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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 士
刖 舌

《柳林镇志》在金水区区志办、柳林镇党委、政府领导及镇直各部门、有关单位

及有关社会人士的关心和支持下，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工作，于2004年9B付梓

印刷，

为更好地总结柳林镇的发展历史，给后人留下翔实的历史资料，1989年1 1月，柳

林镇(当时为柳林乡)曾组织专门人员，编写了《柳林乡志》(1949--1989)。

2003年7B，根据金水区地方志编纂工作会议精神，镇党委、政府决定在原有乡志的

基础上，进一步搜集、完善资料，重新修纂镇志，时间跨度主要为1949-2003年底，

并成立了由党委书记丁胜全、镇长刘中选为主任，党委副书记刘运泽、王金城为副主

任的柳林镇镇志编纂委员会。下设镇志办公室。办公室人员为孟秀芬、李伟霞、陈鸿

斌、吴永昌、杨文森、宋进平、王勇，具体负责镇志的编纂工作。

《柳林镇志》全书包括概述、大事记、21篇、91章、285节、219幅照片(含图)

8677余字。编纂《柳林镇志》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广征博采，存真求实，立

足当代，详今略古，力求做到融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为一体，浓笔记载柳林镇多

年的历史变迁及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变化，努力为本镇的建设提供历史借

鉴和现实依据。

在志书的编纂过程中，编委会工作人员克服多种困难，认真收集、整理、分类、

汇编、核实资料，尤其是陈鸿斌、吴永昌、杨文森三位老同志，克服身体等方面的种

种困难，起早贪黑，四处奔波，查阅收集了大量资料，为镇志的顺利完稿做出了积极

贡献。金水区区志办的吉修银同志，十分关心《柳林镇志》的编纂工作，百忙之中经

常亲临指导，悉心审修稿件，并提出了良好的意见及建议。在此，我们对他们的关心

和支持表示衷心地感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加之某些条件限制，书中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

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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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林镇志

序

盛世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历史时期，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用新的观点、方法、求实的态度、翔实完备的

资料编写一部全面反映柳林历史的地方史志，是一件迫切的大事。解放以来，柳林镇

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柳林镇历届党委和政府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

创业、解放思想、锐意改革，把柳林镇从落后的穷乡僻壤建设成为一个经济繁荣、基

础雄厚、社会和协、前景广阔的社会主义强镇。

柳林镇居郑州市北，挟交通要冲，位处显要，四季分明，气候温和，物产丰富，

经济繁荣昌盛，人民勤劳勇敢。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柳林人民创造了光辉的历史

和灿烂的文化。公元前22世纪，原始氏族部落已在柳林这块土地上繁衍憩息，1964年

出土的大河村文化遗址，向世人展示了先h．,fj'7的智慧和创造力；近代，面对西方帝国

主义的入侵，柳林人民迸发出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不屈不挠，英勇斗争，涌现了无

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柳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

了民族的独立和翻身解放，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进行了前仆后继的长期斗争，为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建立后，柳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柳林人民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成就瞩目。2003年被命名为省重点镇。2004年在全市农村经济综合实力

30强乡(镇)排名中名列第8位。

《柳林镇志》是我镇首部全面、系统记述柳林历史的乡土史志，它真实地记录了

柳林镇的沧桑巨变，反映了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取得的辉煌业绩。志书的编写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本着

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多方采集，精

心编写，突出重点，重今略古，图文并茂，多方论证。实现了思想性、科学性、知识

性、资料性的统一。承蒙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努力，终于呵

成，可喜可贺。志书即将刊版，应邀欣然命笔为序。

在《柳林镇志》编纂过程中，省、市、区地方史志专家、金水区有关部门、惠济

区(原邙山区)档案局、镇有关部门、镇辖村委会及社会有关人士给予了大力支持和

帮助，使镇志的编纂得以顺利进行。付梓之际，我们代表中共柳林镇委员会、柳林镇

人民政府对所有关心《柳林镇志》和在编写过程给予帮助的单位和个人表示忠心地感

谢，并为该志的出版表示热烈地祝贺!

j l帕圭

锄呷当
2005--'年-元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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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球镇芯

凡 例

一、志书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力求

全面、客观地记录和反映柳林镇各个历史时期状况与变化。

二、志书时限，上起公元前22世纪，下至2003年(人物、大事记、图片、附录突破上下

限)。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柳林地区的历史与现状。区限以2003年末柳林政区为界，

兼顾不同历史时期的政区界限。

三、体裁有序、述、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全志分概述、大事记、专

志、人物、附录部分，除附录外，共2l篇，下设章、节、目等。

四、志以事物性质分类为主，兼顾社会分工，不受行政隶属关系限制。横分门类，纵陈

史实，贯通古今，详今略古。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记事本末体为辅，重点记述古今大事、要事。

六、人物设传记、简介、表录三部分。收录对象按近代(1 640年一19 1 7年俄国十月革

命)、当代(1 9 1 7年一2003年)。以现代为主，正面为主，本籍为主。传记排列以生卒年月

先后为序。人物传夹注生卒年或生年，凡有历史记载的，其原文一般不作今译，只对个别生

僻难检字、词夹注。人物简介对己故者夹注生卒年，对健在者只写出生年月与现任职务。

七、本志除照录、援引书刊外，均采用现行规范语体文，使用国家统一颁布的简化汉

字。个别有特定含义的用繁体字。

八、纪年方法，人物部分民国时期采用公元纪年法。其他部分建国前沿用历史纪年法，

并夹注公元纪年；建国后均用公元纪年法。 “解放前”系指民国1 937年(1 948年l 0月以前，

“建国后”系指l 949年10月1日后)。

九、现行地名以郑州市地名办公室公布的名称为准，历史地名沿用当时名称，古地名必

夹注现地名。历代官职、机构采用当时、当地历史惯称，如1 957年的“公社”、 “大队”、

“生产队”等。人物直书其名，不加褒贬之词(原文除外)有时冠以职务、职称。

十、常用术语，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其后出现时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简称“建国前后”，中华民国，简称“民国”；文中的“辖区”、 “本地区”系指当时

