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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为了系统反映五里堡街道+办事处的历史，记载生活在

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群众的创造劳动和辉煌业绩，激励今入，

启迪后代，1 984年办事处成立了街道志编纂委员会，开始了

修志工作。1994年9月，在原稿基础上，重新进行了修改和

续纂，其间．志编人员不辞辛劳，多方走访调查，翻阅了

大量档案，广征博采，精心筛选，几易其稿，方成此志。’

五里堡原系梅山尾端的延伸地，古时因距郑县五华

里有一烽火台，故而得名。数百年来，这里由一片荒沙

野岭，演变成今天的繁华市区，历经沧桑，翻天覆

地。早在民国时期，这里人烟稀少，多为达官贵人的风水

墓地。一九四三年初，商入刘干臣等在此开始兴建面粉厂

以及一些小型手工业作坊，日寇侵占时，成立了汽车修配

厂，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飞机的狂轰乱炸，五里堡

又变成了一片废墟。．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

从一九五一年起，炮兵学校、郑州柴油机厂、水工机械

厂、省交通厅、河南医学院、碧沙岗公园等中央省市的大

中型企事业单位相继建立，形成了以工业为主，医疗，教

育生活设施相配套的新城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随着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各类集贸市场，专

业商品一条街、个体工商网点应运而生，分布辖区大街小

巷·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大型现代化的河医广场立交桥凌

空飞架，使辖区更加增光添彩。

通观街史，催人奋进。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美

德，我们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邓

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引，发扬辖区人民

的创业精神，努力开创五里堡街道的美好未来。

．在此，谨向为编纂此志的全体人员和关心支持《五里

堡街道志》的各界人士深表感谢。

二七区五里堡办事处党委书记

蒋西安

一九九五年三月



凡 例

一、五里堡街道志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

求是地记述街境内自然变化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上限1959年。下限1994年，对个别事的记述上溯开端，下延桐

笔为止。 ，

三、五里堡街道志，采用横排事类，纵述始末，详今略古的方法和

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进行编纂。全志设政治、经济、教科

文、医疗卫生、地理、人口、社会、人物8篇35章75节，约8万字。

四、五里堡街道志由序开篇，启示金书。概述居首，叙述街情全

貌。大事记以编年体，辅以记事本末体。

五、志书中“解放"，指1948年10月22日郑州解放。 。党一，指

中国共产党。 “建国”，指1949年lo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国一，指中华民国。

六、志书资料，来源于市、区档案馆(室)，街辖区单位和在本街

工作过的人员及世居老人提供，弓l文一般不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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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五里堡锔道位于郑州市的中部，地处京

广，陇海丽条铁路交汇处的西侧．是郑州市

东西城区的重妥通道。街道先后以“碧沙

岗力和“五里堡’’命名。街辖区，东连蜜蜂

张街道，南接建中街和大学路街道’西至嵩

山路同中原区毗邻，北抵二环路与金水区交

界，总面积3．37平方公里。地势出西向东微

倾，海拔104米。气候属北温带大陆性，四

季分明，夏热冬冷。年均气温14．3℃，历年

最高气温为43℃，最低气温为一17．9℃。七

月最热，月平均气温27．3℃。一月最冷，月

平均气温一O．2℃。年平均降雨量为640．9毫

米．人口45355人(1990年全臣笫四次人口

普查数)，有汉、回、满、藏，蒙古、壮，

苗等17个民族。全街设21个居委会，255个

居民小组。街道办事处驻地：建新街5

号．
’

街辖区，从本世纪初至今，行政隶属发

生了十多次的变更。1913年(中华民国二

年)属郑县长乐区五段，和永康区四段(官

路即现建设路处，南为永康区，北属长乐

区)。1934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归第

二区(曹洼)和象四区(庙李，。1941年(中

华民国三十年)，由城郊齐礼阎乡和五权乡

管辖。1948年10月22日，郑县勰放后，隶属

第六区(黄岗寺)兑周乡。1952年郑县由六

区扩为八个区后，归第八区(蜜蜂张)。

1953年2月，郑县划为郑州市郊区，仍

辖属第八区．1954年2月，郊区合为五个

区，属金水区(蜜蜂张)．1955年9月，划

归郑州市建设区蜜蜂张街道办事处管辖．

鼍麓

1959年3月，由蜜蜂张街道划出，建立郑：}fI

市建设区碧沙岗人民公社。1960年归属二七

区领导至今。

新中国成立以来，街境内发生了历史性

的大变化。解放前，这里距郑州老城西五华

里．除了王立寨和菜王两个小村，便是冯玉

样，蒋鼎文，胡笠僧，湖北同安社和董老

八，天主教堂的义地公墓，以及姓氏家族酊

坟地。荒沙遍野，坟墓成片。穷乡僻壤，民

不聊生。解放后，从1950年起交通运输公司

汽车修配厂、炮校、省交通厅、省煤技校、

郑州水工机械厂、郑州柴油机厂、郑州市第

四中学、河南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郑州

第四钢铁厂、郑州发电设备厂、中国机械工

业第四安装工程公司，中州煤矿机械厂、省

化工设计院、银行五里堡分理处、建设电影

院等企、事业单位在此相继兴建。同时还开

通了建设路，棉纺路、大学路，金水路、嵩

山路、京广路，康复中街、建新街。境区

的面目，焕然一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实行改革开放，辖区建设日新月异，市

场经济更加繁荣。以郑州市西城区首座现代

化河医立交桥为代表的各种建筑拔地面起。

现今辖区内，立交纵横，街巷贯通，小区成

片，楼房林立，商业服务监和金融业布满大

街小巷，已形成工业生产、医疗科研和职工

家属聚居的新城区。

本街区，在解放前的几百年中，一直是

单一的小农经济，其它各业几乎是空白。日

伪时期残留的菜王汽车修理厂，郑：}}l解放

时，被国民党的飞机炸为平地。五里堡仪有



麓逮

豹四、五户私人小店铺，也是顾客寥寥，生

意萧条。

建国后，辖区各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1959年街道建置时，由于中央、省、市，一

些企事业单位的建立和迁至，初步形成了工

业、商业、服务业、教育、科技、文化、医

疗卫生，金融等各业振兴发展的新局面。

1985年，辖区工业生产单位增至27家，职工

人数11378人。商业服务业和金融经营单位

(户)370个(其中，国营41个，集体营136

个，个体户193个)街办经济年产值(营业

额)达1400．OOO多万元。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迅猛发

展。建新街、棉纺路、康复路、二环路和五

里堡集贸市场，分布街辖区的东、西、南、

北，中，开放沿街围墙办商店，商业服务业和

Z

金融业设于道路两旁·形成了合作路锅炉

配件经销一条街，夜市，早市小吃在繁华地

和居民生活区随处可见，多路公共汽车和无

轨电车往返予主干道上，出租汽车招手即

乘，高、中、初等和幼儿教育全面发展，电

话通讯和有线电视越来越多的进入寻常百姓

家。截止1994年，街辖区共有企事业单位

636个，其中工业29个，商业服务业485个，

金融业29个，各类学校和幼托组织23个，医

疗机构32个，科研单位9个，文化娱乐17个，

交通邮电各1个，其它9个。1990年以来新

开业的商业服务单位有456个。居民群众的

物质文化生活和居住条件有了较大的提高和

改善。

经过几十年的沧桑巨变，昔日的荒沙

岗，如今成了居民群众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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