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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明集镇概况

东明集镇位于东明县中部，镇政府驻地距

县城15公里。北靠城关镇，东邻陆圈镇、大屯

镇，南接小井乡，西连刘楼镇、沙窝乡。面积

10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8．9万亩。辖43个行

政村，58个自然村，人口5．65万，其中少数

民族2182人，其余为汉族。

该镇为黄河冲积平原，地势西高东低，土

质西淤东沙，自南向北依次有紫荆河、四千渠、

东鱼河、五千渠、一千渠、贾河及南干渠(二千)

七条主要河流和渠道东西贯通全境。加之支渠、

斗渠横贯其间，桥、涵、闸配套齐垒，水利条

件优越，排灌便利。境内262省道、四马路纵

贯南北，长金路、黄五路横穿东西，各村之间

与之相连，交织成网，四通八达。

据《东明县志》记载，东明集镇建制于战

国时期，金宣宗兴定二年(121 8)东明县迁至

宛亭故地，县城在今东明集。明洪武元年(1368)

为避水患，县城又迂至云台集(今西堡城)，东

明集则改为集镇，叫南东明集。六百多年来，

这里一直是基层政权的治所。就近而言，1911

年是东明县第六乡，1933年是第六区．1958年

是东明集公社，1984年改为东明集镇，2001年

临河店乡划归东明集镇，即成现状。

东明集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荆台

集村八亩台系龙山文化遗址，西汉文帝时所建

玄帝庙，明清时为“东明十二景”之一，现为

东明县古文化遗址保护区。明清以来，全镇先

后出过进士12人，举人10人，生员300多人。

卢寨村生员以上资历者就达170多人，其中进

士2名。胡屯村房子骐明天启戊辰科进士，山

东右布政使，冠一方文士之首。西郝庄郝德淼

清咸丰乙丑进士，官任御前侍卫，“御前侍卫府”

古厅房尚存。

解放后，全镇教育事业蒸蒸日上，生机盎然。

现有初级中学2处，在校生2500名，小学中心，

教学点12处，在校生5000余人，教师学历达

标率100％，学生入学率100％，自恢复高考后，

全镇具有大中专以上学历的近2000人，其中硕

士生80多人，博士生10人。

东明集镇戏曲文化源远流长。解放前夕东

明集村成立的“星光剧社”，为东明豫剧团前身。

城内各大村落有大平调、两夹弦、坠子等业余

剧团10多家。名演员不乏其人，其中著名豫剧

表演艺术家朱巧云为国家一级演员，大平调演

员闫中仁为国家二级演员。目前，垒镇有秧歌、

高跷、唢呐、曲艺等10多个群众性文艺团体及

38处文化娱乐场所，文化生括丰富多彩。1992

年曾被山东省评为群众文化先进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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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明集镇医疗卫生、保健条件先进。镇医

院(县二院)医务人员130人，其中专家4名，

主治医师45人，主任医师13名。村卫生室38所，

医生51人，医疗条件达标。全镇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参合率95％以上。

东明集镇人民质朴坦率、侠义豪爽，有

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清末民初，红枪会遍及域

内各大村落，震慑坏人，保护了一方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清末，东明集黉门秀才李谦率家乡

500子弟兵揭竿而起，参加捻军起义。1939年

的东明集保卫战、1944年的郝士廉战斗、北贺

庄战斗，都是东明县革命史册上光辉一页。在

争取民族解放和抵御外来侵略中，垒镇有30多

名英雄儿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解放前，水、旱、虫灾频仍，兵燹战祸连

绵，东明集人饱受饥寒之苦，尽尝战乱之灾，

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解放后，人民群众当家

作主，耕有其田，人尽其力，生产得以恢复发

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生产得到突

破性发展，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民的温饱问

题。1995年，进行种植结构调整，实行间作套种，

大力发展西瓜、棉花、花生、蔬菜等经济作物。

垒镇种西瓜6万亩，有东明集、荆台集、井店

三处大型西瓜市场和lO个小型西瓜市场。每当

西瓜季节，全国20多个城市的大小车辆蜂拥而

至，年成交额6000多万元。

2007年县农业局在袁长营，城子、段末营

建万亩小麦、玉米良种繁育基地，年繁育良种

loo万斤，增收150万元。2008年，卢寨等四

村建万亩富硒西瓜培育基地，产品已注册商标。

小城镇建设是东明集镇一大亮点。1990年，

拓宽南北大街一条、东西大街两条，硬化路面

4054万平方米。目前，已是楼房鳞次栉比，店

铺林立，商贾云集，一派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

景象。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东明集镇发生巨大变

化，2006年人均纯收入3000余元，正由温饱

型向小康型过渡。目前正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加速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实

