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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庄村志》 在乡党委、 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下 ， 在

村党支部、 村委领导的亲自指导主持下 邀请了几位德高望重的老教

师组成了编写组。 <<姚庄村志>> (以下简称 《村志>> )通过广泛搜集

资料 ， 走访村民特别是村中老人 ， 采集了大量的口述材料。像本村各

姓氏的来源、 家谱、 传说等资料都是通过走访村中老人而获得的，真

实而可信。本书中有关数据都是经有关人员核实过的，属于第一手真

实资料。

本书主要记述了姚庄村从一个贫穷落后的普通农村，经几代人的

艰苦努力 ，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 迅速发展成为繁荣的都市村庄的发



姚庄村党支部书记石彦生办公照

展轨迹。在解放前及解放初 ， 我村基本上是一个文盲村 ， 后来通过

发展教育 ， 培养了一批文化人才 ， 人才的培养为我村的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 。 纵观姚庄村的发展史，其实就是我国发展强大的一个缩

影，没有祖国的繁荣强大 ， 就没有我村的发展变化。 解放后，我村

之所以发展较快 ， 除了村民自强不息、 勤劳肯干，勇于吃苦外， 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村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和-些踏实肯干

的村干部 一直比较稳定。

《村志》 以翔实的资料 记述了本村地情地貌、 村情村民、 经

济文化、 村民精神风貌等方面的发展变化。 姚庄村历史悠久 ， 由大

姚庄和小姚庄两个自然村组成 共有 1400 多口人。 姚姓先人创立此

村 ， 姚庄村由此而得名 。 传说中的孔大畔富有传奇色彩而又真实可

信，本村庙会在周围几个村是最古老的庙会之一。 长期以来 ， 本村

的先人们在这块贫瘤的土地上辛勤劳作 ， 繁衍生息 ， 过着苦难的日

子。 1 949 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我村开始大力发展经济 ， 通

过平整土地、 发展水利， 提高了粮食产量 ， 使我村解决了温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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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我村通过经济转型，发展经济作物一草莓和桃树，

才使得我村经济发展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村志》 从衣、食、住、

行等方面的变化，从侧面记述了村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村志》全面记述了姚庄村在自然环境、人口、人民生活、 农业、

商贸、企业、文化教育、人物等方面的历史进程，着重记载了改革

开放以来姚庄村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丰硕成

果。姚庄村的发展史 是给后人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盛世修志，读史励志。作为一生于斯、 长于斯的姚庄人，我真

姚庄村村长曹保军办公照

心希望关心姚庄村、支持姚庄村的仁人志士，通过 《姚庄村志》 进

一步认识和了解姚庄村，我们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建设姚庄村更

加美好的未来。

豆~忠
2016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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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一章

位置境域

第一节姚庄村概况

姚庄村是一个行政村，由 2 个自然村组成，辖 3 个村民组。在

历史上是以种植业为主的贫穷村庄，新中国成立前，村里大部分耕

地缺水少肥，基本上是靠天收成，旱涝不均，风调雨顺时收成会好

一点儿。耕地在村庄西面，且大部分为沙丘，洋槐林遍地，郑尉路

从村内穿过。村民们终年靠种地为生，经济十分落后。

新中国成立后，姚庄村经平整土地、兴修水利，种田条件有所

改善。 20 世纪 60 、 70 年代工业用沙拉完了几个大沙岗， 1972 年公

社书记杜全木动员了全公社的劳动力平整八里岗，开发出了大片耕

地，种上了庄稼j 栽上了果树，又发展了经济作物，使村中经济有

了很大发展。改革开放以后， 90 年代，陈明忠任乡党委书记、高建

中任乡长期间，郑尉路改道拓宽移至村西边，路面宽 40 米，进一

步加快了姚庄村的经济发展。

进入 21 世纪以后，外来流动人口的增加为我村的经济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村民收入增加，房子越盖越高，基础设施建设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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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加快和完善，村庄道路全部硬化，装了照明灯，改造自来水管道，

修通了下水管道，村民家家都是水冲式厕所，卫生条件得到了极大

改善，学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E生、邮电通讯、治安等全部纳

入城市化管理，姚庄村成了名副其实的都市村庄 。

第二节村名来历

据传，大概是在明朝初期，由于长年战乱，中原地区地广人稀，

朝廷往中原大量移民， 一位姓姚的先人从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取

名姚庄。从前，姚姓有人为官，建有姚家大院，并建有水牢，可见

势力之大。后来姚家获罪，被官府满门抄斩，只有一小孩侥幸逃脱，

逃到今南曹乡野曹村，投奔他姥姥家，据传他姥姥家姓赵，自此这

个小孩便在野曹村定居下来，至今野曹村还有姚姓二族，现在姚庄

村的各姓均是后来迁居此地的 。

第节 地理位置

姚庄村属

郑州市管城回

族区南曹乡的

一个行政村，

位于南环与

南四环中间 ，

在郑州市东南

角，郑尉路东

侧，郑尉路与

鼎瑞街交汇处， 姚庄村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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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辖 2 个自然村一一大姚庄和小姚庄 。 全村共 1400 多口人，东南与

