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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石象镇位于长葛市东南，西距市区２０公里，南距许昌２５公里，北距新郑国际机场２０
公里，南与许昌县小召乡、陈曹乡相邻，西、北、东分别与长葛的老城镇、董村镇、古桥镇

相邻。省道开 （封）许 （昌）公路横穿南北，省道彭花路 （Ｓ３２５）公路纵贯东西，镇村公
路总里程达１００公里，村村通油路，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
显。全镇总面积５６平方公里，５８万亩耕地，辖３０个行政村，５４个自然村，２５１个村民组，
１１６６８户，总人口５１万，镇政府所在地常住人口１２４８６人，其中非农业人口１１８４人。

镇政府所在地石象村，相传明代建村筑寨，因寨西门里小庙前有石雕大象一座，故名石

温家宝总理到坡李王村视察夏收情况

象。古迹有苗庄的裴李岗、仰

韶文化遗址，明朗寺遗址，另

苗庄西有宋代检校工部尚书苗

训墓，冢王村有唐代监察御史

王求礼墓，蔡寨村南有封升寨

遗址，李自成与名将左良玉作

战处，蒋介石督战处，寨东南

１５公里处有公冶长墓，寨北
门外有齐盡王所筑晒尸台，东

门里有古戏楼，已不存。

全镇耕地面积 ５８万亩，
２０１４年粮食总产量达５７５７１吨。
林业资源丰富，林、药、胡萝卜及特色农业优势突出。通过实施建设万亩高效节水示范区项

目、国家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项目和３万亩水利示范项目，农田实现 “水利设施全覆

盖、生态林网全覆盖、交通路网全覆盖”。

围绕 “三网一带”（高效节水示范方林网、万亩丰产示范方林网、水利示范方林网，二

号路沿线绿化带），栽植树木３９２万棵。
至２０１４年底，９５％以上农户用上自来水，１００％农户通电，移动、联通信号覆盖全镇，

农户通讯普及率达９０％，１００％的村建成远程教育网络终端。全镇拥有镇级卫生院１所，标
准化村级卫生室３０个，新型合作医疗参保率达９５％。教育设施配备完善，义务教育普及率
达到１００％；敬老院、文化怡园、村级文化广场、文化大院等公共设施齐全。

有工业企业６０余家，固定资产１１０２７万元，资产总额２８４３０万元，年营业收入达３５
亿元，从业人员达３０００多人，规模以上企业５家，涉及建筑机械、密封材料、面粉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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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冷饮、管材制造、豆制品加工等行业。

２０１０年６月９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石象乡坡李王村进行视察。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９日，
经省政府批准，石象撤乡建镇。２０１４年９月，国家 “２０１１计划”３万亩现代农业试验区落
户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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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明崇祯十五年 （１６４２）

总兵左良玉溃败逃至石象左场和五里营一带，李自成尾追而来，左良玉在石象镇以南地

区连营五里仓促应战，败奔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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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尹家堂和石象一

带进行试种并获得丰收，为石象烤烟种植之始。

民国１２年 （１９２３）

受 “二七”罢工运动影响，在开封省立一师上学的石象人霍树中回长葛组织县第一高

等小学师生和群众４００余人，在县城 （今老城）举行示威，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斗争。

民国１３年 （１９２４）

霍树中介绍发展１０余人加入共产党。

民国１９年 （１９３０）

５月，中原大战开始，９月蒋介石到石象督战。

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

土改开始。

１９４８年

建立区人民政府，属长洧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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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长洧县、许西县撤销，恢复长葛县建制，全县划分４个区，石象为一区，是月，
始进行剿匪反霸。为稳定社会秩序，提高群众觉悟，全镇组织了农协会。

１９４９年

设长葛县石象区 （一区）。

１９５２年

建立石象卫生院。

１９５５年

并归城关区 （今老城镇）。

１９５６年

撤区划乡为石象乡。

１９５８年

并入董村公社。

１９５９年

３月，设立石象镇妇女联合会。

１９５９～１９６３年

连续发生蝗灾，石象受灾严重。

１９６４年

特大洪涝。

８４５

长葛市乡镇志



１９６６年

复置石象公社，“文革”期间曾名 “八一”公社，不久复原名。

１９８０年

成立石象派出所。

１９８２年

石象高中合并到古桥高级中学，原石象高中更名为石象一中。

１９８４年

撤石象公社建石象乡。

１９８５年

石象乡卫生院综合门诊楼建成。

１９８６年

河南省政府公布苗庄遗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１９８９年

９月，石象乡明朗寺村人李金全被国家教委、人事部、教育部评为 “全国优秀教师”，

并授予 “优秀教师”奖章一枚。１９９３年１月李金全被授予 “长葛市第二批专业技术拔尖人

才”称号。

１９９１年

根据县委、县政府要求，成立石象乡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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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年

１１月，建立石象敬老院。

１９９９年

坡李王村党支部书记李福成被许昌市人民政府授予 “劳动模范”称号。

２０００年

石象卫生院荣获河南省卫生厅 “百佳乡镇卫生院”称号。

２００２年

９月，石象乡中心幼儿园投入使用。

２００４年

石象卫生院荣获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省级卫生先进单位”称号。

２００６年

农民实现种粮直补。

全市初中统一命名，石象一中更名为长葛市第九初级中学。

黄河集团投资７０万元，为田庄小学建起一栋高标准的综合楼。

２００８年

石象乡迎来第一批３０名大学生村官。
１２月，石象获得全省 “农村清洁家园行动”先进村镇。

２００９年

坡李王村党支部书记李福成被长葛市人民政府授予 “劳动模范”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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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

长葛市灯节文化比赛中，古佛寺舞狮团获得一等奖；长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西

庚获得长葛市 “先进文化工作者”称号。

６月９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坡李王村。
１２月，石象乡获得 “河南省机关档案工作规范化管理先进乡镇”称号。

农民社保开始，６０岁以上老人每月领取６０元养老金。

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石象乡获 “河南省国土绿化模范乡镇”称号。

２０１２年

３月，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到石象乡古佛寺社区调研指导工作。

２０１３年

９月２８日，许昌市委书记王树山到石象调研 “三秋”生产工作。

１２月１９日，经省政府批准，石象撤乡建镇。

２０１４年

９月，国家 “２０１１计划”３万亩现代农业试验区落户石象。
九中学生李亚婷、王小涛被评为许昌市 “十佳美德少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连续三年在许昌市 “民间文化艺术”表演中，古佛寺舞狮团分别获得二

等奖一次、三等奖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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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理环境与村镇建设

第一节　建置沿革

　　石象镇清代为安仁保所辖，民国时期为安仁乡，１９４８年，建立区人民政府，属长洧县。
１９４９年，设长葛县石象区 （一区）。１９５５年并归城关区 （今老城镇）。１９５６年撤区划乡名为
石象乡。１９５８年并入董村公社。１９６６年复置公社，“文革”期间曾名 “八一”公社，不久

复原名。１９８４年撤社建乡。２０１３年年底撤乡建镇，辖常庄、斧头、老官赵、楼陈、田庄、
车庄、坡李王、石东、刘沙沃、李沙沃、王沙沃、双树王、石西、五里营、杜庄、桂庄、明

朗寺、左场、连庄铺、胡庄、周庄、冢王、坡张、坡杨、苗庄、古佛寺、尚官曹、营坊、丁

锁、蔡寨３０个行政村。

第二节　自然环境

石象镇地处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老赮河、莲花河穿镇而过，古路沟、七女沟、

唐古沟、方庙沟等几条季节性沟河由该镇通往许昌县境。

第三节　人　口

２０１４年末，辖区总人口５１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１０５４人，另有流动人口７１８４人。
总人口中男性 ２６５８５人，占 ５２１％；女性 ２４４１５人，占 ４７９％；１４岁以下 ９１１２人，占
１７８７％；１５～６４岁３７３８５人，占７３３％；６５岁以上４５０３人，占８８３％。均为汉族。２０１４
年人口出生率１０１４‰，死亡率４１７‰，人口自然增长率５９７‰。全镇劳动力主要从事种
植、养殖、木材加工、机械加工、零售、餐饮、建筑等行业。

２５５

长葛市乡镇志



第四节　行政村概况

常庄行政村

石象常庄豆腐

常庄村位于镇政府东５公里，辖常庄
１个自然村，４个村民小组，２２４户居民，
１０７１口人，共有杨、张、常、白、孟５个
姓氏，１１８４亩耕地，农业种植以小麦、玉
米为主，农民收入以豆腐加工、外出打工

为主。据传，元末建村，始名常 ，至明

代户口增多，改称常庄。村内有１处村医
疗室。村庄呈方形，东西街 １１条，南北
街３条，水泥路总长１５００米。村正中有坑
塘１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房、楼房

和砖木结构瓦房为主。村委会位于村中间，有办公用房５间，两委成员５名。

斧头行政村

斧头村位于镇政府东４公里，辖斧头１个自然村，６个村民小组，４４０户居民，１８９１
人，有程、师、刘、乔、于、周、李、张８个姓氏，２５２１亩耕地，农业种植以小麦、玉米
为主，农民收入以种地、外出打工为主。据传，隋朝运粮河经此，设码头，取名埠头。至南

宋时，金兵战败，金将把自己使用的兵器大铁斧头失落于此，更名斧头。清初周、于、刘、

乔四姓迁入，村名仍旧。村内有１处村医疗室，村庄呈长方形，东西街５条，南北街７条，
水泥路总长１４００米。村内有坑塘４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房、楼房和砖木结构瓦房为
主。村委会位于村中，有办公用房７间。

楼陈行政村

楼陈村位于镇政府东北４公里，辖楼陈１个自然村，８个村民小组，５９６户居民，２２６０
口人，有陈、梁、程３个姓氏，２５５０亩耕地，农业种植以小麦、玉米为主，村中有密封胶
厂、预制厂，村民除在本村就业外，以外出打工为主。据 《洧川县志》记载：“春秋鲁隐公

