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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仲夏的浓荫，散发着淡淡的墨香，《走进鹤山》如一只美丽的仙

鹤，翩然飞落在我们面前，这是鹤山文化工作可圈可点的喜事和大事。

鹤山历史悠久，山水灵秀，文化厚重，传说众多，矿产资源丰富，人文积

淀深厚，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以龙山文化、仰韶文

化为代表的远古文化；以五岩山、葆光观为代表的道教文化；以五岩寺、张陆

沟、老王岩石窟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南山为代表的鹤源文化等地域特色鲜明

的主体文化在这里交融汇聚，沉滤积淀，形成了独树一帜、称著一方的文化宝

藏，吸引了周威公老师宁越、道教重玄鼻祖孙登、大唐药王孙思邈、制瓷业鼻

祖孙栢灵等一大批古圣先贤先后在此驻足流连。在以太行山隆起为主要标志的

地壳运动中，被掩埋在大地深处的茂密森林，经过亿万年的沉积，形成了鹤山

一带浩瀚的煤海，而始于东汉、盛于宋元时期的“跳格”采煤技术在当时更是

世界领先。鹤山有魏晋时期软禁蜀国后主刘禅的阿斗寨和被称为“豫北花源”

的蜀龙花卉基地；有始于唐朝五代、盛于宋金时期的鹤壁集古瓷窑遗址；有具

有很高科研价值，被誉为生物演化、环境变化活化石的东齐古植物化石群；有

北方罕见的集陨石、钟乳石、冰洲石于一体的五岩山天然溶洞等人文自然景

观……

鹤山人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时俱进，争创时代业绩。近年来，区

委、区政府带领鹤山人民发扬“勤劳、自信、创新、奉献”的时代精神，坚持

产业兴区、旧城改造、生态鹤山、统筹城乡四大发展战略，拼搏进取，务实创

新，经济社会蓬勃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欣欣向荣。伴随着新时

代的铿锵律动，古老的鹤山日益焕发出青春活力，即将实现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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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区委、区政府以及关心鹤山发展的社会各界之士，都希望能有

一本这样的书，从文化的角度、历史的视野来全方位地展现鹤山、解读鹤山、

推介鹤山，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鹤山，热爱鹤山。本书的编撰出版，弥补了这

一缺憾，了却了众多鹤山人的夙愿。

文化是根，文化是魂。一个地方缺少文化，虽盛装奢华，却不会给人留下

深刻印象；一个地方有了文化，虽不施粉黛，也处处散发灼灼光华。鹤山，就

是这样一个去过就让人难以忘怀的地方。

走进鹤山，您会对她的名称传说充满好奇；阅读鹤山，您会被她的历史人

文深深吸引；感悟鹤山，您会对她的文明建设深感欣慰；展望鹤山，您会对她

的美好愿景企盼祝愿！

美丽的鹤山欢迎您！

开放的鹤山欢迎您！

中共鹤山区委书记

鹤山区人民政府区长

二○一三年七月

陈  科

李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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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鹤壁市西北部与太行山接壤的山区和丘陵地带，坐

落着一座有着美丽传说的城区——鹤壁市鹤山区。仙鹤是

她的图腾，也是她的名称由来。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

地，历史岁月沧桑，文化底蕴厚重，山水如丹青画卷，

人文似绿水长流。如今，15万勤劳智慧、热情好客的鹤山

人民，正意气风发，激情满怀，共同描绘着建设富裕、宜

居、生态、和谐的幸福鹤山的壮丽画卷。厚重鹤山，难以

忘怀；美好鹤山，令人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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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平安建设工作优秀县（市、区）

河南省林业生态县（区）

河南省林下经济示范县（区）

河南省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区）

河南省职业教育先进县（区）

河南省煤炭战略储备基地——鹤壁现代煤炭物流园

鹤山名片

仙鹤故乡

鹤山因“古有双鹤栖于南山峭壁，其山曰鹤山，其村曰鹤壁”而得名。随着翩翩起舞

的仙鹤在太行山脉羑河岸边美丽富饶的南山落脚栖息，这块美丽神圣的土地便有了自己的

名字—鹤壁鹤山。

鹤，独特唯美，寓意吉祥；鹤，体态优雅，灵性飞扬；鹤，羽翼光滑，通体圣洁；

鹤，项修腿直，象征长寿。由于形貌出众，有高人隐士之风，故得道之人常常骑鹤云游，

成为洒脱超群和长生不老的象征。

圣洁的仙鹤流连于南山羑水之间，给人们带来吉祥的同时，也给这里带来了绵延不

绝的兴盛和繁荣。这里由鹤壁村发展为鹤壁集，由鹤壁集成长为鹤壁镇，鹤壁先后在此设

市、建区。经过飞跃发展，鹤山区迅速崛起为豫北地区一颗璀璨的明珠。

仙鹤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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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山于1961年12月18日建区。东距汤阴县城23公里，西距林州市区55公里，北距安

