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伯英

张伯英，大周村人，１９２４年出生，１９４８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９５０年转业到四川省
泸州市纳溪县 （现为泸州市纳溪区）县委工作，历任区委书记，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长。

１９６３年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１９６４年任县常务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１９８４年离休，１９９４
年因病去世。

周东林

周东林，大周村人，１９３０年１月出生，１９４８年参加革命工作，１９４９年７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５军４４师１３０团通讯连战士、教导队文书、团政治处组织干
事、通讯团政治处组织干事、副主任、４４师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在部队服役期间，先后参
加过广东阳江战斗、广西博白战斗、西康西昌战斗以及抗美援朝战斗，作战勇敢，并先后６
次立功。１９８２年４月，转业到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历任院办公室副主任、政治处副主任、
纪检组长 （副县级）。到法院工作后，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能准确地贯彻执行国

家法律法规和政策。１９９０年３月离休，２００６年８月去世，享年７６岁。

魏清森

魏清森 （１９３１年８月～２０１０年７月）高中文化，中共党员，魏庄村人。１９５０年２月在
长葛县银行参加工作，１９５７年在县税务局任人事股长，１９５９年调县委宣传部任主办干事，
１９６０年春荣获 “许昌地区优秀宣传干部”称号。１９６１年任和尚桥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
１９６２年任石固镇党委副书记，１９７１年任坡胡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１９７７年１月任坡胡人民
公社党委书记，同年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１９７８年３月在北京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期间，任河南省代表团农业组代表召集人 （当时许昌地区辖许昌市、漯河市、平顶山

市及长葛、许昌、鄢陵、禹县、襄城、郾城、临颍、叶县、舞阳、鲁山、宝丰、郏县等１２
县，全地区共有７名全国人大代表，其中长葛县就占了两名），文艺组召集人为常香玉。会
议期间，河南省代表团受到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等中央领

导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大会闭幕后，魏清森曾在许昌地区直属机关及所属市、县巡回

作报告，传达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及盛况。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魏清森代表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出席了河南省委、省政府在郑州召开的
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大会上作了 “狠抓科学种田，夺取稳产高产”的典型发言，大会

还将其发言材料印发至与会各位领导及全体代表。同年年底，魏清森被评为 “河南省劳动

模范”，１９７８年被评为 “全国优秀人大代表”。１９８１年当选为中共长葛县委委员，１９８３年４
月任长葛县电业局局长、党组书记，１９８４年５月调县农机局任局长、党委书记，１９９２年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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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退休，２０１０年７月８日逝世。

郭杰民

郭杰民，１９３４年９月生于小郭寺村一个历代贫困的农民家庭。１９４８年９月，在长葛县
中学读书时，由中共长葛县委干部阎位中、王汝镜选调到县知识分子训练班学习，１１月初
调县委宣传队任宣传员。１９４９年５月调县委宣传部任联络员 （部长张金阁）。１９５０年７月在
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５１年５月，在朝鲜战争最激烈时参军。入伍后，历任学员、副班
长、班长、排长、连长、参谋、副处长、处长、副师长、代师长、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

等职，先后参加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浙江省东南沿海岛屿解放作战。抗美援朝战争中右

肩负伤，在江山战役中两耳受伤。援越战争中，获越南总理范文同颁发的越南抗战胜利一级

勋章。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参加了国家 “２１－７１６”核试验。１９８７
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大校军衔。１９９３年９月退役。

刘赖成

刘赖成，中共党员，本科学历，１９３７年６月出生于后吴村。他出生在旧社会，成长在
农村的艰难环境中，不甘于平庸，刻苦奋斗，努力学习，终于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曾经参

与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黄河引水天津工程等国家重要工程的设计，后出任四川省

成都市市政工程设计院业务副院长。

刘国荣

刘国荣，１９３８年６月出生，梁庄村人。中共党员，研究员、高级工程师。１９５２年毕业
于长葛初级中学，同年升入许昌一高，１９５５年考入太原工学院机械工程系，１９６０年毕业。
由于品学兼优，被选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我国的航天事业科研工作。１９６１年１月
参军，１９６５年集体转业为七机部 （即航天工业部），曾任航天部第三研究院科技部技术员、

副处长、处长、副部长；航空航天部１５９厂厂长；航天工业总公司三院计划财务部部长，院
长助理，院科技委委员，某型号副总指挥，院专向工程副总指挥；北京市第三、四、五、六

届专家顾问团成员；国家级机电产品国际招标评审专家；国防科工委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

证评审专家。

长期从事航天工程科研生产管理、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大型工程项目管理及企业管理等

工作，曾参加中国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基金会组织的 “中国高级管理人员赴美国培训班”研

讨科研项目管理，并多次赴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韩国等国考察、调研、洽谈

合作项目。曾任中国 （航天）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 （ＣＰＭＩＥＣ）机电产品专家团团长，出国
工作五个多月，圆满完成任务。在担任１５９厂厂长期间，工厂效益大幅度提高，主要经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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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指标列同行业先进水平，创国家二级企业，一级计量单位，“双文明”建设单位，１９８８年
～１９８９年连续被评为航空航天部有重大贡献企业，个人两次荣立一等功、两次荣立三等功，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连续五年被北京市国防工办评为 “优秀职工之友”，１９８７年获得航天企业优
秀经营管理开拓奖，其事迹刊登在１９８９年 《中国企事业改革家列传》 （航天卷）、１９９０年
《中国企业家列传》等书中。主要科研成果有：海防导弹结构件数字直接加工、技术研究

（海防导弹ＣＡＭ研究）”获航空航天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撰写有 《关于战术导弹可行性研究

的几个问题》《关于战术导弹研制管理的几个问题》《谈谈对实行厂长负责制的认识》《抓

住机遇，加速技术改造，提高飞航导弹技术装备水平》等十余篇论文；任 《飞航导弹系统

工程管理》一书编委，具体负责 “飞航导弹生产管理”一章的编写，１９９３年１０月起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

杨东江

杨东江，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出生，和尚杨村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曾任长葛市司法局局
长，在１９７６年８月河北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中表现突出，被评为先进个人，出席党中
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先进单位模范人物表彰大会，受到党中央领导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１９８４～１９８７年国家组织的 “严打斗争”中成绩突出，政绩显著，被评为先进单位，司法局

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个人被评为先进个人；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奖章一枚，同年获中

共河南省委、省政府奖章一枚。１９９３年５月在司法局退休。

周午辰

周午辰，１９４４年１０月出生，大墙周村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高级经济师，大周镇
党委副书记，经委主任，许昌长达工业公司总经理。他在长期的企业管理工作中，重视技

术、管理人才的引进、利用，并不断引进、研究新技术、新成果，为大周镇的乡镇企业发展

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主持研究开发的阻尼管 Ｔ２产品，获省政府颁发的优秀新产品证书，他
作为第一完成人主持研究的 《Ｇ／Ｔ（Ｐ／Ｍ）系列新型双金属轴承的研制》项目，获农业部科
技进步三等奖。他先后获长葛市 “优秀企业家”、许昌市 “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１９９６
年被许昌市命名为第六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韩申乾

韩申乾，１９４６年４月出生，大墙周村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１９６９～２００６年任大墙
周村党支部书记，任职期间先后当选长葛市四至十三届人大代表，中共长葛市七至十一次代

表大会代表，许昌市一至四届人大代表。他团结带领村 “两委”领导班子扎实苦干，开拓

进取，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致力强村富民，在抓好粮食生产基础上积极创办领办集体企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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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企业，使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２００７年工业总产值达４亿多元，村民人均纯收
入４１００多元，上缴利税３０００多万元。同时加大公益投入，不断改善居住环境，１９９０年投资
１００多万元建起中心小学教学楼及教师公寓，完善电教化设施；１９９５年投资４０多万元打深
井一眼，保证全村群众饮水安全；２０００年后建起村休闲文化广场，硬化绿化全村街道并装
上路灯，规划村工业园区、居民生活区和村贸易市场，建起垃圾处理中心等，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村民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２００７年，大墙周村各类股份制企业已达３３家，其中投
资５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６家，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３家，形成以铝合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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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韩申乾本人多次被评为长葛市、许昌市劳

动模范、优秀党支部书记，河南省和许昌市优秀共产党员。

冀文生

冀文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１９５０年２月出生在老冀庄村，高中毕业后到大周
镇双庙李村学校任中学教师，后又考上北京邮电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郑州市工程设计院，今

在河南省公安厅通信处任处长，主要从事无线电通讯工作，有 《简述１１０接处警系统的建
设》等多篇文章发表，工作成绩显著。

赵新敬

赵新敬，１９５３年８月出生，赵庄村人，许昌市第四届政协委员、长葛市第十一届人大
代表，１９８５年５月起任赵庄村党支部书记。２０多年中，团结带领村 “两委”班子认真贯彻

落实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村域经济，并按照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要求，扎实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

村容村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显著改善。２００６年全村人均收入
达到６０００元。全村街道实现绿化、硬化，排水畅通，路灯明亮；村民文化大院、休闲广场
设施齐全，新颖别致；村民安居乐业，和睦相处，被评为河南省 “文明村”。赵新敬先后荣

获长葛市、许昌市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农村党支部书记”“河南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

号。

路国贤

路国贤，１９５４年９月出生，石桥路村人，大学文化，高级编辑，１９７５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１９８２年６月参加工作，历任河南省委政法委办公室秘书、副主任、调研处副处长，河
南省农经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省委政策研究室农村处副处长，上蔡县委书记、县人武部党

委书记，驻马店地区行署副专员、地委副书记，驻马店市委副书记，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河南日报社社长，焦作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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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市长、市委书记，河南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副省级）等职。

袁　周

袁周，１９５７年７月出生，打鱼李村人，１９７４年８月参加工作，１９８２年３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２００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４年２月任贵州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党组
副书记、副主任 （正厅级）。（２０００年３月至２００３年１月在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经济学专
业学习）。２００４年２月至２００５年１月任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正

厅级）。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０５年２月任中共贵阳市委副书记 （正厅级）。２００５年２月起任中共
贵阳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党组书记。袁周是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２０１１年３
月出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省总工会主席。

谢占军

谢占军，１９６１年９月５日出生，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０日任小谢庄村支部书记。接任前，村经
济发展落后，党员干部思想落后，群众之间矛盾尖锐，是一个有名的后进村。接任书记后，

