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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圈镇概况

陆圈镇位于东明县域东部，与牡丹区吕

陵镇、马岭岗镇接壤，南接本县大屯镇，北邻

武胜桥乡，西南与东明集镇搭界，西与县开发

区、城关镇毗邻。辖39个行政村，84个自然

村。面积130平方公里，耕地11．8万亩。人口

75282人。除3名少数民族外，均为汉族。镇

政府驻地位于陆圈村西侧、丰东公路北邻，西

距县城10公里。

据《东明县志》记载，陆圈镇民国初年由

东明县二乡、六乡、七乡分辖。1933年分属二

区、四区}19“年分属二区、三区和南华县永

华区l 1947年分属二区、三区；1956年分属陆

圈乡、于谭寨乡、胡庄乡1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

分属陆圈、东明集、大屯公社；1978年分属陆圈、

胡庄两个公社}1984年分属陆圈镇和胡庄乡t

2001年2月陆圈镇，胡庄乡合并为陆圈镇至今。

陆圈镇境域为黄河冲积平原，地势西高东

低，土层深厚，地质半淤半沙，适合多种作物

生长。境内万福河、贾河横贯东西，鱼窝河、

紫荆河沿境而过，井泉建设合理，水利设施配套。

日东高速公路、新菏铁路、346省道贯穿垒境。

县级黄五公路横连东西、海庄公路纵接南北。

村级道路硬化，互相贯通，纵横成网，四通八达，

交通便利。

陆圈镇是东明县第一农业大镇。解放后努

力改善生产条件，通过平整土地、兴修水利，

实现了“黄灌、井灌”双保险，旱涝保丰收，

农业生产效益连年提升。同时，调整种植结构，

扩大经济作物面积和林果种植，每个村根据自

身优势形成了“一村一品”的高效种植模式。

沿日东高速公路、丰东省道两侧形成了近百米

的绿化带，实现了村庄绿化、沟渠林网化、道

路林荫化、农林间作化。沿县级海庄公路两侧，

形成了5000亩的经济林产业区。随着林业的发

展，林下养殖业正逐渐兴起。

近年来，陆圈镇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形成

了“三块一区”的发展格局。以“金利达碳素

制品有限公司”为龙头的煅烧焦、预焙阳极等

产业集群基本形成；王官屯村西，一批生产二

甲醚、戊酸、己酸、橡腔促进剂等精细化工产

品的企业正在兴起t位于陆圈村东侧的粮食储

存、农产品加工企业效益显著；依托丰富的林

产品资源，在南部李景庄、杨楼、高林寨等村，

已建成了“鑫源木业”等10余家桐木拼板加工

企业群。李楼村的石油机械配件、于谭寨的面

粉加工等一批中、小型企业也迅速发展壮大起

来。

在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方面，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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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从不滞后。解放前很多村都有“玩会班”，划