八年 （前７１５），宋公、齐侯、魏侯结盟于瓦屋”，即此。至明初，陈、梁二姓居此。后陈姓
建高楼一座，更名楼陈。村内有１处村医疗室，村庄呈方形，东西街９条，南北街８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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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路总长２０００米。村西有坑塘１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房、楼房和砖木结构瓦房为主。
村委会位于村中心，有办公用房５间。

老官赵行政村

老官赵村位于镇政府东４公里，辖老官赵１个自然村，４个村民小组，１４０户居民，６００
口人，共有赵、吴、李３个姓氏，７３０亩耕地，农业种植以小麦、玉米为主，农民收入以种
地、外出务工为主。该村建村较早，据传，李姓先居于此，始名洼李。赵姓继而迁来，为李

姓扛活，其人口旺盛。后来赵姓中有一人任职老官，改称老官赵。村内有１处村医疗室，村
庄呈东西长方形，东西街５条，南北街４条，水泥路总长８００米。村西有坑塘２处，居民住
房以砖混结构平房、楼房和砖木结构瓦房为主。村委会位于村中间，有办公用房４间。

车庄行政村

车庄村位于镇政府东２公里，辖车庄１个自然村，４个村民小组，１９６户居民，９６７口
人，共有于、段、高、车、温、赵、张、王、李、孙、左１１个姓氏，１０６０亩耕地，农业种
植以小麦、玉米为主，农民收入以外出打工为主。据传车姓居此最早，故名车庄。村内有１
处村医疗室，村庄呈方形，东西街８条，南北街３条，水泥路总长１０００米。村东南、南有
坑塘两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房、楼房和砖木结构瓦房为主。村委会位于村中间，有办

公用房８间。

田庄行政村

田庄村位于镇政府东３５公里，辖田庄、方庙２个自然村，９个村民小组，４００户居民，
１８００口人，共有田、董、于、杨、温、张、王、李、赵９个姓氏，１８６３亩耕地，农业种植
以小麦、玉米为主，农民收入以外出打工为主。据传该村建于隋朝，因村北有条小河，田姓

居住于河湾处，故名田家湾。后河水干枯，改称今名。村内有１所幼儿园、有１所小学和１
处村医疗室，村庄呈方形，东西街１３条，南北街６条，水泥路总长１５００米。田庄中间、方
庙东、西有坑塘３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房、楼房和砖木结构瓦房为主。村委会位于村
西头，有办公用房４间。

石东行政村

石东村位于镇政府所在地，辖霍庄、南饭铺、石东村３个自然村，１０个村民小组，５８６
户居民，２８７０口人，共有李、张、柳、熊、霍、王、任、潘、孙９个姓氏，２９８０亩耕地，
农业种植以小麦、玉米为主，农民收入以种植、外出务工为主。因村委会驻石象自然镇东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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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故名。村内有２所幼儿园、和２处村医疗室，东西街４条，南北街３条，水泥路总长３０００
米。村中、西南、北有坑塘３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房、楼房和砖木结构瓦房为主。村
委会位于村中，有办公用房１０间。

坡李王行政村

坡李王村位于镇政府东 ２公里，辖坡李王 １个自然村，４个村民小组，２９３户居民，
１３４３口人，共有李、王、翟、霍、时５个姓氏，１６１５亩耕地，农业种植以小麦、玉米为主，
农民收入以务工、板材加工为主。据传，王姓迁来建村于坡地，故名坡王。清嘉庆年间，李

姓由新郑县铁李迁入，改名坡李王。村内有１处村医疗室，村庄略呈梯形，有东西小街１７
条水泥路总长７６公里，村南东西大街５１０米，南北街５５０米，村东环路４８０米，村西环路
６５０米，村南学生路１１公里。村南、村东南有坑塘两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房、楼房
和砖木结构瓦房为主。村委会位于村北边，有办公用房１０间。

王沙沃行政村

王沙沃村位于镇政府东２公里，辖王沙沃１个自然村，１６个村民小组，６８３户居民，
３１８０口人，共有张、王、车、温、郑５个姓氏，３２１８亩耕地，农业种植以小麦、玉米为主，
农民收入以外出务工为主。村内有１所幼儿园、１所小学和１处村医疗室，东西街１３条，南
北街６条，水泥路总长１８００米。村东、西有坑塘２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房、楼房和
砖木结构瓦房为主。村委会位于村中心，有办公用房７间。

李沙沃行政村

李沙沃村位于镇政府东 ３公里，辖李沙沃 １个自然村，７个村民小组，６２０户居民，
１４００口人，共有任、李、彭、郑、许、黄６个姓氏，１５６０亩耕地，农业种植以小麦、玉米
为主，农民收入以外出务工、种植为主。村内有１处村医疗室，东西街１条，南北街２条，
水泥路总长８００米。村东、西有坑塘两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房、楼房和砖木结构瓦房
为主。村委会位于村正中，有办公用房２间。

刘沙沃行政村

刘沙沃村位于镇政府东２公里，辖邢沙沃、刘沙沃２个自然村，４个村民小组，２０６户
居民，１０００口人，共有宫、朱、邢、刘、赵、孙６个姓氏，１２１０亩耕地，农业种植以小麦、
玉米为主，农民收入以外出务工、种地为主。村内有１处村医疗室，东西街１条，南北街２
条，水泥路总长２０５０米。村东南、东有坑塘三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房、楼房和砖木

５５５

石象镇



结构瓦房为主。村委会位于村中心，有办公用房４间。

明朗寺行政村

明朗寺村位于镇政府东１５公里，辖明朗寺１个自然村，１０个村民小组，４３０户居民，
１７３０口人，共有李、朱、赵、宋４个姓氏，１９０７亩耕地，农业种植以小麦、玉米为主，农
民收入以务工、种植为主。村内有１所幼儿园和１处村医疗室，东西街３条，南北街４条，
水泥路总长４６００米。村东、南、北有坑塘三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房、楼房和砖木结
构瓦房为主。村委会位于村西北，有办公用房５间。

石西行政村

石西村位于镇政府所在地，辖石西、上庙２个自然村，１７个村民小组，６２３户居民，
２４８４口人，共有李、张、王、柳、刘、宋、贾、古８个姓氏，２６９０亩耕地，农业种植以小
麦、玉米为主，农民收入以务工、种植为主。因村委会驻石象自然镇西半部故名。村内有１
所幼儿园、１所小学和１处村医疗室，东西街６条，南北街７条，水泥路总长３２００米。村
南、东、中、西、上庙中、西有坑塘６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房、楼房和砖木结构瓦房
为主。村委会位于村中部偏东，有办公用房４间。

桂庄行政村

桂庄村位于镇政府西北１公里，辖桂庄、师庄、韩庄３个自然村，４个村民小组，３５８
户居民，１５３２口人，共有桂、刘、师、韩、张、王６个姓氏，１７６０亩耕地，农业种植以小
麦、玉米为主，农民收入以打工和种植业为主。据传明初桂姓由山西洪洞迁此建村，故名。

村内有１处村医疗室，村庄呈东西长方形，东西街５条，南北街４条，水泥路总长２１００米。
村东、西有坑塘两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房、楼房和砖木结构瓦房为主。村委会位于村

中部偏西，有办公用房５间。

左场行政村

左场村位于镇政府南１公里，辖左场１个自然村，５个村民小组，２８６户居民，１２７０口
人，共有李、周、史、段、张、杨、郭７个姓氏，１２０６亩耕地，农业种植以小麦、玉米为
主，农民收入以外出务工为主。村内有１处村医疗室，东西街５条，南北街４条，水泥路总
长１５００米。村南、东有坑塘２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房、楼房和砖木结构瓦房为主。
村委会位于村中心，有办公用房４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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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里营行政村

五里营村位于镇政府西南２５公里，辖五里营、魏庄、朱老庄３个自然村，５个村民小
组，２４６户居民，１３６０口人，共有魏、卢、朱、孟、邱、张、付、王、许、黄、苗、史、腾
１３个姓氏，１５７０亩耕地，农业种植以小麦、玉米为主，农民收入以外出务工为主。据传，
明朝该村是开许大道上九迎 （迎接）十八站中之一迎，村西有迎旨桥，又因该村位于小召、

石象各五里之间，故取名五里迎。明崇祯十五年 （１６４２），李自成与明将左良玉交战扎营于
此，后改今名。村内有１处村医疗室，村庄呈矩形，东西街８条，南北街６条，水泥路总长
４０００米。村东、西、南有坑塘６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房、楼房和砖木结构瓦房为主。
村委会位于村中心，有办公用房５间。

杜庄行政村

杜庄村位于镇政府北１７公里，辖杜庄１个自然村，６个村民小组，２９２户居民，１２３０
口人，共有杜、王２个姓氏，１１８０亩耕地，农业种植以小麦、玉米为主，农民收入以种植、
务工为主。清初，杜姓迁此建村，故名杜庄。村内有１处村医疗室，村庄呈不规则长方形，
东西街１条，南北街３条，水泥路总长６７０米。村西、东南、东北有坑塘３处，居民住房以
砖混结构平房、楼房和砖木结构瓦房为主。村委会位于村中间，有办公用房５间。

双树王行政村

双树王村位于镇政府南２５公里，辖双树王１个自然村，８个村民小组，４５０户居民，
２２８０口人，共有霍、张、藏、王、田、赵６个姓氏，２８００亩耕地，农业种植以小麦、玉米
为主，农民收入以种植、务工为主。明初，王姓由山西洪洞迁此，始分南王、北王两村。为

了团结自卫，合为一村，取名双王。后因村中一富户门前长有两棵同样高而直的大杨树，被

一过路官员看到，称赞不已。他认为若在双王之间加个树字，岂不更妙。当即得到村民同

意，更为今名。村内有１所幼儿园、１所小学和１处村医疗室，村庄呈东西长方形，东西街
８条，南北街３条，水泥路总长２０００米。村西、中有坑塘２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房、
楼房和砖木结构瓦房为主。村委会位于村中部，有办公用房６间。