他带领党员干部，提高思想认识，互相团结，齐心协力地发展经济。几年来，村先后获得镇

级先进基层党组织、市级先进基层党组织，并获得省五个好先进党组织和河南省文明村称

号，村容村貌得到了根本改变，先后投入３００多万建成了小谢庄社区小学、小谢庄社区幼儿
园、小谢庄老年幸福院、小谢庄文体活动中心和休闲广场，大街小巷进行了绿化和亮化，优

化了村民的生存生活环境，同时组建了村篮球队、乒乓球队、健身舞队，成为村强民富、文

明和谐的社会新农村。本人于２００５年６月获得 “农村小康建设功臣”荣誉称号、２０１５年全
市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长葛市２０１３年农村 （社区）功勋党组织书记、２００９年长葛市劳
动模范、２０１１年许昌市劳动模范、２０１４年河南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周全民

周全民，１９６５年 ６月出生，大墙周村人，中共党员。１９８３年 ７月毕业于老城高中，
１９８４年３月参加工作，本科学历，历任大周镇粮所所长、石象乡党委副书记、经委主任、
长葛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主任、党委书记。现任长葛市纪律检查委员

会副书记、市监察局局长、市政府党组成员、中共许昌市第五届党代表、许昌市第五届政协

委员。

２００８年荣获全省纪检监察调研工作先进个人称号；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１年连续荣获长葛市市
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２０１０年荣获许昌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许昌市人民满
意公务员称号；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１年被评为许昌市优秀党务工作者；２０１１年荣获河南省纪检监
察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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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全民忠于职守，勤勉敬业，特别在纪检战线上作出突出贡献。

尚学岭

尚学岭，１９６８年９月出生，新尚庄村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工程师，长葛市政协
常委，河南青山金汇不锈钢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昌市个体私营经济协会常务理事。１９９５
年在长葛市乡镇企业局参加工作，１９９９年回大周创办河南金汇特钢有限公司，２００４年企业
更名为河南金汇集团不锈钢产业有限公司。尚学岭坚持 “走出去、引进来”发展战略，充

分利用大周镇地理环境、资源优势 （长江以北最大废旧金属回收集散地、国家循环经济试

点园区），２００５年６月与国内５００强企业———青山控股集团公司和世界５００强企业———韩国
浦项制铁株式会社合资合作，注册资金１亿元，成立了河南青山金汇不锈钢产业有限公司，
任董事长。他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致力于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企业，计划投资１１亿元建设青山金汇不锈钢产业园。投资２５亿元的一期工程自２００６年
９月投产后，已实现销售收入５０亿元，利税２亿元，投资３亿元的二期工程，引进美国新型
低耗节能中频炉、ＡＯＤ和大吨位转炉等先进设备已投入生产，使企业形成年产５０万吨不锈
钢圆钢、方钢生产能力，年可实现销售收入１００亿元，利税６亿元。

尚学岭先后荣获长葛市 “优秀企业家”“十大杰出青年”“增辉长葛新闻人物”“功勋

企业家”、许昌市 “农村小康建设功臣”“优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河南省劳动模范等荣

誉称号。

路　方

路方，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出生，路庄村人，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１９８４年参加工作，任共
青团河南省委科员，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１年调任共青团安阳市委青工部长、青农部长，期间到河
南师范大学进修，并于１９９１年毕业。１９９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４年调任河南
政法大学组织部主任科员，河南政法大学团委副书记，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７年担任河南省叶县县
委常委、副县长，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３年先后担任河南省商丘市邮政局副局长、工会主席、纪委
书记、商丘市邮政局局长、党委书记，２００３年以来担任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
公司总经理。

路根喜

路根喜，１９６９年出生于路庄村，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１９８４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
毕业后留校担任科技所副所长，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４年调任北京秘书处工作，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年担
任北京市绿化局局长，２０１０起担任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环境建设协调处处长。

８２４

长葛市乡镇志



第二节　镇领导更迭

一、党组织负责人

张洪春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５０年１１月）崔国安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１９５２年７月）
张金波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１９５４年８月）王双成 （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９５５年３月）
吕小五 （１９５５年３月～１９５５年９月）邢海江 （１９５５年９月～１９５６年１１月）
乔北方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９５７年９月）王德明 （１９５７年３月～１９５８年３月）
段宗普 （１９５７年３月～１９５８年３月）刘银池 （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９６０年１０月）
王　洪 （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９６５年３月）黄国瑞 （１９６５年３月～１９６８年２月）
张彦甫 （１９７０年２月～１９７１年９月）胡廷珍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９７９年２月）
刘书套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９８１年４月）赵群章 （１９８１年４月～１９８４年５月）
刘五辈 （１９８４年５月～１９８５年７月）贺治中 （１９８５年７月～１９８７年１０月）
张海清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９９２年１０月）高建国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９９５年１０月）
张新才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９９８年１０月）郭华磊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００３年１月）
刘　静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０９年８月）杨方晓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０１１年６月）
李国军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５年４月）张红军 （２０１５年４月～　　　）

二、行政负责人

裴福章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５１年３月）刘云亭 （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９５１年１１月）
刘凤钦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１９５３年１月）路留增 （１９５３年３月～１９５６年１１月）
尚龙昌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９５８年３月）尚绍伟 （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９５９年３月）
孟庆恩 （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９６１年８月）关根荣 （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９６２年９月）
王双成 （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９６５年７月）陈书敬 （１９６５年７月～１９６８年２月）
黄国瑞 （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张彦甫 （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９７１年９月）
胡廷珍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９７９年２月）刘书套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９７９年１２月）
李金亭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９８１年９月）李福兴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９８５年７月）
李万玉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９８７年３月）李录成 （１９８７年３月～１９９０年２月）
高建国 （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９９２年１２年；兼，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９９３年２月）
张新才 （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９９５年１０月）郭华磊 （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９９８年１０月）
董丙建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００３年１月）魏银安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０４年６月）
段　勇 （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００７年１月）李建设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０９年９月）
陈超宏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张红军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０１５年４月）
黄志强 （２０１５年４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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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大主席

韩建勋 （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３月）闫会中 （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００９年９月）
刘中瑞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孔巧荣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

第三节　行政村领导更迭

赵庄社区居委会

书　记 （上级下派，姓名不详）（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４年）赵书敬 （１９６４年～　　　）
管理区区长、大队长　张老虎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４年）
大队长　李海林 （１９６４年～１９８５年）
主　任　韩国治 （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７年）韩丙建 （１９８７年～２００２年）

韩保营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９年）韩永恩 （２００９年～　　　）

柳庄营行政村

书　记　韩根昌 （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８年）孙　根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５年）
孙　田 （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６年）雇付全 （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７年）
张西铭 （１９６７年～１９７５年）辛西有 （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６年）
刘五林 （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９年）孙　根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９年）
韩建军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１年）张荣禄 （２００１年～２０１０年）
孙宝箱 （２０１０年～　　　）

村　长、大队长、主任　
孙　癉 （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０年）靳水旺 （１９５０年～１９５１年）
靳合生 （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５年）孙　根 （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８年）
王金聚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５年）张西铭 （１９６７年～１９７５年）
孙　根 （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６年）辛爱民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０年）
刘五林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８年）张荣禄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
韩清占 （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１年）刘建华 （２０１１年～　　　）

打鱼李行政村

书　记　张玉淑 （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商改成 （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２年）
商书智 （１９６２年～１９７６年）赵书成 （１９７６年～１９７８年）
商书智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５年）袁国锋 （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８年）
邢俊营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３年）邢留栋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４年）
邢金锋 （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８年）李保昌 （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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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林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２年）张兰章 （２００２年～　　　）
大队长　商改成 （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李连臣 （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２年）

汪明会 （１９６２年～１９７６年）王金科 （１９７６年～１９７８年）
商改成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５年）邢俊营 （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８年）

主　任　张保欣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３年）苏永林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４年）
张静安 （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商玉亭 （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８年）
张国林 （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张兰章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２年）
商保峰 （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４年）

岚川府行政村

书　记　朱等勋 （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７年）尚创业 （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０年）
朱兆全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６年）朱根先 （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０年）
苏春治 （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２年）朱兆全 （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７年）
朱顺卿 （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９年）朱得槽 （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６年）
朱广森 （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３年）朱永庆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８年）
朱付斌 （１９９８年～　　　）

村　长　朱兆全 （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８年）朱兆全 （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０年）
朱根先 （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２年）朱顺卿 （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７年）
朱国范 （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６年）朱国战 （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３年）
苏现锋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５年）朱付斌 （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８年）
朱铁林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１年）朱天义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８年）
朱明军 （２００８年～　　　）

后吴行政村

书　记　刘银海 （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１年）刘国祥 （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３年）
潘土秀 （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１年）王海林 （１９７１年～１９８０年）
刘丙聚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３年）刘苟信 （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８年）
刘丙聚 （１９８８年～１９８９年）刘彦军 （１９８９年～　　　）

大队长　潘土秀 （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１年）王海林 （１９７１年～１９８０年）
刘丙聚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３年）

小河董行政村

书　记　李金章 （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９７０年４月）李水昌 （１９７０年４月～１９７９年７月）
董永有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９８６年３月）李水成 （１９８６年３月～１９８８年８月）
董永有 （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０１２年５月）李保章 （２０１２年５月～　　　）

大队长　谢书文 （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９７０年４月）董永有 （１９７０年４月～１９７９年７月）
李水成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９８６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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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董喜旺 （１９８６年３月～１９８８年８月）李根汉 （１９８８年８月～　　　）

老冀庄行政村

书　记　冀土央 （１９６３年～１９８７年）冀根林 （１９８８年～１９８９年）
冀海亮 （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２年）朱爱凤 （２００２年～　　　）

主　任　黄宪头 （１９６３年～１９８２年）冀海亮 （１９８３年～１９９０年）
冀书全 （１９９１年～２００２年）冀国治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５年）
冀国民 （２００５年～　　　）

东朱庄行政村

书　记　朱水昌 （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０年）朱得申１９６１年 （东朱庄）

韩新来 （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２年）（马庄、卜庄、李庄）
朱石妮１９６２年 （东朱庄）靳书田 （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５年）
尚西庚 （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６年）路合钦 （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７年）
朱石妮 （１９７７年～１９８５年）马书钦 （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２年）
韩牛套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９年）朱文喜 （１９９９年～　　　）

