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族子弟。或地方推举士绅为学东，就近招收学童。老城孙景西、张福勋就是当时颇有名气的

塾师。私塾开设课程主要是 《四书》《五经》《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字》等，教学方

法为死记硬背。据记载，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这里创办一所全省最早的县级中学———许
长蚕桑实业学堂 （今老城高中院内），同年创立公立两等小学堂一处 （今老城初中东院），

招收高等、初等各一班，各修三年。宣统二年，改为中区国民模范小学堂。民国时期，大倡

学校，老城小学有较大发展，较大村就祠堂、寺院内办起初级小学，但域内未普及，私塾尚

存。

新中国成立后，老城政府一方面改造原有学校，培训教师，发展村办或联办小学，鼓励

农民子女入校学习；另一方面，大办冬学、夜校，提高翻身农民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１９６４
年，全镇每个行政村都办起了初小或高小，部分较大村办起了完小，学制为六年。“文化大

革命”期间，小学学制由六年改为五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老城共有中小学３５所，其
中高中一所，联中 （含戴帽初中）５所，小学２９所。１９８１年初中由二年制恢复为三年制。
１９８３年联中解散，各村办初中，老城镇初中１２所。１９８６年以前，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
高，原因是中学膨胀，师资不足，空缺初中教师由小学优秀教师填补，小学由村里聘人补

充。办学条件极差，大部分学校校舍都是土墙、麦草屋，没大门，无围墙，有的借助教堂、

寺庙、大队仓库或闲置民房上课。１９８８年中小学布局进行了合理调整合并。老城原１２所初
中合并为５所，小学２９处合并为２５处。当年普及幼儿教育，各村办起了 “学前班”“育红

班”，均附设在小学。１９９０年，县政府定为 “教育年”，全镇掀起了集资办学高潮。至２０００
年，全镇５处初中、１２处小学相继新建了教学楼并投入使用。２００４年７月，中小学布局再
次调整合并，调整后初中原来由５处合并为２处，归市统一排序为十四中、十五中 （２０１３
年７月十五中并入十四中），小学由原来的２５处合并为１４处。民办幼儿园发展到１５所，整
顿关闭不合格幼儿园５所。２０１２年国家投资２３０万元，建成一所公办中心幼儿园。
２０１４年，老城镇有初中一处，１４个教学班，在校生７３３人；小学１４处，１１８个教学班，

在校生４２７３人；公办幼儿园１处，民办幼儿园１０处，１１２个教学班，在园幼儿２６４３人，幼
儿教师１２５人，中小学在编在岗教职工２９８人，专任教师合格率达１００％。

第五节　文　化

１９４９年前，老城区内没有固定的文化场所及设施，仅有民间文化 “班子戏”、狮子舞、

莲花灯、高跷舞等，节日、庙会组织一些文化活动。“班子戏”为当时一些村戏曲爱好者组

织在一起，演一些古装传统折子戏：有豫剧 （梆子）、曲剧 （曲子）等，时间久了，便被别

人请去为喜事、祝寿、庆生祝贺；“莲花灯”始于光绪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创始人为县城人
（今老城）刘盘石，以节奏明快、动作轻盈、舞姿优美、变化不俗著称，给人以欢快之感。

当时不少村有高跷舞，逢庙会、节日化装演出，以东关的高跷舞最为出名。传统节目有

《扯犟驴》《扑蝴蝶》等；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老城人李登斋在衙前街东头自办图书销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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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莲花灯舞”

１９４０年改名为新民书店，发行书籍有小学
课本、小说、连环画、年画等。

新中国成立后，老城文化有了较大发

展。１９５６年城关 （今老城）供销社开始

经营图书发行。范围有：中小学课本、农

民识字课本、年画、对联、通俗读物以及

文艺小说、连环画等。１９５９年老城书店成
立。１９５８年老城建立了广播放大站，１９７２
年老城建立电影放映队，经常到村演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老城在抓好经济

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文化设施和精神文

明建设。至２０００年，文化设备齐全，达到了五室 （图书室、阅览室、乒乓球室、放映室、

游艺室）、一院 （影剧院）、两场 （体育场、旱冰场）、一活动中心 （老干部活动中心）、一

校 （农民技术培训学校）、一站 （有线电视站）标准。

进入２１世纪，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总方针，老城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广场
文化、村镇文化等群众文化建设蓬勃发展，成效显著。至２０１４年，镇以成人教育为依托，
设图书馆、文化馆、阅览室、旱冰场、舞厅、球场等，各项活动经常开展。各村建设有文化

大院、门球场、图书室、娱乐室等活动场所，满足了村民基本文化需求。各村民小组建立了

文化室，配备简单活动器材，存书３００～５００册，每个村民小组组建了若干个农家书屋，配
备书架、藏书、报纸、杂志等，供自家阅读或供相邻乡亲借阅。农村文化四级网络建设已初

具规模。大多村还相继成立了盘鼓队、腰鼓队、狮子舞、广场舞、扇子舞等，农民业余文化

生活丰富多彩，精神文明素质不断提高。

第六节　体育　卫生

新中国成立前，老城域内没有固定的体育场地及设施。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社会经济

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群众对体育锻炼的认识不断加深，体育设施有

较大改善。２０００年老城体育指导站成立，培养出社会体育指导员，建立起体育场所，经常
指导开展农村体育活动。至２０１４年，除镇建有体育活动中心外，２９个村还先后创办了体育
大院和广场，购置体育活动器材５００多件。群众利用体育大院和晨晚锻炼点，开展秧歌、健
美操、健身舞、扇子舞等小型多样、自娱自乐的传统体育活动。各村还利用庙会、节日开展

篮球、乒乓球、拔河、象棋等比赛活动。

新中国成立前，卫生医疗事业发展缓慢。域内仅有几家药铺、私人诊所和少许游街串巷

的郎中。人民生活贫穷，健康毫无保障。每遇疾病流行，便有无数人被病魔夺去生命，婴儿

死亡率更是高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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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后，政府十分重视医疗卫生工作。１９５１年９月６日，在三佛寺建立长葛县医院
（人民医院前身）。１９６０年县医院搬迁，老城公社卫生院成立 （三佛寺院内）。改革开放后，

老城的医疗卫生事业得到较大发展，加大对农村赤脚医生的管理工作，通过考核、定岗定

位、优化组合，各村先后成立了卫生室 （医疗室）。１９８５年形成县、乡、村三级医疗保障
网，做到了小伤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卫生环境显著改善。１９９３年在
市长南公路５５０号建成老城医院新址，占地面积４６８５平方米，门诊用房３２间，业务用房
４８０平方米；１９９８年又建起门诊楼，房屋面积９８０平方米；２００５年建设病房楼一栋，房屋
面积１５００平方米，床位增至４０张，在职职工８７人，卫生技术人员比为８３％，科室设有内
科、外科、妇科、儿科、骨科、理疗科等２０余个。医护人员凭借先进完备的医疗设备，可
开展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和急救工作，对疑难杂症有一定的诊断能力。

预防接种，计划免疫。１９５０年后，乡、村相继成立了防疫委员会 （或防疫组），先后多

次开展防病灭病卫生工作。为防止与控制流感、百日咳、白喉、脑膜炎、痢疾、伤寒、霍乱

等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老城坚持以预防为主为卫生工作方针，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实

施三净 （街道、院落、房间）一捕 （老鼠）一填 （污水坑）；消灭四害 （老鼠、蚊子、苍

蝇、麻雀 〔后改为臭虫〕）；植树种花、美化环境等措施，消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

护易染人群；与此同时，加强卫生监督工作，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处理。

２０１４年，镇域内各种传染病、地方病均已绝迹或得到有效控制，爱国卫生运动卓见成效。

第七节　民俗　宗教

昔日，在自然条件下，老城镇居民重农轻商，男耕女织，节俭持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工商业得到了重视，务工务农经商，

进入各种生产和流通领域。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普及，居民的饮食、居住、服

饰、器具等生活条件及生活习惯的不断改善，礼仪习俗日益简化。香火庙会发展成新型的物

资交流会。迷信、吸毒、赌博等陋习流弊大部废止。同时，岁时节庆一些旧俗仍存。

一、传统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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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夜与初一早晨，燃放鞭炮。除夕夜，全家人围坐一起，彻夜不眠，谓之 “守岁”

“熬福”。初一身着节日盛装，向尊长拜年，街邻亲友见面互敬恭贺。早餐饺子，午餐酒肴。

初二始已婚妇女走娘家，新婚夫妇一同回门拜节。春节期间，民间文艺活动普遍开展，春意

盎然。昔时人多迷信，焚纸烧香，祭神祀祖。近年祭神之风渐泯，唯祀祖之俗仍旧。

元宵节

农历正月十五日。俗称灯节，也叫上元节。十五、十六晚上，张灯结彩，鸣鞭炮，放烟

５６４

老城镇



花，吃元宵。十六日，男女老幼，相伴出游，观看狮子舞、龙灯舞、旱船等民间文艺表演。

二月二

农历二月初二。俗谓 “龙抬头”日，意为春天到了，万物复苏。是日家家户户吃煎饼，

吃炒豆。旧谓炒豆为 “蝎子尿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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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农户门插艾，早上煮大蒜

鸡蛋吃，以驱邪消毒。妇女小孩佩戴香囊，以避虫邪。

六月六

农历六月初六。民间传说为蚂蚁生日，多焙煎饼吃。

七月十五

农历七月十五日。旧时祭祀鬼魂节。近年来不做祭祀活动，唯改善生活而已。

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日。是民间重大传统节日。节前，已婚妇女走娘家送月饼，亲朋互送月

饼。是日，居家团圆，中午吃酒肴，晚间吃月饼，饮酒赏月。

十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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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上坟祭祖之风渐泯，惟炸油角、油果之习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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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历十二月初八。为古时岁终祭祀百神的日子。又传是日为佛祖成道之日。家家做腊八

粥，以敬佛斋僧，以得佛祖保佑。今已不再敬神礼佛。吃腊八粥的习俗依旧。是日早晨，以

大米、小米、豆、麦配以红枣、柿饼、花生仁、核桃仁等煮成粥吃，且须有剩余，持续掺食

至腊月二十三日，谓之 “接气”。

祭灶

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是日中午不喝面条，晚上祭灶神，喝面条，吃灶糖，发面饼。今

祭灶神之风渐泯，吃灶糖习惯仍旧。

维吾尔族每年主要有 “库尔班”节 （古尔邦节）、肉孜节 （开斋节）。过节时，维吾尔

群众无论男女老少都穿着节日盛装，相互登门拜访祝贺。

二、礼俗

婚礼

新中国成立前，男婚女嫁，多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经提亲合八字和相亲，双方家长

同意后，男方取吉日托媒人持庚帖和拜帖及簪环手镯等物至女家 “送启”，女方略具文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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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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家受则定

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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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贴贴人先走，逢古木、巨石、寺庙等其他建筑物贴一方块红

纸，遇桥则贴一小块红纸并扔少许零钱，谓之 ‘买路钱’”。抬嫁妆者行于轿前，送客车马

跟随其后。男方择知礼妇人为娶女客迎于门外。轿至，男家把犁铧烧红，以醋浇之，绕轿三

圈。娶女客搀新妇下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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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称 “笄礼”，俗曰

“上头”。入夜，于洞房内设花烛酒筵，新郎新娘饮交杯酒，古称 “合卺礼”。次日，女方长

辈去男家看女。三日，新婚夫妇先拜祖墓或祖宗牌位，再拜公婆及同族长辈，然后由女方家

人接回娘家，谓之 “归宁”，俗称 “回门”。再有男方按预约择吉接回。至此，新婚礼仪结

束。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５０年公布了婚姻法，废除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实行男女婚姻自主，
恋爱自由。乡村大多逐渐实行了先由媒人向双方家长议亲，征得子女同意后，约期见面。经

过男女双方公开往来，相互了解，如一方有变，即可终止恋爱关系。如双方同意，到法定年

龄即可约期登记，领取结婚证，择定吉日，举行婚礼。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婚礼较简。随着生活
条件的不断提高，婚礼日益铺张，数辆小车接送，大宴宾客，放烟火，公演歌舞等，聘请司

仪主持，形式别样，仪式隆重。

庆生

妇女生小孩，婴儿爷爷第一天到亲家报喜，生男孩称 “大喜”，喜帖上写 “弄璋之喜”，

生女孩称 “小喜”，喜帖上写 “弄瓦之喜”。亲家回鸡蛋及小孩衣服。第三天着人到娘家送

面条，约定时间，６天、９天或１２天设宴待客，亲朋好友赠送鸡蛋、红糖、衣料，给婴儿
“串锁子”。产妇娘家则抬食盒，送米面、衣帽、鞋袜、被褥、玩具等。昔日，贫苦人家生

育子女，亲友送些鸡蛋，吃顿喜面即可。富家则借机索礼，大宴宾客，造成浪费。近年来，

人民生活日益富裕，庆生放烟火，演歌舞，宴客之风渐盛。

祝寿

老人６０岁以后，每逢生日，多由晚辈祝寿。一般农家每逢老人生日，成了家的子孙给
老人做些衣物、买些鸡蛋果品之类，出嫁女儿孙女给老人买块带肋骨的猪肉，称之 “礼条”

