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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一：

马村区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太行山南鹿，是焦作市四城区之一。自古就有兵

家征战的‘‘战略要地”之盛名。在马村区这片古老而神奇的热土上，一代又一代

的马村人民勤劳勇敢，执著追求，为家乡的开拓和繁荣，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用

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创造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伟大业绩，谱写了一行行震撼人心

的瑰丽诗篇，留下了一座座值得自豪的历史丰碑。

时代的风韵，艰辛的创业，无私的奉献，构筑了马村区风姿绰约、风采独具的

新共城区形象。整理、记载马村人民1991～2000年这十年的精神风貌和建设成

就，编修一部新志书，用以告慰前人，昭示来者，是区委、区政府和矢志于马村区

发展前进的人们的共同心愿。

由一批躬耕不辍的修志工作者，在区委、区政府和市地方史志办的深切关注

和鼎力扶持下，广征博采，搜集匪懈，历寒暑，冒风霜，改篇目，易其稿，艰辛笔耕，

今终成巨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是值得全区人民庆贺的一件大事。当人

们开卷之时，决不会忘记这批造福人民，甘于寂寞的修志人。j

《马村区志》(1991～2000年)共篇章。节， 余万字。卷帙浩浩，意新语

工，泼墨姿肆，横跨时空，翔实辑录了马村区十年间的经纬要事，汇集。了古今精

华，势如百川归海，全面、系统地反映马村区的历史和现状，体现了修志人员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资料性、思想性、科学

性、可读性统一的原则，称得上是一部较好的地方百科全书。

(-5村区志》(1991～2000年)的编纂，是继1994年出版的《马村区志》的续

编。．上限起于1991年，下限止于2000年，部分内容尽量上溯至事物的发端，些

许内容适度下延。采取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书写体裁，力求达到图文并茂，

真实形象地勾画出马村人民奋勇前进的轨迹，起到鉴古知今，继承传统、资治存

史、教育后世的乡土教材作用。

本志书观点正确、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并

对1994年出版的《马村区志》的一些内容作了拾遗补阙。览读《马村区志》(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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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这部志书，既可概见马村区的全貌，又能激越建设马村区的满腔热
7。

●

情。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团结产生力量，凝聚诞生希望。“跋涉才有豪迈

的歌声”。希望全区人民秉承优良传统，弘扬时代精神，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推

群山于身后，踩浪花于脚下，创造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马村区志》(1991～2000年)均编纂出版，是区史志办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多方合作，众手成志的结晶。在区志的编纂全过程中，受到各级领导、诸

位专家、社会贤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藉此机会，谨向所有为编纂志书做出贡献

的单位和个人，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鉴于修志资料不够丰富，修志

同志的水平有限，经验不足，编纂之中难免会有纰漏之处，恳请斧正。

中共马村区委员会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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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志书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也是中华民族世代奋斗，兴衰荣辱的史

诗画卷，素有“存史、资治i教化”之重要功能，以其全面、系统、翔实的史实记载，

存史传代，服务当今，惠及子孙。新编《马村区志》(1991～2000年)几经寒暑，数

易其稿，今终成书问世，实为一犬喜事，可喜可贺。

马村区地处河南省西北部，太行山鹿之阳，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有兵家征

战的“战略要地”之称，西扼秦韩，北抵燕赵。既有光辉的革命斗争历史，又有可

喜的繁荣昌盛的今天，在这块古老的热土上，马村人民艰辛创业，浴血奋战，创造

了灿烂的文化和不朽的功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人民为开

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发展经济，建设城区，各项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

发展时期。这些光辉业绩，理应载入史册，彪炳后世，彰往昭来。志书的出版问

世，不仅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前有所瞻，后有所鉴的历史遗产，也创造了一项重要

一的社会科学成果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

以新的观点、新盹方法、新的资料编纂的志书，全面地、系统地、实事求是地

记述了马村区的历史、现状和主要优势，尤重记述了1991～2000年这十年间本

区的发展变化，力求体现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特点，阅后

自感资料较翔实，结构较严谨，详略较得当，文字较简洁，颇有特色，可为马村区

的发展和长远规划提供依据，激奋人们憧憬马村区的未来，建设马村区的豪情。

《马村区斟(1991～2000年)的编纂成功，是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和亲切关
怀的结果，是兄弟单位、区属各部门、单位及社会各界人士通力合作的产物，是区

史志办编辑冬员迎难而进，艰辛笔耕的结晶。值此，特向为《马村区志》(1991～

2000年)的编纂、审定、出版提供帮助，做出贡献的同志，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马村区正在崛起腾飞，蒸蒸日上，犹如一颗镶嵌在太行山之阳的明珠，必将

放射出更加璀灿耀眼的光芒。马村区的明天会更美好!