所辖区域。

十一、数字书写，公元纪年、中华民国记年、记数、计量均用阿拉伯数字；夏历和清代

以前历史纪年、表述星期和以数字作为词素构成的定型词、词组、惯用语、邻近的两个数字

并列连用及表示概数的用汉字。

十二、计量单位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援引当时通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

用标准计量单位。

十三、建国后国民经济各项数据以统计部门的资料为准，某些单项数据由部门提供。

十四、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各级档案馆(室)、图书馆(室)和区、镇及其直属部门专业

志和知情人的口碑资料。

全部资料均经认真考证，一般不注明出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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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林镇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

+。 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柳林镇⋯⋯⋯～：．．：．．8

(小组历届成员)⋯：：⋯．-．⋯⋯⋯⋯⋯1 柳林镇现任领导班子⋯⋯■⋯⋯：：⋯⋯二．14

柳林镇区域位置图．：：．．：⋯⋯：．：⋯：⋯．．■⋯：一3。 省市区镇领导及专家学者和

柳林镇行政区域图⋯⋯⋯：⋯⋯⋯⋯．．：⋯：5 <柳林镇志》编辑人员．j■_⋯．：⋯：．1L7

柳林镇总体规划图(2004m 201 5)⋯一 ，，柳林风貌⋯⋯⋯⋯⋯⋯⋯⋯⋯⋯⋯⋯⋯19
● ’

‘

●

，

， 前言

⋯j；‘J’”
’

序。，{
：?⋯

一‘；：
’ 一 ‘‘。

：’凡例 ’．～·-

⋯ ．． 。。特载。 一
．．、| 。一

，

⋯，．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柳林
?、，．。。 。． ．．。

·。j。、一·· ：一， 概 述 。 一
．．，，，，。，

大事记
·．

、

、‘ 一

约公元前22世纪以前．：⋯⋯⋯⋯．_：⋯二7一’』～。明筏(。1368年一1644年)⋯．]⋯⋯⋯．．7
．声(6 1 8年一907年)⋯⋯⋯⋯⋯⋯：．．7， 清代(1 644年一1 9 1 1年)⋯k⋯⋯⋯。8

i五代寸国(907年一960年)⋯⋯．’-．．：．．了 艮国时期(1 91 2年一1 949’年’)⋯．．：⋯．8
北宋 辽(960年一1 127年)⋯⋯⋯：。7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 949年一 )⋯11
元代(1 27 1年一I 368年)⋯⋯⋯⋯⋯7

。．1 。．一．一．．．一．
。’

’．，‘ 一：‘’：．．第一篇．环境与保护、、
·。

：·～ ～、-
，

’：，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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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地理位置⋯⋯⋯⋯-⋯⋯⋯：⋯一25 第三章 自然环境⋯⋯．．j⋯⋯．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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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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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族宗教．．．：．：．’⋯．：⋯：1 21 第二节丧葬习俗⋯⋯⋯■⋯⋯’⋯⋯⋯一141
第一节 民族．：⋯⋯．．j．二一：⋯⋯．：⋯⋯⋯．121 第三节生活习俗⋯⋯⋯⋯⋯⋯⋯⋯⋯．145

第二节 宗教l⋯⋯⋯．．j．I．⋯⋯⋯⋯⋯⋯121 第四节 禁忌⋯一⋯⋯j：⋯⋯⋯⋯⋯．．o。o’．1’46

第三节宗教活动场所⋯⋯⋯⋯⋯⋯．．：．．122 第五节积弊陋习⋯⋯⋯⋯⋯⋯⋯⋯⋯．146

第二章 村民生活⋯⋯⋯⋯⋯．125．，．第六节回族习俗⋯⋯⋯⋯⋯⋯⋯⋯⋯．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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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农民生活⋯⋯⋯⋯⋯j⋯⋯⋯_一132 第二节 方言⋯⋯⋯⋯。⋯⋯⋯⋯⋯⋯151

第三章 时令节日⋯⋯⋯．j⋯⋯1 33 第六章 诗歌谚语．歇后语⋯．．．．1 66

第一节传统节日⋯⋯⋯⋯⋯⋯⋯⋯⋯-133 第一节诗歌⋯⋯⋯⋯⋯⋯⋯⋯⋯⋯一166

第二节现代法定节日⋯⋯⋯⋯⋯⋯⋯⋯136 第二节谚语⋯⋯⋯⋯j⋯⋯⋯⋯⋯．：⋯167

第三节回族主要节日⋯⋯j⋯⋯‘⋯⋯⋯一137 第三节歇后语⋯⋯⋯⋯⋯⋯⋯⋯⋯⋯．176

第四章 习俗⋯⋯⋯⋯⋯⋯。．。1 38 第七章 姓氏⋯⋯⋯⋯．．⋯．．一1 78

第一节婚嫁*-7俗⋯⋯⋯⋯⋯2：⋯⋯⋯⋯138 ’， 一， _，

。

～2～



’可．景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五篇：基础设施建设

都市村庄和新村小区建设．“．．188

都市村庄建设⋯⋯⋯■⋯⋯⋯．．188

新村和住宅小区建设⋯⋯⋯⋯．188

道路交通⋯．：一．．．：．．⋯1 93

道路与桥梁⋯⋯⋯⋯_⋯⋯⋯一193

主要道路、桥梁、交通设施．．195

、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供水供电．⋯．．⋯．：⋯．．1 97
生活用水⋯⋯⋯⋯j：⋯⋯⋯⋯⋯197

