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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

序 言

我区第一部区志，几经寒暑，三易其稿，现终于成书出版，实为一

大喜事。
’

．+

●_

地方志素有“存史、资治、教化一之重要功能，以其全面、系统、翔

实的史实记载，存史传代，服务当今，惠及子孙。然而多年来，解放区

却无专记本区史实和反映本区社会主义新貌的志书，不能不算是一

件憾事。编纂一部解放区志，是全区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

．解放区地处太行之阳，历史悠久，近、现代长时期为豫西北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既有光辉的革命斗争历史，又有可喜的繁荣昌盛今

天。1948年10月解放后，全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发展经济，建设城区，移风易俗，取

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区人民为开创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奋力拼搏，各项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

期。这些光辉业绩，理应载入史册，彪炳后世。《解放区志》的出版问

世，不仅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历史遗产，也创造‘

了本区一项重要的社会科学成果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

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编纂的《解放区志》，较全面地

记述了本地区的历史、现状和主要优势，尤重记述了焦作解放37年

来本区的发展变化。阅后自感资料较翔实，结构较严谨，详略较得当，
。

文字较简洁，颇有特色，可为解放区的发展和长远规划提供依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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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事业的振兴提供借鉴，为向全区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

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土教材。

《解放区志》编纂成功，是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

的结果，是兄弟单位、区属各部门、单位及各界人士通力合作的产物，

是全体编纂人员迎难而进、辛勤笔耕的结晶。值此，特向为《解放区

志》编纂、审定、出版提供帮助，作出贡献的同志，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中共解放区委书记李光前

解放区人民政府区长程宝初



凡例 1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贯彻详近略远、立足当代的原则，在贯通古今历史的前

+提下，着重记述本区解放以来的史实，记事上限溯至事物之开端，下

限至1985年。

三、本志以记述区属事物为主体，同时概括记述辖区各事项，以

反映全貌，构成一方之志。文中称谓：“全区"、“区属’’、“本区"均指区

属范围，“辖区"指非区属范围，“区内"指区属、非区属两方面。

四、本志记述地域范围，解放前以现行区划为准，解放后随区划

调整而变化。

五、本志采用章节体，以述、记、志、传、录、图、表、照片等各种形

式表述，志为主体，图表随文插附，照片集中放于正文之首。

六、本志不设政治运动专章，历次运动中的事件和对各方面的影

响，散记于《大事记》和有关章节中。

七、本志因区辖农业1962年2月全部移交郊区后，至1985年基

本未管农业，故农业部分不设专章，仅记简况置于附录。

八、本志人物记述，坚持生不立传，立传或简介人物以著名烈士

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为主，以本籍人为主，亦载少数长期在区内活动

并有较大影响的党政领导人。

九、本志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机构名称、各类术语等均依当时的

历史习惯称呼。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已经变化的地理名称只第一

次出现时括注今地名，机构名称和备类术语第一次出现使用全称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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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注，其后一般用简称。中华人民共租国成立前后的记述，正文内简

称为建国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10月24日再克焦作，以此

为界称为“解放前嬲解放后"。
’ 。

+、本志行文中的数字书写，除词汇、成语、专用名词、表达性语

言用汉字外，凡统计性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

+一、本志材料主要是录自区档案材料及市、区属各部门、单位

现存材料，少部分系走访知情人的口碑材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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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解放区系焦作市四个市辖区之一，是市党、政、军机关所在地，是

市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全区辖11个街道办事处，192个居民

(职工家属)委员会，人口231038人。

本区所辖地域分三部分。丹河、月山街道办事处为两片飞地。城

区部分(紧相连接的9个街道办事处)位于太行山南麓，四周为焦作

市郊区农村，呈长方形，面积约24平方公里。地势北高南低，平均坡

度为20‰，海拔在102—200米之间。普济、闰河(群英河)、瓮涧三条。

季节河由西向东纵布其间。地质主要属石炭二叠纪，地下有丰富的无

烟煤和水资源。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一年四季分明，年平均

气温14．4。C，年平均降雨量584毫米，年平均风速2：9米／秒，年平
‘

均无霜期232天。

本区历史匕为修武蝌集镇，1945年9月和1 948年10月焦作

两次解放时，为焦作市(县)的派出机构——市内区。1953年6月改为

焦作镇，属焦作矿区(原焦作县)领导。1956年焦作矿区改焦作市后，

随着市区行政区划的频繁调整，本区名称亦不断变更。1956年8月焦

作镇改为焦作区，1957年12月改称城区，1958年8月改称解放区，

10月改称解放人民公社，1 9 61年9月恢黝区名称，迄徽。

本区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对

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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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殖民者掠夺煤炭资源的斗争一直未断。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辖区