和鸡蛋、果品之类，吃顿寿面。富家寿礼隆重，挂彩灯、悬寿幛，供寿果，邀集晚辈亲友行

礼拜祝，大摆宴席。新中国成立后，祝寿从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讲排场之风又起。有
的老人７０岁、８０岁祝寿时，还放烟火、演歌舞进行祝贺。

丧葬

（１）土葬
国家提倡火葬之前，均实行土葬。死者咽气前，即着寿衣。咽气即抬上灵床，举家痛哭

哀悼，街邻亲朋陆续送钱吊祭。亲友告别遗体后把死者装入棺材，谓之入殓。有当天埋葬，

次日埋葬，第三日埋葬不一。埋葬之日，先请人至坟地挖好墓坑，家设灵棚，吹奏哀乐，亲

友致祭。往昔富贵人家行 “题主礼”（请宗亲善书者，题署死者之衔于柱上，举行这样的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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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叫题主礼）。出殡时，孝子穿白衣，束麻绳，持哀杖，号啕痛哭，第一继承人摔盆 （瓦

盆、底上钻孔）。孝子送殡至坟，棺木放入墓坑，封土。次日孝子先到墓地圆墓，再去舅家

“谢孝”。每 “七”致祭，“五七”时家小同亲友共祭，死者家属待客。近年一般埋葬之日

待客，“五七”不再另行待客。

（２）火葬
新中国成立后，提倡火葬。１９７４年长葛县建立火化厂，死者遗体火化后，骨灰盛入骨

灰盒中，家属及亲友送花圈、挽联、开追悼会。近年国家干部职工率先实行，农民群众火化

率逐年提高。

三、宗教

老城镇内有基督教、伊斯兰教。

基督教：清光绪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传入长葛，称内地会。在西关路北建立教堂 （福音

堂），牧师赵明理。１９２６年，教堂移至路南。又称信义会，牧师贝约翰。新中国成立后，逐
渐停止活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堂归还基督教，恢复正常的宗教活动，逢大瞻礼，教徒

们则赶往教堂参加活动。２００１年６月，台庙村又增设教堂一座。
伊斯兰教：明万历年间 （１５７３～１６２０），翦八士的八代四房梅公之曾孙翦崇夷定居老城

尹家堂村，至今三百余年，后逐渐完全汉化。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８日，他们重新恢复维吾尔族和
伊斯兰教，筹资３０多万元，建起了一座具有阿拉伯建筑风格的清真寺用于礼拜。

第四章　名胜古迹

古社柏　位于老城镇西关村西北０５公里处。据传为汉代所植，因此，群众呼为汉柏。
旧县志载：“社柏为长葛名胜，二十六株，东西极大者各二，二十四围。”古柏长得苍翠葱

郁，而且千奇百怪，姿态各异，人们便以其形体特征，分别给予龙、凤、狮、虎、鸟、龟、

蛙、佛等名称。据１９３０年 《长葛县志》记载：古社柏有数十株，相传为周柏。《长葛县志》

成书时，尚有２６株，可惜失于管理，民国期间死掉一株，１９４９年以后又死二株，１９８１年县
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有２３株，距今约２３００年以上，长葛古社柏为国内历
史最悠久的古柏群，被考古学家称为我国古代 “社的活化石”，是弥足珍贵的重点保护文

物。

禅静寺造像碑　位于老城镇和平村初级中学院内，又名 《敬史君碑》全称是 《禅静寺

刹前铭敬史君之碑》。据碑文记载，此碑刻石于东魏兴和二年 （５４０），原立于颍川长社县
（今河南省长葛市）禅静寺宝刹前面，后寺毁碑没。清乾隆三年当地农民掘土时发现，碑体

保存完好，十四年 （１７４９）移立于陉山书院，建亭保护。该碑身高１６０厘米，碑文计１２６５
个字，就其碑文内容看是一篇敬显隽 （即敬史君）的功德撰铭。该碑字体扁而均称，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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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史君碑

没有常见的魏碑体上敛下放的姿态，用笔圆润含蓄，是难

得的 “龙门二十品”之外之精品。１９６３年，河南省人民政
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钟繇洗砚池　位于老城镇和平村南，相传为楷书之祖
钟繇练字洗砚的地方。民国时期池上建有亭榭曲桥，今已

不存，池边有高台为钟繇台。清乾隆十二年 《长葛县志》

载：“钟繇台在县治所前，繇尝学书其上，洗砚于池，池

水尽黑。”池东西长６０米，南北宽３０米，目前，池水所
剩无几。池北侧立有清乾隆五十六年 《重修洗砚池碑记》。

通高０９１米，宽０４０米，厚０１０米，碑文为楷书阴刻。
该碑是有关钟繇洗砚池记载的唯一证据，２００９年公布为许
昌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佛殿　位于老城镇北街村北，原名寿宁寺、卧佛
寺，坐北朝南，始建于元代末年，历代重修，据民国三十

一年的石碑记载，今三佛寺是民国时期重建即现存的三佛

寺大殿和藏经楼。新中国成立后，被老城镇卫生院占用至

今，现存的三佛殿总占地面积７５００平方米，由三佛寺大殿、藏经楼、关帝庙组成，三佛大
殿建于１米多高的高台上，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其建筑风格代表着民国时期和清代的大木
作结构。关帝庙，明万历年间曾重修，面阔三间，前有卷棚，内部檐柱为石柱，均保存完

整，２００１年６月被公布为许昌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庙戟门　位于老城镇和平村第十四初级中学院内 （原老城镇初级中学），清代建筑，

坐北朝南，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前后各有４根方石柱，顶饰黄色琉璃瓦，硬山顶，前后墙
均属后砌，原属文庙一部分，现其他建筑已毁，仅存此殿，对了解古代科举制度有一定帮

助。２００９年被许昌市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旧县衙　位于老城镇和平村衙前街，原为明代建筑，清代至民国曾多次重修，从大门至

后街长２２０米，宽１２０米，原存清代建筑大堂５间，二堂３间，后堂两个院１９间，均为硬
山前走廊，四合院格局。因使用多维修少，至今已破烂不堪，已塌大部，仅存新中国成立后

５０年代的办公房一处和前大门。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公布为长葛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十二连城　位于长葛市区东北双洎河南岸１公里处，属东周时期古城址。自官亭乡的丑

楼村，增福庙乡的曹庄村，至老城镇的辘轳湾村。城墙现存５段、总长１５００米，占地面积３
万平方米，城垣的制作法为夯筑法，夯层厚１５～２０厘米，平夯窝直径６～１０厘米，现城墙
上部散落有汉代砖瓦，下部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红陶和瓦陶残片，纹饰以绳纹为主。十二连城

是一处面积大且内涵丰富的具有重要历史研究价值的战国城址，为研究该地区的历史沿革与

发展以及同新郑郑韩故城的关系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２０００年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打绳赵汉墓群　位于老城镇打绳赵村，从目前已发现的大量墓葬来看，大多为庶民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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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墓很少，墓葬距地表深度一般在２米至６米之间，多为空心砖及子母砖墓，墓形大多为
单室，双室少见。随葬品有反应庄园经济的各种器物模型，生活器具，也有玉器、青铜器

等，２００１年６月被许昌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台庙遗址　位于老城镇台庙村东，属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文化层厚约１５～２米，

遗址上可见龙山文化陶器残片，陶器以砂质灰黑陶和泥质灰陶为主，黑陶、红陶次之，制造

方法中轮制法已普遍使用，器表纹饰主要是绳纹、篮纹、方格纹等。１９９４年１０月被公布为
长葛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泰山庙大殿

泰山庙大殿　泰山庙又名东岳庙，位
于老城东关村，始建年代不详。明万历四

十七年 （１６１９）、天启三年 （１６２３）、清康
熙十八年 （１６７９）、乾隆十年 （１７４５）、光
绪十八年 （１８９２）进行过重修。现仅存大
殿和西配殿。大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

单檐歇山顶，屋顶覆以黄色和绿色的琉璃

筒瓦，殿内采用大木作结构的穿插方法是

泰山庙大殿独特的建筑风格。２００６年 ６
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槐树陈汉墓群　位于长葛市老城镇槐树陈村西，发现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辖区内汉
代墓葬为常见，该村建砖瓦窑取土时发现大量的汉代空心砖与小子母砖墓葬。１９９４年，公
布为长葛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马庄古墓群　位于长葛市老城镇马庄村东，面积约６２７２平方米，墓葬距地表约２至６
米之间，汉代形质墓较多，为空心砖子母砖墓，墓形大多为单室，双室少见，１９９８年公布
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许长蚕桑中学旧址　位于老城镇和平村老三高院内，清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知县潘
守廉倡捐创建 “许公立蚕桑实业学堂”。是我省最早建立的县级中学，主要建筑共计１１２
间，由于年久失修，尚存有第一进院，大门一间，大门两侧各有带走廊硬山小灰瓦６间，门
房两间，左右两个小院，该建筑现存房屋共计７２间，为研究我国民国教育发展情况提供了
珍贵的实物资料，１９９８年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槐树　位于老城镇谷庄村添庄。据当地人讲此树已有３００余年历史。该树因火灾烧了
一个大洞，中空，对槐树的生长带来了不良影响。２００６年被长葛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五龙庙大殿　位于老城镇西关村北，始建年代不详，根据殿前石碑记载，大殿在乾隆元
年、咸丰八年曾重修，大殿面阔三间，进深一间，殿内四根金柱，梁架采用传统大木作结

构，灰瓦硬山建筑，前墙东侧镶有一石碑 （重修祖师庙碑记，乾隆元年），殿门前２米处各
立一通石碑 （重修五龙庙碑记咸丰八年，另一通不详），殿前西厢房保存完好，东厢房已

０７４

长葛市乡镇志



塌，殿南２５米处有四块青石搭建的石桥一座。俗称：“一柏四石二孔桥”。２００８年，被长葛
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福音堂　位于长葛市老城镇西关村，建于民国初期，是一座仿西方基督教堂建筑，坐南
向北，面阔三间，进深七间，灰瓦硬山式，北门上一砖匾额书 “圣殿”二字。主体结构基

本保持原貌，梁架稳定，局部构件损毁。基督教于清光绪二十九年传入长葛。该教堂是我市

建造最早和最大的教堂建筑。２００８年，被长葛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五章　人　物

第一节　历史人物

钟　繇

钟繇 （１５１～２３０），东汉颍川长社 （今长葛市）人。繇生于书香门第，矢志勤学，热爱

书法，盛暑严寒，练书不辍。旁有一池，常洗刷笔砚，致使池水尽黑。（此池被后人称为洗

砚池）。繇常以物画地练字，睡前坐在床上，用手指当笔，在被子上摹画，久而久之，把棉

被画出窟窿。繇博采众长，兼善各体，尤精隶、楷，成为由隶入楷的始创者，后人尊为

“楷书之祖”。

东汉末年，繇举孝廉，后任阳陵 （今陕西高陵西南）令，因疾辞职。后为黄门侍郎，

封武亭侯。建安二年 （１９７），关中马腾、韩遂等拥兵自恃，时曹操在兖州，无暇西顾，表
奏钟繇为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建安五年 （２００），曹操在官渡与袁绍相持，
繇送马１０００余匹，以应急需。曹操在给钟繇的信中说 “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

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繇督军关中多年，召集流散，平定叛乱，恢复生产，使曹

操在征关中时，得以人力、物力的资助。曹操表奏钟繇为前军师。

魏国初建，繇为大理迁相国、太尉，与华歆、王朗并称名臣。魏文帝称三公者一代之伟

人。明帝即位，迁太傅。太和四年 （２３０）钟繇去世，明帝素服临吊，谥成侯。

邢国玺

邢国玺，字韫斯，号瑞石，今老城人。明崇祯七年 （１６３４）进士，任潍邑 （今山东省

潍县）令。尽心民事，安抚百姓，济老恤贫，重视农耕，倡导富户打井，修渠引水，发展

农业，对偷窃者严惩不贷。任职年余，民众安居乐业，后升任登莱兵备佥事，在任惩恶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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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为官清正，建立驿站，开展邮传。

清军入关后，畿辅戒严，国玺督山东兵入卫途经龙岗，突遇清军，奋力搏杀、战死，追

赠禄寺卿。

张蔚蓝

张蔚蓝 （１８６９～１９２７），字霁村，今老城镇岗张村人。１７岁入大梁书院，光绪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拔贡，光绪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举人。任清朝度支部主事，负责发放朝内官员俸禄，
为官刚正。有一次光绪皇帝的堂妹想超领月俸，被蔚蓝拒绝，后又托武英殿大学士王文韶从

中说合。蔚蓝仍坚持不付，并说 “取吾头可，大库银不得溢支”。尚书铁良赞赏为 “铁面主

事”。

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长葛乡民万余人奋起抗捐，怒砸县衙大堂。河南巡抚宝派兵５００
余人镇压。清兵到长葛抓人，勒索抄劫，传谕筹银１２０００两，作为赔偿知县所捐物品的费
用。蔚蓝闻讯后，以 “库房未动，监狱、账房未开”和清兵打、抓、掠、抢给群众造成的

苦难等事实，托御史陈善同奏明宣统皇帝，结果取消新增粮银，知县江湘离任，清兵调回开

封，释放无辜，此案得以平息。

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蔚蓝离京返里为县内名绅，县城组织 “守望社”，为社长。民国六

