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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 1953年1月，属郓城县六区双桥集，1958年2月26日，撤区并乡时仍为双桥集，

1978年12月成立双桥人民公社，1984年撤社建乡镇时，成立了双桥乡，2001年2月乡镇机构

改革时，原双桥、郭庄2个乡合并成双桥乡。2002年底，全乡辖60个行政村，71个自然村。

【地理位置】 双桥乡位于郓城县城西南9公里处，北倚玉皇庙镇，南与武安镇为邻，西接

陈坡乡与黄安镇，东部与郭屯镇、丁长镇相连。总面积91．8平方公里，乡政府驻双桥村南

部，220国道和京九铁路在域内南北穿过，是发展经济、兴办企业的黄金地带。

【人口】 2002年全乡总人口50670人，男性25732人，占50．7％，女性24938人，占49．3％，

人口自然增长率4．6‰。

【自然状况】 地处鲁西南菏泽大平原东北部，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东部和南部多为粘

质土壤，西部和北部多沙质土壤。适宜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农作物的种植，被誉为

郓城县的粮食囤。

东靠宋金河，西临向阳河，南有鄄郓河，西沙河横穿西北邻，郓菏公路沟纵贯全境，

现有机井230fl艮，水利条件优越，可满足全乡工农业用水的需要。

【交通通讯】 220国道纵贯南北，京九铁路横穿东西，环乡路辐射全乡60个行政村。距嘉

祥机场40公里，济董高速、日东高速公路从南部穿过，郓鄄路横跨北部，客运、货运网络

已经形成。通讯事业进一步发展，2002年全乡程控电话安装已达9890部，实现了村村通电

话，手机已成为普通的通讯工具，微机、手机上网正逐步进入家庭。

【经济状况】 建国前，双桥乡农业、工业及服务业非常落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特别是近几年来，三大产业均取得长足进步。2002年底，全乡完成财政总收入520万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560元，全乡储蓄余额4657万元。

第一产业建国初期粮食单产65公斤左右，1979年已达357公斤。1978年全乡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提倡科学种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实现了早能灌、涝能排的生产格局。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民增收、财政增收为目

标，立足实际，积极调整优化农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林果、蔬菜、畜牧三大产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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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借助于交通便利的优势大力发展生产期周转较快的畜牧业，并大力推广科技养殖，增

加科技含量，2002年底，全乡经济林达到7000亩，养殖专业村12个，畜牧业总产值达到

3500万元。全乡农业总收入1．2亿元。

第二产业1998年以来，双桥乡党委、政府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四

增”(财政增长、农民增收、经济发展增后劲、劳动就业增加)为目标，大力培植三个亮

点(民营经济、林业、畜牧业)，走好两条路子(发展民营经济的路子、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的路子)。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招商引资，制定优惠政策，进一步解放思想，切

实加强领导，完善经济载体，优化经济环境，提供优质服务，千方百计加快全乡经济的发

展，逐步形成了以“大恒”“欣欣”“鑫阳”“聚丰木业”“绿源木业”等一批以棉纺

织、木材加工为主导的产业格局。2002年，全乡新增大型民营企业40家，新增固定资产投

入5800万元，吸引外资5900万元，乡镇企业总产值2．1亿元。

第三产业建国初，集体商业发展壮大，1953年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

年私营商业大多数纳入合作化轨道。1978年之后，个体私营商业、饮食业、服装业日趋繁

荣。双桥乡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努力构筑发展百货、服装、农产品、建材等专业市场，

2002年，有集贸市场9处，市场面积13．8万平方米，零售网点22l卟，从业人员3800余人。

【计划生育】 1962--1966年，开始由盲目生育走向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号召已婚

者采取避孕措施。1971—1978年计划生育工作开始正式纳入工作议事日程，1979—1990

年，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乡政府一直把计划生育工作当做头等大事来抓，加强人口计

