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谷庄社区居民委员会

谷庄社区在镇境西南部，辖谷庄、乔庄、添庄 ３个自然村，８个居民小组，５６１户，
２４５２人，总面积２６７５亩，耕地面积１１００亩，有谷、乔、张、马、周等５个姓氏。谷庄，清
初谷姓迁此建村，故名；乔庄，清初乔姓兄弟二人由新郑迁葛，其兄定居乔黄，其弟定居于

此，取名乔庄，１９８２年袁庄并入，仍称今名；添庄，据传添姓最早居此，取名添庄，明初
马姓由山西洪洞迁来，仍用原名。农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种植面积约８００亩，有机井
２４眼，收割机１台，抽水泵２００台，农业运输车７０辆左右。自来水入户率９０％，有线电视
入户率８０％；现有水泥路４公里，宽５米；有商店９处，村级卫生室２家；有幼儿园１所，
教师１５人，学生人数３８０人，校舍２０间，面积４亩；有农家书屋１处，面积４０平方米，
存书量３００本；有体育健身场地一所，面积１０００平方米；居民自行成立２支盘鼓队，经常
参加表演。添庄有古槐１株，树龄不详。古庙会为农历二月十八、廿二。

双庙行政村

双庙村在镇境南部偏西，辖双庙、尚庄、何庄３个自然村，１０个村民小组，５７６户，
２５９８口人。全村土地面积 ２８３９余亩，耕地面积 １１００余亩，有朱、李、蔡、范、许、时、
丁、左、张、王、倪、刘、孙、申等１４个姓氏。

双庙，清初建村，因地处洪山、土地两庙之南，故名前双庙，简称双庙；尚庄，明初尚

姓在此建村，故名；何庄，明初何姓在此建村，故名，清初，张姓兄弟二人由外地迁葛，其

兄定居二郎庙，其弟居此，村名未变。

农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有机井２０眼，耕作机械３台，小麦收割机械１台，农业运
输车３８辆；１９９６年硬化路面３２００米，宽３５米，２０１４年硬化道路长８００米，宽４米；自来
水、电入户率１００％，有线电视入户率７０％；个别户养猪、鸡、羊，形成规模的有２户；有
２处食品加工厂和３处商店；有小学１处，教师２０人，学生２２０余人，面积约１３０００平方
米；有农家书屋１处，面积２０平方米，存书量１０００余册；有卫生室１处，面积１５０平方
米，从业人员３人；２０１５年３月修建文体广场，常有群众自发组织广场舞，约２０余人。
１９５６年，孙小苟被评为 “河南省劳动模范”；１９５７年，党中央表彰双庙村烟叶种植；

烈士刘福来，１９３２年出生，１９５０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
古庙会为农历二月廿二。

台庙社区居民委员会

台庙社区在镇境西南部，辖台庙、老朱庄、桑洼３个自然村，６个居民小组，６３３户，
２７１２口人，总面积２７４１亩，总耕地面积２５８０亩，有孙、朱、桑、李、王、魏、谢、张、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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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９个姓氏。
台庙，相传陈、刘二姓居此，始名陈刘庄。清初，因在村东凤凰岭上建一祖师庙，修有

台阶可供攀登，人称台庙，村随庙名。老朱庄，明代朱姓由山西洪洞迁此建村，因建村时间

早于周围各村，故名老朱庄。桑洼，明初桑姓由山西洪洞迁此建村，因周地势低洼，故名桑

洼。

台庙社区位于长葛市产业集聚区，交通条件便利，经济环境优越，彭花公路穿境而过，

河南奔马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落产境内。农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有机井３２眼，可以实
现旱涝保收。社区户户通有自来水，有线电视入户率７０％，人均纯收入２０１４年为１００００元；
文化大院占地面积４亩，体育器材齐备，有腰鼓队、秧歌队、队员２８人；农家书屋４０平方
米，存书１７００册；村卫生室位于彭花公路路北，参建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人数为２４８０人，占
９８％。村内从事塑料、机械处理加工等行业的有３３户，从事养殖的有１３户，其他行业如饭
店、超市等有２８户。古庙会为农历二月初一。

尹家堂社区居民委员会

尹家堂社区位于长葛新区东南４公里，镇政府南６公里，东与石象乡相接，西与和尚桥
镇毗邻，南界许昌县小召乡，京深高速公路、京珠高铁纵贯南北，省道彭化路横穿东西。辖

尹家堂、陆营、武庄、官庄、尹移庄５个自然村，２１个居民组，１１５７户，５０７０口人，总耕
地面面积４８２３亩，人均耕地面积０９５亩。有尹、翦、梁、陆、段、杨、刘、赵、左、贾、
高、武、郭、王、时、姬、张、樊、马、邱、田、朱、钟、冯、黄、董等 ２６个姓氏，汉、
维吾尔２个民族。

据载，尹家堂原名姬家村，明永乐元年 （１４０３），尹姓始祖尹长寿由江西吉安芦陵县五
十三都迁河南长葛姬家村定居。明成化四年 （１４６８），尹姓在村东修观音堂一座，人称尹家
堂，后村随堂名，沿用至今。

观音庙 （堂），明成化四年 （１４６８）建，占地５亩，坐南向北。分前殿、中殿、大殿各
殿，均为三间。殿高近１０米，殿东西有钟鼓楼。大殿、中殿两侧均有厢房，域内还有 “二

王”庙、“二郎”庙、“关公”庙、“土地”庙等，建庙年代不详，新中国成立后均相继被

拆毁。

清中后期，尹家堂村民筑寨墙，寨墙底宽５丈，顶宽１５丈，高３丈，长约１０里。寨
墙顶外侧垒有２米高的墙垛，设有望口和射口，环寨一周２０００余个，在寨顶的四角各建
有岗楼，寨的东、西、北面均建有长四丈，宽两丈，高六丈的寨门，寨墙内侧有环庄马道，

１９５０年后废止。
尹家堂自然条件优越，地势平坦肥沃，文化底蕴厚重，交通发达，农业基础稳固，工业

经济强势，市场繁荣，各项基础设施完善。

农业基础扎实，是粮食高产村。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实行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耕作条件

落后，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粮食单产几十斤。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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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干部带领农民，大力推广优良品种，改善土壤，科学种田，积极防治病虫害，使农业稳

步发展。１９６５年粮食单产１４１公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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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农业产值大幅度提高。１９９１
～１９９３年国家取消了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农民不仅有了生产的自主权，而且又获得了农
产品的经营自主权，粮食产量逐年稳步提高，２０１４年全村粮食总量达１０８７万斤。

水利建设方面，域内小洪河、自然排水沟纵贯南北，修暗渠２条，１６００米，机井１５０
余眼，灌溉通井地埋线１８公里，农田主干道清沟、整修８条１０余公里，农田林网植树２０００
余棵，极大地增强了灌溉和防汛排涝的能力，为农业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乡村企业发展迅速，商贸市场繁荣。清末民国时期，工商业非常薄弱，只有少量的手工

业作坊，如铁货铺、木匠铺、手工剪纸等，均以增加收入，养家糊口。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
年代，村队副业种类延续传统生产同时，１９７２年大队筹建起了面粉厂，占地６亩，机房三
层１４间，仓库及配套用房２０间，大型磨面机４台，日生产面粉３００００斤，年产量４５０吨。
在此基础上，又相继办起了机耕站、发电站、机械加工、木业厂、榨油厂。工业年产达２０
余万元。村副业的收入，对农民实行 “三免”，即学生免交书杂费，耕地不缴费，社员在村

医疗看病不要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推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农民意识得到更新。村办

企业搁浅，一些懂经营的人员，开始个体经营废旧塑料回收与加工。发展规模从开始的个体

到外地回收废旧塑料，到骑车托运，汽车搬运，再到坐摊收购、辨色分解，再到粗加工、造

粒、半成品加工，规模和方式不断得以发展。１９９５年底，从事废旧塑料回收粗加工的个体
户达到了３７５家，年产值上亿元，从业人员上万人。２０００年后，先后成立了 “河南聚晶高

分子科技有限公司”，占地面积８亩，厂房占地面积２０００平方米，从业人员２０余人，年产
值达５００万元；德丰钢构，厂房建筑面积６０００平方米，从业人员５０余人，年产值达近千万
元。２０１４年个体企业发展到５００余家，其中成规模以上个体企业１１家，年创总产值３５亿
元，从业人员３万余人。２０００年村两委规划从村北门到村卫室的主干道建立了商业一条街
和逢二逢七的物资交流会。２０１４年，大小型超市、各类商品饮食等门店发展到７０余家。

文化教育蓬勃发展。民国时期村庄没有固定的文化场所及设施，仅有民间文化，尹明西

表演的老背少、刘全章的坐小车、翦新立的竹马旱船最为出名。１９３８年一些戏曲爱好者还
自发成立了 “尹家镇越调剧团”，演一些古装折子戏，远近闻名，逢庙会、办喜事、祝寿、

庆生都会被邀去演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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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县镇电影放映剧团队经常到村演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村两委班子在抓
好经济建设的同时，文化体育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快速发展，在村委建起村文化大院，占地

面积１０亩，设有图书室，藏有图书５０００余册，阅览室、便民服务站、康检室、广播室、党
员电教室、治安室、警务室、民调室、资料室、产业集聚办公室、农民技术培训学校等一应

