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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驻马店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

驻马店滥觞于明朝天顺初年，时有安、张等姓氏在今老街营

房遣屋。‘不久，’崇简王建庄于此，设置驿站。驿外花开寂寞红。

此后的几百年，物换星移，而驻马店发展却极为缓慢。

然而，就是这块近乎洪荒的土地，也是灾难深重的。‘或官军

清剿，或军阀逐鹿，或倭寇践踏，间杂洪暴逞威，旱魔肆虐，蝗

祸猖獗，人祸天灾，绵延不绝。收掇成文，就是这座百年孤独的

驿镇的苦难历史。。所以，1 904年以前，驻马店只是一个荒凉的驿

站，1949年共产党人接管时，也不过是一个破败凋敝的集镇。

建国40年来，党和政府率领人民，艰苦创业，励精图治，走

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把千疮百孔的旧驿镇建设成为初具规

模的新兴工商业城市，是驻马店地区近700万人口的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科技、信息中心，豫南的交通枢纽。l 988年，全市人

口23万，工农业总产值47，8 48万元。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并

驾齐驱，成绩卓著。

建国后，在这块土地上，有划时代的重大变革，有可歌可泣

的英雄事迹，有探索得到的宝贵经验，也有让人痛心的失误和教

训，为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为使驻马店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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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丰功伟绩永垂青史，我们开始编修这部志书。这部从某种意

义上说就是驿城人民创业史的著述，理应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编纂。

1982年，我们开始修志工作。在上级修志部门和方志专家的

指导，帮助下，通过拟定篇目、搜集资料、专业志编写和总纂4

个大的阶段，于1 98 6年1 O月底脱稿。后又经自评、评稿会、四大

班子审订及专家通审，数易其稿，筚路蓝缕，今得工竣。这是驻

马店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硕果，是全市人民的大喜事，也是献

给驻马店解放40周年的一份厚礼。值此志书出版之际，我们代表

全市2 3万人民谨向参与市志编纂和评审志稿的专家学者致以衷心

的谢意。

市委书记 宋 怀

市 长 许国彦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瘟礴0黼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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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为驻马店市(县级市)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定

名为《驻马店市志》。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淮绳，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的统一。

三、本志体例采取中国地方志协会规定的基本体例，力求突

出城市特点，按事物性质分类，横排纵写。根据内容分别运用 ·．

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结构形式为编、章、节、目。

全志21编，9 1章，3 3 3节，首立概述，为志之纲；末缀附录，为志

之尾。

四、本志断限。上限一般从解放后建市记叙，个别编章尽可

能追溯到事物有文字可考之时；下限除市委、市政府、人大、政

协领导更迭到1988年，其它一律到1985年底。另外在全志末增补

后记，简述1986年至198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

五、本志记事贯彻“详近略远立足当代’’的原则，以记述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35年问的史实为主，重点记载1 978年以来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就，以体现时代特色。

六、本志立传人物均系曾在本市活动，并对本市社会发展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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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推进或阻碍作用的已故人物。对于不足以立传又必须载入史册

者，编入《革命烈士英名录》或人物表。人物排列次序按其卒年

为序。烈士英名录以市人民政府正式颁布的序列为淮。

七、本志除引文外，一律用语体文记述，

八、本志时间表述。中华民国元年以前，先写朝代年月日，

在括号内注明公历时间；民国元年至1 9 49年1 o月1日，则先写公

历时间，括号内注明民国时间。

本志中的“解放后”．系指1 9 49年3月30日本市解放之

后。

“文革”，系指“文化大革命”。

九、本志称谓。政区、机关名称和地理名称，均系当时习惯

称呼，必要时加注。

十、本志各项数据。一般使用市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统

计局缺的，采用各有关单位提供的数字。



驻马店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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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资料单位

一工局

乡镇企业局

建设银行

物价确

保险公司

卫生局

检察院

西园街办事处

组织部
’

劳动商

政协

党史办公室

郜试商

工商银行

交通局

人武部

教育局

二工局

一商局

税务局

供销社
’

文化局

民政局

老街乡

党 校

政法委

工会

计生委

火车站

二商局

农林水机局

物资局

城建局

科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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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局 司法局