大队长　马喜周 （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０年）朱水发１９６１年 （东朱庄）

马喜周 （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２年）（马庄、卜庄、李庄）
朱广营　１９６２年 （东朱庄）朱金坡 （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７年）
韩牛套 （１９７７年～１９８５年）

社　长　王　恩 （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５年）路合钦 （１９６５年～　　　）
主　任　马留记 （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０年）朱文喜 （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８年）

朱石妮 （１９９９年～　　　）马广灿 （２００１年～　　　）
马老胖 （２００２年～　　　）韩书江 （２００５年～　　　）

邢庄行政村

书　记　邢全秀 （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４年）胡来安 （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７年）
邢水波 （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８年）胡秀文 （１９７９年～２００８年）
赵国营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３年）

主　任　赵保福 （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３年）赵炎头 （１９７４年～１９８６年）
赵全喜 （１９８７年～２０００年）朱喜成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１年）
胡国增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４年）邢占伟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３年）

新尚庄社区居委会

书　记　尚西庚 （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７年）丁端木 （１９５７年～１９７０年）
尚金生 （１９７０年～１９８３年）尚海林 （１９８３年～１９９９年）
尚午央 （１９９９年～２０１４年）尚小五 （２０１４年～　　　）

２３４

长葛市乡镇志



大队长　丁金锤
主　任　丁永安　尚坤玲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２年）丁玉卿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５年）

尚新国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４年）尚小五 （２０１４年～　　　）

老梅庄行政村

书　记　梅顺昌 （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６年）原舒庄大队书记
梅金黎 （１９７６年～１９８３年）康根治 （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９年）
朱留成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２年）梅金黎 （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６年）
梅书旺 （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８年）朱跟池 （１９９８年～２０１１年）
朱水午 （２０１１年～　　　）

主　任　梅顺昌 （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６年）梅恩头 （１９７６年～１９８９年）
梅金黎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６年）梅书旺 （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５年）
梅有成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１年）朱改旺 （２０１１年～　　　）

大谷寺行政村

书　记　朱德申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１年）吕福田 （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２年）（南谷寺）
王丙利 （北谷寺）　　　　 张付升 （１９６３年～１９７２年）
吕付田 （１９７２年～１９８５年）张东坡 （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７年）
孙盘根 （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９年）谷随玉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０年）
吕恩西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８年）谷建立 （１９９８年～２０１２年）
吕孔周 （２０１２年～２００５年）

主任 （大队长）

　　　　　　吕水成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１年）吕兰青 （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３年）
孔国喜 （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８年）吕明章 （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２年）
孙国喜 （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６年）吕怀卿 （１９７６年～１９８６年）
孙盘根 （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７年）谷遂玉 （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９年）
贾文治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６年）吕全德 （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８年）
吕怀卿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９年）吕孔周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２年）
王东朝 （２０１２年～　　　）

夏张行政村

书　记　张龙坡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２年）崔赖孩 （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３年）
张龙坡 （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６年）唐荣森 （１９７６年～１９８６年）
张西亭 （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７年）张保国 （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１年）
张保键 （１９９１年～　　　）

主　任　朱心合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２年）张龙坡 （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３年）
张秀亭 （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６年）张根荣 （１９７６年～１９８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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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青云 （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７年）张柱林 （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８年）
张西亭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３年）张金岭 （２００３年～　　　）

庞庄行政村

书　记　路相成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１年）（派驻）薛水旺 （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３年）
薛根庆 （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４年）薛宪忠 （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９年）
薛继中 （１９６９年～１９８０年）张留振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１年）
薛继中 （１９８１年～２０１１年）薛建勋 （２０１２年～　　　）

大队长、主任

　　　　　　 张国朋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９年）薛水旺 （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４年）
张国朋 （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９年）薛水旺 （１９６９年～１９８０年）
张俊民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１年）张水尧 （１９８１年～１９９９年）
张俊民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９年）庞义德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
薛风民 （２０１２年～　　　）

韩庄行政村

书　记　刘勤头 （１９５３年～１９６６年）梅顺昌 （１９６７年～１９７０年）
刘改各 （１９７１年～１９８１年）潘福喜 （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４年）
潘水章 （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８年）刘改各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２年）
潘根松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７年）朱保林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８年）
刘国强 （２００９年～　　　）

大队长、主任

　　　　　　 潘根成 （１９５３年～１９６６年）潘文升 （１９６７年～１９７０年）
梅顺昌 （１９７１年～１９７６年）潘福喜 （１９７７年～１９８１年）
陈西信 （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４年）潘根喜 （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８年）
潘根喜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２年）潘根松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７年）
刘根庆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８年）刘国强 （２００９年～　　　）

大周社区居委会

书　记　张东恩 （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７年）韩申乾 （１９７０年～２０１３年）
周红涛 （２０１４年～　　　）

大队长、主任　张书森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０年）
周永智 （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７年）
周永智 （兼副书记）（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４年）
周根生 （兼副书记）（１９７５年～２００４年）
张海科 （兼副书记）（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１年）
周红涛 （兼副书记）（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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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红涛 （２０１４年～　　　）

陈庄行政村

书　记　王跟随 （１９５５年～１９６４年）王金科 （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９年）
陈书联 （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９年）张虎狼 （１９７９年～１９９１年）
王跟随 （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９年）王保国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１年）
王宪民 （２００１年～２０１４年）

主　任　梁　田 （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８年）邢大奎 （１９５８年～１９８３年）
王跟随 （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４年）张喜兆 （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８年）
王保国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陈建民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６年）
张虎狼 （２００６年～　　　）

赵名寰行政村

书　记　路砖头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８年）赵五太 （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９年）
胡　泉 （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９年）赵永木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４年）
尚国珍 （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７年）胡德民 （１９９７年～２０１０年）
赵　学 （２０１０年～　　　）

大队长　赵水旺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８年）胡根轩 （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９年）
赵根林 （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９年）赵全福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７年）
赵明奎 （１９９７年～　　　）

小谢庄社区居委会

书　记　谢根明 （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２年）谢金长 （１９６２年～１９７６年）
康金池 （１９７６年～１９７８年）谢金长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７年）
邓金安 （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９年）赵龙江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６年）
谢贵卿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１年）谢占军 （２００２年～　　　）

主　任　邓　连 （１９５０年～１９５９年）孙东申 （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２年）
康金池 （１９６２年～１９７６年）谢瑞林 （１９７６年～１９７８年）
谢留治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７年）赵龙江 （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９年）
谢贵卿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６年）赵留庆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１年）
谢金付 （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１年）谢玉瑞 （２００１年～　　　）

前吴行政村

书　记　吴志深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８年）李金岭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０年）
付建民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９年）李军奇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１年）
吴新民 （２００１年～　　　）

主　任　付殿卿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８年）付建民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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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有民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９年）周小光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１年）
邓金岭 （２００１年～　　　）

新魏庄行政村

书　记　张占江 （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８年）靳　箱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６年）
魏五臣 （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９年）王秀法 （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０年）
魏西铭 （１９７０年～１９９８年）魏现设 （１９９８年～２０１０年）
魏文杰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魏林科 （２０１２年～　　　）

大队长　靳　箱 （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８年）王进头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６年）
王秀法 （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９年）魏西铭 （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０年）
靳书秀 （１９７０年～１９８７年）

主　任　王金木 （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１年）张明卿 （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３年）
魏晚成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５年）魏松恒 （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８年）
魏建中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５年）魏文杰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年）
魏保安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魏纪发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

双庙李行政村

书　记　李国平 （１９５８年～１９８０年）郭长有 （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９年）
李海生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８年）李安有 （１９９９年～２０１０年）
李红强 （２０１０年～　　　）

主　任　郭五星 （１９５８年～１９８０年）郭长有 （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９年）
郭新治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８年）郭战科 （１９９９年～２０１０年）
李新战 （２０１０年～　　　）

石桥路行政村

农会主席、村长　路福东 （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４年）
书　记　路丙寅 （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罗荣水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３年）

路丙寅 （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５年）路士明 （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２年）
路丙寅 （１９７２年～１９８４年）路国风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６年）
路中卿 （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０年）
张保亭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２年～２００３年）
路国风 （２００４年～２０１２年）李学义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
梅国华 （２０１５年～　　　）

大队长、主任　路宗林 （１９６０年～１９７２年）
文革主任　李栓德 （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７年）
主　任　路遂臣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０年）

路占江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李群良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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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杨行政村

书　记　杨天禄 （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杨得水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１年）
杨振付 （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３年）杨甲森 （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４年）
潘和生 （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７年）杨喜明 （１９６８年～２００３年）
杨付生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５年）杨得书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４年）

大队长　杨银旺 （１９５８年～１９７２年）杨甲森 （１９７３年～１９８０年）
杨松安 （１９８１年～１９９０年）

主　任　兰四江 （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３年）杨付生 （１９９４年～２０００年）

葛庄行政村

书　记　张东坡 （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４年）张喜迎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６年）
朱留卿 （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９年）黄丙军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２年）
朱小五 （１９９２年～　　　）

主　任　朱留卿 （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４年）朱　彪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９年）
朱小五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２年）张建坡 （１９９２年～　　　）

老庄尚行政村

书　记　尚超杰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５年）尚渭滨 （１９６６年～１９８４年）
罗水花 （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０年）尚秀长 （１９９０年～　　　）

主　任　尚水合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５年）尚宝善 （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９年）
尚长建 （１９７０年～１９８４年）尚刘建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７年）
尚秀长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０年）尚松涛 （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８年）
尚银灿 （１９９９年～２０１３年）尚国灿 （２０１３年～　　　）

大辛庄行政村

１９８５年以前与双庙李属一个行政村
书　记　陈景义 （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９年）王　印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４年）

孙书记 （１９９４年～２０００年）孟福周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９年）
张国安 （２００９年～　　　）

主　任　陈海江 （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９年）张文献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４年）
张书奇 （１９９４年～２０００）王合法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９年）
张国安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５年）

王皮庙行政村

书　记　付　恩 （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丁瑞木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１年）
李金水 （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２年）汪明会 （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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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全河 （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９年）汪西群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３年）
汪如章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９年）陶宝欣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３年）
张全黎 （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８年）张国保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１年）
王喜文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张国保 （２００３年～　　　）