俱全。文化大院设置篮球场、乒乓球室、门球场、休闲娱乐场等文体设施，配备健身器材

５０余件，还成立了腰鼓队、盘鼓队、广场舞、扇子舞等群众性文娱团体。
清代以前，尹家堂域内主要以私塾为主。民国时期，大倡学校。１９３８年，在村东北角、

二王庙院内办起了国立小学，一至六年级六个教学班。学生来源于方圆十几里村。１９６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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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起了小学１２班、初中８班，在校生８００余人。１９７８年，村筹资整修教室２１间，新建教室
１５间，１９８８年中小学布局调整合并，尹家堂中小学分开，初中初定为老城四中，是年普及
了幼儿教育，办起了育红班，附设在小学。在村北新建一栋三层、１８个教学班的教学楼和
１０间办公室。２００４年，中小学布局再次调整合并，老城四中并入双庙，命名为市十五中，
台庙小学并入尹家堂小学。２０１４年，在社区协调下，国家投资６０万元，建起了一栋２层２４
间的教学办公楼。

２０００年以来，社区主干道相继实现水泥硬化，长５６公里，排水沟、路灯全覆盖，并
设有垃圾池，专人定时清理。２００４年全村通自来水。

尹家堂社区先后被评为河南省社会主义建设档案工作示范村、许昌市计划生育先进单

位。

古庙会为每年的小满节气和农历九月十三。

李庄社区居民委员会

李庄社区在镇境西南部。辖李庄、杜庄、端木贾、三合村４个自然村，居民以汉族为
主，有１１个居民小组，９１７户，３０８８口人。全社区总土地面积３２５０亩，耕地面积１５００亩，
有王、张、李、贾、赵、毛、袁、朱、孙、常、杨等１１个姓氏。

李庄，清代李姓迁此建村，故名；杜庄，清初杜姓迁此建村，故名。１９５６年１１月，成
立双庙乡人民政府，政府设在李庄村；端木贾，清初端木氏与贾姓同由外地迁此建村，故名

端木贾；三合村，１９８０年李庄、杜庄、端木贾三个村部分村民迁此建村，故名三合村。
２０１３年，三合村整体拆迁。

李庄社区居委会位于长葛新区东１０００米，西邻魏武大道，南邻彭花公路，东邻高速铁
路和京广高速公路，北邻长社路，地理位置独特。村内道路全部硬化，水泥道路３８００米。
端木贾村的农业配套齐全，所有机井完备了配套设施，达到旱涝保丰收，以小麦、玉米为主

的农作物产量逐年提高，小麦、玉米的产量都达到亩产１０００斤以上，人均纯收入达到９０００
元以上；村内有小学一处且附设幼儿园，有大超市３个，营业代销店２个，卫生服务站１
个；工业方面，有建筑机械厂２个、食品厂２个、钢铁加工厂１个，从业人员在１００人以
上。古庙会为农历二月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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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董村相传因汉孝子董永葬于此而得名，位于长葛市区东１５公里处，西连老城镇、大周
镇、南接石象镇、东接古桥镇、北与尉氏县洧川镇毗邻。总面积５１５７平方公里，辖２７个
行政村 （居委会），１８７个村民组，５２万口人，４９万亩耕地。是国家首批命名的民政全优
乡镇，河南省政府命名的 “中州名镇”。是全国两大衡器生产销售基地之一，享有 “衡器之

乡”的美誉。

镇域内有郑庄公掘地见母处、颍考叔庙、卓君庙、三国魏名将张辽墓、千年乌桕树等古

镇区宽广的大路

迹。木杆秤制作工艺被列入河南省第二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镇区距新郑国际机场 ３０公里，距京
珠高速和高速铁路８公里，距兰 （考）南

（阳）高速１５公里，省道开封———许昌公
路穿境而过，长葛市一号公路、三号公路

横贯东西，双洎河、汶河穿境而过。

１９４９年后，董村村镇建设工作有了较
大发展。１９９７年聘请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
研究院对董村乡进行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的规
划。２０００年，董村乡撤乡建镇，使董村镇

的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２００８年，聘请河南省豫建设计院对董村镇进行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
的总体规划，各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逐步改善。镇区内规划的７横９纵的道路也初见
规模，沿路商贸业快速发展。２００９年，为进一步改善农村居民的居住生活环境，董村镇董
永社区翠竹苑小区规划的１４幢居民住宅楼开始动工建设，群众陆续搬迁入住，小区内的各
种服务设施不断完善。２０１４年，董村镇投资１５００万元建设 “美丽乡村”，迎宾大道改造提

升工程和董永路南延工程项目已经完工，拉大了镇区框架，镇区形象大为改观。

镇区有１１０千伏变电站一座，李河口水库一座。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
南农村信用社、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都在此设立了分支机构；长葛市东部四个乡

镇的地税中心所、国税分局也在此设立。法庭、司法所、派出所、工商所、社会法庭、中心

学校、文体中心、卫生院、敬老院等一应俱全。

董村镇是农业大镇，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经济繁荣。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有小

麦、玉米、花生、核桃、猕猴桃等。属于国家级土地整理项目区、许昌市 “千亿斤”粮食

高产创建示范区和长葛市万亩优质粮示范方。工商业经济快速发展，感光材料生产、衡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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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机械配件加工、铝型材生产等产业已呈现飞速发展趋势。２０１４年全镇完成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５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２７亿元，同比增长２０％；完成
税收１６８７万元；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６６亿元，增幅 １９９９％，贷款余额 ２１亿元，增幅
１６６７％。

自２００８年８月起，开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为２４６名没有参加职工医保的非
农户口人员办理基本医疗保险。

自２０１０年１月起，开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自２０１３年１月起新型农村社养老
保险更名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为全镇８６０３名６０周岁以上人员发放基本养老金６３１万
元，征缴养老金２４４７４万元。

董村镇先后荣获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先进单位，全国民政全优乡镇，河南省先进基

层党委，省级卫生镇，河南省文化先进乡镇，河南省群众满意基层站所评创先进单位，河南

省奔小康科普示范乡镇，河南省机关档案工作规范化管理先进单位，河南省卫生先进单位，

董村乡敬老院获得 “全国模范敬老院”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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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１９７０年

５月３０日，公社革委会向各大队革委会下达了本年度夏季收代计划。

１９７７年

１月２２日，双洎河李河口拦河闸工程开始施工。

１９７９年

董村公社４０００亩油菜获得丰收，截至６月１１日，全公社入库油品５万斤，超额４３％完
成了统购任务。

１９８１年

３月１８日，董村公社管委会出台了 《关于实行计划生育的几项规定》：大力提倡一胎，

认真奖励一胎，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三胎。

１９８５年

董村乡成为全国两大衡器生产基地之一，每逢集市，衡器专业市场交易活跃，出售大杆

秤、半成品及配件的专业户达三四百家，省内外客商云集，日成交额１０万元左右。

１９９０年

４月，董村乡被河南省人民政府、省教委命名为扫盲先进乡。是年，董村乡敬老院建
成。

１１５

董村镇



１９９７年

１２月２５日，董村乡敬老院获得 “全国模范敬老院”称号，是日，董村乡被国家民政部

命名为 “全国民政全优乡镇”。

１９９８年

４月，董村乡成为许昌市唯一被民政部命名的 “全国民政工作先进乡”。

２０００年

１月８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董村撤乡建镇，更名为董村镇。９月，董村镇被许
昌市评为 “农业结构调整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０１年

４月，被省建设厅命名为 “中州名镇”。

２００３年

４月２５日，董村镇党委成立了 “非典”防治工作领导组，制订了 《预防控制预案 （实

行）》，成立了民兵应急隔离分队。

７月１日，董村镇党委被省委命名为 “防控非典型性肺炎先进基层党组织”。

２００４年

３月，董村镇被许昌市表彰为 “计划生育先进乡镇”。７月５日，董村镇整顿 “十五小”

“新五小”企业，开展地条钢和劣质钢专项整治活动。１２月，董村镇被省爱委会命名为 “省

级卫生镇”。

２００５年

４月董村镇被许昌市授予 “计划生育先进乡镇”。９月董村镇被许昌市授予 “农业结构

调整先进单位”“依法治理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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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

６月中旬，开展 “干部作风集中整顿、促进效能提升”活动，成立董村镇为民服务全程

代理中心。村村设立为民服务代理点。

２００７年

８月，中共董村镇党委向４５家非公有制企业派出党建指导员。

２０１０年

４月，成立董村镇大学生村干部管理办公室。

２０１２年

５月，董村镇开展 “一打击两整治”专项活动，即打击多发性侵财犯罪，整治校园及周

边地区治安秩序、整治网吧经营管理秩序。

２０１４年

从３月开始，董村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把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

治治病”的总要求贯穿全过程，着力解决 “四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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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镇域环境

董村镇地处黄淮平原，地势为西高东低，南高北低，平均坡度大约为千分之一，平均海

拔高度约为８０米。土壤主要为轻壤潮土，分布在东北部，中壤潮土分布在南部。土壤为黄
河和双洎河冲击而成，土壤肥沃，适宜各种农作物生长。

境内大小河流三条均属于淮河流域颍河水系。其中双洎河境域长度１９１千米、流域面
积７４平方千米，汶河境域长度５６６千米，流域面积２４３平方千米，干沟河境域长度８２
千米、流域面积９平方千米。

