庙郭东南。台高３６米，台顶面积２５亩，底基占地１８亩，呈斜坡状，
人称高庙。经多年垦种，已缩小约三分之一。相传为郑国相子产观兵台。顶上建筑历年有所

修建，民国期间，扒掉建成新式学校。１９５０年，子产台上建筑无存。２０００年后得以恢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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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１９８７年被公布为长葛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十二连城

位于增福庙乡东３公里金鱼河北岸的曹庄村，从曹庄村经官亭乡九牛站、丑楼到老城镇
辘轳湾村连绵十余里，沿弯曲土岗而筑，城墙大部被平毁，断断续续仅余５段。曹庄北约
３００米，丑楼五龙口西段３００米，辘轳湾村４００米，曹庄村南２００米，共约１５００米，城墙残
段高５１米，底宽２７米，顶宽１１米。据考证，十二连城为战国时期魏国修建的长城。

乔黄花牌坊

位于增福庙乡乔黄村内。乾隆二十七年 （１７６２）为旌表乔大义妻胡氏而奉旨修建的节
孝坊，坊高１０米，雄伟华丽，浮雕有文臣武将、侍从卫士、龙狮花鸟等，雕工精细，栩栩
如生，艺术价值甚高，文化大革命中被 “红卫兵”砸坏三分之一。

第五节　体育卫生

体　育

增福庙乡中小学体育课是按照国家教育部制定的教学大纲规定，每班每周２节体育课，
并且坚持每天上午的课间操和下午的课外活动。每年 “五四”青年节乡中心校都组织中
学生运动会。比赛项目有：篮球、排球、乒乓球、跳高、跳远、铅球、铁饼、标枪、１００
米、２００米、８００米、２０００米赛跑；“六一”儿童节组织小学生运动会，比赛项目有：乒乓
球、跳绳、拔河、１００米、２００米、４００米、８００米赛跑等。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
活水平日益提高，广大群众对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已成为迫切要求。增福庙乡党委、政

府十分重视群众体育生活，为适应全乡人民的需求，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立项，２０１１年３月在申店
北、市三号公路南侧开工建设文体中心，总建筑面积２２００平方米，总投资１８０万元，２０１２
年３月建成投入使用。后又投资铺设了丙烯酸地板，硬化地面２０００平方米，植树５０余棵，
建设绿地６０余平方米。体育中心建有可容纳３００余人的室内灯光球场，羽毛球场、台球室、
乒乓球室、图书阅览室、棋牌室、多功能厅、健身器材等。

在乡文体中心建成后，全乡１８个行政村都筹建了老年活动体育广场，同时配置了各种
健身器材，不少村民每天早晚都到广场上进行体育锻炼，跳广场舞等。文体中心投入使用

后，已成功举办了多次大型文体活动。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６～１８日，举办了 “申店杯”篮球赛，

全乡６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举办全乡广场舞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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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生

建国前，增福庙卫生医疗事业极度落后，全乡仅有增福庙村一家看眼病和一家看疮的诊

所，农民群众一旦有个头疼脑热，只能靠找一些背方 （偏方）自治，如果遇到难缠的疾病

只能一天天苦熬、等死。特别是小儿出生后，因卫生条件差，接生婆也没有医学知识，产后

“出风”的特别多，不少婴儿因产后 “出风”死亡。由于医疗卫生条件差，再加上生活水平

低下，长寿人不多。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１９５３年增福
庙成立了卫生所，有医务人员４人；１９５８年成立了增福庙卫生院，有医务人员２９人，２０１１
年已发展到各级各类卫生机构１９个，其中乡卫生院１所，门诊部 （所）１８个，有床位４０
张。有医务人员３９人，其中执业医师１５人，执业助理医师１２人，注册护士１２人。院内设
有内科、外科、妇产科、五官科、牙科、眼科、皮肤科、急诊科、检验室、放射室、理疗

室、手术室、血糖血脂化验室、彩超室、心脑电图检测室等，设备比较齐全，为全乡人民群

众就医治病创造了良好条件。全乡１８个行政村基本达到村村都有卫生室。在乡卫生院的业
务指导下，卫生医疗人员为全乡的传染病、慢性病的防治工作作出了极大贡献。过去一些常

见的霍乱、流行性脑膜炎、伤寒、细菌性痢疾、麻疹等传染病基本灭绝。各村为心脑血管、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疾病建有档案，跟踪检查、治疗。乡卫生院对１８个行政村
６０岁以上的老人基本做到了每年至少进行两次体检，同时对全乡幼儿建立了预防接种卡片。
全乡１８个行政村９５％以上的村民都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的问
题。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主要以改善群众饮用清洁水和农村厕所改建工作为重点工作。１９９０
年起，全乡大多数农户都在自家院内打小口深井 （一般在３０米左右），造价一般在５００元左

卫生宣传

右。这种水井既清洁卫生无污染，又取水

方便，造价也比较便宜。随后在全乡逐步

推广，到２０００年全乡卫生饮用水普及率
已达 ９５２％。２０１０年后，全乡又对饮用
水进行改造，２０１０年建立了增福庙水厂，
打了一眼近４００米深的水井，供申店、增
福庙、段黄庄、小许等村的用水。２０１１年
又在八宝庄村打了一眼３８０米深的水井，
建成八宝庄村水厂，供八宝庄、盛庄、崔

庄、河涯刘等村用水。接着又在张刘寨、

乔黄、曹庄打了深井 （都在３００米以上）。现在全乡有３００米以上深井５眼，水厂５处，全
乡农民安全饮水覆盖率已达９９５％。

增福庙乡的厕所改建工作自１９８５年开始，把普通农厕改建成双瓮漏斗式厕所。这种厕
所有五大优点：一是粪尿不流失，二是保肥效果好，三是防蝇、灭蝇性强，四是肥效高，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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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清洁卫生。建一个这样的厕所需要４００元左右。由于受当时经济条件的限制，没能在全乡
全面推广。１９９０年在二郎庙村召开了厕所改建现场会，要求各村创建改建厕所示范户进行
全面推广普及，但由于传统观念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到２０１４年底全乡厕所改建９０％左右。

第六节　民　政

全乡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共参保１９６３５人，征缴养老保险费２３５６２００元，２０１４年发放养老
金３６９６３８０元，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保２８８５４人，参保率９３％，２０１４年核报医药１０３２万
元。

全乡现有农村低保对象２１６户，４４０人，２０１３年农村低保实行提标，保障标准分２个等
次，分别为１１７元，１０７元，全年累计发放低保资金３２１８６０元，并将符合条件的重度残疾人
１０３户１１０人全部纳入农村低保，每年对低保对象进行复核，见面率达９５％以上。

全乡现有农村五保８９人，其中集中供养７５人，分散供养１４人，集中供养率８４％。从

乡干部扶贫捐款

２０１４年起集中供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
３３６０元，分散供养按季度发放，全年共发
放五保供养资金 １７１万元。乡敬老院达
到设施标准化，管理精细化，服务家庭

