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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阳 市 郊 区 志

《安阳市郊区志》编纂委员会编

中国标准出版社



内容提要

河南省安阳市郊区是商代古都——殷所在地，是甲骨文的故乡。本书重点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郊区30多年间的政治、经济、教科文卫的发展以及社会生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民情。有的篇章上溯

千古，下讫今日。对于殷墟的发现、发掘、主要遗址、遗物，以及殷墟的研究和保护作了翔实科学的记述。安阳

市郊区洹上村是袁世凯隐居的地方，对于袁林和袁墓，书中也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全书宏观全局，微观百

科，是安阳市郊区历史发展和现代社会的缩影。本书集资料性、知识性、科学性于一体，数据准确，行文规范，

语言通畅，是一本社会主义的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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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一部《安阳市郊区志》是我们由来已久的夙愿。安阳市郊区地处河南省

北部，太行山东侧。西部山丘，岭壑俊秀，物产丰饶。东部平原，河渠纵横，土地肥
沃。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郊区历史悠久，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它光辉灿烂的

一页。“殷墟甲骨"闻名于世。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炎黄子孙，钟灵毓秀，人材辈

出，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谱写了源远流长的壮丽篇章，成为祖国历史进

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解和掌握安阳市郊区的历史和现状，为研究者提供

资料，使全区人民熟悉家乡的历史，作为今天和明天的借鉴，编纂郊区第一部志

书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我们的肩上。

这部志书重点记述了建国后30多年间郊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

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有的篇章上溯千古，下讫今日。全志书宏观全局，微观百

科，它是郊区历史发展的缩影。

编写人员在撰写过程中，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

历史，本着去伪存真、古为今用的原则，尊重历史，对人民创造的历史进行了真

实的反映。 t

历史上无郊区建制，仅隶属于安阳县。1949年建制后，30多年来几经扩大、

变化，直到1972年才趋于定型。它的历史及沿革和市、县、各区的沿革变化混为

一体。所以，+不少章节内容和市、县、区的有关内容掺合在一起，这就形成了本书

的特点，也反映了它的原貌。

总览全书，本书史料还算充分，内容比较全面，对重大历史事件都作了真实

的反映。建国后的篇幅大于建国前，特别是经济部分。这是因为建国后的30多

年来，郊区人民在这块土地上以主人翁的态度和政治热情，在各条战线上忘我

劳动，勇敢战斗，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现在全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

导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续写着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1

由于编写要求高，工作量大，在史料准确性，内容时代性，体例逻辑性上尚

存不足之处。恳切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利修补，使它日臻完善。

在此，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安阳市郊区委员会、安阳市郊区人民政府对付

出辛勤劳动的区志编辑人员和支持这部区志编写的有关单位和同志，表示诚挚

的谢意! ’

中国共产党安阳市郊区委员会书记 张文博

安阳市郊区人民政府区长 刘书阁

1989年1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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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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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以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为原则，避免空洞的议论和主观的褒贬。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介、录的史志体体裁，以文为主，辅以照片和图

表，力求图文并茂。

四、本志按照“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以编、志、章、节、目的结构形式

进行排列。横排门类，纵述演变，力求做到纵不断线，横不缺项，以横为主，纵横

结合。

五、本志上限一般从1911年始，下限至1985年止。为追本溯源，有的章节上

溯到古代，有些章节仅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情况。

六、本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为主，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记述方法，

收自公元前1 388年至公元1985年与郊区有关的大事共500余条。

七、本志人物篇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入传者多是较有社会影响的各界已

故人士，特别突出革命烈士及其他对革命有功者。

八、为反映本区地方特点，本志设殷墟志、花卉志两个专志。

九、本志中提及的“郊区"，系指1985年郊区行政区范围而言。如有他指，则

加括号注明。

十、本书记述我国年代时，各王朝用帝王名号加年号，再加括号注公历年

代；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起至1949年10月，用“民国”加年号，再加括号注公历

年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书中简称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公历

年月，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农历月日用中文小写数字表示。

十一、本志资料，大部分录自省、市、县、区档案资料，部分来自口碑资料或

回忆录中，一般不注明出处。书中所使用的统计数字，大部分来源于郊区计划经

济委员会所作的统计资料，另一部分来源于郊区各乡或各局委的统计资料。所

使用的面积单位“亩，，系指市亩，重量单位“斤"系指市斤。

十二、本志记述采用语体文，力求文字精练、准确。但在大事记、人物志中，

《因有些资料摘自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安阳县志》和民国二十二年(公

元1933年)《续安阳县志》，为存资料，原文照录，保留其文言或文白相间的半文
—≯
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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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郊区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书阁