现经济快速发展．力争早日建设成为经济繁荣、

布局合理、设施齐垒、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强

镇。



东明集行政村位于东明县城南16公里处，

现为镇政府驻地。262省道纵贯南北，北连县城，

南接兰考。现有居民1022户，4421人，其中

回族350人，耕地4857亩。

东明集村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

的古村落。相传该村始建于战国时期．乃魏国

古邑煮枣旧地。金宣宗兴定二年(12l8)，为避

河患，东明县城由古东昏北迁此地建冶所，知

县在此重修城寨，设立四门，东日“朝阳”，西

谓“迎爽”，南叫“户牖”，北称“东昏”。明洪

武元年(1368)，河患又起，县治再迁云台集(今

沙窝乡西堡城)，遗址改为南东明集，后因旧城

内多庙会，逐渐演变为东明集。

据该村《李氏族谱》记载：明永乐二年

(1404)李氏由山西长治县移民至此，当肘此

地为一废墟，仅有张、殷两姓居住。现在垒村

共有55个姓氏，其中李氏人口居多，300户，

1287人，占垒村人口的29％。解放前后，该村

原居民有25户，52人迁居外地。

1911年至1955年，东明集村先后属东明

县第六乡、第六区，第二区；1955年至今属东

明集中心乡、公社、镇。

东明集为县南重镇，历史上烽火连绵。清

成丰十一年(1861)，西捻军在曹州一带杀富济

置

赢

贫，名声大震，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时任东明

县知县易焕书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县南五十四

村富户逃到东明集避难。农历四月初二，捻军

首领赖文光、张宗禹带兵来到东明集。该村李

谦得知其三哥参加捻军，被团练杀害，决意为

兄报仇雪恨。他毅然接受五十四村会首和父老

乡亲的重托，亲率子弟兵560人参加义军，首

攻牛集寨未克，带人马绕过牛集继续南征。李

谦举义后，54村会首聚会商议，并报知县批

准，在东明集村四周筑起了顶宽10米、上有垛

口、内有跑道、外有海壕的寨墙，壕沟宽15米，

深3米。四门采用古城旧称，全部用青砖砌成，

高4．2米，宽7米，进深10米。因海壕里的土

不够用，又在村内挖了22个大方坑，现有9个

尚存。李谦南征后，牛集寨主牛建章恼羞成怒，

纠集家丁、佃户60余人到东明集进行报复，烧

毁房屋200多间。并扬言李谦不灭，要让东明

集孩娃不剩。因此，东明集人不敢再支持李谦。

东明县知县易焕书接到牛集寨主牛建章的

告急函，亲率兵勇1000余人赶到马头北地与捻

军交战，被捻军打散，损伤200余人。次日，

又请来高蝈、潢阳、滑县团练，把捻军团团包

围，企图一举垒歼。捻军被困一天后，突出奇兵，

从清军背后杀出，清兵大败，又死伤300余人，



缩回城内，不敢再战。捻军屡战屡胜，马头集

的曹文俊、南彰庙的袁福兴、吕家寨的吕金堂等，

率地方武装投靠李谦。为调整军事部署，巩固

后方，李谦于6月12日率捻军1500余人挥师

北进，返回东明集。此时，受东明县知县易焕

书指使的刘庄村地主武装头子刘二白已带家丁

100余人进驻了该村。李谦率捻军来到东明集，

见寨墙高大，四门紧闭，无法进村，只好在西

南角寨墙上搭起软梯，欲与村内的乡亲见面说

话，却被刘二白带领的家丁打了下去。李谦为

使村内乡亲父老免受涂炭，不施强攻，僵持到

午后，欲率军转移。吉利营的团练头目陈廷辅

和李谦的姐夫陈履，带伪装成百姓的清兵携礼

品来慰问，遂领捻军扎寨吉利营。稳住李谦后，

陈廷辅与陈履、胡良卿约定，酒宴中“摔杯为

令”杀掉李谦。李谦的姐姐看出了破绽，告诉

弟弟这顿晚饭不能吃。李谦跃马向吉利营南跑

去，中计被捕。其家产被抄，田地被征为官地，

祖坟被扒，李谦被砍头示众，悬于寨门。

李谦事件以后，东明集人常遭匪盗侵扰。

为保卫村庄安全，村里于1928年成立了红枪会，

会首由李杜清担任，并购买四门士炮、八杆抬

枪置于四门之上。村内建六个嘹望岗楼，100余

名红枪会员分成四个班，日夜站岗护村，并多

次到马头、小井一带剿匪，1939年到马头街上

打过一仗，伤亡部分人员，后自行解散。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消极抗日，国民

党在华北的驻军南逃，济南驻军一位家籍濮阳的

肖连长带领18名爱国士兵留驻东明集，招兵买

马，寻机杀敌。1939年农历八月初五早晨，日

军来攻，东明集北地响起密集枪声。当时国民党

东明县常备队也在东明集驻防，队长沈杰臣便

要求由肖连长统一指挥迎战，常备队防卫东门，

公安所把守南门，肖连长带队负责西门、北门。

日军开始进攻北门，肖连长带队避开正面交锋，

出东门向北，借一条东西沟作掩护，打得日军

晕头转向。随后，肖连长叉带人到沙窝袭击日

军。敌人以为外有救兵，便扔下十几具尸体逃窜。

下午两点日军见没救兵，又开始攻打北门，肖

连长沉着指挥，叉打死打伤13名日军。日军用

六O炮射击，寨墙被轰塌lO多米，日军嚎叫

着冲上来，肖连长率兵反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同年，日军一个骑兵队驻扎在东明集。东(明)、

