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苑店行政村

书　记　陈根生 （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１９８２年９月）黄　林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１９８５年９月）
徐群领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９８７年９月）黄同现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９９６年９月）
过水军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００４年９月）黄生伟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

主　任　董根池 （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９８５年９月）杜付成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９９５年９月）
管伟民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９９８年９月）过松灿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００２年９月）
黄生伟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００４年９月）管扎根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

岗李行政村

书　记　李新合 （１９７６年３月～１９８４年１月）李发振 （１９８４年１月～１９９５年１月）
李清海 （１９９５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李伟见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主　任　李治业 （１９７６年３月～１９８４年１月）李　尧 （１９８４年１月～１９９５年１月）
李志强 （１９９５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李献顺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师庄行政村

书　记　赵玉珍 （１９７６年３月～２０１４年９月）马记征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主　任　马瑞昌 （１９７６年３月～１９８０年２月）师深义 （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０１１年２月）

师长生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何路口行政村

书　记　何根长 （１９６４年３月～１９７６年６月）何　顺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００３年３月）
何伟献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主　任　何玉清 （１９６４年３月～１９７６年６月）何西河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００３年３月）
何献领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巩庄行政村

书　记　仝进喜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１９９０年９月）范根省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１９９８年９月）
范相法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０００年９月）仝西平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主　任　范根省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９９０年９月）仝进喜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１９９８年９月）
仝西平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０００年９月）范庆昌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００５年９月）
范永明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董天龙行政村

书　记　高根树 （１９５８年２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主　任：　张德运 （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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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张行政村

书　记　张海振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９９１年４月）穆桂芳 （１９９１年５月～１９９３年８月）
张明离 （１９９３年９月～２００１年２月）张俊周 （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００３年９月）
张留昌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主　任　张松枝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９９１年４月）张俊生 （１９９１年５月～１９９３年８月）
张俊周 （１９９３年９月～２００１年２月）张振领 （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００３年９月）
张华中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南辛行政村

书　记　赵深义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９９３年４月）焦根记 （１９９３年５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主　任　白来昌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９８５年２月）赵万彬 （１９８５年３月～１９９４年６月）

白来昌 （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００４年９月）白战红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朱毛赵行政村

书　记　贾群保 （１９７４年４月～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王水新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１９９８年１０月）
庞山岗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焦东臣 （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贾磊平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主　任　庞全文 （１９７４年４月～１９８６年２月）庞金领 （１９８６年３月～１９９８年１１月）
焦东臣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０４年３月）焦廷顺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００７年４月）
庞宝峰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郭庄行政村

书　记　张虎成 （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９９４年５月）郭　山 （１９９４年８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主　任　王发五 （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９９０年１０月）郭小山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９９４年７月）

张书芳 （１９９４年８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第五节　在外工作人员名录

西辛行政村

杨修治　原许昌地区团委书记。
杨俊杰　博士生，现居美国。
吴全华　哈工大毕业，现任北京热力集团公司总经理。
杨百顺　焦作资产近亿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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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庄行政村

李军浩　东北铁岭市复员军人，正处级。
李建生　副处，北京市人大财务副处长。
柴振营　正处，柳州铁路局。
巩群治　教授，新乡师院。

曹刘行政村

梁付金　现年７５岁，１９９２～２００３年担任河南省经委常务副主任。
王根乾　现年７９岁，１９７２～１９８９年曾担任平顶山市新华区党委书记等职。
王宗照　现年５２岁，曾担任过许昌县畜牧局局长，现任许昌县广电局局长等职。
王朝俊　曾当过军长秘书等职 （已故）。

王朝禁　曾在部队当过师级干部，在 “文革”前担任朝阳市市委书记等职 （已故）。

郭梅行政村

魏天顺　 《求是》杂志社副秘书长。

魏武周　原平顶山市劳动局副局长。
魏紫红　国家电网某安装公司经理。
郭伟强　开封市工行某支行行长。

郭庄行政村

王小亮　西安柏领农大硕士。
张保领　四川成都大学博士，在郑州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当教师。

何路口行政村

何发周　 （已故）河南大学中文教授、主任。

何　平　郑州炮兵学院指挥系主任 （正师级）。

黄岗行政村

黄元恩　毕业于华南工学院，通晓机械工程原理和俄语，就职于河南省工业厅。
黄福兴　毕业于西安汽车交通学院，退休后享受正师级待遇。
黄中道　任许昌师范党委书记。
黄愿生　毕业于西北医科大学，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长葛名医。
黄发民　具有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高级注册咨询师职称。
黄东有　毕业于北京大学，任北京丰台区国资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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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张行政村

张传让　毕业于武汉大学，曾在河南省统战部办公室工作，曾任许昌市副市长、许昌市
委副秘书长；八五年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至退休，已故。

石庄行政村

石东生　５０岁，陕西省咸阳市，经营房产、医药，曾为村里出资修路。

王科庄行政村

高清何　曾任洛阳市公安局政委。
高纪生　郑州铁路北站纪委书记。

谢庄行政村

张发成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营长 （已故）。

张付海　曾任平顶山新华区区长。
张财宝　曾任许昌市继电厂工程师。

徐王赵行政村

赵贵欣　抗战英烈，在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任洧川县共产党书记，后战故于西安。
王培明　省工会安全处处长。

陈故行政村

周培仁　正厅级，北京国家建材公司经理。
程志生　正县级，山东省水利厅区务处。
周虎军　正厅级，西南航天大学党委书记。
王丙谦　副军级，驻昆明解放军某军副军长。
陈六臣　副地级，漯河市市长助理。
王会工　博导，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微波系主任。
陈金礼　副厅级，八一长春电影制片厂发行公司经理。
陈　汉　许昌市广播电台台长、书记、许昌市新闻协会副会长、许昌社科联副主席。
陈国存　副处级，山东枣园建筑总工程师。
欧阳进喜　正处级，郑化集团技师学院党委书记。
孙水林　正处级，贵川安顺市公安局局长。
王富荣　副处级，贵阳市教研室主任。
孙富升　正县级，新乡市电业局局长。
郭殿文　正处级，河南交通运输厅物资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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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亚涛　正科级，许昌市公安局刑侦处。
陈　箱　副处级，天津市武清县公安局政委。
欧阳振离　正县级，河南省第八技校党委书记。
张国民　副处级，四川省成都市能源局纪检书记。

夹岗行政村

王志红　４６岁，现任禹州市市委书记。
王子平　４８岁，现任洛阳炼油厂工会主席兼纪委书记。

贾集行政村

贾照琴　成都军区后勤部部长。
贾书记　济南军区开封机场政委。
贾秀卿　正处级，河南省公安厅。

庙张行政村

张水泉　８５岁，县处级干部，河南省公安厅干部。
张良顺　西安铁路局机务段段长 （已故）。

张新宗　许昌二高教导处主任。
张海宾　河南省商业厅行政科长 （已故）。

张文华　８４岁，广东省番禺市物资局局长。
陈都来　新疆独立师师长 （已故）。

张克强　５７岁，曾任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鹤壁市副书记，现任河南省民政厅副厅长。
张留顺　６４岁，曾任广东省高级法院审查厅厅长。
张建国　４２岁，曾任广州中山市支队政委，现广东省政府工作。
张建峰　５２岁，曾任石家庄部队营长，现石家庄桥西交警支队队长。

魏庄行政村

张根琛　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原河南省银行开封分行行长。
张　盾　曾历任４０４厂副厂长、河南省总工会书记、主席。
刘　纯　解放战争时期任苏豫皖部队高级教官。
仝丙文　历任原洧川县副县长、许昌地区劳动局局长。
魏光轩　曾担任原洧川三中校长、长葛县委统战部长。
仝国理　曾任郑州市二七区卫生局局长。
张水同　历任平顶山市新华区党委书记、平煤集团董事长。
张　五　曾任河南省国资委副巡视员，享受副厅级待遇。
张　凯　南下干部，曾任广西亿山五交化总公司书记、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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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劲荣　南下干部，曾任湖北宜昌地区金属材料公司书记、经理。
张　文　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刘树林　原新乡百泉农专教授。
魏留根　曾任鹤壁市石油公司经理。
仝志保　曾任山西省太原市进出口公司党委书记。
张茅山　许昌市书画协会会员。
刘建民　原西北水电局工程师。
仝华民　原许昌地区政府秘书。
仝道行　曾任商丘地区民政局局长。
刘狮子　曾任许昌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
刘全欣　历任许昌市武警支部政委、许昌市公安局副局长。
魏瑞岭　曾在北京市卫成区部队工作。
刘金生　曾任洛阳市武警支队队长。
仝建华　在河南省总工会工作，任处长。
仝建民　曾任原许昌市食品公司经理。
仝丙瑞　现任许昌市人防办主任。
刘　静　现任许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仝雪川　现任中原油田钻井研究院副院长、工程师。
刘　邦　现在兰州军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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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南席镇位于长葛市东部边界，东与鄢陵县彭店镇相邻、南与许昌县陈曹乡接壤、西邻古

桥镇、北隔双洎河与尉氏县蔡庄镇相望，素有 “鸡鸣闻四县”之称。历史悠久，相传，西

周文王有１００个儿子，其第７３子晋叔坤被文王册封为东鲁侯，前往山东赴任途径南席，东
鲁侯看到此地河流环绕、绿树成荫，遂在此定居不愿东去。南席王死后葬于此地，故此地得

名南席。镇域总面积６５２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６８万亩。镇辖２９个行政村和２个社区，６６

南席镇敬老院

个自然村，１９７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５２万人。居民以汉族为主，另有少
数回族居民。

２０１４年，南席镇有省 （市）级

高标准良田万亩示范方６个，高规格
农田林网２６个，６８万亩耕地基本
实现了井通电、埋管连、泵配套、旱

能浇、涝能排、田成方、林成网、沟

相通、路相连的农业生产布局。２０１４
年，全镇粮食种植面积达６６万亩，
粮食总产 ６２３万吨，亩均单产达
５２０公斤。南席镇多次获得许昌市人

民政府和长葛市政府授予的农业综合开发暨粮食高产创建先进乡镇称号。

南席镇重视农田水利建设，１９８２年秋，在游罕杜庄北汶河上修建水闸一座，拦水灌田，
盐碱基本被控制。２００８年５月，国家投资２８００余万元，在山郭、李庄、尹庄、大王庄等１６
个村实施中低产田土地综合整治，３５万亩耕地实现了水利设施配套齐全，达到旱涝保丰
收。２０１４年，以许昌市５０万亩高标准节水灌溉示范区建设项目为载体，实施农业综合开发
及 “新增千亿斤”项目建设，在１３个行政村投资３０００万元对２７万亩水田林路综合治理，
促进粮食生产稳产、增收、增效。２０１５年，示范方内新植补栽树木８万株，建成西街、古
城、水寨、杨店、拐子张、马武 ６个生态村。全镇林地面积 １２８３６公顷，林网覆盖面积
１３２５８公顷，村镇覆盖面积９６５７公顷，林木覆盖率２１２％。畜牧养殖业蓬勃发展，２０１３
年，全镇拥有养殖业专业村１３个，养猪专业大户３８户，养羊专业户４２个，养鸡专业户６９
家，全年畜牧业总产值４７９９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３７３％。