年任参议院备补议员，次年随吴佩孚搞军务。

民国九年 （１９２０），张蔚蓝与陈鸿畴共谋撰修 《长葛县志》，并亲任总纂。三年成稿，

后由刘盼遂修订付梓。民国十五年 （１９２６）任城防局局长。张蔚蓝恃才傲物，逞强好胜，
终因结怨官场，民国十五年被马吉第部捉去，民国十六年一月病死在许昌狱中，年５８岁。

陈鸿畴

陈鸿畴 （１８７４～１９３５），字锡九，今老城镇陈尧村人。幼读私塾，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中禀生，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入河南大学堂，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赴日本军福田
大学，岩仓铁路学校留学。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归国，任洛潼铁路材料厂厂长，兼任交通部
参事。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９月１５日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备补议员，后补为正式议员。民
国三年与张星蔚、田余三等人建立长丰工艺厂，革新生产工艺，增加花色品种，使长葛绒生

产得以发展。民国六年１２月第二届复选连任。
民国九年 （１９２０）长葛旱荒，陈鸿畴向北京河南义赈会请求拨洋１０００元 （银币）由公

款局、商务会分放给了家乡民众。民国十八年，长葛饥馑，托奉天朱子侨代买高粱４００石。
免费运葛，并以半价出售给灾民。

陈鸿畴热心地方修志事业，与张蔚蓝共谋续编 《长葛县志》，为纂者定下 “注重教育，

以兴人才；详明实业，以裕人生”之要旨。后张蔚蓝去世，志稿散失，陈辗转搜求，得到

书稿，聘息县刘盼遂厘定成书，并捐资７００元 （银币）付梓刊印。民国二十二年 （１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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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鸿畴让其弟鸿钧从北平引进意大利蜜蜂５０群放养，以发展养蜂事业。民国二十四年陈鸿
畴在北平逝世，葬于故里，终年６１岁。

侯先有

山西省陵川县泰家庄乡东南侯家庄人，生于清同治九年 （１８７０），家族殷实。清光绪２３
年 （１８９８）到长葛老城东关经商，初酿醋，后兼营铁货，商号 “顺义诚”。１９３０年前后，以
经营铁货为主，生意由第三个儿子侯德成接手。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侯先有去世。由于讲
信誉，善经营，“顺义诚”生意越做越大，名闻一方。侯家做善事为民众称颂，誉为 “侯大

善人”。１９５１年长葛创办电灯公司，资金多由 “顺义诚”支付。将１９５１～１９５３年所买公债
票据，以大床单包裹送到银行充公。１９５５年公私合营，侯家将所有资产充公，银元约两万
块，且不入股。人民政权建立后，侯德成被选为长葛商会会长。１９６８年，侯德成去世。

孙　炎

孙炎 （１９００～１９８２），又名炎尚，老城镇小河徐村人，先后就学于长葛甲种蚕业学校，
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民国１２年 （１９２３）入东北讲武堂，毕业后服役于东北军。民国
１５年１月入东北航空学校飞行科，同年１２年赴日本下志津库锦飞行学校留学。民国１９年
１２月毕业，回国后从事空军飞行和教学工作。民国２８年授空军少将衔，任国民党陆军大学
教授，空军系主任。孙炎反省半生经历，决计弃暗投明，报效祖国，１９４９年１１月重庆解放
前夕，孙炎签名通电参加护校起义。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空军系教研组
长。１９５５年转业到山西省水利局、农机局做技术工作。孙炎为 “民革”成员，热切盼望祖

国统一。１９８２年７月５日在太原病逝。

毛兰花

毛兰花 （１９２５～１９８１），又名朱凤麟，乳名然妮，老城镇大赵庄人。民国二十五年在郑
州社岭关帝庙周海水豫剧科室学艺，在科班演出 《桃花庵》，她饰演窦氏，柔和中含刚健，

泼辣中露秀气，唱念俱佳，名噪省城。１４岁挂头牌，居 “豫剧十八兰”之首。民国三十四

年至三十五年，兰花三次回长葛和文胜班合演慰问乡人，并将自家宅基 （１２亩）捐出，为
家乡兴建学校。民国三十六年与国民党河南省立法委员、国大代表朱振家结婚。

１９４８年兰花随丈夫赴台湾，闲居台中市。１９５３年由兰花任团长，成立台湾空军大鹏豫
剧团。后又组织豫剧改进会，研究豫剧革新。毛兰花练功刻苦，演技求精，吐字清晰，表演

细腻，专攻青衣，长于悲剧。代表剧目有 《三上轿》《卖苗郎》《桃花庵》等，１９８１年在台
湾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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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洪臣

顾洪臣 （１９２６～１９８４），乳名虎子，曾用名莫斗，老城镇和平街人。１９４５年入中央军５５
军工兵３团当兵。１９４９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入伍，编入１４９师４４６团２营４连为战士，
１９５０年参加抗美援朝。１９５１年初，志愿军突破三八线，追歼逃敌，在议政府 （地名）与汉

城的佛弥地 （地名）遭到英联邦２９旅皇家重坦克营阻击。顾洪臣所在４连担任主攻。１月３
日晚，趁敌坦克进入山涧沟壑，不能高速运转之机，冲向先头坦克，将炸药包塞进履带，炸

成一堆废铁；接着又冲向第二辆坦克，用爆破筒将其炸毁。用完了炸药包和爆破筒，顾洪臣

手握两颗手榴弹跃上第三辆坦克，掀开舱盖用力将手榴弹投入坦克车内，第三辆坦克应声瘫

痪在路上。顾洪臣只身连续炸毁三辆坦克，使敌军坦克营陷入死地，志愿军一鼓作气将其全

部歼灭。战斗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授予他反坦克特级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授予他特等功臣奖章和二级战士荣誉勋章，并颁发立功证书。

１９５３年顾洪臣回国，出席河南省首届庆功表模大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４年转
业到洛阳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后调洛阳市废旧公司任科长。“文革期间”被错误批斗，被长

期关押。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复职。
１９８４年９月在洛阳市逝世，终年５８岁。

第二节　现当代人物

尹俊明

尹俊明，原名尹彦昌，１９２２年３月２８日生，老城镇尹家堂村人，黄埔军校第一分校十
八期毕业，１９４９年任青年军２０２师中尉副连长。上海解放后，他通过学习，认识到 “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后返乡，协助乡里剿匪、反霸、土改，１９５１年２月参加教育工
作，历任中小学校长、扫盲专干等职。退休后，２００１年３月当选为长葛市老年人自行车旅
游协会会长。

赵枝妮

赵枝妮，女，１９４１年出生，中共党员，老城镇榆园村村民。为照顾１７年前就已患偏瘫
的婆婆，虽自己身患高血压、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眩晕症等多种疾病，毅然学会了理发

和护理；为挑起丈夫病故、小儿子车祸身亡、大儿子患小儿麻痹重度残疾后的家庭重担，虽

已到了本该颐养天年的７２岁高龄，但仍然要到附近的工厂去打零工……１７年来，一位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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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村妇女，演绎了一幕 “只要有我在，咱家就不会垮”的当代好儿媳爱老敬老的感人事

迹，２０１３年入选河南省第四届道德模范。

孙福林

孙福林，１９４１年出生，双庙村人，笔名宴霁。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毕业，当代著名画家，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际汉诗协会书画家副秘书长，中国书画家联谊会河南分会秘书长兼

办公室主任，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老年书画家协会会员，淘艺网名誉主席。作品

《白梅》荣获１９９３年中华当代艺术家作品大赛精品奖，入选 《中国当代艺术家画集》。

刘树岭

刘树岭，汉族，１９５１年５月出生，老城镇西关村人，大专文化程度，中共党员，现任
长葛市通用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长葛市人大代表，多年来多次被评为 “优秀党员”和

“优秀企业家”称号。１９８３年至今一直致力以研究开发生产吊车轨道固定件。在科研单位的
大力支持下，研制开发出用于吊车轨道固定的十大系列产品，并已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获国家专利十三项，获河南省科技进步奖、国家专利十年成果金奖，公司生产的百

余种产品，被作为全国建筑和机械通用标准使用。

张福建

张福建，汉族，１９５６年７月出生，老城镇三里张村人，大专文化程度，中共党员，现
任长葛市世英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昌市人大代表、长葛市政协常委，多年来多次被评为

“优秀党员”和 “优秀企业家”称号。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在他的带领下组建了 “真马集

团公司”，１９９９年进行了改组分立成三个独立法人实体。作为 “世英机械有限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用了６年时间，使世英机械公司成为拥有固定资产６０００万元、员工３００多人，年
创利税１５０万元的明星企业，“世杰”品牌成为 “河南省名牌产品”“河南省著名商标”。

杨凤巧

杨凤巧，女，汉族，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出生，高中学历，中共党员，老城镇东关社区妇女主
任，１９９３年１月起担任东关村妇女主任，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当选社区党支部委员。任职期间，关
心妇女，积极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以文化大院为中心，开展普法、科技知识传授活动，组织

秧歌队、舞蹈队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充实群众文化生活，受到了时任河南省副省长王菊

梅的接见。２００２、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获长葛市妇联会 “三八红旗手”称号，２００５年８月
获市宣传部首届 “景行杯”公民道德奖，２０１０年获长葛市 “巾帼标兵”奖，２０１３年被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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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佳社区妇联主席。

宋志军

宋志军，汉族，１９６９年２月出生，尉氏县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程度，１９８９年７月
毕业于许昌师范学校，历任老城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党委副书记等职。２０１４年任老城镇
人大主席。

周军召

周军召，汉族，１９７０年１２月出生，后河镇人，大专学历，中共党员，１９９０年７月毕业
于许昌师范专科学校，先后在后河镇、官亭乡、长社办、大周镇任职，２０１４年任老城镇党
委书记。

耿宝峰

耿宝峰，女，汉族，１９７０年出生，老城镇北街社区人，中共党员，现任河南广源车辆
有限公司总经理。１９９４年她和爱人一起白手起家，亲自驾驶机动三轮车一天几个来回去配
件市场进货。很多供货商见她身体单薄如此辛苦，就以最优惠的价格供应最好的配件。为跑

销路，她数次到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云南、福建、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用她那一

颗真诚的心，并以过硬的产品质量打动了无数的经销商，成为了合作伙伴并延续至今。成功

之后的耿宝峰更是将自己的爱心奉献给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们，南方水灾的灾民、四川地震灾

区的孩子、困难多病的职工、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无一不牵挂着她那颗博爱之心。耿宝峰

先后被授予 “长葛市三八红旗手”“许昌市三八红旗手”“许昌市巾帼科技致富状元”“优

秀创业女性”“优秀创业标兵”“巾帼模范”“优秀企业家”，２００９年光荣地被选为 “许昌市

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

尚建华

尚建华，汉族，１９７２年２月出生，大周镇人，１９９２年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８８年８
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许昌党校法律专业函授毕业），至２０１４年任老城镇人
民政府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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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镇领导更迭

一、党组织负责人

阎位中 （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９５２年９月）孔宪怪 （１９５２年９月～１９５４年３月）
张瑞珍 （１９５４年５月～１９５６年６月）张桂松 （１９５６年６月～１９６０年４月）
高朝俊 （１９６０年５月～１９６１年８月）熊原来 （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９６３年１月）
朱继文 （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９６６年５月）李金河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６８年１月）
王松茂 （１９７２年３月～１９７５年７月）高殿卿 （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９７８年７月）
王凤义 （１９７８年７月～１９８１年８月）赵水来 （１９８１年８月～１９８４年４月）
赵世宪 （１９８６年１月～１９８８年３月）李参军 （１９８８年３月～１９９３年５月）
杨钧安 （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９９８年９月）李长军 （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００１年８月）
桂勇翔 （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００３年５月）董　才 （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李智虎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０１０年５月）陶国建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１１年６月）
王　良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周军召 （２０１４年４月～　　　　）

二、行政负责人

阎位中 （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９５１年３月）张瑞珍 （１９５２年９月～１９５４年３月）
杨国义 （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９５６年１１月）蔡子周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９５９年３月）
高朝俊 （兼）（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９６０年４月）桑兰昌 （１９６０年４月～１９６１年８月）
王瑞行 （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９６２年１２月）王远元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９６５年８月）
宋丙申 （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９６８年１月）李金河 （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９６９年１０月）
王松茂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９７２年３月）靳书田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９８３年１２月）
蔡良栓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９８５年１月）李参军 （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９８８年５月）
刘梓岭 （１９８８年５月～１９９１年３月）李兆峰 （１９９１年３月～１９９３年５月）
李天记 （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９９６年８月）陈金保 （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桂勇翔 （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００１年８月）李国军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００７年３月）
刘　璐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０１０年５月）王　良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３月）
周军召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尚建华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

三、人大主席

杨海生 （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９９６年８月）周连中 （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９９８年１０月）
李长军 （兼，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００１年８月）桂勇翔 （兼，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００３年４月）
王红军 （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００４年１０月）李智虎 （兼，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００６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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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红升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０７年１２月）李俊勇 （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０１０年５月）
宋志军 （２０１０年９月～　　　　）

第四节　行政村领导更迭

东关社区居委会

书　记：孙新年 （１９８８年—２００８年）韩培杰 （２００８年～　　　）
主　任：陈宾干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９年）张金玉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２年）

芦新民 （２００６年～　　　）

和平社区居委会

书　记：张结实 （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８年）姬根运 （１９５９年～１９８０年）
梅丙玉 （１９８０年～２００２年）付成军 （２００２年～　　　）

