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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2000)

走令S

河南省孟州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新编《孟州市志(1 986--2000)》是继1991年出版的《孟县志》后．在修志人员的其同努力下又编纂出的一部孟州

地方志书。它的出版问世，是孟州36万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值得一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倡导改革开放使得华夏百业复苏．中华民族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安定改善。孟州

人民紧跟社会步伐．彻底甩掉了经济发展上的思想羁绊步人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具有风采的时期。我市20多年的改革

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党领导人民创建了一个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明盛世．也给世人揭示了中国不改革就没有出

路的一条真理，并启迪后人．只有坚持发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只有传承不断的文明才是有价值的文明。而这部市

志就体现了孟州市这一方面的历史，可以说它反映了这个时代三个文明建设的变化规律是1 986--2000年孟州市历

史发展的一个缩影．更是人们认识这一时期社会文明的一面镜子。

刚刚闭幕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统领全党工作的灵魂．提出了物质文明政治

文明．精神文明的相互协调共同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文明在于创造更在于积累。不创造．则必

然停滞：不积累则必然断裂。修志就是纪录创造写史就是清点积累。这本书志孟州1 5年之改革开放．记孟州1 5年

之文明巨变，称它为一地“百科全书”．一方”资治通鉴“．实不为过。

我们还不难看出．这部志书在为党为人民歌功颂德的同时．还实事求是地记载了我们建设进程中的某些缺憾．诸如

土地的锐减．生态环境治理出现反复．社会陋习仍然存在．社会秩序不稳定因素时有显现、党的领导干部腐败现象未能

彻底清除等。这就告诫我们．全市党员干部和人民万万不可固步自封，满足现状而必须认清形势．扬长避短，以取得

更大的成绩

国有国史地有方志在中国文明历史上它堪称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矛i志的出版司世对于我们总结经验

教训不断改进工作，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精神文明各项事业稳定健康快速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以史为鉴，

继往开来、敬业进取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i!；{，全面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努力拼搏．再创新业绩．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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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州市人民政府m长 史全新

孟州市汉称河阳唐谓孟州．明初改为孟县．1 99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这里山川秀美人杰地灵，是

唐宋八大家之酋韩愈的故里历来人文荟萃．风流人物众多，灿烂的地域文化蕴藏著丰富而深厚的内涵勤劳朴实的孟

州人民不畏困难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市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处在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近几年来．全市确立了建设生

态经济强市的备斗目标．一个富裕文明和谐现代化的生态型城市建设已开始实施，以德治市以法治市．科教兴市也

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形成了以机械制造．电力化工．皮毛加工、造纸．建材等为经济支柱的县级市，创造了经济发展

的新优势，为新世纪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之．经过全市人民的不懈努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

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把这些成就写入历史表人民之功德，记人民所建榭，是史志工作

义不容辞的任务。现在续志编修告成我代表市人民政府表示诚挚的祝贺。

我国历来有修志的优良文化传统．我党对此十分重视，此次出版的《孟州市志(1 986—2000)》，是撤县设市

后的第一部地方志书．它真实地再现了孟州在1 986年以后改革发展的历程，记载了孟州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

不断开拓进取的丰硕成果。这十多年，全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过

上了小康或温饱的生活，旧貌换新颜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既得益于我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基本路线的正确指导．又包含着全市人民齐心协力拼搏的智慧和汗水．更与党领导全国人民深刻总结建国以来正反

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分不开。这次修志．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记载了这段不寻常的发展史．无疑是全市人民的一笔

宝贵精神财富这部史书紧紧围绕”资政存史教化”三大功能既遵循志书佑例又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有所

创新堪砑至∥rz百科 是外界人了解孟¨、后人了解今人的一个窗口它的出版无疑会加快盂州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墙神文明建设的步伐

认真地总结过去正确地认识现在科学地把握未采是这部志书的真正应用价值所在。但愿全市人民开卷有益

尤其是从政者一读有获 为建设一个更加美丽、更加富裕和繁荣的新孟州而倍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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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

凡 例

一、《孟州市志(1986-2000)》的编写宗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方针、政策为准绳，系统记述1986—2000年期间孟州市的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发展状况o

