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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征集资料和多方面的努力配合， ~ 张五紫村志》 几经修

改，终于问世了，做为一部村志，包罗万象、探源识流、鉴古通今，全面系统

地介绍了几百年来村庄人事物的变迁和发展。 古为今用，传承创新，既有利当

今发展，又可益泽后世，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好事。

《 张五紫村志》 从不同角度描写了村庄的变迁，张五紫村地理位置优越，

为省会郑州的西大门，西接来阳市，一条科学大道贯穿东西，辖区土质肥沃，

气候宜人，农林牧工业长足发展，辖区西侧绕城高速的通车，为村庄的发展插

上了腾飞的翅膀。 交通优势不言而喻，近几年张五紫村内入住电子产业园，像

在生软分部、创业大观、中国移动数据中心等聚集产业园的升级发展为村庄经济

结构的调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O 张五紫村历史文化遗存较多，具有传统的人文

优势 。 像白紫自然村的清真寺、小冯紫自然村的土地祠、张五紫行政村的火神

庙、铁匠紫自然村的尧帝庙等，在漫长而又曲折的村庄变迁中，都是最重要的

实物见证者。 张五紫村几百年历史，既有先民祖祖辈辈的辛勤劳动和繁衍生息，

也有近年来干部群众艰苦创业和创造现代辉煌的足迹。

《 张五紫村志》 古今兼蓄，洋实得当，包括村庄发展，农林牧副业、工商

业、村庄习俗、古今名人、姓氏文化、社会文化、卫生计生，广征博采，真实

客观地记录入志，充分地展现了张五紫村在历史长河中经历浸长曲折的演变进

程，展现一个普通村落由贫穷到富裕，由封闭到开放，由愚昧到文明，由传统

到现代化的发展轨迹。 既写出彩的亮，点，又不回避存在的后疾，详尽真实，客

观秉笔O

《 张五紫村志》 是一面真实的镜子，通过这面真实的镜子，既可全面的了

解自 己的过去，又能深刻地理解自 己的现在，更能清醒地创造光辉灿烂的明天。

《 张五紫村志》 以多种方式记录辖区近代人物。 张五紫村百姓秉性善良、

民风质朴、古往今来，邻里和睦、团结互助、助人为乐、不畏艰险、舍身取义

等动人心弦的典型事例不胜枚举，解放战争时期，村民舍身忘家，参战支前，

不少人转战南北 ì~西血流汗、英勇杀敌，捐躯疆场，英名永垂，表现出无私无

畏的革命爱国精神。 建国初期， 一批批老干部、老党员身先士卒带领群众大干

实干、勇为人先，精神可歌可泣。 改革开放以后，涌现出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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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户、企业家，他们勇于拼搏、开拓创新、务实求真的事迹异彩闪光，真实的

记录这些优秀的人物，既彰显业绩，又启迪后人，既是村民的荣耀，又是后人

重要的精神财富 O

编修村志一项繁琐而又浩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

在编修过程，党支部副书记杨喜青、 村委会委员张喜松和主编人员不畏炎暑，

不惧寒冬，不遗余力，历经春夏秋冬。 四处搜集村史资料值得学习 O 同时也非

常感谢来自在外工作热爱村庄的仁人志士，他们为村志的编写献计献策，提供

重要信息，最后，我谨代表张五紫村两委对所有关心、支持 《 张五紫村志》 编

慕出版的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擎的谢意 O

张五紫村党支部书记 郭双喜

2017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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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张五若村位于郑州市西 25 公里处，西临荣阳茹寨，北接牛寨，南望关帝庙，东依贾庄，辖

门个村民组，至 20 1 7 年 5 月底，村民总人口为 4545 人，共 931 户，村中共有回 、汉两个民族居

住，主要姓氏有 :张、内 、郭、杨、冯、沙、王、赵、李、楚等姓氏，村民历年以农业常规作物种植为

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框架的拉大，百姓走入企业务工的越来越多，收入多元化发展，人均