主　任　汪如章 （１９５８年～１９７０年）王智平 （１９７１年～１９７９年）
张全黎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９年）汪东智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３年）
张全黎 （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８年）王喜文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１年）
陆振伟 （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４年）魏朝辉 （２０１４年～　　　）

付桥行政村

书　记　谷秀峰 （１９６４年～１９８４年）谷万福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４年）
张喜唐 （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７年）洪水章 （１９９７年～　　　）

主　任　李明军 （１９６４年～１９８４年）付留根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４年）
洪水章 （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７年）付焕世 （１９９７年～２０１０年）
洪广伟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４年）侯建民 （２０１４年～　　　）

黄庄行政村

书　记　黄根成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８年）黄根田 （１９６８年～１９８５年）
黄根成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２年）黄良玉 （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７年）
黄建民 （１９９７年～　　　）

大队长、主任　黄根田 （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７年）黄国顺 （１９８７年～　　　）

罗庄行政村

书　记　黄献章 （１９５４年～１９６６年）罗建平 （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８年）
罗广振 （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０年）黄建松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８年）
罗战军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７年）李万青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年）
罗书田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罗建坡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３年）
黄仁喜 （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７年）罗俊涛 （２００７年～　　　）

主　任　黄狮子 （１９５４年～１９６９年）罗金有 （１９７０年～１９８８年）
黄松魁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７年）尚信中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年）
黄战军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年）罗国民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７年）
高书军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４年）

大尚庄行政村

书　记　杨根寅 （１９７２年～１９９３年）尚建民 （１９９３年～２０１１年）
尚红展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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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尚结实 （１９７２年～１９８０年）尚林江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４年）
尚中方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９年）尚廷赞 （１９８９年～２００８年）
尚现中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１年）赵红军 （２０１１年～　　　）

席庄行政村

书　记　席玉山 （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王海林 （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
刘国祥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１年）柴福聚 （１９６１年～１９８４年）
刘群周 （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６年）柴福聚 （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０年）
刘春喜 （１９９１年～２０１１年）张君峰 （２０１２年～　　　）

大队长　孙东申 （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王海林 （１９６０年～１９７１年）
刘水峰 （１９７２年～１９８１年）

主　任　梁　央 （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４年）魏水池 （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６年）
梁　央 （１９８６年～２００４年）梁小国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１年）
柴志强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魏占伟 （２０１５年～　　　）

小连府行政村

１９８６年小连府从双庙李大队分出成村
书　记　朱广银 （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７年）董国平 （１９９８年～　　　）
主　任　董秀亭 （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７年）朱明礼 （１９９８年～２０１１年）

董国平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４年）朱小留 （２０１４年～　　　）

路庄村

农会主席　路留增 （１９５０年～１９５５年）
书　记　路遂增 （１９５５年～１９７０年）路合欣 （１９７０年～１９８２年）

路买官 （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２年）朱海周 （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８年）
路根科 （１９９８年～　　　）

村　　长　朱文汗 （１９５０年～１９５５年）路遂头 （１９５５年～１９７０年）
朱铁成 （１９７０年～１９８０年）路遂头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２年）
路永坡 （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９年）

主　任　朱电卿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４年）路根科 （１９９４年～　　　）

第四节　烈士英名录

吕根太，王皮庙村人，１９２５年生，１９４７年入伍，尉氏县朱曲区区队战士，１９４９年牺牲
于朱曲。

路水林，１９３０年生，１９４６年入伍，二野１０９团副排长，１９５０年牺牲于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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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结实，石桥路村人，１９３２年生，１９４８年入伍，战士，１９５０年在朝鲜战场失踪，１９６１
年被追认为烈士。

路喜田，１９２７年生，石桥路村人，１９５１年４月入伍，志愿军战士，１９５１年５月牺牲于
朝鲜京畿道南东山里。

路凤梧，１９２１年生，石桥路村人，１９４９年入伍，志愿军４５０团战士，１９５１年牺牲于朝
鲜广州南。

路占国，１９３１年生，石桥路村人，１９４８年入伍，炮兵３２团战士，牺牲于朝鲜江原道连
川郡。

黄玉和，１９２１年生，罗庄村人，１９４７年入伍，３５４团战士，１９５２年牺牲于朝鲜马良山。
赵中宇，１９２９年生，高庄村人，１９４９年入伍，党员，西南军区警卫团排长，１９５３年牺

牲于四川省大渡口。

张长庆。王皮庙村人，１９２９年生，１９４８年入伍，云南军区战士，１９５３年牺牲于南京。
魏根木，１９３９年生，马庄村人，１９５９年入伍，党员，８０４２部队班长，１９６３年５月牺牲

于青海西宁。

付进福，１９４４年生，后吴村人，１９６３年入伍，４５９６部队副班长，１９５８年牺牲于河北
省。

邢连清，１９５０年生，打鱼李村人，１９６８年入伍，团员，４７９８部队副班长，１９７１年牺牲
于天津市武清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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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老城镇位于长葛市中部，原长葛县老县城所在地。北依双洎河，与大周镇连接，西与和

尚桥、长葛市新市区紧紧相连，西北与官亭乡、增福庙乡、长社办事处相邻，南与许昌县接

壤，东、东南与董村镇、石象镇为邻。全镇总面积５１６平方公里，可耕地面积４４万亩。
全镇辖６个管理区，２９个行政村 （其中８个为社区居委会），７０个自然村。居民以汉族为
主，总人口５８万人。

老城历史悠久。据裴李岗文化遗址考证，早在７０００年前，先民已在这里繁衍生息，从
事农耕、畜牧等生产，已知熟食、衣着，已有歌舞文化活动。据史志记载，春秋 （前７１８）
属郑，战国 （前３７５）属韩，后为魏攻取，属魏，因 “社中树暴长”名长社，并于其南建

长社城。北魏泰常八年 （４２３），郡治移长社。至隋开皇六年 （５８６）置长葛县 （治所在老城

镇）。唐、宋、元、明、清，相沿不变。民国初年，废府存道，长葛属开归陈许郑道，后属

河南第一行政督察区。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为长葛县县委所在地。于１９６０年县城迁和尚

古社柏

桥。老县城为老城镇所在地，始为今之镇

域，故名老城镇。自辟城池置县始，历经

朝代更替，沧桑巨变，集政治、经济、文

化之中心，文化积淀深厚丰富，人文景观

源远文明，名胜古迹可数之多，经济之繁

荣发达，可谓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历史

名人有楷书之祖钟繇 （东汉）；为官清正

邢国玺 （明崇祯）；铁面主事张蔚蓝 （清

光绪）；豫剧名家毛兰花；抗美援朝反坦

克英雄顾洪臣等。名胜古迹有千年古社

柏、敬史君碑、旧县衙、泰山庙大殿、文

庙、陉山书院、洗砚池、三佛寺等。

水利条件优越。双洎河流经境内８个行政村，长１０４６千米。自然沟河有小洪河、干沟
河、古路河、唐古沟４条，分别流经１９个行政村，总长２２２千米。人工河渠佛耳岗水库东
干渠经１４个行政村，境内长９４千米，“引佛济清”线１１千米，东干渠向南支渠长４９千
米，经４个行政村。修建暗渠６条，长１０５千米。全镇机井９３０眼，通井地埋线１１０千米。
河、渠、沟组成灌、排网，水利设施齐全，旱涝保丰收。全年无霜期２１８天，年平均气温
１４３℃，年平均日照２２８０５小时，非常适宜发展农业生产。

交通便利。京港澳高速公路，石武客运专线 （高铁），纵贯南北。省道 Ｓ２２５许昌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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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际机场穿境而过。Ｓ３２５及县一号公路、二号公路横贯东西。至２０１４年底，镇村主要公
路６８条，通车里程达１０８４６公里，全部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出行带
来了极大便利，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卫生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有镇中心医院一处，下设一个门诊部，医疗设备齐全先进。设

置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科等２０余个。高级职称４人，中级职称１５人。各行政村
有卫生室，乡村医生５１人，均经专业进修培训。防控措施得力，制度化，经常化，卫生监
管工作常抓不懈。建立健康档案，集中、分散体检。全镇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达

９８％，解决了看病难、大病看不起的问题。一些地方病已绝迹，流行病得到有效控制，人民
群众健康水平不断提高。计划生育工作常抓不懈，２０１４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４２‰。

至２０１４年底，全镇小学１４处，１１８个教学班，在校学生４２７３人。初中１处，１４个教
学班，在校学生７３３人，封闭式管理。公办中心实验幼儿园１处，民办幼儿园１０处，共１１２
个教学班，在园学生２６４３名。镇设成教中心１处，学校设家长学校。全镇教职工２９８人，
中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均达１００％。学校管理规范化、科学化，教学设备现代化，教育
教学质量显著，多次获得殊荣。

经济发展迅速。１９５０年起，老城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粮食产量逐年提高。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农村推行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农、林、牧、副、渔

全面发展。２０１４年，全镇粮食总产量达９６１１２万斤，经济作物总产量达８２６万斤。植树造
林，绿化环境，年植树３万株。依托京港澳高速两侧植经济林带８００余亩，魏武和黄金大道
植景观林带７００余亩。林木覆盖率为２５３％。畜牧养殖业发展快，饲养量逐年增长，截至
２０１４年底，有养殖专业村１个，养殖基地４个，养殖专业户７９户；饲养肉、奶牛２２３头，
奶产量７００吨；养猪１５１１１头，养羊２９８６８只，养鸡２０７０５０只，养蜂１１０箱。养殖业年创总
产值１５７亿元；村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业经济发展迅猛。至２０１４年，工业企业达２３１９家
（规模以上３８家），从业人员２２０９１人，年创总产值达３７亿元。

至２０１４年，老城镇荣获许昌市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乡镇”、河南省 “平安建设先

进单位”、许昌市 “农业结构调整先进乡镇”、许昌市水利建设 “红旗杯”、许昌市 “文明

村镇”、许昌市 “文明先进单位”、许昌市 “人口和计划生育先进单位”、河南省 “质量信

得过单位”、许昌市 “六好乡镇党委”等荣誉。２００４年被河南省综治委授予 “综合治理先

进乡镇”。２００６年２月被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授予 “计划生育便民服务工作先进单

