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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卫东区志》，‘始编于1986年7月，历经四载，现已脱

稿付梓，这是卫东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

卫东区位于平顶山市区东部。1969年2月建区，1970年并入市

中心区，1977年恢复建制。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

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励精图治、团结奋进，在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开创了卫东区历史发展的新局面。

娌东区志》本着纵贯历史、横陈社会的原则，比较全面、翔实
地记述卫东区发展的轨迹。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反映了全

区人民在各条战线上创建的丰功伟绩，展示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城

区的风貌和美好前景。 ．

志书为一方信史，具有。存史、资治、教化”之功能。全区要借助

区志为决策服务，做好各项工作，并以区志为教材，广泛开展热爱中

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教育，增强全区人

民的凝聚力，激发广大群众为开发和建设卫东区多做贡献的热忱。
卫东区走过了12年的短暂历程。虽然经济工作及各项事业取得

了巨大进步，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区街经济实力还比较弱小；市区优

越的环境条件和巨大的经济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区委、区政府

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已经制订了以

科技为先导，广泛开展横向联合，全面发展区街经济的宏伟计划。

娌东区志》必将在实现这一规划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娌东区志》编纂成书，是市、区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的结果，是



全区各部门、各单位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热心人士通力合作的结

晶。值此志书问世之际，谨向为《卫东区志》编纂、审定、出版和提
供帮助做出贡献的人士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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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志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坚持历史

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纵贯历史、横陈社会，

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相统一。

2本志上限始于建区初期(1969年2月)，下限至1 988年．大

事记及部分章节根据具体情况有适当上溯和下延。

3本志采用章节体，全志共分22章72节，概述、大事记居全

志之首。全书约30万字．

4本志体例以志为主，记、传、图、表、录诸体兼收并用，互

为补充。 t

5木志行文均为现代语体文，标点符号、简化汉字、数字用

法、计量单位采用国家有关部委公布的统一标准。

6木志人物设有传记、简介及名农，所收录人物均系在卫东区

有一定贡献或影响较大的正而人物。已故人物立传，其它人物人简

介、名表。

7本志详记区属单位，略记辖区单位，以求突H5本区特点，反

映辖区全貌。区属单位指卫东区管理的行政事业企业单位。辖区单位

泛指卫东行政区划内的非区管行政事业企业单位。

8为便于行文，对称谓、时问，机构组织名称等J!在第一次使

用时用全称，其后均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省略

为“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卫东区委员会”省略为q中共卫东区委”

或“区委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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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本志数字均采用市、区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部分不在统计范

围的数字，则由主管部门提供。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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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卫东区是乎顶山市4个市辖区(县级)之一，是中心市区的东

．半部。西以开源路为界与新华区相邻，东、南、北三面与郊区交叉错

落．区域面积约40平方公里。区下设7个街道办事处，68个居民

．区。总人口15．18万人。 ．

． 卫东区始置于1969年2月。1970年因体制变更并人平顶山市中

心区。1977年，中心区撤销，恢复卫东区建制。区政府机关驻建设

路东段。

卫东区位于开阔的湛河洼地上，北有平顶山、马棚山、焦赞山，

南有北渡山，湛河白西向东从辖区中央穿过。全区地势西北高，东南

低，坡降小于1．5‰，平均海拔高75---93米。浅表层地下水深平均3

～4米，丰水期湛河两侧仅有l～2米。气候为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

候，冬冷夏热、春暖秋凉，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4．9。C，年均降雨

量738．7毫米，全年无霜期216天。

卫东区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里

村落稀疏、泥沼连片、蒿草没径。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加之湛

河连年水患，使当地人民世世代代过着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贫苦生

活。建国后，特别是平顶山煤田大力开发后，当地人民才逐步摆脱贫

困，走上了富裕道路。平顶山下荒凉贫瘠的土地也从此焕发生机。

1952年，平顶山煤田被列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建设项目。

1954年后，数万名煤炭开采大军陆续从全国各地汇聚平顶山一带，

展开了煤田开发大会战。1957年3月，中州煤城平顶山市成立。至

l卜卜，：‘～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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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东区志

60年代末，市区东部已相继建成一矿、十二矿、十矿3对大型矿

井，还建成矿务局机电修配厂、田庄选煤厂、面粉厂、焦化厂、平顶

山电厂等二批为矿区服务的工厂，食业。新建了孟(庙)平(顶山)铁

路及程平路、矿工路、五一路等交通道路。邮电、商、Ip服务设施陆续

兴建，工矿型城市区的雏形基本形成。

70年代，市区东部新建了高J玉开关厂、矿务局八矿及一大批中

小型工厂食业。市政设施南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无大的进

展。，市场简陋，店铺稀少，商品贸易尚不发达。进入80年代后，．。在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政策的促进下，城区各项事_p迅猛发展。锦纶帘

了布厂、棉纺织厂、化纤厂相继建成投产，至1988，年底，辖区大中

犁工矿氽．、Ik已达44家。商业设施日益完备，新落成的中原商场、人

民商场、华台商场及劳动路、大众路市场，使诸葛庙周围成为商贾云

集的商业贸易中心。卫东区已形成20多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两个

卫星镇的基本布局。一 ·
’一，

‘
?