地表水年过境量约为１２１亿立方米。地下水相对为富水区，浅层地下水约为０１６亿立
方米。

随着镇域内机械加工产业的兴起，２０１４年前后出现了环境污染严重的小电镀企业，这
些小电镀无营业执照，属家庭作坊式生产，工艺简单，设备简陋，生产隐蔽，昼停夜产，违

法生产时有反弹。为此，镇党委、政府 “出重拳、下重药”，采取措施予以打击和治理：成

立专项整治领导组，与各村签订了限期整治小电镀的责任书，成立８个排查组，在全镇范围
内进行了 “拉网式”的大排查，逐户建立台账；召开小电镀户业主会议，让他们自行拆除

设备、拆除厂房；对于行动迟缓的，先后进行５次集中执法，并加强巡查，建立起小电镀监
管的长效机制。经过集中整治和集中强制拆除，２０１４年底，全镇范围内的小电镀户全部予
以断电和设备、厂房的拆除。同时，郑州华电集团投资超亿元的河南华葛防腐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年产１６万吨热镀锌项目投产，电镀工业园区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章　政区划分

第一节　政区划分

　　２０１４年末辖吴庄、张湾、白务、李河口、马庄、龙卧坡、赵白庄、庞岗、大鲁、吴岗、
大李庄、屈庄、岗孙、纸坊、高车贾、十里铺、新王庄、口王、竹园董、大墙王、殿后刘、

坡王、司马、盆刘、柳庄、小黄庄等２６个行政村和１个董村社区居委会，下设１７８个村民
小组、９个居民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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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区行政村概况

行政村名 辖自然村名 组数 人数 耕地面积 村名来源

吴庄

吴庄

查庄

小鲁庄

杨庄

７ ２５６０ ２３０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吴庄。

张湾
张湾

沈湾
５ ２１４５ ８００

白务
白务

刘庄
７ ２１２０ ２０２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属洧川县、四河区、

吴庄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属长葛

县、董村镇、白务村。

李河口

李河口

东岗

集后杨

河发李

７ ２３５９ １４９２ １９８０年与赵白庄分开，成立李河口村。

龙卧坡 龙卧坡 ８ １２２０ １１０１ １９７４年与李河口分开，成立龙卧坡村。

赵白庄
赵庄

白庄
５ ６００ ４６５

大李庄 大李庄 ７ ２４２０ １６３０ 该村于１９５６年与屈庄分开，成立大李庄村。

大鲁
河沟王

大鲁
５ １５００ １４４９

庞岗

庞岗

上刘

下刘

１１ ２７２６ ２９２３

吴岗
吴岗、赵庄、

老虎李、小范庄
１０ ３２５７ ３３６５

明初，山西吴姓、陈姓两家族迁居此处，而

吴姓人多，住在岗附近，故名吴岗。

司马
大司马

小司马
６ ２０２７ １０５５

中华共和国成立前村机构称大司马、小司

马，后改为司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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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行政村名 辖自然村名 组数 人数 耕地面积 村名来源

高车贾

孙?村

高庄村

车庄村

贾庄村

６ ２４０５ ２２０１７ １９６０年成立高庄村，２００４年改名为高车贾。

口王

口王

小李庄

邢志高

新庄赵

米庄

娘娘庙

墩王

疙瘩庙

２２ ５８４６
在建国初期就成立了党支部，那时仅有口王

自然村和周边的几个生产队，这就是口王村

的由来。

坡王
坡王

内官孙
５ ２３５０ ２３２０

纸坊

纸坊村

大柳树

北李庄

５ ２１６３ １６１０

柳庄

东柳庄

西柳庄

仝庄

６ ２２２０

竹园董
竹园董

路庄
４ １８２０ １８７５

小黄庄 小黄庄 ３ ６００

殿后刘

殿后刘

韩庄

朱王庄

７ ２１００ １８７７

岗孙

岗孙

竹竿沿

卓君庙

６ １６７２ １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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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

行政村名 辖自然村名 组数 人数 耕地面积 村名来源

大墙王 大墙王 ５ １７５０
明初，山西王姓一族迁于此，后有人官拜侯

者督府，家业富足，墙高数仞，故名大墙

王。

马庄
大马庄

小马庄
６ １６３０ １０５５

屈庄

屈庄

罗庄

岗王

１１ ２５９６ ２０９９

新王庄
王庄

辛庄
６ １８６０

十里铺 十里铺 ７ １３４８
原名为十里堡村，因距离洧川十里而得名，

后改名为十里铺村。

董村社区 董村 ９ ２７１６ 因汉孝子董永曾居并葬于此而得名

盆刘

盆刘

徐庄

赵庄

９ ２２１９

第三章　人口与计划生育

第一节　人　口

２０１４年末，辖区总人口５２３９５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６０００人，城镇化率１２％。另
有流动人口１８７３人。总人口中，男性２８３４１人，占５２５％；女性２４０５４人，占４７４％；１４
岁以下 １０８２８人，占 ２０１％；１５～６４岁 ３２０３８人，占 ５９４％；６５岁以上 １１００２人，占
２０４％。总人口中，以汉民为主，占 ９９９９％。２０１４年人口出生率 １３８‰，人口死亡率
８５‰，人口自然增长率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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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 “董永杯”第三届职工运动会扇子舞表演

第二节　姓　氏

董村镇的姓氏随人口变动，变化很大。有的村以姓氏命名，而今却无此姓或甚少，如董

村社区，现在董姓的户不超过１０户，有的姓氏由外地迁入。有的姓氏遍布全镇，而有的姓
氏只有一村或一户。据人口普查显示，全镇共有５７姓：张王李赵　朱刘吴杨　郭贾孙黄　
陈马丁高　于沈韩郑　梁谷庞董　崔车杜查　何吕魏尤　鲁任袁柳　邢路蔡田　邵蔺屠金　
冉惠付米　段乔毛宁　史辛呼徐武

第三节　计划生育

１９７８年３月董村乡计划生育办公室成立，地址在董村村南北大街东侧，有办公用房上
下两层４５间，工作人员２５名。

镇计划生育协会成立于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９日，主要工作任务是开展 “生育关怀行动”，即

关怀困难的计划生育家庭、育龄群众生殖健康、独生子女、女孩健康成长、基层计划生育工

作者。

至２０１４年，全镇有外出育龄妇女９５４人，其中重点育龄妇女７３５人，都已分类登记在
册。有３５７户６８８人１８周岁以下已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家庭享受每月４０元的奖
励；２９１名５０周岁至６０周岁的独生子女户和政策内双女结扎户家庭的奖励扶助对象，每人
每年奖励４８０元；继续发放１９１名６０周岁以上的奖扶对象每人每年９６０元的奖励金；落实
２０户独生子女和政策内双女结扎户子女的中招加分政策。有１９４名６０周岁以上的独生子女
父母和政策内双女父母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在领取６０元的养老保险费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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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４０元的补贴，
董村镇计划生育工作先后获得全国协会工作先进单位、长葛市人口和计划生育亲情服务

先进单位、长葛市２００４年度农村计生家庭小康工程建设先进单位等荣誉。

第四章　经济建设

第一节　农　业

农田建设

全镇耕地面积５０８万亩，人均 ０９４
亩；２０１４年农业总产值３７７亿元。

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２０１４
年，生产粮食５２万吨，人均１０４８千克，
其中小麦２７万吨，玉米２５万吨。蔬菜
种植面积７１５５亩，产量１９６３９公斤。
２０１１年新上水果种植面积５００亩，主

要品种有核桃、猕猴桃。

截至 ２０１４年末，累计造林 １０１４万
亩，其中防护林９０９０亩，经济林１０５０亩，
农民住宅四旁树木１８０万株，林木覆盖率

２６％，活立木蓄积量１０万立方米。

第二节　工　业

全镇已形成以感光材料ＰＳ板、ＣＴ板加工为主导的马庄工业聚集区、以衡器生产制造为
主的高庄工业聚集区和以新型机械配件加工为主的口王工业聚集区。２０１４年完成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５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４％。

长葛市宝图印刷材料有限公司引进外资１２亿元，新上 ＣＴＰ版生产线一条，感光材料
年生产能力明显提高。长葛市金属表面防腐处理专业园区已经启动，郑州华电集团投资超亿

元的河南华葛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年产１６万吨热镀锌建设项目建设已投产，河南俊兴食
品有限公司投资２０００万元的食品加工项目已投产。２０１４年全镇招商引资额达７亿元，其中
引进省外资金５８亿元，完成全年任务１４５％。

董村镇是全国闻名的 “衡器之乡”，自明朝末年至今已有近四百年的生产历史，且从业

９１５

董村镇



人员多，销售市场遍布全国，在国内影响深远。据史料记载，董村木杆秤制作始于公元

１６１５年到１６３５年间。１８６５年成立了长葛 “星秤会”，１９４３年全县已有秤工七百多人。
新中国成立后，董村制秤业得以迅速发展。部分秤工开始到郑州、洛阳、邯郸、开封等