位”。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获得 “河南省机关档案工作规范化管理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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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民国 （１９１２年 ～１９４９年９月）

　　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第一届众议院进行初选，长葛分为七个区进行投票。陈尧村人陈鸿
畴被选为议员备补，民国５年 （１９１６）７月补为议员。

民国２年 （１９１３）１０月，杆首韦老八、崔文连合众百余人夜攻县城西关 （今老城西

关），烧房１０余间，抢掠财物无算，被保卫团击退。
民国６年 （１９１７）８月１６日，天主教徒来老城于西关路南设立教堂，神父彭相信，会

长张定中。

民国７年 （１９１８），在许昌英美烟公司做木活的尹家堂村人尹大正带回烤烟型烟草种
子，进行试种，并获得丰收，为长葛烤烟种植之始。

民国３０年 （１９４１），８月７日，路百占 （字梅村，今老城人）有感于地方不平之事，在

《长葛日报》发表 《好人在哪里》一文，痛斥全县区长、联保主任及保长横征敛财、徇情枉

法的罪行，全县震动。当权者怒不可遏。１０日上午，区长杨景贤、郭奠五、翟慎行带领全
县联保主任、保长在县城游行示威，县长唐绍庭将路百占上镣入狱，但路不屈从。１８日，
获释出狱。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 ～　　　）

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８日，区举行庆祝大会。
是月，全区农村兴办农民业余冬学，扫除文盲。

１９５０年

３月，土地改革全面推行，５月２０日结束，实现了耕者有其田。１９５１年１月至２月颁发
了土地证。

５月２６日，城关镇 （今老城）工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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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５年

３月１日，始发行新人民币，同时收回旧人民币。
是月，由地方自筹资金，城关镇 （今老城）双洎河大桥动工兴建，翌年４月建成通车。

１９５６年

６月，全区推广玉米人工授粉技术。
１１月，县委决定撤区并乡，成立中心乡，老城分为城关中心乡和双庙中心乡。

１９５８年

５月１日，河南省红薯种植工作会议在长葛召开。学习城关乡 （今老城）新路二社红薯

种植过程中的火坑育苗、红薯搬家、培育壮苗、深翻土地、前犁后套、施肥及栽培等方法。

８月２５日，城关 （今老城）人民公社、双庙人民公社成立。下设管理区、生产队。实

行公社、区、生产队三级管理体制，以大队为核算单位。

是年，各大队成立集体食堂，农户家中不得生火做饭。

１９６０年

１０月，县委及县人委由老城迁至和尚桥，此后，县直各单位陆续迁至和尚桥。
１２月，集体食堂因缺粮而解散。

１９６１年

４月，在和平大队集中全县６０多个泥、水工学习烤烟火炕改建技术，提高烤烟质量。

１９６５年

在西关生产队试验棉花营养钵育苗技术，１９６７年在全县推广。

１９６６年

８月２０日，撤销区建制，扩大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规模，恢复生产大队一级管理体制，
老城人民公社下辖十八个生产大队，公社建立党委和管委会，生产大队建立党支部和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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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１９６７年

１月，老城人民公社改为东风人民公社。

１９６８年

３月下旬，经县革委会批准，公社建立革命委员会，代替公社管委会。

１９７１年

４月１４日，县委对原驻尹家堂大队的整党建党工作队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违法乱
纪、关押群众、造成不良影响一事，对有关人员进行纪律处分，并通报全县。是年，取消东

风公社，又恢复为老城人民公社。

１９７９年

１０月１０日，菜李大队一赤脚医生误将卡介苗进行皮下注射，９至１５岁少年４２３人接
种，结果造成１３７人化脓、１４６人淋巴结肿大、９４人溃破的重大防疫事故，后经积极医疗痊
愈。

１９８３年

１２月，取消人民公社体制，老城公社改为老城乡。乡建立党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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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４年

４月２５日，许昌地区行政公署、许昌地区教育局、长葛县人民政府、县教育局，为校
舍修建专业户和平街孙银章赠送匾额。

５月，老城乡改为老城镇人民政府，下辖２７个行政村，７０个自然村。

２００３年

９月，新农村合作医疗启动，全镇参合率达８５％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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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２４日，镇成立会计核算中心，对行政村、各中小学校的财务进行集中核算，保证
了各项资金的合理使用。

２００４年

４月１８日，国家实施种粮补贴，当年每亩１８７３元，补贴金额全部发放到位。

２００６年

９月，良种补贴工作落实到户，达到农业增长、农民增收的目的。

２００８年

开展 “清洁家园”活动，村容村貌得到改善。

２００９年

２月７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尹家堂村视察抗旱浇麦情况及麦田管理工作。
３月，在无职党员中，开展 “设岗定责”活动。

１２月，获得河南省机关档案工作 “规范化管理”先进单位。

２０１１年

１月，获得河南省第二次经济普查先进单位。
４月，获得许昌市 “统计规范化建设”先进单位。

２０１３年

７月６日，举行 “老城镇首届正能量评选活动”，对９８名优秀党员、６名党务工作者、９
名好公婆、３６人好公民、２６名好少年进行表彰。

２０１４年

在全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评选出１８名 “四能四会”标兵。开展 “美丽乡

村”创建工作，打造了４个示范村和１６个重点村，建地埋式垃圾箱１８个，建垃圾池２５６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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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理环境

第一节　建制沿革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当地解放，当时未建立政府，于１９５０年建立城关区。地址在三佛寺庙院。
所辖１６个乡、６５个自然村和老城四关。１９５１年 ～１９６６年之间，机构多次变化，其中１９５１
年席寺区将西北１４个村划归城关区，所辖７９个自然村，四关为一个村，共计８０个自然村。
１９５２年又迁到衙后街高家院。１９５５年由石象划归城关区２１个自然村，共计１０１个自然村。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撤区并乡，划为五个乡和一个城关镇。１９５７年撤销王庄乡，成为四乡一镇。
１９５８年３月撤销打绳赵、蔡寨两个乡并为城关、双庙两个人民公社和一个镇。同时将西南
部四个自然村划归和尚桥公社，当时所辖９７个自然村，于１９６０年迁城隍庙院。１９６１年将
城关公社设为城关区，下设四个中型公社和一个镇。于１９６１年１２月撤销四个中型公社统一
并为城关区，辖一个镇、十八个小型公社。于１９６６年５月改为老城人民公社。西北部七个
自然村划归官亭公社，东南部二十个自然村划归石象公社，小型公社和镇撤销改为生产大

队。此时，公社辖１８个生产大队、７０个自然村。１９６７年１月，在 “文革”中，老城公社改

为东风人民公社。１９７１年取消东风公社，又恢复为老城人民公社。１９７２年３月正式建立公
社党委、政府领导机构。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将老城人民公社改为老城乡人民政府，增设经联社组
织机构。１９８４年５月撤乡建镇，改为老城镇人民政府。１９９７年被河南省建设厅命名为 “中

州名镇”。至今老城镇辖２９个行政村 （其中８个社区居委会，分别是和平、西关、东关、
北街、谷庄、尹家堂、台庙、李庄），７０个自然村。全镇分为六个管理区：一区辖和平、西
关、东关、北街、岗张、大赵庄、圪塔庙７个行政村；二区辖郭贾、榆园、槐树陈、菜李、
陈尧、王庄、粮斗桑、老路庄８个行政村；三区辖辘轳湾、前白、马庄３个行政村；四区辖
芦庄、三里张、打绳赵、耿庄４个行政村；五区辖西黄庄、头堡、双庙、谷庄４个行政村；
六区辖尹家堂、台庙、李庄３个行政村。

第二节　人　口

２０１４年，老城镇总人口５８７３５人，居民以汉族为主，另有极少数回族、维吾尔族等少
数民族。全镇农业人口４５４８５人，占总人口７７４％，分别从事农、牧业。非农人口１３２５０
人，占总人口的２２６％，分别从事商业、文教、卫生、饮食服务、废旧塑料回收加工、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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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尾毛加工、农用电动三轮车生产、蜂产品加工等行业。

２０１４年老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４２‰，人口呈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类型。

第三节　村镇建设

一、镇政府驻地建设

老城镇政府办公驻地为原长葛县老县城所在地 （也因此而得名）。始建于东魏武定七年

（５４９）。初以车箱为楼，因名长箱城。历史变迁，朝代更替，至民国间，城区街道主要有东
大街、西大街、南大街、衙前、衙后街、朱家巷和东关大街。城隍庙在东大街路北。新中国

成立后，长葛县委员会驻此，又新建办公用房２０余间。当时老城镇为城关区，办公在三佛
寺庙院，１９５２年迁到衙后街高家院。１９６０年老县城迁址后改为老城公社政府办公驻地，新
建剧院一座，供文艺表演、电影放映、大型会议所用。期间，另有个别政府机关单位分散在

城内其他地方。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城乡的规划，于１９９０年镇政府驻地迁址现在
老城镇前进路中段西侧，镇直机关办公均在此。

二、房屋建设

民国期间，广大农民生活贫困，居住简陋，大多数农户只有三间草房和半间厨房，土坯

垒墙，麦草盖顶，低门小窗，阴暗潮湿，少数较富有的农户有砖瓦房，楼房甚少。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翻身农民生活略有改善，多设法盖三间砖基土墙、草
木盖顶的新房，居住条件稍有改善。

１９５８年公社化后，刮起 “共产风”，错误提出 “小庄儿并大庄儿”，移村并户居住，加

之大队办公、食堂、仓储等占用，成为农民居住最拥挤的时期。

１９６５年 “四清”运动前后，农村集体用房有较大发展，多数大队、生产队建了砖瓦结

构的学校、办公室、仓库等，并 “庄儿”的农户也返回本 “庄儿”，农民住房有所恢复。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农民兴建住房热情升高，进入８０年代，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等
一系列富民政策实行后，农户房屋建设形成高潮，砖墙瓦顶、水泥预制板盖顶、室内水泥地

平，日益时兴。从１９８７年村镇规划到９０年代以来，新建、拆除重建的均为 “７”字形房，
主房４间，厨房连门楼。砖墙瓦顶和水泥预制板盖顶的平房。玻璃门窗，通风采光，室内贴
地板砖，宅院内水泥地坪，楼房渐多。