东风路办事处 人民街办事处

人防办公室 纪检会

统战部 统计局

妇联会 人大

民族宗教局 地名办公室

财政局
7

粮食局

外贸局 工商局

环保局 体委

科 委 法 院

橡林乡 新华街办事处

广播电视局 宣传部

老干部局 人事局

信访办公室 共青团

对台办公室 文 联

“五四三”办公室 档案局

地区邮电局 地区标准计量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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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位于河南省中南部，黄淮平原西南域，东邻汝南、北接遂平、西、南与确山

交界。’全市土地面积75．6平方公里，辖东风路、人民街，新华街、西园街4个办事处和

老街，橡林两乡，总人口14．95万。居住着以汉族为主的13个民族。为驻马店地区行署

所在地，全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信息，科技的中心，是建国后新兴的以轻纺、

食品工业为主的工商业城市。

明天顺初年(1457年)，安、张等氏在今老街营房造屋，沿借镇东古村名称苎麻，

隶属于确山县下隗僳。明成化10年(1474年)，崇简王见泽就封汝宁，在此建庄。不

久，设立驿站，谐原音改苎麻为驻马店，为南北交通要道。明、清两朝，驻马店因天灾

人祸，几经衰落，发展甚缓。

清光绪30年(1904年)，平汉铁路正式通车，设驻马店车站。远近商贾以火车站为

中心，竞相购地置产，开店设铺，形成了一个较为繁华的驻马店新f{彳区。原驻马店商业

锐减，日渐萧条，相对新市区而改称老街。

驻马店是豫南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向为兵家争夺之地。唐中和3年

(883年)，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率兵15万取蔡州，曾在此战败唐将淮蔡节度使秦宗

权。元至正“年(1351年)，刘福通率领义军在此大败元军，轻取周围诸县。明崇祯14年

(1641年)，李自成与总兵左良玉在驻马店一带鏖战，击溃明军，攻克汝宁。1926年

(民国15年)，军阀吴佩孚与陕军岳维峻在此激战。1929年(民国18年)，唐生智发动

反蒋战争，把军需物资集中在驻马店一带。杨虎城袭击唐军驻马店供应点，炸毁唐军军

火列车。胡宗南从背后向唐军进攻，唐军放弃驻马店北退，一路失利，终至惨败。

建国前夕，由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加之烽火连年，兵燹匪乱，工商业凋敝，驻马店

只是一个消费性质的农村集镇。在镇内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烟馆、妓院和赌场充斥于

几条狭街陋巷。镇内仅有的一条用水泥方砖铺设的道路，时称“洋街”(今中山街)还残

存着日军飞机轰炸的弹坑，车站附近，一条不足l公里长的砖砌下水道常年淤塞不通；

街巷污水横流，蚊蝇孳生，杂乱脏臭。尽管这里明代已是重要驿站，近代又有京广铁路

纵贯，但镇内交通运输落后，泥土路面常年失修，货物集散较为困难。全镇工业仅有几

家规模不大的卷烟厂和农具，木器、服装加工厂及一些手工业作坊，1949年工业总产值

97．6万元。农业生产方式原始，生产力水平极低，粮食望天收，亩产仅35公斤左右。商

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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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豫中南农副土特产品集散地，有农产品输出和民用日杂商品的输入，1949年社会商

品零售总额为566．3万元。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镇人民励精图治，艰苦创业，使驻马店这个昔日古驿镇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建设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国民经济迅速增长。1985年，实现社会

总产值43，592万元，国民收入16，654万元，财政收入2，3 5f5万元。市政建设完成16项工程，

总投资3，222万元。市区面积扩展到15平方公里。全市经济发展的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驻马店的工业发展经历几个曲折的阶段。’
’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私营工业实现合作化，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道路。1957年，

工业企业24个，其中全民企业7个，年末职工总人数718人。全市工业总产值达1，023．9万

元，是1949年的10．5倍，为以后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8年，在“大跃进劳的口号下，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不考虑建厂条件，盲