长(垣)、濮(阳)三边动委会主任杨履谦率常

备大队夜袭，夺得战马20多匹。

1940年古历五月初三，发生了骇人听闻的

东明集惨案。一支200余人的日军开进该村，

封锁了街道及四门。次日早饭后，让村民到高

家大院集合，翻译官喊了半晌，连一个人也没

有喊出来。日军头目大恼，就开始挨家挨户抄家。

在西街卢胡同，放火烧毁民房17间，躲在草垛

里的卢唐氏被刺死。在北街，日本兵对三个老

人下毒手，扎一刀，割一块肉，疼得老人直叫骂。

村民卢新亭、黄得庆见状怒不可遏，扑上去和

日军拼命，但他们手无寸铁，当场被打死。在

小东街，日军烧掉了夏汴成、肖金良家的房屋，

村民周三书、李三至、李文金、李二馍被残杀。

在东大街，一伙日本兵轰抢了王长林家的杂货

店，又将四间门面放火焚烧；任北风夫妻、刘

秋成、任管桂、李广义、李氏、高声远、张氏

被捆住扔到正在着火的房子内。在南街，日本

兵也是横行无忌，抢劫一空，后大摆宴席，吃

喝半夜。初五这天，日本兵满载着抢劫的东西

离去。三天共烧毁房屋37间、杀死村民22人，

奸污妇女数人，捕杀耕畜、家禽千余只，烧掉、

抢走粮食两万多斤。



1942年2月，国民党华北二方面军第四十

师进驻该村，师长戴新宽。他们在村内修炮楼．

封锁交通要道，经常到王浩屯、王屯、夏营、

西马军营、戴官营、顺河集等地抢劫。1943年春，

敌军官得知士兵常用子弹到李同桥、韩怀所开

的馍店里换馍吃，李、韩被活活打死。1944年

10月，日军一个小队再次开进东明集．建“日

本园子”，经常外出扫荡，抓来儿童团员，拴在

树上当活靶练刺杀，括括被刺死。

诸多的生死劫难，磨砺了东明集人的革命

斗志。村民昊金锁1940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历

任菏泽五分区交通科长、东明二区武委会主任．

带领区小队打游击，不断袭击日军。该村1946

年建立了村政权和群众组织，农会会长马长友、

李合柱，模范班班长马俊岭，儿童团团长夏东贵。

他们带领群众减租减息、“二五倒粮”、镇压反

动地主、设立兵站、支援大杨湖战役，为过往

部队和民工服务。年底，我主力部队撤往黄河

以北，逃亡地主勾结地方官员组成还乡团疯狂

报复。将农会会员，模范班成员、儿童团员抓

到镇部殴打，韩马、韩三侯、马存才、昊金俭

被杀害在顺河集村东。国民党军占据东明集期

间，李合柱、马长友、夏东贵等随县大队和二

区区队活动。1947年12月27日，李合柱到娄

营村报告民权县解放的胜利消息，遇上了东明

集国民党镇部队伍，因寡不敌众被捕。李合柱

宁死不屈，当天夜里缪得慈等人将其毒打后扒

去心肝，英勇就义。1948年8月2日，国民党

飞机轰炸东明集，投下炸弹20枚，炸死炸伤8人。

东明集村办学历史悠久。清束，秀才宋三

贤受聘，在该村教私塾。1928年，刘庄的刘黎

照出资，在北街建完全小学，有校舍30间，刘

黎照亲任校长，教师10名，教学内容有《国语》、

《算术*、《常识*等。在党员教师关兴林的引导

下，学生思想进步．培养出了张岸(曾任东明