人民的革命斗争史掀开了新的一页。1922年6月，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派童昌荣为常驻道清铁路的特派员，到焦作领导工人运动。9

月，焦作铁路工人组织了“道清工人俱乐部”(工会)，煤矿工人也有

200多人参加。1923年2月4 El，在京汉铁路工人举行震撼中外大罢

工的同时，道清铁路工人举行了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9天大罢工。

1924年春，福中矿务大学进步学生筹募资金创办平民学校，传播革

命火种。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辖区的工人、学生和商人举

2行罢工、罢课、罢市，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并在党的领导下，成

立了“焦作各界援助沪案后援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游行。

随着“五卅”运动的深入开展，7月6 El，英商福公司的雇员首先举行

罢工。7月8日，英商福公司的煤矿工人也举行了罢工。7月9日，斗

争迅速发展到全市，发展为全市总同盟罢工，形成了反帝爱国斗争的

‘新高潮。8月8日，中原煤矿公司工人冲破重重障碍奋起罢工，声援

英商福公司煤矿工人的反帝斗争。罢工斗争持续了8个月；英商福公

司不得不同意工会提出的复工条件，这场反帝政治大罢工取得了最

后胜利。1927年初，为迎接北伐，区内地下党组织印发传单、破坏交

．通，大造革命声势。7月大革命失败后，辖区人民在白色恐怖下，前仆

后继，继续进行斗争。1928年春，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

杀，在中共焦作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英勇机智地夜袭了焦作警察

局。1933年5月13日，英商福公司在王封矿制造了“5·13”惨案，区

内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群众进行了声援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辖

区人民在中共豫北特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El活动，以煤矿工人为

主体组成的道清抗日游击队，活跃在道清铁路沿线，不断给敌人以沉

重打击。日军侵占焦作后，根据党“长期隐蔽，积聚力量，开展小型斗

争”的方针，辖区人民采取各种办法支援抗El根据地，打击El军侵略

势力。1945年9月8日日本投降后，辖区人民配合八路军主力解放了

焦作。1946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悍然侵占焦作。在

党的领导下，辖区人民群众秘密传送情报，掩护和解救我方同志，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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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配合人民解放军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10月焦作获得最后解放，

辖区人民结束了灾难深重的悲惨生活，迎来了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本区有优越的地理环境，但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特别是近代在

外国帝国主义的掠夺蹂躏及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专制下，至解放前

夕，还只是一个人口不足3万，面积不到2．5平方公里的又小又脏的

矿区小镇，百业萧条，民不聊生。焦作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经过30多年的奋斗，各项事业繁荣昌盛，人民生活蒸蒸

日上。 ．

城区建设日新月异。现区内高楼幢幢，各类建筑物鳞次栉比，错

落有致。140余条主要干道和街巷，纵横交错，形成经纬。道路两旁林

木成荫，绿化带、花圃、花坛和大型雕塑相映成趣。人民、月季和雕塑

3个公园，分列北、西、东。4座自来水厂，供水充裕。供气工程系统正

在加快建设。城区功能分明，布局合理。民主路与解放路构成的十字

街为焦作市政治、文化、卫生和商业的中心，路面最宽、质量最高，被

称为“东西十里长街"的建设路两侧为工业集中区。4两条横贯区内的

铁路沿线为仓库区。经过近几年的美化、净化工作，城区环境质量大

为提高。解放区正在向现代化文明城区的目标迈进。
一

工业经济迅猛发展。解放初，区内仅有一个建建停停的煤井和几

个为其服务的小厂及私人手工作坊。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现已成

为多门类综合型的工业城区，有的行业在全国同行业中占重要地位，

是国家和河南省的重要生产基地，产品行销全国和世界40多个国家

和地区。至1985年，区内各类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50余个，职工8万

多人，拥有固定资产原值11．49亿元，净值8．8亿元。年工业总产值

11．83，亿元，占焦作市市区工业总产值14．10亿元的83．9％。生产的

主要产品有电、煤炭、耐火材料、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钢和钢材、铝

锭、硫酸、烧碱、纯碱、机械、陶瓷、水泥、乙炔炭黑、聚氯乙烯、服装、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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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鞋、电影电视录音设备、灯具、食品等1000余种。

