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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楼乡志的问世，结束了白楼无志的历史。这对人们认识白楼、建设白楼、

发展白楼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也为领导的决策提供了事实依据。

白楼，千百年来，人们在这块沃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创造了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这片曾经沉睡的土地，这里也和全国一

样，雄鹰般地舒展着翅膀飞翔着、狂舞着⋯⋯。前进的路上有鲜花也有荆棘，工～
／ f。j

作中有成就也有失误，人们斩断I趔夔，纠亚了失误，在正确的轨道上昂首阔步
?。’。『 j／

又继续上路了。 、、、、～ ，／’|， ，／7

～—1～～一一一。 ·

白楼乡志讴歌了这段历史，抒写了人们的胸怀。

修志人员，不计寒去暑来，伏案笔耕，历经200余天，十二万字志书脱稿，

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能付印成书，这是我乡历史上的一件幸事。

白楼乡今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民安居乐业，二十一世纪的新曙光已普

照白楼大地。我们相信，一个阳光灿烂，繁花簇锦的白楼将出现在世人面前。

自楼乡党委书记袁东风

白楼乡政府乡长 田 明

2001年10月_ iv，J



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为白楼乡建乡以来第一部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用科学的观点、方法实事求是记述白楼乡自然和社

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表现本乡地方特色，做到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断限。原则上从1975年建公社起，下限至2000年底：个别资料的

选用延至脱稿为止。

三、本志依据事物属性分类，设题立目。按述、记、志、录分设，以志为

主，辅以图表。各类结构层次分章节。大目为一、二、三⋯⋯，小目为<一>、

<二>、<三>⋯一子目为l、2、3⋯一细目为<l>、<2>、<3>⋯．．。

四、表述方式。本志以文字表述方式为主，采用语体文书面语言，只记事

实，对事物的功过、是非、得失、成败，一般不作评论，寓观点于叙事之中。

五、时间表达。凡书建国前<后>，均指1949年10月1日，凡书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等，均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等。历史记年采用公元记年。

六、数字书写。凡以数学组成的词、词组、习惯用语等，均以汉文数字书

写。凡计数、计量、统计数据等，均以阿拉伯数字书写。

七、量化标准。各项数据均以统计部门为准，统计部门缺项的数据，采用主

管部门的数字。工农业产值按国家各个时期不变价计算。量化统一用公制，地积

用亩表述。

八、资料来源。l、统计部门数据。2、主管部门数据。3、统计和主管部门

没有的数据，志办人员走访调查。

九、名称和称谓。凡政区、机构、官职、地名等名称，均以现行名称为准，

后又变更另加注。凡机构名称首次出现均书全名，而后使用简称。如“中国共产

党白楼乡委员会”简称“白楼乡党委”、“白楼乡人民政府”简称“白楼乡政府”。

十、人物。立传人物皆为谢世者。所列人物是对本乡历史和社会发展有所贡

献的模范、社会名流等。

十一、白楼乡副科级以上干部一览表，包括在J'l'Jig工作的科技人员、教授、

名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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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1

概 述

白楼乡位于睢县东南部，乡政府驻地距县城25公里。全乡总面积33．82平

方公里，辖26个行政村，56个自然村。白楼乡北界惠济河、隔河与河堤乡相望，

西与平岗镇毗邻，西南与太康县交界，东南与柘城县接壤，东北与宁陵县相连，

北边惠济河，南边蒋河穿境而过，流程13公里，流向是西北至东南，土质以淤

土和两合土为主。

这里土地肥沃，雨水充足，适宜种植小麦、玉米、棉花、大豆、红薯、药

材、蔬菜等农作物。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在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创造了丰富的

物质文明和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积淀。白楼乡属大陆性气

候，四季特征明显，年平均气温14 oC，元月份最低，平均一o．8℃左右。7月份气

温最高，极端最高气温可达42cc，年平均降水量850毫米。春天，阳光明媚，万

物复苏，群雁南飞，冬季，自雪皑皑，冰树银花，四季分明，各呈千秋，都是一

幅鲜艳的水彩画。

农业是基础，白楼乡党委、政府始终把农村工作放在首位抓紧抓好。先后实

施了以提高粮食生产量为主要内容的粮食工程和以完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为主的

工程建设。认真做好土地延长承包三十年不变工作，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

业，积极推广先进农业技术，推广农作物良种，扩大机耕机播面积，及时搞好病

虫害防治，重视无机肥和农家肥的合理配施，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粮食单产，粮食

总产和人均占有量年年都上新台阶。

白楼乡的林业起步于建公社以前，进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乡农桐间作

24000亩，1990年大部分桐树成材更新，全乡人均收入80元。随后，又栽上新

树苗，现在大都根深叶茂，即将成材，摆在全乡人民面前的又是一座座绿色银行。

黄淮海开发工程是党和政府关心人民生活，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农业投资项

目。1990年白楼乡黄淮海开发工程全面实施，确定开挖农沟12条，全长19614

米，建大小桥涵46座，项目涉及除顺南、蒋庄、朱桥以外的23个行政村，新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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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井175眼，全乡共有机井35l眼，全部配套。铺设地下节水管道22公里，水