南席镇商业发达。由于地处四县交界，人流量大，是方圆四县的商贸交易和物资集散中

心。民国时期南席镇区就有粮、棉、油、煤、盐等日用百货行店上百家。１９４９年后，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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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积极发展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对私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引导他们走

公私合营及合作经营的道路。１９７８年实行改革开放，开放自由市场，扩大集市贸易，鼓励
发展集体、个体商业，１９９７年，投资３００多万元建成南席镇商贸城，新增摊位３６２个，新

农业种植合作社

建临街商品房４００多间。至２０１４年全
镇有个体工商户１２００余个，商贸经营
范围广，涉及糖烟酒百货、服装布匹、

鞋帽饰品、五金电料、家用电器、木制

家具、汽车农机、童车骑车、粮油食

品、瓜果蔬菜、鲜肉制品等数十个品

种，全年营业交易额１２亿元。
南席工业发展势头强劲，１９７８年

前，先后办有酿酒厂、面粉厂、木工

厂、机械厂等集体企业，１９８０年前后
这些乡办企业相继停产关闭。改革开放

后，农民们发展企业的思想意识增强，

１９９０年起，相继办起面粉厂、小磨油厂、榨油厂、木制家具厂、印刷厂、农机修理厂、水
泥板预制厂等民营企业，吸纳务工就业人员６０００余人。个体家庭作坊如南席小磨油、邵庄
石磨豆腐、尹庄红薯粉条、教门庄尾毛皮、教门庄牛肉、羊肉等名闻一方。２０００年建成许
昌市２０３国家粮食储备库 （占地３０亩）、２００５年７月建成占地面积３０亩投资５０００万元的河
南世通谷物有限公司，２０１１年５月建成长葛市农发粮食贸易有限公司等３家粮食企业，出
现１０多家大中型粮食购销公司。新中国成立之初的１９５０年，南席镇的工农业总产值３６０７
万元，至２０１４年，全镇的工农业总产值达７９３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２６０倍之多。财
政收入由１９５０年的不足１万元，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４６１万元，增长２９０倍。

南席镇交通便利，省道３２５线、长 （葛）鄢 （陵）公路、兰南高速通过，命名的有长

兴大道、滨河大道、彭水路、环城路、文卫路、民主路、文教路、文明街等８条镇区道路；
另有团结路、马套路、黄开路、席西路、毛曹路、马武路等５条乡村公路。公路总里程达
９１６公里，１９９５年，率先在许昌市实现村村通柏油公路。南席汽车站于１９９４年建成，是许
昌市最大的民营乡镇汽车站，每天始发有直达郑州、许昌、平顶山、洛阳、开封、长葛等６
个市地的公交班车１００多班次，日均发送旅客３０００多人次。鄢陵县城至长葛市区的公交班
车往返途经南席镇山郭、西辛庄、曹碾头、贾庄４个村。长葛市区直达镇域南部的教门庄村
的公交班车，途径拐子张、大王庄、尹庄、李庄、杜庄５个村。

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早在明清时代和民国时期，当地民间每逢春节、灯节就有舞虎、舞

狮、舞龙、扭秧歌、踩高跷、说书、吹唢呐、唱大戏的传统风俗习惯。胡街的老虎舞表演活

灵活现，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 “中国民间老虎舞艺术之乡”。西街的龙灯、拐子张的舞狮闻

名一方。１９９４年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建成后，积极培养文化技术人才，获得全国成人文化
技术教育先进学校。镇文化站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设备配套齐全，有图书室、文化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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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乒乓球活动室、电教室、娱乐室、游艺室，有体育场、戏院，３１个村有文化大院、农
家书屋。２００５年建成南席镇综合文化站和篮球场。２０１３年投资近２００万元建成南席镇文体
活动中心和文体广场。２０１４年，南席镇有民间文艺团体６８个，有民间戏剧团２个，民间歌
舞团３个，有电影放映队６个。每逢春节、灯节等节日，镇区举行民间文艺会演比赛，评选
出优秀团队给予表彰。

卫生医疗事业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卫生医疗条件明显改善。２０１４年有镇中心卫生院１
处，下设１个门诊部和１个急诊室和１个住院部，有床位２６张，有村卫生室３１个，乡村医
生６２名。９８％以上的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门诊买药和住院看病都可以按比
例报销医疗费用。计划生育方面，人口发展和男女出生比例得到了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保

持在５１‰左右，人民群众的生育观念有了新的转变。
社会事业和民生工作得到改进。２０１４年发放粮食直补及农资综合补贴资金７３２万元，

惠及农户１３万户；全镇五保老人２２５人，实现集中供养９５人，低保对象４９１人，发放低
保金６６２万元，五保金６１９万元，优抚对象４８４人，优抚金８０８７０７元；发放养老保险金
６１７万元。镇卫生院新门诊楼、信用社综合营业楼、邮政仓储综合楼建成并投入使用；完成
总长１８公里的镇区民主路、文卫路、总长４５公里的毛庄—鄢陵高庄道路新修任务，汶河
山郭桥、汶河方于桥等一批事关群众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均按照工期全面建成并通

车。镇六中综合楼建设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投资３５０万元建成拐子张自来水厂和曹碾头自
来水厂，解决了拐子张、张子店、马台、古城、曹碾头等５个村９０００余口人的安全饮水问
题。全镇３１个村已全部接通自来水，保证了５万余人吃上了安全洁净的自来水。２０１４年，
依托 “百村提升、百村整顿”活动，共计投资５７万元对杨店村、刘彦庄村村室进行全面提
升，对曹碾头村村室进行了新建，对尹庄村村室进行了规范整治，全镇村级活动场所达标率

达９６％以上。
南席镇获得省级和许昌市以上荣誉有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乡镇”“全国计划生育工

作先进集体”“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州名镇”“河南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河南省

奔小康科技进步示范镇”“河南省林业生产先进单位” “河南省第二次农业普查先进单位”

“河南省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乡镇”“河南省国土绿化模范乡镇”“许昌市文明乡镇”“许

昌市六好党委”“许昌市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示范镇”“许昌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进

单位”“许昌市农村沼气建设先进乡镇”“许昌市无毒乡镇”“许昌市畜牧业生产先进单位”

“许昌市农业园区建设先进乡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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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１９５１年

１月，南席区建立武装大队。
１～２月，县、区为农户颁发了土地证。夏秋大旱，全年降雨量仅有３４４４毫米，不及

长年雨量一半，粮食减产三成。

１９５３年

４月１２日凌晨 （农历二月二十八日夜），麦遭严霜冻，枯萎。霜后幸逢气温升高，新蘖

生出，长势甚好，喜获较好收成。

１９５４年

８月，洧川县并入长葛县，南席区归入长葛县辖区。

１９５５年

３月１日，始发行新人民币，同时收回旧人民币。５月，南席区并入古桥区管辖。７月７
～９日，连降大暴雨，双洎河决口多处，造成房屋倒塌，人员死伤，农田被淹，党和政府及
时组织干部群众抗洪救灾，开展生产自救。是年，开始推广施用化学肥料———肥田粉 （硫

酸铵）。

１９５６年

６月，成立南席中心乡。６～８月大雨成灾，造成房屋倒塌和农田被淹以及人员死伤。

１９５７年

夏，大雨成灾。双洎河水暴涨，南席村西堤决口，大片村庄秋禾被淹。１０月，全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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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整风运动，南席乡一批知识分子、党的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受到打击处理。

冬，南席掀起群众性深翻土地高潮。

１９５８年

８月２３日，南席乡改称为南席人民公社。

１９５９年

自然灾害频繁，庄稼收成少，群众生活困难。

１９６０年

春，饥荒严重，生活困难，农村社员每人每天发原粮２大两。１２月３日，开始反 “五

风”运动，揭发批判干部中的 “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生产瞎指挥、生活特

殊化）。

１９６１年

公社实行部分大队农民借地试验，每户分给３分自留地，让社员自己耕种改善生活。

１９６２年

６月２６日，南席遭受冰雹龙卷风袭击，冰雹拳头大小，造成庄稼被毁，房屋倒塌，南
席、古桥、洧川、朱曲、岗李几区共有５人死亡，伤３２０余人。灾后，专署拨款１２万元救
灾，减免公粮９９５万公斤。

１９６３年

４月，双洎河复修护堤工程在南席、马武、水寨、毛庄、师庄、刘拐等处动工。
８月１～８日，连降暴雨成灾，雨量达４１１毫米，造成双洎河决口，粮食减产，房倒屋

塌和人员死伤，灾后又爆发伤寒、疟疾、乙脑、痢疾、肠炎等病流行，９月底发病２０００余
人。

是年，南席发生蝗灾，粮食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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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４年

７月，南席五七高中建成，有６个教学班，教职员工３２人，学生近２００人。是年春涝秋
涝，降雨量高达１１９１毫米，是新中国成立后年降雨量最多的一年。９月中旬 ～１０月上旬，
连续降雨１８天，平地渍水如泉，路不经车，田不经人，房屋倒塌，薯烂地中。是年，疟疾
流行病在南席暴发，有数百人发病。

１９６５年

夏涝，７月１～２０日连续降雨，雨量达５１５２毫米，日平均２５８毫米，占常年降雨量的
７２５％，是数十年来时段雨量最多的一年。大灾。５月，南席工商行政管理所建立。

１９６６年

春，长葛县在南席水寨生产队实验棉花营养钵育苗技术搞试点，第二年在全县推广。

１２月，铺修坡胡———南席公路，全长５４公里，出动民工１７６５００人次。
是年，麻疹大流行，南席发病数百人。

１９６７年

１月，长葛—南席的石渣公路通车运行。

１９６８年

８月，全乡３１个村的小学校在停课两年后正式复课开学。

１９６９年

７月２３日，南席公社革委会掀起学习杨水才的群众运动。是年，南席开展发展教育事
业运动，队队办初中、社社办高中，共建有高中１所，初中２２所，小学３１所。

１９７０年

南席公社马武、仝庄、毛庄等村社员采取人工截流引双洎河水浇灌庄稼，保证了当年粮

食丰收。

６３６

长葛市乡镇志



１９７１年

５月，南席公社广播站实现了５００瓦扩大机标准站建设配套，３１个大队都通了有线广
播。

１９７２年

１月，大风暴雨造成电线路中断，停电７天。是年１１月１５日至２４日，县里召开县、
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会议，出席４３００人，开展批林整风、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

１９７３年

在部分大队和生产队发现小麦种植史上从未有过的叶枯病。

１９７４年

１２月，全县实施县委、县革委会公布的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工作条例，南席公社设立
农科所，３１个大队设立实验室，生产队设立农科组，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普及农业科学知
识。

１９７５年

开始引进棉花种植，种植面积逐年扩大。

１９７６年

烟叶种植面积扩大并获大丰收，单产和总产均创历史最高记录。

１９７７年

１１月，高等学校恢复招生考试制度，南席有１０名考生被大学录取。

１９７８年

１２月１５日，县里组织南席、古桥、董村３个公社１５万民工对境内汶河下游段进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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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治理。

