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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存史、资治、教化”的目的，大学路街道办事处编志

工作，从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开始，在二七区委、区政府和办事处党

委的正确领导下，在辖区公共单位、郑州市有关部门及办事处、派出

所全体同志大力支持、协助和配合下，进行了资料收集、调查和核实

工作。

经过两个月紧张、艰苦的广征博采，博览精选、搜集资料和两个

月深入、细致的考证核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分类整理，现将已

收集到的各种资料、图表、照片等编写出了《大学路街道志》。

“志乃一方之金史’’或“地方百科全书”。本编主要是反映建国

以来全辖区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建立、沿革、规模、设

置、发展和取得的新成就．在内容的编选上本着重记述，重具体，尽

可能的注意了它的资料性、知识性、科学性和现代性，以便将辖区的

概貌和主要脉络奉献给读者，从而对辖区的历史和现状有个比较全面

的概括的了解、认识和掌握． ，

本编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

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和反映全辖区发展变化的历史进

程，主要特点，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四化建设中，开拓前进。

本编分：政治，军事、法制、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劳动、

地理，人物、杂录十篇四十一章三十四节；上限一九五八年(个别资料

则追溯到民国初年)，下限一九八五年，计十六万余字。文内所用事

实、数据、资料都经过调查核实。



《大学路街道志》所载辖区公共单位的各方面情况和资料，原则

上都以原单位所提供的史料为准。

参加本编的资料收集和汇编的人员是：王顺兴、陈培仁、毕思义。

这本汇编的编辑出版，得到辖区各公共单位和有关方面的大力协

助和热情支持，在此我们谨向他们致以谢意。《大学路街道志》在

一九八五年十月脱稿的基础上，于一九八六年七月又送二七区街道志

评审小组评审，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又经过认真修改，现已付印成

书。由于起步晚，任务重，时间紧，编辑人员缺乏经验，记述不免粗

浅简陋，误漏和不足之处，敬请有关领导和广大读者，不吝惠教，以

便改正。

大学路街道办事处编史修志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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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地理概貌：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街道办

事处是二七区文化教育和科研事业比较集中

发达的地区。位于二七区西南边陲，东临建

中街街道办事处，西依嵩山南路与中原区相

望，南连金海区齐礼阎乡，北接五里堡街道

办事处，总面积三点二平方公里。地势自西

南向东北倾斜，海拔104米。金水河蜿蜒东

去。中原路、大学路、金海大道、陇海西路、

嵩山南路几条市内重要干线，贯通东西南

北。

历史沿革；大学路街道办事处建国前，

是一片农耕地。望去，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

着焦家阅、东、西耿河、蒲寨、魏楼、贾新庄、路

寨、莱王和兑周几个萧索而稀疏的荒村。

中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属郑县

永乐区四段．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

年)，归第二区(曹洼)。中华民国三十年

<一九四一年)，郑县撤销区建制，由城郊十

乡之一齐礼阎乡所辖。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

二日，郑县解放。解放后戈4分为：郑州市和

郑县。隶属第六区(黄岗寺)兑周乡。一九

四九年废保甲制，实行乡村制后，仍属第六

区兑周乡．一九五二年，郑县由六区扩建为

八区后，划第八区(蜜蜂张)管辖。一九五

三年二月郑县戈!『归郑州市领导，将原郑县改

为郑州市人民政府郊区工作委员会，同年九

月，又改为郑州市人民政府农村工作办事处，

、仍辖八区。一九五四年二月，郊区八个区

合并为五个区，这时属金水区(蜜蜂张)．

一九五五年九月，郊区撤销区级建制，将西

十里铺(小黄庄)，莱王，焦家阙等17个

概述

自然村划归市内金水区。

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时成立铁路公社郑大

分社，一九五九年为建设区大学路人民分

社，一九六。年称二七区大学路人民分社，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七区人民政府成立时，!

