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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

《仓头村志》编委会全体成员受村双委的重托，满怀全村父老乡亲的厚望，于

二oO四年七月投入到村志的撰写工作中。经过大量的资料搜集，广泛的座谈

调查，继而筛选归类，分编、章、节、目拟写。在广大群众和有识之士的密切关注

下，全体编委不顾溽暑的炎热和隆冬的严寒，或四处奔波，或苦战斗室，历经几个

月的辛勤工作，村志雏形已成，于今付梓。

由于全体编委水平有限，又缺乏编写志书的经验，更苦于史料的匮乏，再加

上时间短暂，致使村志中遗漏内容较多，记述中不当之处难免，诚望广大干群多

提宝贵意见，更望后生之辈能够修正续写!

《仓头村志》编委会

二OO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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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撰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辩证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客观真实地记载仓头村的发展变化历史。

二、本志书贯通古今，但苦于历史资料匮乏，建国前至上古时期，仅依传说作

一些叙述，故重笔详写解放至今的情况。

三、本志结构分时期按编、章、节、目、题记述，以事分类。编、章、节，均以汉

字数列为序，目、题层次分别以一、二、三，⋯⋯或(一)、(二)、(三)⋯⋯，1．2．3，

⋯⋯或(1)，(2)，(3)⋯⋯标注。

四、本志体载，述、记、传、图、表、录诸体皆备，编者不妄加评议。

五、本志内容，卷首列序言，概述和大事记。后按解放前后两大时期，就地

理、政治、农业、工业、商业、教育、医疗，民俗等方面分类记述，间或附有图、表、

录、照片或附文。

六、入志人物全系战争年代或和平建设时期，对党和人民有较大贡献的本村

人。入志不专事宣传个人，志在激励后人。

七、本志纪年，民国以前多采用朝代，帝号，年号纪年，民国以后，全部采用公

历纪年，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八、神话故事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本志相关章、节中有所录用，非为渲

染迷信，意在表现仓头人们的想象力和美好心情。



序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资治、教化、存史”，志书的三大功能为

世人所共识。村志做为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方志的基石。它可以补县、市志

之遗漏，续乡镇志之不足，聚一村之精华。它是直接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

本路线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极其生动亲切的、富有

说服力的教材。这种教育农民直接看得见、嗅得到、摸得着、信得过，能够收到良好的

效果，凝聚成巨大的精神力量，成为推动物质精神文明建设的原动力。因此，仓头村两

委班子成员一致认为：编纂村志决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一项认识过去、服务

现在、开创未来，既有近期社会效益，又可以产生久远社会效益的大事，是造福子孙后

代的百年大计。

我们于1997年6月份正式成立了仓头村志办，本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自己村的历史自己写，开始了编纂仓头村志的艰巨工程。村

志办在党支部、村委会的直接领导下，在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密

切配合下，经过村志办全体同志辛勤工作，不懈努力和全村干群认真评审，修正充实，

历经七年，数易其稿，《仓头村志》终竟其功。值此村志即将问世之即，我们谨代表仓头

村双委和二千三百多仓头人民，向为编纂村志付出大量心血的村志办全体编辑及工作

人员，向所有为村志作出贡献的有关部门及各方有识之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

敬意，特别是李枝荣老师，年迈花甲，退休之后，虽疾病缠身，又发挥余热，主编《仓头村

志》，实在是老有所用，老有所为的好榜样。

《仓头村志》是一部长约二十万言的宏篇巨著，它以正确的观点，翔实的资料，科学

的态度，严谨的手法，比较全面地记载了仓头村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自然到社会，

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到现实，从人物到风貌的相关内容。它是一部一应俱全的、全

面、系统的社会综合性百科全书，它是一部古老的文明史，沾满血泪的苦难史，英雄的

革命史，经济建设的发展史；它是我村不曾有的史志资料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仓头村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遵循详今略

古的原则，以浓墨重彩，记述了仓头村的当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十一届三中全

会前后、移民大搬迁前后的沧桑巨变，向世人展示出了一幅多彩的历史画卷。

《仓头村志》为仓头人民提供了一部珍贵的历史教科书，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了一部

不忘仓头，建设仓头的好教材，为当代及后世领导提供了进行正确决策的依据，为我们

的后代子孙留下了一件无价之宝。它的出版，必将进一步振奋仓头村人民的革命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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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激发人们认识仓头、热爱仓头、建设仓头、振兴仓头的壮志豪情。愿仓头人民以史

