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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古人云，盛世修志，旺地修史，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

华民族辉煌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

花胡庄村位于郑州市区的东北部，相传村庄最早由花姓先祖在明初

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徙移民到这里。 后来又有刘、张、赵、 李等姓

聚集在这块土地上，沙庄村也逐渐形成。 由此上溯，已有 600多年的历史。

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饱受饥饿寒冷、 疾病侵袭、 战火硝

烟与社会动荡的苦难。 但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垦荒

地、 努力耕耘、 艰苦创业，营造了美好的家园，谱写了时代的文明乐章。

花胡庄村地处黄河滩区，历史上由于自然条件差，曾被称为祭城一

带的 "北大荒" 。 新中国成立后，花胡庄村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治水改田 、 植树造林等基本建设，沙荒及洼地

逐步变成良田，呈现稻麦高产、 水产兴旺，成为著名的"鱼米之乡" 。

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花胡庄村坚持以"服务城市，强村富民"

为宗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以调整优化产业、 产品结

构为主线，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艰苦创业，实现社会和经济又好又快

发展。

如今，历史正处于一个全新的变革时期，新事物正在诞生，旧事物

逐渐衰落与消失。 无数的村庄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花胡庄村在新型

城镇化建设中，打破乡村传统思维定式，毅然融入城镇化建设潮流中，

于 2011 年 6 月被拆除。 为了追溯村庄历史 记录村庄的变迁，传承村庄



花胡庄村志

的文化，花胡庄村志的编写成为村"两委"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花胡庄村志》的编写，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服务当代，

泽被后世"原则，从村庄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说起，自然环境、 农林

牧业、党政建设、交通、民俗、文化教育、家族谱序等，梳理有序，详

细记录在书中。 《花胡庄村志 》 记载了一座村庄发展变化的历程，是珍

贵的文史资料，对研究一个地方的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花胡庄

村志》是全村人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是走出家乡远离故土的人们认识

家乡 、 了解家乡的一份特殊礼物，也是后辈缅怀先人的有效形式。

《花胡庄村志 》 涉及面广，跨度时间长，编写工作量大，资料收集

难免有所缺失，势必出现一些不足之处。 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使之

更加完善。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大力支持、专家的

耐心指导、村里老前辈们的倾力相助，编写人员不辞辛苦，共同努力，

搬英辑要，编篡成册。 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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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继承历史、有益后世、服务当地为宗旨，客观真实地记

述花胡庄村在不同时期 、 不同方面的发展与变化，力求做到思想性、科

学性及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上限不等高，大事记、姓氏来源等内容上溯到明朝时期，

部分内容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主。 为了尊重历史，反映全貌，下限一般

到 2011 年村庄拆迁，部分延续至 2016 年。

三、 本志采用章节目体，并以小章结构论述D 运用述、记、志 、 传、图、

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地图与重要照片集于志首，随文插入相关图表，

为求图文并茂。

四、本志首设总述，采用史志结合体综述村情，次为大事记，以编

年体为主。 之后，依据横排竖写方式，按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后政策、

再教育、卫生及人物的顺序排列。

五、本志突出时代特色，设有《综合经济~ {社会新风》两章，为

突出地方特色，特设《郑东新区拆迁安置》一章，同时重点写出村庄概况、

生产、建设情况，增强此史的历史价值和可读性。

六、本志文字、时间、计量单位 、 标点符号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称谓用第三人称，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之后可用简称，书中的大部分

数据以《祭城镇志 》 上的为主。

七、本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 花胡庄村籍历史名人，革

命烈士及知名过世人物写传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贡献的健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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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记简介，科级以上工作人员，中等专业技术人才等，均列人名表。

八、本志中"祭"字读音，凡出现"祭城"两字时，读 "zhb" ，不

读 "ji" 或 "zhàj" 。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 《祭城镇志 } ~祭城乡志 》 等，有一部分

材料源于口述选录及座谈访问、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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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花胡庄村位于郑州市区东北部，北靠小郭村，东接南录庄村、宋庵村，

南连祭城镇祭城村和祭城镇的三里庄村，西与霍庄村、 魏庄村接壤，东

西宽1.8 公里，南北长 2 公里，总面积 3.6 平方公里，含东花胡庄、 西花

胡庄、 沙庄 3 座自然村。 地势西高东低，平均海拔 90 米，属黄淮冲积平

原。 村东北部较低洼。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十年治水改土及农田建设，

沙荒地、 洼地逐步变成了良田 。 境内有东风渠、金水河、 黄魏干河、 贾

鲁支河 4 条河流，水资源较为丰富，属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光、 热、 水 、

土条件适宜各种农作物生长、 各类养殖产业，是郑州市主要副食品鱼、

肉 、 蛋、 奶 、 莲菜生产供应基地之一。 有"鱼米之乡"之称。 全村有耕

地 3949 亩， 2016 年全村人口 2950 人，主要有汉族、回族两个民族，少

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8%。

花胡庄村历史悠久，以农业生产为主，在计划经济时期， 工业、商业、

服务业滞后，经济发展缓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进入 20 世

纪 90年代，全村认真贯彻"改革、 开放、搞活"方针，坚持以"服务城市、

强村富民"为宗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结构调

整为主线，解放思想、 锐意改革、 扩大生产、艰苦创业，大力发展经济。

花胡庄村是一座具有 600 多年悠久历史的村庄，远在明朝初期在此

建村，随着历史的变迁，时间的推移，现已发展成为一座民风淳朴、 文

化底蕴深厚、 各行各业人才辈出的美丽村庄。

花胡庄村地处较为偏僻，交通不太发达。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村

民出行没有公路，只是农村的土路，正所谓"天旱灰土路、 雨天泥泞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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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末 21 世纪初，干部群众群策群力，捐资、 集资修建从霍