主　任：郑长河 （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３年）侯坤伦 （１９６４年～１９８１年）
张保成 （１９８２年～２００１年）陈凤林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４年）
陈中枢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１年）张广林 （２０１２年～　　　）

西关社区居委会

书　记：依次为：杨召年、张合法、胡东升、魏新明
杨万里 （１９８７年～２０１１年）李青山 （２０１１年～　　　）

主　任：依次为：胡东升、魏新明
杨万里 （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０年）徐应喜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８年）
李青山 （１９９８年～２０１１年）李小亮 （２０１１年～　　　）

北街社区居委会

书　记：徐鸿勋 （１９６３年～１９８３年）张水来 （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５年）
岳小栓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７年）芦子建 （１９９７年～２０１０年）
徐献忠 （２０１２年～　　　）

主　任：张水来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３年）岳小栓 （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５年）
张瑞海 （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９年）王浩奇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４年）
王浩林 （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７年）鲁绍武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３年）
邢　宝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２年）贾福营 （２０１２年～　　　）

大赵庄行政村

书　记：赵长海 （１９５７年～１９８５年）刘福海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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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建国 （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赵红宪 （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年）
刘保强 （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１年）刘发奎 （２００１年～２０１１年）
符金周 （２０１１年～至今）

主　任：刘福海 （１９５７年～１９８７年）刘军祥 （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６年）
刘西林 （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５年）赵随成 （２００５年～　　　）

岗张行政村

书　记：张丙申 （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０年）张占全 （１９５０年～？）
张水荣 （１９７０年～１９８７年６月）张银亭 （１９８７年６年～１９８９年６月）
张义民 （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９９９年６月）张福安 （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００２年６月）
张留记 （２００２年６月～至今）

主　任：张麦屯 （１９７０年６月～１９７３年６月）张合成 （１９７３年６月～１９７８年６月）
张保五 （１９７８年６月～１９９３年６月）张占军 （１９９３年６月～１９９９年６月）
张水民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００２年５月）张土成 （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００９年５月）
张永祥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

圪塔庙行政村

书　记：张留江 （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２年）杨留昌 （１９７２年～１９８２年）
戴国瑞 （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９年）熊宝周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０年）
戴玉珠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年）戴国瑞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４年）
杨国友 （２００５年～　　　）

主　任：杨水科 （１９７２年～１９８２年）王建伍 （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９年）
杨福群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０年）杨国友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２年）
王贯一 （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５年）王建伍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２年）
王发亮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８年）王永清 （２００８年～　　　）

榆园行政村

书　记：安木林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５年）赵梅英 （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８年）
张克敏 （１９６８年～１９８７年）朱广新 （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７年）
张宝民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２年）张卫东 （２０１３年～　　　）

主　任：吕西海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５年）朱广新 （１９６５年～１９８７年）
张根营 （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７年）霍金柱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２年）
张雪军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１年）张卫东 （２０１１年～　　　）

槐树陈行政村

书　记：岳永祥 （１９６４年～１９７０年）刘应午 （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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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江 （１９７３年～１９８６年）朱书仁 （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９年）
王长江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７年）张金照 （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９年）
张　孬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２年）陈宝安 （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４年）
张军伟 （２０１４年～　　　）

主　任：王海群 （大队长）（１９６４年～１９７３年）
黄长灿 （大队长）（１９７３年～１９８６年）
朱买官 （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７年）张　孬 （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９年）
陈宝安 （代理）（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８年）张军伟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４年）
张彦民 （２０１４年～　　　）

王家庄行政村

书　记：王相成 （１９５３年～１９７５年）张有治 （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７年）
李根付 （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９年）毛铁虎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６年）
王彦青 （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０年）宋志军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２年）
王广炎 （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４年）王慧中 （２０１４年～至今）

主　任：肖文明 （１９５５年～１９７５年）王彦青 （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０年）
李舍田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７年）王国举 （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９年）
肖大学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９年）王耀周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
王广炎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李耀伟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４年）
李红艺 （２０１４年～　　　）

陈尧行政村

书　记：张福成 （陈尧乡指导员）（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１年）
陈书箱 （陈尧乡支书）（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５年）
吕兰勋 （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７年２月）陈万兴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９６７年２月）
胡双龙 （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９７１年３月）左福昌 （１９７１年４月～１９７４年１月）
吕长春 （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９７６年４月）左福昌 （１９７６年４月～１９８３年１０月）
陈长林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　　　）

主　任：陈盘根 （陈尧乡乡长）（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１年）
吕兰勋 （副书记）（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１年）
郭德河 （陈尧乡长）（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５年）
陈万兴 （大队长）（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７年２月）
孙铁聚 （大队长）（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９７４年）
陈书箱 （管委会主任）（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５年）
左金法 （管委会主任）（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６年）
陈长林 （大队长）（１９７６年４月～１９８３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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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周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９８８年２月）左金瑞 （１９８８年２月～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卢桂周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卢桂民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

菜李行政村

书　记：高老虎 （代理）（１９５１年６月～１９５３年３月）
高朝俊 （１９５３年３月）谢泰山 （　　　～１９６０年）
张广迎 （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４年）左欣海 （１９６５年～１９８５年）
高清太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８年）高建军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１年）
熊聚明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高新治 （２００２年～　　　）

主　任：建国初期至１９６６年之间也称为乡长、社长等。
高老虎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９５０年１１月）（乡长）
左喜莲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１９５１年２月）（乡长）
高朝俊 （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９５１年１０月）（乡长）
王洼斗 （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１９５３年３月）（乡长）（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６年）（乡长）
以后相继有左留根、薛海松任村主任

熊聚明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１年）左国强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
惠国宾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４年）熊聚明 （２０１４年～　　　）

郭贾行政村

书　记：程松林 （１９７５年～１９９８年）郭中秋 （１９９８年～　　　）
主　任：郭万留 （１９７５年～１９９８年）郭宝国 （１９９８年～２０１１年）

程水旺 （２０１１年～　　　）

老路庄行政村

书　记：胡双龙 （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５年）张木林 （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９年）
张保生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１年）魏银生 （１９９２年～　　　）

主　任：魏宝山 （１９７６年～１９９２年）张文格 （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８年）
钟坤灿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５年）魏宝亭 （２００５年～　　　）

粮斗桑行政村

书　记：孙铁衣 （１９７４年～１９８１年）桑付安 （１９８２年～至今）
主　任：王书章 （１９７４年～１９８２年）左德明 （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７年）

王培增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４年）张铁林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２年）
王会杰 （２００３年～　　　）

前白行政村

书　记：孙连治 （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７年）孙福全 （１９６７年～１９８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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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文轩 （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０年）李根文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年）
宗海周 （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８年）蒋锡淼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
张仁孝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３年）宗海周 （２００３年～　　　）

主　任：孟福昌 （大队长）（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１年）
孙水池 （大队长）（１９５２年１月～１９５２年１２月）
孙连治 （大队长）（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９５３年１２月）
宗海离 （１９６７年～１９８６年）李根义 （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０年）
蒋锡淼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８年）李根义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
宗明灿 （２００１年～２０１４年）高安民 （２０１５年１月～　　　）

辘轳湾行政村

书　记：程金牛 （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０年）程天恩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６年）
张西波 （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７年）程金牛 （１９６７年～１９９３年）
刘记庚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５年）陈九零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５年）
刘保林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４年）张慧峰 （２０１４年～至今）

主　任：程付恩 （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０年）程全章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６年）
程付恩 （１９６７年～１９９３年）陈九零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５年）
刘海聚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５年）程瑞有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１年）
陈玉涛 （２０１１年～　　　）

马庄行政村

书　记：刘正民 （１９８６年４月～１９９５年４月）姬书玉 （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００６年６月）
侯雁岭 （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７月）侯超峰 （２０１２年７月～　　　）

主　任：侯连喜 （１９９３年５月～２００５年４月）侯雁岭 （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００８年１０月）
侯超群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姬营军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

三里张行政村

书　记：宋丙臣 （１９７７年～１９８４年）张水安 （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７年）
张守先 （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９年）张有生 （１９９９年～２０１１年）
张永强 （２０１１年～　　　）

主　任：张水安 （１９７７年～１９８４年）宋占彪 （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７年）
张有生 （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９年）张海长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５年）
张建岭 （２００５年～　　　）

耿庄行政村

书　记：崔文法 （１９６４年～１９７０年）赵长健 （１９７０年～１９８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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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泉 （１９８１年～１９９２年）耿君祥 （１９９２年～２０００年）
吴金周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９年）邢新法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３月）
耿占彪 （２０１１年５月～　　　）

主　任：耿书营 （１９６４年～１９７０年）张根河 （１９７０年～１９８１年）
耿君祥 （１９８１年～１９９２年）耿爱民 （１９９２年～２０００年）
邢根岭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９年）耿福田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３月）
吴治安 （２０１１年５月～　　　）

芦庄行政村

书　记：卢群法 （１９８１年～２０００年）石宝峰 （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杨群法 （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４年）

主　任：孙小庆 （１９８１年～１９９８年）刘志伟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８年）
刘根法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４年）

打绳赵行政村

书　记：赵长建 （１９６９年～１９８１年）张根合 （１９８１年～１９９１年）
倪麦场 （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６年）张贵亭 （１９９６年～２０１１年）
张合亭 （２０１１年～　　　）

主　任：张合亭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１年）赵福智 （２０１１年～　　　）

双庙行政村

书　记：孙小苟 （１９４９年～１９７２年９月）张玉法 （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９８５年６月）
孙顺兴 （１９８５年７月～１９８６年８月）时长法 （１９８６年９月～１９８７年９月）
王红军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９９０年２月）朱国章 （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９９５年９月）
刘保定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９９６年４月）朱秀波 （１９９８年１月～２０００年２月）
朱广田 （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００９年５月）朱军伟 （２００９年６月～　　　）

主　任：孙顺兴 （１９４９年～１９８５年６月）朱秀波 （１９８５年７月～１９９０年６月）
孙玉贵 （１９９０年７月～１９９５年１０月）朱广田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１９９６年１１月）
朱秀波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９９８年５月）刘定昌 （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００１年７月）
朱军伟 （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００９年５月）朱登永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

西黄庄行政村

书　记：黄军伟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０年）黄长水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２年）
吴绍军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４年）黄水甫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５年）
柴登科 （２０１５年～　　　）

主　任：黄景星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４年）黄军涛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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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方 （２０１５年～　　　）

谷庄社区居委会

书　记：马培森 （１９６４年～１９８５年）马全喜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５年）
乔浩振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２年）谷广长 （２００２年～　　　）

主　任：谷水田 （１９７０年～１９９７年）李文德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２年）
周国选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８年）张宝伟 （２００８年～　　　）

头堡行政村

书　记：乔金栓 （１９６１年～１９８１年）李金山 （１９８１年～１９９０年）
李金河 （１９９４年～２０００年）李金聚 （２００２年～　　　）

主　任：李新全 （１９９４年～２０００年）李首滨 （２０１１年～　　　）

尹家堂社区居委会

书　记：翦金昌 （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５年）朱凤林 （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７年）
武玉春 （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８年）（为武庄、北街、西街、支部书记）
尹建军 （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８年）（为东街、南街、陆堂支部书记）
武丙灿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１年）梁海坤 （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４年）
肖长记 （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６年）陆金升 （１９６６年～１９８７年）
尹铁锤 （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４年）尹林清 （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
尹文辉 （１９９５年～　　　）

主任 （大队长）：尹振海 （大队长）（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８年）
左江恩 （大队长）（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８年）
翦戍己 （大队长）（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６年）
其中，１９５７年 ～１９５８年期间，尹振海为武庄、北街、西街大队长，
左江恩为东街、南街、陆营大队长。

翦中铎 （１９８７年～２００２年）武占军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梁书军 （２００２年～　　　）

台庙社区居委会

书　记：孙永乾 （１９５０年～１９５５年）孙文周 （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６年）
孙美兰 （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８年）朱国庆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０年）
孙根来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３年）梁石桥 （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６年）
李保欣 （１９６６年～１９８８年）孙西安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７年）
朱广德 （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０００年５月）孙留军 （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００９年５月）
孙　浩 （２００９年５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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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张国彬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８年）朱满长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７年）
孙坚庭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年）朱全章 （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００８年１０月）
孙会贤 （２０１４年～　　　）

李庄社区居委会

书　记：王书经 （１９５９年１月～１９６５年１２月）李西昌 （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９６８年１２月）
王书经 （１９６９年１月～１９８１年１０月）李献春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１９８７年１０月）
贾付宝 （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孙连举 （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００５年５月）
朱广民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朱广宸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０１４年）

大队长：孙连章 （１９５９年１月～１９６５年１２月）朱恪安 （１９６９年１月～１９８７年１０月）
主　任：王福生 （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９９８年１２月）贾根民 （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００５年５月）

贾海涛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０１４年）

第五节　在外工作人员名录

老城镇在外工作人员名录

姓　名 单位 籍贯 （行政村）

高新中国成立 许昌市教体局 菜　李

路海江 河南省党建办 路　庄

张红伟 国家政策科学研究会 榆　圆

范小东 禹州市委 和　平

范小鹏 许昌市政府 和　平

郭宝峰 许南开发区 和　平

梅宏勇 许昌食安局 和　平

张书军 郑州市公安局 和　平

王培新 陕西林业厅森保处 东　关

高　伟 漯河市文化局 东　关

英敏 魏都区组织部 东　关

冯保安 省统计局 西　关

张宝生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西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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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单位 籍贯 （行政村）