连庄铺行政村

连庄铺村位于镇政府西２公里，辖连庄铺、段公王、小蔡庄、闫庄４个自然村，１２个
村民小组，５６１户居民，２６４２口人，共有赵、王、闫、蔡、郭、张、李、刘、陈、侯、魏、
韦、孙、唐１４个姓氏，２６１２亩耕地，农业种植以小麦、玉米为主，农民收入以种植、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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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明朝建村，始名梁庄铺。明末，由外地迁来赵、郭、侯、刘、杨诸姓，分散居住。清

同治六年 （１８６７），筑寨自卫，四周十二个村庄居民搬入寨内，始名十二连庄，因于此设
铺，称连庄铺。村内有１所小学和１处村医疗室，村庄呈东西长方形。东西街１６条，南北
街４条，水泥路总长２７００米。村有坑塘２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房、楼房和砖木结构
瓦房为主。村委会位于村中部，有办公用房３间。

胡庄行政村

胡庄村位于镇政府西３公里，辖胡庄、小杨庄２个自然村，１２个村民小组，５１６户居
民，２２１８口人，共有杨、谢、陈、胡、武、冯、曹、李、张９个姓氏，２２６０亩耕地，农业
种植以小麦、玉米为主，农民收入以务工、种植蔬菜为主。清初、胡姓迁此建村，故名。村

内有１所幼儿园、１所小学和１处村医疗室，东西街２条，南北街３条，水泥路总长５００米。
村西有坑塘２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房、楼房和砖木结构瓦房为主。村委会位于村学校
中，有办公用房３间。

周庄行政村

周庄村位于镇政府西３公里，辖周庄１个自然村，４个村民小组，２６３户居民，８９０口
人，共有王、赵、曹、朱、周、薛６个姓氏，１１０６亩耕地，农业种植以小麦、玉米为主，
农民收入以种植、务工、个体经商为主。村内有１处村医疗室，东西街３条，南北街３条，
水泥路总长１３００米。村西南有坑塘１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房、楼房和砖木结构瓦房
为主。村委会位于村西南，有办公用房４间。

冢王行政村

冢王村位于镇政府西３公里，辖冢王１个自然村，３个村民小组，２７１户居民，７２０口
人，共有张、魏、陈、朱、罗５个姓氏，９６０亩耕地，农业种植以小麦、玉米为主，农民收
入以务工为主。相传，该村为唐朝王求礼故里。武后时，王曾为监察御史。该人为官廉洁，

刚正不阿，扶弱济贫，名重乡里。后因仕途不达，死葬墓小，乡人不平，方圆数十里内皆捧

土添坟，组成一个大冢，遂称该村为冢王。村内有１处村医疗室，东西街条，南北街２条。
村东有坑塘１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房、楼房和砖木结构瓦房为主。村委会位于村南，
有办公用房７间。

坡杨行政村

坡杨村位于镇政府西５公里，辖坡杨、小杨庄２个自然村，１０个村民小组，５０６户居
８５５

长葛市乡镇志



民，２３１６口人，共有杨、张、吴、韩、李、董、贾、宋、朱９个姓氏，２３３０亩耕地，农业
种植以小麦、玉米为主，农民收入以种植、务工为主。清初，杨姓迁此建村，因村居坡地，

故名。村内有１处村医疗室，村庄呈东西长方形，东西街４条，南北街１１条，水泥路总长
１１５０米。村东、南、西、小杨庄中心有坑塘４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房、楼房和砖木
结构瓦房为主。村委会位于两个自然村之间，有办公用房４间。

坡徐行政村

坡徐村位于镇政府西９公里，辖坡张村、坡徐村２个自然村，８个村民小组，５３５户居
民，２５１２口人，共有张、徐、王、袁、吴、孙、郑、李８个姓氏，２３１２亩耕地，农业种植
以小麦、玉米为主，农民收入以种植、务工为主。明朝，张姓由项城南墩集迁此建村，因村

处宽广平坦之坡地，故名坡张。村内有１所小学和１处村医疗室，村庄呈长方形，东西街２
条，南北街１条，水泥路总长１５００米。村内有坑塘３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房、楼房
和砖木结构瓦房为主。村委会位于坡张村中部，有办公用房４间。

古佛寺行政村

古佛寺村位于镇政府西４公里，辖古佛寺、孟村桑２个自然村，１０个村民小组，７２０户
居民，２４７２口人，共有张、王、李、赵、陈、桑、毛、刘、梁、马１０个姓氏，２８１１亩耕
地，农业种植以小麦、玉米为主，农民收入以种地、务农为主。北魏孝文帝信奉佛教，古佛

寺佛爷庙最早建造于此间，明朝前期，人口大量迁移并定居在佛爷庙附近形成村落，初定名

为 “孟村桑”。相传有 “土地庙”“关爷庙”“白音堂”三座庙呈三角坐北朝南，群众为了

庆祝庙院，办起了民间文艺活动，重新修缮 “佛爷庙”，当时文人曰 “此地寺院大，庙院

多”，提议取名 “古佛寺”，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把古佛寺和孟村桑合并更名为古佛寺行政
村。村内有１所小学和１处村医疗室，东西街１条，南北街７条，水泥路总长５２００米。村
内有坑塘５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房、楼房和砖木结构瓦房为主。村委会位于村东，有
办公用房１０间。

苗庄行政村

苗庄村位于镇政府西３公里，辖汪庙、苗庄、桃园张、唐集４个自然村，１７个村民小
组，８４８户居民，３４００口人，共有苗、张、王、徐、朱、高、赵、袁、翟９个姓氏，３０７０
亩耕地，农业种植以小麦、玉米为主，农民收入以外出务工、种植为主。据传，宋初苗姓在

此定居，故名。村内有２所幼儿园、１０所小学和２处村医疗室，东西街４条，南北街４条。
村西北有坑塘１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房、楼房和砖木结构瓦房为主。村委会位于村
南，有办公用房７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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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官曹行政村

尚官曹村位于镇政府西南１０公里，辖尚庄、曹庄、官庄３个自然村，７个村民小组，
５２０户居民，２２６０口人，共有朱、公、左、李、杨、赵、吴、胡、曹、马、尚、刘、申、
康、闫、符１６个姓氏，３２００亩耕地，农业种植以小麦、玉米为主，农民收入以种植、务工
为主。原名官庄大队，因重名，１９８２年取３村首字改为尚官曹大队。村内有１所小学和１处
村医疗室，东西街９条，南北街６条。村内有坑塘９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房、楼房和
砖木结构瓦房为主。村委会位于村中部。

营坊行政村

营坊村位于镇政府西１０公里，辖靳庄、营坊、魏庄３个自然村，１２个村民小组，５９０
户居民，２４５０口人，共有乔、王、陈、黄、庄、尹、白、朱、孙、崔、魏、钟、李、张、
路、陆１６个姓氏，３２００亩耕地，农业种植以小麦、玉米为主，农民收入以种地、务工为
主。村名来历有二说。一说，清康熙二十二年 （１６８３），郑成功之孙郑克爽降清，其部下
黄、庄、陈、林四员将领被安置此地建村，因随四位将军同来的兵勇亦定居于此，故名营

房，后演变成营坊。二说，明末，李自成进军河南，围攻封升寨，在此安营扎寨，后人迁此

建村，取名营坊。村内有１所幼儿园、１所小学和１处村医疗室，村庄呈 “凸”字形，东西

街１条，南北街５条，水泥路总长３２００米。村东、中有坑塘３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
房、楼房和砖木结构瓦房为主。村委会位于村西，有办公用房７间。

蔡寨行政村

蔡寨村位于镇政府西８５公里，辖蔡寨１个自然村，４个村民小组，２９３户居民，９７０口
人，共有蔡、陈、张、王、赵５个姓氏，１１００亩耕地，农业种植以小麦、玉米为主，农民
收入以收购废旧塑料和机械加工为主。明代，丁、锁、蔡三姓由山西洪洞迁居封升岗上，后

围村筑寨，取名封升寨。岗上有古闻人墓。明末，李自成进军长葛，克敌焚寨，三姓弃寨，

分别移居于岗北之东西两侧，形成蔡、丁、锁三村，因蔡姓所建村庄居原寨较近，故取名蔡

寨。村内有１所小学和１处村医疗室，村庄呈方形，东西街２条，南北街１条。居民住房以
砖混结构平房、楼房和砖木结构瓦房为主。村委会位于村中，有办公用房５间。

丁锁行政村

丁锁村位于镇政府西８公里，辖丁庄、锁庄２个自然村，４个村民小组，３５０户居民，
１２７５口人，共有丁、付、朱、蔡、张、剪、景７个姓氏，１３００亩耕地，农业种植以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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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为主，农民收入以收购废旧塑料和机械加工为主。明代，丁姓、锁姓由山西洪洞先迁居

于封升岗，后又迁此建村，故名。村内有１所小学和１处村医疗室，东西街１条，南北街２
条。村西有坑塘１处，居民住房以砖混结构平房、楼房和砖木结构瓦房为主。村委会位于村
西，有办公用房４间。

第五节　镇村建设

省道开许公路纵贯南北，彭花公路 （Ｓ３２５）横穿东西。３０个行政村呈东西狭长分布，
石象是传统的农业乡镇，经济发展相对滞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道路以土路为主，交通闭塞，居民居住房屋以砖瓦结构为主，较为简陋。８０年代末至２１世

Ｓ３２５省道

纪初，镇村加大对道路、民房、公共设

施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道路变成了柏

油路，实现了 “村村通”，农民住上了

二层小楼。２００７年起村级道路提升改
造为水泥路，全镇硬化水泥路达６０公
里，６０％的农户住上了楼房，交通四通
八达，出行更加方便，农村文体广场、

文化大院、图书室等休闲娱乐设施齐

全，农村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２０１２年３月古佛寺社区启动建设，
古佛寺社区是全许昌市先行先试的一个

