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玉民 （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０１４年１１月）田建伟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

连庄铺行政村

书　记：侯书申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９年）赵铁生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５年）
王保安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７年）赵丙炎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
侯书申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１年）赵铁生 （２０１１年～　　　）

主　任：赵治安 （１９６６年～１９９９年）赵付民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５年）
赵金钟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１年）王水青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

坡杨行政村

书　记：张　末 （１９６０年３月～１９６２年７月）郭朝勋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９６２年９月）
杨圪塔 （１９６５年３月～１９８２年９月）杨保林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９８７年８月）
李根宝 （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９９１年１０月）杨保林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杨留全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

主　任：杨国东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９６５年３月）张现周 （１９６５年４月～１９８４年６月）
杨国东 （１９８４年６月～１９８７年６月）张水林 （１９８７年６月～１９９８年１０月）
李根宝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杨留全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张建安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

坡张行政村

书　记：张丙针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１９７４年８月）王国林 （１９７４年８月～１９９３年４月）
张　五 （１９９３年５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张三虎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

主　任：张付林 （１９７４年８月～１９９３年４月）张三虎 （１９９３年５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张　五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

古佛寺行政村

书　记：马长兴 （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９５７年１１月）桑土成 （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１９５９年１１月）
闫留顺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９６２年１１月）梁同昌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９７０年１０月）
马景尧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９８２年１０月）桑铁山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９９０年１１月）
桑建忠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　　　）

主　任：梁同昌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５７年１１月）桑老虎 （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１９５８年１２月）
桑记春 （１９５９年１月～１９６８年１１月）马景尧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９７１年１０月）
王留记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９８０年１１月）桑长河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９８４年１１月）
桑建忠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９９０年１１月）马水明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００１年１１月）
桑红林 （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００５年６月）梁国乾 （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００８年１１月）
马冠军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桑广伟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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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坊行政村

书　记：乔金科 （１９５０年～１９８４年１２月）陈韦民 （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９９６年６月）
黄培良 （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９９７年１月）陈长德 （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９９８年３月）
庄书章 （１９９８年４月～１９９９年１２月）黄长海 （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００２年９月）
乔保民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０４年６月）庄双亭 （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黄长海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８月）乔宪潮 （２０１０年９月～　　　）

主　任：黄永章 （１９５０年～１９８０年３月）陈水臣 （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９８４年１２月）
魏亮荣 （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９８８年４月）黄培定 （１９８８年５月～１９９６年６月）
陈长德 （１９９６年７月～１９９７年１２月）黄长海 （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９９９年１２月）
王保山 （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００２年９月）朱小卫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乔保民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乔宪潮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庄金学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

第四节　在外工作人员名录

陈星灿，男，１９６４年出生，石象镇冢王村人，北京考古研究院，院长。
杨国治，１９２５年出生，石象镇坡杨村人，曾任青海省农牧业综合区划研究所副所长、

总工程师、研究员，现已退休；

马景忠，１９４３年１月出生，石象镇古佛寺村人，曾任许昌市工会主席、党组书记，现
已退休；

钟彦廷，１９４３年出生，石象镇营坊村人，曾任二炮后勤部党委书记、二炮党委委员
（正军职），１９９７年７月授少将军衔，现已退休；

周电辉，１９３２年出生，石象镇斧头村人，曾任职甘肃定西农学院，现已退休；
乔新江，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出生，石象镇营坊村人，现任信阳市委常委、市长；
白天山，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出生，石象镇常庄村人，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许昌市美术家

协会会员、长葛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副秘书长

第五节　烈士名录

霍树中，男，１９０５年出生，石象镇双树王村人，１９２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１年２月
８日在开封西关就义。

李清河，男，１９１８年 ８月出生，石象镇古佛寺村人，１９３９年 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４１年任 “抗日战地服务团”团长，１９４４年５月１４日惨遭杀害。

朱绍曾，男，１９２２年出生，石象镇苗庄唐集人，１９４４年任长葛抗日救国军队长，１９４４
年５月１４日壮烈殉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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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古桥镇位于长葛市东部，距市区２５公里，镇域总面积５６３平方公里，辖３３个行政村，
５８个自然村，１９６个村民组，４９７８６万人，５４万亩耕地。古桥镇东与南席镇交界，西与石
象、董村相望，长 （葛）—南 （席）公路、Ｓ３２５公路横穿东西，许 （昌）—开 （封）公路

穿境而过，境内交通发达，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双洎河、汶河流贯全境，原

生态环境保护良好。

古桥镇辖３３个行政村，分别是古桥、陈故、史庄、刘李、师庄、曹刘、魏庄、西辛、
双刘、黄岗、固贤、王科庄、徐王赵、菜王、本庄、石庄、郭梅、苑店、岗李、伞李、郭

庄、朱毛赵、董天龙、南辛、孟寨、巩庄、何路口、贾集、庙张、寺后李、谢庄、夹岗、南

张。辖古桥 （古庄）、陈故 （欧庄、白庄、陈故新庄）、史庄 （巩庄、柴庄、马庄）、刘李、

师庄、曹庄、刘庄、魏庄、辛庄、前陈庄、后陈庄、前刘庄、后刘庄、黄岗 （小黄庄）、固

贤、前王科庄、徐王赵 （后王科庄）、菜王 （周坡、老范庄、申庄）、本庄、吴庄、石庄、

郭梅 （薛庄）、苑店 （前店）、岗李、伞李、郭庄 （张庄、肖庄、李庄）、朱毛赵、董天龙、

南辛、孟寨、巩庄 （仝庄、范庄）、何路口、贾集、庙张 （任庄）、寺后李、谢庄、夹岗、

南张５８个自然村。
古桥镇文化底蕴丰厚，系三国文化发源地，汉墓遗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人

物辈出，有因感化 “梁上君子”享誉华夏的德星陈萛，有明成化年间户部右侍郎黄杰，有

精确 “?封道通天地”的范守已等。现存有陈萛陵园、黄侍郎墓等历史遗迹。建于明嘉靖

年间的 “千佛堂”被列为洧川县八景之一。

土壤属褐土化两合土，肥沃而能保水保肥，是农业种植的良田，全镇可耕地面积５４万
亩。古桥镇水资源丰富，汶河自西北向东南而过，双洎河自东西方向沿境而过。

古桥镇坚持 “农业立镇、生态兴镇”，依托所承担的许昌市５０万亩高效节水灌溉项目、
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及长葛市６５万亩高标准粮田提升建设项目，着眼全镇做
好规划。按照田间路基不低于７米的宽度对项目区内道路进行全面提升，田间主干道一次性
铺设到位，打通各村道路 “最后一公里”连接。按照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渠相连、

旱能浇、涝能排的现代化农业格局，实施井、电、管、路、林、沟渠综合整治，以２００～
３００亩一个农田林网方的标准，打破村与村、组与组的界限，实现田间道路、沟渠、林网的
有效联结，东部与南席镇、南部与石象镇、西部与董村镇实现了无缝对接。配置项目工程实

施井、线、管等基础设施，合理布局，科学规划，为全镇现代化农业、生态农业打牢坚实基

础，被河南省政府授予 “国土绿化模范乡镇”。

以河南豫星生态农业园为依托，构建以 “桃源文化”为灵魂，以 “绿色田园、休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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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

假”为主题，以特色种植、特色养殖、

特色餐饮、特色体验为吸引力的产业

链，集观光农业、生态湿地、休闲度

假、农事体验、特色餐饮、科普教育等

功能于一身的旅游综合体，打造成中原

著名生态休闲农庄主题公园。推动当地

农业经济快速发展，师庄村金太阳、凯

特杏、金柿等６个果树品种绿化全村街
巷，先后荣获 “河南省生态示范村”

“全国生态文化村”荣誉称号。在传统

工艺方面，古桥镇青铜工艺源远流长，

有 “青铜工艺”之乡的美誉；宫灯、刺

绣等手工艺品远销省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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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汉至清

　　西汉 （前２０６～２５），汉兴，承秦制，长社属颍川郡。今南席、古桥一带属许县。
东汉宣帝神爵三年 （前５９）析许县置新汲县，今南席、古桥属新汲县。
东汉中平四年 （１８７）太丘长陈萛卒于家 （今古桥陈故村），赴吊者三万余人。

清顺治十四年 （１６５７）十一月，洧川人董天龙 （现属长葛市古桥镇）反清起事，许田

人尚绍鲁等附从，邻近州县震动，后被沈荃督兵平息。

清乾隆二十二年 （１７５７）“邪教”首领张仁在古桥反清，事泄被杀。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９５１年

１月，古桥区沙沃乡首先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

１９５４年

８月，洧川县并入长葛县，成立古桥区。

１９５５年

５月９日，全县１３个区合并为７个区：其中设立古桥区。
是年，县农业技术指导站在古桥设立农技站，指导农业生产。

１９５８年

成立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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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９～１９６３年

连续发生散居跳蝗，古桥受灾严重。

１９６３年

特大洪涝，史无前例。

是年，古桥公社在陈故二
!

庙建立起古桥第一农业中学。

１９７０年

１月１７日至１８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连续３次播发长葛县革委会委员、古桥公社党委
委员、古桥大队党支部书记赵训莲的模范事迹。２月２２日，长葛县革命委员会、中共长葛
县人民武装部委员会决定，在全县范围内迅速开展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女共产党员赵训

莲学习活动。

２月，长葛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批准古桥公社建立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
组，组长张庆安。

１９８２年

７月，全县高级中学调整完毕，按１０万口人设立高级中学一处的原则，高级中学由原
１３处调整为５处，保留古桥高中。

１９８８年

１０月１９日，县三号公路 （后河至古桥）破土动工，全程４１１５公里。

１９８９年

９月，古桥乡敬老院建成投入使用。
是年底，长葛市开展 “良风美德”评选活动，古桥乡张庄村民张发根五年如一日侍奉

一位非亲非故的八十多岁老人，当选模范。

１９９０年

长葛县农业局在陈故建立农技推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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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１０日凌晨２时，暴风雨袭击古桥，其中贾集、寺后李、受灾严重，局部地区风力
达８２级。

１９９２年

古桥税所在陈故建立。

１９９５年

１０月９日，马来西亚柔佛颍川陈氏公会、菲律宾陈氏宗亲谒祖团一行５９人到古桥陈园
寻根认祖。

１９９９年

１月２０日，“双学双促”活动动员会召开，活动自元月２１日开始到８月３１日结束。

２００３年

４月２３日～６月１９日，古桥乡召开非典型肺炎预防控制工作会，在防 “非典”工作中，

投入专项资金３５万元，召开专题会议２３次，印发宣传资料２３０００份，出动宣传车辆５００余
台次，设立３９个监测点，共监测过境车辆４７６３台次，测量体温２５３６０多人次，监测发热病
５人。

２００４年

４月８日，古桥乡侨心学校剪彩，长葛市委书记朱恒宽、市长赵正风、古桥乡党委书记
张朝选、乡长许新建及陈氏宗亲会一行５６人参加了坐落在苑店村的侨心学校剪彩仪式。

２００５年

３月２７日，古桥乡人民政府制定 《古桥乡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落实方案》。

２００６年

９月８日上午，长葛市沼气建设现场会在古桥乡召开。
９月２１日上午，河南省农村沼气建设情况检查督导组领导张更荣、鲁志广、张本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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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３人莅临古桥指导工作。
９月２２日，古桥乡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演讲比赛，评选一等奖一名，杨娟参加市演