纯收入达 5890 元，如今张五若村北靠东西贯穿的科学大道，西临南北通畅的绕城高速，南依陇

海铁路，东接郑州西四环公路，位置优越，四通发达。

据荣阳大师姑张氏家谱记载，始祖张虎自清初迁居张五若村，距今已 300 余年历史，张五

若村名也由此而来已久，据小冯若自然村土地庙碑文记载自清康熙六十年以来至清朝末年，本

辖区一直归属开封府荣阳县管辖，中华民国时期归属荣阳县第四区管辖。 一直到 1960 年划人

郑州市郊区，2003 年划入郑州市高新区沟赵办事处管辖。

解放前，张五告各村组地势不一 ， 高低不平，时有旱涝发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受蛙虫

和天气灾害影响，村民受灾严重，百姓逃荒者较多，据村中老人回忆，一路向西逃荒人群如织，

挨饿受饥的群众不再少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五若村庄在荣阳县政府的正确带领下，较早的成立农民协会，

在村内开展土改运动，五十年代初期农会干部带领群众平整土地、开荒造林，绿化村庄，村庄

历经互助组、初级社、高级杜、再到人民公社， 1960 年张五若村从荣阳县二十里铺划入郑州市

郊区，经历三年自然灾害，村庄经济慢慢好转，在村领导的带领下，大修水利工程、村组农田灌

溉问题大大缓解。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村内部分干部和教师迅速得到平反，社会拨乱反正，中央"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口号全面执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分配方式大大激发了村民的干

劲儿，百姓干劲十足，以棉花为主的种植模式迅速普及，各组粮食产量显著提高， 1985 年以后，

百姓温饱问题彻底解决，以张运森、张六进等为代表的个体开始蓬勃发展 ，以 自增田、白小敏等

为代表的饮食业也迅速掘起，其中九组(铁匠若)的木器加工业也形成了制作、销售一条龙市

场，村中种植果园短短几年达几十个，沙家闲自然村的养殖业也初具规模。 1988 年在村两委

的正确带领下，由村民张运森先后出资近 20 万元，仁人志士共同修建张五若小学捐款。 焕然

一新的学校，让张五若村教育事业站在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九十年代以后，村两委对各村组的道路进行分段整修，宽阔平整的柏油马路让村民彻底摆

脱了下雨走泥泞路的历史，村内所有道路全部进行植树绿化。 庭院绿化合格率达 90% 以上，

各家农户用上了纯净的自来水楼板的建设如雨后春笋、百姓在文化生活方面也有了较大的提

高，村民自发组成的文艺队过节期间载歌载舞，为村中娱乐生活增添不少气氛。

2009 年在村党支部书记郭双喜和村委会主任白天莹的带领下，真抓实干，迅速摸索一条

新农村百姓致富之路，千方百计筹集资金 796 万元。 建设温室大棚 50 座，种植栽培花卉盆景，



张五若村志

因地制宜建立良种繁育基地，迅速成为郊区特色种植示范区 。

2012 年以后，全村主要街道实现全面硬化，村内各组建设有健身娱乐设施，村内宽带、电

视电话普及程度 95% 以上，居住条件大大改善 ， 2015 年张五若村两委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和

规划，顺利完成了村庄改造项目，与时俱进，旧貌换新装，新的张五若居民社区将在村原址上拔

地而起，百姓的人居环境将更上一层楼，相信张五若村的明天将会越变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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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大事记

明万历十六年 (1588 年)

瘟疫大作，大饥，民死几半，人相食。

明崇祯十四 (1645 年)

春，瘟疫大作，死亡，灭绝着有几百家。

明崇祯十五年 (1646 年)

五月初囚，闯王李向成率农民起义军攻破郑州城， 民称快，而官绅逃遁。 后知州鲁世任

顽抗拒降，被杀。

清康熙七年 (1668 年)

五月 十七日， 荣阳县四周地震，井水动荡器物撼摇。

清雍正二年 (1724 年)

郑州为直隶州， 辖河阴，泪水、荣阳、荣泽四县。 张五若村归荣阳管辖。

清道光二十三年 (1843 年)

秋，黄河暴涨，出现罕见的特大洪峰。

清光绪三年 (1877 年)

大旱， 一春无雨，粮食欠收，岁大饥，人相食，逃亡饿死者甚众，十室九空 。

清光绪十三 (1887 年)