供电⋯⋯⋯⋯⋯⋯⋯⋯-⋯⋯⋯⋯一．198

邮政．电信．⋯．．，m．．“1 98

邮政电信网j最⋯⋯⋯⋯_⋯．．⋯．198

电话通信⋯⋯⋯⋯⋯⋯：⋯⋯⋯．198

， “

”
●

，_‘ 第六篇 农业’， 。． j．．t
i

第一章 农村体制⋯⋯⋯⋯⋯．．200 第四节

第一节 土地所有制⋯⋯⋯⋯⋯⋯⋯⋯200 ．第五节

第二节 管理体制⋯⋯⋯⋯⋯⋯⋯⋯⋯．201 第六节

第三节 收益分配⋯⋯⋯⋯⋯⋯⋯⋯⋯202 第四章

第二章 生产条件⋯⋯⋯⋯．．．．203 第一节
。

第一节 土壤⋯⋯⋯⋯⋯⋯⋯⋯。：．’．_．⋯"203‘ 第二节

第二节畜力⋯⋯一⋯⋯⋯⋯⋯⋯⋯⋯⋯204 第三节

‘第三节农机具⋯⋯⋯．2⋯：：．．：⋯』⋯■⋯204 第五章

7第四节 电力⋯⋯⋯⋯⋯⋯⋯√⋯⋯⋯⋯⋯⋯211 第一节．

第五节 劳动力⋯⋯⋯．：⋯⋯⋯．．．⋯-⋯213 第二节

第六节 耕地⋯⋯⋯⋯⋯⋯⋯j⋯：⋯⋯⋯⋯．：：215 ，第三节

第七节 生产资料⋯⋯⋯⋯⋯⋯j⋯⋯⋯216 ’r第四节

第八节 农业技术⋯⋯⋯⋯⋯⋯‘⋯．．．．⋯．219 第五节

第九节水利。⋯一⋯⋯⋯⋯⋯⋯⋯⋯226’ 第六章

第三章 种植业⋯⋯⋯⋯⋯⋯232 第一节

第一节粮食作物⋯⋯⋯⋯⋯⋯⋯⋯⋯232 第二节

；6--节 油料作物⋯⋯⋯⋯⋯⋯⋯⋯．‘．j．235一 第三节

第三节 经济作物⋯⋯⋯⋯⋯⋯⋯⋯⋯236 ，

、一．
～

≯ 。

一 第七篇副业 企业

、。

，^

第一章 副业⋯⋯⋯⋯⋯，⋯．．261 第五节

第一节农村副业⋯⋯⋯⋯⋯⋯⋯⋯⋯261 第六节

第二节 副业管理⋯⋯⋯⋯⋯⋯⋯⋯⋯262 第三章

第二章 企业⋯⋯⋯?⋯⋯⋯．262 第一节

第一节 手工业⋯⋯⋯⋯⋯一⋯⋯⋯⋯一262 第二节

第二节 社队企业⋯⋯⋯。⋯⋯⋯⋯⋯一263 第三节

第三节 乡镇企业⋯⋯⋯。⋯⋯⋯⋯⋯．．264 第四章

第四节 企业管理⋯⋯⋯⋯⋯⋯⋯⋯⋯271‘

蔬菜作物⋯⋯⋯⋯⋯⋯：⋯⋯⋯240

瓜类作物⋯⋯．j⋯⋯⋯⋯⋯⋯．．241

茵类作物⋯⋯⋯⋯⋯⋯⋯⋯⋯241

林果业⋯⋯j．．’⋯。⋯⋯242
林业⋯⋯⋯⋯⋯⋯⋯⋯⋯⋯⋯⋯⋯⋯242

果树⋯⋯⋯⋯⋯⋯⋯⋯⋯⋯⋯⋯．．--⋯250

病虫害防治⋯⋯⋯⋯⋯⋯⋯⋯251

畜牧业⋯⋯．．j．’：．．：⋯．．251
畜牧发展⋯⋯⋯⋯⋯：⋯⋯⋯■．251

品种和饲草饲料⋯：⋯．．．⋯⋯⋯255

管理机构⋯⋯⋯：⋯⋯⋯⋯⋯⋯256

动物防疫⋯．■⋯⋯：⋯⋯⋯．．-⋯257

畜牧医疗机构⋯⋯⋯⋯⋯⋯⋯．．258

水产⋯⋯⋯⋯．．i‘⋯⋯．258
水产资源⋯⋯⋯⋯⋯⋯⋯⋯⋯258

渔业生产⋯⋯⋯⋯⋯⋯⋯⋯⋯⋯258

渔具⋯⋯：⋯⋯⋯⋯⋯⋯⋯⋯．．260

企业人事⋯⋯⋯⋯⋯⋯⋯⋯⋯272

机构沿革⋯⋯⋯：⋯⋯⋯⋯．．．⋯273

企业选介⋯⋯⋯．’⋯⋯274
河南奥克啤酒实业有限公司⋯274

河南国基集团⋯⋯⋯⋯⋯⋯⋯275

河南花花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75

招商引资⋯．．⋯⋯⋯．．275

、g ～3～



柳棘镇志

第八篇商业服务业·
“ j

第一章 商业．‘⋯．．1．．：．．’⋯‘一⋯”．278，第三章‘．副食品购销．．。“⋯．⋯⋯295
第一节 传统商业⋯⋯⋯。⋯⋯．．．^⋯。⋯278 第一节 经营机构⋯⋯⋯⋯-．．J=．．⋯⋯。⋯295 j
第二节 供销社：⋯．j⋯⋯⋯⋯⋯⋯⋯：：⋯278． 第二节 计划派购⋯⋯⋯⋯“⋯．．．⋯．-．．．j：295 ．I
第三节 个体私营商业⋯j⋯⋯⋯⋯⋯⋯283 第四章，服务业‘旅游业．．：．：⋯．．296 ‘!