划管理，制定岗位责任制，完善对人口学校的管理。1998年以来，连续5年获地区人口责任

考核一等奖。

【科教卫生】 科技工作一直在全县名列前茅，1998年以来，连续被县委、县政府评为科

技工作先进乡镇。教育工作连年都有新发展，1998年投资20万元建乡中学教学楼：1999年

中街村小学被省教委验收为省级规范化小学。2000年赵庄小学教学水平和校园绿化再上新

高，被市委验收为标准化小学。2002年，素质教育己深入开展，并取得成效。体育事业不

断发展，特别是乡老年体育事业成绩显著，1998年以来连续3年获老年人运动会嘉奖。医疗

卫生设备建设、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有了新的提高。

【民政】 建国前，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每年都给烈军属发放优待粮款。建国后，

优待粮款改为抚恤金，分定期和临时两种，抚恤对象除烈、军属外，又增加了对孤寡残人

的照顾。1956年以前，群众优待采取代耕或包耕的办法，合作化后，代耕逐渐转为优待劳

动日的制度。优待标准一般相当或略高于同等劳力工分水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

烈军属实行户户优待、粮款并优的办法，优待量一般达到两人平均收入水平。尽管富民政

策使农村经济形势出现可喜的变化，但还有一部分农户生活较为困难，乡政府为使困难户

尽快脱贫致富，积极开展扶贫工作，对缺乏劳动能力，无依无靠的鳏、寡、独和残疾村

民，实行保吃、穿、住、医、葬的“五保”制度，由集体分散供养，“五保”户的财产归

集体所有。90年代以来民政事业发展较快，2002年底建乡敬老院2处，总占地28亩。全乡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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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行政村分别建立了“红白理事会”，初步形成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的良好风气。

【人民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广大群众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建国后，随着经济的恢复

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70年代，农村生活以地瓜、玉米为主粮，80年代以小麦面

粉为主，90年代以面食加鸡、鱼、肉、蛋。穿着方面，70年代穿青、蓝、白单调衣服，

2000年后穿着颜色多样，样式新颖，逐步向高档发展。2002年农民人均收入2500元，储蓄

余额4570元，人均住房面积1．5间。全乡百户农民拥有电视机95台，平均10人便拥有一部电

话，空调、卡拉OK、VCD等也陆续进入农民家庭。在物质生活得到较为满足的同时，农民

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实现了从贫困型消费结构向温饱型消费结构的转变，并正由温饱

型向小康型转变的消费结构发展，由单纯追求物质消费逐步向物质与精神文化消费并重模

式发展。

【荣誉】 乡党委、政府获得的荣誉称号主要有：菏泽市党建工作先进乡镇、菏泽市精神

文明建设先进乡镇、菏泽市发展乡镇明星乡镇、菏泽市发展民营经济先进乡镇、菏泽市科

技工作先进乡镇。

撰稿许兰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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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书

主任

文书

张玉芝

侯仰勋

侯希凯

概况

双桥村民委员会

【沿革】 清末属曹州府郓城县五区，

1928年归郓城县五区)王老虎)双桥乡。

1940年归郓南县，1942年归郓鄄巨菏办事

处，1943年归临泽县，1944年属郓巨县，

1946年归郓城县五区，1952年改属双桥乡

(六区)，1958年撤区改为双桥乡，同年7

月划归武安人民公社双桥管区，1984年初

改为双桥村民委员会，辖陈庄，属双桥

乡。

张氏80户共350人，张氏二世祖张宇由玉皇

庙前张庄迁此。其余8姓120户249人，均是

后来迁此。全村姓氏均为汉族，1949年，

全村共200户，810人，至2002年全村475

户，共1659人。

【经济状况】 建国前，村民极为贫困，

建国后经济逐渐发展，2002年，全村经济

总收入超过350万元，是建国初期的17倍，

其中农业收入168万元，畜牧业收入80万

元，林果业收入75万元，其他收入27万

元，从事工副业、农业的人数比约为6：4，

十天2集市，古历四、九为集日，日交易额

达3万元。

【荣誉】 1973年，多次荣获县级物质

【地理位置】 双桥位于郓城县城西南， 奖，1995年被评为县级文明村，2000年，

距城9公里，北与本乡何庄隔河相望，南与 获计划生育工作三为主模范村，同年被菏

大梁接壤，西与刘垓相连，东临220国道。 泽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小康村”。

【交通】 建国前，交通极为不便，全是

弯曲土路，建国后公路发展迅速，土路面

逐渐由沥青路面所取代，至2002年境内交

通已四通八达，村内柏油路，东与220国道

相连接，为招商引资，投资建厂提供了优

越条件。

【姓氏与人口】 2002年全村共有侯、

苏、张等lO个姓氏，其中，侯氏220户，共

850人，侯氏九世祖永雇由城关迁此；苏氏

50户210人，苏氏四世祖苏銮由濮阳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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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35年鄄城临濮黄河决口，危及双

