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麓
庄警

豕



囤忙惫爿隧世烬



趣

≥I：

：；
嚣

：
’

磐+
。

l
a皇

=．≯

艘

；二a’擐3：
；

一0
r一箭#

。曼w
．．一知r

．tFr
『



囵0协J：：。II。lI

卜∥：。淳胖1
旧

曩
；

霉
蠼

一
呈

}蔓
|

一ll



鹾
跨

燎
匿

啬

．
i
一

；
’
：
、
i。

j．
{·

：
，
{“

引
；

g
,
1
0

自
g

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沈庄原址旧貌









谶盥&≤
r 。’哆。’一1 1■ 、—_-一 r■ 胃’

：．-一h西一

冶k▲～’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沈庄高层住宅立体图

≥1
卜



前言

我们编辑小组在沈庄村支部的领导下，在村四个小组的协助下，经

过近半年的努力，现修改初稿已形成。

在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根据走访老人，村支部提供资料，群众反映情况组成资料而写

成此稿。

此稿主编宋道亭，认为写村志是件好事，以事实为依据，经过认真

构思，汇编成册，但因个人才学疏浅、时间紧促、任务量大，怕言不到

位，影响村志的厚爱，在村支部的关心和支持下，成立编辑小组，人员

有宋道亭、宋永亮、副书记冯小山、委员芦竹林、村委刘国林等组成，

并进行了认真的审查，才得以此稿，并且宋道义、宋喜元参加本书前段

村史的材料收集工作。我们拿出了最大的努力，付出了心血和精心，基

本上完成了任务。

此稿现己完成，鉴于水平有限，书中遗漏、错误、不当之处在所难

免，书虽告成，问题仍多，敬请各位领导、村民和各位有识之士批评指

正，就此衷心致谢!

沈庄村编辑小组

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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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村落概况

第一节村落的地理位置

沈庄是燕庄村委所辖的一个自然村，归燕庄村委会行政管理。沈庄

原来的地理位置是东邻相距四五里的崔庄、十里铺，村北邻一里之谣的

燕庄相接，西邻与一里之余司家庄相连，南邻著名全市的熊儿河与凤凰

台三里相望，自古以来沈庄以东f-J夕l-三里著称，解放前后邮局都是以郑

州东三里沈庄为准。旧时的沈庄也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战略要地、

军事攻占堡垒。解放郑州就是由此切入。在日本和国民党占领都是作为

战争要地、攻守要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使沈庄的交通四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沈

庄的西侧有贯通南北的未来大道，在南面有金属二库原址建成了首座国

际，全市著名的第二条大河熊儿河，改建成了滨河公园，散步、健身、

休闲的好地方。正南还有中博汽车广场，东边有中原材料市场，更是具

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沈庄身价大大提高。

沈庄村由于发展迅猛，楼房迅速耸立，接着外来人口的急剧增加，

房屋建筑缺乏统一规划，合理规范造成不适应新形势下的都市村庄的远

景规划，因此，在2007年10月全村集体响应市政府、区政府城中村的

改造号召，而雷厉风行的进行了整体拆迁。在整体拆迁过程中，拆迁办

公室进行了三个阶段：一、是宣传发动，落实房屋准确面积，由工作人

员进行分片包干，进行拆迁城中村改造的伟大意义。建立要适应人居住

环境的建设，彻底改变脏、乱、差，群众由于看清了形式的发展必然趋

势，所以每个群众都非常同意拆迁，因此，没有思想不通的钉子户。二、

组织拆迁进行验收从宣布开始拆迁，全村的各家都积极的投入战斗。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