１９７９年

２月２１日，南席遭受大风雪袭击，数百根线杆被刮倒，损失４７万元，县东包括南席６
个公社电话线路中断８天。

１９８０年

３～５月，县里动用飞机首次对麦田进行喷洒磷酸二氢钾和石油助长剂。是年，南席公
社李庄大队购进机动收割机和脱粒机开始机械化收获。

１９８１年

南席公社西辛庄大队作为全县试点把集体牲畜合理作价、推平到户，全部分户喂养。

１９８２年推广至全县。

１９８２年

１０月，南席公社开始实行农村家庭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７月１日，进行第三次全国人
口普查。是月，南席五七高中撤销改建为李庄职业技术初中。

１９８３年

１２月，取消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乡党委和乡人民政府、经济联合社，大队改为行政村，
建立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是年，闫寨村的闫四闹、西辛庄的穆群

彦被评为河南省劳动模范。

１９８４年

６月，夏粮丰收，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

１９８５年

１２月，南席撤乡建镇改称为南席镇。镇党委、政府机关从双洎河南岸搬迁到长南路
（现在的长兴大道中段路南老酒厂院）新址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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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年

夏季，双洎河南席段因汛情河水流量迅猛增加，西街和毛庄段出现险情。由于及时填补

管涌，没有出现决堤情况。

１９８７年

９月２７日～１０月１４日，全县出动５５万人，分乡镇包干整修加固老城—南席段双洎河
大堤，县委书记李新贵、县长赵晓广亲临指挥。工程段全长４５５公里，动土方约６１万立方
米。

１９８８年

夏季降雨量较大。粮食喜获丰收。

１９８９年

８月２７日，中共南席镇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正式代表６７名，列席代表１４名，特
邀代表２名参加。８月２８日，选举产生出新一届镇党委会成员，书记１名，副书记３名。

１９９０年

５月１０日凌晨２时，暴风雨袭击南席、古桥、石象、董村等７个乡镇部分村庄，造成数
千亩小麦倒伏减产。

７月１日，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９月１５日开始使用居民身份证。
１０月，南席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３层教学大楼竣工投用。
１２月，南席镇敬老院开始动工建设。
是月，南席卫生院医生任宝聚为一个危重病人献血５００毫升，被群众广为称颂。

１９９１年

１２月，南席镇敬老院竣工。

１９９２年

９月１８日，中共南席镇第六次代表大会在镇政府大会议厅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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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人，特邀代表２人，列席代表５人，选举出新一届党委会成员１１名。

１９９３年

７月，南席镇刘彦庄村被许昌市政府授予科技示范村称号。

１９９４年

５月，长葛市二号 （长葛———鄢陵）公路开始铺油修建，至１０月竣工通车，改善了南
席镇的交通条件。

１９９５年

５月，南席镇汽车站建成通车，成为许昌市第一个民营汽车站。
是年，全镇３１个行政村全部铺通了柏油路，成为许昌市第一个村村通油路的乡镇。

１９９６年

３月，南席镇党委、政府决定利用镇区西边１２０亩荒地建造南席镇商贸城，当年５月开
工建设。

１９９７年

１０月１７日，南席镇商贸城建成开业。

１９９８年

１月１４日，南席镇政府印发 《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建设意见》。

３月，投资５０万元改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２００万元新建改建临街门面楼３００多
间。

８月，荣获许昌市人民政府颁发的 “大灾之年小麦单产突破４５０公斤”荣誉证书。
是月，许昌市人民政府授予南席镇 “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先进乡镇”称号。

１０月８日，许昌市委书记孔玉芳、市长刘春良到南席镇视察指导工作，召开全市小麦
备播暨园区建设现场会，推广南席镇经验。

１２月，被许昌市人民政府评定为 “许昌市小城镇建设综合改革示范试点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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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

３月２８日，南席镇召开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了新一届人大主席团主席、副主
席，新一届镇人民政府镇长、副镇长。

３月，荣获 “长葛市第三届公路好路杯金杯乡镇”称号。

同月，许昌市人民政府授予南席镇 “许昌市畜牧生产先进单位”荣誉称号。长葛市人

民政府授予南席镇 “１９９９年度发展乡镇企业先进乡镇”称号。
８月１８～２１日连续多天突降大暴雨，降雨量达３００多毫米，造成镇境内１０多条沟河河

水爆满。

２０００年

７月３～３０日，南席镇连降暴雨，造成双洎河水暴涨，镇村干部驻守河堤２４小时巡查
汛情，疏通沟渠、排水抢险，抗灾自救，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雨涝灾害造成的损失。

１１月，获得长葛市 “第四届好路杯竞赛金杯乡镇”荣誉称号。

是年，获得 “长葛市２０００年度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兴水杯”奖。

２００１年

４月１８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宪章、省人大选工委主任戴保兴一行５人到南
席镇，对省、市、县三级党委、人大工作会议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调研。

７月，南席镇被许昌市人民政府评为 “农业结构调整先进乡镇”。

是年，南席镇荣获许昌市 “依法治市”工作先进乡镇称号。

２００２年

３月２９日，南席镇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７０名，选出人大主席１名、副
主席１名；选出镇长１名、副镇长３名。
５月５日，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实行 “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

１２月３１日开展 “冬季严打整治斗争活动”。

２００３年

４月，非典疫情暴发，全镇积极开展防控工作。

１４６

南席镇



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融资２００万元建成了镇政府３层门面大楼。

２００５年

１０月，新修硬化长兴大道，完成了长兴大道西段１５公里长廊绿化。
１０月２４日～１２月底，南席镇政府机构改革顺利完成，精简分流干部３０多人。

２００６年

南席镇获得许昌市人民政府授予的 “发展农村劳务经济先进乡镇”。

２００７年

南席镇荣获河南省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

２００８年

国家文化部授予南席镇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

２００９年

南席镇被省建设厅命名为 “中州名镇”。

２０１０年

南席镇获得河南省科技进步示范乡镇称号。

是年７月１９日凌晨５点３０分，南席镇拐子张村、张子店村突遭强龙卷风暴雨袭击，中
心最大风力１１～１２级，造成２个村５０００多棵大树折断，１９７间房屋受损，１人受伤，直接
经济损失３００多万无。

２０１１年

南席镇政府机关进行机构改革，实行人员、编制、岗位三定，精简机构富余人员１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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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

南席镇被许昌市人民政府确定为 “许昌市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示范镇”。

２０１３年

获得河南省林业生产先进单位及河南省国土绿化模范乡镇双先进荣誉称号。

２０１４年

春夏连续１８０多天严重干旱无雨，全镇群众积极抗旱，小麦战胜旱灾夺高产，秋季粮食
在浇灌２～３遍水后喜获丰收。

２０１５年

５月６日晚２２点１５分 ～２３点３６分，南席镇遭遇大风暴雨冰雹袭击，累计造成１５０００
余亩小麦倒伏受灾。１０７４棵树木被刮断刮倒，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５００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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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镇域环境

第一节　环境　建置与人口

　　南席镇地处长葛市最东端的双洎河中游南岸，地势平坦，略呈西北高东南低缓倾斜状走
向，有两条南北走向的高岗横亘南北，西部有高岗自高庙起自南向北向马台村南延伸；中部

有茅草高岗自茅岗李庄起向北断续延伸至古城村南。地貌分高岗地、河滩地、浅平洼地、平

地四个类型。南邻许昌县、东邻鄢陵县、北邻尉氏县，素有 “鸡鸣闻四县”之称。北部有

双洎河自西北向东南逶迤东去，从北边环抱南席环绕而过，河道常年流水不断，绿树成荫，

风景秀美。汶水河横贯中部，水草丰美。南席镇土地资源丰富，水利条件优越，是长葛市农

业大镇。全镇镇域面积６５１平方公里，辖３１个行政村，５２万人，可耕地６８万亩。
据 《长葛县志》记载：公元前２０６年至公元２５年，汉兴，承秦制，南席属颍川郡许县

管辖；公元前 ５９年，析许县置新汲县，今南席、古桥属新汲县辖；唐太宗贞观元年
（６２７），大并州县，废洧州，省新汲县，地分属尉氏、新郑县，今南席时属尉氏县；公元
１２１８年４月南席属洧川县；清朝初期，１６４４年，沿明制，南席属开封府许州长葛县辖；
１９４８年３月～１９４８年９月，南席区属尉氏县辖。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南席归属洧川县。１９５０年，南席属洧川县第三区，区辖１０个乡，３９个自
然村。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５日，洧川县与长葛县合并为长葛县，全县设１３个区，南席为第十区，
南席区辖南席、马湾、魏庄、庙张、周寺、赵庄、套楼、游罕、水牛陈、曹碾头、闫寨１１
个乡。１９５５年５月，长葛县１３个区合并为７个区，撤销南席区并入长葛县第二区古桥区管
辖，古桥区辖古桥、考叔、斧头、谢庄、魏庄、山郭、曹碾头和南席 ８个乡共 １５个村。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撤区并乡，长葛县由５９个乡变成３３个中心乡，南席为中心乡之一，曹碾头
中心乡为其一。１９５８年５月，长葛县３３个中心乡合并为２０个乡，南席乡为其中之一。１９５８
年８月，南席乡改称为南席人民公社，辖南席西街、胡家街、刘拐、孙楼、刘庄、大马武、
仝庄、师庄、刘李、古城、拐子张、马台、大王庄、尹庄、刘彦庄、曹碾头，阎寨、贾庄、

魏庄、王庄、毛庄、东辛庄、水牛陈、南辛庄、府里庄、方于、楚庄、杜庄、教门庄共２９
个生产大队。南席人民公社和曹碾头人民公社划归古桥区管辖，古桥区时辖古桥、寺后李、

南席、曹碾头４个公社。１９６２年９月，将全县１０个区划分为１３个区，４２个中型人民公社
划分为２０２个小型人民公社，下辖３３５１个生产队，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南席改称南席区，
辖１５个人民公社。是年１２月，南席区辖南席、仝庄、刘庄、拐子张、尹庄、寺后李、高
庙、谢庄、西套楼、李庄、山郭、游罕、贾庄、曹碾头、王庄、水牛陈 １６个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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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５年８月，南席区辖南席、仝庄、刘庄、拐子张、尹庄、水牛陈、王庄、李庄、高庙、
寺后李、西套楼、谢庄、山郭、游罕、贾庄、曹碾头１６个人民公社。１９６６年８月，南席复
称为南席人民公社 （驻南席），辖西街、胡街、毛庄、贾庄、阎寨、曹碾头、水牛陈、西辛

庄、游罕、杜庄、山郭、套楼、李庄、尹庄、高庙、拐子张、仝庄、刘庄、水寨１９个生产
大队；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６９年，各公社所辖生产大队无变化。１９６９年 ～１９７３年，南席公社辖１９
个大队不变；１９７４年，南席公社分出北辛庄、教门庄、侯张３个生产大队，辖２２个生产大
队。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辖区无变化；１９７７年，南席公社分出古城、马台、张子店、刘彦庄、方
于５个生产大队，共辖２７个生产大队；１９８０年，南席公社分出马武、何庄、魏庄３个生产
大队，辖３０个生产大队。１９８１年，南席公社分出大王庄１个大队，辖３１个生产大队。１９８２
年３月，南席公社辖西街、胡街、教门庄、游罕杜庄 （原杜庄）、游罕、阎寨、套楼、山