地经营制秤业，并在省外云南、贵州、内蒙、宁夏、青海、西藏、吉林、陕西、沈阳等２３
个省、市设立制作点。

１９８５年６月，河南省计量局在长葛召开全省木杆秤、竹木直尺向法定计量单位过渡的
“改革座谈会”，制定了公斤秤的样品标准。从此，董村承担了全国长江以北地区的木杆秤

生产重任，成为全国两大衡器生产基地之一。１９８７年，和浙江永康一起被命名为全国 “衡

器之乡”。

１９９４年６月，董村镇引导群众由原来的木杆秤改为电子秤和台秤生产，由长葛市天平
衡器厂，长葛市民信衡器厂，许昌衡器厂等多家衡器厂组建成立长葛市衡器工业公司，从业

人员２２００人，工业总产值达３亿元，生产的吨磅、台秤、案秤、地衡、定量砣等二百多个
品种，产品远销国内外２０多个省份。

第三节　商业外贸

２０１４年有商业网点３００个，从业人员５９５人。其中 “万盛源超市”总投资１８００万元，
建筑面积３３００平方米，是集服饰鞋帽、日用百货、副食品、文教用品、五金交电等于一体
的大型综合性超市。城乡集市贸易年成交额０５８亿元。

董村镇口王钢材市场始建于１９９４年，由原来不足２０户的临时商贩，现已发展成为拥有
固定钢材交易大户１１６家，一般商户３００余家的钢材综合市场。市场内各种型号钢材种类齐
全，货物充足，交易量大，拉动和支持了周边上千家企业和个体户的发展，形成回收、加

工、生产、销售的格局，解决了镇域及周边农村上万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成为我市乃至长江

以北规模较大的钢材回收、加工和交易集散地。随着入住市场商户的逐年增加和市场基础建

设投入的薄弱，造成占压路面经营、货物堆放混乱、交通堵塞等现象。为彻底改变口王钢材

市场经营秩序，董村镇以市一号公路升级建设为契机，开展钢材市场取缔和拆迁工作，从

２０１０年９月开始，共拆迁一号公路两侧航吊９４座、违章建筑１２４间，非公路标牌３６８处、
钢材经营摊点３５７个，同时筹建钢材物流园，规划占地１２０亩，总投资３６００万元，内设钢
材经营摊位１５０个，２０１３年投入使用。

第四节　财政　税务

财政　１９８４年董村财政所建立，２００３年６月搬至位于长南路与兴水路交叉口的财政大
楼。现有工作人员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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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支情况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年度 小计 财政收入 补助收入 调入资金 小计 财政支出 上解支出

１９９３ １１３２１ ８３１２ ３００９ １１３２１ ９８５８ １４６３

１９９４ １２６５ １１１９５ １４５５ １２６５ １０３０２ ２３４８

１９９５ １５１５７ １１４７ ３６８７ １５１５７ １５１５７

１９９６ １５２３ １２８２ １２３ １１８ １５２３ １５２３

１９９７ １７３ １５０ １７ ６ １７３ １６２ １１

１９９８ １８５１ １２８４ ３７ １９７ １８５１ １８５１

１９９９ ２５８２ １１４４ ５０ ９３８ ２５８２ ２５８ ０２

２０００ ３１０１ １３７６ ５２５ １２０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１

２００１ ４３３２ １３２３ ２０７４ ９３５ ４３３２ ４３３２

２００２ ３３３６ ３１１６ ２２ ３３３６ ２４１４ ９２２

２００３ ３４０５ ３２１１ １９４ ３４０５ ２４４１ ９６４

２００４ ７０４ ５００９ １８５１ １８ ７０４ ５９７４ １０６６

２００５ ８７８３ ５３６９ ３４１４ ８７８３ ７４３５ １３４８

２００６ １１４０４ ７８４４ ３５６ １１４０４ ８５４５ ２８５９

２００７ １０９０２ ７０２６ ３８７６ １０９０２ ７７９７ ３１０５

２００８ １６４８ １２５０９ ３９７１ １６４８ １２６７５ ３８０５

２００９ １９４３７ １２６９ ６７４７ １９４３７ １５５８９７ ３８４７３

２０１０ １９０８９ １４５６１ ４５２８ １９０８９ １４５７１ ４５１８

２０１１ １５１４１ １１００７ ４１３４ １５１４１ １０２８６ ４８５５

２０１２ １８５４６ １４２９ ４２５６ １８５４６ １１３６６ ７１８

２０１３ ２５７５７ ２０２１ ５５４７ ２５７５７ １５７２６ １００３１

２０１４ ３７３５２ ３４８６５ ２４８７ ３７３５２ ３３９３５ ３４１７

税务　１９９４年９月，长葛市国家税务局在原长葛市税务局的基础上分设成立。董村国
税分局为其下辖二级机构负责董村镇、石象镇、古桥乡、南席镇四个乡镇的国税征收管理工

作，主要负责的税种为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企业所得税等，董村地税所负责董村

镇、石象镇、古桥乡、南席镇四个乡镇的地税征收管理工作，征收税种有：企业、个人所得

税、营业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屠宰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资源税１２种。２０１４年国税完成２１５万元，地税完成１４７２万
元。

１２５

董村镇



人均纯收入

年份 人均纯收入 年份 人均纯收入 年份 人均纯收入 年份 人均纯收入

２０００ ２７８０ ２００４ ３６７５ ２００８ ６１１６ ２０１２ ９６４８

２００１ ２８４０ ２００５ ３８４６ ２００９ ６４８３ ２０１３

２００２ ２９１１ ２００６ ４５２７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７ ５２２６ ２０１１ ９３０５ ２０１５

第五章　党群　政法

第一节　党组织

　　董村镇党委下辖１个党总支，４０个党支部，其中农村党支部２７个，止２０１４年底共有党
员１６９９名。镇党委通过抓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抓党员教育和管理，加强村级党组织
建设，尤其是四项基础制度建设，不断提高党建水平，曾荣获河南省先进基层党委。

第二节　群团组织

妇女联合会

群众文娱活动

１９５３年，董村建立妇联会，配备了乡
妇联主任。同时设立各生产大队妇女工作

委员会。此段时期的主要工作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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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

全基层妇女组织。

２０１４年妇联会的作用更加广泛：组织
妇女干部培训学习，开展巾帼建功竞赛活

动，开展 “三八红旗手” “最美乡村女干

部”的评选和文明家庭、好媳妇、好公婆评选活动，组织动员广大妇女投入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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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青年团

１９５７年５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２０１４年董村镇有团委１个、
团总支１个、基层团支部２７个，学校团支部２个，１３个非公团支部，１５个少先大队，共青
团员１３６８名。

团委在党委和上级团委的领导下，做好青年工作，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团员致力于董村的

经济社会发展。被团省委授予 “河南省五四红旗团委”。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团省委先后两
次到董村镇调研；２００５年，董村镇团的工作经验材料刊登在共青团中央的中国青年网站上；
２００９年，共青团中央到董村镇调研。

第三节　政　法

派出所　成立于１９８２年，２０１４年有民警８人，配备了警车１辆，电脑１４台，执法仪８
台，高标准办案中心一个，实现了信息化办公办案。成立起，一直秉承打击犯罪、保护人民

的历史使命，抓获犯罪分子１０００多名，破获案件２３００多起。曾荣获全省 “学雷锋争当人民

好卫士先进单位”、全省 “十佳爱民集体”、全省 “十佳执法集体”、２０１２年度河南省人民
满意的基层站所、许昌市青年文明号等荣誉。荣立集体三等功两次，涌现出全国优秀人民警

察潘西亭、全省优秀人民警察多人。

法庭　原址在镇政府机关院内，１９９４年迁出单独设院。董村法庭管辖董村、石象两个
乡镇，法庭每年处理案件保持在３００件左右，２０１３年达３８０件，２０１４年达４９６件。

司法　１９９９年７月由董村镇政府管理转变为长葛市司法局垂直管理。２００９年３月司法
所办公大楼竣工，办公条件得到改善，设有调解室、社区矫正室、安置帮教室、档案室、法

律援助工作站，符合高标准、规范化司法所。

第四节　地方武装

１９５８年８月董村公社武装部建立，１９８３年１２月改为董村乡武装部，２０００年１月改为董
村镇武装部至今。武装部设部长１人，副部长１名，干事２名。２０１４年有１５名青年应征入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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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文化　教育

第一节　历史文化

　　镇内有郑庄公掘地见母处、颍考叔庙、黑龙潭、三国魏名将张辽墓、千年乌桕树等古
迹。木杆秤制作工艺被列入河南省第二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一、董永与董永墓

据载，董永，汉代千乘 （今山东博兴西北）人。少年丧母，独养其父，勤劳耕种也难

以糊口。后遇兵乱，与其父一起逃来长葛。后父亲亡故，董永无力埋葬，便自卖自身，从南

村一开织坊的刘姓财主家贷钱１０串，埋葬了父亲。附近张姓有一女儿名叫巧姐，天生聪慧，

汉孝子董永墓碑

心灵手巧，自愿嫁给董永，一同到财主家做工还债。财主

有意刁难，要他们一月时间织３００匹细密的绢，巧姐昼夜
不停终于按期完成，财主只好把他们放了回去。又过了５
年，他们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名孟述，次子名仲述。巧姐