为鉴，不忘过去，珍惜今天，放眼未来，为把我们仓头建设得更加美好，而精诚团结，自

强不息，开拓进取，再铸辉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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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主任梁保子

二oo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概 述

概 述

(一)

洛阳市新安县仓头乡仓头村，地处北纬34056 7、东经112011’附近。东南为孟津县

光华村，西隔畛河与河西、寺上两行政村相望，南连陈湾村，东与王村毗邻。东西长约

2．5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下辖后沟(仙人沟)、中沟、常庄、后

场、上士夭、下士夭、仓北、后士夭、中街、桥南、南沟11个村民小组，747户，2357人，可耕地面

积2581亩。仓头村地势东高西低，海拔在180米——275米之间。她东依云蒙山，西

望青要山，发源于云蒙山麓仙人洞附近的一条山涧溪水，顺势自东向西流入畛河；畛河

之水从南向北绕村半周，由“天险狂澜”之称的古渡口狂口汇入黄河。运输繁忙的新

(新安)一峪(峪里)公路由村域通过，交通十分便利。

仓头气候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象因素变化明显，四季分明：春季风多雨少，

夏季高温多雨，秋天天高气爽，冬天寒冷少雪。多年平均降水量为642．4毫米，其中

51．6％集中于7——9月份，12——2月份仅占4．9％，季节分配极不均匀。多年平均气

温14．2'12，7月份最热，平均气温27．2。C，极端最高气温39℃；元月份最冷，平均气温

0．2cC，极端最低气温一13．1℃。年平均日照时数2186．9小时。无霜期为216天。

早在5000多年前，新安县仓头村这片沃土上就有人类从事生产活动。东汉刘秀

在仓头村设仓库，时称“汉仓口”，仓头由此得名。大约在五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仓头的

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缓慢。秦始皇二十六年始置新安县，历经西汉、三国、西晋、南北

朝时期的北魏、西魏、北周和隋朝，后经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至2000年，新安县

各辖区基本未变，仓头一直属之。解放后，仓头先后隶属大章区仓头营、光辉社、仓头

公社、仓头乡等。

仓头历史悠久，河山秀美，文化灿烂，文物胜迹较多。有关帝庙、三官庙、玉皇阁、

迎仙桥、穿心碾、一步三孔桥、分水岭、孙膑洞(仙人洞)等。如此众多文物胜迹，尽管有

的屡遭破坏，有的已沉没地下，“尽失当年雄姿”，但依然可见仓头历史源远流长、文物

荟萃之一斑。仓头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出了许多优秀的民间艺术和地方土

特产品。旱船、高跷、威风鼓、仓头卤肉、猪肝散、澄泥砚等，或得于地理之便，或长于手

艺技法之精，皆取得市场之赞誉，并留下了许多美妙神奇的传说。

仓头地阜物华，资源丰富。地下矿藏得天独厚，种类繁多。尤以煤炭为甚，探明可

开采储量1．5亿吨。土地资源广阔，人均耕地1．1亩。畛河冲积地带多淤沙土，地平

土肥，灌溉条件较好，旱涝保收，适宜小麦、玉米、红薯、棉花、烟草、蔬菜等作物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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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头村志

东部山区珍贵药材有防风、麦冬、构杞、桔梗、盘参等。

历史上的仓头，曾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自然灾害多，是仓头历史上的一大特点。

最常觅麴是旱灾，终称“十年九旱o”“大旱、大饥、人楣食”、“骨肉糖食，死者相继，十室

九空”之类的历史记载触目皆是。此外，风、霜、雹、虫、疫病等灾害也时有发生；经常给

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危害。

除了大鸯然带给人们的灾难以外，仓头历史上的另一特点就是战乱多。特别是民

国以来，军阀混战，日寇入侵，以及网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全面内战，均给仓头人民带来

了深重豹灾难。但仓头人民也在战斗中经受了锻炼，荠在人民革命战争中获得了薪

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仓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

人民民主解放，进行了不屈不饶的斗争。著名的北岳战斗、莲花栈战斗等，仓头人民为

革命战争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仓头人民为革命事盘作毒了卓越鲢贡献，也付磁了巨

大的牺牲。仓头的山山水水处处都有革命前辈浴血奋战的足迹。1947年8月，仓头解

放，仓头人民才真正成力这块土地的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仓头人民随着祖国前进的步伐，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