郭、西辛庄、曹碾头、茅岗李庄 （原李庄）、水牛陈、北辛庄、侯张、东贾庄 （原贾庄）、

东魏庄 （原魏庄）、何庄、高庙、尹庄、大王庄、刘彦庄、毛庄、马台、张子店、拐子张、

古城、仝庄、马武、杨店、（原刘庄）、水寨、方于共３１个生产大队。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取消
人民公社，改为南席乡，将生产大队更名为村民委员会。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南席乡撤乡建镇改
称南席镇。目前，南席镇辖２９个行政村，２个社区，６６个自然村，１９７个村民组。所辖村
分别是西街社区、胡街社区 （寺后、寺门、邵庄）、水寨 （孙楼）、刘彦庄、毛庄 （王庄）、

拐子张、古城、杨店 （高庄、穆庄、刘庄）、马武 （小马武）、仝庄、张子店、大王庄 （周

寺）、闫寨 （闫老庄、寺后闫）、东贾庄 （翟庄、贾庄、香张）、魏庄、曹碾头 （后李、中

寨、前寨、前孙）、北辛庄、水牛陈、茅岗李庄 （魏庄、李庄、赵庄）、尹庄 （小王庄）、高

天寿园

庙 （张庄、吴岗、寨角）、侯张 （苏庄、

古庄、汪庄）、马台、何庄、山郭、套楼

（东套楼、牛庄、安庄）、教门庄、游罕杜

庄 （何庄、贾庄）、游罕 （李庄、楚庄）、

方于村。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起，南席的人口除了在
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有所减少外，其余年份均逐
年增长。１９８５年，全镇 ９６１２户，总人口
４３６８２人，其中男性２１８６６人，女性２１８１６
人；农业人口４２８０４人，非农业人口８７８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５４３２人。１９８５
～２０１５年间，人口增长迅速，但是自
１９８３年起实行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率得到一定控制。２００１年，南席镇总户
数１３１３９户，总人口４８２８４人，其中男性２４８３７人，女性２４３３７人，性别比１０５９３％；人口
密度７６３人每平方公里。２０１５年，南席镇的总人口为５２７８７人。

全镇居民以汉族为主，另有回族等少数民族。农业人口４２８０４人，占总人口的８２７％。
非农业人口８９８３人，占总人口的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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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南席镇人口寿命逐渐提高，全镇人均寿命由新中国成立之初

的５９６岁提高到２０１５年的７２５岁。２０１５年，南席镇共有百岁老人８名。

第二节　社区　行政村概况

西街社区　１９５８年建西街大队，１９７８年１月改为西街村，２０１０年２月改制为西街社区，
是南席镇政府驻地，长葛市一号公路东西贯通，东边和南边与胡街社区搭界，西边与拐子张

相邻，北与水寨村相接，东北与开封市尉氏县隔双洎河相望。社区由７个居民小组组成，
４６５户居民，人口１８１３人，其中回族１２户，７２人，有可耕地１３１９亩。该村基础设施配套
齐全，商贸业较发达，道路、下水道、路灯等设施完备，村委会有镇群众文化广场，是南席

镇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居民除从事农业外，多从事小商贩、手工业及饮食、小磨油加工、

理发服务行业。村设小学１处，后改建为南席镇中心幼儿园。镇党委、镇政府、镇文化服务
中心、南席镇商贸城、镇汽车站、供销社均处在西街社区，是全镇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有席王冢遗址古迹。许昌市丰乐植物油厂是南席镇最大的小磨油加工厂，其生产的南席

张民小磨香油是长葛市著名品牌，张民被许昌市文化局授予许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

人，张民小磨油以色美味香远销省内外近１０个地市。
胡街社区　位于南席镇东北部，东临双洎河，北部和西部与西街社区接壤，南临刘彦

庄、毛庄，东与开封市尉氏县蔡庄镇郭庄村隔河相望。该村由胡谢街、薛谢街、何家街、郭

拐、二道街、寺后、寺门、邵庄等９个自然村１４个居民小组组成。总人口２７４３人，耕地
２４６０亩。社区经济活跃，许昌市超艳食品厂生产的思甲火锅调料和 “捣”牌捣辣椒产品产

销两旺，远销到湖北、广东、湖南、山东等１０多个省市。邵庄豆腐名闻一方。以农业为主，
副业有食品加工、农机修理、小商贩经营和运输，胡街社区内是长葛市第五初中、镇第一小

学、镇卫生院、镇敬老院等镇直单位驻地，是全镇的教育、卫生医疗、养老保障中心。有石

佛寺古迹一处。

刘彦庄行政村　坐落在镇境东北部，东邻毛庄村，南邻北辛庄村。辖刘彦庄１个自然
村，４个村民组。全村共１８２户，８４６人，耕地１０３８亩。以农业种植为主。村内环境优美，
是镇里四项基础制度建设示范村、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据传，元末，朱元璋之妻马氏曾驻

兵于此，始名马家寨。清道光年间，有一将军刘彦平乱驻兵于此，从不扰民，后病故村中，

百姓甚感其德，更名刘彦庄。村内有吉星门窗厂一家，有中型养猪场３家，有小超市２家。
水寨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北１５公里双洎河南岸，北邻双洎河，辖水寨、孙楼２个自然

村，６个村民组，１３８９人，耕地１６７６亩。以农业种植为主，孙楼村有木板条加工业。该村
基础设施健全，道路硬化。孙楼自然村东双洎河堤内建有投资５０００万元、占地３４６亩的洎
河湾农业生态园区，绿树成荫，风景秀丽。种植有葡萄６０亩、红桃５０亩，荷塘３０亩，绿
化园林２００余亩，可供乡邻采摘、垂钓游玩。村南另建有占地面积６００多亩的会彬果木有限
公司一处，种植有葡萄、冬枣、冬桃、冬梨等特色果树。因村三面环河，且地势低洼，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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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常年有积水，故名水寨。相传村内有司马懿的衣冠冢古迹一处。

毛庄行政村　位于镇政府东南１公里处，北依双洎河，一号公路 （长葛———鄢陵）穿

村而过，辖毛庄、王庄２个自然村，８个村民组，总人口２６６２人，耕地面积２６５０亩。该村
以农业耕种为主，是镇境内面积和人口较多的村之一。村民副业有商贸、木板材加工和水泥

预制场等。村民姓氏主要有张、尹、王、刘、靳、何、罗、李、石、腰等１０大姓。村里设
有镇第十三小学校１处。

拐子张行政村　位于镇区西部，一号公路 （长葛———鄢陵公路）穿村而过。辖１个自
然村，４个村民组，１１５６人，耕地１２６０亩。农业耕作及外出务工是群众的主要经济来源。
据传北宋年间，有一赵姓人家在张子店村北土岗拐弯处以烧盆为业，始名赵拐，后改名拐子

赵，继有张姓迁入，人口兴旺，民国期间，赵姓绝嗣，遂改为今名。村民分居公路两侧，房

屋以砖混结构两层楼房居多，以农业为主，村里副业有预制场、粮油加工、运输等。原来镇

供销社在村东设有门市部，发展成商贸小区，有汽车修理、理发、饭店、馍店、百货店等。

原有镇二中已撤销，后改建为小学称为镇第四小学校。村东有幼儿园１处，又是镇粮管所驻
地。粮库东边路北建有许昌市宝乐佳婴幼儿用品有限公司一家。正骨名医冯丙寅是该村人。

张子店行政村　镇区西１５公里，位于拐子张村南，辖１个自然村，３个村民组，２０５
户，８５８人，耕地１１８６亩，农民经济收入主要依赖农业，有从事木板条加工业者。据传，
北宋年间，张姓迁此定居，设店于汴京至颍昌府大道旁；又传，宋时著名理学家张载曾在此

讲学，死后葬于此，故名。姓氏有张、王、李、赵、苏、于、轩辕等姓。过去村民以加工粉

条的居多。２０１０年后，有１００多户收购木材，从事专业木板材加工的专业户有３０多家，２００
多人。村东建有一家龙邦枣业加工厂。

古城行政村　位于南席镇北部双洎河南岸，镇区西北１５公里处，北邻尉氏县朱曲镇前
桥村。辖古城１个自然村，７个村民组，２８６户，１２９１人，耕地１５７４亩。古城村历史悠久，
古代为新汲县城旧址。据清嘉庆二十三年 《洧川县志》记载：为古新汲县城遗址，故称古

城。村周有水沟环绕，形似城壕。村民姓氏主要有张、杨、许、马、刘、王、穆、汪等８个
姓。以农业种植为主业，副业有面粉加工、榨油等。

大王庄行政村　位于南席镇中部距镇区２５公里处，辖大王庄、周寺２个自然村，６个
村民组，２９５户，１２４０人，耕地１５１０亩。南与尹庄村为邻，东与刘彦庄为邻，西与马台村
为界，北与拐子张村接壤。于１９９５年修建中心路贯通村南北；２００８年国家土地整改项目时
修建村中东西大街水泥公路２５公里；２０１５年５月，国家粮食千亿斤项目修建周寺村东西
水泥公路，交通条件便利。明初，王姓兄弟三人由山西洪洞先迁洧川八里庙村，后老大转迁

此地定居，取名大王庄。村中主要姓氏有王、苏、许３姓。村中部有土岭现在已不存在，村
四周环沟，形似旧寨。２０１１年，该村与加多宝集团合作建设加多宝药材种植基地，村里
６０％耕地被流转承包。加多宝集团在村东建有１０１９１７亩中药材种植基地，主要种植金银
花、夏枯草、菊花３种凉茶药材，是长葛市最大的中药材种植基地。村民副业主要以木板材
加工、粮食收购为主，至２０１４年底，全村有家庭木材加工作坊５０多家，近２００人从事收购
运输加工木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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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店行政村　位于镇区北部，南邻１号公路，北临双洎河。辖刘庄、杨店、高穆庄３个
自然村，７个村民组，４９８户，２２４０人，耕地２６２０亩。群众主要经济来源以农业耕种及外
出务工为主。据传，清初，一杨姓大户迁此于开许大道旁开设客店，故名杨店。村民姓氏主

要有曹、何、穆、李、张、赵、闫、王、高、岳等１０多个。全村以农业为主，副业主要有
养鸡场６家，木板材加工厂１０多家。刘庄设有镇第二小学校１处，在校师生１５６人。村南
设有镇中心试验幼儿园，在园儿童３００多名。幼儿园西新迁建成许昌市超艳食品厂一家。

马武行政村　位于镇境西北部，是镇境最北部的一个村。辖大马武、小马武２个自然
村，５个村民组，４３５户，１７５０人，耕地面积１６５５亩。该村群众收入以农业种植为主，农
闲群众外出务工。马武古代原名 “龙泉寨”“瓦屋村”，北依双洎河。后来因相传东汉初年

将军马武驻兵把守此处河口，为当时的演兵场，后人为纪念他安定一方的功德改名为马武

村。村内房屋以砖木结构较多，新建的房屋大多为混凝土钢材砖混结构２层楼房。村南有镇
第三小学１处，村中部有１条东西走向寨河沟常年有水。全村共有１０个家族，姓氏有杨、
朱、崔、姜、张、王、袁、马、任、刘等，栽泡桐树较多，曾有元金田中药材种植有限公

司，药材基地种植面积近１０００亩，２０１４年不再种植药材恢复种植粮食作物。小马村四周多
坑塘，地势低洼易涝。

仝庄行政村　位于镇境西北部，西与古桥镇师庄村相邻，辖１个自然村，４个村民组，
２３６户，８９６人，耕地９６７亩。村内基础设施配套齐全，村内１０多条道路全部硬化铺设成了
水泥路面。所有农户安装使用上了自来水。在２０１４年度市美丽乡村建设评比中在全市排名
前列。主产小麦、玉米、红薯等作物，以农业为主。村民姓氏有李、张、仝、杨４大姓，村
民大多外出从事建筑行业。