利工程共投资84．6万元。现在基本达到了田成方、林成网、路相连、沟相通、旱

能浇、涝能排的工程设施。通过连年不断地开展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活动，全

乡水浇地面积不断扩大，截止2000年底，26个行政村80％以上的耕地实现了旱7

涝保丰收。

畜牧业是白楼乡的优势产业。过去老百姓一户养一头猪，十只禽。过的是自

给自足的自然经济。1990年以来，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

善，大牲畜的饲养量逐年减少。家禽养殖稳步上升。特别是1995年，全乡规模

养殖大户迅速增加，出现lo头以上养猪户，500只以上养鸡户，100只以上养兔

户300余家，并呈现继续上升的趋势，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

白楼乡地处偏僻，距县城较远，历史上道路坎坷不平。交通不便。1990年

乡党委、政府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筹集资金100万元修通了河堤南rl Nlro而．

河集、阮洼到白楼的柏油路。1997年又集资修通了村间柏油路，实现了村村通

，油路的梦想。全乡油路总长43公里，现在路面光亮，树阴蔽日。便利的交通条

件促进了白楼乡运输业的发展。交通工具已由过去的太平车、人力车发展到现在

以汽车、四轮车、机动三轮车为主，除农用运输外，·开始进人县城运输市场，12

辆公交车来来往往，极大地方便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2000年底，全乡农用

汽车、拖拉机、四轮车、三轮车、客运汽车1874台(部)。

白楼乡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商品流通日趋繁荣。全乡到县城经商或到外地从

事第三产业人数千达1500余人。开办各种经商点200多个。在农村群众聚居区

开商店，在公路沿线及人口流动区开办饮食、服务、修理加工等商业项目，自发

形成多处小市场，极大方便了当地群众生产和生活。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2000年全乡、财政收人达到140万元。农民人、

J：-'4tlk人1740元。通过扶贫活动，绝大多数农民已经摆脱了贫困，并且出现了大

量的小康家庭。自行车、电视机已普及，洗衣机、电冰箱、组合音箱、摩托车陆

续进入百姓家。六十年代，是“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七十年代

是“好面汤、棒子馍，红薯干子换酒喝”；‘八十年代是“好面汤、好面馍，群众

心里乐呵呵”；九十年代是“大米汤、白面馍，鸡鸭鱼蛋上餐桌”。在衣着打扮

上，～改过去，“新三年，破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破烂景象，变得色彩鲜

艳，华丽多姿，款式新颖，穿着舒适，一年四季，各不相同。群众的住房条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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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明显改善，已由15年前土木结构瓦房为主，已有部分富裕户住上了新楼

房。到2000年底，全乡盖楼房的589户，共1300多间。

白楼乡于1983年开始用电，到1996年，全乡26个行政村，56个自然村全

部用上农电，结束了千百年来点灯照明的历史。1996年安装了程控电话。全乡

已装电话机1875部。建国初期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洋犁子洋耙”的理想

已变成现实。建乡以来，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广

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白楼乡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也不断进步，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教育事业摆脱了过去校舍简陋落后的状况，1990年起，全乡中小学校舍都

得到了明显的改善。1997年白楼一中、二中建起了教学楼，一改过去阴暗潮湿、

拥挤、简陋的教学环境。通过不断实施校园美化、绿化、完善基础设施。使全乡

十一所小学，两所中学面貌焕然一新，基本达到“六配套”，顺利通过了省“两

基”验收。基础条件的改善推动了教育质量的提高。近年来，全乡中小学升学率

及考试成绩不断提高，特别是两所中学更是一年一个档次。

卫生事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全乡村村都建立了卫生所和卫生室，从医人员水

平不断提高。朱桥卫生所，君赵卫生所已购买B超机x光机、医疗水平和服务

设施在当地有一定影响，乡卫生院经过大胆改革，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良性

发展规划，不断加强医院的内部建设，提高服务质量，连年扩大业务用房面积，
， 1999年修建了医院大门。硬化了院内的道路和地面，筹建了面积830平方米的

医疗综合大楼，改善了医疗环境。从单一的内科、妇产科、骨科、五官科、中西

医结合科、激光治疗科等l 1个临床科室的综合医院，医疗水平明显提高，在当

地及周边乡村颇受称赞。 、

白楼乡沐浴着二十世纪灿烂的阳光。这里有春的浪漫，夏的奔放，秋的深

沉，冬韵刚毅，这正是三万多劳动人民博大胸怀的写照。全乡人民以饱满的热

情，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潮中。在乡党委、乡政府的领导

下，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兴乡富民为目

标，深化农村改革，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把白楼乡建设成欣欣向荣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相信，白楼乡的明天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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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民国十九(1930年)，是年，蒋冯作战。蒋介石部队在大杨庄，冯玉祥部队