桥村，村民张保贵、侯明经等带领村民抗

洪抢险，取得胜利。

1946年成立了双桥村第一个农会，

农会长侯海廷，枪班长侯明龙，为部队选

送了第一批子弟兵。同年8月，农会带领群

众进行土地改革，斗争了该村地主，没收

其财产分给农户。

1947年枪班成员侯自文被还乡团杀



双桥乡

害。

1952年春侯明冉、张保新、张保银、

苏现才等组织领导先后成立20个互助组。

1965年重点“四清”，双桥大队为

县级重点单位。

197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到双桥视察农业生

产和农民生活。

是年全村农民向国家贡献爱国粮42

万斤。

1980年修南北中心街l条，长约1公

里，路面宽20米，硬化宽度为12米。

1983年全村安装变压器2个，配电室

l处，全村通电。

1993—1995年重修南北中心街和东

西街各l条，路面宽30米，硬化面为20米。

1995年建双桥乡中学教学楼l座，并

当年招生。

2002年建双桥村中心小学教学楼l

座。

经济发展

【农业】 建国前土改时，村民每人分得

地主土地1．5亩，小麦亩产55公斤，棉花40

公斤(籽棉)，高粱75公斤，油料以大豆

芝麻为主，产量较低。1952年，成立了互

助组，但是亩产量变化不大。1953年，前

进合作社打水井12眼，购进水车12部，凡

浇水地块产量均有增加。1958年，土地收

归集体耕种，亩产量稍有增加。1962年，

打真空井lO个，并配40机lO个。1964年，

大搞台田，使产量大大提高。1968年，建

杨水站l座，并买75型柴油机l部，水利条

件大大提高，确保了农田涝能排，早能

浇。1980年，全村实行土地承包制度，粮

食亩产超750公斤，皮棉75公斤，麦棉套种

开始尝试，一年两种普遍实施。1998年，

农村种植结构调整，建立起高温蔬菜大棚

15个，使农民经济意识提高。2001年，在

市林业局扶贫工作队帮助下，建起了千亩

旅游观光丰产园，种植了黄金梨、水晶

梨、“红将军”苹果、油桃、“红太阳”

等高品质水果。

【工副业】 村办工业始于1958年，当时

大队(行政村)成立了副业组，有粉坊、

油坊、木业等，主要服务于该村，从业人

员不足百人。1964一1965年，购进磨面机l

部，由专业人员给群众打面，同年又建砖

瓦厂l处，年产青砖30万块，为村民盖房提

供了方便。1968—1974年，大队成立了缝

纫组，又购进了50型、24型拖拉机，成立

了运输队，使集体经济强化起来。1980

年，个体私营企业开始发展，村民靳秋

生、侯宪峰等卖布，侯爱灵经营烟酒，张

玉红、侯明纪经营油坊。2000年，苏衍

龙、苏衍行投资60万元建了医用胶布厂，

侯现永建了地毯厂，从事人员百余人。

2003年，欣欣纱厂又在村东建起，同年12

月份，三江木业有限公司又在村前面建起

开业。

【服务业】 2002年村有香油坊4户，饭店

4处，豆油坊3户，缝纫组7户，浴池l处，

机械维修、理发等大小店铺近百家，从业

人员300余人，年利税达15万元。

社会进步

【文化教育】 1928年，苏允格、侯明

经、张保贵等人提倡新学，1938年集资捐

款建起教室16间，取名双桥新学堂。到

1946年，已有14个教学班，学生550人，在

郓城西南闻名遐迩。1968年，小学增设初

中班，双桥小学更名为双桥联中，设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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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10个教学班，宋文卿任校长。1966

一1976年，村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利用农
闲演练歌舞戏曲等，宣传党的政策。1977