以驻地大学路而取名为大学路街道办事处，

一九六八年四月筹建二七区大学路街道办事

处革命领导小组，一九七O年成立二七区大

学路街道办事处革命委员会，一九七九年三

月恢复二七区大学路街道办事处至今。驻

地t郑大市场南街1号。

人口，一九八五年底，全辖区总入口

49，105人，总户数10，810户。其中农业人口

2 54户，1，155人。全辖区人口中，汉族占

9 5．7％，余为回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

苗族、壮族、彝族、白族、畲族等9个兄弟

民族，1，600余人，约占4，22j|；。其中回族1，400

余人．

气候：属北温带大陆性气侯。年均气温

1 4．3℃，历年最高气温为43。C，最低为一

17．9。C。七月最热，月平均气温27．3。C。

一月最冷，月平均气温～O．2。C。年平均降

雨量为640．9毫米。

行政区划：辖12个居民委员会t郑大

南路甲院居委会、郑大南路平房院居委会、

郑大南路楼房居委会、陇海西路居委会、省电

业局居委会、电信局居委会、设计院居委

会、新菜王居委会、兑周居委会、郑大居委

会，郑大市场居委会、桃源路居委会。

工商业：大学路街道办事处解放前没有

工商业。建国后，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工



概述

商业发展变化较快，较大。

一九八四年辖区有工业3 2个。其中l

国营工业6个，集体工业20个，街办工业4

个．其他工业l(一)电力工业：河南省电

力工业局，这里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河南电力

微波大楼(13，700m2)一一它是河南省电力

工业的指挥中心，北京——武汉微波电路郑

州中心站也设在这里，(二)水文地质业一

个。

、一九八四年辖区有商业l 5 2个。

其中t国营商业24个，集体商业98个，街办

商业lo个，个体商业20个．

一九八四年辖区有服务业8 4个。其中·

国营服务业6个，集体服务业3 5个，街办服

务业12个，个体服务业31个．

总之；辖区工商业217个，总营业额(产

值)727，960．68万元，总利润102，611·596

万元，总占地面积476，134·23m2，职工总数

一68，338人，个体商业、服务业51个，职工128

人，总占地面积539m2，总营业额39．1万

元，总利润3．23万元．

两场一集。即郑大市场，中原路商场和

大学路集贸市场．

郑大市场t有8个国营企业，5个集体

企业．历史较跃，闻名遐迩。中原路商场s有

6个国营企业，19个集体企业．乃新兴的一

个综合性商场。大学路集贸市场。全长188

米，售货棚台86间，可容纳300个摊位。年上

市量122万斤，成交额33．5万元，市场越来

越兴旺。

财政、金融机构；6个，2个税务分局

4个储蓄所(职3239人，建筑面积296m2，储

蓄金额4，268万元。对象。单位和城市居民)。

邮电业。4个。职工3，351人，建筑面积

23，340m2。

乡镇企业。1个。下属6个县，8个区的

乡、村、组、联户，院户五级84，400个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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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环保s从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四

年建花坛351个，绿化面积40，474m2，植树’