王书继 河南省档案局机要处 圪塔庙

谷文峰 河南省总工会 谷　庄

孙福建 魏都区法院 李　庄

王继伟 国防后勤部 李　庄

杨军立 许昌市政法委 尹家堂

翦保平 河南省地质局 尹家堂

翦　辉 河南省文化厅社会文化处 尹家堂

张喜江 许昌县政府 槐树陈

黄林江 南阳理工学院 黄　庄

黄栓柱 兰州环保局 黄　庄

刘顺兴 许昌市日报社 辘轳湾

高建华 湖北省财政厅 前　白

张继红 许昌市体育局 打绳赵

符建铭 黄河水务局 大赵庄

第六节　部分烈士统计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村别 入伍时间

入党

（团）

时间

牺牲时间 牺牲地点 隶属部队 职务

张玉峰 男 头堡 １９４８年１月

吕志国 男 陈尧 １９４８年１月

薛　留 男 １９２８年 菜李 １９５０年２月
１９５１年
３月２８日

朝鲜战场 志愿军六十军 战士

芦均元 男 １９３３年５月 耿庄 １９５１年５月
１９５１年５
月入团

１９５３年６月
朝鲜江原

道平康郡

志愿军七十四军

七十师二一团

三营七连

战士

陈风祥 男 １９２４年５月
头堡

花园
１９５１年１月 １９５１年４月 朝鲜战场

志愿军六十四军

担架团二营
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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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村别 入伍时间

入党

（团）

时间

牺牲时间 牺牲地点 隶属部队 职务

刘福来 男 １９３５年３月 双庙 １９５１年３月
１９５０年
入团

１９５１月 朝鲜战场
志愿军二十四军

七十师
战士

杨中义 男 和平 朝鲜战场

顾洪臣 男 和平

第六章　行政村 （社区）概况

东关社区居民委员会

东关社区在县城东偏北８公里，镇政府东北０５公里处。辖２个自然村，１１个居民小
组，６６５户，２８８７口人，总面积２４００亩。老城在历史上长期为长葛县治所，该街因在东城
门内外，故名东关。社区居委会辖东关、符庄、小武庄自然村。姓氏有：张、王、李、赵、

武、孙、袁、侯、杨、路、陆、鲁、芦、贾、韩、蔡、刘、邢、高、翟。聚落成东西长方

形，东西主街１条，西接老县城南大街，东至药王庙，长７５０米，西段在城内称东大街，东
段在城外为东关大街和东下街。另有北河街、南后街、公园街、金楼街，均与东西主街相

通，沿主街西侧除新建楼房外，尚保存一些明、清初门面房。

历史久远，文化古迹较多。泰山庙在东下街路北，面积５～６亩大，山门、东西、栏房，
石尊雕像及其他建筑已被毁，现存大殿，被列为长葛市文物保护单位。吕祖阁，现奔马厂

内，尚存三间，城隍庙，在东大街路北，仅存一角残墙。新中国成立后，曾作为长葛县委、

政府及老城公社政府驻地。端壁寺，东门外北侧，曾设为学堂，新中国成立后僻为东关小学

校址，端壁寺北半里，城墙下有大王庙，谓之掌管双洎河航运。还有药王庙、火神庙及诸多

奶奶庙，庙堂均已被毁掉，遗址尚可辨认，东门外建有佛堂，放舍饭之地。古庙会为农历正

月廿二。

民间文艺兴盛。除传统的竹马旱船外，其铜鼓、腰鼓队、狮子舞，秧歌队至今依然活

跃。民国时期的文胜班，聚落泰山庙、大王庙。人员多，戏装好，演艺精，名扬百里之外。

新中国成立后改为长葛县大众豫剧团。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张宝英少时为文胜班学

员。

漕运码头。距东关泰山庙北３００米处，双洎河南岸边，北通新郑，东达周口，密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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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石灰，苏皖的粮、油、饼于此聚散，素有西煤东粮之说。民国年间，航运船只频繁，码

头繁忙。每日少则３、５只船，多则达十几只。东关乡民十几人在码头装卸搬运货物，用红
车运至东西关粮行和煤栈销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因上下游多建闸坝，蓄水灌田，停止航

运。

东关社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经济繁荣，昔日县城之商铺门店多在东大街，加之

日有晨集，月逢五、十有物资交流会，客商云集，市面繁荣。餐饮业兴旺，名吃俱多，当时

流行口头禅：“王有水煎包”“张有酱面条”“胡辣汤浑身暖”“火烧焦又软”盛誉城内外，

如今仍被后人传承，兴于街市。东关水利条件优越，北临双洎河，加之月渠，灌溉便利，农

业发展快，产量高。主产小麦，玉米，兼种蔬菜。由于村办企业红火，实行工业反哺农业，

全村农业种植实行四统一：既 “统一耕种、统一浇水、统一植保、统一收割”，呈现稳产、

高产发展之势。

工商业发达。民国期间，东大街商铺门店布满摊点经营颇多，时呈繁荣景象，延至今日

更为兴盛。新中国成立后，集体经济逐渐壮大，开始兴办村集体企业。 “红旗砖瓦厂”从

１９５８年筹建，１９６０年正式生产，占地近３０亩，工人近６０人，砖瓦质量好，畅销当地，供
不应求。于１９７０年，由 “红旗砖瓦厂”转产，在此建毛纺厂，新建十几个车间，每个车间

７００平方米，全村２００多名青壮年进厂做工，主产品长葛绒、长葛毛呢、长葛毛毯，产品色
样美观，质量上乘，驰名国内，畅销全国各地，年产值达２６０万元左右，利税３０万元左右。
改革开放后，个体私营企业发展迅速，长葛奔马三轮车发源于老城，厂址在东关二组，１９８７
年迁址长葛。韩培杰在老场地建起 “金动力三轮车厂”，另有武玉山建 “飞马三轮车厂”，

张新民建 “车桥厂”，在三位领头人带动下，相继又兴起涉及配件生产的２０多家，仅三轮
厂产业年产值可达７０００万元左右。近年来建有许昌中盛兽药厂，国家级钓王徐清华建 “清

华钓具有限公司”，钓鱼产品齐全有名，销往全国各地。金顺机械厂、长葛市盖瑞机械有限

公司等从事机械加工或生产的达１６户，从及其他行业的８户。形成了集体带个体，大厂带
小厂，同行联动、行间互动、共同发展、同营共利的良好局面。再加之沿街路面借助集贸市

场从及餐饮、肉食、面点、日杂百货等经营的门店摊点多达３０多家。社会经济繁荣，人民
生活富裕，１９９４年被长葛市政府命名为 “小康村”。２０１３年４月被长葛市委、市政府命名
为 “经济发展先进村”。

文化教育，公共设施建设历代重视。晚清到民国期间，私塾数家，新中国成立前至新中

国成立初，在端壁寺开办学堂，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建立小学，７０年代成立东关中学，１９９１
年初中撤到老城联中。１９９０年，在村支部、村委会领导下，群众集、捐资２０余万元，建起
第一座教学楼，２０１０年由市政府拨款建起第二座教学楼。至２０１４年，教学班６个，学生
２４０人，教师１６人，附设学前班。村委会办公楼一座，便民服务、警务室等各室齐全。村
干部每日轮流值班。农家院图书室存书量达１３０００册，阅览室宽敞明亮。文化体育广场占地
４亩，设有乒乓球、篮球、门球等设施，体育器材３０多件。

社区卫生所一处，从医人员２人。社区内道路水泥硬化，全长３公里，路灯全覆盖，路
边建有垃圾池。自来水户户通，既方便又清洁卫生。

８８４

长葛市乡镇志



２００２年６月，省委组织部授予该社区全省 “五个好优秀党支部”称号，连年获得许昌

市、长葛市 “民主法治示范村”，获许昌市、长葛市 “优秀妇女之家”。村党支部书记孙新

年被评为许昌市 “优秀党支部书记”、许昌市劳动模范。村妇女主任杨凤巧被授予河南省

“十大优秀妇联主席”，许昌市 “优秀为民服务代办员”，长葛市 “十五最美乡村干部”荣

誉称号。

和平社区居民委员会

和平社区在县城东偏北７５公里处，现镇政府北与此紧紧相连，辖大南关、小南关、小
郭庄。１０个村民组，６２７户，总人口２８１６人，耕地面积１６１９亩，人均０５７亩。农业主要
种植小麦、玉米、红薯等。工、副企业发达。

和平街在老县城时叫新路八社 （包括西关村），１９５８年各户订门牌时，由原朱巷街更名
为和平街，人民公社时改为和平大队，《村民组织法》颁布实施后，改为和平村，２００９年改
为和平社区居委会。该村因地处老县城中心腹地，老街道沿用至今。衙前街、衙后街为东西

向主街；和平街、南大街为南北向主街；另有学院街、朱家胡同、大南关街、小南关街、古

城路 （原长葛三高门前）、马路街等。传统民间文艺形式之多，莲花灯、腰鼓队、盘鼓队、

高跷、老背少、扯犟驴、旱船、狮子舞等，时有盛名，现在活跃于乡间。其中 “旱船”获

许昌市灯节表演一等奖，“莲花灯”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名吃闻名县城：陈德

妮卷卷、李坤烧鸡、郑明旺油条，最为有名 （后人传承），至今仍有不少远客专程来此品

尝。还有郭道花生、王顺火烧。村内居民除原本有者外，多为外地商贩入驻及其他流入者，

久居为家，故姓氏之多：张、王、李、赵、周、武、郑、王、刘、丁、郭、钟、侯、陈、

蒋、蔡等共５３姓。居民住房多为新建的砖木结构瓦房和水泥结构平顶房、楼房，尚存部分
明、清楼房和出厦门面房。

名胜古迹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敬史君碑在衙前街北侧十四中院内。文庙、文昌阁、察

院、旧县衙均在衙前街路北。惜房多被拆除，尤其文庙大成殿规模宏伟，为九脊八坡歇山式

建筑，上覆黄色琉璃瓦，柱子两人合抱，栋梁龙纹雕饰，大殿内有孔子七十二学子画像，大

殿正门上有 “万世师表”金匾。据说为清乾隆皇帝御笔亲书，开启后人立学兴邦。众人都

说看过大成殿如见北京故宫太和殿，此宏伟精致的建筑在省内县城实属少见。惜１９７３年拆
除，木料为建故室所用，现存五间过厅屋。旧县署还保存有一些老房。古城路北侧有三国魏

钟繇台遗址，楷书之祖钟繇洗砚池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八角琉璃井尚存。花戏楼小南门

朝外，斗拱建筑，１０米多高，已不存。徐母墓 （老城变电站东南角），原有墓冢和石碑，今

已不存。小南门外观音堂内藏有五代后晋天福四年 （９３９）陀罗尼石经幢一座，今下落不
明。抗美援朝烈士杨中义和反坦克英雄顾洪臣都是该村人。

和平社区产业以农业为主，工副业兴村。２０世纪６０～８０年代，主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壮大集体经济，有机井３１眼，大小拖拉机３４台，电动机、柴油机４３部。主产小麦、
玉米、红薯，兼种蔬菜。副业有机修、预制和烧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科技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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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发展科技示范户，带动科学种田，增产增收，发展养殖业，养羊４户，存栏８００余只，
养猪３户，存圈近千头。

改革开放后，党的富民政策深入人心，发挥区位优势，利用有利条件，个体经营迅速兴

起，南大街、马路街、古城新僻前进路，两侧商铺门店多达几百家，市面繁荣，生意兴旺。

另建有农贸市场，加之逢五、逢十交流会，客商云集，远至郑州、许昌、新郑、禹州、尉氏

等地客商来此，日物资交流成交额达２００多万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建起的废旧钢材市场，
规模大，年销售额上亿元。长葛市颍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主产品建筑机械，年产值达５千
万元。长葛市众兴驾校，训练场地３５亩，年培训人员近２０００人。境域外入驻企业 “河南省

帝锦纺织有限公司”，投资１５亿元建厂，占地面积３３０亩，职工５００人。村内个体从事机
械加工业者１１户，从事食品业、门业、商砼等计９户，摊点小贩众多。

文化教育事业发达。和平地处老县城中心之地，对文化教育极为重视。新中国成立前就

建有一处国立小学 （在衙前街北侧），新中国成立后以此发展。１９６９年镇在此成立联中，小
学联中在一起。１９８３年村决定搬迁建校，为和平小学。２００６年建教学楼，建筑面积２５００平
方米，配套建筑面积１２６０平方米，现有１０个教学班，学生３５６人，教师１７人。１９９０年改
为老城镇中心小学。