社区，迁并３个行政村、８个自然村，２４７５户，８０５８口人，５０８４名劳动力，原村庄占地
１５８０亩，耕地９９０６亩。建成后小区占地５０３亩，１３亩建设预留地，节约土地１０６４亩。该
社区采取 “政府主导、企业帮建、群众参与、市场运作”的模式。一期共建设了２０栋住宅
楼５４４户，１栋综合服务大楼，小学、幼儿园、超市、文体中心、休闲广场、社区剧场、合
寿堂等。社区由华中科技大学城市规划设计院高标准的科学规划，突出中式现代风格，注重

文化传承；政府按照 “五化十有”的标准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公益设施，农民可与城市居

民享受同质化的公共服务，就地实现城市化。社区从选址、规划、建设、拆迁等所有方面保

证群众的参与权、选择权、知情权、监督权，为了群众建社区，依靠群众建社区；尊重农民

的生活规律，保留田园风光，保留原行政村名字，每个自然村相对集中居住，传承质朴淳厚

的邻里亲情。２０１４年６月已基本达到搬迁条件。
２０１２年６月建设营坊社区，营坊社区紧邻３２５省道，西距长葛市产业集聚区５公里，东

距许开路７公里。该社区迁并营坊 （营坊、魏庄、靳庄）、尚官曹 （尚庄、官庄、曹庄）、

丁锁 （丁庄、锁庄）、蔡寨４个行政村，９个自然村，总面积１１０２８亩，村庄占地１５８７亩，
耕地面积９４４１亩，共１７７９户，７１８８口人，农业人口７０７６人，户均４０４人，劳动力４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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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户均２５人，人均耕地１３亩。社区占地面积３６０亩，节约土地１２２７亩，节地率达到
７７％。社区由广东宏图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单体建筑为砖混结构，楼层以 “５＋１”模
式为主，户型面积有６５平方米、１００平方米、１２２平方米、１３５平方米四种。２０１５年１月一
期主体工程完工。

第六节　交通运输　金融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前，只有一条董村镇至石象公社的柏油路，总长４公里，交通极为不
便。２０００年起，石象镇村与村之间，村与省道、县道之间联通的水泥路达到百公里以上，
新修省道彭花路１７８公里、开许路３公里、村级公路、村内道路，先后由石子路升级为柏
油路、柏油路升级为水泥路。

石象镇客运站建在１９９０年之前，农用三轮车为主要运输工具，２００４年在石象连庄铺建
立客运站，有三条客运路线：鄢陵至长葛，连庄铺至长葛，石象政府所在地至长葛。交通便

利，每天客流量达万人次。

１９９０年先后成立石象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石象所，２００２年农行改制撤销，同年成立
邮政储蓄所，２００３年，现辖区金融系统有农村信用社３处 （分别位于石东、田庄、苗庄），

邮政储蓄所１处 （位于石西村），两个银行系统 ２０１４年底储蓄额为 ３２８２４万元，贷款额
２３９８１万元。

第二章　经济建设

第一节　农　业

　　１９７１年佛耳岗水库东干渠延伸至石象西部，自流灌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一边发展灌溉，
一边搞除涝配套，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国家投资１６０余万元，列入 “黄开工程”农业开发区，治

理开挖除涝沟河２１条５４公里，新建桥涵１０６座，并打井配套，地埋节水管道，集中连片实
行水、田、林、路、井综合治理，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达到了旱能浇、涝能排、田成方、

林成网的现代农业生产格局。２００５年１２月乡镇机构改革，成立了农业发展服务中心。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年连续实施了农业开发，先后投资５８００万元实施了高效节水灌溉示范项目、国家新
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项目、３万亩小农水项目，受益面积达５２万亩。

农业主要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近年来，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农副产品深

加工，“石象豆腐”“石象胡萝卜”等无公害农业和农产品成为石象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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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林业　牧业

林　业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石象没有组织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之后，为改善生态环
境，政府主导开展植树造林活动，打造田间林网。由于多数群众形成了造林会导致小麦、玉

米减产的错误认识，８０年代至本世纪初，伐木、毁林严重，生态遭到严重破坏。２００９年，
根据国家发展现代农业政策，作为农业乡镇的石象，积极引项目，围绕 “三网一带”，大力

发展生态林业建设。目前，全镇田间林网植树１２万棵，公路廊道绿化树木８万棵，林木覆
盖率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畜牧业

规模养殖：猪场

１９５０年前后，家家户户以养牛、
马、骡为主，主要用于耕作，辅助养些

猪、羊、鸡、鸭、鹅，均以散养为主，

９０年代，开始出现规模养殖，但不很
规范，数量不是太多，但范围较广，畜

牧养殖成为当时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２０００年起，由于上级给予能繁母猪补
贴畜牧养殖等政策的出台，激发了农民

的养殖积极性。２０１４年，全镇共有大
型养殖场 ８家，主要以猪、鸡、鸭为
主，生猪、鸡、鸭年出栏量分别为６万
头、２０万只、５万只，畜牧养殖年产值
近亿元。

第三节　工　业

１９９５年前后，石象的工业相当落后，工商贸易主要是石象胡萝卜，当时产销两旺，以
胡庄为中心，形成了胡萝卜交易市场，辐射连庄铺、古佛寺等行政村，每年产销量达到３万
吨，远销香港、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彭花公路升级为省道后，为石象的工业、加工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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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活力，以石东、石西、明朗寺为中心的石象原木交易市场，迅速得到发展和带动，以田

庄、车庄、楼陈为中心的木材板材深加工企业，年加工销售４万立方米。２０００年底，形成
了以常庄、斧头为中心的豆制品加工区，以营坊、蔡寨、苗庄、坡杨为中心的废旧塑料加工

再生产利用，以杜庄为中心的生鲜肉品加工，以周庄、冢王、古佛寺为中心的建筑机械加工

等支柱产业，年产值４７亿元，利税４０００多万元，从业人员达８０００多名。

明星企业简介

许昌市丰益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许昌市丰益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位于周庄村，公司
成立于２０１０年，注册资金８００万元，占地面积２０亩，现有在职员工７０余人，公司年产值
１２００万元，固定资产２０００万元，流动资产５００万元。主要从事生产钢筋弯曲机、切断机、
路面抹光机等产品。公司现有数控车床２０部，质量检验等设备齐全。公司产品设计合理，
造型美观，取材讲究，坚固耐用，多年来依靠良好的信誉、优质的产品和完善的服务，赢得

了新老客户的认可。销售网络已覆盖国内二十多个省、市地区，并出口越南、缅甸、印度等

多个国家。

河南省凤舞面粉有限公司

河南省凤舞面粉有限公司　河南
省凤舞面粉有限公司位于长葛市石象

东５公里，紧邻省道彭花公路，交通
方便。公司前身为长葛市鸿祥面粉

厂，始建于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０１０年６
月日产３００吨面粉生产线投产，产销
两旺。生产的 “鸿凤”牌系列面粉，

远销四川、陕西、湖北、湖南、广

东、广西等地。２０１２年元月新改制
为河南省凤舞面粉有限公司，２０１３
年初投资３００万元增建了配套生产设

施。固定资产投资５００万元，流动资金２００万元，员工７０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１５
人。

常庄白润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长葛市白润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做豆腐品牌的规模
企业。企业采用传统原始石磨，传统老浆点制，生产出的豆腐为绿色产品，在色、香、味方

面充分展示了豆制品的地方特色。产品远销郑州、许昌、长葛、鄢陵等地，成为石象的经济

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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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政治　文化

第一节　党政社团

党政社团

１９２４年５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汪涤源 （商城县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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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秋，在开封求学的霍树中 （石象人，中共党员）、孟炳昌、李友

三，利用假日回长葛，在县城及石桥路、石象等村镇进行革命宣传，引导青年学习 《向导》

《共产党宣言》。冬，先后在学校和农村发展共产党员１０多人，建立两个党小组。
１９２５年，上海 “五卅惨案”发生后，党小组组织青年学生和民众进行罢课、罢市、集

会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的大屠杀，并查禁英货、日货，发动募捐。当时兵匪骚扰，乡村纷纷

建立自卫武装红枪会，党组织即派出党员到孟排寨、段庄、二郎庙、石桥路、石象等地与红

枪会建立联系，开展农民运动。

１９２７年７月建立中共长葛县委，下属六个基层党支部，石象寨党支部 （周鼎任支书）

是其中之一。１１月，为回击国民党的镇压，支援各地的武装暴动，霍树中、李友三等人组
织党员，在官亭与和尚桥之间拆除铁路割断电线。１２月白色恐怖日趋严重，霍树中等共产
党员逮捕，长葛党组织一时瘫痪。

１９３０年春，建立中共长葛县区委，建立县中学、石桥路、石象寨三个基层党支部，石
象党支部党员５人，汪侠生任支部书记。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在许昌中心县委指导下，恢复长葛区委，桂福全 （石象人）任区委书

记，恢复建立县中学、石桥路、桂庄三个党支部，有党员３３人。１９３３年６月，桂福全、路
鸿瑞被国民党长葛县政府逮捕后，区委组织遭到破坏。

１９４１年秋，为发动群众抗日，党员李清河 （石象人）、苗铁林 （石象人）、方白松在石

象周边组织３０多人，成立石象战地服务团。
１９４４年４月，长葛沦陷，党的活动极端困难。５月中旬，县委决定由陈伯瑾，单子焕、

苗铁林等人，分别在铁路东和铁路西组织抗日游击队，抗击日军。

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１３日，长葛县城第一次解放，此后长葛处于 “拉锯”状态。

建国后，１９４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５０年５月，建立石象区。１９５５年９月石象区合并为城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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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年１１月，撤销区委，建立石象乡党委。１９５８年８月，建立石象人民公社。１９８３年１２
月，改人民公社党委为石象乡党委。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５０年５月选举产生中共第一区委员会 （驻石象），申永春当选书记。