八月初一日，大雨如泥，连续十昼夜，城乡井水溢。

清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

11 月 8 日，慈禧光绪等到郑州视察。

清光绪三十三年 (1907 年)

2 月，郑州城郊纷纷开办初级小学堂 ， 一月之内创办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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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宣统三年 ( 1911 年)

10 月，辛亥革命爆发。

中华民国

张五暑村志

191 2 年(民国元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成立。

191 3 年(民国二年) 1 月 1 日 ， 全国统一裁府置县，郑州遂改称郑县。

1919 年(民国八年) 5 月 ，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后 ， 郑州郊区学生组成"爱国

学子团"到处演讲，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1925 年(民国十四年 ) 11 月 18 日 ， 郑州农民协会成立，四郊农民到会者二千余人，

会场满是红旗 ， 上书"农民解放万岁 1 " " 工农联合万岁 1 " 字样 。

1929 年(民国十八年) 1 月 ， 郑州市政府为使妇女放足作出两条规定 : 一、十五岁以

下幼女一律放足， 二、二十岁以下缠足妇女，由区署会同街长迫令放足。

重 。

193 8 年(民国二十七年) 2 月 14 日，日 机三十余架首次轰炸郑州地工，附近被毁严

1942 年(民国三十一年) ，郑州地区特大旱 ， 又遭虫皇灾，大批农民逃亡或饿死。

1943 年(民国兰十二年) ，又逢大旱 ， 惨遭煌灾，百姓饿亡惨重。

1944 年(民国兰十三年)冬 ， 中共党组织在沟赵乡贾庄建立活动据点，党的负责人是

贾协忠，地下党员有贾协忠等九人。 任务是宣传抗日战争形势，收集日伪活动情况，破坏日

寇的通讯联络等。

1945 年(民国三十四年) 8 月 15 日 ， 日本天皇宣告正式接受无条件投降，张五若村民

沿街庆祝欢呼。

1948 年 10 月 22 日 ， 郑县宣告解放 ， 张五若村农会同时成立 ， 在村庄开展大规模的反

霸反匪运动。

同年 ， 中原解放军于 10 月组织郑州战役， 2 1 日 晨，九纵队进至须水，大李地区，四纵

队进至丁楼、东史马、祥营、 张五告等地区 经激烈战斗 2 1 日下午结束。 共歼敌 l 个师 、

5 个团、 2 个营共 113000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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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 10 月 22 日，郑州解放。

年底，张五若村获得解放 ， 村民当家做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

10 月 1 日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姓沿街敲鼓欢呼，庆贺新中国成立L 。

12 月 沟赵地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大事记

1950 年

4 月 13 日 沟赵开始大张旗鼓宣传和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

5 月 25 日 下午六时西北风大作 ， 暴雨加冰雹沟赵地区庄稼被毁。

10 月 15 日 沟赵农村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

12 月 开始剿匪反霸 ， 镇压反革命运动。

12 月底 中央人民政府号召人民捐物 ， 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 打击美国侵略军。

1952 年

l 月 开展三反运动，反贪污 、 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

7 月 沟赵村赵黑孩响应党的号召，组织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

9 月 全县展开肃毒运动。

11 月 15 日 省劳模赵黑孩参加的访苏归国农民代表团一早到达郑县，县里组织了两千

多人欢迎大会，分别在县和苏屯乡做了两场报告 ， 于 18 日赴中牟 。

1953 年

2 月 4 日 废郑县 ， 将郑县 81 个乡 : 成泉县古莱区 16 个乡 ， 荣阳县须水区 12 个乡，贾

峪区 5 个乡和原郑州市郊区的 15 个乡合并， 划归郑州市领导，成立中共郑州市郊区委员会 ，

下设 8 个区， 129 个乡 ，包括 729 个自然村，有 295939 人，为乙级县级。

3 月初 沟赵赵黑孩、 贾河张小妮 、 纪公庙赵小黑、 小金庄孟留成 、 梁湖邢老旺等人分

别组成农业生产合作社 ， 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

3 月 12 日 中央农业部省农业厅在沟赵村开展。 除草防虫运动获得成功。

4 月 11 日 凌晨酷霜， 105 个乡的 70 万亩小麦受灾，张五若村小麦受灾严重，市场粮

价上涨。

4 月底 成立郑州拖拉机站， 首次进口苏联德特-54 拖拉机一台 。

7 月 郊区文教局开始整顿学校，首先进行了班级人事调整 ， 其中关帝庙 ， 石佛两校开

始试点整顿， 1954 年 11 月 23 日全面整顿开始。

7 月 30 日上午 9 时 沟赵地区突降冰雹， 如鸡蛋大小 、 秋禾严重损失 。 得到人民政府

的及时救济。

11 月 23 日 郑州郊区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 。

1954 年

8 月 12 日 连日大雨 ， 郊区四周积水，灾后政府给予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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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告村志