２０１０年起，又有部分农民为讲究美观、宽敞、适用，兴建８～１０米大跨度主房，宅院
四周盖满，门楼壁面、墙面瓷砖，铁皮彩瓦盖顶隔热，脊兽装饰，样式新颖，别致美观。

三、公共设施建设

全镇村村通公路，多数村内道路两侧有绿化，架设有路灯。家庭用水卫生方便。全镇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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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４００万元，相继建有５个水厂。村村通管道，全部用上自来水。各村建有活动场地，配备
有各种体育健身器材，供人们闲时游乐、健身所用。各行政村建有图书室、电教室等设施。

第四节　交通运输

新中国成立前，镇域内的道路落后，穿境而过的主干道有一条通往双洎河以北的大周、

刘合集、洧川等地的土路，由镇驻地 （老县城所在地）通往许昌的一条大道，也是坑洼不

平的土路。交通工具多为手推独轮车，只有少数富户人家有畜力铁轮车、木制四轮太平车。

出行远近均是徒步。

新中国成立后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期间，老城镇的交通条件由逐步提升到快速的发展。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由长葛 （搬迁后的新城）至南席的公路穿境而过，境内长７５公里，境内有
４条南北公路，多为沙石路面，交通工具多为人力架子车、胶轮马车、机动三轮、四轮小
拖、大型拖拉机、摩托车。出行自行车普遍，骑摩托车少量。从８０～９０年代，公路扩宽，
路面改建为柏油路面。进入９０年代以来，老城镇域内的道路建设和交通运输更是快速发展，
路面基本为混凝土结构。境内公路纵横，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京港澳高速公路、石武

客运专线 （高铁）纵贯南北，其中京港澳高速境内长１１４３公里。新建省道Ｓ２２５（许昌至
新郑国际机场）穿境而过。许昌界至金鱼河桥与魏武大道重合，省道 Ｓ３２５贯穿东西，境内
长３４公里。镇村主要公路６８条，总里程长达１０８４６公里。全镇已全部实现村村通公路。
人们出行多为电动车、面包车、轿车。路程较远者乘坐飞机的也逐渐增多。运输货物由过去

的人力、畜力均被机动车代替。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全镇电动车１２０００台，面包车、轿车共有
２２００辆，用于货运的三轮车、拖拉机、汽车共有３８００辆。

第五节　邮电通信

１９８０年，老城邮电局共有房屋１０多间，支局人员８人，营业员１人，投递员３人，机
线员１人，报务员２人，所长１人。当时业务为报刊发行、手摇电话等服务。全公社有电话
２５部，除社直机关外，大部分大队都没有电话。直到１９９２年由长葛市邮电局和长葛市老城
镇政府联合出资，购买程控交换机设备，４年期间共发展直拨电话３５０部，１９９６年镇政府退
出电话服务，由邮电局单独经营。

１９９８年邮电局分为邮政局和电信局。
１９９８年起更名为长葛市电信局老城支局，直拨电话用户约２５００户。
２０００年底长葛市电信局分为长葛市电信局和长葛市移动公司，固定电话用户４０００户。
２００４年电信局划分区域后河南划归北方更名为中国网通，同时更名为长葛网通老城支

局，固定电话用户达到８００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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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日，中国网通与中国联通合并，更名为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长

葛市分公司”老城支局至今。

２０１４年底联通老城支局下辖社会渠道代办点３５个，服务项目包括：手机、固话、宽带
业务、光纤入户、党建、网络电视等业务。老城镇共有固定电话５５００部，宽带４０００部，综
合月收入达到４０万元，年收入突破５００万元。

老城镇邮政所位于镇街中心，兴建于１９９０年，占地面积为６８０平方米，营业楼建筑面
积为４１７平方米。１９９８年邮电分营以来，主要业务范围有：邮政基础业务，邮政增值业务，
邮政储蓄业务，邮政附属业务，仓储服务，农资、日用消费品的连锁配送。老城镇邮政所投

递路线分２路，其中一条为东关村到西黄庄，另一条为和平到耿庄。

第二章　经济建设

第一节　经济体制改革

　　新中国成立前，老城镇一直实行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１９４９年后，经过剿匪反霸、土
地改革运动，至１９５０年底全面实行了耕者有其田。

土地改革后，为发展生产，党和政府号召农民建立互助组，生产自救。１９５１年，本着
自愿互利的原则，互助组逐步发展。１９５４年互助组发展到顶峰，入组农户占总户数的
４６５％。１９５５年春，根据党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农业合作社迅速发展。是年冬，高级农业
合作社建立，取消土地报酬，各户生产资料作价入社，按劳或地劳各半分配。１９５６年老城
区将５６个初级社合并，新办高级农业合作社１２个，入社户数５６２８户。全区实现了农业合
作化。

１９５８年８月，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是年老城人民公社

成立。人民公社时期，大多数土地归集体统一经营。由于在 “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口号

下，走得过急，步子不稳，一部分农民缺乏思想准备，干部的管理水平跟不上迅速变化了的

生产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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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在生产计划、管理、分配等基本问题上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人

们出工不出力，加上天气干旱等自然灾害，造成地荒、减产。浮夸风的高指标、高征购，使

全区征购透底，群众生活极度困难。

１９６１年１２月，通过贯彻中共中央关于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解散集体食堂，调

整了分配上的供给制，借地、扶持贫困农户，农业元气渐得以恢复。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老城率先在农村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推行以家
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责任心。至１９８５年，全公社２８
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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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队都把土地承包到户，农业生产得以迅速发展。

第二节　农　业

老城镇地势平坦，水利设施齐全，是粮食生产的农业大镇。

新中国成立前，耕作条件落后，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粮食单产徘徊在４５公斤左右。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了土地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使耕者有其田。政府带领农民发展农

业，大力推广优良品种，改善土壤，科学地改进耕作制度，积极防治病虫害，农业生产稳步

发展。１９５６年，完全实现了高级社，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是年全区粮食面积５０２万亩，
单产９７１公斤，较新中国成立前增长一倍。１９５８年 “大跃进”期间，受 “左”倾错误影

响，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１９６２年，组织贯彻中共中央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针，落实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生产条件有所改善，农业生产有

较大发展。１９６５年，全区粮食单产１３２公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推行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

任制，农民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同时，调整粮经种植比例，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在全镇建

立起了食用菌、大葱、韭菜、无公害蔬菜等培育基地，农业总产值大幅度提高。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年，国家取消了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２００４年实行种粮直补，农民生产积极性增长，粮食
产量逐年稳步提高。２０１４年，全镇粮食总产量９６１１２万斤，其中经济作物总产量８２６万
斤。

水利建设方面，１９６９年建立水利站。经过多年治理，全镇共挖沟４条，修渠１２条，其
中明渠９条，共计２１公里；暗渠３条，共长５公里。自然灌溉面积６００余亩。机井９３０眼，
水泵１０００余部，有效灌溉面积３９０００余亩，旱涝保收面积３６０００余亩，全镇灌溉通井地埋
线１１０公里。

万亩示范方建设。至２０１４年底，在市一号路以南 “万亩示范方”内，清理、整修排水

沟２条１８公里，清淤渠道４条４公里，农田主干道清沟、整修１０条１５公里，整修各类建
筑物１５座，新打机井３５眼，更新配套机井３９眼，整修清淤机井２８眼，农田林网植树３０００
余棵。

第三节　林业　牧业

林业。新中国成立初期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老城镇没有大的植树造林活动。林业管理不
规范，林木覆盖率较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委、政府以改善生态环境、减少水土流

失、提高农民收入为指导，以农田、沟渠、主干道网林建设为重点，以营造用材林为主，植

建经济林为辅，兼带发展景观林，提高全镇林木覆盖率。同时，加强林木管理和经济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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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源乳业奶牛养殖场

改造，加快了林业发展步伐。２０１４年，全
镇林木覆盖率达２５３％。

畜牧业。新中国成立前，只有少数富

裕户饲养少量牛、马之类的大牲畜，主要

用于使役。多数农户少量饲养猪、羊、

鸡。新中国成立初期，家畜饲养有了较大

变化。农业合化后，于是大牲畜归集体饲

养，猪、羊、鸡、兔等以家庭饲养为主。

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允许社员饲养大牲

畜，大牲畜、小家畜饲养数量逐年增长，

相继出现了许多养殖专业户。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起，在政府引导和扶持下，老城畜牧业生产逐步形成了规范化、专业化格局。据统计，

２０１４年，全镇有养殖专业村１个，养殖专业户８６户，其中养牛专业户５户，养羊专业户４３
户，养猪专业户２０户，养鸡专业户１１户，养蜂专业户７户。大牲畜存栏数为１６８４头，猪
存栏数为８４４２头，羊存栏１３４２４只，鸡存栏２９万只，年创产值１５６８８万元。

第四节　工　业

清末民国时期，老城工业有纺织、金属加工、木材加工和食品加工等。当时国内知名的

“长葛绒”就出自老城制绒厂。农民家庭副业主要有铸造、木工、蒸酒、榨油、工艺手工制

作等。均以增加收入，养家糊口。新中国成立初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镇村副业种类在延续传
统产业同时，有些村队又相继成立了木业社、铁业社进行对外经营活动。当时，圪塔庙村的

斧头、菜刀制作工艺驰名省内外。

１９８０年社队企业召集有知识、懂经营的精干人员，脱离农业生产，从事工业生产，办
起了皮件厂、铸造厂、服装厂、毛纺厂、面粉厂、砖瓦厂、机械厂、油漆厂等，从业人员

３７９人，工业总产值７８万元。１９８５年，老城机械厂由生产犁、锄头等锻造产品，到研发制
造适应农村所需的动力三轮车产品，成为当时的龙头企业 （奔马集团公司前身），迅速带动

了老城镇农机配件加工。东关毛纺厂扩建到占地面积３５亩，从业人员增加到１５０人。年底
全镇工业企业已发展到８４０家，从业人员２５２０人。１９９５年，老城成规模的机械厂达１１０家，
在商标注册中，仅带 “马”字商标的企业就有奔马、真马、俊马、乐马、华马、金马、三

马等十几家，年生产农用三轮车达１００００多辆。１９９５年底，全镇成规模的企业达１５８家，个
体私营企业达２７８５家，从业人员１０４４６人，工业总产值达８５亿元，上缴国税８５７万元。