居委会驻地约２亩，有办公楼一座１６间，各室配套齐全，每天有２名村干部值班，负
责处理村务，便民服务热心周到。街内道路全部水泥硬化，路灯全覆盖，排水道联通，自来

水全覆盖。有活动场地４处，分别在小南关、村委门口、小郭庄、衙后街。门球场１个，篮
球场３个，体育器材８０余件，供村民游玩健身。卫生所１处，从医人员２人。

和平社区社会稳定，居民姓氏虽多却相处和谐团结，经济繁荣，人们安居乐业。分别被

河南省、许昌市、长葛市命名为 “文明村”、长葛市 “小康建设示范村”、长葛市 “经济发

展先进村”、长葛市 “综合治理” “平安建设”先进村，连年被评为 “五好党支部”。梅丙

玉被评为市级 “优秀党员”、省 “治安保卫先进个人”。

另有范舜德书画有名。其作品 “颂上海世博会”参加上海世博会书法作品展，被作为

国礼赠送国外友人。

古庙会为农历正月十三。

西关社区居民委员会

西关社区位于市政府东北７公里，镇政府西０５公里。城内辖西关、桑场两个自然村，
居民有：耿、刘、崔、马、时、丁、张、王、李、赵、郭、徐、魏、杨、贾、孙、朱、付

１８个姓氏，２０个村民组，７３０户，３１２０人，总耕地面积１９３０亩，人均耕地面积０６２亩。
老城镇久为长葛县署所在地，因该街位于西城门内外，故名。

新中国成立前城内庙宇寺院：古仓街北头有一真武庙，也叫领鸡庙，占地５亩，分前后
殿，两边有厢，门前有狮子，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拆。文革后，村民自发捐资在旧址上又建三

间。“五龙庙”（在北拐儿），占地２庙，大殿两厢房尚存，被列为长葛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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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关西头有一庙群：“天爷庙”，往东 “关爷庙”，再东 “中岳庙”，前有 “土地庙”，偏西

南 “火神庙”，往南 “三关庙”均建庙年代不详，解放初期均被拆除，仅 “天爷庙”重修

有碑记。

民间传说：“鸟柏”，民国时期有一年三月三庙会，在前三天有人就往这里运 “竹竿”，

把鸟柏给围了起来，人们以为是卖竹竿，但会后，竹竿尚存，后撤竹看时，“鸟柏”中心板

被盗之，有人说是南蛮子所为。

虎柏：社柏群有一 “虎柏”，夜间人过此处，有虎伤人，久之，有胆大之士，用钉子钉

住虎眼，再过则静矣。

西关社区商贸企私业发展迅速，经济市场繁荣。清末民国时期，工商业非常薄弱，部分

村民从事小商业、饮食服务、木材加工等副业。宋家汤圆、孙明的油糕、陈庚的丸子、张广

森的蒸馍等非常有名，生意甚是红火。１９４９年后，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个体企业发展迅
速。城内有恒生机械厂，流园废旧金属加工，花根生态园、废旧塑料加工、养殖户、小摊点

等几十家，既满足了人们生活需求，又活跃了市场经济。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民国至解放初期，城内有私塾。１９６４年建村小学。１９９７年投资４０
万元建第一栋教学楼。２０１１年投资７０万元建第二栋教学楼，２０１４年投资８７万元，建第三
栋教学配套房和餐厅。现有六级六个教学班，在校生３００多人，在职教师１６人，１９９３年顺
利通过省级 “双基”验收。小学六配套建设，各项设施均达省二类标准，教师合格率达

１００％。
西关社区文化建设底蕴丰厚。民国时期李西昌创办了 “小孩戏”，演大型古装戏，学员

４０多人，豫剧大师唐喜成就出自此班。此外还有狮子龙灯，竹马旱船等。每逢节日、庙会
盛装演出。新中国成立后，村文化有了较大发展。办起了识字班和农民夜校。特别进入新世

纪以来，在抓好社区经济建设的同时，先后建起了农村文化大院，占地２亩，图书馆室 （图

书３０００余册），阅览室、文化广场、篮球场，添置体育健身器材３０余件，主干道水泥硬化，
排水沟、路灯、自来水全覆盖，并设有便民服务工作站、警务室。居民自发成立了盘鼓队，

腰鼓队。家家有电视，户户装有电脑，极大地丰富了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促进了社会和谐

健康发展。

古庙会为农历正月初九。

北街社区居民委员会

位于县城东偏北７５公里，镇政府北０５公里。原来归东关行政村，１９７８年和东关分
离，成立北街村。辖６个村民组，３３６户，１３６０人，总耕地面积７０５亩，人均耕地面积０５２
亩。域内有：芦、鲁、陆、路、卢、张、邢、徐、杜、陈、岳、尹、刘、关、王、魏、袁、

胡、贾、李、任、朱、强、尚、汪、杨、冀、高、孙、冯、许、崔、丁、梁、宋、史，３６
个姓氏。

老城久为长葛县治所，该街因处老城北门，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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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寿宁寺，又名三佛寺，营造于宋代，位于北街正中心，葛邑之盛景其来久矣。寿

宁寺前御河，后接马陵洎水，东连于溱，西望玉寨崇山，南近许昌乃一邑之福源发祥地。且

康熙南巡，曾将此寺作为行宫，皇上銮驾御牌奉往此处，在此朝贺，洗礼祝颂之地。雍正元

年碑记可想当年之盛状。元至正三年、明万历、大清康熙、雍正、乾隆至民国都经过重修。

据碑记载：寺院之规模宏大，气势辉煌，前有韦陀大殿，后有卧佛阁一座，左右各有一跨

院，东西厢房数间。现为许昌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帝庙、真武庙，均建年代不详，关帝

庙有大殿，门前有卷棚，两匹石马分两侧，今尚存。古庙会为农历正月初六。乡村个体企业

发展迅速，民国至解放初期，部分村民从事小摊手工制作生意，均以养家糊口。如：贾秀的

蒸馍，崔连开的烧鸡，当时非常有名，生意甚是红火。１９７９年村筹建了尾毛厂，占地７亩，
从业人员２００余人，年产值１８０万元，产品远销国外。进入新世纪，个体企业迅猛发展。原
有个体企业不断壮大，新个体企业应运而生。 “散热器分离机”机械加工厂的产品远销韩

国、泰国、印度等国，年销售额１５万元。加工磨面、邑源乳业、金鑫五金制造厂，尾毛厂
等相继落户北街。家庭养殖业也在不断发展，居民生活水平逐年提升。

文化体育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民国时期以前，域内没有固定文化体育场所及设施。民国

至解放初期，仅有民间文化，如：“竹马旱船”“老背少”等，当时创办的 “同川社”享有

盛名。每年三月三登封中岳庙会，仅有少数民间社团登台演出，同川社便是其中之一。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村文化体育建设有较大发展。相继建起了文化大院，图书室、阅览室、文化

广场、篮球场、门球场、存图书７００余册，体育器材２０余件。村主干道水泥硬化，路边排
水沟、自来水覆盖，家家有电视，户户有电脑，人人有手机。文化体育生活丰富多彩，精神

文明建设不断提高，社会和谐健康发展。教育由新中国成立前的私塾，到解放初期的识字

班、农民夜校，发展到村办教育。北街村１９７８年与东关分队，１９８０年筹建了北街小学，占
地面积６亩，五年五班规模。１９８６年又投资２０万元，建起了两层教学楼，建筑面积４８０平
方米，２００５年中小学布局调整被撤并。

岗张行政村

岗张村在镇境东部，辖岗张、徐庄２个自然村，１１个村民小组，５５７户，２８６２口人，
土地总面积 ２４４８亩，耕地面积 １６１５亩，有张、王、李、赵、徐、吕、薛、景、刘、崔、
陈、范、孙、米、周、岳、辛、韩、毛、杨、邢、梁、冀、谷等２４个姓氏。

岗张，明初张姓由山西洪洞迁此建村，因村处岗上，故名岗张；徐庄，清初徐、薛二姓

迁此见村，因薛姓在村上建一庙堂，故名薛堂。后徐姓西迁又建徐庄，薛堂之名逐渐被徐庄

所代替，统称徐庄。

改革开放始，全村相继打机井４４眼，至２０１４年能用机井２９眼，配套６眼，并全村通
自来水，接入有线电视。２００１年修村西柏油路，长７５０米，宽４米；２０１３年硬化村东水泥
路长９８０米，宽４５米。村内有医疗室１处，幼儿园１处 （有教师２２人，学生４００人，面
积３２００平方米），小学１处 （有教师１３人，学生２８９人，面积６５００平方米）；农家书屋面
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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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３０平方米，存数１０００余册；文化大院面积１４２８平方米，有健身设施，有腰鼓、秧歌等
群众性文娱团队，人数８０人。岗张村交通便利，工业基础较好，有双箭车业、飞虎板簧厂、
中国石油加油站、浩宇建筑机械厂、众鑫制氧、钢材物流园等企业，另有商店３处，服务辖
区群众。古庙会为农历正月初四。

大赵庄行政村

大赵庄村在镇东部。长南公路贯穿村南，辖大赵庄、刘彦庄两个自然村，１１个村民小
组，６７１户，３１５０口人，面积２８１４亩，总耕地面积１５００亩，共有赵、刘、符、曾、毛５个
姓氏。

大赵庄莲藕

大赵庄以赵姓为主，故取名为大赵

庄。刘彦庄因刘氏为主，故取名为刘彦

庄。村内现有１座小学教学楼，占地面积
１０５亩，教学班６个，教师１５人，学生
２７２人。有卫生所 １间，从医人员 １人。
村内街道为混凝土水泥路面。村委西和刘

彦庄有健身器材和文化广场。村内有农家

书屋一间，占地３５平方米，图书６００册。
手工风箱曾驰名省内外，是该村的传统技

术产业。村内有大小企业 ５０多个，银发
菌果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食用菌行销周边

省市，丰盛莲藕种植合作社带动了一大批

莲藕种植户；村内目前从事塑料处理加工的３户；从事养殖的４户；从事机械产品加工或生
产的８户；其行行业２０户。古庙会为农历正月初六。

圪塔庙行政村

圪塔庙村位于长葛市区东１１公里，镇政府东４公里处，辖圪塔庙、戴庄两个自然村，
有６个村民小组，３７６户，总人口１７２１人，总面积１３６０亩，耕地面积８８０亩，人均０５２
亩。据传，明代此处土疙瘩 （土岗）上有一庙宇，原名天仙庙，清初，有人来此建村，取

名圪塔庙。产业以农业为主，兼种蔬菜，手工业以铁业锻打最有名。辖区居民姓氏有杨、

王、戴、朱、薛、郭、张等７姓。
圪塔庙系明代所建，清雍正七年重修。初为一大土疙瘩，约１０亩大，６米之高，上建

一庙，名天仙庙。周围有松、柏树。北有正大殿四间，高６米，跨度１０米，砖木结构，琉
璃瓦盖顶。大殿后有一两层楼房，供奉老天爷。大殿前有东西厢房，西厢房后有一院，供养

女神。东西厢房前建有高大山门，两边有哼哈二将石像。山门前向南有一天桥，长约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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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通砖所建，拱高７米。下有通往县城大道。昔日每逢灯节之夜，天桥上尽放彩灯，人潮
如流。远观之，犹如天降彩虹，甚为壮观。惜不知何因而拆除，地下尚存通砖，庙名搬为平

地。正月初九为庙会，延至今日。村内最初两大户，庙东王姓，庙西杨姓。其中一杨姓于清

初来此，生有三子，迄今本族仍按长门、二门、三门论称，人口达６００人。
兴办教育。１９４７年由王晋昌 （屯王人，原国民党政权县大队长）出面招募捐资办学。

在庙院里建房２０余间，招收周边几十个村庄学生２００多名在此读小学，一直延续至１９６０
年。当时各大队兴办学校，学生多回本大队就读。至此，圪塔庙村将此作为本村小学校址，

重整加修，增添设备，改善办学条件。２００２年，全镇教育整合，规模办学，圪塔庙小学撤
并到岗张小学。（原校址今作为村委会驻地）。

圪塔庙村工业、副业起源早、发展好。戴庄铜业自清末开始，逐步发展到１０多家。铜
业专铸秤卡、烟袋锅，产品销往省内外，持续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圪塔庙村工业锻打距今
已有３００多年历史，初为三家，后者之多，专业生产木工专用工具。所产斧头、锛、凿锋
利，不累顶，不卷刃，不夹灰，行销２０多个省市区。１９８９年产业高潮时，全村上百户从事
生产。同期，出现户与户成联合体，扩大规模生产，期间招收外工达２００人之多，日产万
件，年销售达３００万件，销售额达６００万元。当时虽然市场物价低，但利润也可观。由于科
技的发达，木工工具的革新，截至２０１３年全部停产。但聪明的圪塔庙村人早已着手转型新
兴产业，从事建筑机械、电瓶、电动三轮车等。目前，有规模的建筑机械厂１２家，电动三
轮车厂６家，钢板加工３家，车床加工６家，组装后桥５家，从业人员２００多人，用工多时
达６００人。

村委会驻地在学校原址，村室建设齐全，便民服务周到。村内道路全部水泥硬化，全长

３公里，路灯全覆盖，自来水用户达９０％，体育健身场地２处，器材３０件，盘鼓队、广场
舞活跃。文化大院７００平方米，存书２０００余册。

该村被命名为长葛市 “小康村”“文明村”“经济发展村”，被评为 “五好党支部”“信

访稳定村”，杨国友被评为市镇 “优秀党支部书记”“优秀共产党员”。

榆园行政村

榆园村在县城东７公里，老城镇政府驻地南６００米处，古庙会为农历正月十三。清初，
有张姓迁此定居，因在河边搭庵捕鱼，始名鱼庵，后音传为榆园，辖榆园、鸿芦张、荣先

李、老场４个自然村。１２个村民小组，５８６户，总人口２５８１人，耕地２０６０亩，人均０８
亩。姓氏有：张、李、陈、梁、朱、吕常、唐、刘、许、申、安、霍、桑、韩、胡、贾、王