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９５１年３月选举产生中共第二区委员会 （驻石象），于纪常当选书记。１９５１
年３月 ～１９５５年 ９月选举产生中共石象区委员会，崔国安、张金波、赵坤祥历任书记。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９５９年３月选举产生石象中心乡党委，中共石象乡委员会，石象乡人民公社
党委，史新治当选书记。１９５９年３月 ～１９６６年８月归中共董村区委员会。１９６６年８月 ～
１９６８年１月选举产生中共石象人民公社委员会，朱继文当选书记。１９７０年２月 ～１９７１年９
月成立石象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郭长建任组长。１９７１年９月，石象人民公社召
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出中共石象公社第二届委员会，郭长建任书记。

１９８２年１月７日，召开了中共石象人民公社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石象人
民公社第二届委员会，郭福文继任书记。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将人民公社改建为乡、镇，并建立了乡镇党委，党
委增设了专职纪检委书记，下辖行政村党支部，郭福文任党委书记。

１９８６年１月６日，召开中共石象乡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石象乡第三届委员
会，史同安任书记。

１９８９年８月３１日，召开中共石象乡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石象乡第四届委员
会，杜金洲任书记。

石象镇人民政府

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３日，召开中共石象
乡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石象

乡第五届委员会，杨峰任书记。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２４日，召开中共石象
乡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石象

乡第六届委员会，李晓任书记。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２４日，选举产生了中
共石象乡第六届委员会，李晓任书记。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８日，选举产生了中共石
象乡第七届委员会，张俊海任书记。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０日，选举产生了中共石
象乡第八届委员会，刘根科任书记，２００６年３月选举产生第九届委员会，吴星、刘璐当选
书记。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８日至４月２０日石象乡党委换届，选举产生了中共石象乡第十届委员会。
石象镇党委下辖１个党总支，４３个党支部，其中农村支部３０个，至２０１４年底共有党员
１４９９名。

共产主义青年团 （简称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石象共

青团组织自建置后和党组织一道同时建立。镇建立团委会，村和企事业单位建立团支部或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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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支。２０１４年石象镇有团委１个、团总支１个、基层团支部３４个，学校团支部２个，３０个
非公团支部，１５个少先大队，１４～２８岁青年２３６６人，共青团员５９２名。

石象镇妇女联合会成立于１９５９年３月，同时设立各生产大队妇女工作委员会。１９６８年
至１９７２年妇女联合会瘫痪，１９７３年恢复。１９８４年起乡、村配备专职妇联主任。妇联会的主
要工作，解放初期：宣传妇女翻身解放，组织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学习文化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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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组织开展劳动竞赛活动，

组织开展巾帼建功竞赛活动，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培养妇女干部，组织开展争 “三八”

“创五好”文明家庭、好媳妇、好公婆评选活动。

第二节　政　法

石象派出所成立于１９８０年，２０１４年有民警９人，所长、指导员各一名，副所长两名，
内设：刑事案件中队、治安管理中队、社区警务中队、户籍室和坡李王、双树王、古佛寺３
个警务室。驻石象派出所民警认真开展基层基础建设工作，不断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战斗

力，为促进辖区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石象乡司法所垂直收编，由长葛市司法局直属管理，名称变更为石象司法
所，石象乡法律服务所也再次重建。自法律服务所成立始，代理诉讼、代理写法律文书、代

理非诉讼法律事务共计１６００余件。自２０１２年社区矫正工作全面实施以来，石象司法所共矫
正对象４６人，通过对这些特殊人群的有力监管，维护辖区社会的稳定，促进了辖区经济发
展。

第三节　民　政

社会福利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建立石象敬老院，占地面积２０亩。院内有房屋１２９间，五保户
住房８０间，床位１２０张，集中供养人数６６人，分散１７２人，辅助房屋４９间，设有医疗室、
娱乐室、健身室、洗浴室、餐厅等，工作人员９名。

救济　救灾　扶贫　建国后，每遇自然灾害，政府组织政府干部带领群众积极开展生产
自救，同时安排好国家拨付的救灾款和扶贫款，石象镇有农村低保户２５６户５７６人。１９８０
年５月，石象乡设民政助理，民政工作以优抚、复员军人安置、生产救灾和社会救助为主要
任务，新时期的民政工作主要包括优抚、救济、救灾、扶贫，社会福利，殡葬管理。

优抚　每年春节，党政机关和民政部门走访烈士家属，清明节慰问烈士家属，组织扫墓
活动，褒扬烈士，严格按照上级有关部门规定，对烈士及其家属进行抚恤。按照国家规定，

对老复员军人２１人、烈属３人、伤残１８人、病退１４人、参战７６人、６０周岁老兵２８５人、
老武警１１人进行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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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教　育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全乡共有高中１所，初中１３所，各行政村都办有小学。师资以民办教
师为主，高中学制２年，初中学制２年，小学学制５年。１９８２年高中合并到古桥高级中学，
原石象高中更名为石象一中，初中增为１４所。后来由于初中联办，原来的１４所初中逐步减
少，变为４处：石象一中 （重点初中）、石象二中、石象三中、石象职中。１９９３年初中布局
调整撤并石象职业中学，４所中学变为３所 （石象一中、二中、三中）。２００４年７月撤并石
象二中，２００５年８月撤并石象三中，初中剩１所 （石象一中）。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２１世纪
初，乡党委、政府、教育中心及学校通过建筑商垫资、社会资金参与等多种形式筹措资金，

在校内建起标准化的教学楼、公寓楼、办公楼、宿舍楼、餐厅等设施，基本能够满足农村初

中学生封闭就读。２００６年全市初中统一命名，更名为长葛市第九初级中学。２００４年小学布
局调整后变为１３所，２００６年撤并斧头小学，小学变为１２所，分别为田庄小学、王沙沃小
学、中心小学、双树王小学、连庄铺小学、胡庄小学、苗庄小学、坡张小学、古佛寺小学、

蔡寨小学、官庄小学、营坊小学。２０１３年布局调整，古佛寺小学、蔡寨小学、官庄小学三
所小学由于生源不足变更为教学点，形成了１所中学、９所小学、３个教学点的教育布局。
各小学及教学点也通过多渠道筹措资金，相继建起教学楼及配套设施，学校面貌大为改观。

２００６年，黄河集团投资７０万元，为田庄小学建起一栋高标准的综合楼。
至２０１４年底，石象镇中心学校辖初中１所，小学９所，教学点３个，幼儿园９所 （含

公办幼儿园１所）。初中教师７２人，学历合格率９１％以上，教学班１６个，在校生７６０人；
小学教师１５３人，学历合格率１００％。教学班７５个，在校生３０９４人；幼儿园教师１１４人，
教学班６１个，在园幼儿１９８６人。小学年辍学率为零，初中年辍学率控制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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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１年根据县委、县政府要求，正式成立石象乡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成教校长由乡镇

副镇长担任，教育中心只设专职副校长，当时成人学校以扫除农村青壮年文盲为主，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后期，成人学校以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业为主，先后组织培训推广农作物种
植、家禽养殖、果树种植、小家电维修等技术，有效地提高了农民文化水平，促进了经济的

发展和农民增收。

２００２年９月，石象乡中心幼儿园投入使用，开启了学前教育的新起点，２０１２年９月，
石象乡社区公立幼儿园建成，成为学前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目前全镇共有９所幼儿园
（含公立幼儿园），经过达标升级等活动，现有１个许昌市一级园，３个长葛市一级园，５个
长葛市达标园。

石象中小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狠抓学校常规化管理，积极开展学校管理达标升

级活动，不断探索教育的新路子、新方法、新途径。认真开展教研活动、德育活动，优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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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手段，探求新的教学方法，强化素质教育，道德教育，收到了良好效果。其中九中学生李

亚婷被评为２０１３年 “感动长葛”道德模范，２０１４年九中学生李亚婷、王小涛被评为许昌市
“十佳美德少年”，社区公立幼儿园李会霞入选 “感动长葛”“爱岗敬业”人物候选人。

第五节　文　化

古佛寺舞狮团参加许昌市第四届民间艺术大赛

建国前，石象没有固定的文化场所及

设施，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大多是在民间传

唱一些民间小调子，还自发组织一些民间

艺术。如：已有３００年历史的古佛寺民间
舞狮队、胡庄龙灯、苗庄秧歌队等，春节

期间他们自发组织演出，为老百姓生活增

添喜庆。

建国后，石象文化有较大发展，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初期古佛寺舞狮队、胡庄龙灯
活跃于石象农村市场，其中古佛寺舞狮队

多次在长葛县 （今老城镇）与全县多个舞

狮队比赛均获得 “高手队”称号。

６０年代中期，石象各大队都成立有文艺宣传队，排演样板戏，交流演出，互相学习，
同时也丰富了老百姓的文化生活。

人民公社成立初期石象公社建立了文化站，收藏图书万余册，并免费为群众开放，使农

民在书中学会了种植、养殖、科技等方面技术。

２００９年，石象正式组建文化站，由专职书记分管，配有站长、副站长，负责具体工作。
文化站占地面积２０００多平方，建筑面积３３０多平方，站内建有篮球场、乒乓球场、羽毛球
场、门球场等。一楼有文化活动中心、图书室，二楼有电子阅览室、多功能排练厅、器材室

等。站内专人指导编排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戏曲小品、折子戏等，已向全镇群众展演数场，得

到群众好评。

３０个行政村都有农家书屋，收藏有农业、工业、手工业、机械制造业、种植、养殖、
农作物病虫防治、医疗保健等书籍，供农民借阅。

在文化站专职人员指导下，石象有１３个行政村成立了民间艺术表演队，他们自购服装、
道具，表演节目丰富多彩。春节由镇文化站组织民间艺术展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连续三年在许昌市 “民间文化艺术”表演中，古佛寺舞狮团分别获得二

等奖一次、三等奖两次。

２０１０年长葛市灯节文化比赛中，古佛寺舞狮团获得特等奖、一等奖等奖项，长葛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西庚连续两年获得长葛市 “先进文化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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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文化遗址　历史传说