化。

每年开展冬春两次救助，２０１４年发放
救助资金 １３４万元，比上年增加 ２９万
元。乡设灾情监测预报点３处，灾情上报
准确及时。扶贫工作主要开展就业安置，

创业帮扶，开展家庭多种经营，贫困户基

本实现脱贫。

全乡有各类优抚对象７３人，２０１４年来发放优抚资金３７２１万元。并对优抚对象进行全部
审核，复查见面率达１００％。安置义务兵５人，士官２人。

第七节　风　俗

节　日

春节，农历正月初一，即农历新年，含年终岁首辞旧迎新之意。节前购年货、大扫除、

贴春联。除夕与初一早晨，燃放鞭炮。除夕夜一家人围坐一起，谓之 “守岁”“坐福”长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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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晚辈发放压岁钱。初一着节日服装，向尊长拜年，街坊邻居互致恭贺。初二开始，已婚妇

欢度灯节

女走娘家。农村居民在腊月三十日都要上

坟，焚纸烧香，祭神祀祖。

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日，也称灯

节、上元节。十五、十六日晚上，张灯结

彩，放烟火，鸣鞭炮，吃元宵。民间文艺

团体进城或在各村进行舞龙狮、高跷、竹

马旱船等文艺表演，活跃节日气氛。

二月二，农历二月初二，俗谓龙抬

头，意为春天到了，万物复苏，家家户户

吃煎饼、炒炒豆，旧谓炒豆 “蝎子尿”。

清明节，二十四节气之一，农户门插柳枝，添坟祭祖。

端午节，农历五月五日，人们吃粽子、糖糕，以此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旧习门上插艾，

早上煮大蒜，煮鸡蛋吃，有的饮雄黄酒，以驱邪消毒。妇女小儿佩戴香囊，以辟虫邪。有的

起五更到河中洗澡，以百病。

六月六，农历六月六日，民间传说为蚂蚁生日，多焙烧焦饼吃。

七月十五，为旧时祭祀鬼神节，现在不作祭祀活动，以改善生活为主。

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日，是民间重大传统节日，节前亲戚朋友互送月饼。当天，居家

团圆，中午吃酒肴，晚间吃月饼，饮酒赏月。

重阳节，农历九月九日，时值菊花盛开，或饮酒赏菊，或登高远眺。

十月一日，农历十月初一，为传统祭祀节日，传说这天为放 “鬼”日。出嫁妇女回娘

家祭祀去世父母，农家炸油角、油果吃。

冬至，二十四节气之一，传统习惯吃饺子，寓意寒冬到来，预防耳冻之意。

腊八，农历腊月初八，为古时岁终祭祀鬼神的日子。又传为佛的成道之日。农家做

“七宝粥” （又称腊八粥），以敬佛斋僧。今已不再敬神礼佛。吃腊八粥习俗依旧。初八早

晨，以大米、小米、豆、麦配以
"

饼、红枣、花生仁、核桃仁等煮成粥吃，且须有剩余，持

续参食至腊月二十三日，谓之 “接气”。

腊月二十三，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为敬灶神的节日，晚上祭灶神，吃灶糖，烙饼。

婚　俗

传统上，男婚女嫁，多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媒婆提亲。“合八字”和相亲，双方家

长同意后，男方取吉日托媒人将庚帖和拜帖及簪环、手镯到女家 “送启”，女方略有文具书

籍还报，此为订婚。婚前男方预择吉日，具书简和礼品服饰去女家 “送好儿”。女家受则期

定，不受则另议。期近，亲友为婚者赠送钱物，名曰 “添箱”。至期，男家备花轿迎娶。去

时轿中坐 “压轿童”。届时，“贴贴人”先行，逢古木、巨石、寺庙、桥梁等建筑物，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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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红纸，抬嫁妆者行于轿前，送客车马跟随轿后。男方客搀新娘下轿，在众女客簇拥中进

门，新郎新娘在 “天地桌”前拜天地。天地桌上放一斗，斗内装满麦子，用红纸糊严，中

插一木杆秤，上悬一枚大枣，一面铜镜。撒喜女郎以麦麸、纸屑等撒向新郎新娘。拜天地后

入洞房。由一妇人与新娘盘发，在古称 “笄礼”，俗曰 “上头”。入夜，于洞房设花烛酒筵，

新郎新娘饮交杯酒，古称 “合?礼”。次日，女方长辈赶往男家看女。三日，新婚夫妇先拜

祖坟或祖宗牌位，再拜公婆及同族长者。然后由女家接回娘家。谓之 “归宁”，俗称 “回

门”。男家按预约吉日接回，至此，新婚礼仪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了婚姻法，废除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实行男女婚姻自

主。但乡村实行较慢，大多先由媒人提亲，征得家长、子女同意后，约期见面。经过男女双

方互相了解，如一方有变，即可终止恋爱关系；如双方同意，到法定年龄，即可预约登记，

领取结婚证，择定吉日，举行婚礼。婚礼较简，新娘步行或骑自行车至男家，乡亲、学生多

参加祝贺。新郎新娘于鞭炮声中向毛主席像鞠躬，然后向证婚人、主婚人、介绍人和来宾各

鞠一躬，有关人员讲话后即算成礼。随着社会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婚礼日益铺张，豪车接

送，大宴宾客。近年来，提倡新事新办，有关单位常于元旦、五一、十一等节日举行集体婚

礼。农村仍按老习俗操办，唯礼仪有所精简，但大操大办之风仍盛行。

丧　葬

国家提倡火化之前，农村实行土葬。死者断气前，即着寿衣。断气后抬上灵床，举家痛

哭哀悼，街邻亲朋送纸钱吊祭。亲友告别遗体后把死者装入棺材，谓之入殓。一般实行第三

日埋葬。葬前，请人看坟地，挖墓穴，门前贴绿色对联 （三年无改）。家门设灵棚，吹奏哀

乐，亲友致祭。出殡时孝子披麻穿孝，持哀杖，号啕痛哭。第一继承人摔捞盆。孝子送殡至

坟，棺木放入墓坑，封土圆墓。次日孝子去舅家 “谢孝”。每七 “致祭”，“五七”那天家

小同亲友共祭，死者家属待客。近年 “五七”不再待客。后推行火化，但农民群众囿于旧

习，土葬者仍为大多数。

第五章　人　物

第一节　历史人物

王水旺

王水旺 （１９０８～１９７５），增福庙乡增福庙村人，早年丧父，家境贫苦，靠推车卖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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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锯养家糊口，在为生计奔波中，磨炼出一身硬气。土地改革时，分得了土地，他打心眼里

拥护中国共产党，于１９５０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１年率先组织６家缺劳力的农户成立互助
组。１９５２年带领２０余户农户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１９５５年转为长葛县第一个高级农业
生产合作社－先进农业生产合作社，王水旺任社长，为长葛县的互助合作运动和建立以公有
制为基础的农村经济起了示范带头作用。１９５８年他带领全社农民大搞水利建设，圈井１６
眼，修渠１４条，扩大灌溉面积，当年合作社玉米亩产２５０公斤。为解决圈井用砖的困难，
他主动扒掉自家分得的３间楼房。在深翻土地高潮中，王水旺看到只靠人力翻得太慢，就和
钢铁厂工人王玉顺反复研究试验，制成双层深翻犁，较人工翻地提高工效８倍，减轻了劳动
强度，此种犁曾在全国推广。１９５８年王水旺被选为中共长葛县委委员、中共增福庙公社党
委副书记，１９５２至１９６２年连续６年被评为河南省劳动模范，１９７５年病逝。

贾石珍

贾石珍 （１９０９年１０月～１９７８年３月），增福庙乡贾庄村人。出身贫寒，１９４９年前一家
十几口人仅靠几亩薄田度日，一遇灾荒之年，一年打下的粮食仅够一家人吃三、五个月，为