目发展一些新项目，建起一座座炼钢高炉。浮夸风盛行，实际生产水平下降，加之3年自

然灾害，驻马店工业受到一定程度的挫折。1961年工业生产总值1，454．5万元，较1959年

2，382．6万元下降39％。为了纠正失误，振兴工业，镇人民政府狠抓了工业的调整和企业

管理，鼓励企业大搞技术革新，提高产品质量，给全镇工业注入新的活力。1964年，工

业总产值上升到1，661万元，比1963年的1，494万元增长11．3％。

1965年，本市成为驻马店专员公署所在地，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到1970

年，全民企业已由1964年的46个增加到61个，工业总产值达4，809．1万元。但是，由于左

倾思想的干扰，未能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安排生产，盲目发展机械修造，忽视具有

地方特色的轻纺、食品工业。加之1966年开始的“文革"的干扰，低下的企业管理水平，

不合理的生产经营机制和无政府主义思潮，致使不少企业连年亏损，债台高筑。1976年，

仅全民所有制工业亏损总额就达525．4万元，是同年全民所有制工业利润总额的2．51倍。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逐步清除了极左思想的影响，调整了工业结构，对长

期不景气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并注意发挥地方优势，增加适销对路产品，鼓励企

业参与竞争，推行了厂长负责制，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形成了全民、集体，个体工业

争辉夺艳的崭新局面。企业在竞争中增强了活力，增加了效益。1985年起，加强和先进

地区的横向经济联合，有30家、300余人先后到上海、广州、武汉、北京等地参观学

习，进行专业化技术合作和技术成果的转让，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是年底，全市拥

有纺织、食品、卷烟，服装、制药，电子，仪表、机械、石油加工，采掘，蒸气，塑

料，橡胶、工艺美术制品、工矿企业等155家，实现产值29，220万元。其中，轻纺、食

品、化工，建材产值占总产值的85％，初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工业体系。57个全民

所有制工业(市属29个)实现产值23，398万元(市属13，113万元。1980年不变价)；98个

集体企业(市属87个)实现产值5，822万元。轻工业产值21．580万元，重工业产值7，640

万元。全民企业固定资产原值15，268乃元’集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2，296万元．1985年，

全市工业上交国家利税l，351．4力元，占全市当年更敢移入能57．38％．年束，工业职工总

人数27，880人，其中全民职工12，06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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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乡办，村办，黟办、合作、个体五级乡镇企业蓬勃兴起，发展到354

家，从业人员3，063人，占全市农业人口的6．3％，1985年，实现产值l，539．7万元，形成了

一批可以和国营企业相抗衡的骨干企业。喷灌机厂、啤洒厂，药用玻璃厂，五一机械厂

和老街建筑队被誉为乡镇企业的“五朵金花一。

在激烈的竞争中，企业争相推广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一批优质名牌产品应运而

生。地区制药厂的搿松鹤牌劳热参止咳片，荣获1983年国家银质奖，地区电表厂的搿金雀

牌”单项电度表，获河南省优质产品奖I了扫电焊机厂的。程控脉冲钨极氩弧全位焊管机，，

多次获国家级和省优质产品证书；市饮料食品厂的搿桔子汽水一，在1985年轻工部全国

同类产品评比中名列第六，全省榜首。此外， 矗荷花牌一各种全棉涤纶缝纫线、绿线麻

袋、搿花环牌砑卫生纸、男女凉鞋和各种款式的箱、包产品远销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

驻马店的商业活动由来已久：清光绪30年(1904年)，京汉铁路通车后，落后、萧条

的驻马店市场逐渐活跃，并形成了最初的吸引力和辐射力。1912年(民国元年)，驻马店

已成为豫南粮食集散中心，方圆数百里的粮食皆集中于此，日交易量达15万公斤。大量

粮油通过“申矽，“汉庄，，，“津庄黟等大粮行输往德、美等国，平均年外运量达6
万余吨。其中大豆占60％，芝麻占30％。1932年(民国21年)，粮行已发展到140余家，

主运粮食的转运公司和货栈有60余户，油行达百余户，．米面行达40余家。驻马店已成为

驰名全国的中级粮油市场。粮食在驻马店的商业活动中占主导地位， “粮动百动黟一直

为驻马店的商业特点，

1936年(民国25年)，驻马店有商贩1，500余户，座商也不断增多。1938年(民国

27年)，日军飞机轰炸驻马店，一些商店惨遭战火而破产，部分迁筵外地，市场萧条。

抗战胜利后，外流商人陆续迁回，商户发展到l，653户。由于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到解

