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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言_

自建区以来，第一部《文峰区志》，几经寒暑，七易其稿，今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
这是我区两个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是全区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文峰区是安阳市的老城区。建国前，经济、文化、教育等发展缓慢；建国后，全区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造旧城区，建设新城

区，取得了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辖区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区人民遵照党的路线、方针j政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励精

图治，团结奋进，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开创了新的局面。为全面记载

本区的发展变化，总结历史经验，反映客观规律，在各项建设事业中给各级领导提供历史
借鉴和现实依据，向全区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教材，我们发扬“盛世修

志"的优良传统，以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写了这部《文峰区志》o
这部志书重点记述了建国后近40年文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宗教信

仰、风俗习惯。有的篇章上溯千古，下迄今日。全志书宏观全局，微观百科，它是文峰区
历史发展的缩影。 ：

编写人员在撰写过程中，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历史，本

着去伪存真、古为今用的原则，尊重历史，对人民创造的历史进行了真实的反映。

总览全书，史料还算充分，内容比较全面，对重大历史事件都作了真实的反映。建国
后的篇幅大，特别是经济和城建部分。因为建国后近40年来，文峰区人民在这块土地上

以主人翁的态度和政治热情，在各条战线上忘我劳动，勇敢战斗，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

绩。现在全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续写着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文峰区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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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人士鼎力协作的结果，是全区史志工作人员迎难而进，勤奋笔

耕，艰辛劳动的结果。值此，谨向为编纂《文峰区志》作出贡献的同志，表示最诚挚的感
谢。由于编写要求高，工作量大，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祈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文峰区委书记刘晓廷

文峰区人民政府区长周新华

199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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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编史修志为历代所重，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根据国家指示，在中共安阳市

委、市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1985年2月，《文峰区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其后，区委、区
政府所属24个部、办、委、局写了专志。在此基础上，经严密考证、多次修改，区志终于面

世了0这部区志文字比较简洁，内容比较丰富，是一浓缩的资料库，可为文峰区的发展和

建设提供依据和借鉴，也是对辖区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酊乡土

教材。 ．

一

一

．文峰区原系彰德府(即今安阳市)故城，有良好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文明历史，曾一

度为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历史上有许多政治家、军事家在这里留下了动人的故

事：西门豹治邺，漳河投巫；苏秦合纵抗秦，拜六国相印于洹水；出将入相，名重一时的宋

朝宰相韩琦三治相州等至今被传为佳话。据清史记载，文峰区所辖的安阳老城还是中国

古代四大商业城市之j，是商贾竞趋之地。 j

·：。文峰区的人民，有着勤劳、善良、勇敢、坚强的传统美德，为着人类的进步，一直进行

着不屈不挠的斗争，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伟大业绩，一

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为安阳古城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他们的

光辉事迹当载入史册，万古流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峰区人民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主人翁的姿态

战天斗地，改变了这里的落后面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面拔乱反

正，文峰区又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全gh．民为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锐意改革、开拓前进，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新成就。

《文峰区志》实事求是地反映全区的优势和发展变化。对编纂中搜集的大量资料，尽

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力求使区志完备翔实，具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_‘《文峰区志》的出版，将有助于文峰区人民全面系统地了解自己家乡的过去和现在，
从而更加热爱家乡，为振兴文峰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贡献力

量。
+⋯”。‘

编纂过程中，区志办公室、总编室、特邀编辑和顾问等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也得
到了区直各修志单位和街道办事处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得到了省志、市志、洛阳市涧西

区、安阳县修志办公室领导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文峰区

志》尽管经过多次修改，作了反复推敲斟酌，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难免有考虑不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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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妥之处，诚望读者提出有益的建议，帮助我们订正、补充，使史料更臻完善、有益。谨

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共文峰区委书记魏振沂

文峰区人民政府区长张玉祥

198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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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求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是一部记述文峰区历史及其现状和发展的资料汇集。时间上限于1919年，

个别内容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或记事件发生之目；下限止于1987年底。

三、本志采取“多篇多章”的结构形式，篇下设章、节、目等层次。全书计17篇，64章，

182节，近60万字。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体例，以志为主，辅以照片和图表，力求图文并

茂。照片共30余幅，并作简要说明。

五、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记述方法，收入自

公元1692年至1987年与文峰区有关的大事。

六、本志主要记述区属事项，概括记述驻区事项，以反映全貌，构成一方之志。为记

述方便，分别冠以区属、全区、辖区等称谓。解放前后分界点均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安

阳之日(1949年5月6日)。

七、本书记述我国年代时，各王朝用帝王名号加年号，再加括号注公历年代；1912年

至1949年10月，用“民国”加年号，再加括号注公历年代；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书中简称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公历年月，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八、本志记述采用语体文，力求文字精练、准确，做到严谨、朴实、通俗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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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峰区地处河南省安阳市腹地。北濒漳水，南眺黄河，西倚太行，东临华北平原。京

广铁路贯通南北，境内公路如织，交通发达，素以豫北要冲、四省通衢著称。东和郊区汪

家店搭界，南与安阳县高庄乡接壤，西至西环城路、隔京广铁路同铁西区毗连，北与北关

区以解放路为界。总面积约9平方公里。海拔71—78米，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

文峰区气候属北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其特点是：四季分明，气温适中，季风明

显，光照充足，雨量集中，冬长春旱。年平均无霜期200天左右，年平均气温13．6℃。据

史料记载，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一1．8。C，最低气温一21．7℃(1951年1月12日)；最热月

(7月)平均气温27℃，最高气温达41．7℃(1955年7月24日)，年平均降雨量约600毫米，

多集中于6、7、8三个月份o

新中国成立前，无文峰区建制。文峰区范围属彰德府、安阳县治所在地之老城区。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市以“田”字形划分为4个区，第二、三区为文峰区前身。1954年8月

5日，撤销三区建制，将三区所辖南门东等7个居委会划归二区管辖o 1955年12月26

日，撤销一、二区建制合并建立安阳市市区政府o 1956年11月21日，又一度恢复一、二

区建制。。不久，二区正式改为文峰区人民委员会。1958年10月8日，文峰区改称灯塔人

民公社01 1960年8月27日，市人民委员会(政府)又将东郊大营等10个农业大队划归灯

塔公社管辖。1962年6月25日撤销灯塔人民公社，将所属的10个农业大队划归东郊人

民公社，恢复文峰区建制。1968年10月1日成立了安阳市文峰区革命委员会。1973年8

月，文峰辖区又分为文峰、铁西、北关三个区。老城区及城东、城南市民区归文峰区管辖o

1981年4月改“文峰区革命委员会”为“文峰区人民政府”。至1987年底，文峰区共辖8个

街道办事处，总户数31432户，总人口12．25万人，绝大部分为汉族，还有回族、朝鲜族等9

个少数民族。’

因辖区内矗立着历史悠久的文峰塔，故名文峰区。中国共产党文峰区委员会、文峰

区人民政府驻城内仓巷街65号。

文峰区这片土地，是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

这里繁衍生息，过着群居的生活。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人才名士迭出不穷。名重一

时的宋朝宰相韩琦曾三治相州。许多英雄人物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动人的故事和重要

遗迹。近100多年来，文峰区人民更是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这

里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5年5月，革命前辈徐向前来安阳，任国民二军政治教

官，曾介绍省立第十一中学学生郭声镛等20人，先后分三批赴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学习，

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1926年前后以铁路工会为先导，工会组织纷纷建立。193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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