曹碾头行政村　位于镇境东南部，省道Ｓ３２５线东西方向穿村而过，辖前孙、后李、前
寨、中寨４个自然村，１１个村民小组，７０５户，３１０２人，耕地４３０７亩。村四周沟壑环绕，
树木葱茏。东汉末年，此地为双洎河码头，曹操在此屯田，曾筑石碾８３盘，碾米外运，并
凿井７２眼，以供军需，故名曹碾头。村南北长达数里，南边姓孙的居多称前孙，接着为前
寨，继而为中寨，北边因李姓居多称后李。现在四村建设房屋已经连在一起，所以合称为曹

碾头。村内村外多水坑沟壑，坑沟面积达 １００多亩。村内姓氏较多，有王、李、张、户、
孙、赵、程、柳、爨等９个姓氏。是南席镇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村，以农业为主，副业为
商贸、养殖、蔬菜种植等。村东南设有镇十一小学１处，村里逢农历三、七有集市商贸交易
市场，是镇域东南部的商贸物流交易中心。村东建成一处大型养猪场，村西建有一大型种猪

场。

水牛陈行政村　位于镇境中南部４公里处，辖１个自然村，１０个村民组，４２５户，１８２０
人，耕地面积２２２０亩，村民以农业种植为主。明初，由山西洪洞迁来一批移民，以南北沟
为界，建东西两个村，东叫天宝寨，西叫柳林村。后来有一陈姓村民靠喂养１２头水牛致富，
至清初两村合并为一村，取名为水牛陈。村周沟坑环绕，四面村端有桥相通邻村。现有宋、

李、黄、王、张等５大姓氏。原有村北苹果园后改建成养鸡场，养鸡场后改为养羊场。村北
老学校已迁建到村南部设为镇第十小学。有民办幼儿园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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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辛庄行政村　位于镇区以南４公里处，西邻水牛陈村，东临毛庄村。全村１个自然
村，４个村民组，１９６户，８１６人，耕地１１８９亩。村庄被水牛陈村及耕地包围，距离主干道
较远。群众出行仅有一条东西柏油公路通往村外。２００５年修通向东、向北水泥公路。明初，
汪姓人家由山西洪洞初迁至鄢陵县关帝庙，明末又转迁于此，因建村较晚，始名新庄，由于

“新” “辛”两字同音，习称辛庄，１９８５年，改为北辛庄。姓氏主要有汪、宋、李、刘、
吕、袁等，村民以务农为主，副业有面粉加工、木材加工等。

贾庄行政村 （原名东贾庄）　位于镇区东南部４公里处，东邻鄢陵县彭店镇范家村。
村辖５个村民组，３９０户，１７１５人，耕地２０１０亩。村民以农业耕作及外出务工为主要经济
来源，有从事小型板材加工者。原辖东贾庄、翟庄、孟门、香张４个自然村。姓氏主要有
贾、赵、阎、翟、曹、孟、张、李、刘等 ９个，以贾、赵两姓居多。１９８４年村镇规划时，
因４村相连。统称为东贾庄。贾庄因清初贾姓迁此得名。村东设有镇十二小学一处。

阎寨行政村　位于长葛市与鄢陵县交界处镇境东南端，距离镇区６５公里。地理位置偏
远，交通不便，辖阎寨、阎老庄、寺后阎３个自然村，７个村民组，１６１９人，耕地１８１８亩。
以农业为主，主产小麦、玉米、棉花等。明初，阎姓由山西洪洞首迁至阎老庄，后有一部分

转迁于此。明崇祯年间富户阎心一等捐资建砖寨而得名。聚落呈方形，东西、南北街各两条

丁字相交。多砖瓦房，现多改建为两层砖混楼房。村西有个大坑塘，村西北有高岗。相传，

寺后阎村前原有一座 “真人寺”，寺后阎因此而得名。村原小学已撤销，与东贾庄小学合并

为镇十二小学。原小学校舍改建为幼儿园。

魏庄行政村 （又称东魏庄）　坐落原镇区东南部５５公里处，东与鄢陵县谢坊村隔兰
南高速相望。辖１个自然村，４个村民组，２７０户，１１７６人，耕地１４４８亩。明初，刘姓由山
西洪洞首迁郑州西刘沟，明末又转迁此地，因建一楼房，始名刘楼。后魏姓由茅岗魏庄迁

入，因出了个拔贡，故改名魏庄，１９８２年因大队重名，更名为东魏庄。村内建筑多为两层
砖混结构楼房。村周水沟遍布，沟上有桥。过去村北有小学，后与曹碾头合并。解放战争时

期，这里曾经发生过魏庄战役，解放军在此全歼国民党军队１个保安团。
马台行政村　位于镇境西部，距镇区４公里，西与古桥镇贾集村相邻，辖１０个村民组，

３３０户，１２７０人，耕地１７５３亩。以农业为主，有外出务工者和木板材加工者。村内基础设
施条件完善。北邻长南公路 （１号路），马套公路南北穿村而过，有张、王、李、赵、周、
吴、郑、唐、杜、盛、姬、朱、贾等１３个姓。明初，马、杨二姓由山西洪洞迁此，马姓居
村东水塘边，始名马家潭，杨姓居西边，始名杨楼。明万历年间，由附近迁来李、贾、唐、

王诸姓人家，马、杨二村连为一体，因村东南隅有高土台，取名马台，沿用至今。村聚落初

呈圆形，演变为东西长方形，东西街３条，与南北街数条，十字相交。有建筑、木业、食品
加工、饮食服务等副业。村周围有水沟环绕，东西南三向建有桥梁。马台村人才辈出，有北

京大学博士１人，清华大学博士后１人。
侯张行政村　位于镇境西部距镇区６５公里处，西与古桥镇庙张村相邻。辖侯张、苏

庄、古庄、汪庄４个自然村，４个村民组，５２５户，２３１５人，耕地２３９７亩。姓氏有侯、苏、
汪、张、古、李、赵等７个姓。村里以农业为主，有大型木板材加工厂２家、小型木板材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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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５家，家庭作坊１家、食品加工２家。村民科技意识较强，擅长种植西瓜，常年种瓜数
百亩。侯长领是出了名的 “西瓜大王”，他带领５０多名技术员到新疆、河北等地当瓜匠，
既传播西瓜种植技术，又赚钱养家实现了科技致富。镇第六小学设在古庄南边。

高庙行政村　位于南席镇中部，镇境西南部５公里处。辖高庙、张庄、吴岗、寨角４个
自然村，６个村民组，３８０户，１６９０人，耕地２１５０亩。村西和村北均坐落有高岗数个，据
传，三国时代，在村西高岗顶上建有１座庙院，取名高庙，村以庙名沿用至今。以农业为
主，产小麦、玉米、红薯、西瓜等。有木板材加工厂５家，其中长葛市恒森木业规模最大，
总投资１０００多万元，年产值３０００多万元，生产加工的细纹薄木地板远销广州、上海、武汉
等１０多个市地。有养鸡场１个，养猪场１个。寨角村南农民自筹资金２５万元自建健身广
场１个，内有篮球场１个，乒乓球台２个，安装拉伸椅、太极圈、跑步机等健身器材１０多
套。每年农历九月初九是高庙古庙会，唱大戏，人流如织，热闹非凡。４个自然村均修建了
水泥道路，村民出行快捷便利。原有村小学后改建为幼儿园。

山郭行政村　位于镇境西南部，汶河北岸，省道３２５线公路穿村而过，辖１个自然村，
７个村民组，４６９户，１８０４人，耕地２９００亩。群众以传统农业耕作及外出务工为主要经济
来源。村四周有河流环绕，东西端有桥梁２座。新建楼房鳞次栉比。该村土地肥沃，土壤属

万亩示范方小麦田

胶泥黏性地质。水利条件良好。土地向种

田能手流转集中，家庭农场和农业合作社

在村里应运而生。２０１０年后，农业生产逐
步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全村建有３
家木板材加工厂，２家粮食收购站，８家
百货商店，１家档发、２家饭店，建有养
猪场２个，养羊场３家。该村群众重文重
教，有耕读传家的良好风尚。原有镇第七

中学于１９８８年撤销合并入镇二中暨现长
葛市六中。村北设有镇第七小学，村西社

区新建１所幼儿园。至２０１４年底，村内有
１３０多名学生考上大专院校，其中研究生
２１人，博士后２人，博士６人。是闻名一

方的 “大学生状元村”。２０１４年９月 《许昌日报长葛版》曾专题专版宣传报道 《胶泥地里

长出的大学生专业村—南席镇山郭村》。

何庄行政村　位于镇境西南 ５５公里处，南与山郭村相邻。辖 ４个村民组，２６９户，
１０１５人，耕地１４８０亩。村四周有河沟环绕，南北两端有桥梁相通，村周有土寨和寨壕。明
初，村民由山西洪洞迁此定居，因何姓居多，故名。主要有何、张、朱等姓。聚落呈南北长

方形，南北主街１条，村河东有１条南北路，多条东西巷与之十字相交。以农业为主外，有
副食品加工、木板材加工，村南有一座生产汽车配件的加工厂和一座小食品加工厂。每年的

三月初三有古庙会。

０５６

长葛市乡镇志



李庄行政村　又称茅岗李庄。位于镇域中部，距镇区４５公里处，辖赵庄、李庄、魏庄
三个自然村，４个村民组，５５１户，２１６１人，有可耕地３２００多亩。南邻省道 Ｓ３２５线。镇中
心公路 （团结路）贴村南北穿过。村周围沟河环绕，树木茂盛，绿树成荫。李庄村居民是

清初李姓迁此定居在茅草丛生的土岗上，故名茅岗李庄。魏庄自然村是清初有魏、苏、屈、

张、王五姓迁此定居，各以姓名命名村名，分别为魏庄、苏庄、屈庄、张庄，后因四村相连

且魏姓户大又富，改名魏庄。聚落呈南北长方形，南北街２条，东西街６条与之相通，村东
有丁字河２条，河上有３座桥，其中间魏庄村的致富桥是离休教师王丙杰个人捐赠２万元于
２００２年修建而成。李庄村和赵庄村四周有寨墙和寨河，村北有高岗１座，魏庄村南、西方
向均有高岗１座，村东和村南有寨河半环绕。赵庄自然村是清初赵姓从外地迁来于此建村，
故名。聚落呈圆形，东西、南北主街各１条十字相交。村四周有水沟，沟上有桥。长葛市第
六初中位于赵庄村南处。每年二月二十二是古庙会，在魏庄和李庄村之间的高岗西侧设有集

贸市场，每月农历逢二、六时是集会日。镇第四小学建在李庄村西，有幼儿园１处。
尹庄行政村　位于镇境中部，距镇区４公里处，北与大王庄村相邻，辖小王庄、尹庄两

个自然村，９个村民组，１７１０人，耕地２０３０亩。尹庄村俗称茅岗尹庄，位于福利河西岸，
河东岸建有新村。尹姓由山西洪洞迁此定居，故名。村南原有小王庄，１９８１年并入。聚落
呈东西长方形，东西街２条与数条南北街相交，村周围有寨河，东、西、南三个方向有桥通
往村外。村里姓氏有尹、苏、王、秦、屈、朱、李等７个。２００８年村内东西大街水泥道路
长约近１公里。村以农业为主，副业有服装加工、建筑、粉条加工，是南席镇粉条生产专业
村。