作为一区之长，能同马村人民融为一体，共同在马村区这块热土上一显身

手，实乃三生有幸!我亲历目睹马村区的发展和变化，怎能不从内心里感激全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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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呢?新编《马村区志》(1991～2000年)把马村人民奋斗的足迹和闪光的业

绩，编缀成卷，载入史册，又怎能不从内心油然升起对修志人员的深深敬意呢?

马村区人民政府 区长：



凡例

凡，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实事求是地全

面反映马村区的历史与现状，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振兴马村区服

务。
’

二、本志书上限始于1991年，下限至于2000年，重点记述马村区十年来的

历史，部分内容上溯至事物的开端，下限也有所突破。《马村区志》(1991～2000

年)与1994年出版的《马村区志》相衔接，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客观、全面、系统地

反映马村区的发展历程。

三、结构。采用篇章体，共篇章节。志首列序言、凡例，志末设编纂始末，

正文主体依次为概述、大事记、志文。分门别类，横排竖写。
’

四、体裁。采用以述、记i志、传、图、表、录等表达方式，志为主体，图表采用

现代技术编制、大事记采用编年体的方法详实记述本区大事。

五、行文。一律用第三人称涉及人名，除引文外不加“先生”、“同志”等称呼，

一般直呼其名，各种机构、文件、会议名称使用全称，如名称过长，第一次出现时

用全称并加括号注明以后所用的简称。

六、用字。使用简化字，以国家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公布的《简化

字总表》为准。使用标点符号执行1995年12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标点符

．号用法》。数字使用执行1995年12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的规定》。所用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使用，按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颁发

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计量单位的命令》。

七、本志书收录人物以在本区工作过的人物为主，分别载入传记、专记、简

介、表录。
一

，

八、入志资料来源。主要由区直各部门和部分企事业单位提供，统计数字以

区统计局提供为准，统计局没有的采用有关部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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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大事记⋯⋯⋯⋯⋯⋯⋯⋯⋯⋯⋯⋯⋯⋯⋯⋯⋯⋯⋯⋯⋯⋯⋯⋯