１８姓。以农为主，兼种蔬菜。产小麦、玉米、红薯、大豆、药叶等。４个村落共占地面积
４５０亩，居民住房均为新建砖木结构瓦房，砖混结构平房和楼房。

文化古迹：村南临赮水故道，河上金鱼桥遗址尚存。村南古时候有一条河叫金鱼河，据

县史志载说是赮水河流。乡民传说，在三国时期，曹操驻许昌，因水饮马而改道许昌。河虽

已改，但仍有细流不断。河上建有大石桥，均为方形青石所建。当地乡民叫金石桥。而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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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清乾隆时水流制图标识为三里桥。此桥在长葛老县城通往许昌的故道上，距县城约有３
里远，故名 “三里桥”。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大炼钢铁时，因烧石灰拆之，今尚存少许。现如今，
已将河流故道整平为良田，全村境域内面积约有５００余亩，耐旱产量高，有 “粮食囤”之

称。“佛爷堂”在荣先李村西，庙院５亩，大殿５间，大门朝东，庙院西南建有一高塔，塔
下建有地宫，庙院西也有一大殿。１９５３年拆除，剩有一小庙房３间，因久破漏水欲塌，村
民于２００５年重建。“老王庙”在鸿芦张村东南角，半亩大，乡民以求风调雨顺而建，尚不
存。老场为长葛 “三岗五场”之一，村西北有一土地庙。据传说，明末清初时，闯王李自

成曾在此庙居住。因饮马打一井，旁栽一柏树，闯王洗脸时脱帽随手放于土地爷头上，并说

你先戴着，等闯王洗完后取帽时，却拿不下来，自此留下了 “唯有老场土地爷戴王帽，别

处无有”之说，方圆晓之。昔有民间传说文艺活动，老背少、高跷、竹马旱船、瞎子关灯、

扭秧歌，时为活跃，今已失传。

民国时期手工制作有名号朱文元毛笔，大、中、小楷毛笔精工制作，盛行长葛及周边县

区，三代传承，至９０年代中期停止。有一梁姓做官靴，古装戏用之，据说此人因官靴做得
好，不论在哪看戏都免费。有一姓梁的开石印馆，从事印刷业，至新中国成立后仍有县府业

务。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１９５９年办小学初级班，１９６５年在榆园村东边辟地建小学，１９６６年
办初中，１９８０年由在原校址东边扩建２６间，此时学校面积达１０亩。１９９７年５月学校迁址
榆园村北，辟地７亩，集捐资２４万元建教学楼一座，面积７５０平方米，１９９９年又建８间。
２００４年槐树陈小学并入本校。２０１５年春，又扩地３８亩，拟投资１８０万元建三层综合楼２４
间，计划年底竣工。现有六级８个教学班，在校生３９６人，教师１７人，附设学前班。

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增产增收。辖区内明渠３条，暗渠４条。１９７８年从佛耳岗水库
东干渠 （老城境内）往本村修暗渠，全是人工修造，当时实为创举。暗渠宽０８米，高１米
有余，拱顶距地面１～２米，因地势高低不等。用料红黏土、白石灰，整成碎面，过筛，二
者按比例搅匀，带一定湿度，叫 “三七土”。制有模具，用打板打实，打光面，顶部封土于

地面平。分段设有暗渠口，闸门控制。全长３５公里，可自流灌溉１５００亩。全村机井７０
眼，２０１２年又新增１７眼，井井通地埋线，全长９０００多米，农业专用变压器４台，整修田间
道路４５公里，建桥涵３０多座。农田设施配套齐全。粮食产量连年丰收，全村年总产量达
４００万斤以上。拥入市政府 “万亩示范方”、国家 “千亿斤示范基地”之列。养殖业：养鸡

４户，２００００只；养羊４户，５００余只；养猪２户，６００余头。特色种植：软籽石榴１２亩，
蔬菜大棚种植６户，榆园一户最大，占地１０亩，６个大棚约６亩，目前在建立体种植。

工、副、企业起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村办企业：１９７３年建面粉厂，厂房６间，５台机
器，年生产面粉３００多吨，方便村民，存麦领面，邻村换面，其余外销。 “金桥玉液”酒
厂、扫帚厂、橡胶厂等。１９７４年建沼气池，由县科委在本村作推广试点。沼气池深３米多，
底面直径２米，拱顶设一圆口，直径约为５０厘米，加盖儿，盖儿上设一圆孔，供输气用。
池两边各有一个圆形洞，一为进料口，一为出料口。将秸秆、人畜粪尿加入池内，再加上

水，发酵后，产沼气，供照明、做饭用。一个沼气池可供应五口家庭之用。大队在面粉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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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建有一大型沼气池，全村共建５０多个。几年后，因原料矛盾，建造技术粗放等各种原
因停用。个体副业、企业：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从及机动三轮车配件生产的３０多户，从
及塑料回收，加工生产的２０多户，建筑机械及其他机械９家，规模企业有许劲松 “通用钢

构配件厂”，厂房１０００平方米，年产值超５００万元。梁金义 “恒利达篷布公司”，场地３０
亩，厂房２５００平方米，年产值上千万元。梁文凯 “鑫达电动三轮车厂”，年生产各种型号

三轮车３５００多辆。张卫东 “长葛市煜康洁具有限公司”，厂房２０００平方米，员工３０多人，
年生产玻璃洁具钢化盆２０余万件，销往全国各地。

村委驻地占一亩，各室建设齐全，每日村干部轮流值班，负责处理村务。２０１４年修水
泥路８５０米，安上路灯。自来水户户通。健身场地２处，体育健身器材２０多件。

该村先后获得 “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农业发展先进单位”“先进党支部”“信访稳定

先进单位”“文明建设先进村”等荣誉称号。赵枝妮获省级 “孝老爱亲道德模范”。艺人张

华珍为板胡名家，原河南省豫剧二团板胡领弦、兼唢呐，省二团工会主席，曾为现代戏

《朝阳沟》音乐设计。

郭贾行政村

郭贾村在镇境东偏南，辖郭庄、贾庄２个自然村，５个村民小组，３８６户，１８８４人，土
地总面积２２１６亩，耕地面积１６００亩。郭贾原名贾庄大队，１９８２年因大队重名，更名为郭贾
大队。郭庄，清初郭姓由外地迁此建村，故名；贾庄，清初，贾姓迁此建村，因村附近香椿

树较多，故名香椿贾，后简称贾庄。主干道水泥路长２公里，宽５米，２０１２年修建，道路
状况良好。有农家书屋１处，２５平方米，存书５００本，有村卫生室１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参合率１００％。古庙会为农历正月初六。

王家庄行政村

王家庄村在镇境东部，辖王家庄、毛庄、肖庄３个自然村，１４个村民小组，４８１户，
２２９０人，总土地面积２８２８亩，耕地面积１９９４亩，有王、张、肖、李、孙、毛、闫、彭等８
个姓氏。王家庄，明洪武年间，王姓由山西洪洞迁此定居，故名王庄。１９８２年因大队重名，
更名为王家庄；毛庄，明洪武年间，毛、李二姓相继由山西洪洞奉敕迁此，因毛姓居先，故

名毛庄；肖庄，明洪武年间，肖姓由山西洪洞奉敕迁此建村，故名。村内有五龙庙一处遗留

古迹。现有小学１所，始建于１９７０年，占地面积１０亩，教学楼２座，教学班６个，教师１１
人，学生２４０人。有村卫生所１处，占房５间，从医人员１人。村内从事塑料处理加工户数
１户，从事机械产品加工或生产的户数６户，其他行业户数１户。古庙会为农历正月初六。

槐树陈行政村

槐树陈村在镇境中部，辖槐树陈、董庄、后双庙３个自然村，７个村民小组，５１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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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６０人，总面积２８２８亩，总耕地面积１５８０亩，共有王、张、岳、马、董、陈、蓝、朱等８
个姓氏。槐树陈，清代陈姓迁此，因当时该地有大槐树１株，故名；董庄，清初董姓迁此建
村，故名；后双庙，清初朱姓迁此建村，因村处洪山、土地两庙之北，故名。全民族以汉族

为主，有几个外来媳妇属于回、侗族、土家族等。村内有颜良文丑坟、老槐树、土地庙、洪

山庙等遗留古迹。农业以小麦、玉米为主，芝麻、花生、蔬菜为辅，有机井３２眼，潜水泵
６２台，并配备了地埋线，做到旱时都能灌溉。村内卫生所占房舍５间，从医人员２人；有
图书室１处，面积４０平方米，各类图书１３００多册。有商店５处，幼儿园２处。村内从事塑
料处理加工１５户；从事养殖的６户；从事机械产品加工或生产的１８户；其他行业３户。古
庙会为农历正月十三。

粮斗桑行政村

粮斗桑村在镇境东南部，辖粮斗桑、范庄２个自然村，５个村民小组，２８８户，１２８８
人。全村总面积１８８５亩，总耕地面积１４５０亩，有贾、王、桑、张、肖、蔡、郭、孙、左、
范、宋等１１个姓氏。粮斗桑，清代桑姓由老城北街迁此，以充斗行为业，故名；范庄，清
初范姓迁此定居，故名。现有小学１所，始建于１９７５年，后与陈尧村合校。村卫生所占房
舍５间，从医人员３人。村内现有１公里水泥路。有农家书屋１间，占地２５平方米，图书
５００册。村内有盘鼓队１支，人数２０人。从事塑料处理加工者２户，从事养殖者５户，从事
机械产品加工或生产者２户，其他行业１户。古庙会为农历正月十二。

老路庄行政村

老路庄村在镇境东南部，辖老路庄１个自然村，４个村民小组，２６５户，总人口１０９０
人，全村总面积１５９８亩，总耕地面积１０２５亩，村内有魏、路、张、毛、谢、胡、左、侯、
范、雷１０个姓氏。清初，朱姓居此，无村名，后路姓由老城迁来，始名路庄，１９８２年，为
避免与大队重名，以该村属于老城镇为由，故更名为老路庄。农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单

产在千斤以上，辅种核桃树、桃树、石榴树等果木，有机井３０眼，灌溉面积１０００余亩，基
本旱涝保收。村内有卫生所房舍４间，从医人员１人；有农家书屋１间，占地００３亩，图
书５００册。村内有１公里水泥路，从事塑料处理加工者７户，从事养殖２户，从事机械产品
加工或生产２户。古庙会为农历正月十二。

陈尧行政村

陈尧村在镇境东南部，辖陈尧、姜庄、扁担魏、小朱庄 ４个自然村，８个村民小组，
４１６户，１７６８口人。全村土地总面积２４２７亩，耕地面积１６８５亩，有陈、赵、孙、王、宋、
杜、卢、吕、张、左、朱、李、翟、邢、韩等１５个姓氏。陈尧，明洪武年间，陈姓由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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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洞迁此建村，以烧窑为业，史称陈窑，后雅称陈尧。民国第一届众议院议员陈鸿畴是该村

人；姜庄，明洪武年间，吕姓由山西洪洞迁此建村，因谦以吕字名村不雅乃取其先人吕尚

（姜子牙）之另一姓氏姜字名村，故名姜庄，烈士吕治国是该村人；扁担魏，明洪武年间，

魏姓由山西洪洞迁此定居，初以扁担肩挑营生，由穷至富，故名扁担魏；小朱庄，明洪武年

间，朱姓由山西洪洞迁此建村，因南临河沟，始名朱河洼，后因人少村小，更名小朱庄。改

革开放以来，全村相继打机井３８眼，至２０１４年能用机井５６眼，机电全配套，灌溉面积
１６８５亩，旱涝保收。曾有通往鄢陵老古路，在村西头，现仍存在。陈尧村于２００７年修建水
泥路，长１５００米，宽３５米；小朱庄村于２０１３年修建水泥路，长１２０米，宽４米。全村共
有民营企业６家，安排就业劳动力７０余个，有小型超市５处。村内有小学１处，三层教学
楼，共有六级六班。教师１３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１１人，中专学历２人，共有学生２８０
名。有幼儿园２处，卫生室２处，村内有图书室、体育锻炼场所各１处，体育器材２５件。
村内古树４棵，其中：松柏两株，年限约千余年 （其中一株尚活），老槐树两株，树龄也有

几百年。古庙会为农历三月初六。

菜李行政村

菜李村在镇境南部，辖菜李、菜王、忻庄、左庄、惠庄 ５个自然村，９个村民小组，
６８５户，２８５６口人，总面积３７６４亩，耕地面积２６８３亩，有高、熊、王、宋、李、左、惠、
罗、胡、张、薛、忻、庄、刘１４个姓氏。

菜李村，明代李姓迁此建村，以种菜为业，初名菜园李家，清代改名为菜村；忻庄，明

代忻姓由山西洪洞迁此建村，故名；惠庄，明初惠姓由山西洪洞迁此建村，故名；菜王，明

初王姓由开封朱仙镇迁此建村，以经营菜园为业，始名王菜园，后称菜王；左庄，清代由今

鸿胪张迁此建村，故名。

农作物种植以小麦、玉米为主，村民在各荒片地、各户房前屋后，道路两旁均栽种了树

木，共有２００余亩；村内现有机井６０眼，灌溉面积达到２６８３亩，基本达到了旱涝保丰收。
村内有小学１所，占地面积１０亩，教学楼１座，教学班６个，教师１０人，学生１６０人；村
卫生所占房舍３间，从医人员２人；村内有主街４条，街边建有垃圾池，村委东邻有文体广
场，主街路南有１所超市；村内从事塑料处理加工１２０户，从事养殖的８户，从事机械产品
加工或生产的６户，其他行业１０户。

村内古今较知名的人物有：清光绪年间，左应旅属监生，因两次捐资独修试院，上级奖

知府衔；熊廷辅，清光绪年间属岁贡生；清光绪年间高应宾属监生；清高应选属开封府吏部

书吏；熊亦武，民国年间军医大学毕业，任野战医院上校军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在长葛

县人民医院任医师；高焕章，民国年间黄埔军官学校毕业，任宝丰县县卫队队长。

古庙会为农历正月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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辘轳湾行政村

辘轳湾村在镇境西北部。辖辘轳湾、刘庄、草场三个自然村，９个村民小组，７３２户，
２７９３口人，总面积３６３４亩，总耕地２４８７亩，有张、陈、赵、程、孙、刘、梁、李等８个姓
氏。明初，陈、程二姓由山西洪洞迁此定居，因距县城 （今老城）５里，始名五里

!