旱船、踩高跷，演唱历史戏。解放后一些村成

立了文艺宣传队、秧歌队等。如今，以行政村

为单位都建起了文化大院、图书室和现代远程

教育站点。陆圈人民尊师重教，古时不少村设

有私塾，出过进士、举人、秀才等。现在，普

及九年义务教育。有职业技术高级中学1所，

初级中学3所，小学36所，在校学生8520人，

适龄儿童入学率100％。近几年．陆圈镇加大对

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建设标准化卫生院2处，

设立村级卫生室87个，投资100多万元建起一

座高标准病房楼，全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

率达到98％以上。

新农村建设是陆圈镇的亮点。镇政府驻地

拓宽街道，规划了人行道、绿化带，修建了下

水道、沿街花池，架设了路灯，并在镇驻地陆

圈集村西邻建成了近100亩的水上垂钓乐园，

实现了净化、美化，亮化。在村庄建设上，大

力实施“四四四一”工程，达到了村村通柏油路，

垒镇建成沼气池300多座，已改厕2000个，打

深水井7眼。2007年5月，时任山东省委书记

李建国到陆圈镇王官屯村考察调研，对陆圈镇

新农村建设给予高度评价。陆圈镇被菏泽市委、

市政府评为2007年度“新农村建设”先进单位，

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菏泽市唯一的“生态示

范乡镇”。

陆圈镇人文资源丰富。五霸岗村有春秋五

霸会盟遗址“葵丘”；裕州屯村有战国时著名思

想家、哲学家庄周为吏故地“漆园城”，村南建

有“庄子观”；在镇域西北部有占地百亩、始建

干唐朝的著名佛教寺院“大路寺”；镇域东南部

有古龙山文化遗址“窦垌堆”，马军营村有明朝

时期的古墓葬；索旗营村有名扬一方的华山圣

母庙；陆圈集村西侧矗立着牺牲于解放战争时

期的孙自端烈士纪念碑。这些都是人们踏迹访

古、瞻仰的好去处，为开发观光、旅游业提供

了丰厚的源泉。

勤劳善良的陆圈镇人民一心一意谋发展，

凝心聚力建家园。陆圈一定会成为中原大地上

的一颗璀璨明珠。



陆圈行政村位于东明县城东10公里处。村

落呈长方形．东西长1800米，南北宽1200米，

现有居民789户，2525人，耕地3284亩。

陆圈村是镇政府驻地，镇直机关都设在这

里，为该村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

条件。菏东公路从村中东西穿过，沿公路两侧

高楼林立，商贾云集，是鲁西南较大的农贸市

场之一。

明永乐年间，张、段、李、姜等10姓同时

从山西洪洞县迁来，在天爷庙河北建村。由于

天爷庙河经常泛滥，村庄整体南迁一公里，在

高阜处重新建村，由六家富户出钱修筑了围村

寨，称六家寨。据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所修《东

明县地名图》记载，时称六圈集，北有旧六圈，

再北有六圈寺。清末改称陆圈集。

据《东明县志》记载，该村清乾隆二十一

年属东明县附郭乡，1911年属第二乡，1933年

属第四区，1944年属第三区，1955年属陆圈中

心乡，1958年至今属陆圈公社(镇)。

陆圈村现有19个姓氏。明永乐年间，从山

西洪洞县迁来的有张、段、李、姜、刘、房、陈、黄、

蔡、于10姓。井姓清道光年间从本县黄军营迁

来。民国初年迁来的有王、逯、柏、张、陈5姓。

民国时期迁来的有纪、郝2姓。解放初期迁来

村

的有支、柴、曹3姓。其中张、段、李、姜、刘、壬、

房等姓人口较多，其余姓氏人口不足百人。该

村原居民解放前迁到上海的有王耀武、李春和

等3户，房治学迁台湾。1956年迁新疆的有张

国庆、黄合记等3户；1957年迁湖北的有张庆学·

转业在外地落户的有王国文、张银锡等4人。

陆圈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42年，陆

圈村是日伪统治最严密的村庄之一，在这里曾

发生过有名的“陆圈战斗”。7月15日拂晓，

东垣县县长郭心斋率领县大队进入陆圈村，召

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盘踞在

县城的日军闻讯，派四辆装甲车，一辆坦克和

骑兵赶来。县大队派小分队占领寨外村庄，与

敌人展开激战。下午16时，小分队弃村外移，

日军攻至寨墙下，用坦克掩护，猛攻西门。县

大队凭寨坚守，移到外线的小分队返回向日军

攻击。日军受到内外夹击，仓惶撤回县城。

1946年，该村里成立了农会，李金保任会

长。农会发动群众斗地主、分浮财、支援前线。

1947年秋，地主还乡团窜回陆圈村，抓走副农

会长张河山，在武胜桥村杀害。1948年，村民

王国文参加八路军，历任连长、营长、正团级

职务，曾先后参加淮海战役、解放大西南战役。

1948年秋，从前线溃败的国民党新五军途经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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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村时，由于叛徒告密，农会会员段凤俭、房