第二篇自然环境⋯⋯⋯⋯⋯⋯⋯⋯⋯⋯⋯⋯⋯⋯⋯⋯⋯⋯⋯⋯⋯⋯⋯

第一章地质地貌⋯⋯⋯⋯⋯⋯⋯⋯⋯⋯⋯⋯⋯⋯?⋯⋯⋯⋯⋯⋯．．

’第一节地理位置⋯．．．⋯⋯⋯⋯⋯⋯⋯⋯⋯k⋯⋯⋯⋯⋯⋯⋯

第二节地质⋯⋯⋯⋯⋯⋯⋯⋯⋯⋯⋯⋯⋯⋯⋯⋯⋯⋯⋯⋯

第三节地貌⋯⋯⋯⋯⋯⋯⋯⋯⋯⋯⋯⋯⋯⋯⋯⋯⋯⋯⋯⋯

第二章气候气象⋯⋯⋯⋯⋯⋯⋯⋯⋯⋯⋯⋯⋯⋯⋯⋯⋯⋯⋯⋯⋯

第一节 气候特征⋯⋯⋯⋯⋯⋯⋯⋯⋯⋯^⋯⋯⋯⋯一⋯⋯⋯·-

第二节 气象要素⋯⋯⋯·．．．．O 0⋯⋯⋯⋯．．．⋯⋯⋯⋯⋯⋯⋯··

第三章自然资源⋯⋯⋯⋯·i"e⋯⋯⋯⋯⋯⋯⋯⋯-．-⋯⋯⋯⋯·⋯⋯··

第一节土地资源⋯⋯⋯⋯⋯⋯⋯⋯⋯⋯⋯⋯⋯⋯⋯⋯⋯⋯⋯

第二节 生态资源～⋯⋯⋯⋯··：⋯⋯⋯⋯⋯⋯⋯⋯⋯⋯⋯·-：⋯·

第三节矿产资源⋯⋯⋯⋯⋯⋯．．．⋯⋯⋯⋯⋯i⋯⋯⋯⋯⋯⋯··

第四节 水资源与电力能源⋯⋯⋯⋯⋯⋯⋯⋯⋯⋯⋯⋯⋯⋯⋯

第五节 生物资源⋯⋯⋯⋯⋯⋯⋯．．⋯⋯⋯⋯⋯⋯⋯⋯⋯⋯⋯·

第六节 旅游资源⋯⋯⋯⋯⋯⋯⋯⋯⋯⋯⋯⋯⋯⋯⋯⋯_一⋯

第四章自然灾害⋯⋯⋯⋯⋯⋯⋯⋯⋯⋯⋯⋯⋯⋯⋯⋯⋯⋯⋯⋯⋯

第一节 干 旱⋯⋯⋯⋯⋯⋯⋯⋯⋯⋯⋯⋯⋯⋯⋯⋯⋯⋯⋯⋯

第二节 雨 涝⋯⋯⋯⋯··-o⋯⋯⋯⋯⋯⋯⋯⋯■一⋯⋯⋯⋯··

第三节风灾⋯⋯⋯⋯⋯⋯⋯-．⋯⋯⋯⋯⋯⋯⋯⋯⋯⋯⋯⋯·

第四节冰雹一⋯⋯⋯⋯⋯⋯⋯⋯⋯⋯⋯⋯⋯⋯⋯⋯⋯⋯⋯-
，



·2· 马村区志
、

第五节寒潮、雾、雷暴··：⋯．．．⋯⋯⋯⋯⋯⋯⋯⋯⋯⋯⋯⋯、．．．⋯

第六节地震⋯⋯⋯⋯⋯⋯⋯⋯⋯⋯⋯⋯⋯⋯⋯⋯⋯⋯⋯⋯．

第七节 十年灾情⋯⋯⋯⋯⋯⋯⋯⋯⋯⋯⋯⋯⋯⋯⋯．．⋯⋯⋯．

第三篇国土资源管理⋯⋯⋯⋯⋯⋯⋯⋯⋯⋯⋯⋯⋯⋯⋯⋯⋯⋯⋯⋯⋯

第一章土地管理⋯⋯⋯⋯⋯⋯⋯⋯⋯⋯⋯⋯⋯⋯．’⋯⋯⋯．：⋯⋯⋯

． 第一节概述⋯⋯⋯⋯j⋯⋯⋯⋯⋯⋯⋯⋯⋯⋯⋯⋯⋯⋯⋯．．

。第二节 土地法宣传⋯⋯⋯⋯一⋯⋯⋯⋯⋯_⋯⋯⋯⋯⋯⋯⋯．

第三节 土地开发利用⋯．．⋯⋯⋯⋯⋯⋯⋯⋯⋯⋯⋯⋯⋯．．⋯．．

第四节土地制度与管理一-⋯⋯⋯⋯√⋯⋯⋯⋯⋯⋯⋯⋯⋯．．

第五节土地调查⋯⋯⋯⋯⋯⋯-．．．⋯⋯⋯⋯⋯_⋯⋯⋯⋯⋯⋯

第六节 基本农田保护⋯⋯⋯⋯⋯⋯⋯⋯⋯⋯⋯⋯．．．⋯⋯⋯⋯