也和董永一样，十分勤劳，有一天她正在地里劳动，刮起

了大风，下起了暴雨，不知是因为身体虚弱还是触了雷

电，竟然亡故。后来人们传说巧姐原来就是天上织女，帮

了董永后又回到天上去了。又过了几年，董永也去世了，

埋葬到了今董村社区西一条河沟的北岸。其长子董孟述的

后裔散居在今董村许多村子，次子董仲述在战乱中迁到了

南方。

关于董永卖身葬父的故事，最早见于西汉文学家刘向

写的 《孝子图》。三国的曹植在 《灵芝篇》中、晋代的干

宝在 《搜神记》中也都有记述。宋代的李窻等人编撰的

《太平御览》引述了刘向的文章，明代人以董永的故事编写了 《织锦记》传奇。现代的黄梅

戏更以董永的故事编演了 《天仙配》并拍摄成电影，广为流传。

董永墓，康熙三十年及民国十九年 《长葛县志》均有记载：“董永墓在县东十五里董村

镇西南百步，地极洼下，每潦水汇潴，不及墓巅，相传为孝子之报”经考证，董永墓位于

今董村镇董永路中段，县志中记载 “民国元年县长为之立碑”。墓碑高近４米，宽０７５米，
青石制成。中间竖书 “汉孝子董永之墓”。墓碑陈列于董村社区祖师爷庙外，墓地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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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郑庄公掘地见母与颍考叔庙

《东周列国志》记述：郑庄公继承王位后，其母武姜因宠爱二儿子段，就协助段策划谋

反，后来失败。庄公知道是他母亲协助段谋反后，气愤之下，立下誓言：“不及黄泉，勿相

吴岗牛脾山

见也”。不久就后悔了。颍考叔知道后就

献上一计： “掘地见泉，建一地室，先迎

姜夫人在内居住。告以主公想念之情，料

夫人念子，不减主公念母。主公在地室中

相见，于及泉之誓，未尝违也。”郑庄公

大喜，遂命考叔发壮士五百人，于曲洧牛

脾山下，掘地深十余丈，泉水涌出……。

在颍考叔的帮助下，郑庄公母子得以相

见，也解除了相互之间的仇恨。

“曲洧”即洧川县志上的 “洧”，

即董村镇吴岗村，此地原属洧川县，１９５４
年撤销洧川县并归长葛县。据 《洧川县

志》载：“牛脾山即大隧山，其中断处为大隧涧，两崖壁立争高，中有坦途，可容方轨，郑

庄公与母相见处也，呼为逢母岗，上有祠，祀颍考叔。”该县志还引徐齐民 《北征志》说：

“宛陵东南有大隧涧，郑庄公所阙即此。”宛陵在今新郑市，此古迹正处新郑东南。颍考叔

祠始建未详，金大定间曾补葺。元、明、清各代均重修，至清代规模很大，殿堂楼阁雄伟壮

丽，松柏挺拔，碑刻林立，香火极盛。民国后，年久失修，遂渐颓废。现存明万历年石碑一

通，高２米，宽０７米，中间楷书大字一行：“郑庄公见母黄泉处。”

三、木杆秤制作技艺

董村镇是闻名全国的 “衡器之乡”，自明朝末年起，已有近４００年的历史，且从业人员
多、销售市场遍布广泛，明代末年，董村一带就是木杆秤的集中产区，国内影响深远。据史

料记载，董村木杆秤制作始于１６１５年到１６３５年间，１８６５年成立了长葛 “星秤会”，１９４３年
全镇已有秤工７００多人。１９５１年董村乡大柳树王秤工王茅刚到新疆伊犁开设秤店。
１９５８年后，木杆秤制造业处于低潮。较大的衡器厂有口王、高庄、王庄、吴岗、董村

等３０多家，这些厂是当时人民公社以副养农的经济支柱。产品远销西藏、新疆、云南、贵
州诸省区，深受欢迎，颇有名气。

１９８２年，农村经济改革，木杆秤生产出现了集体办厂、合资办厂、家庭办厂、外出设
点、走街串巷等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经营。特别是个体衡器厂，如雨后春笋，竞相发展。董

村乡有木杆秤生产专业村１０多个，专业组３０多个，专业户１２００多家，形成生产木杆秤及
其配件的企业群，以家庭为车间的区域性综合衡器厂。它小型分散，有较高的专业化程度，

某些厂生产某一部件，某些厂负责组装全秤。董村衡器市场，平时有近２０家铺面，从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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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和销售。逢会日 （农历每月一、六）２００多米长的大街两旁，摆满木杆秤系列产品。省内
外客商云集，洽谈购销。部分秤工开始到郑州、洛阳、邯郸、开封等地经营制秤业，并在省

外云南、贵州、内蒙、宁夏、青海、西藏、吉林、陕西、沈阳等２３个省、市设立制作点。
董村成为产供销功能齐全、面向全国的木杆秤专业市场。之后木杆秤制造业受电子秤和台秤

的市场冲击逐渐萧条，木杆秤制作技艺保护被列入镇政府工作日程。

四、黑龙潭

从前岗王村有兄弟二人，名叫 “王列子、王六”，良田千亩富甲一方，有一年天降大雨

昼夜不停，雨水成灾，百姓苦不堪言。兄弟二人坐在楼上，吃酒享乐、口吐狂言：“一米饿

不死王列子，一豆饿不死王六”。龙王行到这里听到后一气就把王家楼房抬起，片瓦不留，

玉皇大帝闻听此事，一问又得知王家兄弟气数未尽，就罚龙王在人间受苦三年，龙卧坡村名

由此而来。

为维护龙王正义，由屈庄村、岗王村、罗庄村、大李庄、坡王村老百姓集资在岗王村北

一高岗上修一庙，占地３５００平方米，建有大殿、东西厢房、前院、后院，庙前有深井，水
深不可测，所以取名黑龙潭，明清时代碑石近百通，“文革”时尽失，井上有八角亭，亭子

上刻有两条龙，如有人取水，则水动，其影投射到水中晃动，真是活龙活现。每年 “二月

二”龙抬头日，为求一年风调水顺、五谷丰登，附近群众组织唱大戏，庙会几天。１９５３年
改建成黑龙潭学校，人才辈出。１９８３年重建黑龙潭学校，把旧址及建筑物夷为平地，八角
井封于学校广场下面。

２０１０年，经附近几个村村民筹资，于学校西侧重修黑龙潭庙及八角井。虽未见龙王怎
样显灵下雨，但常见老年人在此乘凉、下棋，不失为一个休闲的好去处。

五、张辽墓

张辽墓

张辽墓位于董村镇白雾村北。墓冢高

出地面８米，占地１５００平方米。从墓冢上
及周围散存陶片看，有大板瓦、龙形瓦当

等，皆为汉代之物，说明当时墓冢上或墓

冢周围原有古建筑。后人在墓冢上栽松

柏，以示纪念。当地群众经常在农闲时讲

起张辽的故事。

张辽 （１６９～２２２），字文远，本姓聂。
三国时雁门马邑人，魏国名将，先后属何

进、董卓、吕布。建安三年 （１９８）曹操
破吕布于下邳 （今江苏睢宁西北），遂降

于操，拜中郎将，赐关内侯。其后功袁尚

于邺 （今河北临漳西南），破单于白狼山，平陈兰、梅成之叛军于山 （在今安徽潜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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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为寇将军，封都亭侯。魏文帝即位转前将军。黄初三年 （２２２）病死，葬于屯戍之地———
长社。

据传，有一年墓前的白雾村发生匪患，忽然从张辽墓地起了一阵白雾。雾中一员大将跨

马舞刀，驱散了匪徒，拯救了乡民。人们都说是张辽显灵保佑，于是村中建起了白雾庙，塑

起了张辽的神像，还以 “白雾庙”作为村名，简称白务村。

１９８７年，张辽墓被长葛县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节　群众文化

董村镇坚持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同步，采取多种形式，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

高乡村文明程度。２７个行政村建有文体广场，村村配备有图书室、健身器材，方便了群众
读书学习、文化娱乐、健身运动等活动。

董村社区总投资３０多万元，建成演出舞台１处，宽１４米长１８米，约２５６平方米；体
育器材２４件；１１块双面透明宣传栏；文化墙１２００米，面积３０００平方米；改造居委会办公
楼文化活动室、图书报刊阅览室、电教培训室、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等处。

董村社区成立了两支广场舞队和盘鼓队、舞狮队、腰鼓队、说唱团，规模有１００多人。
司马村投资２０多万元建演出舞台１处，长１４米宽１１米，约１５４平方米，有体育器材

１６件；有文化怡园１处，约２１００平方米，文化墙１２００米，面积３０００平方米；改造居委会
办公楼、图书报刊阅览室、电教培训室、篮球场、乒乓球场等，为民众提供活动场地；成立

了４５人的广场舞队，开展有篮球、乒乓球、门球等体育活动。

全民健身运动———拔河

镇文体中心总投资 １３０万元，
２０１１年 ７月动工，占地 ２０００平方
米，建筑面积９００平方米，可容纳观
众５００人，看台面积２００平方米。设
有标准室内灯光篮球场、乒乓球场、