讲比赛。

古桥乡师庄村荣获许昌市 “沼气建设”先进单位。

是年，实现种粮直补。

２００７年

５月３１日，河南省副省长李新民到古桥乡考察三夏生产工作。

２００８年

３月３日，河南省春季农业生产和抗灾减灾现场会在古桥乡董天龙村召开。
５月２６日，全国平原绿化现场会在古桥乡召开，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观摩长葛平原

绿化建设情况。

１１月１日，古桥乡迎来第一批３３名大学生村官。
古桥乡师庄村荣获全国林业生态示范村称号。

２０１０年

开始实施农民社会养老保险，６０岁以上老人每月领取６０元养老金。

２０１３年

２月９日，农业部 “百乡万户”调查组到古桥乡，采取走村串户调查问卷等形式，对长

葛落实中央 “强农惠农”政策等情况进行实地调查。

６月２４日，古桥乡贾集村贾军治在河南电视台第九频道举办的 “寻找中国唢呐王”评

选中，荣获全国第二届总决赛金奖第一名，被授予 “中国唢呐王”称号。被指定为许昌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唢呐”传承人。

１２月，古桥撤乡建镇。

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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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口与交通

第一节　建置沿革与人口

　　１９４８年古桥镇隶属洧川县，称之为古桥区。１９４８至１９５３年古桥隶属洧川县，为洧川县
第二区；１９５４年１０月长洧合并，古桥隶属长葛县，为长葛县古桥高级社。１９６１年１０月至
１９６６年８月为古桥区政府。１９６６年９月至１９８３年２月为古桥公社。１９８３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为古桥乡，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古桥撤乡建镇。

１９６５年，古桥公社农业户数６００４户，农业人口３００９６人，劳动力１３１９个；１９６６年，
农业户数５６０１户，农业人口２７６４２人，劳动力１２３５２个；１９６７年，农业户口５７７６户，农业
人口２８５０５人，劳动力１１５６３个；１９６８年古桥公社５７２２户，农业人口２９６２８人，劳动力

新村建设

１２４９２个；１９６９年，农业户数 ５７４４
户，农业人口 ３０２７８人；１９７０年，
农业户数 ５８１４户，农业人口 ３３９１８
人；１９７１年农业户数５８５５户，农业
人口 ３１７１２人，１９７２年农业户数
５９８５户，农业人口 ３３０１５人，１９７３
年农业户数 ６１２９户，农业人口
３４０８４人。１９７４年古桥公社２１个生
产大队，１７９个生产队，总户数６１７３
户，其中农业户 ６１５８户，总人口
３５０７４人，其中农业人口 ３４７１９，非
农业人口３５人；１９７５年生产大队２３
个，生产队１８４个，６２９６户，３５８２８人。其后４０年间，古桥镇人口逐年增长 （见下表），截

至２０１４年总人口为４９８７１人。古桥镇人口以汉族为主，其他民族共５人。

３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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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２０１４年古桥镇人口表

年份 总人口 （人） 年份 总人口 （人）

１９９５ ４３４８９ ２００５ ４３３６２

１９９６ ４４０５５ ２００６ ４３６８４

１９９７ ４３７１０ ２００７ ４３８８２

１９９８ ４４３６１ ２００８ ４４０７０

１９９９ ４４８０３ ２００９ ４４２５２

２０００ ４４９２９ ２０１０ ４４６１９

２００１ ４５５１１ ２０１１ ４４８９４

２００２ ４５７４４ ２０１２ ４５１３３

２００３ ４５９５５ ２０１３ ４５３７５

２００４ ４３１６５ ２０１４ ４９８７１

第二节　通信及交通运输

中国电信局古桥支局于１９９６年成立，业务范围为安装固定电话及上网宽带光纤的安装
和维护。２０００年装机容量达７０００门，电话入户率达５０％以上。
２００２年电信分家，改为中国网通，２００８年中国网通改为联通，业务范围扩展到办理联

通手机卡、固话、宽带安装及维护。共设有渠道经理１名，中小经理１名，维护经理２名。
２０１４年末全镇共有固定电话用户２４６１户，宽带用户１２９７户。古桥镇１９５５年建成邮电所，
开展函件、包件、汇兑、特快专递、报刊、储蓄和国际、港澳台邮件业务。１９６０年起邮电
所设立电话磁石交换机，公社、大队全部安装上手摇电话。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

展，个体户、专业户、外出打工人员增多，农村的磁石电话明显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６年出现无线寻呼、电传机、二哥大；１９９６年邮电分家，同时成立了古桥乡邮
政所、古桥电信局；１９９９年开始使用移动电话，移动通信的开通到目前的手机、电脑、笔
记本等大大提高了通信条件，扩展了通讯形式。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Ｇ手机开通使用；２０１４年１２
月，４Ｇ基站开通使用，现代通信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缺的工具。
１９５８年成立公社后，交通工具匮乏，群众出行不便，主要以步行为主，耕作以架子车

作为交通工具；１９７０年开始使用手扶拖拉机，当时拖拉机是重要的农业、交通工具；１９７３
年，富余家庭已拥有自行车；１９７０年，一号路正式通公交车，公交公司还属国企，当时由
于经济落后，车辆较少，出行不便；１９８２年之后，由长葛奔马公司生产的三轮车占据了交
通运输市场，也成为近３０余年群众出行、劳行、运输的主要工具；自１９９５年，农村出现私
４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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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车，多以面包车为主，至２０００年，全镇共有面包车４０余辆；２０００年以后，私家车增长
以轿车为主，面包车作为运输车辆使用。截至２０１４年，全镇拥有私家车１０００辆。

第二章　经济建设

第一节　经济体制改革

　　１９４９～１９５３年，成立了农协会，积极推行土地改革运动，并对村民进行了摸底登记，
划出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成分等级，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大量土地，分给了无地的

贫下中农耕作。

１９５４～１９５６年，各村相继组建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生产合作社，生产资料、
生产工具及牲畜在社里共同使用。１９５７～１９６３年，各村成立了公社，建立了大队党支部，
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户凭挣工分多少分配粮食款项。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成立了公共食堂，
粮食公共管理，各家按照粮票领饭。１９６１～１９６３年，逐步解散了公共食堂，先后实行了大
队、生产小队为单位的生产体制。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期间。１９６６年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农业生产基础也基
本完善，各大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提出了政治第一，忽视了生产，使农业生产、农民生活

受到了一定影响。

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联产承包在全国推开，各村的土地集体财产
逐步合理的分配到一家一户手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全面实施。农民种田积极性空前提

高，粮食产量成倍增加，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告别了以红薯、玉米为主食的生活方式。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农业结构进一步调整，水利设施完善，农户的科学种田意识进一步提
高，化肥、优良品种大面积推广，农药合理使用，粮食连年丰收。随着国家政策的改革开

放，农民的收入逐年增多 （见下表），生活逐年提高。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随着国家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批农民外出务工。土地在保产
保收的同时，外出务工的收入成了农民收入的一大增长点。农民的腰包鼓了，农村涌现出大

批 “万元户”。１９９６年进行了一次农网改造。２０００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农网改造，全镇农业
用电、工副业用电有了很大提高，基本实现了农村电气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进一步落实，种粮直补、粮种补贴、低保五保政
策得到落实，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实现全覆盖，农村养老保险实现了全覆盖，解决了全体村民

的后顾之忧。

古桥农业生产管理体制出现过多种不同形式，在人民公社体制土地集体耕种时期，实施

队为基础 “三改”推算，农民务工以劳动工分报酬推算，１９７８年农村土地实施责任制后，
５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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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责任田的农户除完成国家农业税，还得负担 “三统五提”，保证村级干部、民办教师工

资及村公益事业等方面的费用 （按分地人口乡统筹每人２５０元／年左右，村提留每人５０元／
年左右）加之当时粮食生产平均每亩７００斤左右，粮食价格偏低，相应造成农民负担过重，
农民的种田积极性受到了压抑。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２００４年以来，国家免去了
农民种地的农业税，又对农民种粮实施补贴，２００９年，根据种粮、化肥、农药、柴油等农
资价格增长情况，国家对种粮农民又实施了农资价格综合补贴，小麦、玉米粮种补贴，激发

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１９９５～２０１４古桥镇农民人均纯收入情况表

年份 全年实际 （元） 年份 全年实际 （元）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５ ３７１５

１９９６ ２２１５ ２００６ ４４１０

１９９７ ２３５８ ２００７ ５２０４

１９９８ ２４７６ ２００８ ５８４２

１９９９ ２６０４ ２００９ ６１９３

２０００ ２６５５ ２０１０ ６７５０

２００１ ２７７２ ２０１１ ７７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８５８ ２０１２ ８５４０

２００３ ２９２０ ２０１３ ８８６０

２００４ ３５３３ ２０１４ ９１００

１９９５～２０１４年古桥镇财政收入情况表

年份 财政收入 （千元） 年份 财政收入 （千元）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５ ３４１２

１９９６ １４６０ ２００６ ５０３５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７ ５５８０

１９９８ １０１０ ２００８ ５１８９

１９９９ １９６０ ２００９ ６４７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３０ ２０１０ ５９２５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１ ４２０３

２００２ ３３４３ ２０１２ ３３２７

２００３ ４８２２ ２０１３ ４０９７

２００４ ３００６ ２０１４ ４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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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田有收无收在于水，古桥又是农业乡镇。建国以来，古桥高度重

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结合水利建设现状，遵照历史气象资料十年九旱特点，发展农田灌溉

以井灌为主，大力开展节水灌溉及引水排灌工程，并结合农田除涝、开挖疏浚除涝沟河。

１９５８年，土地实施统一平整，采取搬岗造田，治理疏通河道，开挖了境内三八沟，全长
６８００米，山师沟，全长３８００米。疏浚治理了汶河、干沟河、董永沟、山师沟，为耕地旱能
浇、涝能排奠定了基础。

现代化喷灌科技

１９５８～１９６４年，古桥公社掀起深翻土
地高潮，累计深翻土地５万余亩；１９６７年
～１９７２年，以夹岗、谢庄、寺后李等村为
重点实施搬岗造田，累计搬动土方３５０万
余方，打造梯田面积 ３５００余亩。通过上
述土地整治实施，改善了土地种植浇灌条

件，从而有效提高了粮食产量。

进入２１世纪，借助上级农业综合开
发、土地综合整治、千亿斤粮工程、小农

水重点县等农业开发项目，打牢农业基

础。２００３年在董天龙、朱毛赵、南辛、夹

岗、谢庄、寺后李等村实施中低产田改造，总投资５８０万元，改造面积７５００亩。项目有新
打机井、维修机井、整修道路、开挖河渠、新建桥梁、地埋线等；２００４年按连片滚动开发
庙张、贾集、陈故、郭庄等五个村，开发面积１００００亩，总投资８００余万元，新打机井、维
修机井、整修道路、开挖河渠、新建桥梁、地埋线等；２０１１年，千亿斤粮食项目覆盖苑店、
巩庄、孟庄等１１个行政村，总投资１２００万元左右；２０１３年，实施小农水利重点县节水灌
溉项目，覆盖开发面积１１０００亩，２４个行政村开发面积达３３万亩，总投资３６００万元。除
以上项目外，自２００８年起，相继在魏庄、刘李、曹刘、史庄实施了水利工程项目和农资价
格综合补贴项目，及刘李、史庄、双刘、古贤等村土地整治项目。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全镇境
内有机井２１００眼，汶河境内拦水闸２座，支沟渠节制闸２７座，农田沟渠桥涵８５３座，地埋
线３５６千米，地埋管２４５千米，机井灌溉配固定变压器５４台套，移动变压器２７台套，绞盘
式喷灌设施５０台套，境内引水补源沟５条，全长２６２千米，排涝沟渠５条，全长１４４千
米，综合投资１３５亿元，农田硬化水泥路３２条２８５千米，砖碴碎石路１７条１８３千米，
真正实现了井、电、沟、渠、路、林等综合治理，达到了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沟相