年，大队购进24寸彩电l部，1978年双桥联

中改为双桥中心小学，设初中班、小学班

和学前班，儿童入学率100％。双桥人才辈

出，2002年在外地工作人员中有教授、副

教授5人，博士生、硕士生5人，大专本科

生89人，科级、团级、处级以上党政军领

导干部25人。2002年，村有图书室，老年

活动室，订有《山东科技》《农村大众》

《种植与养殖》《致富向导》等报刊，以

供村民查阅，电视入户率达99％。

【村民生活】 建国前，大多数村民过着

饥寒交迫的生活。建国后，生活水平逐年

提高，1960年，人均占有粮食不足150公

斤，人均收入不足50元。到了1970年，人

均占有粮食仅200公斤，人均收入200元，

2002年人均占有粮食1400公斤，人均收入

2250元，人均年末存款余额700元。1949年

住土墙泥项房，1970年土墙瓦房，2000年

砖房或楼房，住房面积人均达到15平方

米。肉蛋消费方面，1949年人均不超过2公

斤，1970年10公斤，2002年50公斤。全村

拥有各种机动车辆90多辆，摩托车45辆，

电脑5部，洗衣机35台，80％的家庭安装了

程控电话，40％的家庭拥有了音响，电视

机或家庭影院、VCD。20％的家庭拥有电

冰箱。医疗卫生方面得到极大改善，伞村

有医疗所l处，床位10个，人的平均寿命比

建国前增长15岁以上。

党政建设

【中共地方组织建设】 1946年，侯安亭

加入中国共产党，秘密从事清匪、反霸和

发展党员的工作，党组织公开后，侯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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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支部书记，共有党员5人。1948年进行土

地改革，入冬全村出动民工130人，大小车

90多辆，支援淮海战役，到马牧送米2万

斤，鞋400双。1952一1960年侯明冉任支部

书记，他带领党员发动群众，成立互助

组，含作社，完成自高级社至人民公社的

过渡。1960一1985年张保新任支部书记，

在此期间，他带领群众大搞台田，打井20

多眼，使农田涝能排、早能浇，使农业产

量大大提高。1973年，给国家贡献爱国粮

42万斤。1986—1994年王西才任支部书

记，他带领群众对村庄进行规划。1994—

1997年侯希民任支部书记。1997--2003年

张玉芝任支部，他解放思想，深化农业结

构改革，建起千亩旅游观光丰产园。

【行政建设】 1946年，侯海廷任农会会

长，负责清匪、反霸、除奸、土地改革等

事务。1952一1984年侯明冉任村长，合作

社成立。侯明采、苏现才等分别为社长、

生产大队长，至1984年退休。1985—1994

年侯明响任村主任。1995年，侯仰存任村

长，2002年侯仰勋任村主任，文书侯希

凯，村委有苏本法、侯现良，下设13个村

民小组，1个民主理财小组。

人物

刘胜民(1955—1986) 革命烈士，

1973年入伍。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

部队任机械兵、机械师。1984年转业郓城

公安局任股长，在1986年9月勇斗歹徒，壮

烈牺牲。(详见《郓城县志》)

侯明臣1940年8月生，1958年学校毕

业，在菏泽地区商业局工作，先后任股

长、主任，后又调到地区行署人事局工作

任办公室主任，1995年调到工商局，1997

--1999年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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郓城县乡村志

支书

主任

文书

刘存法

刘瑞才

刘登振

概况

刘

【沿革】 宋朝末年，宁宗嘉定六年(1213

年)，金人猖獗，刘氏始祖端本自山西省

平阳府洪洞县霍山集迁此建村，以姓建村

名刘欢口，明朝万历年间(1573一1619
年)因洪水泛滥，围村筑堤，故取名刘

垓，1982年因重名，复称刘欢口。

1958年以前属六区(双桥区)，1958

—1978年，属武安公社，1979年至2002

年，属双桥乡。

【地理位置】 位于城西南9公里，220国

道北l公里，东与双桥，西与赵欢口，南与

梁店相邻，北与任怀隔河相望。

【自然状况】 全村地势平坦，水利条件

优越，发展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适

宜种植小麦、大豆、玉米、棉花及各种蔬

菜瓜果。2002年全村土地总面积为1467

亩，其中耕地面积1263亩，学校占地3亩，

村庄占地201亩。

【交通】 建国前后，交通极为不便，全是

弯曲不平的土路。1998年，村自筹资金，铺

设柏油路。自此交通便利，四通八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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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口

【姓氏与人口】 全村有刘、张、殷、

季、边、陈6姓氏，张氏于清同治二年

(1863年)十三世举道由城关镇张兴庄迁

此定居，殷氏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十

九世奉彩由玉皇庙镇殷楼迁此定居，季氏

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十三世祖锡缣由

武安镇季庄迁此定居，边氏于1947年十八

世广超由城关边庄迁此定居，陈氏于1947

年十六世广任从陈坡村迁此定居。1949年

全村共有101户434人，2002年全村共142户

559人，其中刘氏469人，张氏15人，季氏

33人，边氏6人，殷氏20人，陈氏16人，自

然增长率为3‰。

【经济状况】 建国前，村民生活极为贫

困。建国后生活水平逐年提高，2002年全

村经济总收入135万元，其中农业收入80万

元，牧业收入20万元，副业收入20万元，

其他收入15万元，是建国前的10倍。

【荣誉】 1985年以来，一直是县、乡

“文明村”“五好党支部”。

大事记

1935年鄄城l临濮黄河决口，村长刘

广朗带领村民抗洪抢险，筑村围墙取得胜

利。

1946年成立第一届村党支部，刘存

标任支部书记，刘能训任枪班长，刘存洋

任农会长，为部队输送了一批子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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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农会带领群众进行土地改