了照顾老人，把粮食留给老人，他只能领着一家人经常靠挖野菜、刮树皮维持生计，苦度日

月。解放后，土地改革，他分得了土地和农具，他打心眼里感谢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拥护中

国共产党。１９４９年，把长子贾鸣鹤送入部队参军，１９５３年他又把三子贾秀峰送入部队，成
为方圆有名的双军属。１９５３年，学习增福庙村王水旺的办社经验，在贾庄村组织起初级农
业生产合作社，贾石珍任社长。他带领社员们打土井浇地，减轻了旱情，当年秋季获得丰

收，使社员们深感走合作化道路的优越性。当年增福庙村的王水旺被评为河南省劳动模范，

贾石珍被评为许昌地区劳模，同时荣获长葛县委、县政府两枚劳动模范奖章。由于他是双军

属，还被长葛县人民政府授予 “光荣门第”（长１２米、宽０６米）横匾一块。由于积劳成
疾，１９７８年３月病逝，享年６９岁。

张福安

张福安 （１９１９～１９８０），增福庙村人。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１９５２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１９５３年与王水旺一起组织成立增福庙区第一个农业初级生产合作社 －－先进农业生产
合作社，任副社长。１９５５年，他们一起又把本村两个农业初级生产合作社组成长葛县第一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任副社长，被评为许昌地区劳动模范。１９５８年任增福庙大队党支部
书记；１９６１年任会河大队党支部书记；１９６２年任增福庙公社社办机械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
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８０年任增福庙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多次被时任省委书记刘建勋亲切接见。
１９７５年参加中央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受到纪登奎副总理的亲切接见。１９７６年任中共长葛
县委委员。１９８０年农历二月初一病故，享年６２岁。病逝后，许昌地委、长葛县委为其主持
召开了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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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法

陈大法 （１９１９～１９８７），崔庄村辛庄人。他出身贫寒，祖上几辈都学吹奏唢呐，并以此
维持生计。陈大法、陈二法兄弟二人十来岁都学会吹奏唢呐技艺。１９４９年前兄弟二人经常
在尉氏、洧川、鄢陵、许昌、长葛一带与他人搭班串乡演奏，由于陈大法的唢呐吹奏技艺特

别好，在这一带有 “唢呐王”的美誉。１９５２年被长葛豫剧团聘请去在剧团工作，１９６６年剧
团解散，他又回到家乡，带领一家技艺较高的几个人在民间串乡演奏，直到１９８７年病故。
现在他的侄子陈文生、孙子陈振江的演奏也十分高超，活跃在方圆几十里的城镇和乡村，深

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彭　木

彭木 （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９８９年１２月），彭庄村孙庄人。他出生在农民家庭，祖上三代都
会刻字。因自幼好学，他七八岁就跟着祖父学习刻字，到十五六岁时已对楷、草、隶、篆四

大字体得心应手，尤其印章刻得特别好。在解放初期，长葛县人民政府及各居委的公章都是

经他手刻制。他还曾经刻过 “河南日报”版头。解放前他刻的门神画、版画、铁、铜、钢

材版模子都非常精致，而且石碑字刻的也特别好，曾被誉为长葛刻字大师。

乔金岭

乔金岭 （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００３年９月），乔黄村人，中专学历，１９６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担任生产队队长，１９７１年被任命为乔黄大队党支部书记，１９７４年４月任增福庙公社砖瓦厂
厂长兼党支部副书记，１９７９年１０月发起创办长葛县第二化工厂 （次年３月开业，８月易名
为长葛第二塑料制品厂）并任厂长，１９８５年３月，与河南省社科院技术经济研究所签订尚
处于研究阶段的人造金刚石水磨石机项目的技术转让协议，成立河南省技术经济研究所附属

厂，６月研制成功出国内第一台金刚石模块成型机。１９９０年１０月荣获国家质量奖审定委员
会金质奖章。１９８９年７月河南省技术经济研究所附属厂更名为黄河磨具厂，乔金岭任厂长。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河南省黄河磨具厂、机械工业部三磨研究所和日本大阪金刚石工业株式会社
（ＯＤＫ公司）合作成立 “中日合资黄河集团金刚石有限公司”，乔金岭任董事长。１９９４年２
月，河南黄河实业集团成立，乔金岭任董事长兼总经理。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由河南省黄河磨具
厂、中日合资金刚石有限公司、郑州黄河产业有限公司、黄河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组

建成拥有７８亿元资产、３８５０名员工的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乔金岭任董事长。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 “黄河旋风”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金刚石产业为主业，２０００年人造金刚石产量达８亿克拉，上交利税 １７亿元，出口创汇
１６００万美元。在黄河公司发展过程中，乔金岭作为企业创始者和决策者，建厂初期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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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为民、为厂、为家、为中国农民走出一条吃饭路子”的 “五为”办厂宗旨，并提出

“三保”口号，即一保员工工资，二保国家税收，三保企业发展。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１４日，乔金
岭把 “团结、创新、求实、奉献”作为企业精神，带领企业取得突出成绩，得到国家、省

市领导的高度赞赏和评价。１９９２年５月，他被国家农业部授予 “全国乡镇企业家”荣誉称

号，１９９２年１０月获政府特殊津贴，１９９３年４月被省总工会授予 “省优秀经营者”称号并获

得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１９９４年１１月荣获农业部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１９９４年被
评为河南省优秀乡镇企业家。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０日，河南日报发表记述乔金岭创业事迹的报告
文学——— 《高张着大旗》。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乔金岭先后当选第九、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并荣
获全国质量管理先进个人荣誉。２００３年９月７日不幸逝世，终年５７岁。

第二节　现当代人物

郭宪周

郭宪周，笔名邱实，增福庙乡河涯刘村人，１９３３年出生，１９４８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
员，大专文化，副编审职称，《中国当代方志学家辞典》入典学者，许昌市史志学会理事，

颍川陈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葛天氏文化研究会顾问。历任机要员、机要秘书、机要科长，

长葛县志总编辑室主任。总纂出版有 《长葛县志》 （１９９１年），主持标注出版民国十九年
《长葛县志》，编审 《长葛市土地志》，出版有 《邱实文集》《易卜探析》《葛天纪传》，编注

《长葛古诗词选》，参与编著 《颍川陈氏》。著有 《颍川望族—长葛钟氏》，在省市报刊发表

诗词文章百余篇。

许金池

许金池，１９４８年２月生，增福庙乡小许村人，中共党员，１９６７年参军，曾在湖南韶关、
翁源、衡阳，广东罗浮山、惠州等地服役，１９７９年参加对越反击战多次立功，２０１０年卸任
广东军区湖南省衡阳军分区警备司令部政委、衡阳市委常委后退居二线。

段喜中

段喜中，１９５５年５月生，增福庙乡段黄庄村人，中共党员。１９７９年毕业于河南农业大
学，历任后河镇党委副书记，石固镇镇长、党委书记，许昌市团委书记，禹州市市委副书

记，许昌市魏都区区委书记，中共许昌市市委常委、秘书长，鹤壁市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

记、市纪委书记，济源市市长、市委书记，濮阳市委书记，河南省人大副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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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凤山