副主任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王书生、孙长寅、邢爱萍、苏景明、何献伦、张
同保、张淑英、郝兴、崔聚祥。

顾问王发仓、苏国振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万振德、王林顺、王石铮、王武群、王之庆、申聚昌、刘

全忠、刘树政、刘存梅、齐新生、孙思芳、李元荣、李学恭、宋海生、宋小山、

张万成、张文祥、张学臣、张金瑞、张志善、郭江福、郭振乾、常有、程广富

《安阳市郊区志》审稿领导小组

组长刘书阁

副组长王发仓、苏国振

成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王书生、朱德友、邢爱萍、苏景明、张淑英、郝兴、韩信忠

《安阳市郊区志》编纂人员

总纂孙国政

副总纂刘慧生、霍廷海

初稿撰稿人孙国政、刘慧生、霍廷海、赵麟阁、翟玉锁、张栋、秦克彬

特邀撰稿人郭青萍、聂玉海、李建武、李濮、侯金熔、郭新法、索士英

行政李维国

誊写高明堂、秦克彬

档案李维民

摄影张海林、秦涛

制图李迎暄、张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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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安阳市郊区位于河南省北部，地处太行山东麓向华北平原过渡地带，属安阳市4区之

一，北纬36。00’至36。10’，东径114。00，至114。25，之间。南距郑州190公里，北距漳河25．5公

里。郊区环绕安阳古城，内与安阳市文峰区、北关区、铁西区相连，外与安阳县、鹤壁市接壤，

总面积为207．14平方公里。地势西南高、东部低。西南及西北部为丘陵区，面积约70平方公

里，约占全区总面积的33．8 oA，余为平原。最高海拔242米(龙泉乡石岩村西南250米处)，

最低海拔65．4米(东郊乡汪家店村南1500米处)，平均海拔90米左右。地面坡度为2～

4‰。土壤属第四系黄土类亚粘土，土质多为黄壤。洹河(流经安阳地区段亦称安阳河)横贯

郊区中部，自西向东，蜿蜒流去。上游有彰武水库，库总容量为7000万立方米，用于防洪、工

业用水和农田灌溉。，

郊区气候属北暧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其特点是：四季分明，气温适中，季风明显，光

照充足，雨量集中，冬长春旱。年平均无霜期在200天左右，年平均气温13．6℃。最冷月(1

月)平均气温一1．8℃，最低气温为一21．7℃(1951年1月12日)；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

27℃，最高气温达41．7℃(1955年7月24日)，年平均降水量约600毫米，多集中于6、7、8

三个月份。

建国前，无郊区建制，郊区范围分属安阳县、邺县。建国初期，全市以“田”字形划分为4

个区，第四区为郊区前身。第四区公署始驻城内南大街，不久迁东大街，1952年又迁至安阳

桥村(始称郊区)。1954年8月，正式改称郊区人民政府。1956年4月，改称郊区人民委员会。

1958年9月后，由于人民公社的建立和郊区范围不断扩大，全市机构变化频繁。1962年6

月，全市统一划分为5个区(社)，实行区社合一，直属市政府领导。1970年2月，郊区革命委

员会成立。1981年7月，郊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郊区人民政府成立。辖东郊、北郊、

西郊、东风、龙泉5个乡，145个行政村，237个自然村。总户数约4．5万户，总人口约17．7万。

绝大部分为汉族，其它民族有回族、满族、藏族、壮族等。中国共产党安阳市郊区委员会、郊区

人民政府驻安阳市洹滨北路。

郊区这片土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在这里繁

衍生息，过着群居的生活。商代，这里是商后期国都所在地，其遗址即举世闻名的“殷墟”。在

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才人名士迭出不穷。昔西门豹引漳治邺，项羽诛秦誓师，曹操据邺谋取

天下，许多英雄人物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动人的故事和重要的遗迹。近一百多年来，郊区人

民更是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这里就有了共产党的活动。1925年

5月，共产党员徐向前来安阳，任国民二军弓富魁部政治教官，曾介绍包括郊区郭声镛在内

的20余人先后分3批赴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学习，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同年秋，共产党员杨

介仁(时为中国共产党安阳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等人在小司空等村，宣传革命，发展党员，

建立党组织，并发动农民进行抗租斗争，成立“抗袁(世凯)联合会”。1934年，地下党员姜负

时(女)到小司空村活动，发起成立“安阳赤色妇女协会”。1937年8月，地下党员何幼琦、孙

瞢郊区人民代表大会的届次在1970年郊区恢复建制后重新进行排列，1970年以前的人民代表大会届次不

计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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