革。

1952年刘能胜、刘存明、刘存广等

成立了互助组。

1961年与双桥大队分开，成立刘垓

生产大队。

1976年全村土地进行了调整，土地

划方，达到农、田、林网化，排、灌、

路、林一体化。

1984年建扬水站2处，先后打机井18

眼，机井全部配深水泵，达到井河机械双

配套，全村土地已达到早能浇，涝能排。

1986年安装变压器建配电室l处，全

村接通了高压电。

1998年村进行了低压线路改造，修

了柏油路。

经济发展

建国前，土改时，人均土地2．1亩，粮

棉作物产量极低。1968年，全村打机井5

眼，购置12马力柴油机5部。1980年，村购

置24马力拖拉机2部，农业生产大进步，粮

棉油产量连续丰收。1980年以来，实行了

土地承包责任制，农机、良种、农药普遍

施用，2002年粮食亩产1000公斤以上，棉

花(皮棉)150公斤以上。全村95％的劳动

力除种地外，全年从事各种工副业和劳务

输出，年增收40万元。

社会进步

【文化教育】 1946年，村筹建小学一

处，建国后，村民重视教育，适龄儿童入

学率100％，2002年，全村无文盲，并有博

士3人，大学生14人。

【村民生活】 建国前，大多数村民过着

饥寒交迫的生活。建国后至1980年，人均

占有粮食不足180公斤，人均收入40元。

2002年人均占有粮食1000公斤以上，年人

均纯收入2300元。1949年村民房屋全是土

墙土项，2000年全部换成砖瓦房和少量楼

房，住房面积人均15平方米。肉蚩等消费

方面：1949年人均2．5公斤，2002年人均达

到30公斤。全村共有拖拉机90部，农用三

轮车13辆，摩托车15辆，洗衣机28台，电

话80部，户户有电视机。卫生医疗条件良

好，村有卫生室，小病不出村，大病能输

液。防疫及时，人的平均寿命比建国前增

长20岁。

党政建设

1945年，刘存标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党组织公开后，刘存标任党支部书

记，共有党员3名。1948年进行土地改革，

入冬时全村出动民工29名，大小车14辆支

援淮海前线，送米、面、鞋等。1961年3月

刘能胜担任村支部书记，刘光月任大队

长，刘瑞才任会计。197l一1975年刘存明

任支部书记。刘瑞才任大队长。1976

2002年刘存法任支部书记，刘瑞才任村委

主任。支部委员有刘瑞才、刘登振等。

人物

刘登钦(1920_一1948．6) 革命烈士，

参加过游击战争，共产党员。1947年在河

南省归德府牺牲。

刘存标(1920—1970) 中共党员，

村第一个入党，也是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1970年病逝。

刘存明 1922年生，1946年参加解放

军，并参加了解放战争，为乙级甲等残疾

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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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存教1929年生，中共党员，1950