：’

城区建设日新月异，昔日破旧的土墙茅屋已被鳞次栉／Lfl,O高楼所

代替；晴通雨阻的泥土小径已变成纵横相连的铁路、：公路网。：过境铁

路有漯(河)宝(丰)线，平(顶山)舞(钢区l线及矿区铁路；，干

线、支线公路(街道)40余条，路面总长65千米，面积102．4万平

方米。其中三块板式绿篱道路长6．5千米。，主要道路均有路灯照明。

城区供、’排水设施完善，·自来水入户率达100％。1985年后，陆续有

一万多户居民用上了管道煤气。经过几年的美化、净化工作，‘．城区环

境大为改观。‘卫东区正在向现代化文明城市区的目标迈进。 ，!

卫东区是平顶山市的重要工JI址区。70年代以前，以煤炭工业为

主，80年代后，逐步发展为煤、电、’轻纺型的工业区j 1988年，辖

区有大中型工厂食-k 44家。其中，．矿务局属食业6家，省、市属食

、Ip 38家。区街工厂66家。工_k年产值17亿元，约占市区工jIk年产

值的64％。主要工业产品有原煤’、：洗精煤、冶金焦、‘锦纶帘子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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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棉布、化纤布、电力、高压断路器、精铝制品、啤酒、食品糕点、

耐火泥浆、尼龙66粒子等。

煤炭工业企业有一矿、八矿、十矿、十二矿，田庄选煤厂、八

矿、’洗煤厂等，原煤年产量887．75万吨，年产洗精煤320．9万吨。一

矿是全国闻名的大型现代化矿井，全矿职工达1．17万人，年产原煤

352万吨。

纺织工业企业有锦纶帘子布厂、棉纺织厂、被单厂、化纤J|．等，

纺织产品年产值达7．33亿元，占全市纺织工业年产值的90％。其

中，锦纶帘子布J『_是与美国杜邦公司、日本旭化成株式会社齐名的世

界三大锦纶帘子布生产食-k。年产浸胶帘子布2．83万吨，年产值

4．83亿元。产品供应全国70％的轮胎制造仓业，部分产品销往网外

市场。

一。：冶金工_址有我国黄河以南最大的冶金焦生产食业一平顶山焦化

厂，年产焦炭37万吨，，并向市区每日供应9万立方米生活用煤气。
。’

机械工业有全国四大高压开关生产企业之一的平顶山高压开关

厂，年产多种规格高压开关1245组，年产值6334万元。产品质量达

到70年代末期世界先进水平。

．+，电力工业有平顶山电厂，装机容量12．5万千瓦，年发电量lO亿

度，供热56万百万大卡，’产值5898．3万元。

‘卫东区区街工业在辖区大中型食)lp的带动下，也获得长足发展。

1988年，一区街工业企业达66家，工业总产值2417．8万元，占全区生

产总值的45．6％。从业职工2451人。主要工_p产品有8大类，近千

个品种。。其中批量生产的有铸管铸件、丝棉织品、化纤织品、各类服

装、空心楼板，耐火泥浆、尼龙66粒子、人造毛皮、空腹钢窗、糕

点食品等300个品种。耐火泥浆厂生产的GN—l耐火泥浆曾获全困
冶金产品博览会金奖。卫东铸造厂生产的“钻石睥”铸铁管远销新加

坡√土弓来西亚、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第三塑料厂生产的尼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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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粒子以强度高、耐腐蚀远销祖国各地。湛南清真食品厂生产的各