第四节 票证⋯⋯。．-．⋯⋯：⋯⋯⋯⋯⋯284 第一节 服务业⋯⋯⋯⋯⋯⋯．=．．．⋯⋯⋯296+ ．j
第二章 粮油⋯⋯⋯⋯⋯⋯⋯284 第二节 旅游业⋯一：⋯⋯⋯⋯⋯⋯⋯⋯．301

第一节 历代田赋征收制度⋯⋯⋯⋯⋯284 第五章 市场选介⋯⋯⋯⋯．．：．301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粮食政策⋯⋯⋯⋯288 第一节 郑州桑园饲料兽药批发市场⋯301 ．|
第三节 粮食统购统销⋯⋯⋯⋯⋯⋯⋯289 g：-节 郑州柳林水产品批发市场⋯⋯302

第四节合同定购：⋯⋯⋯⋯⋯⋯⋯⋯⋯293 g三节 郑州农化种子市场⋯⋯．t-⋯⋯．．J302
’

第五节 粮油供应．．：⋯⋯．j⋯⋯．J．：：⋯⋯⋯293 第四节 郑州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303

第六节 郑州0一四一河南省。 第五节 中国(郑州)汽车4，
、

粮食储备库⋯⋯．．：⋯⋯⋯⋯⋯．294 、 配件大世界⋯⋯⋯⋯⋯⋯．．：⋯’．303 1

。： ，．
、

。． 。
一

。

．’：’．

一·．H 。7第九篇 经济与管理 、 ⋯
．

。

．

：

．
：+ ．，

第一章 经济总情⋯⋯i⋯．．．j⋯．304 第三章 经济管理⋯⋯⋯⋯⋯．306

第一节 经济发展⋯⋯⋯⋯⋯⋯⋯⋯⋯304 第一节财政⋯⋯⋯⋯⋯⋯⋯⋯⋯⋯．．306

第二节 产业结构⋯⋯：⋯．j⋯⋯⋯⋯⋯j．304 第二节税务⋯．j⋯⋯⋯⋯⋯⋯⋯⋯．．：．313
’ 第三节 经济效益⋯⋯⋯⋯．j．．：⋯⋯■．．．．305 第三节工商行政管理⋯⋯⋯⋯⋯⋯⋯．319

第二章 经济体制改革j．．’⋯⋯⋯+305 第四节金融⋯⋯⋯⋯⋯⋯_：⋯⋯⋯⋯321

第一节 农村经济体制j⋯：⋯_⋯⋯⋯．‘⋯．305 第五节 计划⋯⋯。⋯⋯⋯⋯，．．．⋯⋯⋯．326

第二节 乡镇企业体制⋯⋯⋯．．■⋯一j⋯305 ‘第六节 统计⋯⋯。一⋯⋯⋯⋯⋯⋯⋯330

，第三节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306 ． ．．⋯i， ■，‘

，．， ，|

“
“ ’

．， ? 。
r+

一 第十篇党派群团 √‘ ．；1

，

“

’ 一

第一章 共产党⋯⋯⋯⋯⋯⋯339． 第九节 档案⋯⋯⋯⋯⋯⋯⋯：⋯⋯⋯362

第一节 机构沿革⋯⋯⋯⋯⋯⋯⋯⋯⋯339’ 第二章 社会团体⋯⋯⋯⋯⋯．364

．第二节 党员代表大会⋯⋯⋯⋯⋯⋯⋯342 第一节农会⋯⋯⋯⋯⋯⋯⋯⋯j⋯⋯一364

第三节 党委重要工作纪实⋯：⋯⋯⋯⋯345 第二节 工会⋯⋯_⋯⋯⋯．：⋯⋯⋯⋯j．364

第四节 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347 第三节共青团⋯⋯⋯⋯_．：⋯．．：．：⋯⋯⋯364
．

第五节’基层组织建设⋯⋯j■一：⋯⋯⋯．348 第四节妇联一⋯⋯⋯⋯。⋯_．■⋯⋯．368

第六节 宣传教育．．j⋯j⋯⋯⋯⋯⋯⋯⋯．351 第三章统战、民主党派⋯．．⋯．．374

第七节 纪律检查和廉政建设⋯：⋯⋯⋯354 第一节统战⋯⋯⋯⋯⋯⋯⋯’⋯⋯⋯～374

第八节 老干部工作⋯⋯⋯⋯⋯⋯⋯⋯358 第二节 民主党派⋯⋯⋯⋯⋯⋯⋯一：⋯．37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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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景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一章弗一早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

、 第二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

第四章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十一篇’人大政府7政协

人大⋯⋯：·j⋯、i⋯⋯·379 ’第二节政事纪略．：⋯⋯⋯．．i⋯．j⋯⋯⋯38参。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379 第三章 政协⋯．j⋯⋯⋯⋯⋯389
人民代表大会⋯⋯⋯⋯⋯⋯⋯380 第一节 组织沿革⋯⋯．：⋯⋯：．．：⋯：⋯⋯j．．389
政府⋯⋯．．“⋯_．．：⋯：．384，。 第二节一参政议政⋯⋯。⋯：⋯⋯⋯⋯■．390

机构沿革和领导更迭⋯⋯⋯⋯384 ，_。
t。”

