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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山城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序一

序 一

建区以来，第一部《山城区志》，．几经寒暑，数易其稿，今由．：

印刷厂印刷出版。这是我区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

成果，是全区人民的一件大喜事o

·山城区位于鹤壁市的中北部，东邻京广铁路和京珠高速公路、

107国道，西倚太行，南望淇水，北部指臂安阳市，面积197．3平

方公里。辖区原是汤阴县西部几个乡，虽环山面水，景色秀丽，

历史悠久，古迹斑斑，但受自然环境所局限，发展缓慢，人民处

于贫困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5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全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建

设的开始，国家把鹤壁列为煤炭开发的重要基地之一后，鹤壁日

新月异，一座新兴的煤炭工业城市在太行山东麓拔地而起。随着

鹤壁的快速发展，山城区开始由偏僻的乡村向城市转化，应运而生。

山城区1961年设区建制，1998年之前是鹤壁市党政军主要机

关所在地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辖区人民在市区委、政府的

领导下，·依鹤壁市统一规划蓝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发展生

产，繁荣经济，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改革开放，民心振奋，百业俱兴，市场繁荣。经过40年

的建设，山城区面貌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现今辖区是鹤壁市

的经济、文化中心，是市工商业及文教卫生事业的集中地6辖区

工厂林立，商业、第三产业繁华，文化生活活跃，医疗设施集中；

街道纵横交织，大厦鳞次耸峙，绿树花草掩映，展现在人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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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鹤壁市山城区志

的是一幅现代化新兴城区的绚丽画卷o

“盛世修志"o为了全面记载本区的发展变化，总结历史经验

教训，反映客观规律；为在各项建设事业中给各级领导提供历史

借鉴和现实依据；为向全区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

供教材，区委、区政府乘改革之盛世，及时将编史修志跃登日程，

组建机构，选配人才，征集资料，谋篇构筑。在省史志办和市史

志办的指导下，承各方通力合作，编撰者“以新观点、新方法"，

呕心笔耕，历经16个春秋，三易其稿，终成其志。

志书本着纵贯历史，横陈社会的原则，比较全面、翔实地记

述了山城区发展的轨迹。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反映了全区

人民在各条战线上取得的丰功伟绩，展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

城区的风貌。

在编写过程中，志书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和中共十五大精神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为准绳，紧密联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历史，

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统一o

《山城区志》的问世，是市、区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的结果；是

兄弟县区有关专家、内行和全区各部门、各单位、各界人士鼎力

协助的结果；是全区参加史志工作人员，迎难而进，勤奋工作，

不懈努力，艰辛劳动的成果。值此，谨向为编纂《山城区志》作

出贡献的同志，表示最诚挚的感谢。由于资料涉猎面不宽，加之

我们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祈读者批评指正。

原中共山城区委书记：杨京伟

原山城区人民政府区长：王小平

二oOO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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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3)

序 二

欣悉首届《山城区志》定稿出版，非常高兴，这是具有历史

意义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山城区自建置以来，已走过了40年的历程。物换星移，历经

沧桑，勤劳勇敢的山城区人民利用和改造了自然，推动了社会各

项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山城区人民在

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励精图治，团结

奋进，在改革开放浪潮的强力推动下，各条战线、各项事业都有

了巨大发展，这片曾培育过许多优秀儿女的土地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

盛世修志，以志为鉴，编史修志具有继承历史，服务当代，

有益后世之功能。江泽民同志把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称之为“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

业”o

《山城区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

指导，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观点，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广征博采，审慎考证，系统

真实地记载了山城区的自然和社会现状，内容丰富，文笔流畅，

以较充实的史料、较全面的反映了山城区地域的历史发展，是一

部融地理、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卫生、风俗民情等

于一体的百科全书。它包含着较为全面的历史资料和现代信息，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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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鹤壁市山城区志

可谓新时期进行现代化建设、振兴山城经济的“资料库"和“信

．E-库”，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区情信息资源o《山城区志》的出版必

将为各条战线干部职工、专业人员开展工作和进行科学研究提供

丰富的资料，为山城区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

全区要以《山城区志》的出版为契机，借助它为工作决策服

务，做好各项工作。并以此为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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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真贯彻江泽民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标准，按照

“争先晋位，加快发展”的要求，大力发展山城区经济和各项事

业，努力增强山城区的综合实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增

强全区人民的凝聚力，激发广大人民群众为建设和发展山城区多

作贡献的热忱，实现山城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o

《山城区志》的出版，是市、区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的结果，也

是全区各部门、各单位及有关专业人员通力合作的结晶，值此

《志书》问世之际，谨向为《山城区志》编纂、审定和出版提供帮

助、做出贡献的人员表示最诚挚的祝贺和谢意。

中共山城区委书记韩玉山

山城区人民政府区长郭守松

二oo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5)

理论为指导，

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以服务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为宗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

求是、详近略远的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始于建区初期的1958年，下限止于1985年。

部分章节根据具体情况适当上溯或下延，照片不受此限。

三、为简要反映1985年以后的区情变化，本志采用《增记》

的形式，把部分重要文献、大事记、历届领导人更迭与简介、部

分先进个人名表以及区划调整后两乡概况等予以收录，下限为

1998年12月。

四、本志采用篇章结构体，各篇并列、篇下设章、节、目等

层次。全书共15篇42章110节，概述、大事记居志书之首，增

记于志书之后，共计29万余字o

五、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述、记、图、表、录兼收并用，以

求互为补充o

六、本志采用白话文语体记述，力求做到严谨、朴实、通俗、

简明。数字用法、计量单位采用国家统一标准。

七、本志记述以区属单位事项为主体。为避免与鹤壁市志相

重复，辖区内非区属单位事项记述较少，且都散见于各有关章节。



(6) 鹤壁市山城区志

八、志书材料主要取自于区存档案资料、区属有关单位和志

书编纂人员收集编写的志稿、调查资料、文献资料。

九、志书采用的数字多由区各有关单位或统计部门提供，力

求准确无误，如有数字不符应以统计部门数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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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述

山城区位于鹤壁市中部，地处太行山东麓山地与平原的交接

处，西部为太行山余脉，东部与东南部为岗区，地势西北高，东

南低，平均气温14'13，平均海拔187米，地理座标为东径114"12’，

北纬35*53’o毗邻4乡1区，东与石林乡交界，西与大河涧乡接

壤，南与鹿楼乡相连，北与鹤山区和鹤壁集乡缘接，总面积6．78

平方公里，是全市3个行政区之一。

山城区建于1961年12月，其前身是“政社合一”的山城人

民公社。建区初期，全区设2个办事处、6个居民委员会、9个农

村大队o 1963年，办事处增加到3个，农村大队增加到16个。由

于管理体制的变化，农村各队于1965年、1968年先后移交鹿楼人

民公社领导。1985年，全区辖5个街道办事处、63个居民委员

会，总人口98，107人。人口组成有汉、回、蒙古、满、壮、维吾

尔、朝鲜、瑶、彝9个民族和外国人加入中国籍。

随着矿区的开发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特别是1959年初市

党政领导机关南迁，本区遂成为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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