方于行政村　位于镇境东南部，东与鄢陵县、西南与许昌县交界，辖１个自然村，４个
村民组，３３６户，１３５１人，耕地２０９０５亩。群众以传统农业耕作及外出务工为主要经济来
源。方于位于镇境南端汶河南岸，明代，方姓在此落户，始名方庄。后鄢陵县陈化店乡王岳

村于姓与方姓结亲，且迁居方庄，更名方于至今。聚落呈椭圆形，占地５５４亩。东西主街１
条，南北街数条，多新建楼瓦房。村周环沟，有数桥通往村外。鄢陵县花农多到方于村承包

土地种植花木，有１０００多亩土地被鄢陵县花农承包种花木，村南原来的５００亩大苹果园现
在已经改种花木，建成了花木博览种植园区，与鄢陵县花木博览园连为一体，绿树成荫，百

花盛开，风景秀丽。

西辛庄行政村　村位于镇境中南部，东南与鄢陵接壤，北与水牛陈村为邻，西与山郭为
界，省道３２５公路穿村而过，辖西辛庄、府里庄、坡郭３个自然村，６个村民组，４９０户，
２１５３人，耕地２７６０亩。西辛庄在镇境中南部汶河北岸，福利河东岸，村内外地势低洼，耕
地近半数为盐碱地质，１９８５年前，村边的土地上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通过数十年的挖河
排碱和施肥中和，盐碱地变成良田。以农为主，产小麦、玉米、大豆等。清初，由灾民落脚

成村。始名新庄，后称辛庄，１９５８年改称为西辛庄。聚落呈长方形，南北街２条，多新建
砖瓦房，有近百家两层楼平房。２００７年，镇在村东投资近百万元建成了安全饮用水厂，百
姓喝上了甘甜的自来水。原村办小学现改建为汶水双语学校，在校师生已达５００多人，是南
席镇最大的民营私立双语小学。村民有不少从事木板材收购加工行业。

１５６

南席镇



套楼行政村　位于镇境西南部，距镇政府１４公里，东南邻教门庄，西邻古桥镇北张庄
村，西南邻许昌县陈曹乡许田村，北邻古桥镇夹岗村。辖东套楼、西套楼、牛庄、安庄４个
自然村，９个村民组，６１０户，２６１０人，耕地面积３４６２亩。群众以传统农业及外出务工为
主要经济来源，村民姓氏有张、王、李、马、牛、闫、孙、吴、于等９个。是农业大村，主
产小麦、玉米、红薯、烟叶、棉花等作物。设镇第八小学１处。明初，村民由山西洪洞迁来
建村筑寨，始名弓弦寨。清末，村民周八卦为隐藏财宝，盖了一座双壁双层楼房，名为套

楼，村以楼名，沿用至今。聚落呈椭圆形，东西主街２条与数条南北街相交，早先多砖瓦
房，新建的房屋多为２层小楼。村周围有水沟环绕，原有土寨，已平毁。村东西两端有桥。
原有面粉厂早在１９９０年前已停产关闭，村民副业以养殖、档发加工为主。村有南席镇最大
的养牛场１座。

教门庄行政村　镇境南部最边远村，南与许昌县陈曹乡接壤，东南与鄢陵县陈店镇交
界，辖６个村民组，５４５户，２０９１人 （其中汉族３１８人，回族１６７３人），耕地２２５６亩。是
全镇唯一回族汉族混居聚集村。村民除以传统农业耕作谋生外，外出经营餐饮、皮革加工业

者不少。村内基础条件较完善。明崇祯十七年 （１６４４），村民迁来定居，取名辛庄，因地势
低洼，清初，又迁居村南岗上，由于回民居多且信奉伊斯兰教，故改称为教门庄村。聚落呈

东西长方形，东西、南北主街各１条十字相交，有１００多座新建２层楼房。村民９０％从事工
副业生产，副业有养殖业，肉食品加工等。１９９２年，教门庄村东建设村经贸开发区，一些
回汉村民在开发区建设房屋，开设商店、饭店、收购店、养殖场，市场繁华，经济繁荣。镇

第九小学和民族中心幼儿园设在开发区中间的团结路西侧。路东为新建村支部、村委会文化

大院。教门庄村建有清真寺一座，据碑文记载：该清真寺建于清康熙年间，历经几度修复扩

建，目前寺内建筑基本完好无损，主寺里金碧辉煌，十分壮观。主寺两侧建有净水房数间均

为砖混结构平房，每天清晨和中午都会有许多伊斯兰教徒到清真寺做礼拜念诵古兰经文。每

月农历逢一、五为村集市贸易日。

游罕行政村　位于镇域南部，辖游罕、楚庄、李庄３个自然村，４个村民组，３５０户，
１４２０人，耕地１９９０亩。在民间流传有谚语道：“九游罕，十茅岗，陈故一溜儿十三庄”。九
游罕之首就是指的该村。游罕在镇境南部的汶河南岸，以农为主，产小麦、玉米等。镇供销

社、镇烟叶收购站、镇信用社曾在此设立营业部，后因三部门机构调整于１９９０年前后相继
撤销。据 《洧川县志》记载，该村为春秋时期郑国大夫 （宰相）游吉故里，始名游吉村。

又传，游吉、罕虎死后葬于此，至元朝建游罕寺。明初，席、杜、楚等姓从山西洪洞迁居于

此。聚落呈圆形，东西街１条，南北巷与之相通。多瓦房建筑，新建的两层楼房也有很多，
原有土寨，仅存寨壕环绕，村西、村南各有桥梁１座通村外。原有镇五中１９９０年撤销。村
小学也合并到教门庄村，小学校旧址改办为幼儿园。楚庄村北原建有老水闸一座，２０１４年
投资４００多万元新建成两层楼高工闸门中型水闸门库一座，是长葛市境汶河下游最大的控制
水闸库。

杜庄行政村 （游罕杜庄）　位于镇域南部，距镇区９公里，东与游罕村相邻，南与教
门庄交界。辖杜庄、贾庄、何庄３个自然村，８个村民组，５１２户，２１６３人，耕地面积２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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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杜庄又称游罕杜庄，在镇境南部，汶河南岸边，原为杜庄大队，１９８２年因大队重名改
称游罕杜庄，以农为主，产小麦、玉米、红薯等。明代，杜姓由原洧川县城南纸坊迁此建

村，故名杜庄。聚落呈方形，东西街３条与２条南北街垂直相交，有近２００户人家新建了２
层楼房。村南有水塘，村北汶河上有水闸老旧不能使用。向东２００米新建一座新型２层水
闸。村里主要有杜、席、贾、何、高等５姓氏。１９９５年，村东建经济开发区，入驻商户５０
多家，经营日用百货、五金电料、钢材、门窗安装、榨油、理发、饭店、粮食收购、面粉加

工等。与南边教门庄开发小区连为一体。该村木板材加工户发展迅速，有３０多家加工木板
材厂。贾庄村西有１座大型养鸡场。

行政村基本情况

　 单位：人、亩

村名 组数 户数 总人口 耕地数 党员数

西街 ７ ４６５ １８１３ １３１９ ４７

胡街 １４ ６３４ ２７４３ ２４６０ ７６

水寨 ６ ３３１ １４１６ １６２８１ ４４

毛庄 ８ ５９３ ２４２１ ２６００ ６０

刘彦庄 ４ １９９ ８３２ １４４９ ２６

拐子张 ４ ３００ １２７８ ２１２６ ２５

张子店 ３ ２１６ ９０２ １１５５ ２４

古城 ７ ２９６ １２９０ １７３４ ２８

大王庄 ６ ３０５ １２１８ １７３８ ３１

杨店 ７ ４９６ ２１８９ ２７４６ ５９

马武 ６ ４１２ １８１３ １９０８ ５８

仝庄 ４ ２１７ ９０７ ８４１ ２９

曹碾头 １１ ６８３ ２９４０ ４６７５ ６０

水牛陈 １０ ４２４ １７３８ ２６０８ ４２

北辛庄 ４ ２０９ ８０４ １２１６ ２９

贾庄 ５ ３７１ １６１７ ２０８７ ４６

阎寨 ７ ３７４ １５６５ ２２５２ ３０

魏庄 ４ ２７９ １１５５ １６０４ １８

马台 ４ ３２６ １２５３ １７４７ ３２

侯张 ６ ５１２ ２１８９ ２３９０ ５１

高庙 ６ ３７７ １６２０ ２１６０ ４５

何庄 ４ ２７４ １０８５ １５５６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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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村名 组数 户数 总人口 耕地数 党员数

山郭 ７ ４６９ １８０４ ３０２９ ４７

李庄 ４ ５６１ ２２９１ ３６６９ ６５

尹庄 ９ ４２６ １７１３ ２２９０ ３５

西辛庄 ６ ４７８ １９７１ ３５７１ ４１

方于 ４ ３２７ １３０４ ２０９０ ３５

套楼 ９ ５９８ ２３８４ ３６１７ ４７

教门庄 ６ ４３４ ２０９１ ２２５６ ３８

游罕 ４ ３３４ １３２２ ２２３４ ４３

杜庄 ８ ５１８ ２１６３ ２７４１ ３７

第三节　村镇建设

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之间，农民基本上都住土坯茅草房屋；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之间，有个别户翻
盖了小瓦房屋，房子底基座是大蓝砖，墙是土泥坯；１９７０年前后，一部分社员开始建设里
生外熟的小瓦房屋；１９８０年后，南席镇的村镇建设变化巨大，大部分农民建成了砖木结构

温棚蔬菜种植基地

的大瓦房屋，住房条件明显改善。２０００年
后，一部分富裕农户开始建造砖混结构的

２层起脊楼房，１层平房２层大瓦结构楼
房；２０１０年后，群众建房大多为２层砖混
钢构的平顶楼房。

６０年代，南席乡政府所在地西街只有
一条东西走向的长南公路通往长葛县城，

另有一条南北街自长南路向北通往双洎河

南岸路西侧的乡政府驻地和路东侧的南席

供销社。镇区这两条道路呈 Ｔ字型交接，
两边的房屋仍然是１９４９年前旧社会遗留
下来的老房屋，镇区街道弯曲不平。１９８５

年１２月，南席撤乡建镇，开始进行村镇规划建设，南席镇政府办公驻地从双洎河沿岸搬迁
到了距离河岸６００多米远的南席老酒厂院内，占地面积３５亩。１９８７年建成临街三层的政府
办公大楼。１９８５年初，南席镇开始进行镇区规划，规划面积６９平方公里，东至双洎河西
岸席东街，西至席西路，南至文卫路，北至双洎路，镇区共有８条南北向大街和６条东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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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南席派出所新址办公楼在长兴大道西段路南建成。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部分大队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对农村开始规划建设，社员们不仅

可在祖先遗留的地基上建房，可以由大队划定宅基地建房。这时的住房多为砖基式的土坯

墙、瓦房顶结构房屋，多为３间一处的宅基，没有院墙，或有土坯院墙。到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部分农户开始建造砖基结构的墙体以里土坯外立砖式的里生外熟式的小瓦房屋。之后，