门球场、羽毛球场、健身专区、图书

室、阅览室、培训室、信息资源共享

室以及多功能厅等，以满足广大农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全镇共有全民健身运动的各类文

化团队近百支，其中：盘鼓队、狮子

队、腰鼓队、秧歌队２０余支，扇子
舞、自由健身操６０余支，说唱团５支，参与人员１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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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教　育

２０１４年，董村镇有初中２所，小学１２所，教学点２个，幼儿园１６所 （含公办幼儿园１
所）。初中教师９２人，学历合格率达９６％以上，教学班２７个，在校生１７１３人。小学教师
２１０人，学历合格率达１００％，教学班１２３个，在校生４５２３人。幼儿园教师２２８人，教学班
１１４个，在园幼儿３１３４人。小学入学率、初中入学率、残疾儿童入学率均为１００％，小学年
辍学率为０，初中年初学率控制在１５％以内，１５周岁人口初等教育完成率为１００％，１７周
岁人口初级中等教育完成率保持在９９％以上，１５周岁文盲率为０。
１９８４年５月，董村教育的领导机构———董村乡文教组更名为董村乡教育办公室，１９８８

年４月，更名为董村乡教育中心，１９９９年２月，董村撤乡建镇，又更名为董村镇教育中心，
２００４年２月，撤销教育中心，成立中心学校，职能由行政领导转化为服务指导。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董村借 “普九”东风，鼓励社会集资办学，改善办学条件。据不

完全统计，共消除学校危房１６０余间，兴建标准化教学楼１７幢，其中初中３幢，村办小学
１４幢，１９９２年，顺利通过国家 “普九”验收，１９９３年， “普九”工作在许昌市率先达标，
１９９６年，代表长葛市通过国家 “普九”复查，１９９９年，通过省政府 “９７后提高型”验收。

２１世纪初，为整合教育资源，进行中小学布局调整，撤并司马小学、十里铺小学、坡
王小学、纸坊小学、吴岗小学、新王庄小学、屈庄小学、大李庄小学、龙卧坡小学、大鲁小

学等学校，新建考叔小学，保留柳庄教学点、杨庄教学点，形成２所中学、１２所小学、２个
教学点的中小学布局，延续下来。

２００３年８月，“五三”学制过渡为 “六三”学制。２００４年，全镇中小学开展 “师德建

设年”活动，师德整体水平有了显著提升。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实施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
为各中小学配备了高标准的光盘播放室、卫星收视室及计算机教室。２００６年，各学校开展
“规范化管理年”活动，对作息时间、育人行为、教学行为、校园行为等方面进行规范，

２００８年，开展 “教师培训年”活动，组织教师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促进教师政治思想和

业务素质的提高。当年按上级政策免除中小学生学杂费、课本费，义务教育实现 “免费教

育”。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以创建河南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先进县为契机，开展绿化美化和校园
文化建设，努力改善办学条件。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开展 “人民满意学校”创建活动，岗孙小

学、口王小学、徐庄小学、黑龙潭小学、考叔小学、庞岗小学建起了高标准综合办公楼，十

中、庞岗小学荣获长葛市办学管理规范学校，十一中、考叔小学荣获长葛市素质教育示范学

校，岗孙小学荣获许昌市办学管理规范学校，口王小学荣获许昌市素质教育示范学校、长葛

市明星学校。２０１４年起，以创建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为引领，全镇各学校累计投
入创建资金３２０多万元，绿化草坪，栽种花木，粉刷墙壁，硬化操场、路面，购置图书柜和
图书，添置教学器材，办学条件显著改善，校容校貌焕然一新。通过实施 “农村薄弱学校

改造工程”，十中、十一中、口王小学、岗孙小学、李河口小学、庞岗小学、白务小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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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小学等学校装备了一流的实验室、卫生保健室，音乐教室、美术教室，体育器材室、多功

能教室。２０１４年５月，十一中、口王小学迎接了省评估验收组的巡视检查，口王小学迎接
了国务院四部委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调研，均得到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实施等级化目标管理，坚持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在全市教学质量监测特别是中招评

估中，取得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乡镇组总积分前三名。
董村的学前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２０００年以前，学

前教育仅限于在小学附设的学前班，２０００年 ８月，成立第一所幼儿园———中心幼儿园，
２０１２年８月，第一所公办幼儿园———董永社区幼儿园成立，２０１４年，全镇有幼儿园１６所，
中心幼儿园、天骄幼儿园被评为许昌市示范幼儿园，董永社区幼儿园、口王幼儿园、天骄幼

儿园被评为长葛市示范幼儿园。

１９８０年后，董村的成人教育以扫除农村青壮年文盲为重点，１９８３年，普及初等教育，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董村乡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成立，１９９０年９月，乡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被评为河
南省扫盲先进单位，１９９３年，基本实现 “两基”后，乡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坚持 “思想不散，

机构不撤，力度不减”，其主要任务转移到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１９９５
年１１月，乡成人学校被评为河南省农村成人教育先进单位。各小学均建有村级成人学校，
镇村两级成人学校狠抓 “两后生”培训，注重科技知识培训，培养新型农民，为造就农村

“落地型”人才，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七章　民俗　宗教

第一节　节　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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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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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初一都穿新衣，相互拜年，长辈给孩子发 “压岁钱”。早上吃饺子，食前先祭祖先，中

午备酒席，合家团圆。从初二开始串亲会友，陆陆续续到初五。

正月十六灯节　又叫 “元宵节”。十五、十六日晚上，家家户户门前张灯结彩，小孩手

提各式花串街玩耍。男女老少结伴 “游旅儿”，观看民间文艺表演，欢度 “小年下”。

二月二　俗称 “龙抬头”，指万物复苏、春天到了。这天家家户户吃炒豆，摊煎饼，寓

意铺囤底，期盼好收成。

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也叫团圆节，是民间重大传统节日。节前，亲朋互送月饼。当
天，全家吃团圆饭，晚上拜月、赏月、吃月饼，象征丰收、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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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　二十四节气之一，意为寒冷天气开始，为 “交九”。传统习惯吃饺子，有预防耳

朵冻伤之意。

腊八　腊月初八，家家用小麦、玉米、大米、小米、豆、芝麻、红枣、柿饼、花生仁、
核桃仁等八样以上食物煮成粥吃，称腊八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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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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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春联，迎接新年。

第二节　宗　教

董村境内有佛教、基督教。

佛教　佛教原有吴庄的香山寺、柳庄的净因寺，１９４９年前有规模，占地都曾在１００亩
以上。“文化大革命”中，香山寺改为香山寺中学，１９８８年又改为一金属加工厂。净因寺改
为净因寺小学。

基督教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境内有教徒。“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活动停止。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初期，长葛县政府安排活动点，２０１４年，董村镇有坡王、十里铺、李河口三个活动点，
有信徒３８９人。

第八章　人　物

第一节　人物传略

李燕标

李燕标 （１７８９～１８４６），字京魁，董村镇吴庄村人。清乾隆五十四年 （１７８９）生于吴庄
一农民家庭。２４岁中武举，２８岁赴京会试，未中。１８１８年，在河南巡抚营中任千总之职。
１８２１年，升任提塘。１８２５年，任京城兵马司提塘。１８３１年，任浙江处洲守备。１８３２年，升
平阳都司。１８３７年任浙江温州镇标右营游击。１８４６年卒于温州任所，归葬原籍，享年５７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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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春荣

韩春荣 （１９１８～１９８２），董村乡大墙王村人。１９３６年参加红二方面军，１９３７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１２０师３５８旅决死队营长。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４４军团参
谋长，兼任广州市警备司令部情报科长。

韩春荣转战南北，六次负伤，屡立战功。１９４０年冬日本侵略军对解放区实行军事大扫
荡时，韩春荣奉命率部至山西，阻击日军，掩护纵队运输粮食，与敌人一个团的兵力浴血奋

战一昼夜，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圆满完成任务，受到纵队通令嘉奖。１９４６年齐齐哈尔战役
炮台屯战斗中，韩春荣带领两个连，担任主攻任务，身先士卒，英勇作战，身负重伤仍指挥

战斗，全歼四倍于己之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韩春荣先后任公安１２师副团长和兴宁、饶平县兵役局局长。
转业后任国家测绘局一、三分局办公室副主任，四川省测绘局办公室副主任。１９８２年病故
于四川省永兴县，终年６５岁。临终对其子女说：“要顾全大局，不要给国家添麻烦。”

王静吾

王静吾，１９１７年生，董村镇坡王村人，毕业于国立河南大学文学院经济系。
１９３５年在开封高中读书，参加 “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１９４４年执教长葛县

中，１９４７年到许昌中学任教。１９４８年年底长葛县人民民主政权建立，被委任为长葛中学校
长。１９５１年秋调许昌一高任教政治课，并被推选为校工会主席。１９５４年获中教三级职称。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２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享受高级知识分子特需待遇。１９６５年年底，因 “非党员

不宜任教政治课”被调回长葛。不久， “文化大革命”开始，又以所谓 “隐瞒重大历史问

题”遭批斗，随之被开除公职，回乡接受改造。１９７６年打倒 “四人帮”后，王静吾任本村

民办教师，尔后又到黑龙潭学校教书，１９７８年秋调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政治课。１９８０年中
共长葛县委组织部下文对王静吾平反，恢复其公职，并补发回乡期间所欠工资。王静吾将万