庄村到花胡庄村中间的乡村沥青路 (4 公里) 、 从 107 国道到村南边 18

米宽的沥青路 (4 公里) ，结束了群众出行难的历史，同时也促进了花

胡庄村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地提高，村领导班子更加重视人们的生活质量、

身心健康问题。 在上级的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实行农户厕所改造，

杜绝了一些疾病的发生。 为了改善村民饮用水质量，投资建设多层过滤

的深水井，并铺设管道，安装水龙头，家家用上自来水，让全村群众吃

上了"放心水" O 联系医疗部门定期为村民进行健康讲座、 义诊，组织

村民定期到区医院进行体检，村民体质明显增强。

由于干部带头，群众努力，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干部群众齐心协力，

坚定不移奔小康，农业、 工业、服务业快速协调发展，花胡庄村经济实

力明显增长，群众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围绕城市服务发展农业。 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花胡庄村治

水改田，开挖村北的黄魏干沟 、 村西的金水河、 村东与村南的排水沟渠，

架设电力线路、 增添电力设备，打井配套保水浇地，使农业生产条件大

为改善。 20 世纪 70 年代，在大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同时，大力推广

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加大旱田改水田的力度，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20 世纪 80 年代，积极开展以低产田改造为主的农业综合开发，特别是

在联合国 "2814" 项目引领下，村里部分群众利用河沟 、 水塘以及常年

受淹的土地，修建鱼塘，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使贫穷的村庄成了"鱼

米之乡"农业收益明显提高。 20 世纪 90 年代，为了使农业生产适应

市场经济形式的发展，花胡庄村根据上级要求，按照"调整和优化产业

产品结构，促进农产品商品化、实现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发展思路，

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鼓励农户抓好畜牧、 水产 、 林果、 莲菜等高



概述

效产业，强力推动农业向高效、生态、创汇型发展。 全村群众积极响应

并获得收益，出现众多的水产养殖户，鱼塘面积 600余亩，涌现了养奶牛、

养猪、养羊等专业户，使花胡庄村成为郑州市主要副食品肉、蛋、奶、鱼、

莲菜的供应基地之一O

围绕市场发展副业。 新中国成立后，花胡庄村利用当地资源，以农

产品生产、手工业为主，逐步形成编蒲垫、生豆芽专业村，村域经济发

展显现浓厚的地方特色，村民物质生活得到较大改善。 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全村先后涌现出一

大批能人智士，依靠自己的优势，开办各种企业，如印刷厂、炒货厂、

建筑公司、建筑队，同时发展运输业及服务业。 既为村民致富奠定基础，

也合理安置了村里的闲散劳动力，为花胡庄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积极

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花胡庄村历届领导班子带领全村村民自力更生、艰

苦创业，使"北大荒"变成"鱼米之乡"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

别是 20世纪 90 年代，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调整和优化产业、产品结构为主线，经济发展跨入腾飞时期，随着改

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村社会经济不断发展。

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O 花胡庄村处于郑东新区发展的最前沿，近十

多年经济发展极其迅速，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居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完整，家家建成楼房，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 各种家用电器进入农户，家家购置汽车、电动车做代步工具，居民

生活步入富裕型小康水平，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

农村城镇化粗具雏形。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 花胡庄村坚持"百年大计，教

育为先"战略思想，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教育质量明显提高，教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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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完善，基本实现信息、网络等现代化教育。 1996 年普及"九年义

务教育"通过省级验收达标，小学入学率 100%。 民间文艺活动丰富多

彩。 花胡庄村村民素来多才多艺，热爱表演，有秧歌、舞狮、戏曲等组

织，农闲时或逢年过节都会举办欢庆活动，并多次参加镇里举办的文艺

活动并获奖，有时还会去"老年点"为老人演出，给他们带去欢乐，极

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积极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在全村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活动，开展"五好家庭" "十

星级文明户"评先活动。 爱国守法、艰苦创业、助人为乐、 扶贫济困、

尊老爱幼成为广大群众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农民生活水平步入小康，改革开放后，群众已摆脱贫困，进入温饱

小康，并向富裕小康迈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收入的提高，农民的

消费由量的满足向质的提高转变，元公害的食品、高档的服装、高科技

的电器、豪华的轿车普遍进入寻常家庭口

随着郑东新区的快速发展，有几百年历史的花胡庄村已经拆迁，变

成了中原明珠一一龙湖区域的"水域舰城" 。 这一带高楼林立、绿茵遍地，

整洁漂亮，村民被安置在新型社区里。 全村群众相信 2016 年是"十三五"

规划的开局之年，广大干部党员群众满怀信心技身于"十三五"规划建

设大潮中，随着"十三五"规划期间"美丽乡村"美好蓝图的实施，使

村域经济稳步发展，技术创新步伐加快，绿色环境保护力度加大，村民

的幸福值会在原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今后，在上级政府、村"两委"

领导干部带领下，花胡庄村全体村民一定会以郑东新区建设为契机，团

结奋进、开拓创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未来的日子会更加幸福，生活

会更加富裕，花胡庄村的明天会更美好，更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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