时期。尽管工作中曾经出现过失误和挫折，遭受过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浩

劫，但在党程上级各级政府及村蔼委班子的领导下，仓头覆貌发生了深刻豹历史性变

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仓头的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各项事业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农业机械从秃到有，耕作、运输及农副产品加工的机械

化、电气化水平不断提高；培育、推广良种，改良土壤，合理密植，增施化肥，农药防治病

虫害等，都为农业增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男女并作，朝夕不遑，负担终年，恒不获一

饱”的状况彻底改变。仓头人民依靠集体智慧和力量，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治山治水，

使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至1997年底，共平整土地700多亩，建造大小型电灌站16

个，修筑自流水渠3条，发展水浇地1000余亩，治理荒出1200余亩，植树120000余株，

建护林房一座，营造护林公路一条，发展种植果园150余亩。1996年基本实现了无荒

啦村，被新安县政府评力“林业先进单位。”农业产业结构逐步得到改善，农业商品化、

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整个农村欣欣向荣，一派生机。

工商副业稳步前进。建国后，仓头工商农副产晶，从无到有，至九十年代达到鼎盛

时期。1996年，仓头树集体、联办、股份、个体煤矿发展到11个，年产值达二千多万元，

年上交国税近百万元。交通运输发展迅速，村内组组通公路，“任是山乡最深处，也闻

阵阵喇叭声。”全村共有大小各种车辆150多台(部)。商业市场一片繁荣：仓头村双委

历经三年，投资二万多元，对老街进行了改造，又投资新建了商贸街和集贸市场，从而

形成固定摊位450多个，圈定门面八十余家，流动摊位一千余个的商贸地带。每月初

八、十八、二十八物交大会之时，强髑商贩云集，商晶菇种齐全，琳琅满遨，“春满搬台五

光十色，货盈橱架万紫千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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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文教、卫生、人民生活水平等肖很大发展稳提高。仓头村自古就有兴学育才的好

传统，近代“科技兴国”的人才观更深人人心，妇孺皆知。历任村领导班子都十分重视

教育，倡导尊师薰教，带领群众兴建校舍，及时解决学校的困难。八十年代后仓头学校

发展为仓头乡重点中学，教学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特别是1989年——1993年，中招

成绩在新安县仓头乡中招实现“五连冠”。“桃李不畜，下自成蹊。”县城等多处家长舍

近求远，跨区送子女来仓头就学，使仓头村光彩夺西，名播遵方。教育的发展，带动了

医疗、文化、艺术等事业的发展。“华佗再世代代有，起死回生梦成真。”群众的健康水

平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全村儿童入学率和巩固率双达标，基本扫除了中青年文盲。

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尊老爱幼，蔚然成风。98％的家庭拥有彩色或黑自电视机，60％

以上的家庭拥有洗衣机或冰箱，资产在l卜loo万元的个体工商户多达70多户。
仓头村人民正沿着“兴农稳、兴工富，兴商滔”的正确轨道前进。

f，一、
＼一，

1998年7月28日(农历6月6日)，是仓头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良辰吉日。震耳

戆专L熄黧喧闹的锣鼓声宣告温县摇贤乡仓头新树在黄河滩主的开建。“看旖旎春光重

新日月，喜风流人物再展宏图。”与祖先告别洪洞县大槐树迁新安时泪限朦胧的情景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