第二章矿产资源管理⋯⋯⋯．．-⋯⋯⋯⋯⋯⋯⋯⋯⋯⋯⋯⋯．．：⋯⋯

第一节机构与职能⋯⋯⋯⋯⋯⋯⋯_⋯⋯⋯⋯．⋯⋯⋯⋯⋯⋯

第二节工作概述⋯⋯⋯⋯⋯⋯⋯⋯⋯⋯⋯⋯⋯⋯⋯⋯⋯⋯⋯

第三章煤炭管理⋯⋯⋯⋯⋯⋯⋯⋯⋯⋯⋯⋯⋯⋯⋯·’⋯⋯⋯⋯⋯．．

第一节机构与、职能⋯⋯⋯⋯⋯⋯⋯⋯⋯⋯⋯⋯·’⋯⋯⋯⋯⋯．．

第二节工作概述⋯⋯⋯⋯⋯⋯⋯⋯⋯⋯⋯⋯_⋯⋯⋯⋯⋯⋯

第四篇人口⋯⋯⋯⋯⋯⋯，⋯⋯⋯⋯一⋯⋯⋯⋯⋯⋯⋯⋯．．．⋯⋯⋯⋯

第一章人口普查⋯⋯⋯⋯¨⋯⋯⋯⋯⋯⋯⋯．．⋯⋯⋯⋯⋯⋯⋯⋯．

第一节人口普查前的准备工作⋯⋯⋯⋯⋯⋯⋯⋯⋯⋯⋯⋯⋯

第二节 现场登记与汇总⋯．．．⋯⋯⋯⋯⋯⋯⋯：⋯⋯⋯·⋯⋯⋯·

第三节 数据处理与资料开发⋯⋯⋯⋯⋯⋯⋯．-．．⋯⋯⋯⋯⋯⋯

第四节 人口普查的主要成。果-⋯⋯⋯⋯⋯⋯⋯⋯⋯⋯⋯⋯⋯

第二章人口控制⋯⋯⋯⋯⋯⋯^⋯⋯⋯⋯⋯⋯⋯⋯⋯⋯⋯⋯⋯⋯·

第一节 综 述⋯⋯⋯⋯⋯⋯⋯⋯⋯⋯⋯⋯⋯⋯⋯⋯⋯⋯⋯⋯

第二节机构队伍⋯⋯⋯⋯⋯⋯⋯⋯⋯⋯⋯⋯⋯⋯⋯⋯⋯⋯⋯

第三节．．计划生育管理⋯⋯⋯⋯⋯⋯⋯⋯⋯⋯⋯⋯⋯⋯⋯⋯⋯

第五篇城乡建设⋯⋯⋯⋯⋯⋯⋯⋯⋯⋯⋯⋯⋯⋯_⋯⋯⋯⋯⋯⋯⋯⋯

第一章建设概况⋯⋯⋯⋯⋯⋯⋯⋯⋯⋯⋯⋯⋯⋯⋯⋯⋯⋯⋯⋯⋯

第一节机构设置．．、⋯⋯⋯⋯⋯⋯⋯⋯⋯⋯⋯⋯⋯⋯一⋯⋯⋯·

第二节 总体规划⋯一‘⋯⋯⋯⋯⋯⋯⋯⋯⋯⋯⋯．．⋯⋯⋯．．⋯⋯

第三节市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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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村镇建设⋯⋯⋯⋯一⋯⋯⋯⋯⋯⋯⋯⋯⋯⋯⋯⋯⋯⋯⋯⋯

第一节小康村建设⋯-．．⋯⋯⋯⋯⋯⋯⋯⋯⋯⋯⋯⋯⋯⋯⋯⋯

第二节小城镇建设⋯⋯⋯⋯⋯⋯⋯⋯--⋯⋯⋯⋯⋯⋯⋯⋯⋯·

第三章房产管理⋯⋯⋯⋯一⋯⋯⋯⋯⋯⋯⋯⋯⋯．．⋯一⋯⋯⋯⋯一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 管理概况⋯⋯⋯⋯⋯⋯⋯⋯⋯⋯⋯⋯⋯⋯⋯⋯⋯⋯⋯

