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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一 区位优越资源丰

夏邑是河南省东部门户，地处豫、 鲁、 苏、皖 4 省接合部 ， 地理坐标东经 115 0 52' -

116 0 27' ，北纬 33 059' - 34 025' 。 东部和南部与永城市为邻，西部和西北部与虞城县接壤，西

南部与安徽省毫州市交界，东北部与安徽省肠山县缘连。 东西广 55.5 公里，南北袤 48 公

里，全县总面积 1484 . 7 平方公里。 北依陇海铁路，中贯连霍高速，南临江淮大地，东襟连

云港，西连大京九， 是京九经济开发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县城居全境中部，西距商丘市 55

公里、省会郑州 270 公里，东抵苏北重镇徐州市 120 公里，南到皖北药都毫州市 50 公里，

东北接安徽梨乡肠山县城 28 公里。 2006 年末， 全县辖 8 个建制镇、 16 个乡 、 723 个行政

村 、 14 个居民委员会、 5685 个村民组，有城乡居民 31 万户 、 人口 113 万 。

夏邑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大陆性气候区。 年均气温 14. rc ，降水 746 毫米，日照 2096

小时，元霜期 206 天左右 。 阳光充足，热量丰富，春暖夏热，秋凉冬寒，四季分明 。 沱河 、

王引河、 诠河三大水系分别从中部、西南部和东北边境汇流而过。 地下水埋深较浅，多年平

均水资源总量约 3.5 亿立方米，可利用水资源总量为1. 7 亿立方米。 夏邑地表平坦，地势由

西北向东南微倾，平均坡降为 115000 ， 海拔 36 -44.5 米，境内落差 7. 3 米 。 地表物质由黄

河泛滥冲积形成，土层深厚， 两合土和淤土面积占全部土地面积的 95% 。 由于土地开发利

用较早，经过长期自然风化和人为耕作熟化，沙素占适中，保水保肥能力较强，气、热性状良

好，土质肥沃，宜耕宜种。 种植作物以小麦、 玉米 、 大豆 、 红芋等粮食作物为主，其次为棉

花、油料、烟叶 、 花生、蔬菜、 水果、食用菌 、 药材、花卉等经济作物 ， 自然植被很少，基

本为农作物和人工栽植的树木花草代替。 动物资源以驯养牛、羊、 猪、狗、鸡、兔等家畜家

禽和鱼类养殖为主。 矿藏资源已发现的有煤、菱铁、铝、石灰石等。 地处永城与夏邑两县

(市)境内的永夏煤田面积 2056 平方公里，地质储量 100 亿吨。 其中夏邑境内的骆集煤田

经普查，储煤面积约 152 平方公里，煤炭资源量为 3150 万吨， 全部为优质无烟煤，具有较

高的开采价值。 夏邑是殷商文化发祥地之一，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有丰富的古文化、古墓

葬、 古运河遗址和大量历史文物、古今名人、民间艺术、历史传说、 奇闻轶事等有待开发的

旅游资源。 孔子还乡祠、彭雪枫纪念馆、天龙湖、古栗城遗址等旅游景点及革命纪念地已分

别被列为省 、 市级重点旅游和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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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悠久出俊才

夏邑历史悠久，境内的清凉山遗址、姜仁t固遗址、 三里姻堆遗址分别为新石器时期和河

南龙山文化时期遗址。 大量出土文物说明，早在公元前 3000 多年，夏邑地已有先民以原始

部落聚居，以石器、骨器从事渔猎，垦殖土地，刀耕火种，繁衍生息。 禹分天下为九州，夏

邑属豫州之域。 商，夏邑地属虞国，称栗。 周成王封微子启于宋，夏邑为宋国栗邑 。 周报王

二十九年(前 286) ，齐灭宋，与楚、魏共分宋地，夏邑属楚。

秦置县治，夏邑为栗县。 西汉时，夏邑境内曾分置栗、祁乡、建平 3 县，皆为侯国，同

属沛郡。 北魏孝昌二年 (526) ，栗废，改称下邑 。 之后，夏邑先后属马头郡、毫川、|、| 。 隋开

皇十六年 (596) ，改属宋州 。 金明昌三年(1 192) ，下邑县改称夏邑县，取华夏之意，延续

至今。 元至清末，夏邑隶属归德府。 民国时期，夏邑属豫东道。 抗日战争时期，夏邑分属国

民党政府、日伪政府和共产党抗日民主政府管辖。 解放战争时期，为国共两党争夺之地。 新

中国建立后属商丘专署 ， 2006 年隶属商丘市。

夏邑是孔子祖籍，在孔子思想的熏陶下，历来民风淳厚，世俗清纯，尊礼重教，厚德载

物。 历代名士俊才，群星灿烂。 西汉平当，北宋李惟清，明代彭好古 、 陈世恩，清代的彭舜

龄、彭家屏等均为廉吏， 一生勤政，忠于职守，深得世人爱戴，历代县志和史料对其政绩均

有记载。

夏邑地处中原，位居中州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战国时秦将章郎、西楚霸王项

羽、汉高祖刘邦、魏武帝曹操、东晋名将祖邀 、 明朝开国功臣徐达都曾率部在此征战据守。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夏邑人民为反抗封建统治，操戈奋战，前仆后继，进行了英勇顽强地