连、旱能浇、涝能排的现代农业格局，确保了全镇５２５万亩永久性农田的高产稳产。

７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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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２０１３年粮食产量

年份 总产量 （吨） 年份 总产量 （吨）

１９９５ ２７６５５ ２００５ ３８５６９

１９９６ ２９３２９ ２００６ ３９７２８

１９９７ ３１９７５ ２００７ ４５９８１

１９９８ ３０５７９ ２００８ ４８８８１

１９９９ ３４７５０ ２００９ ４５８６０

２０００ ３４０８４ ２０１０ ４６７９４

２００１ ３４５４３ ２０１１ ４８２００

２００２ ３６２０１ ２０１２ ４９６４８

２００３ ３１５３６ ２０１３ ４８１８５

２００４ ３６８５３

第三节　种植业

古桥镇地处中原腹地，属华北平原耕作区。在建国初期只能是一年一熟或一年两熟。由

于田地肥力不足，小麦收获后不再种植任何作物，到来年开春后种早秋玉米、高粱或谷子

等。随着科技进步，化肥成了主体，最初使用氨水，随后改良为碳酸氢铵、尿素、复合肥、

配方肥等，土地潜力得到了开发，发展为 “一年二熟” “二年五熟”或 “一年三熟”的种

植模式，如玉米间作套种，玉米大豆间作，烟地套种红薯等种植模式和部分大棚种植一年多

熟。

小麦亩产由６０年代２００～３００斤左右，高粱亩产４００斤，大豆１００斤左右，红薯亩产
２０００斤鲜薯 （晒成干后４００多斤），到８０年代后期，小麦单产８００～１０００斤，玉米９００～
１１００斤。农作物品种逐年改良，由６０年代小麦品种阿夫、阿蓬逐步演变为小麦７０２３、百农
３２１７、矮早，到现在矮抗５８及周麦、温麦等系列。玉米品种由过去的白马牙、新单、掖单、
濮单到后来的浚单２０、郑单蠡玉１６、光玉３３５、伟科７０２、登海６１８等品种。大豆红薯由６０
年代自种品种逐步更新为中黄１３、中黄５７、天隆１号、铁豆４５等品种，红薯更新为许薯
１８、许薯５号，同时红薯因储存不方便种植面积逐年减少。

经济作物主要有花生、芝麻、烟叶、棉花、蔬菜、瓜果等，在上世纪７０年代至９０年
代，全镇经济作物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当时全乡３３个行政村，烟叶棉花面积均达到万
亩左右，单产效益１５００元左右，其中烟叶种植大村有夹岗、黄岗、何路口、孟庄、郭梅等
村，棉花种植大村有南张、贾集，孟寨、徐王赵、苑店等村，同时部分村被长葛市定为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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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农药喷洒

棉花生产基地。１９５８年气温适宜，水量适
中，特别利于红薯生长。当年红薯大丰

收，岗李村尤为突出，满屋满窖都是红

薯，连村民的门楼下都是红薯。记得当年

最大的红薯一块有２０多斤，村民李根明
喜而藏之。后来乡领导及邻村干部前来参

观而不见其红薯，李根明因而被批斗。此

事可证当年红薯之丰收。当年村民都以红

薯为主食，在经济困难时候红薯确实起了

巨大作用。

２０１１年起，古桥乡结合人多地少 （人

均１０５亩耕地）的实际情况，为最大限
度发挥土地资源效益，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规模化、集约化，以境内长南公路为界，公路

南重点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国家 “２０１１粮食创新计划”为契机，以河南农大，省豫粮
集团为依托，按照田地平整肥沃，水利设施配套，田间道路畅通，村网建设适宜，科技先进

适用，优质高产高效为标准，打造中原粮食生产核心区。长南公路以北，以豫星农业有限公

司、金玉农业发展公司为龙头，打造集生态、观光、旅游、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特色旅游现

代化农业。目前两个园区已成雏形，面积规模正在逐年扩大。

农业机械化推广及应用。到１９５８年，才开始有了水车、畜耕双铧犁，整个耕作全靠人
力、畜力进行。１９６４年，古桥乡人民公社建成机械厂，成立拖拉机站，共有８台拖拉机，
耕作实施机耕、畜耕、人力翻耕并进。直到１９９４年以后，开始出现有联合收割机、播种机
等现代化大型农机。随着国家采取大中型农机补贴，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底，古桥镇大型拖拉
机保有量达１０３台套，大型联合收割机保有量达７８台套，玉米收割机保有量３２台套，中小
型农机具８７０台套，全镇５２０００亩小麦、４９０００亩玉米仅一周左右就能收割归仓，大量的劳
动力得到了解放。

第四节　林业　畜牧养殖业

林业建设，按照农业立镇、生态兴镇的战略思路，为充分发挥林木互补作用，保护资源

永续利用和生态平衡，实现林茂粮丰，自２００３年起，全乡林业生态建设绘制一张蓝图，历
届党委、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在农田道路、沟渠、河边大力发展农田防护林。目前，全镇

总土地面积７９８万亩，其中耕地面积５４万亩，林地０９万亩，林木总株数１８３万株，活
方木蓄积量２５万立方米，林网控制率９８％，树林覆盖率３３％。分布实施于：１绿色通道
工程总里程６８公里，规划植树１５３万株；２村庄绿化工程按照村在林中、林在村中的规
划模式，全镇村庄道路、庭院房前屋后、周围荒坑荒片共植树４５００亩，２３万株；３河道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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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林网

防绿化，汶河１０５公里，双洎河１１公里，
共植树木１９３万株；４速生杨林片全镇
规划９６个，达２２００亩，植树１４６万株。

畜牧业是大农业的组成部分之一，与

种植业并列为农业生产的两大支柱，饲养

方式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大致经历两

个阶段：

第一阶段 （１９４９～１９８０）这个阶段主
要以散养为主，各家各户分散养殖，在此

阶段存在着养殖科学含量低，防疫能力

差，配料不科学，出栏周期长，牲畜病死

率高等弊端，畜牧业产值偏低，甚至出现负增长，养殖业处于徘徊期。

第二阶段 （１９８０年后）随着农田责任制落实，养殖逐步由过去散养向规模化养殖小区
发展，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古桥镇规模养猪场达４３个，存栏９１００头，规模养鸡场达１２个，
年存栏１５万只。养羊场７家，年存栏９７６只，奶牛场１个，存栏１１５０头。各类肉、蛋、奶
总产量达４３００吨，实现畜牧业产值９８００万元。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与国家的惠农政策分不
开。一是能繁母猪和奶牛国家给予１００元补助，同时，对因畜病死亡经镇防疫部门核实的，
国家给予保险１０００元补贴；二是加强动物防疫防控工作，实施镇、村养殖小区三级防疫，
禽流感免疫密度达９５％，牲畜免疫密度达１００％。

第五节　工　业

１９９５年工业企业有许昌市长桥饮料厂、长葛市银桥钢锨厂、长葛市古桥面粉厂、长葛
市世珍建筑陶瓷厂、长葛市腾飞汽车配件厂、长葛市虹桥特种灯泡厂，均属于集体经济。

１９９６年工业企业有长葛市腾飞汽车配件厂、长葛市银桥墙地砖厂、长葛市古桥面粉厂、许
昌市长桥饮料厂，属于集体经济。２００５年工业企业有长葛市古桥预制厂、长葛市古桥乡鸿
运面粉厂、长葛市古桥乡史庄板厂、长葛市史庄井管厂、长葛市飞虎面粉厂、长葛市古桥乡

魏庄板厂、长葛市古桥乡西辛庄高压电瓷厂、长葛市古桥乡西辛板厂、长葛市古桥乡徐王赵

预制厂、长葛市王科庄预制厂、长葛市兴隆面粉厂、长葛市古桥乡吴庄卫生陶瓷厂、长葛市

古桥乡岗李铸造厂、长葛市孟庄预制厂、长葛市古桥乡庙张预制厂、长葛市庙张预制板厂、

长葛市古桥乡贾集村刨花板厂、河南省长葛市恒丰面粉厂，均属私营独资企业，但存在企业

规模小问题。２０１０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长葛市圣迪碳业有限公司、长葛市宏源有色金属
有限公司，均属私营企业。２０１３年通过招商引资，引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荣华牧业、河
南信达木业有限公司、长葛市圣迪碳业有限公司，其中荣华牧业投资８００万元，信达木业投
资１５亿元，均属私营企业，企业逐步从作坊式步入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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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年，工业总产值３６１５２万元；１９９６年工业总产值５２７０３万元；２０１２年工业总产值
９７６２５万元；２０１３年工业总产值１１１７１２万元；２０１４年工业总产值１１９５１０万元。

第六节　明星企业

豫星农业生态园：豫星农业观光园是古桥镇饮食、服务、文化的代表，也是古桥发展现

代农业的载体。园区位于长葛市古桥镇师庄村北，占地面积１０２０亩，投资５０００万元，构建
以 “桃源文化”为灵魂，以 “绿色田园、休闲度假”为主题，以特色种植、特色养殖、特

色餐饮、特色体验为吸引力的产业链，集观光农业、生态湿地、休闲度假、农事体验、特色

餐饮、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旅游综合体，成为中原著名生态休闲农庄主题公园。自

２０１０年创建以来，围绕 “打造中原著名生态休闲农庄主题公园”的发展目标，按照 “一带

三区四园” （一带：双洎河生态湿地景观带；三区：特色种植区、特色养殖区、休闲度假

区；四园：果园、瓜园、菜园、花园）的总体布局，已完成果园种植面积６００余亩，栽植冬
雪王桃，突尼斯软籽石榴、新西兰红梨、紫葡萄等特色果树３８０００株，开辟菜园、瓜园、花
园１０５亩，安装了太阳能杀虫剂、虫情测报器，建成了产品质量检测室。建成特色养殖区
域，还有散养珍珠鸡、农家土鸡等。自２０１２年果树挂果上市，园区先后接待来自山东、河
北、安徽、郑州等地旅游和考察团１１０多个，接待游客３万余人，冬雪王桃、固始鸡，杂粮
果蔬备受游客青睐，部分产品已出口俄罗斯，挂果当年销售额突破５００万元。

荣华牧业：河南荣华牧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优质奶牛养殖、优质奶生产及供应的农业龙

头企业。该公司占地２５５亩，总投资１亿元，引进优良畜种荷斯坦奶牛１６００头，建设标准
化牛舍６０００平方米、饲料干草库３０００平方米、高标准化挤奶厅１５００平方米，修建饲料青
贮池５０００平方米，建设办公楼２０００平方米以及道路等各种配套设施。公司采取 “公司＋农
户”的发展模式，多渠道为群众增收。年存储３０００亩玉米秸秆共计１２０００吨，这些秸秆都
是从当地农户收购来的，给当地农民每亩地增收３００元左右。奶牛存栏１６００头，年产鲜奶１
万多吨，产值５０００万元，是全省养殖业的典范。