年参加工作，历任定陶县马集公社、保宁

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定陶县林业局局长，

已离休。

陈庆勇 1963年10月生，中共党员，

1982年毕业于菏泽师专，分配到东明教师

进修学校任教师，1984一1987年先后任东

明县委办公室干事、秘书、副股长，1987

年5月任办公室副主任，1988年7月任行署

办公室副科级秘书，1989—1997年任行署

综合室副科长、正科级秘书、综合室科

长、行署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1998

支书

主任

文书

何现珍

何厚礼

何建国

概况

年1月任鄄城县委副书记，2001年任鄄城县

常委、副书记、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

副县长。2002年攻读山东省委党校经济专

业研究生和南京林业大学硕士学位。

刘瑞文 1963年生，华东石油学院讲

师、博士。

刘瑞田 1965年生，在山东社会科学

院工作，博士。

刘登革 1966年生，人民大学讲师、

博士。

撰稿则瑞才刘存法

何 庄

【沿革】 何庄村原名前任怀庄，清初何

氏八世祖保煜从本县梁何庄迁此定居，后

何氏族人口兴旺，清末改为何庄村。

清末属郓城县葛中里。1928年属郓城

县一区安和乡。1946年属五区，1958年属

武安公社中华大队。1961年从中华大队分

出，自成何庄大队。1979年划归双桥公

社，1984年初改为何庄村民委员会，属双

桥乡。

【地理位置】 何庄位于县城西南12里

许，乡驻地止北2公里，郓城至鄄城公路路

南l公里，北与任怀相邻，南与双桥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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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状况】 全村地势平坦，边庄沟横

穿土地中心，水利条件优越，适宜种植小

麦、棉花、玉米、大豆及瓜果、蔬菜。

2002年全村土地面积为1380亩，其中耕地

面积1272亩，其它占地108亩，为二合土土

壤。

【交通】 建国前，交通极为不便，全是

弯曲土路，建国后，公路发展迅速，南距

220国道2公里，北靠郓鄄公路。村内街道

进行改造平整，乡村要道加宽整修，交通

四通八达。

【姓氏与人口】 2002年全村共有何、

王、李、苏、丁、程、潘、朱、田、程10

姓氏。其中，何氏95户，381人，其他姓氏

89人。王氏十五世祖王玉离于清朝中期由

双桥乡王营迁此，2002年共9户26人；李氏

九世祖世龙于明末由梁山县黑虎庙乡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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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迁此，2002年共2户7人；苏氏十七世祖

云华于清末由双桥乡苏庄迁此，2002年共

8户25人；丁氏祖于1930年迁此，2002年

共4户19人。程氏、潘氏、朱氏、田氏于

建国后迁此，共4户12人。全村共122户

470人。

【经济状况】 建国前，村民以务农为

生，生活极为贫困。建国后，生活水平逐

年提高，自1978年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

农林牧副全面发展，2002年全村总收入80

万元，其中畜牧业收入15万元，林果业收

入5万元，其他收入20万元。

【荣誉】 1995年以来是县级“安全文明

村”，乡“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

大事记

1935年鄄城临濮黄河大决口，危及

何庄村，村长何西街、知名人士何希宽带

领村民抗洪抢险，保护了村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

1952年何新厚、何利高、何善厚组

织全村村民成立了两个初级社一个互助

组。

1955年何庄村、任怀村、葛庄村成

立了高级社。

1961年何庄村自成何庄大队。

1964年公社派工作人员来村搞面上

“四清”，带领群众“四旁”植树，并建

60亩果园。

1965年重点“四清”，上级派“四

清”工作队驻村。

1967年农业学大寨，全村统一规划

排房，宅基统一收归集体所有，并统一安

置宅基地使用。

1985年全村人均集资30元，重建学

校。

1986年全村人均集资35元办电，全

村群众用上了照明电和副业加工用电。

2001年再次进行低压线路改造，使

全村到处都能用上动力电，为工副业生产

打下了坚实基础。

2002年全村人均集资100多元打了13

眼深机井，修4眼机井，并全部配上了直流

水泵，保证了农业生产年年丰收。

经济发展

【农业】 建国前，土改时人均土地2亩，

小麦卣产50多公斤，高粱、谷子80公斤，

油料以大豆芝麻为主，产量较低。1952

年，互助组合作社先后成立，农业生产结

构虽有变化，亩产量有所提高，但变化不

大。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土地收归集

体所有，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群众生活极

为困难。1962年，亩产量有所增加，群众

生活有了好转。1966年，打深机井3眼，配

置了水泵，开始利用边庄沟，机井浇地，

小麦亩产接近100公斤。1972年，化肥、农

药开始试用，更换良种，玉米亩产达蛰J300

公斤，小麦100公斤以上，皮棉接近50公

斤。1980年，实行土地承包制度，种植业

进行了调整，麦棉间作和大面积种棉花，

粮食卣产超过500公斤，皮棉达到90公斤，

一年两种普遍实施。1995—2002年，农业

种植业结构调整，粮经比为5：5，粮食亩产

超过800公斤，皮棉超过100公斤，蔬菜瓜

果亩收入达1500元以上。

【工副业】 1980年前，村内没有工副

业。2002年村有棉花加工2户，打面机l

户。养殖专业户9家。代销点4家，卫生室l

处。木业组2个，电焊维修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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