斗争。 历代义军首领为反抗封建王朝统治和压迫不断聚众造反，喋血献身。 秦末陈胜、 吴

广，汉朝黄巾、赤眉，唐末黄巢、 王仙芝等农民起义军曾在夏邑留下征战足迹。 明末李自成

农民起义军曾两次攻占夏邑县城并委派知县。 清咸丰三年(1853) ，夏邑发生了大规模捻军

起义，其首领王贯三率兵三破县城，杀了两任知县。 光绪年间，夏邑先后发生了农民起义反

清和反洋教斗争。 北洋军伐统治时期，夏邑人民纷纷揭竿聚众，组织绿林抗暴武装，攻村破

寨，遍及全县。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夏邑谱写了革命斗争新篇章。 1925 年杨集青年学生、共产党员

张文进最先在夏邑宣传马克思主义，播撒革命火种，并于 1927 年秋创建了中共在夏邑的第

一个支部，带领当地农民向土豪劣绅进行斗争，以鲜血染红了故土。 1936 年 5 月，在中共

地下组织领导下，夏邑县发生了震惊豫东的抗日救亡运动。 夏邑师范和夏邑中学进步学生会

同民众共同直捣国民党县政府和警察局，县长和警察局长惧义潜逃。 同年火店乡发生斗土

顽 、 抗烟税武装暴动。 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夏邑县地方抗日武装和广大民兵不仅担当

为抗日部队运送粮草弹药、 救护伤员、侦察敌情、维护后方治安等各项战勤任务，而且拿起

武器，直接配合大部队参与各种大小战斗数百次，并多次粉碎日伪的"清乡" 、 "围剿"和

"扫荡"累计歼敌数千人。 1944 年 8 月，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率部进驻夏邑 。 同年 9 月

发动八里庄战斗，彭师长亲临前线指挥，歼敌 200 余人，俘获千余人，彻底打破了敌伪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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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拦新四军四师西进的所谓"路西防线"迅速打开了夏邑革命斗争局面，重建了夏邑革命

政权。 不幸彭雪枫师长壮烈殉国，遗爱夏邑 。

解放战争中，夏邑是国共两党反复争夺之地。 1948 年 11 月，夏邑县城经过第四次解

放，终于回到人民手中 。 淮海战役期间，夏邑县地方武装 500 余人升级为野战部队奔赴前

线。 全县组织 10 万青壮年和民兵、千余辆牛车、数千副担架，在 120 里支前运输线上千车

竞发，接力运转，川流不息，运送粮食 300 多万斤，伤员万余人。 地方武装和民兵堵截围歼

前线潜逃残敌，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俘敌官兵数千人，夏邑的支前工作受到淮海战役总前委

表彰。

当代，夏邑籍生物学界教授丁玉澄身居美国，心系华夏，多次回国讲学，为世界生物学

界频添异彩。 已故 106 岁的正骨专家罗有名老太，老骥丹心，医道高尚，享誉十几个国家和

地区。 留美博士后、夏邑科技副县长刘佑全，为振兴夏邑长期废寝忘食、积劳成疾，不幸英

年早逝。 其赤诚的爱国情'怀、廉洁的品质、勤俭苦干的作风、卓著的业绩感动了河南，感动

了全国 。 纵观夏邑历史，清官廉吏、志士仁人、革命英烈、劳动模范、科苑巨子、医界精

英、文化名人，犹如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河，古往今来，奔流不息。

三孔祖文化影晌大

据史书和夏邑旧志记载，孔子的先祖世为宋公。 其十世祖弗父何为宋国上卿、执政大

臣，封采邑于栗。 夏邑即为当时宋国栗邑 。 从弗父何起，孔子的先祖世代在夏邑居住生活。

至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曾任宋殇公大司马，主管军事，屡立战功，正色立朝，在一次宫廷

斗争中和殇公一起被太宰华督所杀。 其后世子孙为怀念这位功绩卓著的先祖，便以其字

"孔"为氏。 自此，有了孔氏家族，夏邑乃孔氏起源之地。 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祈