二、篇目设置本志体例采用大编结构形式，卷首列概述、大事记；专志设七大编：

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物，各办事处、镇、乡概况；卷末设附录、索引。编、

章、节等以事物类属和社会分工采取横排竖写，编下设章，章下设节，节下再有细微层

次时分别设目、子目等，进行有序排列。

三、断限本志上限原则始于1991年版新编《孟县志》的下限，即1986年，个别

内容有所追溯突破；下限除地图、照片、《人物》等外一般至2000年底，2001年至出版

期间的大事、五大班子主要领导人任职隋况等则在附录中记载。

四、本志采用记述体语体文，以述、记、志、传、录、图、表等手法表达，以文为

主，图、表、照片置于卷首或散于有关章节之中。

五、概述列于志书内容之首，尽量使读者阅览时能够对孟州市的历史，尤其是

1986-2000年发展概貌一目了然；大事记不设章节，按时间顺序，以编年体和编年本

末体相结合的写法置于专志前，纵向显示历史脉络。

六、人物编所记内容分《人物传》、《人物简介》、《人物表》三部分。根据“生不立

传”原则，传记部分只收录已去世的1986-2000年担任本市(县)实职的正县级领导人员、

省部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建国以来本市籍在外地担任行政正厅级和部队正师级以上

人员；简介部分只收录在世的1986-2000年担任本市(县)实职的正县级领导人员，此期间

本市籍在外地担任行政正厅级和部队正师级以上以及本市内受到省部级以上表彰的劳动

模范、五一奖章获得者、先进工作者以及在经济改革和建设中颇有成效的知名人士。列

表部分只收录本市1986-2000年实际担任正科级(含正科)V2_tz领导人员，本市副高级以上

职称人员，地厅级劳模、先进工作者、地厅级以上成果奖获得者和1985年以前省部级劳

模获得者。传记人物按卒年顺序排列，简介人物按生年顺序排列。表中籍贯栏内，属本

市籍只写乡镇办事处至行政村，属市外本省籍只写县【市)，外省籍只写省(市、自治区)县

(市)o凡在第一届志书已载人的人物，此书不再记述o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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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凡例

七、孟州市系199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撤县所建的县级市，本志内容涵盖建

市前后。在行文中，凡涉及1996年5月撤县设市前的内容仍称“孟县”，记述撤县设市

后或连贯县、市在一起的内容时俱称“孟州市”。凡撤乡建镇者，全部按照撤乡建镇时间，

以前称“乡”，以后或连贯乡、镇在一起的内容俱称“镇”。

八、本志所用资料大部来自《孟县志(1986-1992)》、《孟县年鉴(1993-1994)》、《孟

州年鉴(1995-1996)}和各乡镇、办事处、市直各单位总结或编写稿，有的取自有关报刊

或广播电视新闻稿。所录数据大部分来自市统计局所编年度统计资料，部分由本系统提

供，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使用国家所规定的计量单位。

九、文中凡涉及组织、文件、会议等专有名称，初述用全称，尔后用简称。

十、全书凡涉及时间一般以公历记之，用阿拉伯数码书写；民国以前皇帝年号等，则

用汉字书写，并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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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拯叫

概述

孟州市位于河南省的西北部，在焦作市的西南隅。北和沁阳市、济源市毗邻而遥望

太行山，东以猪龙河为基本分界与温县隔河相望，西跟济源市、洛阳市吉利区并靠接壤，

南以黄河为界，同孟津县、偃师市、巩义市隔河凝眸眺望。地理坐标东经112033’一

112055’，北纬34050’一35002’，东西最长处33公里，南北最宽处25．75公里，全市总

面积541．64平方公里(统计局数字)。2000年底，市区面积为15平方公里。

孟州市历史悠久，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始称河阳县，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

升河阳为孟州，明洪武十年(1377年)改州为县，始称孟县。1978年冬，吉利公社划归洛

阳市o 1986年1月18日，国务院下达《关于河南省行政体制改革的批复》，新乡地区撤

销，孟县归属焦作市管辖。199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撤孟县设立孟州市，成为

县级市。

孟州市系太行山前丘陵向华北平原过渡地区，其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高度由

305．9米降到108．5米，境内由西向东有明显的低山——丘陵——平原的过渡特征，是华北

平原的西部边陲。全市土壤由褐土、潮土两大部分组成，褐土下分立黄土、垆土、红土等

8个土种，分布在西部丘岭地区；潮土下分两合土、砂土等6个土种，分布在东部平原和

黄河滩区。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4．2。C，春季干旱风沙多，

夏季炎热雨水频，秋季晴和日照长，冬季寒冷雨雪少。矿藏资源缺乏，仅有上水石、石

灰石、青石、油页石、河砂、粘土和少量烟煤，而河砂、粘土尤其品质纯净，是周围县

市范围内建筑用材最好的资源。市境内地表水有黄河、蟒河、改道蟒河、猪龙河4条河

流和引沁济蟒渠，多年来地面径流量平均0．712亿立方米，占全市水资源总量的37．5％D

其中黄河从市境南流过，长26公里，这里是中下游的结合处，黄河水面放宽，大量泥沙

沉积，开始成为“悬河”，防御洪水的黄河大堤(左岸)就从孟境东曹大王庙筑起，自古

就有“千里黄河大堤始于孟县”之说。90年代由于小浪底水库建设，黄河水势得到有效

控制，“害河”已经变成“利河”o 1995年后从新安县迁来的移民全部安置于黄河滩区，

生活稳定。市内野生动物主要有野兔、刺猬、狐狸、黄鼠狼、松鼠等，野生植物有野生

■■■易，㈣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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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盂州市志(1986—2000)