9 月 15 日 郊区宣布实行布、棉统购统销(布棉双统) 。

1 2 月底 新式农具八时步犁、双轮双伴犁、耘锄、解放式水车、 马拉双行棉花播种机、

拌种器、单管喷务器等开始在郊区推广。

1955 年

l 月 5 日 郊区已组建了 204 个合作社 4 165 个互助组 张五碧村已建立村互助组。

3 月 i 日 郊区开始使用新的人民币 (新币) ，收回旧币，折合率定为新币一元等于旧

币一万元。

7 月 市文化局将中苏友协文教局两个电影放映小队下放郊区，这是郊区第一放影队，

随后村民陆续有机会看到电影片播放。

8 月 25 日 全郊实现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即对城镇非农业人口按居民定量，工商行业

按户定量，牲畜饲料分类定量的供应制度。

10 月 郊区粮食统购统销实行"三定"即定产、定购、定销 。 定产，按单位面积常年

产量归户计算，定购，农户用粮扣除种子、口粮、饲料后，由国家统购， 定销，农户和扣除

种子 ， 口粮、饲料不足者，由国家统销 。

11 月 12 日 建立郊区苏屯、沟赵、须水、常庄、七里河、孙八寨、相1I林共七个农业技

术推广站。

1 2 月 5 日 沟赵乡开始转高级社工作。

1 2 月 5 日 沟赵地区开始转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 2 月 15 日 郊区广播站建立 ， 1956 年 2 月 春节开始播音。

是年冬 利用农闲，在全郊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以打井下泉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运动 。 推广五六打井法 ， 提水采用解放式水车(畜力拉)和动力水车(柴油机带机) 。

是年 村民单干个体农户加入初级社。

1956 年

l 月 4 日 郊区掀起一个声势浩大以消灭囚害(老鼠、麻雀、 苍蝇、蚊子)为中心的整

顿郊容和环境卫生运动。

l 月 19 日 决定对各乡地主、 富农进行排队，百分之三十给予社员称号 ， 多数仍为杜

内管制 。

3 月 郊区种棉花推广新疆旱播、堆湿炯种、密植等技术。

7 月 6 日 开始大雨 20 天，降雨量 376 毫米，郊区有九十余村被水包闸，小麦霉坏，张

五若村房屋有倒塌，积水甚多，人员无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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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57 年

4 月 20 日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下午三点钟在省、市、郊领导陪同下到柳林公杜关虎

屯大队视察农业工作，郊区杜员争相学习柳林公社。

是年 村民开始兴修水利，打井修渠。

1958 年

l 月 7 日 集中全郊区人在粮食干校开展整风反右学习 。

5 月 7 日 郊区小学改为民办公助。

8 月 1 4 日 沟赵乡并为古莱公社。

9 月 4 日 郊区开始土地浑翻和积肥活动。

11 月 2 日至 10 日 毛泽东主席在郑州召开"郑州会议" 。

是年 村庄成立集体大食堂。

1959 年

3 月 1 5 日 全郊区开始突击收购杂铜。

4 月 3 日 各乡开始大搞园田化，要求达到地平地统，张五若村民大搞平整土地。

10 月 28 日 郊区遭受百年不遇大旱， 7 月份降雨量仅 20 毫米，相当于常年的 13.5 % , 

秋作物多未种上。

1960 年

2 月 1 3 日 郊区委下达了人民公社粮食管理具体办法，规定依人定量、按年龄、劳动

力强弱规定标准。 要求食堂精打细算，细帐流有计划安排科员生活，粗粮细吃，细粮巧吃，

粮菜混吃，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发动社员种蔬菜，采野菜，晒干或脂制，大搞代用品制淀