阳市区27公里，南距鹤壁新区30公里，距省会郑州230公里。辖区东西长约17.6公里，南

北宽约15.8公里，总面积139平方公里，总人口15万人。现辖1镇（鹤壁集镇）、1乡（姬

家山乡）、5个街道办事处（由南向北依次是中山路、中山北路、新华街、鹤山街、九矿广

场街道办事处）。共有47个行政村、34个社区居民委员会。 

辖区有17个民族，汉族占总人口的99.72%，此外还有回族、蒙古族、满族、土家

族、布依族、壮族等16个少数民族。

鹤山区政府位于鹤山名称由来的南山之上，省道大白线呈“s”型从门前盘绕而过，中

山、鹤壁集、九矿自南向北呈带状分布，是全区的人口聚集地和商贸文化中心区域。

区位区情

鹤山区政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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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山区处于太行山区向豫北平原过渡的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特有的地形地

貌。燕山运动使西部太行山隆起，中生代末期已初具现代地形地貌轮廓。随着地壳的不断

运动，逐渐形成了区域内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山脉丘陵纵横、河谷广泛分布的地貌景

观。

辖区西南为低山地貌，主要山峰有青美山、人头山、扁山、尖山、蜡烛山、盘龙山

等，最高处为姬家山乡狐尾沟村东的人头山，海拔576米。

地形地貌

辖区西南为低山地貌，主要山峰有青美山、人头山、扁山、尖山、蜡烛山、盘龙山

等，最高处为姬家山乡狐尾沟村东的人头山，海拔576米。

太行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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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地貌界限为王马庄、梨林头、石碑头、娄家沟、姬家山、崔村沟、砂锅窑、西杨

邑以东地区，其中西南部为陡坡丘陵，有南山、中山、凤凰山等，东北部为缓坡丘陵，最

低点位于鹤壁集镇后蜀村东南金线河出境处，海拔仅120米。

典型地貌有两处，均为喀斯特地貌（岩溶地貌）。一处是五岩山景区的孙思邈洞，岩

石由奥陶纪石灰岩组成，洞体呈东北—西南走向，两个洞口前后贯通，洞高1.8～10米，宽

0.5～4米，长400余米。洞内钟乳石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天然溶洞石泉，清冽甘甜，四

季不断，可供饮用。另一处是姬家山乡东齐的滴水岩天然溶洞，区域长300余米，最大面积

350平方米，各溶洞或大或小，连环相套，洞内钟乳悬垂，银笋丛生，鬼斧神工。雨季如白

练垂挂，银花四溅；旱季如珠落玉盘，叮咚有声。

350平方米，各溶洞或大或小，连环相套，洞内钟乳悬垂，银笋丛生，鬼斧神工。雨季如白

练垂挂，银花四溅；旱季如珠落玉盘，叮咚有声。

007

—
—

美
丽
城
区
的
风
貌
掠
影

第
一
章 

鹤
山
概
览



鹤山区物华天宝，资源丰富。

矿产资源主要有煤炭、瓦斯、水泥灰岩、砖瓦粘土、耐火粘土、大理石石材、化工灰

岩、白云岩等。已探明煤炭储量3.9亿吨，属于低碳、特低硫、高热量的优质环保动力煤。

水泥灰岩储量1.98亿吨，层次稳定，厚度大，质量好，便于开采。白云岩储量6700万吨，

矿石为细、中晶块状结构，层厚质优，开采便利。其它砖瓦粘土矿、大理石石材矿、耐火

粘土矿、化工灰岩矿等也具有储量大、品位高、易开发等特点，是性能极佳的工业原料。

主要林木植物40余种，分为乔木和灌木两个树种。乔木有侧柏、刺槐、黄楝、泡桐、

香椿、速生杨、五角枫和桃、梨、杏、柿、枣、核桃、山楂、花椒等30余种，灌木有酸

枣、荆条等10余种。

自然植被多为旱生植物，药物草本植物12种。常见野生动物80余种，其中陆生动物34

种，水生动物13种，两栖动物5种，昆虫类34种。

物产资源

优质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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