河南信达木业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６月筹建于古桥镇南辛村。该公司和上海捷成白鹤
人造板设备制造公司达成协议，由双方共同投资新上三条年产６０万立方米连续平压人造板
生产线项目和刨花板生产项目。该项目总投资６亿元，占地８００余亩。其中一期项目生产高
档刨花板，投资１５亿元；二期项目生产中高密度板，投资２亿元；三期项目投资６００万
元，生产复合地板、高档板式家具等。该项目的主导产品为２毫米 ～４０毫米的中高密度板
和高档刨花板、复合地板、高档板式家具等产品，安排５００人就业，年销售收入达１０亿元，
年实现利税达８０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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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村镇建设

第一节　新农村建设

　　２０１５年全镇已实施生态村１３个，围绕一村一品创建，古桥镇南有董天龙、朱毛赵、巩
庄生态农业示范村，东有师庄、刘李、魏庄果树种植示范村，西有岗李、孟寨、何路口现代

农业示范村。通过挖掘各村优势，展现一村一品，提升群众生产生活水平，打造现代化的新

农村。自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开展 “美丽乡村”创建工作以来，古桥镇着重提升镇区及周边环境卫

生，通过整修道路，改善环境，提升档次。继续加大危房改造推进力度，提升群众住房保

障。抓住实施农村公路 “三年行动”计划有利时机，确保２０１６年内３３个行政村全部实现村
村通。

第二节　生态村建设

走进古桥乡师庄村，那整齐划一的民居民房，通村入户的水泥路面，成排成行的沿街果

树，悠闲散步的怡情老人，玩耍嬉戏的快乐孩童……让人感觉恍若置身世外桃源。自２００５
年师庄村开始发展生态农业，首先是整治环境卫生，其次是发展瓜果林木。师庄村紧紧围绕

“杏”字诀发展生态旅游产业，逐步形成了生态旅游、鲜果采摘、休闲娱乐、特色餐饮一条

龙的完整服务体系，被评为２０１１年度国家级生态文化村、２０１０年度河南省级生态村，２００８
年以来，接待游客超过１５万人次。
２００７年春，村里６０多个养猪、养牛户率先在村里建起沼气池，见效益后，全村推广这

一做法，在猪舍下建成沼气池后，猪粪直接冲进了沼气池内，同时也解决了以前养几头猪，

院内粪便到处流，夏天蚊蝇乱飞的现象。平均每个农户一年照明、做饭用沼气，就可以节约

９００多元的燃煤费和２００多元的电费。用沼渣肥田后，平均一亩地增收２００斤小麦和玉米。
２００８年春，师庄村建成沼气池１５０口，全村２３０户几乎家家都有沼气池，市里还专门给村
里配备了一辆沼气出渣车。

像师庄这样的生态村，如今古桥镇已发展到２３个，形成了房前屋后瓜果香、街道整洁
靓丽新的新局面。２０１４年，古桥镇启动美丽乡村全民行动计划，鼓励和倡导广大群众本着
“自主、自筹、自建、自管”的原则，踊跃投身美丽乡村建设。通过以点带面、串点成线、

连线成片，以镇区为重点，以师庄为亮点，带动３３个行政村美丽乡村创建全面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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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区建设

２０１２年３月，古桥镇规划建设古桥中心社区、岗李社区、菜王社区、天龙社区四个现
代化社区，于２０１３年３月开始动工建设天龙社区。天龙社区位于夹岗村，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底，
建设４４栋、６５０户，其中３６栋住宅楼主体全部封顶，内外墙已粉刷３２栋。８栋为社区服务
中心、卫生服务站、文体活动中心、警务室、幼儿园、小学教学楼６栋主体全部封顶，内外
墙粉刷已完工，社区服务中心、卫生服务站、警务室内外装修基本结束。社区环形道路铺设

１４公里，广场、公交站点、停车场、供水站已建成。

第四章　政治　文化

第一节　党政社团

　　古桥乡党委成立于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０１４年有４２个党支部，１６２２名党员，历任党委书记：
李文彬、李林志、刘银池、张瑞珍、本怀、郭长建、张庆安、陈群富、李喜木、杨福兴、周

发东、张国建、孙留金、司廷建、赵国亮、陈金保、张朝选、许新建、丁景和、李文峰。所

开展的党建活动有：无职党员设岗定责、两学两提、“两化”管创、“四美”评选等。

“两学两提”活动：中央确定２０１２年为基层组织建设年，持续开展 “强两基、重民生、

转方式、促发展”主题活动，为努力打造一支求真务实、廉洁高效、勤政为民的干部队伍，

古桥开展 “两学两提”，加强乡村两级干部队伍建设活动。活动从２０１２年３月开始至１２月，
共分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提高、建章立制四个阶段。活动范围：乡村两级干部。

“两化管创”活动：按照组织工作项目化管理、品牌化创建活动要求，在乡村两级干部

队伍中开展 “两学两提”，加强乡村两级干部队伍建设活动，坚持学政策、学先进，解决乡

村两级干部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着眼求真务实，注重改革创新，打造一支求真务

实、廉洁高效、勤政为民的干部队伍。

“四美”评选活动：即：美丽乡村、美好乡风、美满家庭、美善人生。“四美”评选活

动，着力改善群众居住环境，弘扬乡村文明新风，提高家庭生活品质，激发农民追求美善人

生，培养高素质的农村干部队伍，挖掘大量好人好事，传递社会正能量。

古桥镇政府在１９４８年隶属洧川县称为古桥区，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３年为洧川第二区；１９５５至
１９８３年隶属长葛县古桥人民公社；至１９８３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为古桥乡政府，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古桥撤乡建镇至今。政府机构：党政办公室、机关事务办公室、人口与计划生育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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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中心、农业发展中心、经济发展中心、村镇建设发展中心等２２个下属机构。
共产主义青年团 （简称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共青团

的前身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１９５７年５月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主要工作是：在镇党委和
上级团委的领导下，全面加强团的组织、思想和制度建设，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法律、政策

及镇党委和上级团委的决定，积极发挥党的助手作用，经常向党组织请示和汇报工作，依托

“党建带团建”，做好 “推优入党”工作。加强团员和青年的教育和管理，依法维护团员和

青年的合法权益，严肃团的纪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和谐发挥积极作用，成为新

时期的生力军。古桥自建置以来和党组织一道同时建立。镇建立团委会，村和企事业单位建

立团支部或团总支。２０１４年，古桥镇有团委１个、团总支１个、基层团支部３３个，学校团
支部２个，１４个少先大队，１４～２８岁青年２１１７人，共青团员４８３名。

古桥镇妇女联合会设立于１９８３年，同时设立各生产大队妇女工作委员会，各行政村均
配备专职妇联主任，古桥镇共有妇联主任３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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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计划生

育政策及法规，普及婚育知识，保护妇女的合法地位，培养妇女干部。新时期，一是组织开

展劳动竞赛活动；二是组织开展巾帼建功竞赛活动；三是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四是培养

妇女干部；五是组织开展 “创五好”文明家庭、好媳妇、好公婆评选活动。

第二节　社会保障

１９９２年古桥乡启动社会养老，办法是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养老相结合，村民每人每年
缴纳２４元，到年满６０岁领取保险金，但仅实行一年。农村独女户和双女结扎户，是计划生
育办公室与保险公司向独女户和双女结扎户及村组一次性收取４００元 （集体、个人各２００
元）作为其养老保险金，到户主满６０岁时，男、女每月可领取数额不等的保险金。２０１４年
奖扶、优抚政策落实６９８户独生子女奖励补助和５０岁、６０岁以上奖励扶助金６７２万元，为
３１户独生子女户落实了中招加分政策，为新型婚育观念的弘扬起了有效推动作用。

２００９年，国家开始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凡年龄在１６～５９岁的居民都要求参加养老
保险，参保人员达３２２７０人，有６６７５名６０岁及以上的老人当年就领到了养老金。２０１４年新
农合应参合４３４９７人，实参合４２０６９人，参合率达９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惠及百姓，参保
率达９９％，全镇有７１６７名满６０周岁的老人每年领取养老金４３０万元。

第三节　民　政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公社设立民政协理员。１９８６年成立古桥民政所，设所长、助理、
婚姻登记员各１人。民政工作以办理结婚证、优抚、复员军人安置、生产救灾和社会救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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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务。

优抚：一、节日慰问。建国后，慰问烈、军属及退伍、残废军人成为惯例。一般是在春

节、“八一”期间，以召开座谈会、联欢会形式，或重点登门慰问。各村 （大队）为军烈属

打扫卫生、贴年画对联、送慰问品等。“五四”青年节前后都会组织中学生到敬老院帮助老

人们打扫卫生。二、生产分配照顾，１９８２年以前为各大队对烈军属给予口粮照顾或工分照
顾。１９８２年后，村统一提留，夏季一次兑现。优待标准为：每户每年烈属１７０～２００元、军
属１５０～１８０元、其他４０～６０元；对荣立特等功一次增加一倍，一等功一次增加８０％。三、
烈士抚恤。１９７９年以前为５００元，１９７９年提高到８００元，１９８４年提高到２０００元，对烈士家
属给予一次性抚恤金。

赈灾救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遇到严重自然灾害，政府都组织干部带领群众积

极开展生产自救，同时安排好国家拨发的救灾款物，妥善安排重灾难民，帮助受灾群众尽快

恢复生产。实施危房改造户２０户，共发放补助资金１５７万元；并及时足额发放粮食直补、
良种补贴和综合补贴６８９万元；移民帮扶资金１２万元。

五保供养：农业合作化前，孤寡老人的生活主要靠社会救济。合作化后，靠集体照顾，

后实行集体供养五保 （保吃、保穿、保住、保烧、保医）制度。１９８９年９月，古桥乡敬老
院建成，是全市最早的敬老院之一，曾是长葛东部重要的社会赡养基地。为更好地做到五保

户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为了全镇 “五保户”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环境的改

善，古桥镇政府每年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修缮和提升，现在有住房１３２间，院设床位１２６张，
居住院民７９人，空调、暖气、健身器材等配备齐全，环境已达到绿化、亮化、美化标准。
除保证全镇五保老人进院集中供养外，还对外开放，吸纳其他老人入住。２０１４年，古桥镇
投资８万元对敬老院进行三化建设提升。
２０１４年，古桥镇对各类抚恤对象发放扶助资金１０２万元，发放低保金９５３万元，五保

金５５万元，医疗救助金１２５万元，大病救助金６５万元，优抚款９８１万元。

第四节　教　育

古桥镇现有２处初中，１４处小学，１个教学点；成人文化技术学校１所；公办幼儿园１
所，民办幼儿园１５所。初中教师８７人，学历合格率达９８％以上，教学班１９个，在校生
１３５０人。小学教师２３５人，教学班９２个，在校生３３５０人。幼儿园专任教师９６人，教学班
８３个，在园幼儿２０８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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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古桥镇借 “普九”之东风，鼓励社会集资办学，改善校容校貌。