吕凤山，１９５５年出生，增福庙乡八宝庄村人，大专学历，毕业于焦作矿院。１９７３年８
月参加工作，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入党，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１９７８年１月，在焦作煤矿学院学习；１９７８
年２月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在长葛煤矿工作；１９８４年１２月 ～１９９１年３月在和尚桥镇工作；
１９９１年３月～１９９３年５月任后河镇党委副书记；１９９３年５月 ～１９９６年８月，任城关镇镇
长、党委书记；１９９６年８月～２００２年１月任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２００２年２月 ～２００７
年４月任农业局党委书记、局长。先后获得长葛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

刘水林

刘水林，１９６１年８月生，增福庙乡八宝庄村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１９８１年７月参加工作，先后在乔黄中学、杜村寺中学、市二中任教；１９９１年５月调入

长葛报社，先后任纪检组长、副总编、党组书记；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调入市总工会，任副主席；
２００７年３月调入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任主任。教学期间曾主持全市语文教改实验并推广全市；
报社期间先后发表文章１０００余篇；工会工作期间主编 《工会工作必读》一书；从事史志工

作后，主编出版了 《长葛市志》《长葛市乡镇志》《长葛人物志》《长葛年鉴》（２００７～２０１５
共九卷）、《长葛大事月报》 《长葛史志资料及研究》 （上、下册）、《千年古县———长葛》

《厚重长葛》；译注了清 《长葛县志》、修订了１９９２年版 《长葛县志》等。先后获长葛市优

秀新闻工作者、许昌市先进思想政治工作者、许昌市 “五一”劳动奖章、河南省修志工作

先进个人、全国方志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乔秋生

乔秋生，１９６５年 ８月生，增福庙乡乔黄村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１年应征入伍，１９８３年７月入党，１９８８年到黄河实业集团公司工作，历任公司金刚石五
分厂厂长，销售公司经理，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董事，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

书记，第十届全国工商联合会执委，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许昌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葛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先后被授予 “全国青年星火带头人”“河南省劳动模范”“全国乡镇

企业质量管理先进工作者”“河南省先进民营企业科技工作者”“全国关爱员工优秀企业家”

“扶残助残先进个人”“全国第五届乡镇企业家”“全国兴村富民百姓领导人物”“优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等荣誉称号。

吴志强

吴志强，１９６５年１０月出生，长葛市增福庙乡段黄庄村人，本科文化，１９８８年参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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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１９９０年７月入党。历任经贸委副主任、商务局副局长、水利局党委书记、南水北调办
主任兼党支部书记，２０１５年任统计局局长。
１９９１年获得河南省政府新产品发明二等奖；１９９２年获得河南省经贸委颁发的质量管理

工作先进个人；２０１１年获得许昌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２０１１年获得河南省委、省政府表彰
的第一批移民安置工作先进个人；２０１１年在河南省委、省政府表彰的移民安置工作中获得
一等功，同时，市南水北调办记一等功。

赵精武

赵精武，１９７０年８月出生，长葛市石象乡人，本科学历，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参加工作，１９９０
年５月入党。１９９２年 ５月 ～２００３年 ３月在共青团长葛市委工作，任组织部部长 （期间：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２０００年１月在金桥办事处挂职锻炼，任主任助理。）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００４年１１
月在长兴办事处工作，任武装部长。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００８年５月在后河镇政府工作，历任武
装部长、副镇长。２００８年５月起在增福庙乡政府工作，历任党委委员、副乡长、武装部长、
纪委书记、人大主席。

王　辉

王　辉，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出生，许昌市小召乡人，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１９９６年７
月毕业于许昌师范学校。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２０１０年５月在长葛市纪委工作；历任长葛市纪委第
二案件检查室副主任、案件管理室副主任 （主持工作）、案件管理室主任、市纪委常委 （正

科职）。２０１０年５月起在增福庙乡工作，历任党委副书记、代乡长、乡长、党委书记。２０１０
年荣获许昌市平安建设 “三等功”，２０１０年被长葛市评为农田水利建设先进个人，２０１１年
被长葛市评为人口和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２０１１年被长葛市委评为 “优秀共产党员”，２０１２
年被长葛市委评为 “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

王　昀

王　昀，女，１９８３年６月出生，平顶山市郏县人，本科学历，２０００年９月参加工作，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２０００年９月 ～２００１年６月在长葛市公安局工作。２００１年６
月～２０１３年５月在长葛市委组织部工作，历任干部科副科长、电教科科长。２０１３年５月起
在增福庙乡政府工作，历任增福庙乡党委副书记、副乡长、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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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乡领导更迭

一、党委书记

申永香 （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９５１年８月）王运元 （１９５１年８月～１９５４年８月）
孙银昌 （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９５５年８月）郭培明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９６０年１０月）
王中全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１９６４年２月）胡廷珍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７１年６月）
王志强 （１９７７年５月～１９８３年９月）唐金顺 （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９８５年１月）
宋云松 （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９８６年８月）冯金长 （１９８６年８月～１９８８年９月）
杨建民 （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９９０年５月）王桂梅 （女，１９９０年５月～１９９２年１０月）
史留记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９９３年５月）张广田 （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９９６年３月）
杨军立 （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９９９年９月）张俊甫 （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００２年２月）
胡吉星 （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００６年５月）胡吉星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１０年５月）
张书田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３月）王　辉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０１５年６月）

二、行政负责人

杨清欣 （１９５１年６月～１９５２年８月）孙银昌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９５４年８月）
陈书敬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９５８年３月）马五臣 （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９６１年８月）
陈书敬 （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９６５年７月）石崇民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６８年２月）
胡廷珍 （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９７１年２月）李木旺 （１９７１年６月～１９７３年３月）
宋长春 （１９７３年３月～１９７７年５月）王志强 （１９７７年５月～１９７９年１２月）
冯金长 （１９８６年１月～１９８７年４月）杨建民 （１９８７年４月～１９８８年１０月）
史留记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９９３年２月）张海成 （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９９６年８月）
张俊甫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９９９年８月）胡吉星 （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００２年２月）
张书田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０１０年５月）王　辉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尹伟峰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０１３年３月）王　昀 （２０１３年３月～　　　　）

三、人大主席

杨建民 （兼，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９９３年２月）关国栋 （１９９０年５月～１９９３年２月）
史留记 （兼，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９９３年５月）关国栋 （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９９４年５月）
黄润田 （兼，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９９４年５月）贺银河 （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９９５年１２月）
张俊甫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９９６年８月）郭宝民 （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胡吉星 （兼，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００６年３月）丁景和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０７年３月）
胡吉星 （兼，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００８年５月）陈有池 （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０１０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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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水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赵精武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

第四节　行政村领导更迭

乔黄行政村

书　记：丁铁山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０年）乔海昌 （１９７０年～１９８６年）
王福全 （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５年）乔金方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４年）
乔银甫 （２００４年～２０１４年）王会军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

大队长：王买官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５年～１９８３年）
村主任：乔银甫 （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６年）王丙欣 （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５年）

赵中民 （１９９５至今）

牛堂行政村

书　记：余振业 （１９６４年～１９８２年）杨水记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１９９３年１１月）
董留栓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１１乡派书记
董明欣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

大队长：陈群章 （１９６４年～１９８５年）
村主任：余书明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３年）闫长清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９年）

陈留根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５年）董明欣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４年）
董春峰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