仓头人民谈大体，顾大局，舍小家，为圜家，积极服从国家移民安排。至1999年5

月底，一座东西长632米，南北宽431米的现代化新村落成，共建起住宅732所，建筑面

积91340平方米；学校、医院、村部及时建成，水电路全通。6冀底以前，732户，2232匿

仓头人，满怀无限憧憬，高高兴兴迁至温县。1999年7月，移民补偿款绝大部分发放到

户。村庄基本建成以后，依据原来规划，村委又投资二十余万元对村庄进行绿化、亮

化、美化建设。2002年，斥资四十余万元，建成400多平方米的文亿广场，并安装大背

投电影和三十多种体育健身器材。定时为全村60岁以上老人进行身体常规检森。校

院内“漓脆歌声犹如百鸟枝头gl{，天真笑脸好缎梅花万点红。”电话入户率达73％以

上。安装有线电视190户。“春花秋实盈庭灿，桂馥香馨易地荣。”一座现代化的花园

新村傲然挺立在黄河滩区。

1998年8月，温县移民局给仓头村划拨土地2700余亩。农监生产实现机械化耕

作，在所有耕地内完成“井、房、泵、电、台、管”六配套，并种植经济和特色杂果林，达到

圈阅园林化。当年夏秋双获丰收。发扬仓头人诚信经营的优嶷传统，在主街道建成四

条商业街150座门面房，设活动摊位1000余个，月设物资交流会三次，大大活跃了农

村经济。积极落实上级“农村城镇化、城镇工业化”的指示精神，狠抓工业生产的开发。

1999年至2001年，先后投资128万元，建起煤球厂、予制板厂、农视修琵厂，萄粉加工

厂，秸杆气化站。2002年12月，叉投资280万元，建成豫龙达肉制品有限公司，产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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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头村志

美可口，深受消费者青睐。2003年9月，确定“招商引资，以工养农”的发展思路，与北

京恒慧通肉类食品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建设“河南省恒慧通肉制品有限公司”的合同。

该工程投资总额为1．115亿元，占地200亩，建筑面积21880平方米，设计年产值可达

7．6亿元，年实现利润6670万元，可安置就业劳力300余人。“春到滩区千门喜，喜临

小院四季春。”仓头村人民在仓头村双委的带领下，在实现“迁得出、住得稳”的目标后，

正向“富得快”迈进!

温县招贤乡仓头村是焦作市“明星村”，这里环境优美，人杰地灵；这里有一片沸腾

的热土，有令人心动的投资环境。”英雄儿女常存英雄志；锦绣山河再展锦绣图”。仓头

村人民愿以最优惠的条件，最宽松的环境，最优质的服务，为四海有识之士提供创业的

天地，发财的良机，从而推动仓头经济向规模化、集团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司马故里

摆酒宴，仓头新村待贵宾。”勤劳智慧、诚实守信的仓头人民竭诚欢迎各界仁人志士到

仓头村考察，投资合作，携手共创仓头美好的明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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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年)

大 事 记

新石器时期

(约公元前8000年——公元前5000

—124年)屡次发生地震。

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大灾

荒，谷斛(10斗)价值万余钱，百姓饿死甚

多，外出讨荒过半。

仓头南岑有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遗

址一处，出土有石锄、石斧、灰陶、黑陶等 三国时期

原始工具。 。

春秋战国时期

仓头村中沟组与后沟组交界处的山

崖上留有孙膑在此修行攻读兵书之遗址

——孙膑洞、孙膑窑——(神仙窑)，窑内

有石桌一张，石凳两条，石床一张。

东周时期

东周安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76

年)，魏、韩、赵三分晋国，仓头属韩管辖。

显王二十八年，孙膑协助齐将田忌围魏

救韩之战途经仓头。

东汉时期

光武年间在仓头设粮仓，今有“汉仓

口”石刻一幢。

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二月，

地震，地有裂缝，房屋倒塌，有人被压死、

砸伤。

安帝延光元年至三年(公元122年

魏明帝青龙二年(公元234年)十一

月地震，房屋摇动。

唐朝时期

懿宗咸通元年至三年(公元86卜
862年)，元年秋至二年二月无雨，三年蝗

灾不断。

北宋时期

哲宗元祜年兴建三官庙和关帝庙。

明朝时期

自洪武二年始，陆续有二十个姓氏

到仓头定居。

世宗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飞蝗

蔽天。世宗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

年)为三官庙神仙重塑金身。

思宗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大

旱，蝗虫遍地，野绝青草，斗米银二两九

钱，民食树皮，食白土，骨肉相食，十室九

1



仓头村志

空。

清朝时期

世祖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地

震，有声如雷。

圣祖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年(公元

1689--1691年)，连续三年大旱，蝗虫，风

灾，病疫流行，病死，饿死，外逃过半。

圣祖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四月六

日十时，地大震，越五六日又震，之后余

震终年不断。

圣祖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

重修关帝庙。

德宗光绪三年(1877年)，特大早荒，

斗米5千银，树皮革根剥掘殆尽，人相

食，饿殍载道。

中华民国

1912年3月(民国元年)，袁世凯就

任大总统，仓头为一个选区。

1915年(民国四年)，7月21日，暴雨

倾盆，八月连日大雨，山洪暴发，田地被

冲毁者多，人畜被损伤者多。

1917年(民国六年)，7月大雨成灾。

1920年至1921年(民国九一十年)