在小杨庄，两庄一坑之隔(白楼乡西北2公里处)为前沿阵地。两军对垒，激战

三天三夜。村人逃往异地。双方战死及小杨庄无井渴死者不计其数，死尸遍地。

战火把小杨庄炸平，房屋无存，战后小杨庄人徙居大杨庄，从此小杨庄在地图上

永远消失。

1 975年

4月15日，县委决定将河堤公社惠河以南8个大队(马岗、小马楼、司桥、

顺河、殷堂、金李、蒋庄、范楼)平岗公社5个大队(任庄、冯庄、西岗、白楼、

杨庄)组成白楼人民公社。姬广祥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

8月8日，县财政局拨款8000元，购买250瓦扩大机两部，601录音机一部，

高音喇叭两只，建立了白楼公社广播放大站。

9月8日，县生产指挥部在赵庄南地召开小麦备播现场会，党委书记姬广祥

就如何组织劳力搞好田间工程等作了经验介绍。

1 977年

8月24日，经县委组织部批准，赵进京任殷堂大队支书；刘业志任西岗大

队支书；李长新任金李大队支书。

1 1月27日，全县组织惠济河大开挖，自楼抽调2500名精壮劳力，奔赴蔡桥

惠济河段，苦战32天，挖土方8万立方米，工程全部结束。这是建国以来惠济

河第二次大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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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1月31日，县委组织都通知，任永春任任庄大队支书；孙广禄任杨庄大队

党总支部书记兼东分支部书记；李学初任西分支部书记。

1 981年

3月16日，县委组织部通知，任命：阮家树为阮洼大队长；刘凤祥为蔡刘

大队长；唐广运为唐庄大队长；邵其德为司桥大队长；梁跃田为蔡刘大队支书；

免去焦广兴蔡支Ij大队支书职务。

9月4日，县委组织部通知：李先学任西岗大队支书。

冬季，白楼公社从外地购买泡桐树苗12800棵，以株距10米，行距50米栽

植方式，大搞植树造林，农桐间作面积24000亩，从此拉开了白楼平原绿化的框

架。

1 983年

3月20日，白楼公社发出关于宅基地清查和社村规划建设工作的若干规定，

以澄清宅基地现状。为宅基地使用证发放打基础。当月工作组进人朱桥开展工

作。

1984年

4月2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公社管理委员会取消，建立睢县白楼乡人民

政府，新印章开始启用。

4月7日，启用“中国共产党白楼乡纪律检查委员会”印章，刘孝全为纪检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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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下午二点钟左右，白楼乡冯庄村冯广修租赁冯渊立十二匹柴油机

和80型脱粒机打麦，不顾上级三令五申，既没有防火罩，麦场又无防火设备，

由于机器喷火引起麦场火灾，烧毁三户社员小麦共八千八百斤，教训深刻，损失

惊人。

1 985年

4月15日，白楼乡司法所成立，负责全乡普及法律知识教育和民事纠纷调

解，“两劳”释放人员的帮教等工作。

20目，根据《中共中央开展整党的决定》和中指委《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

署的通知》，白楼乡开始部署农村整党工作。

1 986年

11月4日，经乡党委研究决定．对蒋楼村委支部班子进行调整，王训江辞

去支部书记职务，由王训杰主持支部工作；刘传连辞去支部委员会计职务。

1 987年

1月，乡召开机关和乡直单位全体干部职工会议，党委书记袁东旭就中央一

号文件精神和职工干部中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现象作讲话，并开展了怎样看待

我国的政治形势，怎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问题

的讨论。

6月23 Et，经乡党政联席会议研究批准，马洪贤辞去童楼村党支部书记职

务，由刘家志代理支部书记职务。

张同庆任君赵村支书，刘世文任副支书兼民兵连长，马锦永任支部委员，村

委主任兼文书，张彦祥任村委副主任兼治调主任，朱国芳任妇联主任。

8月，白楼乡开始居民身份证发放。启用“睢县白楼乡土地管理所”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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