董庄行政村

书　记：马铁聚 （１９５０年～１９５７年）赵没名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０年）
李根林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３年）董满青 （１９６３年～１９８４年）
贾银坡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６年）王明轩 （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４年）
王会现 （１９９４年～２００８年）杨根成 （２００８年～　　）

社　长：李根林 （１９５０年～１９６０年）
大队长：贾秀峰 （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６年）贾德治 （１９６６年～１９８４年）
村主任：杨根山 （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８年）杨根成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３年）

贾长有 （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６年）王新正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８年）
董建中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４年）贾留宝 （２０１４年～　　）

会河行政村

书　记：尚福庆 （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８年）李法正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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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铁山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２年）凌全福 （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４年）
郭凤山 （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５年）石东套 （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５年）
张文套 （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６年）张海根 （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９年）
宋金田 （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３年）石建民 （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４年）
张明山 （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８年）张盘铭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
石建民 （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３年）李海林 （２０１４年～　　）

大队长：张振平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５年）张文套 （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５年）
宋金田 （１９７６年～１９７９年）石东套 （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４年）

村主任：张小六 （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８年）凌九高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年）
宋根成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５年）凌九高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
宋书军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３年）尚春峰 （２０１４年～　　）

增福庙行政村

书　记：王振法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３年）张福安 （１９６４年～１９７７年）
李根林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３年）王现有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３年）
王国有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５年）时喜玲 （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８年）
张根平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１年）张景周 （２００５年～　　）

社　长：许顺荣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５年）
大队长：李根林 （１９６４年～１９７８年）
村主任：王万民 （１９８５年～２００５年）张景周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４年）

李国平 （２０１４年～　　）

申店行政村

书　记：郭清周 （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９年）申山林 （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１年）
刘木森 （１９７７年～１９９４年）施新发 （１９９４年～２００４年）
申富山 （２００４年～　　）

大队长：申同来 （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４年）单丙兰 （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７年）
村主任：刘宝来 （１９７７年～１９９４年）刘金才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５年）

申富山 （２００５年～　　）

张刘寨行政村

书　记：董长有 （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７年）余振业 （１９６７年～１９７８年）
张双义 （１９７８年～１９９０年）赵翠英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年）
田丙法 （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８年）张双义 （１９９８年～　　）

大队长：刘铁旦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３年）王狗娃 （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５年）
陈群章 （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８年）田西丙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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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主任：王海昌 （１９８３年～１９９０年）张东明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年）
王彦周 （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４年）王长松 （１９９４年～２００５年）
田顺卿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４年）张双义 （２０１４年～　　）

河涯刘行政村

书　记：楚振离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５年）郭清云 （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９年）
郭现中 （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４年）王清彦 （１９７４年～１９８２年）
楚春太 （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３年）王国合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７年）
王青欣 （１９９７年～　　）

大队长：郭群升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５年）王富贵 （１９７４年～１９８２年）
村主任：王国合 （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３年）王根六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７年）

凌景坡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８年）王山民 （２００８年～　　）

彭庄行政村

书　记：彭顺卿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４年）杨进才 （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７年）
刘春华 （１９６７年～１９７３年）杜喜田 （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５年）
马金灿 （１９７５年～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李明月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８年）
冯振华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高书亭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２年）
彭英武 （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１年）赵海泉 （２０１１年～　　）

大队长：刘金泉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４年）杜新海 （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７年）
杨进才 （１９６７年～１９７３年）

村主任：彭顺卿 （１９７３年～１９８８年）杜会民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０年）
刘海顺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８年）彭子民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
杜明轩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１年）杜会民 （２０１４年～　　）

小许行政村

书　记：许顺荣 （１９６５年～１９８４年）丁长林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９年）
丁留德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３年）李留福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４年）
（空缺）（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８年）丁留德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１年）
许宝军 （２００１年～　　）

社　长：许顺荣 （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４年）
大队长：寇志福 （１９６５年～１９８４年）
村主任：丁留德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９年）李留福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３年）

许宝军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９年）许连中 （１９９９年～　　）

马刘行政村

书　记：刘书林 （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８年）王立庆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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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池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７年）马金钟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３年）
王立庆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５年）刘仲喜 （２０００年～　　）

村主任：马金钟 （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９年）马西岭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３年）
刘根来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５年）刘丙昌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年）
马麦囤 （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８年）刘仲喜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
刘明祥 （２００１年～　　）

上坡口行政村

书　记：褚振离 （１９５８年～１９８０年）冯石头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５年）
冯喜成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５年）冯彦杰 （１９９５年～　　）

大队长：冯石头 （１９５８年～１９８０年）
村主任：冯振法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５年）冯彦杰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５年）

冯富山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５年）冯福海 （２００５年～　　）

崔庄行政村

书　记：王金山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７年）时马群 （１９６７年～１９７７年）
刘根昌 （１９７７年～１９８６年）闫中西 （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０年）
刘根全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６年）王东排 （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９年）
时灿华 （２００１年～　　）

大队长：王全有 （１９５８年～１９７０年）闫普献 （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５年）
时钢岭 （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１年）

村主任：王西排 （１９８１年～１９９２年）王跃朋 （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８年）
时灿华 （２００１年～　　）

曹庄行政村

书　记：王顺昌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６年）王顺喜 （１９６６年～１９８４年）
黄有臣 （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８年）郭文焕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
薛领军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４年）曹福生 （２０１４年～　　）

大队长：孙福明 （１９５８年～１９８４年）
村主任：王长秀 （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８年）薛领军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１年）

郭文尧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４年）

盛庄行政村

书　记：杨福森 （１９７４年～１９８０年）乔福章 （１９８０年～１９９８年）
石长运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８年）刘宝成 （２００８年～　　）

大队长：石长运 （１９７４年～１９９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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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主任：刘宝成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８年）史香玲 （２００８年～　　）

八宝庄行政村

书　记：刘麦屯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１年）张德禄 （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７年）
刘中央 （１９６７年～１９７３年）岳土生 （１９７３年～１９８８年）
刘聚堂 （１９８８年～２０１２年）刘根奇 （２０１２年～　　）

大队长：赵银福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１年）刘银章 （１９６１年～１９７０年）
刘庆三 （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６年）

村主任：刘聚堂 （１９７６年～１９８８年）朱宝怀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４年）
刘根奇 （１９９４年～２０１２年）岳宪增 （２０１４年～　　）

大户陈行政村

书　记：宋建银 （１９７５年～　　）
大队长：陈伯顺 （１９７５年～１９９９年）
村主任：李爱云 （１９９９年～２０１１年）赵俊卿 （２０１１年～　　）

段黄庄行政村

书　记：段清坡 （１９５８年～１９７７年）程留升 （１９７７年～１９８０年）
赵春法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４年）段春成 （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０年）
段中亭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７年）赵春法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７年）
杨巧玲 （２０１４年～　　　）

大队长：程全根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４年）段清连 （１９６４年～１９７７年）
村主任：黄玉山 （１９７７年～１９９９年）赵春法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７年）

唐军言 （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４年）唐明周 （２０１４年～　　　）

第五节　正处 （团）级以上在外工作人员

申长敬，申店村，１９３６年生，北京海军司令部大校。
唐成福，八宝庄村，１９５２年生，北海舰队大校。
尚国贤，会河村，１９３８年生，省军区干休二所所长。
丁宝安，小许村，１９４１年生，河南省石化厅副厅长。
张文中，张刘寨村，１９４３年生，湖南莱阳３９６１６部队师长。
张连芝，张刘寨村，１９４５年生，新疆商业厅副厅长。
张廷宝，张刘寨村，１９４７年生，北京公安处九处处长。
杨丽萍，女，彭庄村，１９８０年生，北京航空研究所中校。

