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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强调，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

兴盛为支撑的 。 文化是城市的根，是城市的魂，是城市发展的

动力和源泉。 二七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 汉代邓通寨、

明代周悼王陵、 清代民居"天井院

址等众多珍贵的历史遗迹是一个个历史的缩影，是地区历史的

重要组成部分，向世人昭示着人类文明的轨迹; 二七纪念塔、

二七纪念堂等是郑州市地标建筑，彰显了二七浓郁的红色文

化; 二七广场、 百年老街德化街是中国现代商业发展史上的里

程碑，蕴含着浓厚的商业底蕴。 许多村庄历史久远，创造了内

涵丰富的历史文明，虽然历经灾荒、战乱，几度兴衰，但始终

顽强地延续至今，见证着历史的变迁，给我们留下了包容万

物、 勇于探索、顽强不屈的精神财富。

当前，我们正处于抢抓机遇、 奠定基础、确立地位、走在

前列的关键时期。 围绕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区

委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以"创优势、增实力、补短板、

能抓住"为出发点，提出了" 13688" 的总体思路，确立了加

快老城区、新城区、田园区"三区融合"打造品质二七、田

园二七、温暖二七"三个二七"在全市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全域城镇化、 基本实现现代化"三个率先"建设

现代化国际化复合型城区的奋斗目标。 工作推进中，我们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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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群众的生活更美好y 统筹推进围合区域内48个村庄的拆迁改

造，全力建设4个田园小镇，进一步改善居住环境、优化生态

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 未来，全区村庄"美丽

蝶变" 一幅幅爽心悦目的美景扑面而来: 一排排外观漂亮、

设计新颖的住宅错落有致，绿色的行道树和草坪点缀其中;交

通路网四通八达， 生态廊道色彩斑斓， 学校、 医院、 三级三类

便民服务中心等设施日趋完善，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加舒心、更

加幸福 。

文化遗产的创造、发展和传承是一个历史过程 。 我们在加

快新型城镇化的同时，更要注重文化的传承、保护 。 编史修志

就是要把二七区悠久厚重的历史，繁华辉煌的今天，可圈可

点的人物、 事件、传说，较为详实地记录下来，把历史文化、

风土人情很好地保存下来，让二七"留得住历史、记得住乡

愁"为二七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 促进全区更加坚定文化自

信，营造富有生命力的优良的文化氛围，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弘扬好、培育好、践行好，把历史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发扬

好，在全区形成共同的理想追求、精神支柱和思想道德基础，

激励全区上下不断开拓进取，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为全市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增光添彩。

中共二七即记 彻?
二0一七年一月



序 ---‘ 
-… ...... 

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置于案头的时候，我相信无论是走出

二七远离故土的游子，还是天天坚守着这片古老热土的父老乡

亲，都会为之心潮澎湃。悉心研读，见微知著，不仅可以从中

感受人情世事沧桑 ， 感知二七村落的变迁历史，感悟现实生活

启示。还可以从二七区每一个村庄的发展轨迹中看到一个地区

向前跨越的矫健步伐，昕到一个时代进步的厚重足音。((二七

村史》既是留给每位子孙后代的一份珍贵史料，也是献给每位

想认识二七、了解二七的朋友一份特殊礼物。

一七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 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百姓

勤劳，民风淳朴 。 这里有将中华文明探源向前推进了3万一5万

年的老奶奶庙旧石器时代遗址:这里有将中国瓷器烧造史提

前了 1 000多年的商代青袖瓷尊;这里丘陵沟整、地形独特、 天

赋异禀 ， 10万亩生态涵养林郁郁葱葱 ， 30里樱桃沟、万亩葡萄

园瓜果飘香 ， 6000亩龙西湖水面碧波荡漾:这里的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 一聋一笑，都记载着淡淡的乡愁，述说着二七的故

事 ， 流淌着宝贵的精神财富 。

在漫漫历史长洞中， 孕育了二七人胸怀家国的担当、开放

包容的性格、 勤劳善良的品质和敢打善拼的魄力 : 在建设发展

进程中， 二七人在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积淀下厚重的

历史和多彩的文化， 凝聚着二七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



弥新的精神财富，是二七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精神家

园的重要支撑，也是一个区域、 一个村落的魅力所在。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加速推进，

二七所有村落都将完成新一轮的改造提升，目前己有48个村庄

实施了拆迁改造， 1 2个村庄正在实施保护提升和田园小镇建

设，全区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环境、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的

改善，但是一些自然风貌、 建筑形态、民俗风情也在逐渐消

逝。盛世修志 ， 志载盛世。((二七村史》是二七区有史以来第

一部用文字记述的形式描述各村落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料著述，

融思想性、 资料性、知识性于一体，还原了二七区村落的历史

风貌，揭示了生命延续、 荣枯变迁的历史规律，让二七故事古

韵长存、永续利用，使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给

后人。

《二七村史》编成之际，编委会嘱我写序，深感荣幸，爱

书数语，以为序言，以待来者 。

二七…府区长 和ι
二O一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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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胡桐村史》是对刘胡桐村乡土民情的记录，更是刘胡