36，566棵，植草皮108，852m2，种草花28，94

4m2，培植盆花64，033盆，栽花52，231棵，

义务劳动日14，650个，清运垃圾97，230吨，清

扫面积324，600m2。从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

五年铺路面4，034m2，硬化人行道58，004m。，．

居二七区之首，受到市、区政府表彰和奖励，

连续三年被评为市、区先进办事处。

教育：解放前，大学路街道办事处除有

一所兑周小学外，文教、科研、卫生事业完

全是一个空白。

一九八四年，全辖区有各级各类学校

14所。其中；高等院校2所，中等专业学校

3所，普通中学3所，特校2所：有全市唯

一的郑州市盲聋哑学校和郑州市文化艺术学

校。小学3所。业余补校1所。中原摄影学

校。已培养毕业生25班，1，300余人，有单

位办、校办、厂办托儿所7所，幼儿园5

所，入园儿童696人，教职员工110人．参加

电大、夜大，刊大和各种函授院校的人数万

余人。业余教育，象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为四化建设培养着各种专业人才。

科技、文化s解放后，科技事业发展迅

速。一九八四年全辖区科研、设计机构7所

(部属3所，省属4所)，科技队伍规模宏

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特别是全国科技大会

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出了重要贡

献，取得了丰硕成果。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

四年，共获得市级以上科技成果奖507项，

其中。114项获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

奖。历年来，荣获市级以上先进模范人物30

人。文化站1个(属大学路街道办事处)，

广播站i个(郊区广播站)，新华书店1个，电

影院2个，青少年文化宫1个。大学路街道

办事处文化站藏书6，200余册，曾多次被评为

市文化系统先进单位．



卫生t懈放后，在党的搿一切为了人民

健康"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

指引下，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卫生医

疗机构、人员，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到了

迅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九八四

年，辖区有全民医疗机构2个；闻名全市的

郑州市骨科医院和郑州市精神病福利医院，

郑州市郊区防疫站1个，集体性质医疗机

构2个，个体的1个。职工(含卫生技术人

员)527人，病床440张，住院病人34，375人

次，门诊次数3，384，550人次，培养中医正

骨医师114人，培养进修医师488人。

主耍干道。辖区街道纵横，交通方便，

四通八达．有大小街巷1 6条，其中主干道

5条：中原路、大学路，陇海西路、金海大

道，嵩山南路。

解放前，这里全是农耕地。建国后，一九

五六年修建了第一条柏油路一一大学路，以

后陆续修建了陇海西路、交通路、桃源路、市

场南街，金海大道和被当地群众称为郑州的

“龙须沟"桃源南街(原兑周路)。特别是

一九七五年建成通车的中原路，东起解放

赂，西至二环道，全长7，72'／．69米，是市内

商业区通往西郊工矿区的主要交通干道，著

名的长话大楼、市青少年宫、核工业部第五

设计院、省交通厅、市黄河饭店都座落在

大街的两旁．这里，人行道两旁栽植了花

木，中间花坛开满了鲜花。白天，柏油路上

车水马龙，人行道上，你来我往，入夜，水

银灯明亮辉煌，和市花月季，相映成辉。中

原东路，道路宽广，布局规范，楼房林立，

百花斗艳，颇具现代化城市的风貌，是郑州

市最为壮丽雄伟的街道之一．

公用设施：解放前，这里根本没有公用

概述

设施。建国后，新建和整修的道路，埋设上

下水道和自来水管道，解决了满街污水横

溢，千家万户都吃上了自来水，基本改变了市

容卫生面貌。

长途、市内公共汽车与无轨电车-辖区

河南省交通厅及其所属系统，乃是全省交通

的指挥中心和客，货运的枢纽。

长途汽车站——豫运客车服务公司·健

往开封、洛阳、南阳、新乡，焦作，许昌、少林

寺、临汝和市内两条公共汽车(6路、1 5

路)、一条无轨电车(102路)，从这里发出或穿

过辖区，伸向四方。

这里是郑州市横贯东西南北的主要交通

干道经过的地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人民生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入

民生活继续不断得到改善。一九八四年安置

城市待业青年848人，调整增加了国家干部，

职工的工资，在城市居民中，购置电视机，

洗衣机、录音机等中、高档消费品的日益增

多。

地区特点：大学路街道办事处地处市区

铁路西南部，道路纵横，交通发达。辖区现有

各级各类学校1 4所，在校学生22，944人，

教职员工3，132人，科研、设计机构7所，

专业科技人员1，093人，其中高级工程师32

人，工程师815人。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为

其他地区所罕见。故此，发达的文化教育和

科研事业，乃是本辖区的一个较为突出的特

点，环境幽雅，道路平坦，绿树成荫，秩序

井然，为学习、工作，生活较为理想的地

方，此乃是这里的又一显著特点。然而，工

商业和第三产业的规模和发展速度较之市内

各兄弟办事处，无论天时，地利，人和，均

稍逊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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