进入２１世纪，老城镇大力招商引资，引进的 “永生摩托车有限公司”，占地４５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１１０００平方米，固定资产５６０万元，有技术管理人员５６人，职工１４６人，主
导产品正三轮车配件及销售ＶＳ１１０ＺＨ、ＢＳ１１０ＩＫ、ＢＳ１５０ＺＨ等系列正三轮摩托车，２００３年通
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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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０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被中国质量检验协会认定为 “质量合格产品”。“世

英机械有限公司”占地面积５万平方米，员工８００人，总资产２０００万元，拥有总装、焊接、
烤漆、金属加工、成型等多条流水线，主导产品为 “世杰”“宇鸽”三轮农用运输车。生产

的１５种产品被列入国家经贸委、发改委 《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龙兴铝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占地面积１１６亩，拥有国内一流的１６５０型铸轧生产线６条，１６５０型冷轧生产
线１条和箔轧２条，拉弯较机组两套和厚薄分切、横剪机组等，是一家从事高精密铝板、带
箔加工的大型股份制民营企业。广源车辆有限公司，占地面积６万平方米，员工９８０人，固
定资产７６００万元，具有年产１０万辆的生产能力，公司被授予 “发展民营经济优秀企业”。

银发菌果科技有限公司，占地面积１００余亩，员工１２６人，拥有标准化日光温室２万平方
米，恒温保鲜库５００立方米，空调培养库一万立方米，先进智能化出菇房９０多座，是一家
生产技术研究、推广应用的大型股份制企业。生产的 “银发”牌系列产品在广大消费者中

享有很高的声誉。２００５年，全镇工业企业达３４８４家，从业人员２１４０４人，企业总产值达
２６８亿元，上缴税金１３１６万元。

２０１０年后，老城工业经济发展迅速，已形成以 “通用机械”“永生摩托”“广源车辆”

等机械加工制造为主导产业的工业集聚区，以 “龙兴铝业科技”为龙头生产的铝板、带、

箔和以 “帝棉纺织”为龙头生产的棉纺深加工等高新技术产业区，以 “华根生态园”和

“中州人文纪念园”为主要线路的观光旅游产业区。目前，“奔马公司新厂区”“众品生鲜物

流园”“万顺包装”“瑞阳印务”“祥仑钢圈”“富侨机电”“黄河工业园”“大阳纸业”“中

森虎皇保温材料”等项目已落户老城，建成投产。２０１４年工业企业２３１９家，其中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３５家，从业人员２２０９１人，年创总产值３１亿元，利税１５２０元。

第五节　商贸业

老城镇行商坐贾，条件优越。新中国成立前，有东大街、西大街两个较繁华的商业点，

许多商户集中此地，有饭店、有面食馆、烟酒百货、杂货铺、旅店、油坊、染坊、理发店等

店铺及其他摊点。村庄古庙会，每逢集会日，各种土产、手工产品、修理加工部、饮食部等

皆上市设摊摆点。

１９５０年后，推行发展国营商业对私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引导商户走
公私联营和合作经营的道路。１９５８年，老城供销合作社成立，拥有营业门市部１４间，职工
３２人，同时担负起了对全区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将部分私营商业纳入不同
类型的改造形式，过渡为供销社职工。随着人们生活需求的不断提高，供销社也随之发展壮

大，先后设点７处即尹家堂、双庙、岗张、辘轳湾、西关、大赵庄、西黄庄。
１９６１年，调整商业结构，新批准了部分个体商户。在 “文化大革命”中又当作资本主

义 “尾巴”被割掉。１９７７年，随着市场需求，老城供销社建起一座营业面积３０００平方米的
综合营业大楼。１９９２年，又在前进路与一号路交叉口建营业房５２间，营业面积２２００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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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综合营业场所。

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对私营商业实行保护政策，个体商业发展迅速，由摊点经营，逐

步发展成个体商业、商品流通不再是供销社一家经营，集体、个人均可参与。２０００年镇政
府规划沿市 “一号路”，建起了 “商业十里长廊”。东关、和平先后规划建起了商业街。和

平 （逢五、十）、尹家堂 （逢二、七）、台庙 （逢一、六）相继成立了物交会。２００３年，镇
供销社又发展３０多家新农合超市。２０１４年，全镇成规模商业２１家，大小型超市１４５家，各
类商品饮食等门店１８０多家。

第六节　饮食服务业

老城在相当一段时间是长葛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境内饮食业较为发达。饭店、包子

铺、茶馆、各种面食小摊众多。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稳定，市场繁荣，饮食业发展较快，除

个体经营的饭店、酒馆外，区供销社亦设 “大众饭店”，所做饭菜以大众化、经济实惠而受

欢迎。１９５３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个体饮食业大都停业，少部分只经营菜肴。市面
上仅存社区经营的 “大众饭店”。因顾客凭粮票进店吃饭，但手中有粮票者很少，顾客寥寥

无几。１９５７年社会主义改造后，只保留供销社饭店，个体小店面只经营茶水，不再经营饭
食。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期间，集体或个体一律停止经营。进入８０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
的不断深入，多种经营成分并存，国营、集体、个人，齐头并进。９０年代以后，在国家宏
观调控政策的支撑下，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饮食业发展迅速。２０１４年，村镇饮食店１７９
家，从业人员１６２８人。

旅店、理发、照相等服务业，在１９４９年前均为单一经营的小店铺，门面小，设备简陋，
数量少，多集中于重点路段或乡村集镇。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服务行业发生了很大变化。
进入２１世纪，服务业不但在数量和规模上有大幅度增长，在服务档次和品位上也有大幅提
升。２０１４年，理发店有４９个，其中设备齐全，男女发型设计，美容、美发等规模以上的１６
家。旅店１８家，多集中于镇区及城乡连接村。照相业８家，集中于镇区，业务扩大到婚庆
典礼、生日庆寿等。其他服务业有镶牙８家，缝纫７家，汽车美容装饰５家，大小车辆修理
２３家。

第七节　金　融

老城镇历史上流通的货币有：制币、铜板、银两、银元、清币、人民币 （其中短期内

流通过老城专用币）。

新中国成立前，辖区内无银行信贷，只有少数富户高息放贷，利息高，期限短，称之为

“驴打滚”。新中国成立后，信贷工作成为调节社会经济的杠杆，具有计划性、生产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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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的特点。存贷业务以计划为指导，促进企业有计划发展生产和商品流通。

境内有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三家网点。工商信贷分为农、林、牧、渔业，

制造业、建筑业、餐饮业。业务对象为农民、乡镇工商企业、物资系统、粮食系统、供销

社、个体工商户等。２０１４年底信贷总额为２１５６２万元。
农业信贷，解放初期主要方式是：贷钱还钱、贷粮还粮、贷钱还粮等。主要用途有：农

业方面的种子、化肥等，副业方面的运输、编织等。不同的年代，贷款对象有所不同。用途

是生活用款，养殖业、企业生产经营、个体户经营用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信贷逐渐

步入正轨，居民存款储蓄余额逐年增多，储蓄存款的种类有定期、整存整取、零存整取、活

期等。２０１４年，全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４亿多元。

第八节　经济管理

民国期间，本地属小生产自然经济，多数产品自产自销，工业品流通靠私营商贩，生产

生活用品交换靠集市，土地买卖靠官府税 “地契”，工商管理靠商会和行会。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实行计划经济，用经济计划指导和宏观调控经济的发展。改革
开放后，逐步建立健全工商管理、质量监督、土地管理等机构，对经济各部门实行监督管

理。

第九节　企业简介

河南龙兴铝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位于产业集聚区的龙兴铝业

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４年８月，是一家从事
高精密铝板、带、箔加工的大型股份制民

营企业，位于长葛市城东高新工业园区

内，占地１１６亩，厂区紧邻京珠高速公路
和１０７国道，交通便利。已建成国内一流
的１６５０型铸轧生产线六条，１６５０型冷轧
生产线一条和箔轧两条，拉弯校机组两套

和厚薄分切、横剪机组等。另从美国进口

配套的高精密测厚仪，建立了一套严格的

质量监测和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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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葛市世英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省长葛市世英机械有限公司是国

家发改委 《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内企业，距京珠高速公路３００米，１０７国道１５公
里，占地面积５万平方米，有员工８００名，总资产２０００万元。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检测手
段齐全，拥有总装、焊接、烤漆、金加工、成型等多条流水线，具有年产２０万辆生产能力。

主导产品为 “世杰” “宇鸽”牌三轮农用运输车、窑厂专用车。三轮摩托车畅销全国

２２个省，产品被河南省质检部门认定为 “质量信得过产品”和 “９８年国家农用车十佳品
牌”、荣获 “河南农民信得过产品”，２００２年 “全国质量稳定合格产品”。“世杰” “宇鸽”

等１５种产品列入国家经贸委、国家发改委 《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世杰”牌农用运

输车被授予 “河南省优质产品”称号。公司被国家农业部授予 “全面质量管理达标企业”。

长葛市永生摩托车有限公司

长葛市永生摩托车有限公司始建于２０００年，位于长葛市京珠高速路出口西５０米，占地
４５０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１１０００平方米，固定资产５６０万元，技术管理人员５６人，职工１４６
人，主导产品正三轮车配件及销售 ＢＳ１１０ＺＨ、ＢＳ１１０ＺＫ、ＢＳ１５０ＺＨ等系列正三轮摩托车。
２００４年与重庆航天巴山摩托车有限公司合作，联合开发销售 “巴山”牌系列正三轮摩托车。

公司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本着 “高质量、低价位”的发展思路，严把质量关，２００３年
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０版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严格按照体系标准组织生产。。产品也先后被中国
质量检验协会定为 “质量检验合格”产品、河南省机动车检验检测中心检验为 “合格产

品”。

长葛市众兴钢圈有限公司

公司东距京港澳高速３００米，西临１０７国道和京广铁路，交通便利，属股份制企业，是
大、中、小型汽车钢圈、四轮拖拉机钢圈的专业生产厂家。集开发、设计、生产、销售为一

体。公司拥有五条钢圈轮辋生产线，两条轮辐生产线，具有国内车轮行业一流水平的阴极电

泳漆自动涂装线，另有１６００Ｔ四柱液压机、闪光对焊机、刨渣机等先进生产设备，年生产各
种型号钢圈１５０万只，机架２０万架。公司产品质量稳定，承载能力强，具有良好的实用性
和通用性，各品种已通过定点监测站监测，均符合国家标准。公司按照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０国家
标准建立管理体系，并于２００６年７月通过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２００７年荣获 “河南省优质