余元工资捐出为学校购置图书，《河南日报》《光明日报》以及河南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

台等新闻单位相继予以报道。１９８２年４月，王静吾调县地方志总编室工作，为新中国成立
后第一部 《长葛县志》的编纂作出重要贡献。１９８１年３月在长葛县第一届一次政治协商会
议上被推选为政协常委，１９８４年在县第二届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被推选为政协副主席。
１９８６年８月２日，年届古稀的王静吾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８７年离职休养。１９９８年１０月
３日，与同仁创建 “周末读书俱乐部”，俱乐部就设在王老师的家，俱乐部恪守 “学无定规，

老、中、青来去自由；书无定制，古今中外兼容并蓄”的办部宗旨，受到读者好评。俱乐

部成立以后，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到俱乐部读书的街坊、朋友、学生从不间断。

２００３年王静吾老师８６岁生日的时候，前往祝寿的学生、朋友中有人以老人家大半辈子
人生旅途为题材，写了一首诗为老寿星祝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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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读孔孟知修身，负笈从师图救亡。

经国济民邪驱正，读书育人莠逐良。

熬过囚笼三千日，篡就史志八十章。

耄耋不喜东篱菊，寒鸦声声播芬芳。

这首诗的最后两句，说的就是王静吾老师离休后的平民生活。

说到读书的收益，大家反映说，读书使过去对改革开放某些举措满腹牢骚，现在再看那

些举措拍手叫好。过去怕坚持优良传统被人视为保守僵化，现在能理直气壮地发扬光大。读

者这种心得，正是王老师倡导读书俱乐部的良苦用心：读现代文章，使思想与时俱进，行动

紧跟时代步伐；读古文经典，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发扬光大优良传统。早在国家宣布法轮功

为非法邪教组织之前，王老师就选读了 《半月谈》上的 《科学精神》一文，并引导大家对

一些社会现象进行讨论。这使读者对参与俱乐部读书更有兴趣。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王静吾老人说：“自己已是垂垂老矣的老匹夫了，如何尽匹夫之

责呢？那就是读书。读书，对自己是修身，朝闻道夕死可矣！对社会是影响，哪怕影响一个

人也算是自己生存的价值，人总不能仅仅为活着而活着。”这便是王老师为自己确定的晚年

生活基调。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去世。

王汉杰

王汉杰，男，汉族，１９４３年６月生，董村镇大墙王村人，中共党员，中专文化，经济
师，政工师。１９５８年８月在地方国营长葛县第一机械厂参加工作，自１９７０年～１９９０年，一
直任该厂厂长，先后当选河南省第七次、第八次党代会代表，许昌市第三次、第四次党代会

代表和第三届、第四届人大代表，长葛市第七次、第八次党代会代表、市委委员和九至十一

届人大代表，十至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秀奇

李秀奇，男，汉族，１９５１年１月生，董村镇白务村人，中共党员。１９７２年参加工作，
历任老城镇团委书记、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共青团长葛县委书记，后河镇党委书记，

长葛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和尚桥镇党委书记，长葛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许昌县委副书记、县

人民政府代县长、县长、县委书记，许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河南省机械设备成套局副局

长、党组成员，中共郑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郑州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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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物简介

张书敬

张书敬，男，１９６９年５月出生，大专学历，长葛市南席镇人。１９９２年９月参加工作，
２００３年４月起历任董村镇副镇长、副书记、人大主席。

张保伟

张保伟，男，１９７１年８月出生，本科学历，长葛市石象镇人。１９９０年８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入党。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在市委政研室工作，历任市委政研室副主任、
主任。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０１０年５月在市统计局工作，任党组书记、副局长。２０１０年５月 ～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任董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起任董村镇党委书记。

张中伟

张中伟，男，１９７２年７月出生，本科学历，长葛市官亭乡人。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参加工作，
２００３年８月任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副主任。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任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２０１１年４月
任大周产业聚集区党工委副书记、副主任。２０１２年３月起任董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第三节　镇领导更迭

一、党组织负责人

王勇宪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９５８年３月）张中和 （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９５８年８月）
马留舟 （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９５９年３月）张中和 （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９６０年１０月）
张志高 （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９６１年３月）李守泽 （１９６１年３月～１９６１年８月）
李守泽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９６５年３月）朱广彬 （１９６５年３月～１９６５年８月）
高殿卿 （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９６６年５月）张彦甫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６７年１２月）
宋丙寅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９７２年２月）杜德春 （１９７２年２月～１９７６年１０月）
孙宪瑞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９８０年４月）赵建法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９８６年７月）
黄新宽 （１９８６年７月～１９８８年４月）张明山 （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９９２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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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长林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９９３年５月）杨军立 （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９９６年３月）
李留义 （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姚根昌 （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９９８年７月）
仝丙瑞 （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００１年４月）郑景贤 （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张俊海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００４年６月）李振伟 （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５月）
张保伟 （２０１１年５月～　　　）

二、行政负责人

王风义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９５８年３月）张久有 （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９５９年３月）
于长江 （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９６１年８月）于建阔 （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９６２年９月）
吕成文 （１９６２年９月～１９６４年１月）李金河 （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９６５年３月）
唐小松 （１９６５年３月～１９６６年８月）刘喜中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６７年１２月）
张彦甫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宋丙寅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９７２年４月）
杜德春 （１９７２年４月～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孙宪瑞 （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９７９年１２月）
马学臣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９８１年９月）李金亭 （１９８１年９月～１９８５年１月）
黄新宽 （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９８６年１月）李坤成 （１９８６年１月～１９９１年３月）
白长林 （１９９１年３月～１９９３年３月）李留义 （代，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９９３年３月）
李留义 （１９９３年３月～１９９６年８月）姚根昌 （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９９８年１月）
郑景贤 （１９９８年１月～２００１年８月）李振伟 （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００４年６月）
姬玉山 （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００７年４月）吴建东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０１０年９月）
张保伟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０１２年３月）张中伟 （２０１２年３月～　　　　）

三、人大主席

张明山 （兼，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９９２年１０月）丁丙元 （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９９３年３月）
白长林 （兼，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９９３年５月）魏占岭 （兼，１９９３年３月～１９９３年５月）
谢英亭 （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９９４年５月）刘秀云 （女，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９９５年１２月）
高占峰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９９６年８月）刘西乾 （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仝丙瑞 （兼，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００１年４月）（缺职）（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００１年８月）
郑景贤 （兼，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００３年１月）张俊海 （兼，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０４年６月）
（缺职）（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张根峰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００６年１２月）
李振伟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０８年５月）黄学民 （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０１０年９月）
张书敬 （２０１０年９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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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行政村领导更迭

吴庄行政村

书　记　吴新保 （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９年）王连英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３年）
鲁修顺 （１９６４年～１９７０年）朱国来 （１９７１年～１９７６年）
吴银才 （１９７７年～１９８０年）李秀峰 （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２年）
朱永栓 （１９８３年～１９９３年）吴水现 （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６年）
李建民 （１９９６年～　　　）

主　任　李水彬 （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６年）李秀峰 （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８年）；
朱国来 （１９８８年～１９８９年）吴水现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０年）
李建民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年）吴忠明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２年）
查万岭 （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１年）吴佰

!

（２００２年～　　　）

白务行政村

书　记　陈保河 （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２年）李留明 （１９５３年～１９６４年）
陈付力 （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１年）李丙乾 （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５年）
李青年 （１９７６年～１９７９年）武水森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２年）
查桂凤 （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４年）陈全营 （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４年）
李水全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年）陈丙国 （２００１年～　　　）

主　任　李水全 （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０年）李凤奇 （１９９１年～２０００年）
李桂岭 （２００１年～　　　）

张湾行政村

书　记　张天义 （１９７６年～１９９３年）张付成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７年）
张耀亭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８年）张俊亭 （２００９年～　　　）

主　任　（大队长）
张付恩 （１９７６年～１９８４年）张付恩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０年）
赵耀亭 （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３年）张付成 （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７年）
张耀亭 （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沈建勋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３年）
张成才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１年）沈建勋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
张俊亭 （２０１２年～　　　）

龙卧坡行政村

书　记　宁付喜 （１９７４年～１９８４年）宁新宪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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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满营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９年）张海江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
王振西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５年）王兰欣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
宁德安 （２００８年～　　　）

大队长　宁清宪 （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９年）王水法 （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４年）
主　任　宁治安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１年）刘　海 （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３年）

张　军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９年）王振西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２年）
张　淼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５年）王兴旺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
查朝玉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１年）王根清 （２０１１年～　　　）

赵白庄行政村

书　记　郭国喜 （１９６４年～１９８４年）郭　治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８年）
李林科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李治刚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４年）
郭建国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２年）李付勤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
郭光伟 （２０１４年～　　　）

大队长　郭永民 （１９６４年～１９８４年）
主　任　郭　欣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郭付亭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４年）

郭建国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２年）郭占成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
郭光伟 （２０１４年～　　　）

李河口行政村

书　记　李喜山 （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８年）李书章 （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３年）
呼军营 （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５年）王新合 （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３年）
李书章 （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５年）李国全 （１９７６年～１９８５年）
李海林 （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２年）李明献 （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６年）
李留现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７年）李令杰 （２００８年～　　　）