放前夕仅有865户。

驻马店解放后，市工商联合委员会建立．在国家商业政策保护下，商户数迅速回

升。至1961年已达l，428家。1954年，不少商贩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组成44个合作店

(组)。至1955年，绝大部分商贩走上了合作化道路，1956年，私人商业被全部纳入合

作店(组)，逐步形成社会主义集体商业同时，国营商业亦不断成长壮大，占据了主

导地位。1958年，商品零售额l，234万元。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交通运输能力的增

强，商业有了较大发展。到1966年，社会商品零售额已达2，497．5万元。“文革"期间，由于

左的思想影响，统的过死，市场萧条。人民生活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1968年社会商品

零售额下降到l，714．2万元．1978年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开放，经济搞活，允

许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私营商业和个体商贩迅速发展。商品充足，市场活跃．

驻马店市的商业已形成了多种经济成份，多种购销渠道，多种经营方式的多层次的

流通网络，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1985年，全市拥有服务网点715个，零售商

业个体户l，655户，l，986人；饮食业个体户1，035户，l，414入I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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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农机厂研制的24片悬缺口重耙，具有我国独特风格，为半悬农机具的发展提供了宝

贵经验；地区内衣厂研制成功的“非接触式导纱器，”成为世界针织史上的首创；市电焊

机厂研制成功的半自动弧焊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受列国际焊接界的好评。

1985年，驻马店加速科学技术的引进和联合，从西德，日本引进4个项目，为塑料

和食品工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驻马店历来以驿站著称。清光绪30年(1904年)铁路通车后，铁路运输成为主要运输

方式，运输量占90％以上。大豆、小麦、芝麻、烟叶、皮毛等土特产品大都由火车外运。

其余主要靠挑、抬、扛、推，拉和为数极少的车辆运输。泥土路面坎坷不平，晴天烟尘

四起，雨天泥泞难行，货物集散较为困难，积压霉烂屡有发生。

1949年3月驻马店解放后，修公路，建桥涵，更新运输工具，提高公路的标准和通过

能力。纵贯市区的京广铁路、京深公路和市中心辐射的驻新(蔡)，驻泌(阳)、驻蚁

(蜂)公路相交汇，内接周围诸县，外连各大中城市。1983年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

运输市场由过去的封闭型转向开放型，打破了地区行业界线，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运输。

地区运输公司运输线路249条，总里程6，677公里。除开往全区9县的客运外，还开通驻

马店至洛阳、开封、新乡、南阳、襄樊、阜阳，南京、合肥等线路，形成庞大的交通运

输网络，成为豫南运输业发达地区。1985年，全市有各种车辆2，091部，交通部门拥有252

部；客车643辆，简易车50辆，特种车69辆；个体车89辆。公路客运量428万人次，货运

量313万吨，货物周转量3，760．22万吨公里。铁路客运量150万人次，货运量45万吨。公

共汽车客运总量124．1万人次。公路运输已成为驻马店交通运输的主要方式。

早在明朝嘉靖年问，驻马店已有“驻马铺"邮政业务。民国时期，驻马店属二等邮

局，为步班运行业务，有信函，包裹、汇兑3项。1940年(民国29年)后，开办了发行

业务。邮路由单一到形成网络。1962年，开始用无线电通讯。1978年以后，社会对准确．．

及时、方便的信息传递的要求日益强烈。1984年9月，新建长途电话和市内自动电话割

接开通成功。1985年，全市邮路总长341公里，函件247万件，包件1．92万件，汇票和报

刊发行数量分别是1949年的26倍和16．2倍。市内设邮电所7处，自办邮路3条，有长途

交换机25部，自动电话1，488台，有线电报电路18条，通往省城郑州和全区9县的电路

lo条。电话普及率为每百人o．5部。全年邮电业务总额138．8万元。

为改变旧城面貌，人民政府曾多次制订城市建设规划。1965年，驻马店成为专员公

署所在地，出现了第一个城市建设高潮。1980年，驻马店恢复市的建制，又出现了第二个

城建高潮。国家用于驻马店的城建投资，累计达14，846万元。驻马店市区向西，西北部

迅速扩展。

为改变市容脏、乱、差的面貌，建国以来共敷设地下排水主干道23条，长65公里，

基本结束了长期存在的污水横流的局面i新建扩建街道112条，全长34公里；修筑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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