产品”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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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广源车辆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京珠高速公路长葛站东侧，厂区面积６００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２００００平方米，
现有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３６人，生产员工９８０人，固定资产７６００万元，拥有现代化的总装
生产流水线，后桥核心总成流水线，同行业一流的机架，货箱喷涂生产流水线，以及大型冲

压中心，钣金生产加工中心，具有年产１０万台农用及电动车辆的生产能力。
公司本着 “高起点、高品位、高质量”的企业战略，与国内著名科研院所通力合作，

从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安装、直到售后服务都建立健全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产品的知名

度、美誉度、诚信度不断提高，公司被授予 “发展民营经济优秀企业”。

长葛市银发菌果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是集生物技术研究、推广应用的大型股份制企业，与河南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河南农大食用菌研究所、河南省农科院等科研教学单位建立了长期稳固的技术合作关系。拥

有员工１２６人，占地面积１００余亩，拥有标准化日光温室２万多平方米，恒温保鲜库５００立
方米，空调培养库１００００立方米，智能化出菇房９０多座，以食用菌的科技研发、生产销售
和基地发展为主，采用全套自动装袋设备和固体、液体菌种生产线。常年供应纯白金针菇、

海鲜菇、白灵菇、鸡腿菇、茶树菇、黑木耳、秀珍菇、姬菇等，常年大量销售玉米芯、棉籽

壳，并对外销售食用菌试管种、栽培种，是河南省食用菌行业的先进单位，长葛市食用菌产

业的龙头企业。公司生产的 “银发”牌系列产品在广大消费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是一种

纯天然保健食品。

第三章　政治　文化

第一节　党政社团

　　１９２４年５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汪涤源 （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中共党组织派
遣，来长葛开展党的工作。汪以县立甲种蚕业学校教师身份组织读书会、学生会，传播马列

主义。同年冬先后在学校和农村发展黄梅岭、崔南山、高玉杰等１０余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建立两个党小组。黄梅岭、高玉杰分任组长，办公地点设在县城古仓街崔南山家。党小组建

立后，又发展李友三等６人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６年４月，党员发展到２０多人，建立中共
长葛县支部。１９２７年７月建立中共长葛县委，办公地点设在老城李友三家。１２月，白色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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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日趋严重，县委负责人黄梅岭被国民党逮捕 （１９３２年被害）。崔南山等家被抄，党组织一
时瘫痪。１９３０年又恢复开展党的工作，历经到１９３９年，建立三个支部，并增设尹家堂支
部，党员发展到７０余人。主要是组织发动农民抗捐、抗税，建立 “民先队”抗日。１９４４年
４月长葛沦陷，党组织遭到反动当局的疯狂镇压和严重破坏，活动极端困难。共产党员没有
被屈服，继续坚持斗争。１９４７年重建党组织，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建立中共长葛县委员会，即集中
力量进行剿匪反霸，组建新政权，发动群众生产度荒和支援前线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长葛建立中共第一区委员会 （驻老城），书记阎位中，副书记张如林。

１９５１年改为中共城关区委员会，１９５６年老城建立城关中心乡党委、双庙中心乡党委，１９５８
年改为老城人民公社党委、双庙公社党委，设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副书记。１９６７年改为
东风人民公社，１９７２年恢复为中共老城人民公社委员会，是年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选
举出中共老城人民公社第三届委员会，设书记、副书记、委员。１９８２年１０月召开第四次党
员代表大会。１９８３年改为中共老城乡委员会、老城乡人民政府。１９８５年改为中共老城镇委
员会，老城镇人民政府，设书记、副书记、委员、纪委书记。

至２０１４年，老城镇共召开十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全镇共有５１个基层党组织 （其中党总

支１个，党支部５０个），共有党员１８６５名。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豫皖苏五地委将尉洧县划为尉氏县和长洧县。１１月，长洧县人民民主政

府在长葛县县城 （今老城镇）建立。１９４８年１２月撤销长洧县，恢复长葛县建制，建立长葛
县人民民主政府。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改为长葛县人民政府，１９５５年５月召开长葛县第一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此期间，１９５０年老城镇改为城关区，后为城关公社，又为城关区。
１９６６年５月改为老城人民公社，“文革”中改为 “东风”公社，成立革命委员会。１９７１年
又恢复为老城人民公社，设社长。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建立老城人民公社
管理委员会，撤销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１９８３年改为老城乡人民政府，设乡长１人，副乡
长５人。１９８４年撤乡建镇，改为老城镇人民政府，设镇长１人，副镇长５人。
１９８３年老城镇恢复人大工作。截至２０１４年已连续召开１２届人民代表大会，镇政府下

属１６个机构，１９９７年被河南省建设厅命名为 “中州名镇”。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老城镇成立政协联络组。１９９１年１月根据长葛市政协的部署和要求，老
城镇政协联络组改为政协老城镇工作委员会，简称 “工联委”。老城镇政协工联委现有市级

以上政协委员８６人，积极参政议政，对政府工作提出中肯意见，共提出各种提案２３０余件。
１９５０年，城关区 （今老城镇）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１９５７年５月改为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１９８９年８月成立老城镇中心校团委。如今，老城镇有镇团委、中心校团委２
个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下辖支部３０个，共有共青团员８５０人。

老城镇工会部门过去一直挂靠在各级组织部门。２０１１年成立老城镇总工会，下辖３１个
分工会，共有会员３９３人。
１９４９年８月，长葛县妇女联合会成立 （在老城），主要任务是宣传妇女翻身解放，组织

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学习文化，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保护妇女的合法地位，培养妇女

干部。１９５６年老城成立妇联会，配备妇联主任。在镇妇联会的领导下，各村建有妇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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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妇女主任，村民小组有妇女组长。在改变农村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妇女发挥着

“半边天”作用。

老城镇在建立老城人民公社时就有专人负责老干部工作。１９８４年成立老干部工作室，
１９８５年老城镇教育中心建立老教工作室，是在市教育工会、镇教育中心领导下的离退休教
育工作者自愿参加的群众性团体。他们经常到学校督导教学工作，为学生做热爱党、热爱祖

国、刻苦学习、做 “四有”新人等教育报告。

第二节　政　法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建立长葛县人民民主政府公安局，下辖城关、和尚桥、石固镇三个派出
所。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城关派出所改为户籍室。１９５２年又改为城关派出所，１９５８年撤销。至
１９６６年老城人民公社设公安特派员１人。１９７５年８月建老城镇派出所，第一任所长由原老

老城镇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中心

城特派员黄清耀担任，设户籍警１人，民
警２人。随着发展，警员增多，设施健
全。２０１４年底，派出所有正式干警４人，
未授衔民警５人，大学生村官２人，协警
３人，内勤１人，户籍警１人。配有现代
化交通、通信设施，备有警戒装备，电脑

报警监控系统。户籍警按照户籍管理的有

关政策规定做好人口出生、死亡、迁出、

迁入人口变化的登记和注销，同时搞好暂

住人员的日常登记。各行政村设有警务

室，专人值班。村有治保员，方便群众联

络办事。全镇先后三批建成视频监控，安

装摄像头和高清摄像头共计１８４个，覆盖
辖区主要街道、村庄、路口。村镇治安网络连成一片，警民联防。派出所在上级公安部门的

大力协助下，严厉打击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稳定。自１９７５年至２０１４年底，
老城派出所共刑拘９８７人，破获案件 （含外省及省内其他县市）３６２１起，破案率达到９２％。
曾获得长葛市 “中原卫士杯”第一名，许昌市 “中原卫士杯”第四名，许昌市 “莲花杯”

第五名，“河南省公安机关优秀执法示范先进单位”，“全国公安机关优秀执法示范先进单

位”。

１９８０年底，镇配有一名司法助理员，１９８５年４月建立司法办公室，１９９９年建立老城镇
司法所和老城镇法律服务所。开展法制宣传、法律宣传、法律援助，完成安置帮教及镇政府

交办的各项工作。老城镇司法所接受申请调解案件４０００多起。２０１２年老城镇开展社区矫正
工作，受到了长葛市人大及相关部门的认可和表扬。河南省政法委书记刘满仓到老城镇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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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调研和指导工作时，对老城镇司法所的各项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法律服务所代理诉讼

及相关的法律事务，协助长葛市公证处办理老城镇各项公证４５００多件。

第三节　民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老城镇民政工作以优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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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士扫墓活动，褒扬烈士，对烈士及家属进行慰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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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灾、救济、扶贫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每遇到自然灾害，政府组织干部带领群众积极

开展自救，同时安排好国家下拨的救灾粮、救灾款及救灾物资，妥善安置重灾难民，帮助受

灾群众尽快恢复生产。老城镇自２０００年开始实行特困户救助。２００６年以后，特困户救助正
式更名为城乡低保。老城自执行城乡低保政策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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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为本、为民解困的宗旨，通过规范有效的工作程序，真

正达到了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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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五保、低保、优抚对象、因灾因病办理二次医疗救助和临时救助共计９４人次，救
助金额１２００００余元。

社会福利工作。老城镇敬老院设有院委会、伙委会，２０１４年共收养五保户１６１名 （院

民）。残联致力于解决残疾人扶贫解困、就业、康复等问题。２００５年以来，培训残疾人职业
技术培训，每年不低于１２人次，帮他们学习一技之长，摆脱贫困，尽快走上致富路。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２０１４年老城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２８８００人，缴纳养老保
险金２７７０７万元，参保率９６％，待遇领取人员９０６２人，待遇领取率１００％。城镇居民医疗
保险参保１４７人，收取保费１８８４０元，报销医疗费４３６８０元。

创业就业。２０１４年全镇新增个体工商户４７６家，劳动力就地转移１８５６０人，技能培训
３５０人，创业培训３０人，创业带动就业８７６０人，办理就业证１５２人，办理失业证１２人。收
集各类用工信息５１６条，提供咨询１５７６人次，达成用工意向７８６人。发放小额担保贷款１４６
笔，共计８８０万元。

第四节　教　育

清代以前，老城域内教育主要为私塾。一般较为富裕大户人家聘请塾师，专教本户或本

２６４

长葛市乡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