（ｌｉú，
音流），后因村东大路进村，形如辘轳把，故改名辘轳把湾，简称辘轳湾；刘庄，清代刘姓

迁此定居，故名；草场，据传此地原为一个大寺院的牧马草场，清代陈姓迁此定居，以草场

名村。村西有春秋战国时期人工修建的古长城遗址——— “十二连城”遗址，东魏敬史君碑

（魏碑）于雍正年间出土于此。原有古井，今已不存。村南昔有西明寺，１９７２年在其遗址上
出土陀罗尼石经幢１件，无座无帽，已断３节，今保存在县文化馆内。农作物为小麦、玉米
和花生，林果业以花果树为主，改革开放以来相继打井１５０眼，至２０１４年能用机井为１００
眼，其中８１眼有配套设施。村内现有小学１所，占地面积７６亩，教学楼２座，教学班６
个，教师１３人，学生１７０人。卫生所房舍７间，从医人员３人。有２条主街道，均配路灯，
部分路段有下水道，３个自然村各有健身场所１个；农家书屋有１间，占地００４亩，图书
２０００册。村内从事塑料处理加工７户，从事养殖的２户，从事机械产品加工或生产的２户，
另有服装加工１户。古庙会为农历正月十九。

马庄行政村

马庄村在老城东北５公里、镇政府西偏北３公里金鱼河南岸。辖马庄１个自然村，４个
村民小组，１３１户，６１１口人，总面积７４０亩，耕地面积３００余亩，有侯、姬、刘、马、李、
高等６个姓氏。清初，马姓迁此建村，故名；又传为古十二连城养马处，唐代后养马场不存
在，养马人长期生活下来，取名马庄。村西北２公里处为 “十二连城”遗址，从护城河浣

出一渠，从该村村北向东流去，相传因产出一种小黄鱼，而取名金鱼河。村西北角有子产

台，相传为子产观兵处，今人取名高庙。农作物以小麦、玉米、花生为主，有机井１２眼；
村内主道路长１公里，４米宽，２０１３年修建；已基本安装有线电视，设有农家书屋，４０平
方米，存有图书２００本。古庙会为正月十六。

前白行政村

前白村在镇境西北部，辖前白、小河徐、王庄 ３个自然村，９个村民小组，４３６户，
２０３３口人。总面积２５４０亩，耕地面积２０００多亩，有宗、高、孙、李、徐、陈、蒋、宋等８
个姓氏。清初，白姓兄弟二人迁此，其一居南建村称前白，另一居北建村称后白；小河徐，

该村原住徐姓，且南临金鱼河 （小河），故名小河徐。据１９３０年 《长葛县志》记载：该村

为三国徐庶故里，今村中徐姓为其后裔。王庄，清初王姓在此定居，故名。农作物以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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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玉米为主，有机井４２眼；２０１４年养殖业主要养殖品种为猪和羊，其中猪３００头，羊
２００只；村中主道路为柏油马路，２０１１年修建，长３８公里，５米宽；有小型建筑机械企业
５家，规模较大超市１家，塑料加工业３户。村里已经安装有线电视，有村卫生室１处，在
小河徐村黄金大道西侧，参加新农合率达９５％。古庙会为农历二月廿五。

耿庄行政村

耿庄村在镇境西部偏北。距长葛市区３公里。东临京港澳高速，西接黄河大道，魏武路
纵贯村境，京广高铁凌空穿村而过。曾先后辖打绳赵、马庄、芦庄、陆庄等自然村，现辖耿

庄、陆庄２个自然村，６个居民小组，２４５户，１１６２口人，总面积１３２３亩，有耿、邢、毛、

耿庄社区

陈、张、吴、丁、黄、李等 ９个姓氏。
耿、陆两庄命名，皆由明洪武年间，耿、

陆二姓由山西洪洞迁此建村而名。农作物

以小麦、玉米为主，兼有大豆、红薯、花

生、芝麻套种间作，有机井 １１眼，可以
实现旱涝保收；村内房前屋后，空闲地面

多有植树，以速生杨树居多，景观苗木、

瓜果树的栽种有上升趋势。２０１４年规模养
殖养羊户有８户，养猪户有２户，年均出
栏均在百尾或百头以上，年均收入１０余
万元。村内有自来水厂１座，村级卫生室

１所，村内主道路近３公里，宽４米，为２０１３年修建。所辖区域内因位于长葛市产业集聚
区，工业经济较为发达，有黄河电子科技工业园、永固建材有限公司、恒昌电子等企业入

驻，另有其他个体经济组织３２户，主要以建筑机械加工、装配制造为主。家庭手工业方面，
以五组卤水豆腐较为出名。２０１４年，社区内有小学１所，占地５亩，教学班５个，教师１８
人，学生１６０余人；建有农民书屋３０平方米，藏书２０００余册，建有文化大院３００余平方
米，乒乓球、篮球等健身器材１０余套，有一支腰鼓队。古庙会为农历正月初六。

芦庄行政村

芦庄村在镇境西部偏北，辖芦庄１个自然村，４个村民小组，２９７户 （其中哈萨克族１
户），１２３０口人，总面积 １５６５亩，耕地面积 １１６０亩，有卢、刘、李、崔、张、杨、柴、
董、祁、吴等１０个姓氏。清初罗姓迁此定居，取名罗庄。后有卢姓迁入，１９４２年保长卢世
成将村名改为卢庄，又名芦庄。１９８１年与耿庄大队分开后成立芦庄大队。主要农作物以小
麦、玉米为主，有机井２１眼，２０１１年全村全部通上自来水，有村级卫生所１个。２０１０年修
水泥路，４米宽路面１２００米，５米宽，路面３００米。村里组织有２０多人的秧歌队和广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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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乐队二支，歌舞队一支。

三里张行政村

三里张村在镇境西部偏北。辖三里张、五里宋 ２个自然村，５个居民小组，２７４户，
１３１０口人，总面积１６０７亩，总耕地面积８１７亩，有张、李、宋、齐、左、胡、曹等７个姓
氏。三里张，清初，张姓在此建村，因距县城 （今老城）三里，故名；五里宋，建村于宋

朝，始名李庄，后因宋姓居多，又距县城 （今老城）五里，更名为五里宋。农作物以小麦、

玉米为主，辅有大豆、红薯、花生、芝麻等，有机井１５眼，配套设施完备，灌溉面积达
６０％；佛耳岗水库的水经河渠自西向东流经 ４０％的种植区，全村农作物旱涝都能保收。
２０１０年自来水管道在全村铺设，２０１３年以后，相继修建三里张、五里宋主干道，栽种有绿
化苗木，建小垃圾池１０个、地埋式垃圾池１个，修文体广场７２０平方米。村内企业以私营
为主，主要有长葛市三山钢锨厂、鑫运达金属有限公司、柳河机械厂、长葛市康得利机械

厂、长葛市天合密封科技有限公司、世英机械有限公司、山峰锅厂、真马电动、长葛市宝泰

机械制造厂等。古庙会为正月二十。

打绳赵行政村

打绳赵村位于新市区东北８公里，镇政府西北１５公里，双洎河西岸。１９８０年与耿庄
分开，独立成立大队，有６个村民小组，域内居民有赵、张、姚、倪、李、安、曹等７个姓
氏，２６９户，１０３５口人，总面积１６９２亩，耕地面积１０００余亩。

清初，山西洪洞县赵氏迁入长葛老城在此定居，以打绳为业，故名。

遗留古迹：在村西北角建一圆觉寺 （据传元朝时期从草场迁入），占地面积５亩，坐北
向南，大殿３间，高５米，东西厢房各４间，南屋４间面北，南屋后边又有４间楼。山门在
西边。解放初期兴修水利废之。１９９８年，该村村民自发捐资，又在原址建了３间。在村中
部有一井王庙，村北有一观爷庙，村东南角有一大王庙，均年代不详，已废之。

金鱼河：位于村北面，形成年代不详，发源于陉山的小洪河，在村东北角流入双洎河。

传说河上有一座桥，桥上雕刻一对金鱼，形象逼真，倒映河中，随水波荡漾，鱼像在水中游

动，故名金鱼河，后被南蛮子把金鱼盗走，桥尚存。

漕运码头：清中期，村民张金茂、张全盛、赵远兴三家在双洎河岸建一码头 （现６组
地），占地２０亩，运往物资主要是西边的煤、石灰、香等，东面的粮食、棉花等。本村经营
船只８艘，吨位３吨左右，装卸工２０余人，货物运往西关行店销售，１９５６年废止。

汉墓群：南临塔陵园，北至金鱼河，东界金鱼河，西界马庄，占地面积 １０００余亩，
１９９４年被长葛市命名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２００１年被许昌市命名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教育发展情况：清代至民国时期，村内办有私塾，新中国成立后，打绳赵归耿庄大队，

１９８０年与耿庄分队，１９８２年村集资建小学，五级五班，１９９７年中小学布局调整，合并于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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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

民国时期，村内没有固定的文化体育场所和设备，仅有民间文化，如，竹马旱船、踩高

跷、大鼓乐等，逢古会、节日盛装演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业

余文化需求也在不断提升。村内主干道进行了水泥硬化 （３公里），路灯、排水沟全覆盖。
建起了篮球场、乒乓球场、文化广场，安装健身器材２０余件。村文化大院，占地２亩，设
有图书室，藏书７００余册，有阅览室、治安室等，成立了腰鼓队、盘鼓队等，家家有电视，
户户有电脑，人人有手机，业余生活丰富多彩，精神文明素质不断提高。

古庙会为农历正月初四。

西黄庄行政村

西黄庄村在镇境西部，辖２个村民小组，一组位于长社路南，二组位于路北，共有２４５
户，１０１７口人，总面积８８０亩，耕地面积４００亩，有黄、张、李、柴、傅、陈、王等７个姓
氏。相传清初傅姓在此定居，始名小傅庄；后张姓由杨寨迁来，又名小张庄；继而黄姓又从

老城小路黄 （并入西关）迁来，人口逐渐增多，改名黄庄；１９８２年因大队重名，更名为西
黄庄。村内种植业以小麦、玉米为主，有机井７眼。自２００９年以来，各个街道全面硬化，
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主干道长社路东西长１４００米，宽６０米，村内街道南北长３００米，宽４
米，长社路南北两侧有旅店１处、物流３家、商店３家，村内有幼儿园、小学各１处，２０１４
年幼儿园在园幼儿４３５人，小学在校生１３０人，教师２０人。村内有农家书屋１处，面积３０
多平方米，存书２０００多本。古庙会为农历正月二十。

头堡行政村

头堡村在镇境西部，辖头堡、花园、老庄３个自然村，７个村民小组，３０９户，１４４２
人。全村土地面积１７１１亩，耕地总面积４５０亩，有李、王、陈、桑等４个姓氏。头堡等３
个自然村原与西黄庄合属西黄庄村委会，后分出。头堡，因村距县城 （今老城）五里，始

名五里堡，又因村处县城 （今老城）西南官道上之第一堡，改名头堡；花园，明时苍悟道

台李春英从广西卸任归来，把所积蓄金银埋入花盆内，运回后将花移出在此建一花园，村以

园名；老庄，明末战乱，本地人避乱外迁，仅存此村，后外来者在该村四周相继建立新村，

故称该村为老庄。村内种植业以小麦、玉米为主，有机井７眼，旱涝保收；有卫生室１处，
房３间，从医人员２人；有农家书屋１间，存书１８００套；２００７年修建２２公里水泥路，系３
个自然村的主干道；村内有养殖户２户，从事机械产品加工或生产的３户，商店２户，其他
行业１１户。老庄村南有仙人井，据传西汉末年，刘秀被王莽追赶到此，马渴不前，仙人把
井搬倒，以供马饮。井沿上留有马蹄痕迹，故人称此井为仙人井，亦叫搬倒井，今已不存。

早时从事革命活动的地下党员孟炳昶和李友三是该村人，革命烈士陈风祥于１９５１年在朝鲜
第五次战役中牺牲。古庙会为农历正月二十。

２０５

长葛市乡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