夏无雨，冬无雪，次年春季大旱，民饥饿，

逃荒要饭甚多。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山东巨匪

刘桂堂，崔邦杰等大批匪徒，窜扰仓头，

陈湾，横山，云水，寺村，河西等村地，掠

去人畜，抢去钱财，拉人绑票，送钱赎人，

晚者致于残伤。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大雨
2

成灾，夏秋之间霍乱流行。瘟疫病菌传

播，邻户相传，病死者甚多。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夏秋大早，

秋多枯死，又遭雹灾，蝗灾，秋收一成。

1942年一1944年(民国三十一年一

三十三年)，入春持续大旱，夏旱尤烈，飞

蝗成灾，虫由黄河岸而起向南掠延，遮天

盖地，嗡嗡有声，飞集掠过，禾苗，树木花

草，梢断叶光。麦秋基本绝收，民不聊

生，卖儿女，当庄田，民食树皮草根为生，

逃荒要饭远逃他乡。除饿死异乡外，灾

害过后有的重返仓头，有的至今客居他

乡。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元月23(腊

月初十)夜地震，28日(腊月十五)余震不

断，午夜再次地震。是年夏发生蝗灾。

8月14日，日军败退，经仓头至洛

阳。次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8月22日

(农历七月初七)夜至23日傍晚，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陈谢兵团，强渡黄

河，挺进豫西，仓头解放。地下党组织派

孟涛、贺伟毅在仓头发动群众，搞急性土

地改革。雇农刘传德出任农会主席，梁

炳林出任村长，刘道海担任民兵队长。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2月22日，

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兵团司令

裴昌会所属骑兵、步兵一部进犯石井，仓

头樊景周，梁智林等民兵十二人前去参

加战斗，阻止围剿裴部。后配合一区区

干队民兵参加莲花寨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



大事记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仓

头群众隆重集会欢庆。

1950年

开展斗地主分田地，搞土地改革运

动。同年动员进步青年参加中国人民志

愿军，仓头村有张云青、梁玉林、李乃成、

李德建、郭克复、梁学顺、张奇子、史景章

等八位同志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51年

6月蝗虫成灾。

9月12日天降冰雹。

1952年

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1953年

元月，全村开展扫文盲运动，组办夜

校识字班。

3月，仓头村民在三官庙北河滩参加

万人大会，打击、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

11月18日，全村组织学习中央文

件，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粮食统购统

销政策。

12月，推行货币改革。以旧换新。

成立初级社。仓头村分片为三个初

级社。南片社长崔桂卿、北片社长梁智

林、后片社长刘存成。

1955年

6月，实行教育民办公助政策。

11月，全国统用粮票和河南省通用

粮票开始使用。

1956年

春发生流感、脑炎、麻疹，各级政府

抽调医生到我村防治。

1957年

组织劳动力挖中沟、后沟水塘，同年

修通仓头至王村土路。

11月，仓头高小教师赴县参加整风

运动。仓头教师被错划右派的有：张宗

弛，杨作民，张士敏。

1958年

元月，上级号召开展除四害讲卫生

运动。

7月，办起了农民食堂。仓头村十一

个生产队按居住情况共办农民集体食堂

五个。

8月，全民性大搞钢铁运动。农村劳

力投入一线，农村出现大跌进，浮夸风。

9月，执行军事化编制。仓头、陈湾

合并为一个营，营部设仓头李乃成院内。

同月仓头抽调干群到云水修建云水大

渠。

1959年

9月，集中学习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

会精神，进行“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运

动。

1960年

春无雨，夏干旱，麦微收，秋旱枯，麦

播又无墒。

1962年

春多部分人得“浮肿病”。仓头在桥

南煤土沟成立浮肿病医院。

2月，和陈湾分队，仓头设立了党支

部及大队管理委员会。

3月，农民食堂散伙，恢复一家一灶

的生活方式。

5月，给社员每人借地2—3分。

1963年

3月5日，中央领导题词发表，开展

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宣传活动。

4月7日，中央教育部颁布《全日制

小学工作暂行条例》即四十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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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