苗庄遗址　位于长葛市石象镇苗庄村西，占地面积６７５００平方米。该遗址１９８３年发现，
文化层厚约２～３米，距地表很浅，内含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遗物丰富而集中，特别是二
里头文化遗物尤为突出，遗物主要是陶器，石器少见，以黑陶、灰陶较多，红陶较少。纹饰

以绳纹为主，篮纹次之。器物有盆、高足鼎、瓮、罐等。１９８６年河南省政府公布为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冢王村王求礼墓　公元７０６年，王求礼在卫王府参军岗位上，因病去世。去世后，家乡
人民把他的遗体运回长葛，埋葬在他的故乡冢王村，并且每人都从自家的田里捧上一捧土，

送到他的墓冢上。民国初年他的墓冢高约８米，占地１６００平方米，墓四周植有松柏。之后
由于周围群众挖土，墓地面积明显减小。

苗庄村苗训墓　石象镇西部有苗庄村，据传说苗训为该村人。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
袍加身，苗训是幕后总导演。据 《宋史》苗训传记载：苗训，河中 （今山西永济县）人，

善天文占星之术，在后周郭威、柴荣当皇帝的时候，担任殿前散员右第一散指挥使，官虽不

大，但常在皇帝身边，朝中情况及官场斗争均甚了解。后周显德六年 （９５９），世宗柴荣北
征回朝不久，便命归西天，让八岁儿子柴宗训接了班。忽然有一天，飞报入京说北汉刘钧联

络辽军入侵。符太后以赵匡胤为统帅，领兵北征。苗训和赵匡胤带着人马住到陈桥驿的时

候，苗训看到天象异常，便跟赵匡胤帐下亲随楚昭辅说：“天象告诉我们，天无二主，对幼

帝来说，是凶兆；对点检来说，就是该做天子了。”于是大家齐呼万岁，并将已经准备好的

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就这样赵匡胤当了太祖皇帝。在论功行赏中，苗训当了检校工部尚

书。苗训年七十去世后被葬在今苗庄村南地。

苗庄遗址

火烧封升寨　石象镇内有道岗，叫封
升岗，岗上有个寨，叫封升寨。明朝末

年，封升寨里住着一家姓蔡的大财主，高

筑寨墙，积钱屯粮，招兵买马，号称蔡总

兵。蔡总兵勾结官府，欺压百姓，这一带

人提起他无不咬牙切齿。

崇祯十四年，农民领袖李自成带领起

义军来到这里，要攻封升寨，活捉蔡总

兵，为民申冤报仇。

一个夏日的晚上，农民军向封升寨发

起进攻，一支支箭射向寨内，箭头上都带

着用黏泥裹着的梅豆。蔡总兵以为有毒，就下令把这些梅豆统统埋掉。

几场雨后，梅豆发芽了，拖秧了，长得很旺，封升寨成了梅豆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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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后，梅豆秧干了，作为闯王内应的蔡大个对蔡总兵说，这个秧可得垛好，留着喂牲

口，也可当柴烧。

冬天，一个漆黑的夜晚，李自成带着起义军突然杀回长葛，包围了封升寨，万箭齐发，

都是带火的箭，射向干枯的梅豆秧，一瞬间，寨内成了一片火海。李自成率军冲进寨内，活

捉了蔡总兵。

大象除妖　很久很久以前，石象叫芦苇村。村西有个湖，湖里长了很多芦苇，湖水清
亮。湖的旁边有一个树林，林子里有一头大象，它经常到湖边洗澡、喝水，和人们相处得很

好。

后来从湖里钻出一个妖怪，它吸湖里的水向农田里吐，向寨子里吐，淹没了很多田地和

人。大象听说后，决心为民除害，和妖怪大战三天三夜，直打得天昏地暗，终于把妖怪打倒

在地，口吐鲜血而死。然而，大象也累得筋疲力尽死了。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头大象，就雕了一个石象竖在村头，庄名也改为 “石象”了。

第七节　匪患　战事

老官赵匪祸　民国１４年 （１９２５）冬，老官赵村遭受一次惨重的匪祸。土匪近百人，从
西而来，活动于石象、董村一带，抢劫杀人，无恶不作。腊月初十，攻破老官赵寨，逢人便

抓，见房就烧，极其残暴。有一户男子被绑架，妇女被强暴后杀害，其子刚满１２岁，被砍
掉头颅，刺穿肚腹，肠子搭在门头上，令人发指。有一女子，匪众欲将其裹挟而去，女子不

从，一头撞在一块石头上，脑浆崩裂而死。全村妇女投井上吊，以死相抗的多达３０余人。
有一位即将出嫁的姑娘，准备的首饰衣物全被抢光，连准备的一双上轿鞋子，都被匪徒塞到

腰里拿走了，姑娘最终也投井殉节。还有一位８０多岁双目失明的老奶奶，住了两间破草房，
绑匪们一把火将其草房烧着。土匪共烧房２００余间，抢劫财物、牲畜无法计算。《长葛志》
记载为：“腊月初十日破老官赵寨，杀戮无算，妇女赴井皆满，婴儿亦裂体洞腹”。杆匪走

后，村中老百姓及附近亲友掩埋了死者，真是村外新坟遍野，村内断垣残壁，老官赵天昏地

暗哭声一片。每到农历腊月初十，老官赵村几乎家家上坟，悼念被害的前辈。

蒋冯中原大战中的石象战事　民国十九年 （１９３０）５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开始
逐鹿中原，９月中旬，战事推进到长葛。９月１３日陈诚指挥的十一师占据石象，当时退至长
葛的冯军，一为张维玺部，部署在许、长边界，控制苏桥、和尚桥；一为任应歧部，部署在

长葛县城 （今老城镇）及其以东地区。另有吉鸿昌部驻守洧川。这期间互有攻防，相持十

余日。蒋军为了加强攻势，调顾祝同的第八纵队 （辖第二、第三、第二十三师），从考城西

进，于２４日下午攻入官亭车站，将铁路破坏，以断冯军后路。９月２７日蒋介石亲至石象镇
十一师师部，电令河南省代主席张钫，谋商收编吉鸿昌部，后经谈判维持吉部改编为第二十

二路军，吉鸿昌仍任总指挥。１０月１日蒋介石离开石象，返回柳河。
壮烈牺牲的朱绍曾　石象苗庄行政村，辖有唐集自然村，抗日志士朱绍曾便是该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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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７年末，朱绍曾生于唐集一户农家，幼读私塾，后加入国民党独立第一旅当兵，不久升
任排长，驻防尉氏、洧川一带。１９４４年长葛沦陷时，朱绍曾随部队开拔到鄢陵、扶沟开展
游击，后联络同事、老乡１２人，携带武器潜回长葛老家，组织成立抗日游击队，朱为队长，
共产党员李清河、苗铁林 （都是石象人），分别为副队长和参谋，于县东南一带抗日锄奸，

打富济贫，扩充力量。匪霸陈秀峰 （陈大肚）曾派人劝其归属，遭到拒绝，朱也曾围捕陈

秀峰一次，但未抓到。１９４４年，日军一股路经石象坡李王村，朱绍曾、李清河曾率部伏击，
因寡不敌众撤退。后游击队在征粮起枪中，处死了陈秀峰的心腹恶霸朱振清，群众拍手称

快。陈秀峰对朱绍曾既怕又恨，遂授意其亲信杨灿文、李小林等打入游击队内部。朱绍曾年

轻气盛，疏于防范，未听从共产党员李清河、苗铁林 “疏散队员、隐蔽活动”的建议，与

杨、李等合并，成立长葛 “抗日救国军”，杨、李为正副司令，朱绍曾仍为队长。１９４４年５
月１４日，朱绍曾部驻扎董村西南路庄，匪霸陈秀峰接到杨、李密报，当晚带兵将朱全部俘
虏，次日押至王庄村三官庙内，开始惨无人道的大屠杀。陈的爪牙宋宪彬吩咐刽子手王朝玺

架起铡刀，指着朱绍曾说： “铡断他的双腿，让他先尝尝滋味，看看他的弟兄们的下场。”

接着将李清河、刘富江、高天一等３２人接连拉出，有的铡成几节、有的绑在树上乱刀砍死、
有的用刺刀捅破胸膛、也有的用枪射杀，一霎时三官庙内外，尸体枕藉，血流遍地。朱绍曾

最后在铡刀下壮烈牺牲，时年２３岁。同时陈秀峰还派人到唐集村，将其父亲、四叔、胞弟
枪杀于家中，二叔被枪杀于村外路上。

第八节　卫生　体育

石象镇卫生院

石象镇卫生院建于 １９５２年，有人
员５名。１９５８年改为公社卫生院，有人
员２４名，专业科室４个。１９５９年，由
于行政区域变化，又改为石象卫生所，

有７名医务人员。１９６６年改称公社卫生
院，有医务人员２３人，设病床１０张，
下设两个门诊所。１９７２年迁往董村至
石象公路东侧，粮管所对面。占地

１３３９４平方米，建房 ２３间。１９７５年开
设Ｘ光透视。到１９８２年底，全院共有
职工 ３５名，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３２
人，内有医师５人，中级卫生技术人员
７人，初级卫生人员２０人。有房屋５２

间，设病床３０张。设有中医内科、西医内外科、妇产科等专业科室和化验、放射、心电图、
超声波等辅助科室。能治疗内、外科的常见病及多发病，能做一般外科手术，并能抢救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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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磷中毒、各种休克、暴发性脑炎、脑血管意外等危机病症。卫生院性质属全民所有制。

１９８４年，由于石象公社改为石象乡，故此石象公社卫生院更名为石象乡卫生院。１９８５
年石象乡卫生院综合门诊楼建成，有房屋７２间。
２００５年，利用国债项目和自筹资金３０余万元建成了现代化的防保楼。
２０１３年，利用项目资金１６５万余元建设病房楼，２０１４年投入使用。
２０１４年因石象乡撤乡改镇，石象乡卫生院更名为石象镇卫生院。
２０１４年，卫生院现有职工７５人，退休人员１６人，卫生技术人员６６人，其中副高职称