５４

增福庙乡



许金池，小许村，１９４９年生，衡阳军分区政委。
马连升，马刘村，１９５２年６月生，河南省建设厅办公室主任。
张长清，张刘寨村，１９５４年生，新疆钢铁公司总经理。
岳满寨，八宝庄村，１９５６年８月生，福州军区司令部大校。
李建平，会河村人，１９５８年生，河南省林业厅公安处处长。
唐景旺，八宝庄村，１９６０年生，信阳师院处长。
刘学民，马刘村，１９６１年生，郑大城市学院书记。
张连英，张刘寨村，１９６３年生，国家开发行西安办事处处长。
杨伟峰，牛堂村，１９６３年生，北京武警部队副师长。
高新占，小许村，１９６３年生，许昌学院政法学院书记。
申富有，申店村，１９６４年生，平煤集团副处长。
申新生，申店村，１９６７年生，郑大软件学院书记。
赵书田，牛堂村，１９６８年生，许昌学院处长。

第六节　在外工作高级职称人员

王喜亭，增福庙村，１９３９年生，新疆伊吾文教局高级教师。
申西林，申店村，１９３９年生，河南航空学校高级教练。
李庆昌，曹庄村，１９３９年生，乌鲁木齐八一钢铁厂高级经济师。
李海山，曹庄村，１９４２年生，乌鲁木齐钢铁总厂党校高级讲师。
李殿卿，张刘寨村，１９６１年生，北京化工学院教授。
唐战立，彭庄村，１９６３年生，许昌学院教授。
宋建立，会河村，１９６０年生，美国休斯敦博士。
张新生，会河村，１９６０年生，美国芝加哥博士。

第七节　烈士名录

岳中先，八宝庄村人，１９３３年生，１９５１年１月入伍，中共党员，５８４团战士，１９５１年
１０月牺牲于朝鲜清川江。

王连池，张刘寨村人，１９３０年生，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入伍，党员，１２军机要员，１９５２年５
月牺牲于河北省正定县。

张德成，会河村人，１９２７年生，１９４８年入伍，云南省军区战士，１９５２年牺牲于云南省
玉绥区。

刘思汉，马刘村人，１９３０年生，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入伍，６０军班长，１９５３年牺牲于朝鲜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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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金花部。

李木生，增福庙村人，１９３０年生，１９５２年入伍，２０８团战士，１９５３年牺牲于朝鲜五圣
山。

张马群，张刘寨村人，１９４４年生，１９６６年入伍，工程兵战士，１９６８年９月牺牲于西安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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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官亭乡位于长葛市北部，与郑州市交界，距长葛市区１０公里。辖区东西长１３公里，南
北长５６公里，总面积６４４平方公里，耕地５５万亩。至２０１４年底，辖２５个行政村，７５
个自然村，２３３个村民小组，５１万口人，其中非农业人口２３００人。官亭乡交通便利，京广
铁路、１０７国道、京深高铁、京珠高速公路、徐庶大道纵贯全境，市３号路横穿全乡。全乡
有１００多公里的村村通公路，区内有佛耳湖、铁佛寺等自然人文景观。

官亭乡基本实现 “基层组织建设好、城镇管理提升好、民生民本落实好、景区生态绿

化好、重点项目服务好”目标，农业、工业、第三产业协调发展。

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加大农田水利建设投资，推广农业科技。全乡建有水厂５处，机
井４８６眼，其中配套 ４６５眼，有机电灌站 ２８处，有效灌溉面积 ５４５万亩，占总面积的
９７％。调整农业发展思路，加大土地流转力度，建设万亩生态林业示范方，对原有的生态林
片进行连接扩面，南从佛耳岗村，北到官亭村，形成５公里长的万亩生态花卉长廊。抓特色

官亭乡地名标志

农业，在高速公路以西、三号路以北、

１０７国道以东、新郑接壤区以南，在万亩
生态林业示范方的基础上，打造４万亩生
态苗木基地。在新建铁佛寺大道、徐庶大

道、人民路两侧实施生态绿化，在下集移

民新村进行生态示范村建设。推进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发展高效农业，发展优质专

用无公害农产品，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水

平。全乡优质专用小麦面积４３万亩，高
产优质玉米面积４６万亩。畜牧业、养殖
业继续发展，以点带面、大户带动，促进

畜牧养殖业发展。发展现代养殖业，走规

模化、生态化养殖的路子，区内有浩天牧业、金泉禽业、腾源养殖等养殖大户，有畜牧养殖

场９２个，其中１０００头以上养猪场３个。畜牧业年产值达到１４亿元。
工业经济发展迅速。优化投资环境，实施园区招商、产业招商、亲情招商。有非公有制

企业７０多家，规模以上企业１６家。形成蜂产品、建筑机械、建筑材料、化工、畜牧养殖业
等产业群。至２０１４年底，蜂产品从业人员１５０００多人，蜂产品经纪人多达９０００人；加工生
产蜂蜡３００吨左右，占全国总产量的８０％；加工蜂蜜１９０００吨左右，占全国总产量的１０％；
年加工蜂王浆１０００吨，占全国总产量的１４％；年加工纯蜂胶２３０吨左右，占全国总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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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年加工冻干粉１５０吨左右，占全国总产量的１０％；１９９９年长葛市吉祥蜂产品有限公
司被中国养蜂学会定为蜂王浆出口定点厂，２００６年河南省长兴蜂产品有限公司被中国蜂产
品协会指定为 “中国蜂产品协会蜂蜡专业委员会挂靠企业”，是中国蜂产品专业委员会在农

村设立的唯一专业委员会，该企业年加工出口蜂蜡总量 ２０００吨左右，占全国总产量的
５９％。

重视观光旅游开发。实施佛耳湖景区建设、水上乐园建设、蜂产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星阳蜂业建设、中原汽车生态主题公园建设。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６日，海洋湾欢乐水世界开业，
成为消暑避夏的好去处。集观光、游玩、试驾、筹备赛事于一体的中原汽车主题公园，２０１２
年已完成公园绿化、部分赛道建设，２０１５年４月，成功举办了首届 “大中原”杯汽车摩托

车越野赛。提升中心镇区设施配套，加快完善交通体系。实施清洁家园工程，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发展以鑫亮园、花艺公司、双洎桂园、蚨瑞园等为龙头的乡村旅游业。努力建设宜居

宜游、生态休闲新官亭。

统筹社会发展。落实计生奖扶政策，实施长效节育措施，真诚服务已婚育龄妇女。加强

社会抚养费征收，综合治理人口出生性别比。加大教育投入，教学设施不断完善，教学质量

不断提高。继续完善村级农家书屋建设，全乡２５个行政村全部建有农民书屋。卫生医疗服
务质量不断提高，农村中常见病、多发病得到了及时救治；开展沿街门店、道路交通、网

吧、校园安全、食品卫生等安全生产领域 “打非治违”行动和专项治理；强化惠农政策制

度，规范低保、五保、养老保险、合作医疗、惠农补贴等惠农项目实施。严格惠农资金管

理，保障惠农资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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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约公元前７１８年