3月，掀起了农业学大寨高潮。

4月，开展农村“四清”运动。工作队

进住各生产队。

1965年

7月15日，仓头扩宽街道。千年古

槐被伐。

1966年

7月2日，县首次举办学习毛主席著

作大型训练班，仓头村共参加六十七人，

时间长达二十二天，学习内容：《为人民

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三篇

文章。

8月22日，贯彻中央八届十一中全

会公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

定》(即十六条)，从此“史无前例”的文化

大革命开始。仓头成立了“仓头贫下中

农造反委员会”。

8月，天降大雨，应仙桥被洪水冲毁。

老虎咀塌滑，冲毁土地五十余亩。

10月，应仙桥开工兴建，67年4月竣

工，改名为“人民大桥”。

1967年

仓头村形成两大派：“仓头贪协”和

“仓头造委”，两派上街游行，面对面的辩

论斗争方向。

2月，仓头造委兴办杏树坡煤矿。秋

李东落井身亡。

1968年

3月18日，仓头公社革命委员会成

立。

4月，仓头两派群众组织到县谈判大

联合，历经二十多天没有结果。

10月，两派二次赴县谈判大联合，12

月仓头村革命委员会成立。公社革委会

4

派陈作一任仓头村革委会主任。

1969年

3月27日至4月4日仓头公社革委

会举办生产队以上干部学习班。开展

“民主整风”。

6月，大旱，组织劳力抗旱浇地，动员

男女老少盆盆罐罐上山。

9月，上级下达“双突”政策，仓头党

支部突击纳新七名党员。

10月，仓头大队派出二十名人员赴

孟津白合修建焦枝铁路。

1970年

8月，展开“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

现行反革命，反对贫污盗窃，反对铺张浪

费，反对投机倒把。

1971年

2月，仓头村党支部组建成立、翟作

林任支部书记。

7月，筹建仓头五金加工厂，张文廷

任厂长。

1972年

3月，组织劳力20余人到北冶石板

河烧石灰，准备建造畛河大坝第一期工

程。

10月，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

地。

11月，公社举办有生产队以上干部

参加的学习班，在农村展开批林批孔整

风运动。

1973年

12月，仓头大队组织劳力六十余人

修建畛河顺水大坝，全长八百米。

1974年

春，五金加工厂出资筹建机砖厂。

8月，大队从偃师聘请小麦技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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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传播种麦技术。

1975年

3月，开始续修畛河大坝第三期工程

450米，并修垫好本村路段保证按期通

车。

11月，仓头大队号召各生产队劳动

力，垫地一百八十余亩。

是年兴建南土龙大型电灌站一座。

1976年

元月8日，国家总理周恩来逝世。

同年在畛河大坝以东所垫田地中平

整打池，从孟津白河聘请水稻技术员指

导种水稻。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

8月29日，接上级地震单位通知，中

原数省有地震征兆。号召村民作好防震

准备工作。

9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

东逝世；全国下半旗致哀，村委布置吊唁

室，组织村民吊唁。

10月14日，中央一举粉碎了篡党夺

权的“四人帮”集团。

1977年

大队再次出资建校，要求各生产队

按每十口人一张课桌、一条凳子，限期交

送到学校。

6月，抽调50名劳力赴曹村谷山修

水库。

8月3日夜，突下暴雨，畛河暴涨，每

秒流量达1000立方米。

1978年

5月16日，公社组织对越自卫反击

战报告会，各大小队干部，党团员、机关、

学校学生参加。

1980年

仓头大队办起了个体卫生室六家。

同年大队革委会决定再次建校

3月，根据上级指标，取消各级革委

会，成立管理委员会。常春来任支部书

记，张文庭任大队长。

同年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

1981年

仓头初级中学被新安县教育局确定

为仓头乡重点初中。

4月，县派工作队进村清理宅基地并

换发宅基证。

同年牲畜农具作价，下放到户。

1982年

投资一万五千元建成中沟新校舍。

同年，地主富农摘帽，统称农民成

份。

1983年

8月，连降大雨，河水暴涨，住宅倒

塌，南沟张好礼窑塌，腿被砸断，其妻及

一女身亡。

同年，仓头大队两委决定在中街二

十亩地新开建新煤矿一座，李江海任矿

长。

1984年

执行体制改革，公社变乡，大队称

村。生产队称组，组设一人为组长，生产

组财务村委统管，村设联组会计一人。

同年，仓头村发展种烟叶150亩。

1985年

9月11日，为第一个教师节。

2月(13日一16日)中共新安县召开

三级干部会议，两户一体代表参加，共商

发展商品生产大计。

同年，各级成立经济联合社，仓头村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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