据不完全统计，古桥镇消除学校危房１８０余间，兴建标准化教学楼１１幢 （其中初中２幢，
村办小学９幢），１９９２年，顺利通过国家 “普九”验收。１９９３年，“普九”工作在许昌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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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达标。１９９６年，代表长葛市顺利通过国家 “普九”复查。１９９９年，顺利通过省政府 “９７
后提高型”验收。

为了优化教育环境，整合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可持续性发展，自１９９５年起在全镇范围
内陆续进行了中小学布局调整：１９９５年８月，合并岗李、苑店两处小学于何路口小学，古
贤小学合并于黄岗小学，师庄小学合并于魏庄小学，范庄小学合并于董天龙小学，史庄小学

合并于古桥小学。１９９８年８月，又合并了三处小学：曹庄、寺后李、朱毛赵。２００５年８月
又对两处中学、两处小学进行了合并，分别是：古桥三中并与古桥四中 （现长葛七中），古

桥二中并于古桥一中 （现长葛八中），刘李小学并于魏庄小学，谢庄小学并于夹岗小学，形

成了现在的２处中学、１４处小学的古桥镇教育布局。
２００３年８月，“五三”学制顺利过渡为 “六三”学制。２００４年２月，根据上级关于乡

镇教育机构改革的统一部署，撤销了教育中心，成立了中心学校，职能由行政领导转化为服

务指导。同年，全镇中小学扎实开展了 “师德建设年”活动，全镇教师的师德整体水平显

著提升；８月，两所初中积极引进社会资金３００多万元，建起了高标准的学生公寓、学生餐
厅，实现了封闭住读。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实施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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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２００６年，全镇中小学在教体局的统一部署下扎
实开展了规范化管理年活动，对作息时间、育人行为、教学行为、校园行为等方面进行全面

规范，进一步提升学校管理水平。长葛市规范化管理年活动流动现场会在古桥召开，时任长

葛市教体局局长李凤珍在会上对古桥镇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２００７年，以 “两基”迎

国检为主题，努力改善办学条件，整理完善 “两基”档案，顺利通过了上级的检查验收。

２００８年，开展教师培训年活动，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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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小学生全部免除了学杂费、课本费，义务教育真正实现了免费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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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工作取得显著成效。２００５年以来，古桥镇配合许昌市教育
局扎实开展了人民满意学校创建活动，古桥镇的长葛市第七初级中学获得了许昌市素质教育

示范学校，夹岗小学获得了许昌市办学管理规范化学校荣誉，古桥镇中心小学、陈故小学等

９校获得长葛市办学管理规范化学校以上荣誉１５批次。２０１４年以来，以创建国家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先进县为引领，全镇各学校累计投入创建资金２００多万元，绿化草坪、栽种花木、
粉刷墙壁、硬化操场与路面、购置图书柜和图书、添置教学器材等，办学条件显著改善，校

容校貌焕然一新、校园文化氛围浓厚，班级文化丰富多彩，校园亮点纷呈，办学品位显著提

升。通过实施农村薄弱学校改造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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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室。５月，小学迎接了省评估验收组巡视检查，得到了充分
肯定和高度评价。

古桥镇各学校深入实施等级化目标管理，始终坚持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在全市教学

质量检测特别是中招评估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１９８５～１９９８年一直位于乡镇组总积分前
四名，随后，由于种种原因，教学质量有所滑坡，中心校在全镇范围内组织了提升教学质量

大讨论，分析原因，深挖潜力，迎头赶上，从而使教学质量得以显著提升，在２０１１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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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分别在中招评估中荣获进步奖，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古桥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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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后，古桥镇陆续成立了１０所民办幼儿
园，开启了学前教育的新时代；２０１２年８月，第一所公办幼儿园———古桥镇公办中心幼儿
园正式成立，成为学前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截至２０１４年，全镇共有幼儿园１４所，各幼
儿园以实施 《长葛市学前教育三年计划》为契机，改善办园条件，提高教师素质，规范办

园行为，实行科学保教，纠正幼儿教育小学化的倾向，学前教育水平显著提升。古桥镇中心

幼儿园被评为许昌市一级幼儿园，徐王赵君英幼儿园、师庄星星幼儿园被评为长葛市一级幼

儿园。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成人教育以扫除农村青壮年文盲为重点。１９９１年古桥镇成人文
化技术学校成立。１９９３年９月，成人学校被评为全国成人教育工作先进单位。１９９３年基本
实现 “两基”后，学校坚持 “思想不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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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有效地推动古桥镇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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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五节　体育　文化

古桥镇文体活动中心建于２０１１年３月，占地面积１０亩，总投资２００余万元，建筑面积
１０５０平方米，建有室内篮球场、室内羽毛球场，安装体育器材３０余件，老年门球场１个，
室外活动广场１个。配套办公室、器材室１２间，硬化场地４０００平方米，同时能容纳５００余
观众观看比赛和演出。多次举办广场舞、门球及其他比赛。全镇有２３个行政村安装有体育
健身器材，能满足群众茶余饭后活动健身。

古桥镇有镇级文化书屋一个，各类图书资料３万余册，３３个行政村均有村级图书室，
各类科技、医疗、种植、养殖类书籍４千余册。拥有广播电视服务站一处。

古桥镇民间文化历史悠久、深厚。据记载相传，明清时期，就有 “锣鼓会” “高跷”

“笼灯”。民国到解放后，各村有诸多 “民间曲剧团”。曹刘村于五十年代初期就建立曲剧

团，演唱水平在本地很有名气，主要上演 《卷席筒》《铡美案》等剧，主要演员有：黑头王

水涛，青衣男唱女王进才，丑角王俊卿，红脸王建勋，还有秦心开、王水治等艺术人才。

古桥村有千佛堂，建于明嘉靖年间 （１５４６）被列为洧川县八景之一。
古桥是陈萛文化起源地，这里流传着许多陈萛为官清廉故事，由于年代久远，部分民间

传说已逐渐失传，为抢救和继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挖掘搜集整理了陈萛的传说，

娄留安编著了 《华夏德星陈太丘》一书，由中国正一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９月出版发行。陈
萛为官所为、返里所做、逝后所遗编。此书已被列入许昌市非物质文化名录。

民间音乐　唢呐传承人贾保营从小热爱文艺，下学以后，拜贾军治为师，为进一步使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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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佛寺

呐技巧精益求精，又到市文化艺术学校学

习深造，经过自己不懈努力，唢呐技艺深

受广大群众的喜爱，被当地群众称为 “唢

呐王”。传承谱系： 《地方戏曲》 《大起

板》 《二夹弦》 《农家乐》 《百鸟朝凤》

等，在１９９２年许昌关公节唢呐大赛荣获
特等奖。２００５年曾在安徽农民艺术节荣获
一等奖。２００９年在陕西省延安唢呐大赛获
一等奖，并多次参加县市春节文艺晚会演

出、收藏、交流、出版和获奖情况： 《百

鸟朝凤》 《大起板》 《农家乐》 《民间小

调》 《二夹弦》曾多次到各地演出，被县

市电视台录用。

唢呐传承人贾军治曾在戏校当演员，因声带出现问题后，改为演奏，专攻唢呐。传承谱

系：《百鸟朝凤》《河南坠子》《十八板》《管子演奏》《大呐子、小呐子》咔戏。在传承的

基础上不断创新。１９９８年，荣获河南省 “十杰”民间表演家。２００１年，荣获河南省唢呐大
赛 “金鼎”奖。２００２年，在全国唢呐大赛中，夺得 “唢呐王”称号。２００９年，被评为河南
省民间文化家协会会员的荣誉称号。２０１２年荣获长葛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

民间舞蹈　高跷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从清末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由古桥村的古山作为代
表人物，５０年代至８０年代高跷由古留彪传承，８０年代后期至今，由古土成传承着这古老的
文化。２０１２年古土成荣获长葛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古桥龙灯　古桥龙灯气势磅礴，历史悠久，深受群众喜爱。传承历史：清末至上世纪初
传承人柴三，民国初期传承人柴林，上世纪４０年代至５０年代传承人柴相，６０年代至８０年
代传承人马义，９０年代至今传承人柴水洞。柴水洞荣获２０１２长葛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传统手工艺　灯笼文化源远流长，尤其在中原地区更是辉煌灿烂。古桥灯笼制作由吴三
红传承本姓发扬。本庄灯笼制作技艺独特，主要制作宫灯、孔明灯和现代灯笼，曾在省、市

电视台多次播放，在周边省市有很大的市场。２０１２年荣获长葛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古桥镇青铜工艺源远流长，有 “青铜工艺”之乡的美誉。仿古青铜工艺在古桥有几百

年的历史，以仿、补为主，工艺精湛。

刘李凉粉　祖传工艺，纯手工制作，风味独特，享誉乡里。是古桥特色食品，传有
“刘李凉粉———芡打”之说，主要是说明选料精纯，不掺假。现有传承人本秀在。２０１２年荣
获长葛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传统医药　古桥疮伤治疗是清末杨清元祖传秘方，由西辛村杨金旦传承，具有效果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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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技艺独特，伤痛小，见效快的特点。２０１２年荣获长葛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

第五章　行政村概况

古桥行政村　是镇政府所在地，辖古桥、古庄两个自然村，２２７８口人，１８４３亩耕地，９
个村民组，沿街两侧商户近百家，青铜工艺制作坊４０家左右。

古桥村地处双洎河南岸，清初因古姓人氏在双洎河上架设木桥，取名古家桥，民国以

前，为洧川县王尹保、又白保辖区，建国后一直为区、乡、公社所在地。每日有集，农历逢

五逢十有集会，曾是县第四高中所在地、县东部文化教育重地。

陈故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南１公里处，长南公路穿村而过，辖白庄、欧庄、辛庄３个自
然村，３个村民组，１５９３口人，２２５０亩耕地。沿长南路两侧商户５０余家，大型养鸡场１家，
加油站２家。村室面积１２０平方米，２００９年建造。

西辛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西北１５公里处，辖西辛、前陈、后陈３个自然村，１２２５口
人，１５９０亩耕地，６个村民组。农户以粮食种植和外出务工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

南张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东南６公里处，南与许昌县陈曹乡许田村毗邻，１１４７口人，
１８８５亩耕地，７个村民组。农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闲务工。

夹岗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东５公里处，彭花公路穿村而过，９４２口人，１７６８亩耕地，６
个村民组。农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闲务工。彭花公路两侧商户十多家，工业企业１家。

根据 《长葛县地名志》记载：“夹岗村建村久远”。无准确定位时间，据民间传说，三

国时期曹操驻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称霸中原时，每逢秋冬狩猎时节，都要带领人马前往许田

一带打猎。《三国演义》第二十回 “曹阿瞒许田打围、董国舅内阁受招”，此篇记载了曹操

请天子许田打猎故事。据传有一年曹操许田打猎，在追赶一头被射伤的梅花鹿时，被该村西

南岗下沿的潭花湖水拦住了去路，受伤的鹿倒地被一白发老者捡起。此时曹操和随从人员正

好赶到，白发老人把鹿递给这位骑着高头大马、有着浓黑胡须的红脸大汉。老汉称赞道：

“将军好箭法！”曹操看老人须眉皓发，便问道：“老人家、何村人也？”老汉手指潭花湖北

岸山岗说：“家在岗上。”曹操望着荒野山岗的村落便说：“家岗村也。”老汉又问：“将军尊

姓大名。”曹操应声答道： “曹孟德是也。”这个原本没有村名的山岗小村，从此借曹操吉

言，“家岗”的村名由此便传开了。如今在许田北一公里处，夹岗村西南３公里处的一片开
阔的高地上，仍留有曹操射鹿台遗址，属许昌市文物保护遗址。由于夹岗村东西两边各有一

