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

豢黎酾藩j誉藩
，≥～≤毫i≥：：薹童透萋萤羹蜚藐

妻渡：宴≮爰专 冀：。莲霆

-磐≤誊毒?l孑叠-
．-～‘焉，·—*?●-。～痨擎



中州古籍出版社 ，



序

育

《平顶山市西区志》，是西区建区以来的第一部志书。冬去春来，

沧桑巨变，数十载的历史轨迹第一次系统而又完整地呈现于世。

《平顶山市西区志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本着纵贯历史，横陈社会的原则，采用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实录直

书、忠实历史、严守真貌，全面地记载了西区的自然地理，物产资

源、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科技，风俗人情。力图真实再现西区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造自然，创造历史，建设家园的历史

风貌；力求翔实体现西区人民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发展经济，勤劳

致富?奋力创造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时代精神；力争全面

叙述西区建区以来的历史变迁，风云人物，重大事件：力尽客观录载

数十年来西区各个领域的辉煌之举、成功之光，教训之处，从而再现

历史，重温历史，承先启后．以古鉴今。 ‘。”．

《平顶山市西区志轨在我区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勇创内陆

小特区之际付梓问世，无疑将为全区人民建设家乡提供极大的动力，

将为我区顺利跨入二十一世纪提供借鉴作用。历史的启示，时代的召

唤，必将激励全区人民奋发图强，再创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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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区志

《平顶山市西区志轨历时九载，数易其稿。在征集资料和编纂过

程中，得到了省市及各单位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在此

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由于西区建区晚，变迁频繁，史料不全，加

之编纂人员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诚望赐教指正。
’

中共平顶山市西区区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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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例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西区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采用章、节，目编写结构。全书设政治、军事、经济、

人物等章，章下设节，为志书内容主体。以横分门类，以纵述史实。

必要时于节下设若干目。

三、本志体裁，志、述、记、传、图．表、录兼用，以志为主。

四、本志时限，下限止于1990年底；上限始于1971年建区，

有部分内容适当上溯。

五、本志除引用古籍时，必要时引用原文及使用繁体字外，一律

使用现代语体文、简化字。

六、志书中“解放前”。“解放后’’，以1947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

军解放西区辖境为时界。“建国前一、“建国后”j以1949年lO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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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平顶山市西区是平顶山市区的飞地，东距市中心52公里，中间

隔宝丰县。 。

．西区地处伏牛山与外方山夹角处与平原交接的丘陵地带。地理坐

标：．东经112。5 1’～112。55’，北纬33。52’～33
o

56’。西、南与

鲁山县毗邻，东、北与宝丰县接壤，总面积37．9平方公里。境内西

部有娘娘山、青草岭，中部有黑鱼山，北部有祖师爷庙岭。娘娘山最

高，海拔528．4米，区境东南最低处海拔161．4米。主要河流石龙

河，自西北而东南从区境中间谷地穿过，河宽20～30米，最大流量

108立方米／秒，经梁洼矿区至鲁山县程村注入沙河。西区年平均降

水量800．5毫米，多集中于6～9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60％左右。

最高气温39．5。C，最低气温-14。G；年平均无霜期213天。

、 西区地质位置处于华北地台南缘，秦岭褶皱带北侧，背孜——鲁

山区域背斜的东北翼。煤层属华北主要含煤地层向西延展的最边缘煤

田，位于韩(庄)梁(洼)煤田腹地。西区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

其中含煤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90％以上。原煤远景可采储量3．29亿

吨，减去历史累计开采量，至1990年底原煤储藏量在2．5亿吨左

右。除此之外，还蕴藏有丰富的水泥灰岩、冶金熔剂及化工灰岩、陶

瓷粘土。黄铁矿．耐火粘土及铝土矿，火山凝灰岩等。

西区197 1年开始建置。1973年3月，西区建置撤销。1977年5

月西区建置恢复，1979年4月又撤销。1982年12月再次恢复西区

建置，区党政机关驻南顾庄工人树。全区辖2个街道办事处、7个居

民委员会；还辖11个行政村，28个自然村。’有汉、回、满、蒙、

抄■1+j．0』．、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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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拉祜6个民族成份，共有居民53105人，其中汉族人口52828

人，占总人口的99．48％，少数民族人口占总数的0．52％。

西区交通便利，公路南通鲁山、南阳、湖北、商丘、安徽等地，

东至宝丰辐射各地。矿区铁路与焦枝、京广两大铁路干线相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南省四二六地质勘探队等单位到西区

辖境一带进行煤田勘探。195 1年4月筹建地方国营梁洼煤矿；1957

年12月筹建地方国营韩庄煤矿；1958年9月筹建国营高庄煤矿；

1966年筹建国营大庄煤矿。至1990年，这4大国营煤矿年产原煤共

350万吨。
．

1972年，最早的区办煤矿一五七"煤矿兴建，至1990年该矿
年产原煤33．2万吨、焦炭2．09万吨、精煤3．9万吨。1985年西区又

开办了平顶山市第二焦化厂，至1990年年产机制焦炭4．2万吨、焦

油2100吨、精煤5000吨，产品质量达到国家部颁标准。“五七’’煤矿

t和焦化厂已成为西区区属的支柱企业。此外，河南省镇平、临颍、项

城、平顶山市郊区等县区也在西区开办了煤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区委，区

政府狠抓经济建设，．特别是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开放、搞活经济

的政策后，西区煤炭工业得到飞速发展。到1990年，全区共建集体

经营、村营、·个体联办、集体个人联营煤矿106座，共有固定资产
236 万元，率产原煤． ． 万吨、焦炭16．06万吨；煤炭产值占

全区．0．工3业总产值的85％。132

71

-

西区煤炭工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使西区走上了富裕道路，同时也

促进了西区地面工业的发展。1985年后，．除已兴建起化工厂、面粉

厂、水泥预制厂等外，特种玻璃纸厂和投资近亿元规模的现代化水泥

厂(青石岭水泥厂)也已开始筹建。

’全区工业总产值1983年为l 133万元，1985年3250万元．1988

．年6734．5万元、1989年9462万元、1990年12000万元。西区已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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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分离的村镇发展成为城乡、工农一体化的经济发达区．