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户开始建造纯砖木结构的大瓦房屋，多为３间至４间一处，这时的房屋大
多建有宅基院墙。村内的街道多为南北大街、东西胡同结构样式。村庄多为自然村分散型布

局，村民宅基和房屋居住多为无规则松散型，或坐北朝南走向，或坐西面东。街道狭窄、房

屋布局杂乱无章。１９８５年，南席镇开始进行村镇建设规划设计，村庄和小城镇镇区建设步
入新轨道。镇土地管理所通过一年多的普查测量和规划，１９８６年５月，全镇３１个行政村全
部完成了村庄建设新规划，具备 “三图一书”条件：即村庄分布图、村庄现状图、村庄规

划图、规划说明书。每户村民新建房屋必须由镇、村两级审批同意，规划宅基地以后才能建

设新房屋。村民建房的材料由土坯、木檩结构为主变为砖、石、水泥梁为主。有一些农户已

开始使用钢筋，房屋面积不断扩大。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大部分村庄规划的整齐街道和排房
已经初步形成规模。一些农户建房开始使用钢材、水泥预制件、瓷砖、化工涂料等新型材

料，建起了牢固结实的新平房，有的农户建起了两层小楼房，配套安装有电灯、电话。村公

共设施建设步伐加快，村委会办公室、电教室、文体活动室配套齐全。村村建有经销店、小

卖部、理发店。１９９４年，南席镇汽车站建成投入使用；到１９９５年底，全镇３１个村全部铺
通柏油公路，在全许昌市率先实现了村村通油路目标。１９９７年南席镇商贸城建成营业，镇
区实现绿化、美化、亮化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至２０１５年，镇区近２０条街道全部实现硬化混
凝土铺设，新栽绿化果树２０００多棵，新栽绿化树木３０００多棵；村镇道路达到绿化、美化、
亮化。

第四节　交通运输和公路建设

南席古为百里有名的水陆码头，是周边四县的食盐、竹子、粮食、芝麻、煤炭等集散

地。双洎河水运上游通新密、新郑，下游通扶沟、周口。清末民国初期，南席码头上船只云

集、帆杆耸立，彩帆飘扬，停靠在码头两岸装运货物的客商船常有６０多艘，这条水路通道
以外，还有一条官道和和数条村道通往四方，自东北到西南的开封至许昌的州府官方驿道从

中部斜着穿镇而过。张子店、杨店等村旅店林立。

１９６６年底长 （长葛）—南 （南席）公路开通以后，境内先后修建了省道３２５公路、长
（长葛）—鄢 （鄢陵）公路、团结路 （中心路）、黄开路、毛曹路、马套路、马武路、曹李

路等１０多条大小公路，公路网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境内省道Ｓ３２５自西向东由古桥镇夹岗
村入境南席镇山郭村段，途经山郭、西辛庄、曹碾头、贾庄出境，全长１４６公里；高速公
路Ｇ８３（兰南高速）傍镇东端自东北向西南而过；长葛—鄢陵公路经拐子张、南席街、毛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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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境内全长１８２公里。到２０１５年，由上级投资和南席镇筹资修建村镇公路３５条，总长
９６８公里。

南席镇水运于１９５８年上游修建佛耳岗水库之后停止。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南席镇的
运输工具主要有地拖车、架子车、胶轮马车；只有１条南席—长葛的老柏油公路相通。１９７７
年后建成南席镇———鄢陵县城的公路。１９７８年，南席乡交通运输管理站成立。人、畜力运
输被拖拉机和三轮机动车替代。公交营运始于１９７９年初，长葛———南席公交专线，每天２
～３班车往返，每天运送旅客３００多人次。私家营运始于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９０年，全镇有私家
小客车１０多辆。南席镇汽车站自１９９４年建成，每天始发往返有直达郑州、平顶山、洛阳、
许昌、开封、长葛、鄢陵等７个市地的班车１２０班次，每天运送旅客达到３０００人次。货运
业日渐兴起，主要是个体商户乘公交车进货搭运货物，１９９５年后，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民
购置皮卡机动车开始跑货运，２０１０年，镇区开始出现中通、圆通、申通、顺丰等多家快递
物流公司，快捷便利。

第五节　邮电　通信

１９５６年３月，南席乡邮电所建立，职工７人，所长１名，话务员２名，投递员２名，机
线员１名。办理公文函件、电报、邮件、包裹、信件、报刊发行等的发送传递；邮递员交通
工具是自行车。１９５７年准许每封信件里可以装１６元以下现金，后因装寄现金不安全，且又
影响货币流通和资金管理，１９６１年停办信装现金业务。１９５７年，邮政实行解放军战士免费
交寄平信 （１９６９年停办，１９８５年恢复）。１９６０年开办特种挂号业务，恢复办理快递小包、
代收货价和国内航空信件、快件业务。１９７８年后，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邮政的
业务量大量增加，特别是信件、包裹量始终位居长葛１２个邮政所的前茅。１９９７年１２月邮
政所实行邮政和电信分开运营，南席邮政所由从前的一家单独经营邮政电信业务而变成了邮

政和电信两家分营。同年１２月南席电信所挂牌成立，负责全镇的电话、电信业务经营；南
席邮政所同时挂牌成立，２００２年１月南席邮政所新所开始建设，２００３年１１月，长葛市邮政
局南席邮政支局在新址挂牌营业。

电信通讯事业在南席普及较晚，１９６０年，南席通上了有线电话，广大群众不仅可以有
事拍发电报，还可以通过电话传递信息。１９９６年，县局建立信号塔，覆盖了全县境，居民
群众开始使用ＢＰ传呼机联络。１９９７年，南席电信所开始入户安装程控电话，有２０个村庄
的商户门店安装固定电话近２０部。１９９８年，开始有居民购置大哥大手机，通讯通信实现了
无线化。至２０００年，全镇固定电话突破 １００部，２００３年，固定电话装机总数达 ３００部。
２００１年前后，居民开始购买第二代手机，手机通话信号基本开始覆盖，手机用户逐渐增多。
至２０１５年初，全镇的手机用户已达２００００多个，微博、微信、ＱＱ等已经成为居民群众新的
联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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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经济建设

第一节　经济体制改革

　　１９４８年元月以前，南席镇实行土地私有制，之后，人民政权建立，实行土地改革，实
现耕者有其田，１９５１年２月，洧川县南席区公所为农民颁发了土地证。

土地改革后，为发展农业生产，政府号召农民自愿组织插伙组、帮工组、互助组，实行

互帮互助。至１９５４年，南席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３５个，入社户数９６３户，常年互助组
１３２个，入社１２６１户，临时互助组８７个，户数６５９户。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５日，经中南局批准，

金银花药材基地

洧川县并入长葛县，南席区划归长葛县辖

区；１９５５年下半年，掀起了办社高潮，至
１９５６年６月，南席区将３５个初级社合并，
新办高级农业合作社 １６个，入社户数
４３７９户。由于合并农业社走得快，步子迈
得太大，一部分农户对合作社认识不足，

加上干部的管理水平跟不上，部分高级社

粮、棉、油产量下降明显，收入下降，不

少农民要求退社。随着上级及时调整办社

政策，巩固了原有农业社，新社进一步发

展，全区实现农业合作化。

１９５８年８月，建立南席人民公社，土
地归集体统一经营，社员可分０２～０５亩自留地。１９７９年，南席公社率先在农村进行经济
体制改革，在全乡２３个大队推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责任制，把集体的土地全部承包
分产到户，提高了农民种地种粮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至１９８２年，南席乡
３１个行政村所有的６８万亩耕地全部承包到户，由农民个人耕种收益，农民收入明显增多。

第二节　农　业

南席境内河流较多，土地肥沃，水利设施齐全，镇域耕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棉花、

烟叶、花生、蔬菜、瓜果等作物，是传统的农业大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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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席镇是长葛粮食的主产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年全镇的粮食种植面积均保持在

６８万亩以上，每年粮食产量占长葛县总产的１２％以上。１９７７年９月，南席镇水牛陈大队
缴售公粮人均超５０公斤，县政府奖励拖拉机一台。１９８０年，全镇粮田面积６８万亩，单产
突破２００公斤大关，比１９７０年增长了２倍多。１９８５年，全镇粮食种植面积６８万亩，单产
２８５公斤。１９８５年，南席镇镇缴售商品粮５０６万公斤，居长葛各乡镇之首。棉花１１万亩，
单产皮棉９２公斤。瓜果１６００亩，单产１３００公斤。
１９９４年起，南席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示范园，已建成省级高效现代农业示范园１个，

市级高效现代农业示范园４个。采取产业＋基地＋农户的新型运作模式，以调整结构实现农
业产业化为重点，整合畜牧、水产、花卉苗木、食用菌等特色资源，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经

济组织，村农业、农机合作社发展到１２个、家庭农场发展到１６个。
加快特色生态农业建设。以 “粮、菜、瓜、果、牧、林”六大产业为核心，发展特色

农业、高效农业和绿色农业，农业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２０１４年，全镇粮食总产达６３万
吨，单产达５３６公斤，创历史新高。目前，南席镇农业由过去的传统农业逐渐发展成为了特
色农业、生态农业、果菜农业等现代农业生产模式，过去的一家一户小农生产格局逐渐被种

植大户和新家庭农场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所替代。

第三节　水　利

境内有双洎河、汶河、福利河、南槽沟、山狮沟、无名沟等季节性河流１２条之多，但
是以双洎河、汶河两条常年河流为主，其余河沟均为排水沟河。历史上的南席深受盐碱和旱

涝灾害的影响，十年九涝一盐碱是当时的真实情景。新中国成立后，南席人民大修水利，重

视治理盐碱危害。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２年，在河南省水利厅的支持下，对汶河流域所有沟河进行
了全面治理，其中开挖疏浚除涝沟河１１１条，长１１８公里，并利用汶河建闸蓄水，其中较大
的楚庄水闸能蓄水１４万立方米，引水灌田和回补地下水面积１６万亩。至２０００年底，全镇
拥有机井１２０４眼，配套机井１１８２眼，其中机配４４７眼、装机４４７台 （套）计０５４万马力，
配电７３５眼，装机７３５台 （套），０２９万千瓦；发展有效灌溉面积 ６３３万亩，节水灌溉
２７７万亩，其中发展喷灌装机１０台 （套）１８６千瓦。建设旱涝保收田６１１万亩。２０１３年，
市水利局投资建成镇农业服务中心办公楼。２００８年，国家投资２９５３万元在南席镇１１个行
政村开展国家土地整理项目建设，新打机井２６０眼，地埋电缆１２万米。２０１２年项目投资
３６００万元，项目区总面积３万亩，涉及１６个行政村，新打配套机井６２４眼，地埋电缆线长
１８万米，地埋输水管道总长１２万余米，疏浚沟河３条长３６千米，配套变压器２２台套，配
备半自动喷灌设备６２４套，新栽树木１２万株，改善灌溉面积３００００多亩。２０１４年国家新增
千亿斤项目暨许昌市５０万亩节水灌溉项目投资８００万元，项目区涉及马台、大王庄、张子
店、尹庄４个村７０００亩耕地，新打配套机井１１３眼，地埋电缆４万多米，地埋管道２万米，
８５６