条南北平行山岗，村落居于两岗之间，后来不知哪朝更名为 “双岗村”。据县地名志记载：

“到清朝乾隆年间，村名由双岗改为夹岗”，两岗夹一村，符合当时地理的客观存在。到上

世纪六十年代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把夹岗村更名为红岗村，一直沿用了十年之久。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复名为夹岗村至今。该村西土岗与后岗上曾出土过种类繁多的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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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青铜器，此地原是汉代古墓群。五十年代当地政府兴修水利———夹岗水库在原潭花湖遗址

上动工，修建中挖出了多种陶制品，后在六七十年代平岗造田中又挖出了各式各样的陶制用

品及陶俑、兽像和古通砖，还有一些较珍贵的古币铜钱及古铜镜之类物品，后经文物部门专

家在此考证，鉴定为汉代古墓群，并同当地政府一同采取了保护措施。

南辛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南５公里处，北依彭花公路，７１２口人，１１２０亩耕地，５个村
民组。农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劳务经济，收购粮食的有十数户。

谢庄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东南４公里处，南距彭花公路０５公里，１３３７口人，１９６４亩
耕地，７个村民组。农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闲务工。

该村落形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形成于汉朝，现有汉代古墓群为证，之所以说该村形成

于汉代，是因为这里有大量的汉代古墓群，曾在１９７３年平岗造田中挖出了大量的汉代陶瓷、
陶人、陶马、铜钱等文物，现被许昌市文物局列为汉代古墓群重点保护遗址，树有 《汉代

古墓群遗址保护》碑一通；二种是据县志记载是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由谢氏三兄弟迁

移而来，究其哪种说法可信有待考证。

伞李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西５公里处，南距长南公路１公里，辖伞李、张村两个自然
村，１５７０口人，１９０５亩耕地，５个村民组。农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闲务工。

郭梅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西５公里处，南距长南公路１公里，辖郭梅、薛庄两个自然
村，１２７６口人，１６９５亩耕地，５个村民组。农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外出打工。

黄岗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西北３公里处，辖黄岗庄、小黄庄两个自然村，１８２４口人，
２１３０亩耕地，７个村民组。农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闲务工，有色金属冶炼厂１家。

据县志记载，元朝末年黄氏始祖纲由山东辗转来到洧川县张家，张感谢黄纲的救命之

恩，将其女许配纲。张弃世后，纲携张氏搬到延秀岗定居，生息繁衍，黄氏后人为追念始

祖，取村名黄纲，因纲与岗同音，后写为黄岗。

古贤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西北３５公里处，１２２８口人，１５６０亩耕地，３个村民组。农
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外出打工。

菜王村　位于镇政府西北６公里处，开许公路穿境而过，辖菜王、范庄、周坡、申庄四
个自然村，２６１４口人，２２９５亩耕地，１２个村民组。农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劳务经济，沿
开许公路两侧商户２０余家。

双刘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西北５公里处，辖上刘、下刘两个自然村，９８９口人，９７８亩
耕地，３个村民组。农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外出打工。

徐王赵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西北５公里处，辖徐王赵、后王科庄村两个自然村，２５５４
口人，２１６０亩耕地，７个村民组。农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闲务工，有陶瓷厂１家。

王科庄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西北５公里处，７１５口人，８００亩耕地，３个村民组。农户
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闲务工。

董天龙行政村　董天龙原名董家楼，为清初农民起义领袖董天龙故里，村人不忘其德，
以其名命村名。

董天龙村位于镇政府南４公里处，１４８２口人，２１３０亩耕地，１０个村民组。农户主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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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农业生产和农闲务工。

朱毛赵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南３公里处，９８９口人，１７５５亩耕地，４个村民组。农户主
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闲务工，有葡萄种植园２个。

本庄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西１公里处，辖本庄、吴庄两个自然村，１０８７口人，１３８０亩
耕地，４个村民组。农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闲务工，有灯笼厂１家。

郭庄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南３５公里处，１３９６口人，２０４９亩耕地，６个村民组。农户
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闲务工。

巩庄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西南３５公里处，１４８２口人，２５３５亩耕地，８个村民组。农
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闲务工。有养牛场一家。

何路口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西南４公里处，１０８２口人，２１３０亩耕地，５个村民组。农
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闲务工。

岗李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西４公里处，１２９０口人，１６８０亩耕地，６个村民组。农户主
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闲务工。商户２０余家，农历逢二逢七有农贸晌会。

岗李村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由李氏三兄弟自大李庄 （现董村镇北八里大李村）迁来，

村居岗上故名岗李村。自建村以来，已有５００多年的历史。岗李村地处延秀岗 （自密县至周

口有一脉高岗断断续续，蔓延不绝，姿态万千、千岗竞秀故名之）南侧。北有明代黄杰墓，

东邻汉末陈氏故里，西望春秋郑庄公掘地见母处。村北有长南公路穿过，交通便利，土地肥

沃，物产丰富，人杰地灵。

苑店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西南３公里处，辖苑店、前店２个自然村，１４７７口人，２７３０
亩耕地，８个村民组。农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闲务工。

石庄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西２公里处，１１８０口人，１６８０亩耕地，４个村民组。农户主
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闲务工。

相传清朝中期，石庄先祖从洧川县山石村搬迁而来，当时情况传言，有石姓兄弟五人经

商路过此地，正是中午时，又渴又累，便下马进村讨口水喝，于是便进村敲开了一户人家的

大门，主人问清来人原因后，便请这兄弟五人进屋，端上开水请兄弟解渴。兄弟十分感激，

便拿出银两以表谢意。主人说道，钱我是不会要的，出门在外不容易，这样咱们认识也是缘

分，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不要客气，以后再路过此处就来家里坐坐。兄弟好生感激，谢过

后，便上路南下经商去了。一年后，兄弟五人诚信经商，挣了些银两，回家又路过此处，想

起一年前在此处讨水喝的情景，便下马又敲开那户人家的大门。开门的是一老太太，老太太

便把兄弟请进屋，老太太端上水请兄弟解渴，兄弟喝后，就和老太太聊了起来，兄弟这时有

种家的感觉，和老太太聊天中，知道老伴半年前去世，剩下了老太太孤身一人，没儿没女。

兄弟很是伤心，就和老太太商议，要为老太太养老送终。老太太很是高兴，便答应下来。兄

弟回家就把家里安顿一番，便和妻儿老小搬迁过来，在这里兄弟团结乡亲们，为乡亲们做了

很多好事，多年后，兄弟也老了，相继去世，乡亲们为纪念兄弟几人，就把这个村改为石庄

村。

史庄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东１公里处，４个自然村，２０８１口人，１６７４亩耕地，８个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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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农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闲务工。预制水泥构件、井管等６家，青铜工艺加工近３０
家。

庙张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东南３公里处，２个自然村，２１７４口人，２７３０亩耕地，８个村
民组。农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闲务工。板材加工、水泥构件数家。

寺后李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东南３５公里处，１０２８口人，１４９９亩耕地，４个村民组。
农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闲务工。农历逢一、逢八有集会。

贾集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南２５公里处，２３９５口人，３４２０亩耕地，８个村民组。农户
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闲务工。农历逢三、逢八有晌会，养殖户较多。

贾集村是一个贾姓聚集的较大村庄。据贾氏族谱记载，元末明初，河北、山东地区遭荒

旱。当时，此地政府道德沦丧，匪党纵横，饿殍载道，惨不忍睹。有一线生机者纷纷携眷出

逃，以求活命。贾氏先祖就是从濮州 （现河南省濮阳市，当时属山东省）逃亡到河南洧川

县的小游镇 （即现在的贾集村）。贾氏始祖给镇里梁家大户打长工，并租种点梁家土地，来

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多年来贾氏家族人丁不旺，从始祖单传了五辈，到六始祖，膝下五个儿

子，从此，贾氏族人便分为长门、二门、三门、四门、五门，五大分支。到明末中后期，梁

家家境日趋衰败，贾氏支脉人丁兴旺，小游镇改为 “贾家集”，数年后又改为 “贾家寨”，

后又改为 “贾集”。

孟寨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西６公里处，２４９２口人，３０７５亩耕地，７个村民组。农户主
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闲务工，小规模养殖场２家。

师庄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东３公里处，１０２８口人，１１４０亩耕地，４个村民组。农户主
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闲务工。生态旅游业发达，果树种植颇有名气。

刘李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东３公里处，９８６口人，９３８亩耕地，５个村民组。农户主要
从事农业生产和农闲务工。生态旅游业发达，果树种植多，是典型的美丽乡村。

曹刘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东２５公里处，１３９０口人，２００３亩耕地，６个村民组。农户
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闲务工。

六百年古槐

魏庄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东 ４公里
处，１６１７口人，２９４８亩耕地，６个村民
组。农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农闲务工。

魏庄村有 ６００余年历史，早期又名
“三相寨”，其由来是从整个村寨所处的地

理位置，村中心地势高，四周低，而村寨

外朝东南马台方向和东北马武方向分别有

一条河沟，向西北曹庄方向和西南贾集方

向各有一条道路，整个村庄地形相当一个

“龟”的形状，俗称龟地。魏庄村早期是

由村东魏庄和村西李楼合并而成，到了明

朝永乐年间，张姓、刘姓、仝姓三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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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分别由尉氏县菜张村，花桥刘村、洧川镇陆续迁入，并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村落，各姓村

民在族长们的带领下，共同制定村规民约，团结互助，和睦相处。各姓家族相续建立祠堂，

在村里设立私塾，教书育人，共同教育子孙从小要对长辈对家庭要孝当竭力，长大后，对国

家对民族要 “忠则尽命”。清道光年间，魏姓家族一富户无偿捐地３０余亩，周边村庄出劳
力建魏堂庙一座，供周边民众祈求平安。清朝末年，为防止土匪骚扰村民，各姓村民由族长

带领，在村庄周围开挖出１０多米宽的护寨河，利用挖出的泥土，打起１０米多高、６米余宽
的土寨墙，设东西南北四个寨门，寨墙四角建有４个炮楼，为全村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安
全保障。

第六章　民俗　故事传说

第一节　民　俗

一、礼俗

【婚俗】古桥婚俗和长葛其他地方大致相同，旧的婚俗和现代相结合，既有自由恋爱又

有媒人介绍，既有传统婚礼又有现代婚礼。大都例行 “见面” （订婚）、结婚登记、 “送

好”、迎亲、婚礼、宴请、“叫客” “送客”等礼仪。“送好”指男方家人到女方家中送聘

礼，并正式告知已事先商定的结婚日期。迎亲均在上午，一般都有不同档次的车辆组成的迎

亲车队，新娘上车男方封 “上车礼”，下车封 “下车礼”。婚礼又叫拜堂，一拜天地，二拜

高堂，三是夫妻对拜，后送入洞房。婚礼仪式结束后，于中午设宴酬宾庆贺。婚前，男方一

般以父母的名义向亲朋好友发出请柬，收到请柬者则送贺礼并赴宴庆贺。席间，新郎新娘及

男方父母要逐一敬酒。叫客 （俗称回门）和送客 （送女回婆家），过去一般是三天叫四天

送，现大部分都免了。至此，婚礼全部结束。

【喜俗】无论生男生女都为喜事，以 “喜得贵子”或 “喜得千金”而 “送面条”到女

方娘家报喜，得子者六天或九天、十二天 “吃面条”设宴庆贺。亲朋好友备 “锁子钱”、小

孩衣物、白面、红糖和鸡蛋等贺礼前往道喜赴宴。有的还举行 “满月”和 “百日”庆贺等。

【寿俗】从古以来有为长辈生日祝寿的良好风尚。生日时，给老人买衣物、营养品，吃

寿面，有的还摆宴席，放电影。特别是六十花甲年、七十古稀年、八十耄耋年时，还燃放鞭

炮，请剧团演戏，在电视台点播文艺节目或打飞播以示庆贺。

【丧俗】丧葬称为白事。正常的老人去世又称喜丧，意为不再因年老体衰不便和疾病缠

身而痛苦。丧葬有报丧、入殓、守灵、祭灵、出殡、安葬等习俗，均设宴谢孝。丧葬一般都

请一至两班乐队，祭灵分别行鞠躬、叩拜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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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俗