第十二篇政法

司法行政⋯⋯⋯．：⋯．．401 第三章

机构沿革⋯⋯⋯⋯．．．⋯⋯⋯^．．401 第一节

普法教育及法制宣传o⋯⋯⋯．401 第二节

民事调解⋯．’⋯。⋯⋯⋯⋯⋯：⋯403‘ 第三节

法律顾问⋯⋯⋯⋯⋯⋯⋯⋯⋯⋯⋯⋯404‘ 第四节

公证见证⋯⋯⋯⋯⋯⋯⋯⋯⋯404 第四章

检察． 审判⋯⋯⋯⋯·404’第一节
检察⋯⋯⋯⋯⋯．．：⋯⋯⋯⋯⋯404 第二节

审判⋯⋯⋯．．．⋯⋯。⋯⋯⋯⋯⋯．．4(14
o
1·

●

·

J|

‘f
。+。一．． 第十三篇武装’ +· EH l一■a IB．j《

兵役⋯．．⋯⋯⋯：⋯．．41 5 第一节

解放前的兵役制⋯⋯⋯⋯⋯⋯415 第二节

解放后的兵役制⋯⋯⋯⋯⋯⋯415 第五章

武装组织⋯．，⋯⋯．，⋯．、41 6 第一节

解放前的武装组织⋯⋯⋯⋯⋯416 第二节

解放后的武装组织⋯⋯⋯⋯⋯417 第六章

民兵⋯⋯⋯⋯⋯⋯．．421 第一节

民兵建制⋯⋯⋯⋯⋯⋯⋯⋯⋯421 第二节

民兵武器装备与管理⋯⋯⋯⋯423 第三节

军事设施⋯⋯⋯⋯⋯．425

公安⋯⋯⋯⋯～⋯．．’．405
机构沿革⋯⋯⋯⋯⋯⋯⋯⋯。‰。405

治安管理和刑事侦察⋯⋯⋯⋯406

户籍管理⋯⋯⋯j⋯⋯⋯⋯⋯⋯410

基层治保组织⋯⋯⋯：⋯：⋯⋯⋯410

综治信访⋯⋯⋯⋯．．41 1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411

信{方⋯⋯⋯⋯⋯⋯⋯⋯⋯⋯⋯⋯⋯⋯412
一。

·。

‘

!．

村寨⋯⋯⋯⋯⋯⋯⋯一⋯⋯⋯⋯⋯～425

飞机场⋯⋯⋯⋯⋯⋯⋯⋯⋯⋯⋯⋯．425

驻军过军⋯⋯⋯．?⋯．．426
驻军⋯⋯⋯⋯⋯⋯⋯．．．⋯⋯⋯426

过军一⋯⋯⋯⋯⋯⋯⋯⋯⋯⋯⋯⋯⋯⋯426

兵事纪略⋯．。⋯⋯⋯，．426
日军两侵郑州⋯：⋯⋯⋯⋯⋯⋯426

黄学计歼土匪高云登⋯⋯⋯⋯．427

解放郑州战役⋯⋯⋯⋯⋯⋯⋯．428

第十四篇民政社会福利

民政⋯⋯⋯⋯⋯⋯．．429 第五节

机构设置⋯⋯⋯⋯⋯⋯⋯⋯⋯429 第二章

拥军优属⋯⋯⋯⋯⋯。⋯⋯⋯一429 ，第一节

社会救济⋯⋯。⋯⋯⋯⋯⋯⋯。430 第二节

婚姻登记⋯⋯⋯⋯⋯⋯⋯⋯⋯432

殡葬改革⋯⋯⋯⋯。．2⋯⋯⋯-一432

福利事业⋯⋯．7|．．．⋯一．433
敬老院⋯⋯⋯⋯⋯⋯⋯⋯⋯⋯433

福利⋯⋯⋯⋯⋯⋯⋯⋯⋯⋯⋯⋯⋯⋯433

7◇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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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券镇巷

， 第十五篇社会政治活动．+．
●

第一章 土地改革与镇压反革命⋯．435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438
第二章 农业合作化⋯⋯”?⋯．．435 第七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41
第三章 大跃进⋯⋯⋯⋯⋯⋯436 第八章 拨乱反正⋯⋯一⋯⋯，．444
第四章 人民公社化⋯⋯⋯⋯．．437 第九章 改革开放⋯⋯．．⋯⋯：．444
第五章社会主义教育(“四清")．．：438 7

第十六篇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第一章精神文明建设⋯⋯⋯．．：：446

第一节．思想道德风尚建设⋯_⋯⋯⋯．446

第二节 文明村镇创建⋯⋯⋯⋯：⋯⋯⋯446

第三节 国家级文明村——马头岗⋯⋯454

第二章 环境卫生创建活动⋯⋯．．454
，，

J ．”“t

第一节环卫管理⋯⋯⋯．：⋯．：⋯⋯⋯⋯．454

第二节垃圾处理⋯⋯⋯⋯⋯⋯⋯⋯⋯．455

第三节农作物秸杆的处理⋯⋯⋯⋯⋯⋯455

第四节创建省级卫生镇⋯⋯⋯．_：．．．⋯⋯455

第十七篇教育 ．

，‘‘÷

7

7

第一章。私塾教育⋯⋯⋯⋯⋯，．461 第五节 学生专车⋯⋯⋯⋯⋯⋯⋯⋯⋯503

第一节‘私塾⋯⋯⋯⋯⋯⋯⋯⋯．：⋯⋯461 第六节 中学选介⋯⋯⋯⋯⋯⋯．．■⋯．．503

第二节 义学⋯⋯⋯⋯⋯⋯⋯⋯⋯⋯．462“第五章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505
第三节 科举制度概述⋯⋯⋯⋯．．：⋯⋯．463 第一节 普及程度⋯⋯⋯⋯⋯⋯⋯⋯⋯505