商业贸易繁荣活跃。本区历为商贾云集之乡，货物集散之地。近

年随着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实行，商品经济发展更快。现区内商业

网点密布，市场货源充足，花色品种不断更新，商品销售量普遍增加。

1邬5年，区内有商业街9条，集贸市场19个，各类商业门店2600余

个，从业人员达15000多人，年经营额在7．5亿元以上，年利润2300

万元以上。 ．

交通邮电四通八达。区内交通条件良好，连接京广、陇海铁路的

新(乡)焦(作)、焦(作)太(原)、焦(作)枝(城)3条铁路在这里交汇，6

对旅客列车每日运来送往。1条货运地方铁路横贯东西，6条铁路专

用线直通各大厂。建于区内的焦作长途汽车站(前称汽车中心站)，每

日发向郑州、洛阳、商丘、许昌、鹤壁、山西晋城等地40多个车组。市

内11条线路的公共汽车，在区内主要街道穿织运行。焦作市5大运

输企业(市运输公司、市第二运输公司、市第五运输公司、市第六运输

公司、市第七运输公司)驻于区内。辖区有邮电机构7个，市话交换机

总容量达2311门，长话电路达54条。

科研力量集中。1985年，区内有煤炭、工业、化工、激光等专业研

究所13个，厂办科研机构30多个，各种学会、协会、研究会33个，有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2000多人(不含教师)，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

整的科学技术体系，能承担一些重大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课题。1977

年至1985年，共获国家、省、市级科研成果奖311项，其中80％已得

到推广应用，并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教育体系基本形成。1985年，区内有各类学校88所，其中普通

高等院校1所，成人高等院校4所(含电大1所)，中等专业学校5

所，中学27所(社会办14所、厂矿办13所)；技工学校2所，中等职

业学校15所，小学34所(区属18所、厂办16所)，在校学生近55000

人，教职工6000余人。有学前班24个，幼儿园15个，加上部分街道

办的育红班，入班入托幼儿近万人。此外还广泛地开展了职工业余教

育，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形成了普通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培 {{．{●-1】1J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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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全方位的教育体系。教学手段趋于现代化、科学化、电教化。辖区‘

居民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据1983年统计，全区总人口中有高中以上

文化程度的占17％。

文化事业迅速发展。区内文化娱乐场所遍布各处，有影剧院、俱

乐部(含企事业单位对外开放的俱乐部)19个，游览地3处；书店门

市部7个，录像场所60余个。有5个专业艺术团体和庞大的业余文

艺队伍。市日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设在区

内。区设文化馆，办事处建文化站，各居(职)委会有文化室。群众性

文化娱乐活动活跃、广泛，丰富多彩，主要形式有演唱会、诗歌会、联

欢会和音乐比赛、书法、绘画展览等。
’

卫生条件不断改善。1949年区内有1所公立医院4家私人诊

所，医护人员仅20余人。1985年，辖区内有社会、企事业单位、部队、

区街医院共26所，保健院(站)2个，防疫站3个，病防所4个，卫生

所(室)139个，中西药店6个。共有医务工作者5457人，设病床2800

张。拥有800毫安X光机、钴60治疗机、同位素扫描仪、B型超声诊断

仪等先进设备。能进行心脏瓣膜置换、断肢再植、脑瘤切除等大型高

难度手术和疑难杂症的诊治。

体育事业迈出新的步伐。区内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技术水

平不断提高，体育人才不断涌现，体育设施多且分布合理。1985年，

辖区内有体育馆1座、游泳池3座、篮球场538个(灯光篮球场25

个)，运动场31个，旱冰场4个，小运动场25个，排球场42个，练习

房5座。这些设施不仅为区内人民群众文体活动创造了条件，还可以

作为全国单项比赛及省级综合性运动会的比赛场地和训练基地。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职工人均年收入由解放前250

余元增至1127元(属全国先进水平)。市民住房面积和宅居设施大大

改观。人民生活消费由解放初的低消费进入中消费，少部分已进入高

消费水平，粮食以白面、大米为主，副食多有肉、蛋、鸡、鱼等。衣着花

色繁多，款式新颖，四季服饰俱全。家俱全备，一般家庭已拥有电风

扇、洗衣机、录音机、电视机、电冰箱等中、高档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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