父，祈父生防叔，防叔为避华督之难，奔鲁，越三世，而生孔子。

孔子一生对祖籍宋国魂牵神往。 早年"观殷道"成年"长居宋，学殷礼"娶宋人开

官氏为妻。 孔子十分注重孝道，在宋国期间，常到先祖坟莹祭祀。 孔子先祖坟莹在何处?据

历代《夏邑县志》和石碑记载，夏邑县城北 15 里(今王公楼村) ，古有还乡里，是孔子先

祖弗父何及后代宋父周、世子胜、正考父、孔父嘉、木金父、辜夷(祈父)墓葬之地。 因

孔子多次还乡省墓，后人思而立祠，名曰"还乡祠此地亦称"还乡里" 。 历代《夏邑县

志》对宋、金以来还乡祠多次修复或重建均有记述。 明末以来 300 年间，孔子还乡祠先后

大修和扩建 5 次，中修 20 余次，小修不计其数，还乡祠规模也愈修愈加宏伟。 至 20 世纪 50

年代，还乡祠影壁、根星门、大成殿、两庞和部分石碑、古柏等尚保存良好。 60 年代后因

长期失修而逐渐明塌"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毁，仅存遗址和数通残碑。 1994 年夏邑县政府

决定在原址重修孔子还乡祠，同年成立夏邑县孔子还乡祠修复委员会。 修建工程计划占地 5

公顷，总投资 3600 万元。 为修复孔子还乡祠，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四家领导带

头捐款，全县各界人士纷纷响应，夏邑籍在外地工作的名人、学者、港澳台同胞、海外侨

胞，上至将军，下至百姓，年长至八九十岁老人，年幼至十来岁儿童，捐款捐物者近万人。

国际儒商联合会会长、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除捐资百万元用于修复还乡祠大成殿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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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价值 17 万元的孔子行教大铜像一尊。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创始人。 孔子的思想学

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起过重大作用，而且在国际上也产

生了深远影响，以致在全世界兴起了"孔子热" 。 许多国家都在研究孔子思想学说，并形成

了丰富、完整的理论体系 。 孔子思想学说形成，追根求源与殷商文化和先祖遗德、遗风的影

响有密切关系 。 夏邑县不仅是商文化发源地，也是孔氏家族起源地。 研究孔子思想和学说，

追根朔源，必定要研究孔子祖籍文化。 这对继承和弘扬孔子思想学说，促进现代两个文明建

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夏邑县作为孔子祖籍， 20 世纪 80 年代初，即开始了对孔

祖文化的研究。 原夏邑县政协副主席张今吾、原商丘师范学校校长司英占、县史志办主任张

金榜等人，通过深入调查，分别撰写了关于孔子祖籍在夏邑的专题文章，在全国多家新闻媒

体发表，引起全国史学界的震动和重视。 1993 年夏邑县开始组织孔祖文化专题研究。 1994

年 5 月，在夏邑召开了有 108 名史学专家、教授、学者、孔子后裔、知名人士、新闻记者参

加的孔子祖籍文化研讨会，成立了孔子祖籍文化学会。 1998 年 10 月至 2006 年 5 月，夏邑县

委、县政府先后举办了儒商现象与现代市场经济学术研讨会、儒商文化研讨与经贸洽谈会、

中国(夏邑)孔祖文化节暨投资贸易洽谈会， 成立了夏邑县儒商协会，举办了孔氏宗亲拜

渴远祖文化活动，出版和发行了多种孔祖文化书刊，拍摄了《孔子的祖籍夏邑》电视专题

片，举办了孔祖文化书画、摄影展，开展了一系列的孔祖文化研究和宣传活动。 根据专家和

学者建议，把孔祖文化学术研究与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改革开放、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

在重修孔子还乡祠的同时，先后在县城开发建设了孔祖中学、孔祖文武学校、孔祖小学、孔

祖大道 、 还乡路、孔祖大酒店 、 孔祖商贸城、 孔祖家酒、孔祠酒、孔祖烧牛肉等一系列孔祖

名牌商标和产品，进一步扩大孔祖文化影响，提高夏邑知名度。 通过以儒交友，以诚招商，

大大促进了夏邑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活动，加快了夏邑县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步伐。

四 改革开放成效显

1985 - 2006 年， 是夏邑县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发展的年代，也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

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渡、建立和发展的年代。 22 年来，夏邑县委、县政府

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基本方针，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经济上把企业推向市场，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

体;在政治上把干部推向群众，使权力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形成廉洁、 公正 、 透明、开放

的社会氛围，营造宽松有序、公平竞争 、 规范法制的发展环境。

继续抓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1996 年夏邑县城关、车站、李集、会亭、济阳、孔庄 6

个乡镇被选定为商丘地区特别改革试验乡镇，率先改革乡镇机构，分流人员，增强服务功

能;采取多种形式，改革乡办和村办企业;允许承包到户的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实行集约

经营;试行农村教育体制和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 经过 5 年努力，圆满完成

了各项试验改革项目和经济发展目标。 1998 年县委下发 《关于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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