‘第二章 幼儿教育⋯⋯⋯4⋯⋯465 第二节 师资水平⋯⋯⋯⋯．：：⋯⋯⋯⋯．507

第一节 学前班⋯⋯⋯⋯⋯⋯⋯：⋯⋯⋯465 第二节 教育质量⋯⋯⋯⋯⋯⋯⋯⋯⋯509

第二节 幼儿园⋯⋯⋯⋯⋯．．，．．：⋯⋯⋯⋯．467 第四节 办学务件⋯⋯⋯⋯⋯⋯-：⋯⋯⋯．509

第三节 学制和作息时间⋯⋯⋯⋯⋯’⋯：471 第五节 教育经费⋯⋯：⋯⋯⋯．．■⋯⋯．．511

第四节 幼儿管理和师资培训⋯：⋯⋯⋯471 第六章’农民教育⋯⋯⋯⋯⋯．511
第五节 教材和教学计划⋯⋯⋯⋯⋯：⋯472 第一节 扫盲教育⋯⋯：⋯、⋯⋯⋯⋯⋯⋯51 i

第三章 小学教育⋯⋯⋯：．1⋯．．473 第二节农民技术教育⋯⋯．．：⋯-⋯⋯．j一512

第一节 小学沿革⋯⋯⋯⋯⋯．．2⋯：⋯⋯．473 第七章 教师⋯⋯⋯⋯⋯⋯．．518
第二节 学制、课程与教学计划⋯⋯⋯478 第一节 教师队伍j⋯⋯。：⋯⋯⋯⋯⋯⋯．518

第三节 教学研究和教学方法⋯⋯⋯⋯484 第二节 师资培训⋯．：⋯⋯⋯⋯⋯⋯⋯．．519

、第四节 品德教育⋯⋯⋯⋯⋯⋯⋯⋯⋯486
． 第三节 教师地位⋯⋯⋯⋯⋯⋯⋯⋯⋯520

第五节现代信息技术教育⋯⋯⋯⋯⋯488 第八章 教育行政管理⋯⋯⋯⋯522
第六节 小学选介⋯⋯⋯⋯⋯⋯⋯⋯?⋯489 第一节 机构设置与领导更迭⋯⋯⋯⋯522

第四章 中学教育⋯⋯⋯⋯．．．．495 第二节学校管理⋯⋯⋯⋯‘⋯⋯⋯⋯■．525

第一节 学校沿革及历任领导⋯⋯⋯⋯495 第三节教学管理⋯⋯⋯⋯⋯⋯■．．．．．⋯526

第二节 中学学制、课程和教学计划⋯497 第四节 学生管理⋯⋯⋯⋯⋯⋯：⋯⋯⋯527

第三节 教学研究和教学方法⋯⋯⋯⋯501 第五节 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二⋯530

第四节 高中教育⋯⋯⋯⋯⋯⋯⋯⋯⋯502 第六节 工会、共青团组织⋯⋯⋯⋯⋯53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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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七节 中国少年先锋队：⋯。⋯j⋯⋯：¨．533 第十章 民办教育．．：：⋯：’．．2⋯⋯～541
第八节 学校卫生一：．．．．：：。．：_■■⋯．：⋯．．534 第一节 民办教师⋯⋯⋯⋯⋯⋯：一：：：⋯一]．j一541

第九章 体育⋯．．．⋯。。．。：1．·⋯j：．535 第二节 民办学前班和幼儿园⋯⋯⋯⋯：541

第一节 学校体育⋯⋯。⋯⋯⋯⋯⋯⋯．535 第三节 民办中学⋯⋯⋯⋯⋯j．．：j．‘⋯⋯⋯541

第二节 国家体育健将⋯⋯⋯⋯⋯⋯⋯540 第四节 社会力量办学■⋯⋯⋯⋯⋯⋯．542

第三节 群众健身和活动场所⋯⋯⋯．：．．540’ ‘第五节 捐资助学⋯⋯⋯⋯⋯⋯⋯⋯⋯543

第四节 老年体育⋯⋯⋯⋯⋯⋯⋯⋯⋯540 r第六节 勤工俭学改善办学条件⋯⋯⋯543
～ 一‘j’，t ’

：· ：：一．． ．1：。⋯． ‘t

、

。 ’’ ’

： 、．4 j
、

第十八篇医疗卫生
+’

‘

』-{．

十

第一章 医疗⋯⋯⋯⋯⋯⋯．．544 第四章 妇幼保建⋯⋯．＼⋯⋯．．550

第一节’’村级医疗机构j⋯二．．：_．_⋯_一j．544 ‘第一节 新法接生⋯⋯⋯⋯⋯⋯⋯⋯⋯550

第二节 疑难杂症诊治⋯⋯⋯：⋯：⋯：：一：．．546 第二节 妇女病防治。⋯⋯⋯⋯⋯⋯⋯．550

第三节 地方常见病与多发病⋯⋯⋯⋯546， 第三节 儿童保健⋯j⋯⋯⋯⋯⋯⋯一⋯551

第二章 医药⋯j⋯⋯⋯⋯⋯．546 第五章：柳林卫生院j．．。．i4．．；⋯⋯552

第一节 中药⋯⋯⋯⋯⋯⋯⋯⋯⋯⋯⋯．546 。第一节 卫生院沿革⋯⋯⋯⋯⋯⋯⋯⋯⋯552

第二节 西药⋯⋯⋯⋯⋯⋯⋯⋯⋯⋯．546 第二节 卫生院概况⋯⋯．j⋯⋯⋯⋯⋯．552

第三节 地方中药材⋯⋯⋯⋯⋯⋯⋯⋯547 t 第三节 卫生院医术及业务发展状况⋯554

第三章 卫生防疫⋯．+．’⋯⋯⋯．．547 第四节 医学教育及技术培训⋯⋯⋯⋯554

第一节 疫情流行⋯⋯⋯⋯⋯⋯⋯⋯⋯547，，第六章。医政⋯⋯⋯⋯⋯⋯．．556
第二节 爱国卫生运动一：⋯⋯⋯⋯⋯一：．547 ，第一节 合作医疗⋯⋯⋯⋯⋯⋯⋯⋯⋯556

