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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店人民渴望已久的《牛店乡志》在中，共牛店乡党委，乡人

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郑州市志编委，郑州大学-密县县志总

编室的指导下，由各单位和社会有识之士的惠手相助，加之乡志

编辑组同志不畏寒暑，历经近六个春秋，终于定稿成书，这是牛

店乡四万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好具有时代特点，地

方特色及内容丰富的《牛店乡志》，是益国利民，彰往昭来，裨今

世，惠后代的千秋大业。

牛店乡为密县西部门户．地处河南省西部郑洛之间，郑(州)临

(汝)公路横贯东西，历来政治敏锐，经济活跃。近百年来，工商

业比较发达，商贾云集，牛店为密县四大集镇之一。

建国后，牛店乡各项事业兴旺发达，全乡人民励精图治，团

结奋斗，出现了政通人和，物阜民丰的局面。

盛世修志，1983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

势下，着手修志，把勤劳朴实的牛店人民从清末至1987年的战

斗业绩记载下来，使_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以便扬长避短，发

挥优势，建设家园。修志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

意义。为编写出具有时代特点，地方特色的《牛店乡志》，编志人

员在乡党委，乡政府的领导下，广征博采，认真编写，七易其稿。

本志综合了本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历史及

现状，可谓牛店乡的一部新型的·百科全书骨。

‘牛店乡志》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准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

原则，力争做到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资料性的统一。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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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

一，本志分为地理，经济，政治，文教卫生，社会，人物共

六章，=十七节。

二，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四

项基本原财，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

准绳，’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力求突出地方特色。、

三．本志体例包括志、记，传，图，表等，以志为主。

四，本志上限为1840年，下限至1987年底。但个瓤节、目，

如建置沿革、’人口等上溯至远古．

五、历史朝代名称，采用王朝记年(如盔明”、岛清一)加括号，

注明公元年、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立建国后一，一律

采用公元纪年，地名用地名普查后名称1人物直称其姓名，不加

任何定语。’ ．

．

六：记数、记年一般采用阿拉伯数字，有些地方按习惯用汉

字书写。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县档案局、县志办，乡综合档案室以及

部分知情人士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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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牛店乡，位于郑州市西部，隶属密县。清朝属高村保，民国

时期称密县西区，。七区，四区，牛店镇。建国后，初为区’，后区

乡分开。1964年成立牛店人民公社，1983年底体制改革，建立了

-牛店乡人民政府一。
‘ ·

，。‘

w牛店乡在密县西，跨绥水两岸，兰面环山。土地肥沃。林木

繁茂，五谷飘香。大方山，五独山，风凰山等起伏连绵，挺拔峻

秀。如果把祖国中原喻为胜地，牛店则是镶嵌在这块胜地上的一

粒璀璨的明珠。 ，
’

‘

牛店乡西、南邻登封县，东邻城关镇、平陌乡．北与米村，

尖山乡接壤。东西长14公里，南北宽6公里，总面积83．5平方

公里，辖22个行政村、一个林场，包括162个自然村，221个村民

小组。总人口40 216人，除23户91人为回族外，其余全部为汉

族。郑(州)临(汝)公路贯穿东西，与荥(阳)密(县)等公路相接。

境内铁路有京广线新(郑)密(县)支线延伸至王庄，交通方便。

．牛店乡自然资源丰富。矿产资源以煤为最，素有。乌金之乡，

的美誉。且煤质优良，具有低灰、低硫，高发热量等特点，’出口

日本、泰国，西德等。大方山下玉翠及天然油石驰名中外，国际

上称鼻河南翠一，国内称。密玉≯。分绿、红，自、黑．黄五种，

以绿为贵而称上品。用其雕琢器物，玲珑剔透，享誉国内外，有

极高的观赏和收藏价值。硅矿石储量也非常丰富，含硅量高达

90％以上，开采利用前景广阔。另外还有铝矾土等矿产资源。

牛店还是闻名全国的金银花产区，本乡南龙村的酸枣一核双

仁全国独一无二，具有强心安神之功效。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极

高。农作物产品也很丰富，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谷子

l
、



‘

等，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豆类，花生，芝麻等，此外，还有红
’