２人，中级职称６人，执业医师１２人，助理医师２９人。总占地面积７２００平方米，业务用房
面积３８００平方米。设有１６个临床科室和１２个功能科室，拥有彩超、Ｂ超、胃镜、全自动
血球分析仪、全自动分析心电图机、多功能心电监护仪、全自动血流变综合检测仪、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血球仪、ＤＲ、电脑红外线乳腺诊断仪、体外震波碎石机、牙科综合治疗机、
多功能手术床、眼科裂隙灯等大中型先进医疗设备５０余台件，标准病床５０余张，平均日接
诊１３０余人次。目前，能独立开展胆囊摘除术、结肠癌切除术、肾切开取石术、下肢静脉曲
张剥脱术、股骨头置换术、牙科正畸术及剖宫产、子宫全切术、子宫次切术、子宫肌瘤摘除

术等多种手术。２０１４年业务收入６７３５１２９万元，位居全市乡镇卫生院首位，现在已成为一
家规范化的乡镇卫生院。

２０００年荣获河南省卫生厅 “百佳乡镇卫生院”称号；２００３年荣获许昌市农村卫生改革
“先进卫生院”；２００４年荣获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省级卫生先进单位”称号。

石象镇拥有村卫生室２９个，各有诊疗用房为４～６间，常规医疗设施齐全。诊治常见疾
病外也为婴幼儿接种疫苗，从事疫情防治。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全民健身活动悄然兴起，镇里每年组织一次职工运动会、农

民运动会，项目主要有篮球、拔河、乒乓球、登山、广场舞等。同时各村通过建村级文体广

场，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健身热情高涨。

第九节　宗　教

基督教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建立长葛县基督教三自 （自传、自养、自治）爱国运动委员会、

石象建立教务组、设组长１至２人，有教徒３００人左右。２０１４年石象基督教活动点有坡李
王、左场、斧头、明朗寺等。

佛教寺院　建国前石象寺院有明朗寺、洪福寺。明朗寺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毁
掉办为小学。２００５年撤走小学，重新建起寺院，建有大雄宝殿、天王殿、菩萨殿等，供有
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送子菩萨和弥勒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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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人　物

第一节　人物简介

　　王求礼 （？～７０６），石象镇冢王村人。唐武后 （则天）时为监察御史。现冢王村存有

王求礼墓。

王本 （１８９２～１９６５），字本敬，石象镇杜庄村人。精于木工雕刻和纸扎、油漆、绘画，
为县内著名木工。

徐仁杰 （１８９８～１９８４），字西伦，石象镇坡徐村人。１３岁应县试名列榜首，民国２年
（１９１３）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科班。民国１０年 （１９２１）公费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宾夕法尼亚
大学经济系留学，攻读工商管理三年，获硕士学位。

王景中，１９１６年５月出生，石象镇杜庄村人，河南省著名剧作家。
公海珊 （１９２２～２００２），石象镇尚官曹村人，曾任许昌市书法协会副理事长、理事、市

科普创作协会理事。

李福成，１９４５年９月出生，初中文化，中共党员，石象镇坡李王村人，坡李王村支部
书记。他任职期间能够刻苦学习，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为本村经济发展，村民致富呕心沥

血，奉献自己的力量。连续１３年坡李王村烟叶种植面积１０００亩以上，在带领群众奔小康之
路的同时给镇党委、政府创造收入１００多万元，成为当地农业产业名片与致富能手、劳动模
范，在相关农村农田水利工作中，粮经比例的调整以及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上，上级多次

在坡李王村召开现场会，２０１０年６月９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坡李王村，给予高
度评价，１９９９年被许昌市人民政府授予许昌市 “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称号 （劳动奖

章一枚），２００９年被长葛市人民政府表彰授予 “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劳动奖章一枚），获

得河南省许昌市长葛市优秀共产党员、功勋村支部书记，许昌市长葛市劳动模范，“五一”

奖章，河南省第九次党代表、许昌市第六次党代表、许昌市第二届人大代表、长葛市第十二

届党代表、长葛市第十二届、十三届人大代表。

李金全，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出生，大专文化，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石象镇明朗寺村
人，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加强学校管理，改进教学方法，使学校教学质量不断提

高，所教学科在中招考试中连居镇、县之首，受到上级表彰和好评，１９８９年９月，被国家
教委、人事部、教育部评为 “全国优秀教师”，并授予 “优秀教师”奖章一枚，１９９３年１月
被授予 “长葛市第二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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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智义，汉族，１９６８年３月出生于长葛市南席镇。１９８９年８月参加工
作，１９９０年８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长葛市石象镇人大主席。１９８９年至
２００１年在南席镇人民政府工作，历任武装部副部长、党政办主任等职；
２００１年至今在石象镇人民政府工作，历任党委委员、副镇长、副书记、人
大主席。１９９１年被评为许昌市第四次人口普查先进个人。

刘璐，女，汉族，１９７０年１１月出生于长葛市长社办。１９９１年１０月参
加工作，１９９１年５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现任长葛市石象镇党
委书记。１９９１年７月至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在增福庙乡政府工作；１９９４年１０月至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任团长葛市委副书记；２０００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任和尚桥
镇党委副书记；２００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４年１０月任长葛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
联主席；２００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７年３月任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招商局局长；
２００７年５月至２０１０年５月任老城镇镇长；２０１０年５月至今任石象镇党委书

记。２００９年获得长葛市优秀党员工作者；２０１０年获得长葛市优秀宣传思想工作者；２０１０年
获得许昌市委、市政府信访工作先进个人；２０１０年许昌市林业生产先进工作者；２０１１年获
得许昌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杨永平，汉族，１９７２年５月出生，尉氏县人，中共党员。１９９０年３月
参加工作，１９９１年７月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现任长葛市石象镇镇长；
１９９０年３月至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在武警南阳支队服兵役，１９９５年６月至２００６年
３月在增福庙乡人民政府工作，历任乡土管所长、计生办主任、武装部长
等职；２００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０年９月在官亭乡政府工作，历任副乡长、党委委
员、纪委书记等职；２０１０年９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后河镇政府工作，历任
党委委员、副书记、正科级组织员；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４月任南席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２０１５年４月起任长葛市石象镇镇长。

第二节　镇领导更迭

一、党组织负责人

申永香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５０年５月）于纪常 （１９５０年５月～１９５１年３月）
崔国安 （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９５２年７月）张金波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１９５４年８月）
赵坤祥 （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９５５年９月）史新治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９５８年３月）
史新治 （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９５８年８月）黄来昌 （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９５８年８月）
张廷训 （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９５８年８月）史新治 （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９５９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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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继文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６８年１月）郭长建 （１９７０年２月～１９７９年２月）
仝海林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９８１年２月）郭福文 （１９８１年２月～１９８５年３月）
史同安 （１９８５年３月～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杜金洲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９９２年９月）
杨　峰 （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９９５年１２月）李　晓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９９９年９月）
张俊海 （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００３年１月）刘根科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吴　星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０１０年５月）刘　璐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１５年４月）

二、行政负责人

熊原来 （１９５１年６月～１９５３年１月）阎德位 （１９５３年７月～１９５４年８）
王振宇 （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９５５年９月）于长江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１９５９年３月）
王文昌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６８年１月）朱继文 （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９６９年１０月）
郭长建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９７８年２月）仝海林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９７９年１２月）
郭福文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９８１年９月）李松田 （１９８１年９月～１９８３年１２月）
赵世宪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９８４年５月）尚凤阁 （１９８４年５月～１９８５年１０月）
张全重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９８９年５月）杨　峰 （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９９３年５月）
李建保 （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张俊海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９９９年９月）
刘根科 （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００３年１月）薛凤玲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０６年５月）
罗红升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０１５年４月）杨永平 （２０１５年４月～　　　）

三、人大主席

王铁虎 （　　　～１９９７年５月）胡根贤 （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９９９年１月）
李　晓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９９９年９月）张俊海 （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００３年１月）
刘根科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０４年１０月）郑　丽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００６年５月）
赵　光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１１年４月）闫智义 （２０１１年４月～　　　）

第三节　行政村领导更迭

常庄行政村

书　记：张兴旺 （１９５０年～１９７５年）常群太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５年）
常新有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６年）张秀领 （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１年）
常五臣 （１９９１年～２０００年３月）常秋建 （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００７年）
庞　伟 （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０年）杨　红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
常秋建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

主　任：常群太 （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８年）常小平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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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领 （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６年）白根山 （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０年）
常秋建 （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３年）张　虎 （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６年）
常小平 （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张宝成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１年）
白根山 （２００３年～　　　）

斧头行政村

书　记：周麻庆 （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７年）周书记 （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２年）
周同新 （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５年）张新旺 （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４年）
刘海江 （１９７４年～１９８４年）周治业 （１９８４年～　　　）

主　任：周其林 （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７年）于新旺 （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２年）
周树根 （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５年）刘海江 （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４年）
周正广 （１９７４年～１９８４年）周景信 （１９８４年～２００２年）
周结实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周根九 （２００３年～　　　）

老官赵行政村

书　记：赵燕法 （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９９３年５月）赵建昌 （１９９３年５月～２００６年６月）
赵长安 （２００６年７月～　　　）

主　任：赵建昌 （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９９３年５月）赵付安 （１９９３年５月～２００２年５月）
赵新亮 （２００２年５月～　　　）

田庄行政村

书　记：于文秀 （１９４９年～１９８５年）田占选 （１９８５年～２０１１年）
于学安 （２０１１年～　　　）

主　任：田留昌 （１９４９年～１９６９年）左付亲 （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３年）
田占选 （１９７３年～１９８０年）董建贤 （１９８０年～１９９５年）
张贤忠 （１９９５年～２０１０年）于国成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５年）