第三节 传染病防治⋯⋯⋯⋯⋯⋯⋯⋯548 第二节 公费医疗⋯⋯⋯⋯：⋯⋯⋯⋯．．557’

第四节 预防接种⋯⋯⋯⋯⋯⋯⋯⋯⋯549 第三节 医疗保险⋯⋯⋯：■⋯．t．⋯⋯⋯．557

第五节‘卫生监督⋯⋯⋯⋯⋯⋯⋯⋯⋯550 ，

’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十九篇

文化传播⋯⋯⋯⋯⋯．560
广播⋯⋯⋯⋯⋯⋯⋯⋯⋯⋯_⋯⋯一560

电影电视录像投影和

影碟播放⋯⋯⋯⋯⋯⋯⋯⋯⋯560

新闻报道⋯⋯⋯⋯⋯⋯⋯⋯⋯561

文化站⋯⋯⋯⋯⋯⋯⋯⋯⋯一565

群众文化⋯⋯⋯⋯⋯．566
戏剧⋯⋯⋯⋯⋯⋯⋯⋯⋯⋯⋯⋯⋯．．566

文化
’

∥
』

第二节 自编自演剧目的马头岗村

业余剧团⋯⋯⋯⋯⋯⋯⋯⋯⋯568

第三节舞蹈和民间游戏⋯⋯⋯⋯⋯⋯570

第四节 器乐⋯⋯⋯⋯⋯⋯⋯⋯⋯⋯⋯⋯⋯．．577

第五节+书画剪纸刺绣⋯⋯⋯⋯⋯⋯577

第六节 编织⋯⋯⋯⋯⋯⋯⋯⋯⋯⋯．585

第七节 传说故事一■⋯⋯⋯⋯⋯⋯⋯．．585

第八节趣事逸闻⋯⋯⋯⋯⋯⋯⋯⋯⋯591

～7一



勿棘群意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二十篇科技科研
‘

，

科技⋯⋯⋯⋯．．一；⋯．⋯，。594．第三章 科普宣传培训和科技投入．．61 2

机构⋯⋯⋯⋯⋯⋯⋯⋯⋯⋯．．594 第一节科普宣传培训⋯⋯⋯⋯⋯⋯⋯．612
规划⋯⋯⋯⋯⋯⋯⋯⋯⋯⋯j一594 ：第二节 科技投入⋯⋯⋯⋯⋯⋯⋯⋯⋯612
科研和科技推广⋯．，⋯．．594 ．‘

●，， ．

．_ -： j，，
．。 +：

+、

：‘ h．。 ．．

．

．i； 第二十一篇人物． ：
。。． ·：．

7·· j ；． ， ， ’，

人物传记⋯⋯⋯⋯⋯．61 3 第三章 人物名表⋯⋯⋯．⋯⋯630
人物简介⋯⋯⋯⋯⋯．616，

．

、 。。。。 ‘附
，·

：’卜 ’!一一，，

序 一⋯⋯⋯⋯⋯⋯⋯⋯⋯⋯⋯⋯⋯⋯⋯⋯⋯．．676

金水区柳林镇外来投资优惠政策⋯．：⋯：．676

柳林镇历年表彰情况统计：：．：-。⋯⋯■一678

金水区柳林镇加快城市化进程10年 i

?发展规划⋯⋯⋯⋯⋯⋯：⋯⋯⋯⋯⋯．679

录 、

’

；

柳林镇2002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规划一684

驻镇单位名录(含征地单位)⋯⋯⋯．686
、

‘ ：‘

● ‘
√j

。’，一一 ·

一’●

、。

工。

^ ’

●

‘

；” j．!

，。．
r 编，余

“

‘

，
}1

^．’

’

一 。

一8～



膨‘裁

．一 - i．～ ．‘，。

，、 j
7、‘．一 一

‘ ．

：
r。 ?÷? 。r

r _? 1I一二_

．， 。，
，， 特 -、载。．一，一．．．：，一 。≥一；

·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柳林‘’‘ ．c

’．’j

4‘

．

。

·
。。

．

·

， ， “一“!。， ． ，

‘

，
。‘

1 95 8年一2004年周恩来、江泽民、乔石：温家宝、‘曾庆红、黄菊、‘罗干、姜春

云、田纪云、谷牧、布赫、蒋正华、李铁映、刘云山等十五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八次莅临

柳林镇，。前后视察了关虎屯村、+马头岗村j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j大河村遗址、21世纪社

区等村和单位，亲切地指导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到来，’极大地激励着柳林人民，促进

了柳林地区的经济发展o
‘

．

。

～． 周恩来总理视察关虎屯 ，。。‘
．．

"
，‘：

· 。 々

1’

一．

1958年4月20日对柳林地区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下午3点多钟敬爱的周恩来总 ，

理、彭德怀副总理和习仲勋秘书长在省委书记吴芝圃等陪同下来到关虎屯农业社。喜讯传，

开，男女老少纷纷拥向村头，来到精神焕发，神采奕奕的周总理身旁，个个笑在脸上，．喜。

在心里，陶醉在喜庆气氛之中。，；． ，t 、．。

．。 一一
，’

总理举起左手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汉走去，村干部向总理介绍说：“他是模范鲍有德。”