县民主政府县长)、王绩三(曾任东明县人民政

府县长)、杨鲁锋(曾任云南省东川市委副书记)、

杨居易等一批革命干部。1946年秋，该村在北

街重办完全小学，六个班级，郝银彬任校长，

有教师8名。解放军海军南航空军副司令员谷

德河曾在此接受启蒙教育。解放后，该村在西

街建小学一处，教室lO间，4个教学班；在西

门外新建完小一处，后升格为联中，有教室22

间，教师16名，校长魏石铭。1976年，校址

迁至东明集村林场，1984年并人东明集镇初级

中学。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该村共有大中

专毕业生297名，其中本科生131名，研究生

5名，博士生3名。

东明集村的戏曲文化源远流长。1930年，

村里就有卢书运的豫剧“玩会班”。1949年成

立东明集星光剧社，团长海明玉，主演卢炳炎、

朱留福、李臣书、杨保成、任保全等。1954

年业余剧社归县文化部门领导，成为专业剧

团。期间培养出朱巧云等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

1967年，村里成立了以李增山为队长的文艺宣

传队，有演员30余人。曾多次参加菏泽地区的

文艺汇演，到沈阳市进行历时7天的慰问演出，

队员卢美竹、李金风、卢留旺、卢留根等成为

县剧团演员。现在，东明县大平调剧团和豫剧团，

仍有该村演员10余人。

东明集有古寺庙两座，一是出城寺，二为

祖师庙。据明朝开州人刘炬在《重修出城寺》

中记载，出城寺在东明县旧城南一里多，西邻

黄河。县城向西迁移，寺院逐渐废弃，遗址尚

存，有八角井甘甜可饮。明建文元年(1399)，

僧人性添、静山化缘路过这里时，建议重修该



寺。当地群众立即响应．捐款捐物，于景泰五

年(1454)再次落成，占地面积50余亩，殿字

巍峨，气势壮观。清咸丰十一年(186I)筑东

明集寨墙时被拆除，仅留石碑十通，上铸“东

昏县出城寺”的大铁钟一口，亦在1958年毁弃。

昕吾言，神人鉴眼。”2005年，东明集村民自

愿捐资，重建祖师庙，并将庙训勒石庙前。村

东北角还有清真寺一座，建干1985年，占地0．6

亩，建筑风格特异。

东明集的“保生堂”中药铺创建干1908年，

祖师庙位于北街路东，清乾隆初年曾重修大殿、

扩建山门，鼓楼。大殿中供奉黄帝、三王(夏禹、

商汤、周文壬)、玄武大帝。庙中刻有庙训：“天

地无私，神明鉴察，不为享祭而降福，不为失

礼而降祸。凡人有势不可使尽，有福不可享尽．

贫穷不可欺尽。此之者乃天运循环，周而复始，

故一日行善，福虽未至，祸自远矣；一日行恶，

祸虽未至，福自远矣。行善之人为春园之草，

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

不见其损，日有所亏。损人利己切宜戒之。一

毫之善，与人方便-一毫之恶，劝人莫做。衣

食随缘，自然快乐，笑什么命，问什么p，欺

人是祸，饶人是福。天网恢恢，报应自遭。谛

股东刘旭照，领事尹文轩，资金雄厚，经营有