1990年底西区有耕地14632亩，农业人口25 195人，人均耕地

0．635亩。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大豆、红薯、蔬菜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西区地主富农仅占总人口的8％，却占

有70％的耕地；而占总人口90％以上的农民仅占有耕地总数的

30％。广大农民多靠佃租地主富农土地为生，他们终年辛勤劳动，

除去地租、税赋外所剩无几。丰收年景尚可维持糠菜半年粮的生活，

稍遇灾荒，只得背乡离井，外出逃荒。如1942年和1943年，西区

一带85％的农民外出逃荒谋生；南顾庄村除1家地主，4户富农

外，全部外出逃荒。农民妻离子散，而官绅豪强却逼租催款，乘机大

发横财。 ．

残酷的社会生活环境，造就了西区一带敢于斗争的强悍民性。清

末民初曾以这里为中心爆发过多次农民起义。著名的白朗(籍贯在宝

丰县西大刘庄i距现西区政府驻地4公里，其墓在西区关庄村)．起

义就是在西区一带爆发的。 ．

t 1949年到1980年，西区农村虽然经历了土地改革、互助组、初

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等发展过程，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

贫困面貌一农民劳动日值在0．15元至O．4元之间，粮食产量很低，
不能自给，仅1971年就吃国家统销粮85万公斤。1980年后，农村

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推广科学种田技

术，粮食基本已能自给；1990年粮食总产439．8万公斤，蔬菜总产

445万公斤。是年，区有大，中、小型拖拉机46l台，‘机动牵引农具

355件，农用排灌机械352台，农用汽车250部。农业总产值652万

元，占当年工农业总产值12653万元的5．15％。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西区商品市场逐渐活跃。1985年后，又

先后开辟了高庄综合市场及大庄、梁洼煤矿、南顾庄工人村集贸市

场。至1990年，全区有工业企业153户，从业人员23340人；有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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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个体工商户500多家，其中有：工业43家、交通运输47家、商

业221家、饮食业178家、服务业37家、修理业32家，．从业人员

共638人。 ⋯ 一

建区后，西区教育文化事业有了极大发展。1949年全区仅有教

师6名、学生120人。建国后，各村都办有小学。70年代有戴帽初

中6所、高中1所。1982年西区第三次建置后，中共西区党委、西

区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曾先后集资385万元，新建校舍

12920平方米、教学楼8座，还购置了大批教学仪器及图片。1990

年底有完中l所、初中1所(分设3处)．、小学11所、教职工275

名；在校中学生1401名，小学生3595名；小学入学率达98％，初

中入学率达70％。

西区现有影剧院9座、电影放映单位17个、电视差转台4座。

西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也得到迅速发展。现有平顶山矿务局总医院

一分院(驻南顾庄工人村，已更名为高庄煤矿中心医院)、梁洼矿务

局医院、韩庄矿务局医院、大庄煤矿医院，共有医护人员283名、

病床420张。此外，还有西区人民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

村卫生所及个体户诊所等医疗卫生单位59个，从医人员99名。一

般常见病在本区都能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

西区居民生产属工农一体化，他们既是工人，又是农民。农忙时

种田，其余时间到厂矿做工。一般农民，其从事工业的收入，占总收

入的90％以上；一般行政村工业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95％以上。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

1990年全区人均收入806元。大多数居民家庭已有自行车、收录

机、沙发、电视机；部分家庭已有摩托车、电冰箱；少数户已购有汽

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西区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出现了

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大好局面。勤劳勇敢的西区人民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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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一心，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以饱满的热情，在改革、开放

的大潮中，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的基本路

线，为持续发展西区的经济，把西区建设得更加繁荣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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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大 事+记

1951年

4月 由鲁山县竹茂村姬青贵等人集资，在小李庄南地开挖小煤

窑。1952年11月转为许昌专区公私合营企业，1953年更名为“许坊

煤矿斗，1954年转为地方国营，1957年5月更名为“梁洼煤矿”。

1963年转为省营煤矿，定名为“河南省梁洼煤矿一。1985年正式划归

平顶山市管辖，1989年7月11日更名为“平顶山梁洼矿务局片，下辖

军营、许坊两矿，位于西区和鲁山县梁洼镇交界处。1990年探明保

有储量4882．9万吨，可采储量3538万吨，设计年生产能力90万

吨，为平顶山市重点煤矿之一；当年共有职工5944人，年产原煤达

113万吨。 ．，

1957
‘i 一

12月7日 “宝丰县韩庄煤矿’’开始筹建。1959年定名为“地方

国营许昌地区韩庄煤矿’’1963、年定名为“河南省韩庄煤矿”，1978

年8月7日划归平顶山市代管，1989年7月19日改为“平顶山韩庄

矿务局’’，由二井(1969年水淹报废)、二井、白庙东、白庙西4个

井田构成韩庄矿区，由平顶山市煤炭工业公司主管。至1990年，共

有地质储量3267．9l万吨、保有储量1230．4万吨、年产原煤5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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