大队长　李书章 （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９年）李海林 （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５年）
李明献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１年）

主　任　李留栓 （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６年）李喜柱 （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９年）
李更璃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８年）李令杰 （２００８年～　　　）

马庄行政村

书　记　王新河 （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９年）王福太 （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５年）
王留建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５年）王佰安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１年）
李爱民 （２００１年～　　　）

大队长　王景献 （１９７７年～１９８３年）王留建 （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８年）
马　存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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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王春奇 （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８年）王水欣 （１９９８年～２０１４年）
王相民 （２０１４年～　　　）

吴岗行政村

书　记　吴青科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８年）陈金荣 （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８年）
高营恩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８年）赵国彬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７年）
李振华 （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９年）赵伟民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８年）
王木林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４年）李秀针 （２０１４年～　　　）

主　任　赵土生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７年）陈松岭 （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９年）
赵伟民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２年）李石杰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８年）
李秀针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４年）赵鹏飞 （２０１４年～　　　）

庞岗行政村

书　记　张信妮 （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９年）庞海生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５年）
庞喜善 （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８年）庞铁聚 （１９６９年～１９９６年）
庞超民 （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１年）庞建浩 （２００１年～２０１１年）
庞建峰 （２０１３年～　　　）

主　任　庞根潮 （１９７２年～１９９２年）庞铁喜 （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８年）
刘治民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５年）刘　丑 （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
庞理杰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１年）刘　伟 （２０１１年～　　　）

大鲁行政村

书　记　鲁兰勋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２年）王　兴 （１９６３年～１９７０年）
鲁付金 （１９７１年～１９８１年）王　兴 （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７年）
鲁国安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７年）蔺明奇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４年）
王英杰 （２００４年～　　　）

主　任　鲁国岭 （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６年）蔺　坡 （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８年）
蔺明奇 （１９９９年～　　　）

纸坊行政村

书　记　王明义 （１９７４年～１９９８年）岳全义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
李国喜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６年）李双铭 （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９年）
吕遂贤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２年）王彦凤 （２０１２年～　　　）

大队长　李金相 （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７年）李永丰 （１９７７年～１９８０年）
王国太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４年）

主　任　吕西川 （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０年）吕中贤 （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８年）
７３５

董村镇



王彦凤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４年）李志选 （２０１４年～　　　）

岗孙行政村

书　记　孙国珍 （１９６４年～１９７５年）赵木林 （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２年）
韩付金 （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０年）孙国兰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６年）
韩铁柱 （１９９６年～　　　）

大队长　韩书章　孙有才 （？～１９８４年）
主　任　韩中安 （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０年）孙中亮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４年）

孙付灿 （１９９４年～２０１１年）韩铁柱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４年）
孙志忠 （２０１４年～　　　）

大李庄行政村

书　记　杨进科 （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１年）蔡付文 （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４年）
李全喜 （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７年）李喜全 （１９６７年～１９７１年）
李和顺 （１９７１年～１９７２年）李明智 （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３年）
蔡国昌 （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６年）李喜全 （１９７６年～１９９５年）
李清贤 （１９９５年～　　　）

１９８４～２０１４年，历任村主任：李林川、李国卿、李留卿、李书铭、李付林

屈庄行政村

书　记　王春秀 （１９６５年～１９８６年）罗根占 （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０年）
王山林 （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８年）王书章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８年）
罗根占 （２００９年～　　　）

大队长　罗金禄 （１９６５年～１９８８年）
主　任　王秀营 （１９９９年～１９９３年）罗金禄 （１９９４年～２００４年）

罗根占 （２００５年～　　　）

高车贾行政村

书　记　孙书德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６年）高天喜 （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６年）
车根庆 （１９７６年～１９９９年）车有道 （２００２年～　　　）

大队长　车天兴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６年）孙书德 （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６年）
高天喜 （１９７６年～１９８４年）

主　任　高天喜 （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９年）车五全 （１９９９年～２０１１年）
孙顺卿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贾满长 （２０１３年～　　　）

新王庄行政村

书　记　王秀章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２年）王合太 （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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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光 （１９６９年～１９８５年）赵振乾 （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９年）
王秀举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１年）王红光 （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８年）
王战军 （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王留建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８年）
王二峰 （２００８年～　　　）

主　任　任　坤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５年）王战军 （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７年）
王二峰 （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９年）王铁亮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１年）
任　坤 （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８年）王根生 （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
王二峰 （１９９９年～２０１１年）任小腊 （２０１１年～　　　）

十里铺行政村

书　记　张全喜 （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７年）赵铁妮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２年）
徐志森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张宝峰 （２００３年～　　　）

主　任　赵坤治 （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０年）张喜治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７年）
赵铁妮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年）徐志森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２年）
张宝峰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孙国民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８年）
张宝峰 （２００８年～　　　）

竹园董行政村

书　记　王迎周 （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７年）王志忠 （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８年）
王麦屯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王有臣 （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１年）
王秀峰 （２０１１年～　　　）

主　任　王保周 （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６年）路留现 （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０年）
王秀峰 （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４年）王文强 （２０１４年～　　　）

大墙王行政村

书　记　王　土 （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９年）王改正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２年）
王青云 （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６年）王迎周 （１９６７年～１９７７年）
韩木林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８年）路贯臣 （１９８９年～２００７年）
王建国 （２０１０年～　　　）

大队长　王青云 （１９５８年～１９７５年）王志中 （１９７６年～１９８０年）
王书德 （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４年）

主　任　王书德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７年）王铁山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８年）
王文周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２年）王金木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０年）
王建国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４年）王广辉 （２０１５年～　　　）

口王行政村

书　记　乔喜增 （？～１９８８年）邢庆斗 （１９８８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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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赵书楷 （？～２０１４年）赵广银 （２０１４年～　　　）

董村社区居民委员会

书　记　李　秀 （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７年）王平安 （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９年）
李书林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１年）赵海勤 （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２年）
孙有年 （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３年）刘韩春荣 （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６年）
王秀盈 （１９６６年～１９８２年）尚更申 （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５年）
赵建洲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７年）尚更申 （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９年）
王秀盈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８年）刘长见 （２００８年～　　　）

村　长　马龙骥 （１９５０年）李　秀 （１９５１年）
主　任　辛征明 （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８年）刘长见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４年）

张留根 （２０１４年～　　　）

坡王行政村

书　记　王广路 （１９５２年～１９６３年）王在伟 （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４年）
孙占君 （１９６４年～１９８５年）田秀民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６年）
王兰亭 （１９９６年～　　　）

大队长　田群升 （１９５２年～１９６３年）王广路 （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９年）
田秀民 （１９６９年～１９８４年）

主　任　王正恩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８年）王石青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２年）
王　营 （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６年）田天营 （１９９６年～２０１１年）
田国顺 （２０１１年～　　　）

殿后刘行政村

书　记　朱广明 （１９？年～１９７８年）刘秀林 （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０年）
朱进昌 （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２年）王宗连 （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３年）
王同升 （１９８４年～　　　）

主　任　韩同宝 （１９８４年～２００５年）刘金喜 （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
王同升 （２００９年～　　　）

司马行政村

书　记　朱木妮 （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８年）李春阳 （１９５８年～１９８４年）
李　安 （１９８４年～２００３年）李石墩 （２００３年～　　　）

历任大队长有张发昌、韩有林、李付思

　　　　主　任　马德军 （１９８４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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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庄行政村

书　记　何国勋 （１９８６年～２００１年）梁彦军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４年）
张旭亭 （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８年）李伟杰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１年）
张全义 （２０１１年～　　　）

主　任　张马群 （１９８４年～２００５年）朱书亭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
刘志远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１年）何国勤 （２０１１年～　　　）

盆刘行政村

书　记　王景力 （１９６０年～１９８８年）赵西铭 （１９８８年～２００９年）
刘付山 （２００９年～　　　）

主　任　时根堂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８年）赵西铭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２年）
时永建 （１９９２年～２０００年）陈玉章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６年）
刘付山 （２００６年～　　　）

小黄庄行政村

书　记　赵　多 （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８年）金法子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０年）
黄老虎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３年）郑青山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７年）
屠连昌 （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９年）王金池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３年）
黄　辈 （２００３年～　　　）

主　任　张结实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９年）黄　辈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３年）
张付来 （２００３年～　　　）

第五节　在外工作人员表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籍贯

李秀奇 主席 郑州市政协 白务村

李　亮 书记 中牟县委政法委 白务村

李庭磊 主席 河南医科大学工会 白务村

李庆中 党组成员 中牟县政府 吴庄村

王华友 局长 漯河市商检局 马庄村

王民选 处长 河南省委政研处 新王庄村

王民生 副厅级巡视员、局长 河南省工商局、省商标局 新王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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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籍贯

王建生 主任 许昌市政协法工委 新王庄村

李凯奇 常委、办公室主任 临颍县委 李河口村

庞凤民 主任 许昌市市场发展委员会 庞岗村

朱永现 局长 贵州省交通厅高管局 吴庄村

刘国岭 部长 中国农业银行信贷部 柳庄村

鲁贵卿 总经济师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大鲁村

张建华 党委书记 广州市荔湾区西村街道办事处 董村村

２４５

长葛市乡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