【春节】农历正月初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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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和初一早晨，燃放鞭炮。除夕夜全家围坐一起，通夜不眠，

谓之 “守岁”“坐福”，现多为除夕看春节文艺晚会节目。除夕和初一早晨都吃饺子，吃前

都先祭祀上天和祖先。初一都穿新衣服，相互拜年，长辈给孩子发 “压岁钱”。中午备酒

席，合家团圆。初二开始串亲会友至初五。

乡文艺会演

【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也称灯节、

上元节。十五、十六晚上，张灯结彩，放

烟火、鸣鞭炮、吃元宵。男女老少结伴

“游旅儿”，观看狮子、龙灯等各种民间文

艺表演。

【二月二】农历二月初二是龙抬头的

日子，指万物复苏，春天到了。这天家家

户户摊煎饼，寓意铺囤底，期盼好收成。

【清明节】二十四节气之一，农户门

上插柳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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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习

门户上插艾，早上煮大蒜、煮鸡蛋吃，有的饮雄黄酒，以驱邪消毒。妇女小儿佩戴香囊和红

色丝线，以避虫邪。有的起五更到河中洗浴，以祛百病。

【六月六】民间传说为蚂蚁生日，多焙焦馍吃，寓意消灾避虫害。

【七月十五】为旧时祭祀鬼神节。近年不做祭祀活动，唯改善生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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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朋友互送月

饼。当天，全家吃团圆饭，晚间拜月吃月饼，饮酒赏月。

【重阳节】农历九月九，又谓老人节。

【十一】农历十月初一，为传统祭祀节日。传说为已到农闲之时，放鬼自由活动，回家

和亲人团聚。这天炸油角、丸子、油果祭祖先。一般初二到初十的单日，出嫁女回家祭拜父

母亡灵，俗称 “烧纸”。若父母一方健在不回娘家。

【冬至】二十四节气之一，真正的寒冷天气开始，为 “交九”。传统习惯吃饺子，为预

防耳朵冻伤之意。

【腊八】农历十二月初八，家家用小麦、大米、小米、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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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腊月二十三，为敬灶神的节日。晚上祭灶神，吃灶糖、烧饼、喝面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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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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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故事传说

梁上君子

据 《后汉书·陈萛传》记载，汉桓帝时，陈萛任太丘长。他理政有方，秉公办事，心

地诚厚，善于以德感人，深受人们的尊敬与爱戴。一天晚上，陈萛发现自己的住室里有个小

偷躲在屋梁上，他并没有声张，而是把子孙们叫到跟前，严肃地讲了一番做人的道理。他说

每个人都应该自尊自爱严格要求自己，防止走上邪路。干坏事的人并不是生来就坏，只是平

常不学好，慢慢养成了习惯，本来也可以是正人君子的却变成了小人，梁上君子就是这样的

人。躲在梁上的小偷句句听得仔细，羞得无地自容，跳下来连连向陈萛磕头，认罪求饶，陈

萛仔细盘问，方知连年歉收，生活贫困，他才当了小偷。陈萛看他不像个坏人而且确有悔改

的决心，就送给他两匹绢，叫他作本钱做小生意养家糊口，那人拜谢而去。此事传开，成为

民间美谈，太丘县很长时间没有发生盗窃案件。从此 “梁上君子”成了一个典故，成了窃

贼的代称。

天成寨

庙张村村寨环绕四周，墙高约１０米，上宽约２米，村寨有南北两个寨门，各有两扇大
厚木门，每扇门上有一土炮眼，各门有两个约３厘米口径的大铁炮，炮身长１米多，寨门上
边各建打更房一座，寨墙四周建有八座对称的两层砖瓦炮楼，楼高约１５米，底层有炮眼，
用来观望敌情，由于寨墙高大坚实，取名 “天成寨”。村寨两侧绕村河外有一砖塔，俗称

“和尚塔”，大旱年时，村民们前去祭塔，祈天降雨，把塔顶上的塔帽转一转，老天就会降

雨，据说上塔转顶之人必须得属虎属龙才能显灵。村寨中心最高处建有坐北朝南庙宇一处，

故称高庙，庙院分前后两院，前院有一棵数百年的大古槐，古槐邻近有一大钟 （１９５８年大
炼钢铁被拆毁），庙宇的房屋后被一一拆掉，现荡然无存。

红色堡垒

在陈故村的历史上出现诸多的离奇人物及可歌可颂的事迹。像 “大力士欧愣蹬”“刀锋

奇士郭独腿”“传奇人物魏小官”“神童刘神仙”等在民间广为流传。尤其是在全国解放前

夕，１９４８年，陈故已成为小有名气的———红色堡垒。
１９４７年，为了加速中原解放，中共豫皖苏区领导指派周锡禄 （曾任开封县委书记）、王

加奇 （曾任开封市水利局局长）、李金华来到陈故凭借新庄寨、白庄寨易守难攻的条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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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宣传政策、发动群众，组织穷人翻身闹解放。长期受到压迫和剥削的陈故老百姓，群情

激奋，积极拥护、踊跃参与。以郭培明 （曾任长葛县委组织部长）、周培仁 （曾任国家建材

公司经理）、秦福海 （曾任古桥供销社主任）为代表的六七十名青年踊跃参加保田队，广大

群众各尽所能，全力配合武装工作。这支敌后武工队迅速发展壮大，陈故村成了隐蔽操练、

供给、收集信息、策划出击的武装工作的中枢。在近一年的拉锯战中，陈故几十名队员出生

如死，先后参加７０多次围剿活动，直接参与和帮助抓获恶霸地主５０多人，为京广线以东
（长葛大部，洧川部分）的解放作出了很大贡献，并有人付出了生命，张小赖 （烈士）被敌

人活埋于长葛东疙瘩庙地带，郭书勤 （烈士）被枪杀。陈故的保田队员负伤达几十人次，

给工作队提供有价值线索百余条。他们中的优秀代表有：周培仁、郭培明、秦福海、张盘

根、欧阳亭、程书营、陈铁妮、郭石根、程保安、刘大头、陈留、欧阳富鼎、马海法、欧阳

振离、张元成、张安、王西臣、王淼坤、姚肮脏、巩孟河等。与此同时，还为解放开封及淮

海大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组织民工、牛马车队、担架等全力支前，收缴京广线以东的

支前物资不计其数，据收记员程根荣 （现年８５岁）讲，当时一天收的布匹、鞋、袜就垛满
四五间屋子，一夜之间运输队拉个精光，这样反反复复达数月之久……。陈故村被称为红色

堡垒当之无愧，为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苑店寨

清朝中叶，土匪出没。为防匪患，苑店村集中全村劳力夜以继日，经过数月，建起一个

东西长约４００米，南北长２００米高１０米的椭圆形村寨，东西各设两扇大门，寨墙上部宽２
米多，上建炮楼４个，寨墙下部沿由２米的寨裙，寨裙外沿为海河宽约１０米深３米，海河
常年有水，鱼虾成群，河外绿树成荫，燕雀戏鸣，为防匪患起到重要作用。解放后，村寨逐

年废掉，后来村民人口增多，宅基地增加，多数寨墙被平，建成民房，现在只有个别地方还

留有寨墙的痕迹。

天爷庙

苑店村天爷庙始建于明代，位置在寨墙的东北角，当时庙内供着老天爷的铜像，高有丈

许，像前设置有供桌贡品，前面放有香炉，香火非常旺盛。全村人到每年的正月初九都要去

那里焚香烧纸，以求老天保佑，祈求一家人平安幸福，保佑一年来的好收成，平常谁家有事

情就要上香烧纸。庙前还有一个大殿，配有东西厢房门楼，后来大殿还办过苑店最早的学

堂，招来不少学子。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破四旧时候，老天爷铜像被毁，不知去向，由于改制
学校被搬走，所有的建筑被毁掉，现在已经看不清什么迹象，但看到每年正月初九还有很多

的村妇在庙的遗址上烧纸、放炮，以祈求老天爷的赐福，来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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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花湖

夹岗村原有一个潭花湖，潭花湖有一则神话传说，意思说湖大百余亩、深不见底，常有

大鲤鱼水中翻跳，并成精成仙，往往装扮成美女或英俊小子与该村百姓结帮一行到许田赶

集，使遇到者交好运，发大财，所以每逢许田集会，该村村民争先恐后早起床故意走潭花湖

边碰运气，祈求遇到鲤鱼大仙交好运。

第七章　人　物

第一节　历史人物

陈　萛

陈萛墓园

陈萛 （１０４～１８７），字仲弓，颍川许
（今长葛市古桥镇陈故村）人。东汉时期

官员、学者。因曾任太丘县长，故又称

“陈太丘”。少为县吏都亭刺佐，后为督

邮，复为郡西门亭长，四为郡功曹，五辟

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将军。司空黄琼

辟选理剧，补闻喜长，宰闻喜半岁；复再

迁除太丘长，故号太丘。与子纪、谌并著

高名，时号 “三君”，又与同邑钟皓、荀

淑、韩韶等以清高有德行闻名于世，合称

为 “颍川四长”。

陈萛出身卑微，家境贫寒，但他好学

刻苦，才高出众，从小被县令邓邵推荐到太学读书，学成归里后，相继在颍川、山西闻喜、

永城任职。他为官清廉，为人正直，爱民如子，以德政教化百姓，政绩显著，为人称道。后

被奸臣所害 （即历史上的 “党锢之祸”）。牢狱生活二十年，悬东回归故里。他待人忠厚，

好善乐施，现存于陈故小学的石碑上 “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的碑文佐证了陈萛

的德化效应。由于他身体力行，崇德为尚，这里呈现一派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乐

祥和景象。陈萛无愧为颍川四大名士之首，名副其实的 “德星”。在他身后留下了诸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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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说。如 “梁上君子”“难兄难弟”“太丘陵借餐具”“洧川县令盗免粮碑”“举子拜碑”

“陈故清夜”“李庄街两头听，当间夹个莲花篷” “十时长街风景好，看花渐上德星亭”等

脍炙人口的故事。

黄　杰

黄杰 （１４３０～１４９６），字士英，长葛市古桥镇黄岗村人，生于明正统五年 （１４３０），卒
于弘治九年 （１４９６）。父黄渊当过应天府六合县令。明朝天顺三年 （１４５９）中举，成化二年
（１４６６）登进士科，历任济南府推官、躈建道监察御史、陕西左参政、顺天府尹，累官通议
大夫，诰赠三代。

