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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全面记载西平回族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

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是西平县有史以来首次编修的第一部回族志书，上限因事适当追

溯，下限除地图、照片、人物等外一般至2008年底。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及附录三部分组成。概述，综述西平回族，

统揽全貌；大事记，以时间为顺序，记叙西平回族大事、要事，纵贯古今。主体

部分为专志，按事物性质横分门类，纵述史实，共设回族来源、人口、宗教信仰、

清真寺、风俗习惯、氏族、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人物、蔡寨回族乡等11章。各

专志按章平列。章下设节、目、子目等，进行有序排列。最后以附录辑录相关

重要资料和本志的编修情况。

四、本志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着重记述西平回族史实，特别是新中国成立

后各项事业的发展过程。因民国前资料匮乏，根据现有资料尽力记述。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记述，以志为主，图、表、照片

随文穿插。除引文外，一律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体。组织机构和专用名词，初

述用全称，其后用简称，地名一般用现名，用历史地名时，注明现名。

六、本志数字使用执行国家技术监督局规定的出版物上的数字用法。

七、本志监理单位按照1985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

定使用。

八、人物章设传记、简介、名表三部分。根据生不立传原则，入传者以对社

会和人民的贡献为准。传记、简介、名表以生年为序。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口碑调查、图书报刊、各类档案，编纂时不一一注明

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一

河南是回族人口大省，据2008年底统计数字，回族

人1：3已达1 2 0万人，居宁夏、甘肃之后，为全国第三位。

河南回族和全国回族一样，也呈现着大分散小聚居的分

布特点。大部分回族群众相对集中地居住在郑州管城回

族区、开封顺河回族区、洛阳漓河回族区3个城市区；

淮阳城关回族镇、郏县姚庄回族9等21个9镇；孟州市

桑坡回族村、长葛市白寨回族村等8 0 0余个回族村。民

权、固始、太康、沈丘等4 6个县(市、区)回族人口也郝在万人以上。河

南回族也和全国各地的回族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

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是一个民族的标志和灵魂，是

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回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

一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而又精彩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

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河南回族和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兄弟民族唇

齿相依、和睦相处，互相学习借鉴，增进交流沟通。在吸收消化并包容不同

文化元素从而丰富、提升自身文化的同时，又顽强柔韧地保持、延续、弘

扬、光大了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回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姹紫

嫣红百花园中一朵绚丽的奇葩，是威武雄壮的唱着时代最强音的中华民族大

合唱中的一支优美的旋律。回族文化与兄弟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交

融，增强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文化的内

涵，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向一22力，为中华文化的发展进步做出了



自己的贡献。回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又无不具体、生动、深刻地体现在他们的

生产、生活、文化艺术、体育卫生、风土人情、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等之

中，把这些东西合理的归类，以鲜明的主题、分明的层次、凝练的语言，详

今略古，真实可靠的叙述出来，志书就是责无旁贷的一种好形式、好体裁

了。夏邑县民宗局、西平县民宗局、南fEl市民宗局高度重视民族文化建设工

作，调动各方力量，广泛收集资料，投入了大量劳动，付出了艰辛努力，以

回族志的形式，较为全面、翔实、客观地介绍了当地回族的发展历史和优秀

的传统文化。这些工作意义十分重大，既为当地党政领导提供大量的全面系

统、准确可靠的资料，为制订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战略和决策提供了

可靠依据，又对广大群众和各阶层人士全面了解民族知识，从而进一步增强

理解、贯彻、执行我国民族理论、政策的自觉性，更加自觉维护民族团结、

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起到推动作用。

夏邑民宗局长苏明君同志、西平县民宗局长姬军正同志在这方面带了个

好头，起了模范作用，应该向你们致敬。同时我也殷切期望有更多的有识、

有志之士像苏明君局长、姬军正局长那样，推出当地的回族志，为进一步发

展繁荣少数民族文化，在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正好二位局长嘱我为夏邑回族志、西平回族志写点什么，权以此文交个

差口巴。

河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

二。一。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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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乃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薪足相传，代不绝书，

史志著作成为民族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珍贵遗产。“西平县

回族志*终成卷帙，不仅是西平先进丈化的厚重之作，也是西
平民族团结进步的丰硕成果。

西平县现有31个少数民族成分，l 6 5 O O余人，其中回族
1 61 0 0人。她是西平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历史较长，影响

较大的一个民族。生活在这里的回族人民已有7 0 0多年的历

史。在漫长的岁月里，勤劳、勇敢，智慧的回族人民，同其他

各族人民一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其独具特色的民族形

式，显示了自己的创造力和聪明智慧，为西平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中
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基本路线和民族政疑指引下，

西平各族人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团结奋进，创立了光辉的业绩，谱写了历史的
新篇章。历史地和现实地追溯西平回族的由来和发展的轨迹，叙述她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贡献和地位，描述她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特色，总结她在各方面