宋人伐郑围长葛 （长葛故城旧址在官亭乡孟寨村附近）。

前７０７年

周桓公率三军与郑军在长葛 （时称?葛）交战，史称 “?葛之战”。

前３１４年

秦军与韩国军队在岸激战，史称 “岸门之战”。

１９３０年

９月，中原大战中在官亭乡交战１０天。

１９４７年

１２月，解放军对国民党骑兵第一旅第二团在官亭进行围歼战。

１９６６年

９月，以官亭为中心，将１１个小型公社合并为一个大公社，即官亭人民公社，９月１６
日宣布成立。

１９６７年

当地红卫兵宣布，将官亭人民公社改名为红卫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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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年

“文化大革命”正处高潮，公社被军管，建立了红卫革命委员会，所辖地区不变。

１９７１年

“文化大革命”浪潮基本平静，宣布将红卫公社又改名为官亭人民公社。

１９８０年

元月１３日，召开官亭公社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成立了官亭人民公社管理
委员会。

１９８３年

１１月１６日，召开了官亭公社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１９８４年

元月，体制改革，将官亭人民公社改名为官亭乡至今。

１９８５年

１２月，召开了官亭乡第三届党代会。

１９８６年

４月，召开了官亭乡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是年，被长葛县评为 “售粮先进单位”。

１９８７年

４月，召开了官亭乡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６月，创建官亭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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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年

１２月，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

１９８９年

５月，被长葛县委县政府授予 “售粮先进单位”。

１１月，对全乡农村教育进行整体改革。

１９９０年

２月，召开了中共官亭乡第五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８月，兴建官亭水利站。
被省统计局评为全省先进乡镇统计站。

１９９１年

规划人民路、建设路、创业路，创建成人学校、敬老院。

３月，在全乡实施 “燎原计划”，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１９９２年

规划柳树庙商业一条街。

３月，在全乡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１９９３年

８月，扩建人民路。

１９９４年

８月，在全乡实施富民工程。

１９９５年

７月，开发建设许昌市高效农业园区，涉及麻店、四三府、官庄、岗胡、辛集、柳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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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黑董。

１２月，乡政府办公楼落成。
是月，省委书记李长春视察农业高效示范园区。

１９９６年

３月，省长马忠臣到官亭视察工作。
１０月，召开河南省高效农业园区及小麦麦播现场会，各地、市、县、区书记、市长、

县长、主抓农业副县长参会。

１９９７年

被河南省科委命名为 “河南省科技示范乡”。

建成２０００亩高效节水示范园区。
新华社原社长穆青、副社长冯健来官亭园区采访，并撰写 《跨世纪创业》一文在 《人

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发表。

１９９８年

３月，农业节水喷灌园扩展为２０００亩，涉及辛集、黑董、麻店三个行政村。
５月，荣获许昌市水利建设 “红旗渠精神杯”、长葛市 “兴水杯”先进单位。

７月，国家政协副主席杨汝岱来官亭考察农业园区。
１０月，农业园区被河南省政府命名为现代节水示范园。

１９９９年

３月，黑董村实验基地被许昌市团委评为共青团示范基地。
１０月，召开许昌市高效农业园区现场会。
１１月，修建乡所在地排水系统。

２０００年

被许昌市委评为 “六好”先进党委。

１０月，推广种植优质小麦小偃５４一万亩。
１２月，荣获许昌市 “稳定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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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

２月，成立官亭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
３月，成立官亭乡工商业联合会。
是月，成立预备役４０７团炮兵营１００迫击炮连领导小组。
是月，将原岗胡村、杜庄村合并为岗胡行政村。

６月，开展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２００３年

申请铁佛寺创建ＡＡＡ级旅游景区。

２００４年

６月，在全乡集中开展打恶除霸专项斗争活动。
９月，官亭乡敬老院揭牌。

２００５年

４月，在全乡开展打击黑恶势力犯罪 “雷霆行动”活动。

６月，开展扩建饮水补源工程。
１１月，配合京广线７３１ｋｍ＋３８０ｍ复线原道口位置修建立交桥。
当月，修建舒庄村高速公路便道和双洎河浮桥。

２００６年

４月，硬化金鱼河护坡和修建大桥。
１１月，全市初级中学进行统一排序命名，乡原一中命名为长葛市第十六中学。

２００７年

１月，组织建设农村沼气池。
６月，承接召开全国蜂蜡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中国蜂产品龙头企业授牌大会。
８月，官亭乡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调整。

７５

官亭乡



９月，筹建尚庄小学。
敬渡口机灌站改造。

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举办官亭乡农民篮球赛。
９月，恢复刘庄村行政村设置。
１０月，扩建官亭乡敬老院。

２０１０年

４月，全面推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建立健全 “四议两公开一监督”工作机制。

６月，修建铁佛寺大道。
７月，对下集村移民新村住宅楼及公益设施进行公开招标建设。
是月，成立长葛市蜂产品专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１年

６月，申请佛耳湖景区内铁炉、冢杨等６个行政村迁村并点即土地置换，１１月批复。
８月１５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第二批移民南阳市淅川县上集镇下集村１３５０

人搬入，村名仍为下集村。

１０月，成立中原大铁佛寺旅游景区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京港澳高速廊道绿化改造提升。
１０月，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官亭乡蜂产品园区被列为全市 “八大园区”建设任务

之一，并于２０１３年１月开始规划建设。

２０１３年

６月，海洋湾水上乐园开业，成为我市水上游乐新项目之一。
４月５日，２０１５许昌大中原生态汽车公园 “大森机电”杯全国汽车摩托车越野场地邀

请赛，于４月４日～４月６日在长葛市官亭乡大中原生态汽车公园举办。
６月１９日，许昌市电子商务现场观摩会在官亭乡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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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理环境

第一节　建制沿革

　　位于长葛县北部，西、北均与新郑县交界，东和大墙周镇接壤，南同增福庙乡和老城镇
为邻，因乡人民政府驻官亭车站，故名。清末分属尚友、雍睦、广姻和宏任四保；１９４３年
分属尚友、雍睦、广姻和宏任四乡；１９５０年分属席寺区和和尚桥区；１９５１年分属大墙周区
（原席寺区）和增福庙区；１９５８年，西半部属官亭公社，东半部属双庙李公社；１９５９年分
别划归增福庙公社和大墙周公社。

１９６６年９月，以官亭为中心，将增福庙、城关和大墙周三个公社的１１个小型公社合并
为官亭人民公社。１９６７年，官亭人民公社改名为红卫人民公社。１９７１年，红卫人民公社又
改名为官亭人民公社。１９８４年元月，官亭人民公社改名为官亭乡。
２０１４年，全乡共辖２５个行政村，总人口５．１万人，官亭乡政府机关设在柳树庙村。

第二节　乡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

至２０１４年底，村与村之间实现
村村通柏油路或水泥路，不少村街道

得以硬化。全乡２５个村组建保洁人
员１００余人，大村不少于３人，小村
不少于２人。结合上级配套资金，拿
出１００万元用于美丽乡村建设，配备
垃圾清运车１４辆，建地埋式垃圾箱
２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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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自然环境

佛耳岗水库风景

地势西高东低，多岗地、易旱。

双洎河从北部由新郑市入境，东南沿

大墙周镇界流入老城镇，过境长度约

１０余公里。金鱼河在乡西部发源，
流经南部边缘入老城镇。流经乡中部

的小河湾和东部由新郑入境的东小河

均在本乡汇入双洎河。１９４９年后，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平岗１４道，填
沟７４条，乡境土地大部趋于平坦。
双洎河上兴修的佛耳岗中型水库恰在