薯，瓜果和四季不断的蔬菜。

牛店具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清末(1910年)密县抗捐税斗

争的烽火就是从这里燃起。牛店虽地处较为偏僻，历次革命运动

的风暴都波及至此．早在1926年冬，牛店乡打虎亭村农民在中共

地下党员张书印等领导下，‘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

1929年，打虎亭青年张民权在山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乡秘密

组织儿童团，．宣传马列主义，．发动群众同恶霸地主进行斗争，在

牛店撒下了革命种子。1938年冬，牛店建立了中共党组织，秘密

活动并发动群众开展了抗日救国等一系歹!I农民运动。1939年夏，
’

张民权等11位党员被捕。中共党组织遭到了破坏，革命暂时转入̂
’

低潮。’ ’。。：： ，·

‘ ～ · ‘{

· 1944年10月，皮定均率领的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在牛店

西北山区建立了抗日革命根据地并成立了密县人民政府。1945年

秋，组织发动群众全面展开游击战，、痛击日伪军。’先后攻克了岑

庄寨、．补子庙寨(龙山寨)，武村寨等日伪据点，日伪组织瓦解。

此后，皮部南下，当举国欢庆抗日胜利的时刻，国民党反动派的

内战枪声响起，对西北山根据地大举进犯，大肆屠杀革命群众，

牛店人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直到1948年5月马岭战役，中国

人民解放军把国民党47军歼灭后，牛店才得以彻底解放。密县二

区人民政府设在牛店，组织牛店人民发展生产，’支援前线。‘
一 建国后，牛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斗恶霸’，分田

地，翻身做了主人0在抗美援朝中，牛店英雄儿女参军参战，同

朝鲜人民并肩作战，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中，牛店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艰苦创业，建设自己

的家园。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后，全乡人民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

策，‘和衷共济，锐意改革，迈出了新的更加坚定的步伐。‘

、牛店人民的建设成果令人瞩目。 ，i
‘

～
、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哔店人民开展

2
． ⋯⋯， ．i ⋯⋯ ．⋯⋯：



了大规模的改水治土工程。1958年开始先后修建了李湾水库、白

河水库等一系列水秘工程，继而又兴修了机电灌溉井站，开挖渠

道等农田水利建设，从而大大地增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建

国38年来，先后开挖了691条共69．2公里长的渠道，早涝保收田

达到7 500亩，治河造地3 800亩，建电力提灌站17处，井站227

座，装机容量l 592碰。 ．．

、

牛店是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乡。旧中国牛店农业落后，据

史料记载。小麦、玉米产量仅百斤左右，风调雨顺尚能自给，若

遇灾荒，遍地饿殍，农民多弃家外出逃荒。新中国成立后，由予

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改变，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

引进选育良种，总结先进经验，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等方面收到

了良好效果，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促进了农，林，牧，剐

的全面发展。1966年后，由于囊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一度挫伤

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受到了严重冲击，粉碎鼻四人帮嚣后，

党中央高瞻远瞩，充分肯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实行并完善农业

生产责任制，开创了粮食生产的新局面。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平

均亩产556斤，提高到1984年的734斤。畜牧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

的发展也极为迅速。林业方面由于认真贯彻落实了《森林法》及

有关政策，调动了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1983年以来，全乡累

计植树100多万棵，绿化荒山，荒坡3 700亩，实现了大田林网

化。·
．。’ 。．、， 1．

牛店的工业在建国前极其落后，民国年间，只有铁业、木业

等手工作坊。丝绸业在牛店曾盛极一时，建国前夕，有两处翻砂

厂和一个小煤矿。建国后，因注重发展农业，而工业发展速度比

较缓慢。1967年后，才先后建立了机械厂、瓷管厂，机制砖瓦厂

等。1978年以来，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乡、村办小煤矿遍地开

花。1987年有乡办企业15个，村组办集体企业111个，乡镇企业

总产值由1980年的1 191 700元增加到1987年的82 547 000元。乡

办硅质耐火厂生产的各种型号的耐火砖1986年和1987年获河南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