桐村时代发展的缩影。家乡是根，祖地是本。村史就是旨在记

录刘胡桐村前世今生的根本。

《刘胡士同村史》是在刘胡桐村三委的领导下，在全村干群

的大力支持下，在二七区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和帮助下，经过

编篡人员的艰辛工作，历时一年多时间，终于问世。

《刘胡桐村史》从2015年6月开始，成立刘胡桐村史编篡

小组，拟定编写提纲，多方征集、收集资料，查档走访，座谈

回忆，整理筛选，于2016年3月写出初稿 。 2016年9月，编篡人

员在初稿的基础上，广集博采，补充修改，认真撰写，今日成

书，为刘胡桐村存史、资治提供了一些历史借鉴。

《刘胡桐村史》资料的筛选，坚持遵照实事求是的原则，

综合记述了刘胡桐村的自然、社会、人文等。本书上限为西周

时期，下限2016年 。 本着"详近略远，详今略古"的原则，

清代之前，由于受资料的限制，在文字上从简 ， 着重叙述建国

后 。 全书在篇幅上设11章34/J、节，约1. 2万字。

村史如浩瀚的大海，我们编辑、整理的仅是几滴水。知识浅

薄，水平有限，难免有错漏之处，敬请领导、专家们纠谬赐教。

中共马寨镇刘胡桐村党支部、村委会

二O一七年三月



凡例

一、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

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讲

话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

是，客观系统地记述刘胡桐村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

明建设之历史特色。 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和系统性、连贯性、完整性的融合， 突出地方特色、时代特

色。

二、本书以新观点、新资料、新体例和新的编篡方法编篡

出符合规范的史书，使之起到承上启下，激励今人，启迪后

代，能"存史、资治、教化"和信息交流之作用 。

三、本书为刘胡桐村的第一本史书，时间上限为宋朝时

期，下限至2016年底，使刘胡桐村的整个事物达到完整性、连

贯性。

四、按照"以类系事， 事以类从"的原则，本书采用章 、

节、目结构。

五、体裁以记、表、图形式，篇目领属层次及章、节均从

实际出发。图片、照片在志首集中排列，文中亦适当插图，和

文字相互映衬，力求达到图文并茂，图以彰文。

六、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以事系人入书，入传者为籍属本



村人士为主 ， 主要是在本村影响较大的人物。

七、历史纪年方面，清朝以前用朝代帝号，中华民国时期

用民国纪年，均在标号内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采用公元纪年 。

八、称谓冠姓名前，以一律使用第三人称，或者直呼其

名 。

九、所用数据，均为上级统计部门资料，部分采用本村有

关部门的数字。

十、计量单位用法，以2016年1月 13 日经国务院第119次常

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的法定计量单

位为准 。

十一、本书采用现代语体文进行记述，使用国家规范的简

化汉字。

十二、本书资料主要来自刘胡桐村档案资料，以及辖区居

民的口碑资料，另有来自郑州一带的志书等。 一般不再注明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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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庄起源第一章

村名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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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胡桐村

据史料记载 : 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山西洪洞县大移民时，刘姓

迁到郑州西南立村，安家落户，繁衍生息。 后来人口逐渐增多，形成

一个较大村庄。 因村边有一胡同形状的大沟，天长日久，村民们自然

的把所居住的村子叫成了刘胡同村。 之后 许多村民在沟内挖洞居

住。 久之，根据谐音，把"刘胡同"写成"刘胡桐"沿用至今。

刘胡桐村经过发展，人口越来越多，又加上外来移民的迁入，

又形成几处分居的小村，成为刘胡桐行政村下面的几个自然村，计

有时寨、汪庙、刘北沟、时北沟和陈家沟。 其名称的由来，也各有

不同。

时寨村

位于刘胡桐村中部。 相传早年时姓村民在村南一大沟内依沟挖

洞居住生活，因此曾叫"时洞沟" 。 后来为躲避盗贼、战乱，村民

们又在村南一处土山上建寨居住，故村名被村民们叫成了时寨，流

传至今。 现在村中有一时氏祠堂。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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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庙村

位于刘胡桐村东部，早年一汪氏家族在此定居，并在住地建有

一汪姓家庙。 后来，汪姓族人因故迁离此地，村子又迁入几户李姓

村民，人口越来越多，时间长了，村子需有一个村名，因在汪姓家

店周边居住，故将村庄取名叫汪庙村，沿用至今。 汪庙村东临委

河，南接龙泉，风光秀丽，环境优雅。 1997年冬，在汪庙基督教堂

主任、委河村民袁转喜等人的筹措下，在汪庙村南龙泉渔村旁边一

废弃民居处，建成了占地面积150平方米的汪庙基督教堂。

时北沟

时姓家族的一支在刘胡桐村北边"宋家寨"居住，后"宋家

寨"居民因故迁徙外地，此支时姓村民在此垦荒生息，形成村庄，

故得名时北沟。

刘~t)勾

位于现今的绕城高速公路和孔河交汇处东北部。 因处在刘胡桐

村北部，加之早年村民在沟内挖掘窑洞居住，便被称为刘胡桐北

沟，简称刘北沟。

陈家沟

早年在刘胡桐村东南沟内 。 相传一支陈姓移民在此安家落户，

故称陈家沟村。 后来贾姓村民搬至村南沟内安居，因尖岗水库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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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动迁，故将两村合并，但村名一直称陈家沟至今。

第二节人口

据村中有关资料记载，刘胡桐村历年来居住人口数量为:

1958年前后，总人口约有1500人;

1966年，总人口约有1700人;

1975年，总人口约有2000人;

1982年，总人口有2624人;

1990年，总人口约有3000人;

2003年，总人口有3059人;

2004年，总人口有3120人;

2005年，总人口有3205人;

2006年，总人口有3238人;

2007年，总人口有3275人;

2008年，总人口有3312人;

2009年，总人口有3357人;

2015年初，村中总人口上升至4044人。

刘胡桐村中有时姓、刘姓、张姓、李姓、贾姓、陈姓等姓氏 。

具体各姓的基本情况经查阅村中有关姓氏的记载如下 :

刘胡桐村时姓人口约占全村总人口的2/5 。 明永乐初年，时姓由

安徽凤阳迁至泵阳夏侯村。 明末清初又由夏侯村迁至现址刘胡桐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