粉，梳油等。

是年 村民参加修建水库(丁店 、 河庙弯) ，修渠两条(铁匠若村南和村北) 。

1 961 年

春夏 继续大旱，麦子严重减产，群众以瓜菜代粮，各机关半日工作。

1 0 月 5 日 开始推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1 0 月 1 9 日 成立改造右派领导小组，检查对右派分子政策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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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署村志

1 1 月 郑州郊区行政区划，由古荣公社划出，成立祥营公社。

12 月 全郊已有 107 个大队 834 个生产队推行"四固定"和"三包一奖 " 管理制度，

1 96 1 年 7 年不变。

1962 年

11 月 黄瘟型肝炎 、 伤寒、臼喉病在局部流行，张五碧村及时预防，未发生病例。

11 月 25 日 开始填发烈军属"优待证" 。

是年 国民经济困难，动员机关工作人员继续下放，动员职工家属返乡 。

1963 年

沟赵地区改革打井工具和井筒结构，推广大锅锥打井法，并采用扇形砖砌筑内径 70 公

分井筒，同时使用新型提水工具一一农用扎泵，代替动力水车。

1964 年

1 月 3 日 郊区农业"四化" (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园田化)办公室成立。

8 月 9 日 连续 60 天阴雨雨量达 410 厘米秋粮、棉花严重减产。

是年 村庄家家户户通上了电灯，农业用上电，铁匠若东地建立砖瓦窑场一座， 张五若

村东南地、白若西地建砖瓦窑两座。

1965 年

8 月 1 日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所长李庆到沟赵大队视察棉花。

是年 宣传计划生育，动员妇女"上环，结扎" 。

1966 年

5 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

9 月 27 日 郊区组织青壮劳力四万多人，大搞农田水利建设。

9 月底 郊区红卫兵横扫"四旧" ( 1日思想 、 旧文化 、 旧风俗、旧习惯) j 四处烧"旧

书"打神胎、剪辫子、拉牌坊，毁五脊六兽，部分干部和群众被打成"牛鬼蛇神"批斗游

街，张五若村火神庙和小冯寨土地庙以及铁匠寨寺庙均遭受大规模破坏。

10 月 一部分中 、 小学生停课、 赴京串连，郊委派干部去京做师生工作。

11 月 23 日 郊委政治工作会议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分子一并在古荣公社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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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开，六千五百余人参加， 历时八天。

文化大革命开始 ， 村小学陷入一片混乱状态。

1 967 年

l 月 奉上级指示，郊区广播站的自选节目停播，全部转播上级台的节目 。

1968 年

7 月至 8 月 全郊开展反所谓"三右一风" (右倾翻案、右倾投降 ， 右倾分裂，和为二

月逆流翻穿风)运动 一些干部被批判 。

12 月 根据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郊区试行九年一贯制 ( 小学

五年、中学四年) ，在 27 所完小设戴帽初中班，另设 25 所农中 ， 其中张五若小学设有戴帽

中学习班和农中 。

是年 沟赵公社安排各村统一平整土地。

1 969 年

12 月 22 日 毛泽东主席号召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铁路局下放

沟赵二十个连队， 市内和郊区各校知青，纷纷下放到郊区 ， 部分青年在郊区落户 。

是年 十二连(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铁路局知青人驻铁匠寨村，村委拨地 120 亩

供知青生产生活使用。 张五若大队下乡青年连队有一连、 二连、 三莲、六连和八连部分土地

我村七组拨出 800 亩土地，用于安置学生。

1970 年

3 月 l 日 郑州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人宣布取消郊区古庙会 ， 在郊区各公社建立农贸市

场。

5 月 郊区第一座大型高扬程提灌站一一郑州部山提灌站动工兴建 1972 年 10 月 4 日

正式放水，灌溉古荣、沟赵、石佛、须水四个公社耕地 4. 2 万亩。

6 月 24 日 午后突降冰雹 ， 须水、沟赵等 35 个大队秋作物受灾。

6 月底 高等院校开始招生复课 ， 废除了原有的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

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8 月门日 郊区长途电话和电报在十三个公社电话所同时开始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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