周总理紧紧握着老人的手，亲切的问道：“多大年纪了。”鲍有德用手比划着说：“今年74岁“

了。”周总理风趣地说：“你大我14岁，咱俩都曾是光绪皇帝的子民啊!”总理又亲切地问：。

“你老人家身体还好吗?”老汉说：“身体结实着哩，还能挑一百多斤的担子呢!”r总理高
‘“

兴地说：“你真是赛过老黄忠啊!” ．7
．

。

：

-总理来到麦地，-在辽阔的田野里，麦田翠绿，迎风摇曳，波浪起伏，·展现出一片丰收在

望的喜人景象。总理详细地询问村干部：一亩地有多少株，．一一穗有多少粒，．并且还不时的‘

蹲下来查看麦苗分蘖情况。当村干部告诉总理，今年计划亩产700斤时，总理欣喜地诜“啊，

这么多，能达到吗?”干部们都说没问题。这时，总理还是半信半疑，他抬起头来，举目。’

四望，招呼着鲍有德，“来，老汉，他们说了不算，你说今年能收多少?99“鲍有德说¨“我‘‘

活了70多岁了，经过几个朝代，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麦子，700斤我看能达到。”总理高兴地 ．．

拍着鲍有德的肩膀向众人说：“老-,．反-／L能行，那就能行o”这时彭总也走了过来j拉着鲍有

德的手问道：“你议脱，。解放前好麦子能收多少?”鲍有德说：“我见过最好的麦子也打不
到200斤，我种的五亩地算是好的，每亩才打一百二三十斤。”彭总一贯严肃的面孔露出了

慈祥的笑容欣喜的说：“现在一亩地能顶那时候五亩地了。”总理接上话说：“好啊!我等着
4

你们的丰收消息，还要把你们喜讯报告给毛主席!”．。 ：，，．‘’|．1：
一。’ J，

总理一路谈笑，走进社员张运保家。总理进屋看看屋里摆设整齐，又看看粮食囤和米面

缸，然后亲切的问：“粮食够吃吗?”张运保回答：“够吃、够吃o”总理看到墙上贴的《爱一

国公约》满意的称赞“写得好、写得好!”向着陪同的干部说：“社员热爱党、热爱国家、

作为干部要关心群众的生活么!” ，” ：’‘j．：：r ’。 ：j，?i
’

总理走后，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关虎屯群众，没有忘记总理的期望，大伙纷纷表示．

一定要夺取今年小麦丰收，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喜o
、

—j?。。r。．|j{。j。]-



和券镇甚

一个月后，鲍有德老汉和干部们，赶着马车来到报社，接记者到那齐胸的麦田里，

拍下了鲍有德拿着巴掌长麦穗的镜头。关虎屯的小麦亩产不是700斤，而是800斤。
I ，5月25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头题以《河南千里麦浪黄》为题，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喜。

’8月4日，郑州黄河花园口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锋，黄河铁路大桥被冲断了o

．5日凌晨。总理冒着大雨，亲临视察，指挥抢修。当日下午，总理又来到黄河展览馆，

‘·参观河南省小麦展览，当总理看到鲍有德拿着麦穗的照片时，笑了起来：“呵!这老汉

我认识。．叫鲍有德o”．， ．

周总理视察关虎屯和鲍有德的合影一直悬挂在村委会办公室。(见志首照片)。

．总理虽然已离开了人世，而总理视察关虎屯和亲临黄河指挥抢险的情景却在人民中间
、

． 一 ．
。

．

代代留传。． J。。，‘

。， ；，

江泽民总书记两次视察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一’ 一’1991年2月1t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位于柳林镇政府西500，多米处的黄河水
-+． 利科学研究院“横型黄河”展览馆。亲自观看了花园口至东坝头河道整治，就治理黄

．’，河做了重要指示，并当场挥笔题词：“依靠群众应用科技，’治理黄河造福人类”。。．

1999年6月江泽民书记再次视察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北郊基地模型试验情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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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庆红副主席视察马头岗 、 ，

一。’ ’
。、 、 ‘

· ‘：

、 。!
“

．J

．
。，

、

-√’

{：j。2004年10月11日上午11时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省、市、

’区领导的陪同下来到柳林镇马头岗村叠他首先来到村民周海泉家，问：“家有几口人，

生活怎么样⋯．．．。”。周海泉一一回答后，又说：“我做为一名老党员、’大事干不了什

·么了．但我知道“要想群众心不凉，党员必须有个热心肠”，曾庆红连说：“那是，

i那是。你说得太好了0”周海泉说：“我现在领着一个业余剧团，主要是自编节目，

，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曾庆红说：“你也能唱吗?”在场的党总支书记花二军说：“他
。 一能唱。”曾庆红高兴地说：．“那您就给唱一段-巴!来，坐下唱!，”周海泉说：“那不

行。得站着唱，还得比划比划呢?’!说着就用河南豫剧二八板唱《歌唱四中全会》中

的一段“仲秋八月桂花香，四中全会放光芒，九项决议是国策，句句说到心坎上，认
“

真贯彻来落实，群众时刻心向党．．⋯·o”曾庆红连声称赞唱得好!唱得好，鼓掌四次。。

唱完后，曾庆红异常兴奋地说：“从这里我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希望和亿万农民的美好前
。

。景0”曾庆红站起来上前搀扶周海泉准备走，周海泉很不好意思地说：“该我搀您呢，

。您怎么搀起我来啦!”曾庆红说：’“您比我大两岁嘛!”：在场人都笑了。。接着曾庆红

又走访了村民常奋妮家和金水区第一中学。中午曾庆红离开了马头岗。事情很快传开了，

。全村人沉浸在无比幸福中。～． t．、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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