长葛市乡镇志



南席双洎河大桥

新修水泥路４条，总长６５００米，疏浚沟河
６条，长９０００米，新栽树木１万棵。２００７
年起，在长葛市水利局投资和大力支持

下，南席镇开始选址打深水井建设南席安

全饮水总厂，当年投资２００多万元建成第
一个自来水厂———南席镇安全饮水总厂，

解决了镇区西街、胡街及刘彦庄、水寨四

个村的近 １万人的吃水难问题。至 ２０１４
年，全镇累计投资１０００多万元建成５个自
来水分厂，让全镇３０个行政村的５万多
群众吃上了安全甘甜的深井自来水。１９９５
年在长葛市委、政府支持下，南席镇和尉

氏县蔡庄镇２个乡镇投资３００多万元，建成了南席双洎河大桥，为两地群众出行提供了方
便。

第四节　林业　畜牧业

新中国成立之初，南席镇的林业绿化率很低，村庄内外和道路两旁栽植的树木很少，镇

域内仅有双洎河和汶河两条河流的河道两侧野生树木较多，农户家的庭院和门前栽植有林

木，其他地方的林木稀疏散布，林木覆盖率较低。当时的野生树木和栽植的树木品种主要有

长葛市三恒农牧有限公司

泡桐、毛白杨、小叶杨、白榆树、柳树、

苦楝树、椿树、香椿树、刺槐、桑树、皂

角、雪松、柏树等。

１９５０年，全镇的森林绿化覆盖率仅有
６％左右；１９６０年绿化率达 ６５％，１９７０
年３个村建造苹果园６００亩，绿化率７％，
１９８０年绿化率达９１％。１９９０年森林绿化
率１０３％，建造桃园５００亩；２０００年绿化
率达１１６％；２０１０年全镇的森林绿化覆
盖率达 １２３％，建设绿化生态村 １０个，
栽植柿子、杏、梨树、核桃等果树 １６万
多棵；２０１２年，河南省豫粮集团投资

５０００万元，建设占地面积５００亩的洎河湾农业生态园，新栽葡萄、红桃、冬枣、冬梨、苹
果等果树２３０亩，栽植花木１２０亩，建设荷塘６座栽植莲荷，建设河湾防护林近１００亩。
２０１３年，水寨村招商引资５００万元，在村南建成总面积７００亩的会彬果品种植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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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植葡萄、红桃、冬枣、冬梨、苹果等。２０１２年，鄢陵县在南席镇中南部的方于、教门庄、
游罕杜庄、李庄、山郭、西辛庄、水牛陈等近１０个村租赁承包耕地开始栽植花木，花木面
积扩大至３０００亩以上。２０１３年南席镇荣获河南省林业生产先进单位称号，荣获河南省国土
绿化模范乡镇称号。２０１４年，全镇新栽杨树１０万棵；２０１５年新栽植核桃、柿子、杏树等果
树３５７１２棵，新栽杨树８万多棵，新栽泡桐树１２万棵，建成生态果木专业村１６个。南席
镇林木覆盖率达１２６％以上。
１９５０～１９７８年之间，牛、马、驴、骡大牲畜的饲养归集体和生产队所有，猪、羊等为

集体和农户分散饲养；鸡、鸭、鹅、兔等以家庭饲养为主。由于自然灾害较为频繁，粮食产

量有限，饲养的大牲畜数量不多，每个大队仅有２０多头牛和１０多匹马、骡、驴等大牲畜，
全镇的总量不足１０００头 （匹）。１９７５年之后，全镇家畜禽养殖业发展较快，１９７５年鸡、鸭、
鹅发展到３９０００只。１９８５年达到８６０００只；１９７９年以后，畜牧养殖业进入发展较快期，大
牲畜、小家禽饲养量增长迅速，许多村涌现出一些养殖专业户，特别是杨店、水寨、李庄等

１０多个村出现２０多家养鸡场和近１０家养猪场。套楼村建成一家大型养牛场，教门庄村家
家户户养羊。２０１４年，南席镇拥有养殖专业村２３个，专业户６９７家，养殖基地９个，养殖
优良品种达１０多个，大牲畜存出栏达２９００头 （匹），生猪４９８６万头，鸡、鸭、鹅、兔等
家禽８６万只。养殖业年总产值达３４９７万元。畜牧养殖业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之
一。

第五节　工　业

南席镇的工业基础薄弱，１９４９年前，主要以家庭手工业为主，有面粉厂、小磨油、豆
腐、土纺织布等作坊。１９７０年以后，南席先后建成了面粉厂、农机修造厂、酿酒厂、食品
厂、三轮车机械厂、印刷厂、榨油厂等，但由于经营不善，这些工厂于１９８０年前后停产倒
闭。１９８５年，南席镇成立了长葛县东方建安公司，有建筑员工近１００人，从事房屋建筑。
１９９０年起，南席的工业发展迅速，建成投资５０００万元的河南世通谷物有限公司１家；建成
长葛市农发粮食贸易有限公司和０９２省粮食储备库投资达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粮食收储企业２
家。建成工艺品厂１家，生产的圣诞树产品出口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进入２０００年后，南
席镇２０多个村相继办起了３００多家木板材加工厂，实现年产值总额达１３亿元以上，产品
远销山东、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年实现利税达３０００多万元。２０１２年３月，胡街居民任
保伟投资１０００余万元建成宝乐佳童车有限制造公司，与上海永久自行车厂联营贴牌生产童
车、学生包，产品畅销全国１０多个省市，年产值６００多万元，实现利税２００多万元。２０１１
年杨店村民何龙投资３００多万元建成河南龙邦枣业有限公司，专业加工生产新疆原枣枣片，
产品远销到广东、浙江等省。２００８年６月，胡街居民姚二超投资１００多万元建成长葛市思
甲食品厂，生产 “思甲牌”火锅底料、大盘鸡调料；２０１２年注册资金１２００万元建成许昌市
超艳食品有限公司，投资１２００万元生产 “思甲”燠厨牌调料和火锅底料，年产值１０００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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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产品畅销全国各地。

第六节　商贸业

南席镇商贸业历史悠久，民国及以前是远近闻名的水陆码头，商家云集，铺号满街。南

席依靠双洎河和开许公路交通便利，是四周的粮、棉、油、煤、药材等商品的集散地，有旅

店、钱庄、药店、煤店、煤油店、布店、油坊、染坊店、盐店、食品店、饭店、铁器店、理

发店、烟酒百货店、杂货店、修理加工部等大小商号上百家。新中国建立之前，南席镇有两

家大粮行存储销售粮食，最为有名的是全盛和粮行 （１９１２～１９５０），有店房３１间，雇员１０

南席商贸城

人，铺底小麦 ２００００公斤，年交易量
１６２５０００公斤。另有华昌粮行 （１９３８～
１９５０），有店房３１间，雇员９人，铺底小
麦２００００公斤，年交易量 １３５００００公斤，
这两家粮行是当时全县最大、销售量最多

的粮行。

新中国成立后，南席的商贸业进入整

顿和缓速发展阶段，政府一方面积极保护

私营商业的正当经营，一方面积极引导私

营商业走社会主义道路。１９５８年 “大跃

进”中，公私合营商业全部过渡为国营综

合商店。南席供销社成立之后，积极参与

商品流通，为活跃市场，服务人民生产、生活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期间有个别商贩隐蔽分散

在农村，从事商贸业、饮食业、服务业的经营。至１９６０年，自由市场开放，个体商业一度
兴起。１９６６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个体商业被当作 “资本主义尾巴”割掉。１９７８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开放自由市场，扩大集市贸易，鼓励发展集体、个体商业。到

１９８５年，领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各类个体商户有２００多家 （个），年实现营业额３００多
万元。１９９６年３月，镇党委、政府开始投资３００多万建设商贸城。至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建成竣工
投用，仅用时８个月就开始运营。开业庆典当天，邀请河南省曲剧团在南席商贸城里公演３
天，特邀河南省戏曲十大名角王善普、杨华蕊、张新芳、胡希华、李金枝、海连池、魏云、

范军、于根艺等人助兴演出。商贸城开业庆典当天的人流量达１０多万人次，商品交易成交
额达２００多万元，人流量和交易额均创历史之最。商贸城开业后，个体工商户呈迅猛发展之
势，１９９８年镇区新增个体商户２００多家，当年商贸业年交易额达到６３００万元。２０１２年，商
贸城改革，被浙江温州客商承包经营，东方温州商贸城有限公司投资８００万元改建南席商贸
城，经过一年多的基建改扩建，商场里新建钢结构两层楼房４０间，总建筑面积近１０００平方
米，新修水泥混凝土道路３条总长７６０米，建成钢骨架大敞篷一座，建筑总面积达１２０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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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棚西瓜

方米。招商引进新商户近 ２０家。如今，
南席商贸城已成为全许昌市最大的乡镇级

集贸商场。镇区的个体商户的经营范围

广，数量大，主要有糖烟酒百货、日杂用

品、鞋帽、布匹、服装、家具、家电、农

机、汽车、建筑装饰、五金电料、蔬菜瓜

果、文具图书、美容用品等，另外还有数

１０家饭店，６家旅店和宾馆，近 １０家理
发店。全镇从事个体经营的总人数达到

３０００多人。２００４年南席商贸城北侧建成
由浙江温州客商投资３００万元的新天地购
物中心商场，年实现营业额达 ２００多万
元。２００６年，南席财兴量贩建成营业，成

为镇区第二大购物中心；２０１０年家园购物中心广场建成营业，２０１３年投资８００多万元的财
兴新量贩超市建成投用，成为南席镇最大的购物交易中心商场。至２０１４年底，全镇个体工
商户总数达１２００余家，仅镇区的个体商户总数有５４７家，占全镇总数的近５０％，平均商品
年交易营业额有１２亿元，较新中国成立之初时增长１４３倍之多。商贸业已经成为南席镇农
民增收的一个新亮点。进入２０１０年以后，南席镇物流业发展较快，镇区相继涌现中通快递、
圆通速递、申通、汇通等多家速递物流公司。这些快递物流公司为广大网购人员提供快捷的

服务平台，催生当地网购热潮的兴起。如今，网购物流业已经成为当地商贸业的一个新兴产

业，网购物品已成为时下年轻人新的消费观念。

第七节　金　融

民国及以前，南席镇没有大银行，只有 “地下钱庄”，洧川县最大的钱庄是南席 “福茂

钱庄”，最大的当铺是 “南席恒茂当铺”，老板都是河北怀庆府人。１９５１年４月，长葛县农
村信用联合社南席农村信用合作社成立；１９５４年８月，中国农业银行长葛县支行南席营业
所挂牌成立，银行存款分为单位存款和城乡居民个人储蓄存款两种。１９６０年，银行和信用
社营业储蓄余额１０９万元。１９８０年后，随着农村改革，农民经济收入明显增加，群众存款
的积极性和存款数量有了很大提高，至１９８５年，全镇城乡银行储蓄余额２１３６万元。１９９７
年１２月，南席邮政储蓄银行挂牌成立。２００１年，南席农行营业所撤并到古桥乡。南席农信
社发展有南席、山郭、曹碾头３个营业网点。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南席农村信用社储蓄余额达
４０５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１９８亿元人民币，南席邮政储蓄支局储蓄余额１８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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