保森、柴刚三人在东裕州村被抓，段凤俭被当

场打死，另两人被捆绑关押在菏泽白虎乡，后

乘机逃回。建国后，政府追认段凤俭为革命烈士。

陆圈人有尊师重教的历史传统。早在乾隆

三十七年(1772)村里就出了个廪生段更山。

1948年村里成立了小学，1952年设立了扫盲班，

1958年设立了初中班，1969年增设高中班，改

名“陆圈六中”，中学部归县统一管理。1997年，

村里集资39万元扩建陆圈小学，新建教学楼一

栋，容纳8个教学班。自国家恢复高考以来，

先后有90多人考入大中专院校，培养出博士生

2人、硕士生12人、教授1人。

1933年黄河从北庞庄大堤溃决，洪水冲毁

陆圈村寨。大水过后，原本肥沃的粘质土壤全

部变成了沙地，村西北成了大沙丘，到处茅草

丛生，一片荒凉。春风一刮，飞沙四起，庄稼

有的被风沙打死，作物产量极低。为了维持生

计，许多村民做起了小本买卖，开染坊、卖烟

酒、卖杂货，或办客店、开饭馆，虽然利润微

薄，也可聊补无米之炊。还有不少人靠打短工、

扛长工或讨饭为生，村民受尽了苦难。

建国后，陆圈人依靠

集体的力量，不断改善农

业生产条件。公社化初期，

平整土地200多亩，开挖

沟渠2条，长2000多米，

打砖井24眼，改良沙地

2000多亩。二十世纪六十

年代，实行桐粮间作1300

多亩，栽桐树1．5万株，

桐树成材后，垒村增加收

入150多万元，陆圈村成

为全县有名的先进村。1975年，村里集资架通

了高压电，安装变压器6台，打机井32眼，疏

通了天爷庙河，挖通了村东直通东风闸的路沟，

长达2公里，实现能灌能排的农田水利格局。

1976年搞了台田建设，实施了翻淤压沙，改造

出l000多亩高产田。七十年代引种了杂交玉米，

压缩了大豆、地瓜面积，玉米亩产达到800多

斤，1984年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余粮8万多斤。

1985年实行种植结构调整，推广营养钵育苗，

地膜覆盖等科学方法，扩大棉花种植面积，全

村500亩棉花亩产皮棉180斤，增加了村民经

济收人。后来又推广粮棉间作1000亩、瓜棉间

作700亩、桐粮间作500亩，获得了可观的经

济效益。随后，学习外地经验建起蔬菜大棚32

座。到1996年前后，平均占地半亩的大棚发展

到70多个，种植的各种蔬菜除供应当地市场外，

还远销到北京、郑州等大中城市，人均年增加

收入200多元。

1993年，县、镇政府对菏东公路陆围段

进行了规划改道，实施新大道拓宽工程，总长

1900米，主路面宽30米，人行道宽6米，两

侧各留出15米宽的商业用地。1994年，商业



门店拔地而起，

大街两旁楼房林

立，先后建起中

型超市、服装店、

理发店、农机修

配站、饭店、卫

生室、兽医服务

站等40多处。还

有60多户从事

家电、农资、家

具、小百货、粮

食购销、通讯器

材、摩托车专卖
陆囝柑西天河垂钓乐目

等，门类齐全，应有尽有，市场繁荣，生意兴隆。

改革开放以来，陆圈村的个体经济发展迅

速。成立较早的陆圈建筑队，现已发展到40多

人，不仅搞建筑，还负责装修，大小工程接连

不断，年总收入近30万元。村民张英军创办的

康博尔食品有限公司，占地9亩，员工24人，

日成交额达2万多元，年产值800多万元。村

民蔡盼喜兴建的

苗木培育基地，

占地200多亩，

繁育塔松、刺柏

等风景苗木，广

玉兰、梧桐、青

叶梨、小叶杏等

经济苗木100多

种，销路良好。

村民姜桂仓创建

的昌盛涂料厂，

占地3亩，员工

10人，日生产量

100多桶，产品供不应求。

富裕起来的陆圈人，家家户户住上了新瓦

房，不少人家还盖起了楼房，30％的农户建起

了沼气池和新式卫生厕所，家用电器、通讯工

具基本普及，还有26家购买了家用轿车，村民

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撰稿：牛恭保刘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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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行政村