车庄行政村

书　记：温海江 （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９８２年１０月）高丙旭 （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４年）
段成德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８年）温八斤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７年）
于发亮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３年）高三套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５年）

主　任：于天喜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２年）温八斤 （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５年）
于发建 （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８年）高宪章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４年）
于发亮 （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７年）高景学 （１９９７年～２０１５年）

楼陈行政村

书　记：陈付东 （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７年）陈油锤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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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运太 （１９６２年～１９７３年）程西铭 （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５年）
陈建立 （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３年）陈更卯 （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９９５年５月）
梁永忠 （１９９５年７月～２００１年５月）陈广停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０１３年８月）
陈春杰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

主　任：陈广河 （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３年）陈三喜 （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８年）
陈建云 （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９９０年３月）梁遂义 （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９９３年５月）
陈建峰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５年）陈付生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
陈安治 （２００７年～　　　）

坡李王行政村

书　记：王文义 （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９８２年３月）李福成 （１９８２年４月～　　　）
主　任：李根昌 （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９８２年３月）李福成 （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００５年１１月）

王文献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

刘沙沃行政村

书　记：刘法来 （１９４９年２月～１９８０年２月）朱占荣 （１９８０年２月～１９８５年２月）
朱法顺 （１９８５年２月～１９９１年２月）刘水法 （１９９１年２月～１９９５年２月）
宫文章 （１９９５年～　　　）

主　任：邢方恩 （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９７０年３月）宫保军 （１９７０年３月～１９８６年３月）
朱根法 （１９７６年３月～１９８２年３月）刘水金 （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９８５年３月）
宫文章 （１９８５年３月～１９９５年）朱长合 （１９９５年３月～１９９９年３月）
朱保民 （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００８年３月）朱中杰 （２００８年３月～　　　）

石东行政村

书　记：李纪昌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５７年１２月）霍林江 （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９５９年１月）
李玉章 （１９５９年２月～１９６２年１２月）霍林江 （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９６５年３月）
柳结实 （１９６５年４月～１９７６年１２月）霍林江 （１９７７年１月～１９８３年１２月）
柳同江 （１９８４年１月～１９９４年６月）李水亮 （１９９４年～　　　）

主　任：柳同江 （１９７７年１月～１９８３年１２月）李水亮 （１９８４年１月～１９９４年６月）
古长江 （１９９４年～　　　）

明朗寺行政村

书　记：李留记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李全臣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９８６年１０月）
李留建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李金顺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９９１年１０月）
李合运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９９８年１０月）李留建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０００年１０月）
李付山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李红勋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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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李根瑞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李金生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９８６年１１月）
李宝成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李春生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

王沙沃行政村

书　记：王二凯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９５５年３月）王合妞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９７２年６月）
王润停 （１９７２年７月～１９８８年１０月）王景州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９９７年５月）
王俊锋 （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王润停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００３年５月）
王运停 （２００３年５月～　　　　）

主　任：王清江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９５５年３月）王甲申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９７２年６月）
王俊锋 （１９７２年７月～１９８８年１０月）王仓恩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０００年１０月）
王长庆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００３年５月）王土申 （２００３年５月～　　　）

李沙沃行政村

书　记：彭拴柱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１９８６年５月）李青现 （１９８６年５月～１９９６年５月）
李遂保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００２年５月）
任进峰 （１９９３年４月～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０１３年）
任云枝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

主　任：任营得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００２年５月）李遂保 （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９９８年５月）
彭拴柱 （１９７２年２月～１９８２年１２月）李勋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９９１年７月）
李金才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左场行政村

书　记：李海江 （１９６０年８月～１９８２年６月）李进昌 （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９８６年１０月）
李结实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９８８年９月）李铁山 （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９９０年３月）
郭金生 （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杨付全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００２年４月）
李保根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００９年８月）杨新力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史书宝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

主　任：李保银 （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９８２年６月）周新治 （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９８６年１０月）
段法治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９８８年９月）周明乾 （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９９０年３月）
李任银 （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史二奎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０００年５月）
段玉臣 （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００２年４月）段喜亮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００５年４月）
史红恩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００８年４月）杨新力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史平安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

石西行政村

书　记：李廷芳 （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８年４月）李廷文 （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９８３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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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 （１９８３年４月～１９９０年４月）柳治安 （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９９６年８月）
蔡天恩 （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９９７年７月）刘金超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９９９年７月）
柳治安 （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００１年３月）宋子旺 （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００２年３月）
李小六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０１５年７月）

主　任：李廷文 （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８年４月）王付友 （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９９０年４月）
郭　六 （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９９６年８月）李　建 （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９９７年７月）
蔡长富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９９９年７月）郭　六 （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００１年３月）
李　峰 （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００２年３月）郭喜旺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郭　六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００５年１２月）李　峰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

五里营行政村

书　记：卢电臣 （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６年）王富喜 （１９９６年～２０１４年）
魏书军 （２０１４年～　　　）

主　任：苗留建 （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８年）孟水占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４年）
付群成 （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年）魏书军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４年）

杜庄行政村

书　记：王根荣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杜全江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１９８９年１１月）
杜全江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２年）刘贵州 （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３年）
杜留柱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７年）王付亮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２年）
杜建军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８年）刘德顺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王付亮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０１４年１１月）王付亮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

主　任：刘付顺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１９９２年１１月）杜长安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２年）
杜留柱 （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３年）杜建民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７年）
杜建军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２年）杜长安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杜长安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杜东振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

桂庄行政村

书　记：桂铁章 （１９７０年～１９８５年）桂水田 （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９９１年）
桂永成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　　　）

主　任：师金太 （１９８５年～２０００年）刘保民 （２００３年～　　　）

苗庄行政村

书　记：苗新江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６５年３月）苗肖治 （１９６５年４月～１９６６年４月）
苗喜贵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９９０年７月）苗保安 （１９９０年８月～２０００年１０月）
苗丙午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００１年４月）徐水山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００３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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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伟峰 （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００６年７月）苗培仁 （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０１０年７月）
苗伟峰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０１５年５月）

主　任：王深义 （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９６５年３月）苗平安 （１９６５年４月～１９６６年９月）
王深义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９７８年８月）苗丙顺 （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９８３年８月）
张水星 （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９８４年１０月）朱国顺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９８７年９月）
苗丙午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００１年４月）苗土旺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００３年４月）
苗领军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苗松峰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

尚官曹行政村

书　记：闫法江 （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９５５年４月）闫合法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９６１年４月）
赵东胜 （１９６１年４月～１９８４年４月）古长周 （１９８４年４月～１９９１年４月）
申群来 （１９９１年４月～２０００年４月）朱明晟 （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００３年４月）
曹群江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０１１年４月）赵　平 （２０１１年４月～　　　）

主　任：朱青恩 （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９６１年５月）闫法江 （１９６１年５月～１９６６年５月）
朱书铭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９７５年５月）申群来 （１９７５年５月～１９９１年５月）
公国恩 （１９９１年５月～１９９７年５月）朱红恩 （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０００年５月）
曹群江 （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００３年５月）杨帅军 （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００５年５月）
赵　平 （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００９年５月）杨国伟 （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０１１年５月）
朱丙海 （２０１１年５月～　　　）

蔡寨行政村

书　记：蔡书臣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９６４年１０月）蔡玉庆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１９６８年１０月）
蔡子周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９７４年５月）景同刚 （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９８６年７月）
赵根亭 （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００２年１１月）蔡玉涛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

主　任：钟永昌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张　明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１９６８年１０月）
蔡玉文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９７４年５月）张小五 （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９８１年７月）
张小五 （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９８６年９月）蔡玉民 （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郭瑞花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

丁锁行政村

书　记：蔡书臣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９６４年１０月）蔡玉庆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１９６８年１０月）
蔡子周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９７４年５月）景同刚 （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９８１年７月）
付同喜 （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９９４年７月）张　生 （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９９９年１０月）
张　献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００５年１１月）朱国治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００８年１０月）
付建顺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　　　）

主　任：钟永昌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张　明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１９６８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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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玉文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９７４年５月）张小五 （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９８１年７月）
张小五 （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９８９年９月）蔡宪林 （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９９４年７月）
张　献 （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９９９年１０月）蔡宪林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００５年１１月）
蔡宪林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００８年１０月）景铁福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　　　）

周庄行政村

书　记：王根荣 （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９８０年６月）王柏仁 （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９８９年１０月）
周高德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９９１年８月）王根民 （１９９１年８月～　　　）

主　任：赵德金 （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９８９年１０月）王根民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９９１年８月）

胡庄行政村

书　记：曹本立 （１９５３年～１９７２年）胡西林 （１９７３年～１９９２年）
胡永贵 （１９９３年～２００２年）谢玉生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１年）
杨文宾 （２０１２年～　　　）

主　任：谢金印 （１９７３年～１９９２年）谢新民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５年）
杨文宾 （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２年）胡水宾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１年）
武亮宾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

冢王行政村

书　记：王根荣 （１９４９年～１９７６年）张海坤 （１９７６年～１９８０年）
魏青森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５年）王军山 （１９８５年３月～１９８７年３月）
魏学民 （１９８７年３月～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车新荣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００５年１１月）
张治军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张国治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

主　任：杜全江 （１９４９年～１９７６年）张相合 （１９７６年～１９８０年）
张海方 （１９８７年３月～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张殿青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张军岭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

双树王行政村

书　记：王书臣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９６２年１２月）王保六 （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９６８年１２月）
王西岭 （１９６９年１月～１９７１年９月）王海占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１９７２年９月）
王水旺 （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９９４年３月）王占营 （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９９６年１２月）
王灿明 （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９９７年１１月）田水法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００６年６月）
王清太 （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００７年８月）王清占 （２００７年９月～　　　）

主　任：王双全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９５８年１２月）王保陆 （１９５９年１月～１９６２年１２月）
田付星 （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９７１年９月）王西岭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１９８０年３月）
张子江 （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９９１年１０月）王振锋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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