乡境中部，为工、农业用水创造了得

天独厚的条件。沿库建了敬渡口、佛

耳岗、冢杨等２８个机灌站。该乡是粮、烟、油多种经营的农业区，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
红薯为主。经济作物以烟叶、花生、油菜为主。乡东部土质多沙，花生种植面积较大。

第二章　经济建设

第一节　农　业

　　二十世纪５０至８０年代，官亭乡农业生产主要以种植玉米、小麦为主，配合种植一些红
薯、花生、棉花、烟叶、油菜等经济作物。二十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官亭乡学习山东蔬菜大
棚的种植经验，种植反季蔬菜以增加农民收入，种植的种类有黄瓜、芹菜、番茄等。同时改

变种植模式，探索麦棉、麦瓜、麦菜、麦烟等一年三熟、四熟种植模式。乡西部发展蔬菜大

棚数５００座以上，中央、省市领导多次到官亭视察，《人民日报》进行报道。由于群众盲目
跟风，蔬菜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品种质量下降，加之销售不畅，日光温室数量急剧下降，

２０１４年前后仅有３０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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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林业　牧业　水产养殖业

２０００年始，官亭乡沿双洎河、京珠高速、京深高铁、１０７国道、魏武大道、徐庶大道等
栽植各类林木２５万亩，全乡林木总株数２０３５万株，活立木蓄积量１３５万立方米，林木
覆盖率达到了３１７％。２０１３年，对佛耳岗水库防汛路进行绿化，栽植黄杨球５００余株。投
资近４０万元，对铁佛寺周边道路补栽柳树４００余株，在文化路西段绿化种植了百日红、红
叶石楠、龙柏等树种。

２０１４年，新增标准化猪舍６栋，标准化奶牛舍１栋，标准化禽场１个，标准化羊场１３
个，养殖企业流转土地３０００亩，全乡拥有年出栏１０００头以上养猪场３个，年存栏１００００只
以上养禽场４个，年存栏５００只以上羊场３个。长葛最大的种鸡场、种鸭场、奶牛场均在官
亭乡：河南岭南黄家禽有限公司，占地１６０亩，拥有禽舍面积２１００平方米，是许昌市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２００８年通过无公害认证，存栏种鸡２９余万只，每年可向社会提供种蛋２４
万枚；鑫源鸭业有限公司，是无公害认证的，拥有种鸭６万羽，公司采用公司加农户的生产
模式，带动周边农户８７户，有效地增加了农民收入；许昌市腾源奶牛养殖产业合作社长葛
养殖基地，存栏奶牛６００头，年可向社会提供优质鲜奶１５万吨；浩天牧业有限公司是按照
《生猪生产技术规范》新建的大型工厂化、集约化、标准化的生猪养殖企业，占地１００８００
平方米，建筑面积７５０００余平方米，是河南众品股份有限公司优质商品猪养殖基地、许昌市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佛耳岗水库灌区是１９５８年兴建的，１９６２年下马，１９７０年恢复重建。１９７５年１０月建成
佛耳岗水库交通桥。官亭乡近半土地依靠双洎河及佛耳岗水库灌溉，奠定了农业发展的基

础。

佛耳岗水库属于平原中型水库，防汛地位重要，库容量４０００万立方米，水库汛期限制
水位９３５０米，闸高９４米，调洪闸３孔，每孔１０米，主坝坝高９８米，长５５０米，坝面宽
１０米。二十世纪７０年代起在沿河、沿库各村大力发展机电灌站提水灌溉，灌溉面积达千亩
以上的机电灌站有敬渡口、佛耳岗、李良店、大孟、眆杨等５处。

至２０１２年底，全乡共有水厂 ５座，机电灌站 ４０处，其中机灌站 ２１处，装机 ４０台
（套）１２００马力，电灌站１９处，装机３３台 （套）８３０千瓦。拥有机井４８６眼，配套机井
４６５眼，发展有效灌溉面积５１６万亩。节水灌溉５４５万亩，其中喷灌面积０６７万亩，建旱
涝保收田５４７万亩，农作物播种面积１０７９万亩，其中粮食作物７４１万亩，粮食总产量
３７万吨，国内生产总值１９亿元，农民人均收入９５００元。２０１４年，在大孟、官亭、李良店
等村新修水渠１７００米，整修水渠２３００米，新植树木１８万株，投入资金６０余万元，在万
亩示范方内维修、新建石子路５条计１１万米，新修水泥路５条计８０００米，开挖排水沟２
条计８００米，新打机井２眼，维修机井２３眼，新增水泵３１台，铺设地埋线６５００米，地埋
管道３２００米，新植桐、杨树２６００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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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年官亭乡荣获全国先进乡镇水利管理服务站称号，先后８次获许昌农田水利建设
先进乡称号，自１９８６年起先后有原河南省委书记杨析综、李长春，省长程维高和全国政协
副主席 （原水利部长）钱正英、杨汝岱及坦桑尼亚总理苏马耶等前往视察。

第三节　工　业

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官亭乡以蜂产品加工业为主导产业，

建筑机械加工、建材行业为辅。有非公有

制企业７０多家，规模以上企业１６家。建
筑机械加工有许昌市金玉正隆建筑机械有

限公司、许昌同颖建筑机械有限公司、长

葛市三荣电器有限公司、长葛市正邦建筑

机械厂、长葛市久隆建筑机械厂，年产值

８亿元。建材企业集中在１０７国道官亭段，
有河南金拇指防水材料有限公司、长葛市

吉祥陶瓷有限公司、长葛市金潮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等，年产值４亿元。活性炭企业有长葛
市华奇栲胶有限公司、长葛市予冠栲胶有限公司，年产值４亿元。
２０１４年，全乡工业年总产值达 ４６亿元，工业增加值 ３０亿元，工业总产值占官亭乡

ＧＤＰ的７０％。

第四节　蜂产品业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２０１４年，官亭乡的养蜂从业人员从５００多人发展到近万人。已从初期
的到全国各地追蜜源、抢花期的放蜂，发展到高端蜂产品的加工、生产。规模以上的蜂产品

企有：河南长兴蜂产品有限公司、河南福美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卓宇蜂业有限公司、长葛市

长生园蜂业有限公司、蜂源蜂产品有限公司、长葛市源隆蜂产品有限公司等，并有１０多个
蜂产品收购加工专业村，年产值１２亿元。

产品有：原蜂蜡、精制黄白蜡板、蜂花粉、蜂王浆、提纯蜂胶、原蜂胶、合成蜂胶、蜂

胶粉、蜂胶片、蜂胶软胶囊、蜂胶液、蜂王浆干粉、鲜蜂王浆、蜂花粉等数十种。其蜂产品

在国内举足轻重，市场涵盖全国，境外市场主要有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美国、英

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南非等国家。

蜂产品是官亭乡的传统产业，最早可追溯到２００年以前。近年来，随着蜂产品、蜂机具
产业的不断壮大，官亭乡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蜂产品集散地、“中国蜂机具之乡”。年蜂蜜

交易总量达５万吨，占全国的１２％；蜂胶加工量达２６０吨，占全国的７５％；蜂花粉加工量
２６

长葛市乡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