方，当时名噪垒县。该药铺一般是春节过后派

人将全年需用的药材买齐，精心加工炮制．分上、

中、下三等。上等药材按进货价，另加50％利润，

多卖给富人和商人t中等药材卖进货全价，另

加20％的利润，对象多为中等农户；下等药材

卖进货原价的一半，遇到穷人无钱时，也给药

治病。同时，他们还加工膏药、丸药、粉药销售。

中医先生在“保生堂”坐诊，年终都要送去一

份年礼；常坐的先生除送年礼外，还要按处方

提酬金。药铺于1949年建国前夕停办。

东明集村历史上自然灾害频繁。据传，东

明县城由此西迁，就是因为黄河泛滥、地震等



原因，至今民间还有地陷东昏的传说。清成丰

五年(1855)，黄河决于铜瓦厢，大水退后在村

北留下了22个大沙丘，绵延20余里。1917年

黄河决于二分庄，经村南向东北奔去，水后留

下大片碱地，今故道尚存。1919年，曹仁杰来

东明县当县长，他听说东明集北地芦苇丛生，

常有土匪出没，随下令将苇根全部刨掉。从此，

每年春风一起黄沙南侵，致使东明集北地3500

亩小麦全部被风沙打死，连高粱也种不成，只

能到立夏过后种点黑豆和花生。东明集会首卢

印卿用官地租金买柳椽两万根，砍成柳橛子，

沿东明集北地东西走向的大路两边各楔两行，

三年后柳行茂密成荫，阻止了风沙南侵。同时，

卢会首还引导农民翻淤压沙，改良土壤，使粮

食产量提高。1933年，全村各界人士为答谢卢

会首的恩德，在北门里路东为其立起功德碑。

1937年发生七级强烈地震．损毁房屋80余间。

19“年7月，蝗虫遮天蔽日，势如狂风，庄稼

全被吃光。东明集本来就人多地少，土壤瘠薄，

加之不断遭遇诸如此类的自然灾害，村民更加

难以维持生计。因此，不少人学会了做小本买

卖，靠长途贩运粮食、油料，纺纱卖布，赚钱

贴补家削。当时，东街、西街者II有染坊。另外，

还有李明雪的烧鸡、高新成的烩馍、李启修的

豆腐脑、柏春芳的豆沫、李大稳的牡馍、李伏

功的烧饼等地方特色小吃。

东明集村历史上集会较多。解放前，正月

初七有火神爷会，二月二有土地爷会，三月三

有祖师爷会，四月十五、二十八有麦会，七月

十三有财神爷会，九月二十七有北头会，十月

十三有西头会，十月十五有东头会，十一月初

八有南头会，十二月十一、二十一有年会，农

历单日有早集。1949年3月，唱大戏一台，规

定农历每月逢九为集会时间，其它庙会一律取

消。1953年，又增加了逢五会，延续至今。

1990年，该村在全区率先进行小城镇建设，

拓宽大街4500米，硬化路面4．2万平方米，新

建楼房3050间，集市面貌大为改观。商户由

原来的37户增加到400户；集会人数由原来的

2000人发展到1．8万人t日成交额由1．2万元

增加到30余万元。被菏泽地委、行署树为全区

小城镇建设的典范。东明集村今天的发展，预

示着明天辉煌的前景。

撰稿：陈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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