的辉煌成就，展望她的美好前景，把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转化为西平加快发展的强

大动力。

我从豫北滑县来到豫南西平。短短的一年多时间，西平悠久灿烂的历史、底蕴

深厚的文化、淳朴敦实的民风，活力四射的经济，让我感到西平文化的厚重与潜力，

深深感受到民族团结进步的可贵与丰硕。我们高兴地看到，西平正在发生着日新月
异的变化。历史为现实服务，历史为未来壮行。愿全县各族人民以志为鉴，按照县

委，县政府提出的“一二三四”的发展思路，进一步解放思想、凝心聚智、真抓实

干，努力实现西平经济社会又好叉快发展。我相信，西平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序 三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西平县回族志*成书
问世了，这是西平县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

事，也是西平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叉和深远的历史意叉。

西平县回族自明代迁入，人口至2 0 O 8年已发展到1 6万

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 9％，分布于全县1 9坊，是全县31个

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也是河南省少数民族(主要
为回族)人口大县。

《西平县回族志》是全省为敷不多的县级少数民族志书

之一．她的成书，是志书编纂人员历时十余年、踏遍全县2 o个乡镇1 2 o 0余自然村，

辛勤劳动的戍果，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历任负责人高度重视的结果。
志书编纂在省市民族宗教事务领导，地方志专荦，民族事务知名人士指导帮助

下，采用记述体，从西平回族的来源．人口、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清真寺，氏族

以及回族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人物、蔡寨回族乡等十一章，数易其稿，全面记
述了西平回族的发展历史、政治地位．经济定展、文化建设，对将领冯诚，武状元

张风鸣、经师吕万超等历史回族名人厦任职于县内外党政军的现代人物做详尽收录，

对蔡寨回族乡自成立以来各行业发展建设做全面描述。．t-书编纂与时俱进、资料翔
实、观点正确、体例完备、语言规范，图文并茂，是真实，完整、科学记录西平回
族发展变迁史的珍贵历史文化宝库。

《西平县回族志》的出版，为研究西平县回族的历史、增进仝县少数民族间的
团结、激发全县人民投身发展经济的壮志豪情，为西平县精神文明建设起到积极作
用。让我们在多民族的太家庭里，务实创新，与时俱进，共创西平美好的明天。





2004年8月1 8日．河南省长李成玉(左一)在驻马店市委书记宋璇涛(左

等陪同下到河南男儿风服饰有限公司调研

200 7年1月．驻马店市委书记宋璇涛(右一)到启明离牛养殖小医调研

领导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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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关怀

2008年8月8日．驻马店市委书记化有勋(左一)到男儿风服饰有限公司调研

2000年7月-河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尊杰(左一)到西平看望回族农民词作家弗



2009年10月．西平县委书记张金泉t右二)一

正县级领导干部王梅军【右一)、县委常委、县

委办公室王任李道清(左三)县政协副王席丁建

堆(左二)、县委群众工作部部长段彦杰f左一)

在北美清真寺同回旗群众共度开斋节

2009年10月，西平县委书记张金泉正县

级领导干部王梅辜，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

任李道清．县政协副王席丁建华．县委群众工

作部部长段彦杰到北关清真寺同回旗群众共度开

斋节

领导关怀

1998年2月，西平县委书记郭绍伟【左三)

陪同日本贸易株式会社客商到河南洪矗实业有限

公司考案



西j

领导关怀

2004年春．西平县县长王新强

左二)到启明内牛养殪基地调研

2009年5月．县委副书记

陆新生在听取民族宗教局负责人

汇报工作

2010年4月。河南省民族事务

委员会郭瑞疆处长(右二)等领导

人在市、县民旗宗教部门的陪同下

到环城乡王店村委谓研



2009年4月．县人大主任赵国强(右三)到河南

洪鑫公司调研

2008年1 0月．县政协主席张泽亲(右二)在开斋节

到蔫庄乡毛寨清真寺同回族群众座谈

领导关怀

2010年5月．新任县政协主席王梅军(右二

到西平县伊光牧业有限公司调研

I《要■L I

2008年10月+西平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李振良

(左二)．县政协iq主席董玉振(右二)到幕寨乡与回族

群众共度开斋节



领导关怀

2010年4月-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王德广 2009年4月，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新平

右二)到洪鑫实业有限公司调研

2009年4月，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张中林(左

到回接企业调研

右二)到启明养殖蝤指导工作

2010年5月．新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王胜利

右二)．县委常委、统战部长边镇西(右一)在环城

多王店清真寺同阿訇亲切交谈



LING DA0 GUAN HUAI

201 0年4,E1．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李道清 2008年1 0,El-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贵喜

在审阅《西平县回族志》初稿 (左二j到芦庙乡回族村调研表业生产工作

2010年5月．新任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 2008年1 0月．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邢光辉

孙清华f右二)在北关清真寺调研 c右一)在开斋节看望蔡寨多回族群众

■■．．雾笺憋盟飘溢孵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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