第三节 商品房住宅建设-．．．⋯⋯⋯⋯_⋯⋯⋯⋯⋯⋯⋯⋯⋯⋯

第四节 房产开发公司⋯⋯⋯⋯⋯⋯⋯⋯⋯⋯⋯⋯⋯⋯⋯⋯⋯

第四章环境保护⋯⋯⋯⋯⋯⋯⋯⋯⋯⋯⋯⋯⋯⋯⋯⋯⋯一．．⋯⋯一

第一节机构调置⋯⋯⋯⋯⋯⋯⋯⋯⋯⋯⋯⋯⋯⋯⋯⋯⋯⋯⋯

第二节 污染治理⋯⋯⋯⋯⋯‘⋯⋯⋯··：⋯⋯⋯⋯⋯⋯⋯⋯·：⋯·

第三节环保制度与执法⋯⋯⋯⋯⋯⋯⋯⋯⋯⋯⋯⋯·⋯⋯⋯一

第四节 秸杆禁烧与综合利用⋯⋯·⋯⋯⋯-⋯⋯⋯⋯⋯⋯⋯一

第五节环境卫生管理处·一⋯⋯⋯⋯⋯⋯⋯⋯⋯⋯⋯⋯⋯⋯．．

第五章电力管理⋯⋯⋯⋯⋯⋯⋯⋯⋯⋯⋯⋯⋯⋯⋯⋯⋯⋯⋯⋯、⋯

第六篇中共马村区地方组织一⋯⋯⋯⋯⋯⋯⋯⋯⋯⋯⋯⋯⋯⋯⋯．．⋯一

第_章区委及重大决策．⋯⋯⋯⋯⋯⋯⋯：⋯⋯⋯⋯⋯⋯⋯⋯··：⋯一

第一节组织机构⋯⋯⋯⋯⋯⋯⋯⋯⋯⋯．．．⋯⋯⋯⋯⋯⋯⋯⋯

第二节 重大决策⋯⋯⋯-⋯⋯⋯⋯⋯⋯⋯⋯⋯⋯⋯⋯⋯⋯⋯·

第二章党的代表大会⋯⋯⋯⋯⋯⋯⋯⋯⋯⋯⋯⋯⋯⋯⋯⋯⋯⋯⋯

第一节 中共焦作市马村区委第四次代表大会⋯一：⋯⋯⋯⋯⋯

第二节 中共焦作市马村区委第五次代表大会⋯⋯⋯⋯⋯⋯⋯

‘第三节 中共焦作市马村区委第六次代表大会⋯⋯⋯⋯⋯⋯⋯

第三章区委办公室工作⋯⋯⋯⋯：⋯⋯⋯⋯⋯⋯⋯⋯⋯⋯⋯⋯⋯一

第一节 秘书与信息．-．⋯⋯⋯⋯⋯⋯⋯⋯⋯一⋯?⋯⋯．．⋯⋯⋯

第二节督查工作⋯⋯．．．⋯⋯⋯⋯⋯⋯⋯⋯⋯⋯⋯一⋯⋯⋯⋯

第三节保密与机要⋯⋯⋯⋯⋯⋯⋯⋯⋯⋯⋯⋯⋯⋯⋯⋯⋯⋯

第四节 信访工作⋯⋯⋯⋯⋯⋯⋯⋯⋯⋯⋯⋯⋯：⋯⋯⋯⋯⋯一

第五节档案与党史⋯⋯⋯⋯⋯⋯⋯⋯⋯⋯⋯⋯⋯⋯⋯⋯⋯⋯

第四章纪律检查一_⋯⋯一．⋯⋯⋯⋯．．．⋯．．．⋯⋯一⋯⋯．⋯⋯⋯⋯⋯·

第一节机构设置⋯⋯⋯⋯⋯⋯⋯⋯．．．⋯⋯⋯⋯⋯⋯⋯⋯⋯⋯

r第二节 工作概述⋯·：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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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组织建设⋯⋯⋯⋯⋯⋯⋯⋯⋯⋯⋯⋯⋯⋯⋯⋯⋯⋯⋯⋯⋯

第一节’基层党组织⋯⋯⋯⋯⋯⋯一⋯⋯⋯⋯⋯⋯⋯⋯⋯⋯⋯·

第二节 干部培训⋯⋯⋯⋯⋯⋯⋯⋯⋯⋯⋯⋯⋯⋯⋯⋯⋯⋯⋯

第三节 农村党组织换届选举⋯⋯⋯⋯⋯⋯⋯⋯⋯⋯⋯⋯⋯⋯

第四节 干部的提拔交流免去⋯⋯⋯⋯⋯⋯⋯⋯⋯⋯⋯⋯⋯⋯

第五节．老干部管理⋯⋯．．．⋯⋯⋯⋯⋯⋯⋯⋯⋯⋯⋯⋯⋯⋯⋯

第六章宣传教育⋯-⋯_⋯⋯⋯⋯⋯⋯⋯⋯⋯⋯⋯⋯⋯⋯⋯⋯⋯．．

第一节 宣传队伍建设⋯⋯⋯⋯⋯⋯⋯⋯⋯⋯⋯⋯⋯⋯⋯⋯⋯

第二节 宣传活动⋯⋯⋯⋯⋯⋯⋯⋯⋯⋯⋯⋯⋯⋯⋯⋯一⋯⋯

第三节 形势政策理论教育⋯．．=⋯⋯⋯．．．⋯⋯⋯⋯⋯⋯⋯⋯⋯

第四节 精神文明建设⋯⋯：⋯⋯⋯⋯⋯⋯⋯⋯⋯⋯⋯⋯⋯⋯··

第七章统二战线⋯·1⋯⋯⋯⋯⋯⋯⋯⋯⋯⋯⋯⋯⋯⋯⋯⋯⋯⋯⋯-·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统战理论研究⋯⋯⋯⋯⋯⋯⋯⋯⋯⋯⋯⋯⋯⋯⋯⋯⋯

第八章区委政法委⋯⋯⋯⋯⋯⋯⋯⋯⋯⋯⋯⋯⋯～⋯⋯⋯⋯⋯⋯·

’第一节机构设置⋯⋯⋯⋯⋯⋯⋯⋯⋯⋯⋯⋯⋯-．-．⋯⋯⋯⋯-

第二节工作概述⋯⋯⋯⋯．⋯⋯⋯⋯⋯⋯⋯⋯⋯⋯⋯⋯·’⋯⋯··

第九章党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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