地、地骨皮、大蓟、节节草、米蒿、马齿菜、艾蒿、牵牛花、狗尾草、狗牙根、蒲公英、

猪毛菜、柴胡、酸枣等160多种o

1986年，孟县下辖11个乡、254个行政村。从1990年12月至1996年12月，城

关、缑村、谷旦、南庄、西虢、化工、东小仇、城伯8个乡先后经省政府批准撤乡建镇。

1998年4月经省政府批准从城关镇划出部分行政村和部分城区设大定、会昌2个办事

处。2000年底，全市下辖8个镇、3个乡、2个办事处，行政村共计270个，其中移民

行政村15个。

孟州人杰地灵，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和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与唐宋八

大家之首韩愈的故里。周武王十一年春，武王姬发亲率军车、冲锋壮士、甲士在孟地

黄河渡口聚会各地八百诸侯誓师作《泰誓》，进军讨伐殷纣王，开始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到唐代所出现的“安史之乱”，郭子仪、李光弼奉命募兵平叛，有不少战斗就发生在河

阳境内，特别是邺城(安阳)失守后，河阳就是唐朝当时重要前线防地。杜甫诗《石

壕吏》所言“急应河阳役”和《新婚别》所说“守边赴河阳”，指的就是在孟境内的战

事。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林凤翔率师北渡黄河后围攻怀庆府(今沁阳市)城，即得

到了孟县群众从几十里外所送的粮饷，后向山西转移时，也由孟县农民许完偏等作向

导o 1946年1月和8月，时任八路军三纵队七旅十九团团长李德生和八路军太行军区

司令员秦基伟亲临孟县解放了孟县城，部署“八三济孟战役”。1948年9月，时任中原

军区政委邓小平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从西柏坡过孟县赴豫西南途经白坡渡口时，指

示孟县要修建大船，替代小舟。70年代，从安徽来孟落户的猎户何广位赤手空拳捕猎

虎、豹、野猪、狼，被誉为“当代武松”、“中华奇人”，声震全国，名扬中外。1994年

5月、1996年6月和1997年5月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江泽民、乔石曾先后到韩园

视察，并对韩园的建设予以赞赏。

孟州人民有着悠久的革命斗争历史。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知县孙寿彭不顾百姓死

活，丁粮加价，激起民愤，农历二月二十五日，以贫苦农民张来德为首聚集全县数万民

众，手执桑权、木棍、绳索涌至县城，火烧县衙，孙寿彭仓皇越墙逃跑。后不得不出示

“征粮依旧”，民愤始息。1927年底，县知事阮藩侪加派税银20万两，激起全县人民反抗，

当时在上海求学的共产党员刘锡五春节返家，遂组织进步学生聚民众3000多人，手持大

刀、长矛进入县城，围住县公署，迫使县知事答应不再加派税银，并答应释放因抗捐被



概述 3

逮捕的百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熏陶的青年武怀让、贾禄云、刘锡

五就涉足于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o 1930年，孟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在县立师范

学校诞生。八年抗日战争中，孟县地方武装在地下党的协调下曾夜袭干沟桥日军和驻守

孟县城日军o 1938年5月，中共孟县县委成立，一方面组织部分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根据

地工作，一方面开展抗日斗争，不断壮大人民武装。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在县委和县民

主政府领导下，县民兵大队配合八路军三五九旅三纵队以及太岳四分区分别于1945年9

月初、1946年元月、1947年7月先后三次解放孟县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解

放以后，在和平的年代里，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转

入了经济建设。1986--2000年，历届市(县)委、市(县)政府严格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四

项原则”统揽全市两个文明建设工作。他们把邓小平理论贯彻在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始

终，积极探索党建新思路、新方法，以不断提高全市党员干部的领导水平和驾驭市场经

济的能力，增强了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有力地促进了党的方针政策

和各项重大任务的落实。

纪律检查工作主要开展党风党纪教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等，坚

持标本兼治，使反腐败工作走上了正常轨道。15年中共计立案680件，全部予以查结，共

挽回经济损失8100万元。组织工作坚持“凭党性干工作，看政绩用干部”和“德才兼备”

原则，在农村开展了“先锋工程”和“三级联创”活动，并在全市实施干部任前公示，推

行领导试用制，确保了选人用人质量。宣传工作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党员干部，特别是

引导农民学习邓小平理论举措引起了中央宣传部的赞扬和肯定。全市农村文化中心建设开

创了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1999年末至2000年初开展的“三讲”教育活动增强了

全市领导干部正确理想、信念的自党性，坚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

政法工作不断研讨全市治安形势和对策，运用政治、经济、法律等手段齐抓共管，发动和

依靠群众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和邪教“法轮功”活动并开展普法教育o

1996年后半年，政府工作按照“小机关、大服务”的构想采取了“兴办实体、分流人

员”的办法，推进了职能转变，以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工作效率。人事制度向公开、

平等、自愿、需要、双向选择方向转化，党政机构改革进行了实施，开始试行公务员制度o

20世纪末，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进行了合理的体制改革，市直机

关、事业单位实施了市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改制，受到了省财政部门的肯定o

1986--2000年，市委、市政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全市营造了团结向上、开拓

奋进的良好氛围，并通过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公民的道德教育以及群众

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城乡文明程度和公民思想道德水平明显提高。孟州市已成为省级

卫生城市，并被授予为“河南省创建文明先进城市”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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