类糕点以质优价廉享誉市区。 一“

卫东区商业贸易El益发达，境内建有各类商场、商店2842家。

其中国营商场、商店183家，集体商业网点608家，个体商户205l

家。还建有大众路工业品市场、诸葛庙街小商品市场、劳动路、东环

路农副产品市场。中原商场是市区最大的商业场地，建筑面积1．2万

平方米，经营商品1．5万种，年销售额6200万元。劳动路市场是市

区最大的农副产品市场，占地面积近2万平方米。内设固定摊位389

家，流动摊位500家，仅蔬菜日均上市量即达7万千克。

区街集体商业兴办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

后获得了较快发展。1988年，全区商业服务业网点56家，从业职工

562人，年销售营业额2213．9万元，利润17．01万元。

：t区街建筑业是80年代新兴起的产业。1977年，全区仅有一支50

人的维修队o|1988年，建筑企业已增至15家，职工1295人，年施

工面积4．12万平方米，竣工值627．2万元，实现利润16．48万元。卫

东区第二建筑公司曾被河南省建设厅命名为“质量管理先进单位”。

1978年9月，郊区管辖的诸葛庙、黄楝树两个行政t,-l 归卫东

区管，区内始有农业人口‘3820人，土地3000多亩。主要种植蔬菜，

亩产蔬菜4100公斤。1979年，锦纶帘子布厂建设征地，诸葛庙及黄

楝树村第六、七、八等3个生产队的土地全部被征用，全区仅剩下土

地770亩。同年12月，2463个无地农民转为非农业人口。1982年4

一月，棉纺织厂建设征地500余亩，黄楝树村人均土地仅剩下0．13

亩。1986年初，剩余农民全部转为非农业人口，区属农业随之消

亡。 ，

c’
·

．。卫东辖区科技事业发展迅速，

7323人。其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师、高级经济师、中学高级教师)

1988年，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含教授、高级工程师、主治医

487人，中级专业技术人员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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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初级专业技术人员4568人。科研机构有帘子布厂研究所、区机

电工艺研究所、市食品工业研究所等。1979年至1988年，已有18

项研究成果获国家、省级科技成果奖励。其中，高压开关厂的获奖成

果就占lO多项。

区属科技队伍日益壮大，已拥有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208名。

其中中级专业技术人员14名。1980年至1988年的9年间，区属科

技人员共研制开发出16种新产品，有5种产品获省、市优秀新产品

奖，GN一1耐火泥浆还获得国家冶金部“冶金科学技术成果奖”。区

街工业重视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9年间共完成较大技术改造27

’项。区政府还设立了科技发展基金，大力倡导科技兴区，区街经济呈

：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一

卫东辖区教育事业成就突出。1957年，市区东部仅有小学2

所，学生不足千人。1988年，已建有各类学校44所，在校生30303

名，教职工2745名。其中：高等学校3所，．在校生l 199名；中等专

业学校、普通中学2 l所，在校生1 3874名；小学22所，在校生

15608名；托幼园所107个，入托幼儿3657名。辖区儿童入学率、·

巩固率均已达到100％。

区属小学有6所、89个教学班，在校生4362名?教职工347

名。学校设施完善，均达到有课桌、有座椅、无危房的标准。实验室

和仪器设备完善，曾被河南省教育厅等单位评为“实验室设备管理先

进单位”。

．： 卫东辖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很快。辖区共有医院、卫生所69

个，个体医疗点121个，有病床1200张。大型综合性医院有市第一

人民医院、解放军152医院。两所医院均设有床位500张，拥有全身

CT机、B型超声波机、体外碎石机、光纤内窥镜等先进医疗设备，

能进行复杂的内外科手术和疑难杂症的治疗。

区属卫生单位有区人民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设有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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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张，各类医疗技术人员74人。区人民医院烧伤外科享誉市区。该

院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已治愈各类烧伤病人3000多例。还治愈20例

烧伤创面达85％以上的严重烧伤病人。防疫工作成绩突出，．辖区儿

童计划免疫率已达到85％以上，成为市区第一个计划免疫达标区。

环境卫生日益改观，道路、居民点基本达到全天保洁。1982年已建

成文明卫生单位172个。

文娱体育事业初具规模。辖区建有大型影院l座、俱乐部lO

座，观众座席1．32万个。由企事业单位自行组建的业余文艺演出队

共有18个，队员600名。每逢节日及重大庆祝活动，』他们就走上街

头举办形式多样的表演活动。群众业余体育活动十分活跃。一矿建有

体育馆，高压开关厂、帘子布厂、棉纺厂建有游泳池，各种球场齐

全。高压开关厂、一矿、机电修配总厂曾被评为全国和河南省群众活

动先进单位，其中一矿男子篮球队达到国家甲级队水平，多次参加

部、省级比赛。 ．，

人民生活不断提高。居民年均收入达1037．1元，人均住房面积

已达到8．42平方米。

卫东辖区历经十年改革开放，各项事业虽然都获得了巨大进步，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局面。但区街经济由于起点

低、底子薄、技术力量缺乏，发展规模还不能尽如人意，巨大的潜力

尚待开发。区委、区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绘制出新时期发

展的壮观蓝图。全区人民正万众齐心，以“团结奋进、争创一流。的精

一神，为把卫东区建设得更加繁荣美好而努力工作。．



大事记

大 事 记

1 952年

平顶山煤田被列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重大开发建设项目。

1 9 54‘年

4月1日 平顶山煤矿筹备处在寺沟建立。

1 955年

2月11日 程(庄)平(顶山)公路开工兴建。1956年3月建

成通车。

8月22日 平顶山第一座电厂一煤矿电厂在大营西侧筹建，
1956年建成发电。年发电量4000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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