黄侍郎陵园

黄杰 ７岁丧母，继母周氏，性情暴
戾，难于侍奉，诸兄弟不堪其苦，只有黄

杰委曲承顺，得其欢心，终使为母感动，

化厉为慈。成化二年 （１４６６）登进士，授
济南府推官。时值荒年，有些百姓因生活

所迫，以借贷为名，结伙强取富有者粮食

和牲畜，被官兵拘捕，太守将他们交给黄

杰论处。黄杰认为：饥民缺食，且又人

众，可令其丰年偿还，将人释放。当官府

开仓放粮时，秩序混乱，有的人甚至被践

踏而死，巡抚再派黄杰督办放粮事宜。黄

杰一视同仁，按次支给，秩序井然，饥民

没有得不到救济的。黄杰从政，为国解

忧，为民排难，不计个人名位。成化九年 （１４７３）任顺天府 （今北京）丞，因得罪权贵，

被贬官到肇庆 （今广东高要县）任同知。黄杰到那里，不但不鄙视那里的少数民族，而且

关心他们的疾苦，鼓励垦殖，发展农业，深受少数民族爱戴。弘治四年 （１４９１）调任陕西
左参政，次年升顺天府尹，“吏畏其威，民安其惠，政绩卓著”。弘治七年 （１４９４）升户部
右侍郎，督理太仓粮储。他对旧时管理办法条分缕析，兴利除弊，每年为国家节省大量粮

食，任职三载，储备大增，民赋减轻，皇帝钦嘉，随升通议大夫。他任职３０余载，做过京
中和地方官员，八次迁移，誉满朝野，为明代官场中所少见，他下体贴民情，上对国家多有

贡献，为人谦恭谨慎，忠于职守，以诚待人，令人钦佩。正当国库初盈、经济好转之际，黄

杰疾病缠身，再加年迈，即上书告老。皇帝见奏不准，正要下旨，黄杰猝死于所任官邸。皇

帝闻知，大为悲痛，明孝宗甚为悼惜于是降旨缀朝三日，亲写祭文，派官员按照皇陵模式在

故里黄岗选址建墓，越级厚葬，至弘治十年 （１４９７）五月二十九日，墓茔落成，占地１０５
亩，２４０米的神道上耸立着两座宽１３米、高９米的敕修牌坊，高大的御祭文碑、神道碑、
奉天敕命碑、奉天诰命碑、通朝祭文碑等九通御碑排列有序。高２４米的翁仲、石马、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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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石羊、石狮分列两旁；周长８０米、高８米的墓冢上植松柏６７株，使整个墓区苍松翠
柏，遮天蔽日，蔚为壮观，呈现出明代皇家陵园的雄伟气派。皇上命皇太子率皇亲国戚、六

部九卿与京城百姓恭送黄侍郎舆逤，一路浩荡，移柩故里 （现古桥镇黄岗村南）。明孝宗朱

佑樘遣钦差河南布政使王洵及礼部官员在新落成的敕修黄侍郎墓地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幡旌悼幛，祭文挽诗，素服白花，铺天盖地，哀乐阵阵，悲声凄凄。钦差大臣宣读御祭文，

礼部官员献爵酹浆，称得上中国封建历史上非常罕见的葬礼。后来墓园中石人、石狮、石碑

毁于 “文革”之中。据志书记载，黄侍郎墓不仅规模宏大，侧面还有 “金鸡坊”一座，标

志着皇太子也曾到此为黄杰扫过墓。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后人分两期将墓园修葺一新，号召后
人学习先祖，不忘祖德，现已是国家级重点保护单位。

范守己

范守己，字介儒，古桥镇固贤村人。约明神宗万历十七年前后出世。幼失父母，勤奋攻

读。明隆庆四年 （１５７０）乡试中举，万历二年 （１５７４）登进士。曾撰写评论张居正的文章，
对政坛、文坛颇有影响。任云间 （今上海市松江县）司理，主管狱讼。时刘乔命漕卒张行

为收漕粮，遭民众抗拒。民众十数人被漕卒打伤，伤者已向范守己哭诉了漕卒横征暴敛、出

手伤人的罪行。范守己非常气愤，令侍从鞭笞漕卒。卒鼓噪起哄，有的登上城楼，扬言劫

狱；有的漕卒催逼范守己写出加耗十五石的书约。范守己愤怒地说：“痴囚奴，吾身可磔，

民耗不可加。”漕卒们堵塞通道，内外隔绝近半日，人们无不为范守己的安危担心，范守己

令人抓其首领，责打示众，很快制服了漕卒的骚乱。

范守己主管狱讼，对苏、松、润等洲所关押的死刑以下犯人，逐一核查，查出数十人属

于错判，不顾险阻，给予减刑或昭雪。后任南京户曹、山西提学、秦中参议、建昌 （今四

川省西昌市）兵备。建昌地区发生少数民族事件，他以礼相待，与少数民族首领耐心协商，

使事件得以平息。四川巡抚心生忌恨，将范守己调任茶陵太守，后任兵部职方郎，仕至兵部

侍郎。曾上疏十二议：亲政、视农、亲茧、举能、礼制、刑律、搜书、蠲赋、盐政、税粮、

星官、历法，受到皇帝嘉奖。范守己文韬武略，擅长天文，当时历法失度，他列表更正，流

传于世，受人信赖。万历二年 （１５７４）进士官至按察司佥事。守己著有 《御龙子集》七十

七卷，《参两通极》《天官举正》《郢垩集》十二卷，《肃皇外史》四十六卷，均入 《四库总

目》并传于世。

第二节　见义勇为人物

高春娜　董天龙村人，１６岁大专毕业后到青海乌兰县教书，２００５年在湖南大学深造期
间，在西宁火车站遇一男子抢一妇女挎包，春娜奋起追上歹徒，紧抓挎包不放，并厉声斥责

歹徒，歹徒持刀划伤春娜，丢下所抢挎包逃跑，而春娜钱包却不见了。春娜休养回到湖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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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校校长收到一邮件，是西宁车站抢包小偷寄来的，有春娜的钱包，还有一封忏悔信。

故事传开，高春娜获中华见义勇为基金奖励。２００６年，高春娜获 “感动湖南十大人物”称

号。

乔　鹏　郭庄村人，１９８８年生，长葛市华盛隆源电气公司员工。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１日，公
司在栾川拓展训练时，乔鹏勇救落水同事，被长葛市委、市政府评为 “感动长葛十佳人物

见义勇为道德模范”。

第三节　镇领导更迭

一、党组织负责人

吴文彬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９５８年３月）李林士 （１９５７年３月～１９９１年１月）
乔振泽 （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９６１年８月）刘银池 （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９６２年６月）
魏国庆 （１９６２年６月～１９６２年８月）张瑞岭 （１９６２年８月～１９６５年３月）
本　怀 （１９６５年３月～１９６６年８月）郭长建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６８年１月）
张庆安 （１９７０年２月～１９７８年５月）李喜木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９８３年３月）
杨福兴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９８４年４月）周发东 （１９８４年４月～１９８５年１月）
张国建 （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９８８年３月）孙留金 （１９８９年８月～１９９０年５月）
司廷建 （１９９２年５月～１９９３年５月）赵国亮 （１９９５年１２～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陈金保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００２年２月）张朝选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许新建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０１１年１１月）丁景和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０１３年４月）
李文峰 （２０１３年４月～　　　）

二、行政领导更迭

刘玉新 （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９５５年３月）陈廷献 （１９５５年８月～１９５６年１１月）
王文昌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９５８年３月）杨根玉 （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９５９年３月）
张尽中 （１９６０年１月～１９６１年８月）王顺行 （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９６３年１月）
本　怀 （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９６３年３月）黄雪治 （１９６５年３月～１９６６年８月）
唐小松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６８年１月）郭长建 （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９６９年１０月）
张庆安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９７８年５月）李喜木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９７９年１２月）
李松田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９８１年９月）刘忠义 （１９８１年９月～１９８３年１２月）
陈有瑞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９８５年１月）孙留金 （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９８９年８月）
司廷建 （１９９０年５月～１９９２年９月）赵国亮 （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９９５年１２月）
庞建铭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９９８年７月）张朝选 （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００２年２月）
许新建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００７年１２月）薛红军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０１０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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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景和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１１年１１月）李雅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１５年６月）

三、人大主席

陈金宝 （１９９１年１月～１９９６年２月）侯新寨 （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００２年２月）
张朝选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００３年３月）李玉铭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王　良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００７年３月）张朝选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０１０年９月）
陶国伟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０１３年２月）李鹏科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第四节　行政村领导更迭

黄岗行政村

书　记　黄世全 （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黄振德 （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０００年７月）
黄留坡 （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９９８年７月）黄建春 （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９９６年７月）
黄留坡 （１９８８年７月～１９９１年８月）黄振德 （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９８８年７月）
黄西桂 （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９８５年７月）

主　任　黄世全 （２０００年７月～　　　）

王科庄行政村

书　记　高文清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９８８年９月）高根堂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０００年９月）
高建立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０１４年９月）

主　任　高根堂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９８８年９月）高文清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０００年９月）
高留献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０１４年９月）

菜王行政村

书　记　申　国１９７２年３月～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张松贵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０００年９月）
王原平 （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娄留安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张坤生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

主　任　张宣增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９８５年３月）张尽良 （１９８５年３月～２００４年６月）
孙原生 （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张子平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

古桥行政村

书　记　古留道 （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１９８９年９月）张贵民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９９９年９月）
张付德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０１１年９月）古乔明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

主　任　古根学 （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１９８９年９月）古虎军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２０００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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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民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１年９月）张占军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４年９月）

夹岗行政村

书　记　刘贯听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９８８年１月）王定勋 （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９９６年１月）
王河森 （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０１４年９月）

主　任　李格义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９８６年５月）王河森 （１９８６年５月～１９９４年３月）
张民恩 （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张小红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１４年９月）

孟寨行政村

书　记　张留松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９８４年９月）刘三海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９９６年９月）
薛顺卿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９９９年９月）孟占林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００７年９月）
周　柱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０１１年９月）李鹏科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９月）
张根生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

古贤行政村

书　记　任改成 （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９８４年７月）陈根喜 （１９８４年８月～１９９７年７月）
任改成 （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主　任　周改成 （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９８４年７月）周建明 （１９８４年８月～１９８６年７月）
任改成 （１９８６年８月～１９９７年７月）周廷献 （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００２年６月）
周建庄 （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徐王赵行政村

书　记　赵西珍 （１９８８年７月～１９９７年７月）赵付欣 （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０１４年６月）
赵永信 （２０１４年６月～　　　）

主　任　赵　怪 （１９８８年７月～１９９７年７月）郑二伟 （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０００年６月）
赵永信 （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０１４年６月）王根深 （２０１４年６月～　　　）

郭梅行政村

书　记　郭西荣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９８７年１０月）魏石磙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９９１年８月）
郭爱举 （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９９７年５月）魏金坡 （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０００年４月）
薛根生 （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００５年４月）郭聚峰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郭新年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主　任　郭奎元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９８７年１０月）郭发彦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９９１年８月）
魏杰山 （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９９７年５月）郭发彦 （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０００年４月）
薛根生 （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０１４年１０月）郭保军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２２６

长葛市乡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