胡庄行政村位于县城东南15公里处，辖胡

庄、刘堂、张庄三个自然村。现有居民887户，

2869人，耕地“46亩。

据《东明县志H记载，胡庄历来隶属东明县，

1911属第二乡，1933年属第四区，1944年属

第三区，1955年属胡庄中心乡，1958年属陆圈

公社，1979年属胡庄公社，2001年复归陆圈镇

至今。

胡庄 原为胡庄公社驻地，现有456户，

1215人，耕地1819亩。

据《胡氏族谱》记载，胡氏始祖干明永乐

二年(【404)自山西洪洞县迁来建村，以姓命

村为胡庄。胡庄现有居民5姓。其中，始迁户

胡姓436户，1108人；邵姓lO户，48人，于

清嘉庆十三年(1808)从东明集镇邵寨迁入l

刘姓6户，32人，于1921年从小井乡西五营

迁入t杨姓3户，19人，于1933年从小井乡

西五营迁入；冯姓1户8人，何时何地迁入不详。

1944年胡钢锤l户3人在山西晋城落户。1950

年该村胡满清1户4人在陕西韩城落户。

胡庄一带村庄密集，该村处在中心位置，

又长期设有集市，故历史上多为基层政权驻地。

据资料记载，明清时期设里，1943年设联保，

1947年设镇，1955年设中心乡，1961至2001

年为公社、乡驻地。

旧社会，该村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地主手里。

贫苦农民有30多户常年给地主扛活，过着半年

糠菜半年粮的生话；20多户外出逃荒要饭，以

乞讨为生。1947年国民党镇部设在该村，村民

家境更是雪上加霜。

解放后，胡庄人翻身做主，走上合作化道

路。1955年该村成立初级社，胡春雨为社长，

村民争先恐后入社，不仅农业生产搞得好，还

办起木业、粉坊、油坊等副业。1961年该村率

先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将村头荒地和部

分重碱地分给社员，收入归己。其余耕地实行

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农具归个人

所有。耕畜包养到户，给部分饲料地，繁殖一

头小牲畜给予一定奖励。允许个人养家畜家禽

和搞小型家庭副业。该村元气很快得到恢复，

村民迅速走出困境。原胡庄小公社党委书记李

洪普分包该队，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

1962年秋连降大雨，李洪普带领村民冒雨挖沟

排水。因受凉劳累过度，身患重病而去世，年

仅32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该村先后平

整土地1100亩，开挖沟渠8条，修桥、涵、闸

13座，建扬水站3处，购买提水机械300多套，

垒村所有土地旱能浇，涝能排，农业稳产高产。



2006年小麦亩产达到900斤，玉米单产超过

1000斤，皮棉亩产150斤，村民彻底解决了温

饱问题。

胡庄村的商品经济起步较早且发展迅速。

1978年后，该村依托原胡庄公社驻地的优势，

努力发展经济，成立集市贸易大会，全村80多

户、100余人做起各种生意。后来拓宽街道，

先后在村东和村西开辟两个经济开发区，村民

建起200间商品房和商品楼，设建材、餐饮、

烟酒、化肥、种子、农药等门市38处，电视、

手机、三轮车、摩托车等维修门市7处。2006

年又建起高标准的商品超级市场，日营业额达

1-8万元。村民胡石方投资10万元建起电子厂，

加工电脑、手机专用电圈，年收人8万多元。

胡向阳投资30万元建起塑料厂，年收入lO万

元。原有的花生加工业扩大规模，垒村有400

人到外地收购花生，自制花生脱壳机100余部，

购买电动脱壳机80多部，花生米销往北京、上

海、青岛、济南、广州等地，仅此一项人均年

收入500多元。胡铁刚等人建起16处花生米收

购、销售门市部，每人年收入都在3万多元。

胡庄人崇文尚武。明正统年间，村里有武

举2名，绰号大虎头、二虎头，

使用的武器为120斤重的大刀，

耍起来翻转自如。清光绪年间，

村里有一名翰林，出任嘉祥县令

时已年逾七十。解放前，胡万昌

先后两次在祠堂办私塾。1950年

村里开办小学，学生30多名。

1955年办起夜校，胡春林义务教

学，60多名青壮年迅速脱盲，受

到县政府奖励。1999年村里投资

69万元，为小学新建校舍36间，

配套设施齐全，6个教学班，学生342人，张庄、

刘堂、宋庄的学生都前来就读。目前，垒村共

有大中专毕业生34人，其中本科生18人，研

究生2人。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不少人大有

作为。胡兆旗曾任郑州大学宣传部长，胡世冉

曾任东明县海头乡党委书记，胡峰泉曾任东明

县财政局副局长，胡洪照曾任东明县工会副主

席。

刘堂村现有居民283户，1020人，耕地

1685亩。

据《刘氏族谱》记载，刘氏始祖刘中原籍

山西长治，任济南府同知，元至正十二年(1352)

辞官返乡途中留住此地。当时有佛堂一座，便

出资修葺，以姓命村刘家堂，后改称刘堂。

垒村居民分属7姓。其中，刘姓现有268户，

950人；李姓3户14人，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

从菏泽李村迁人；梅姓4户，18人，于光绪三

十三年(1907)从本镇梅庄迁入I张姓l户6人，

于宣统二年(1910)从本镇高林寨迁入；胡姓

3户，16人，于1923年从胡庄迁入；宋姓3户，

15人，于1927年从本镇宋庄迁入；高姓1人。

解放后，该村原居民有14户、24人移居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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