郎庄村为邻，东北与毛庄村为邻，北与西杨村为邻，西接十八里河

镇大王庄与吴河村，南与郎庄村河西为邻，距南曹乡政府约 3 公里，

属城乡结合部。 2015 年 5 月响应郑州市政府合村并城号召，启动村

庄改造工程，开始拆迁。

第四节地质土壤、河流

村庄所属土地由黄河冲积而成，村西、村西北几乎全部为黄沙

土岗，由我村到尚庄村全部是沙岗，故名八里岗 。 村周围是水浇地，

土质较好，是主要的粮食作物种植地，多用来种植小麦和玉米。 解

放前种植条件较差，基本是靠天收成。 村东小河属自然形成，名为

十七里河，村庄依河而建，古时村民生活用水全部依靠此河道。

姚庄村东的河流

第五节气候

姚庄村地处中原腹地，属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

温差较大。 春旱多风，有"春雨贵如油"之说，冷暖无常;夏季多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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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热同期:秋季晴爽，日照充足:冬季干燥，多风少雪 。 年平均气

温在 14. 2 摄氏度左右 。

第六节姚庄村的传说

姚庄村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据本村老年人讲，从前姚庄村有

一姓孔的人家(在现今的姚庄村东北角居住) ，有个名叫孔大畔的人，

据传此人力大无穷，有一次孔大件挑着两个大缸去买煤，卖家不相

信他能把两大缸煤挑回家，就打赌说如果你能把这两大缸煤挑回去，

我就不收钱了，卖煤的就跟着孔大畔看他能否把煤挑回去，结果走

到半道有家唱戏的，孔大件说看完戏再走吧，他就一直挑着两缸煤

在那看戏，直到看完戏，缸一直没放下，卖煤的看得心服口服，这

才相信此人真乃力大无穷，没收孔大畔的煤钱就走了 。

说到孔大畔的死因，有一种说法，从前姚庄村东头有一小河沟

横穿道路，经常有来往的车辆陷进去，有一次，有辆马车陷在里面

动不了，车主去请孔大畔帮忙推车，孔大件二话没说就钻到车下边，

硬是把马车顶了出来，马车出来之后孔大畔由于用力过度，当场吐

了一大滩血，回家后不久便去世了 。



芳二章

姓氏来源

姚庄村姓氏共有十姓，分别是:王、石、李、闰、曹、刘、司、

蒋、弓、杨。从姚庄迁出的姓氏有海(回族)、张、姚。

第一节 "闰"姓来源

村民一组的闰姓和二组的闰姓都是从郑州市二七区的齐礼闰乡

迁居而来，大概是在清朝晚期迁到姚庄。据闰氏家谱记载，闰姓是

从六十五世迁到此地，到现在己发展了八代(七十二世) ，至今仍

和齐礼闰是一个家谱，辈分不乱，现有 90 人左右。

闰家家谱为:

朝中圣作振尔宗

隆基万载显崇荣

善信美大天德全

禄位名寿可永兴

国风奋进建业宏

民正和举勤聚琼

强茂高科j自L誉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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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家注重家教，留有祖训 。

祖训的大概意思是:为人要孝敬父母，尊老爱幼，不嫌贫爱富 ，

行善积德，好好念书，礼貌待人，勤俭持家，不赌博，不酬酒，不

嫖娼等。

(闰建召提供)

第二节 "弓"姓来源

据弓狗旺老人讲，弓家是从弓马庄而来，来到我村有二百多年，

他们和北郊弓寨是一个家谱，至今他们和弓寨弓姓辈分不乱，他们

来到姚庄村时，孔家己无人，弓家就住在孔家的院子，他说他家和

曹家住的都是以前孔家住的院子 。 弓姓现有 30 多口人。

第三节

姚庄村司姓共两家，司羊顺家是从新郑市的大司而来。 司石头

家是从河北迁到此地，时间大约有二百来年 。 司姓现有大约 33 口人。

(司羊}I顷提供)

第四节 "蒋"姓来源

村民一组蒋姓，据蒋百英讲，他们家是从北十里铺迁来，村民

二组蒋书堂一家和蒋启明一家从何地迁居于此无从考证。 蒋姓现有

68 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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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李"姓来源、

姚庄村李姓 270 人左右，共有两个家族，大姚庄李姓和小姚庄

李姓。

小姚庄李姓来源，小姚庄李姓祖上是上李河人，后迁居侯寨乡

田洞村，自李氏十二世迁居南曹乡小姚庄村，到现在己发展到十九

世，至今己有二百多年，共有一百八十多口人。小姚庄李姓和现在

的佛岗村、烟桐村、李沟村、站马屯村、田桐村等是一个家谱。

李家家谱:

善开成文学业广

恒存公心万世昌

旭和灿昭盈仁德

韬略家用宇环扬

(李春才提供)

大姚庄李姓来源。大姚庄李家大约是清朝晚期从郑州市东大街

来到姚庄。 在这里购置了土地，从此李家便在此安家落户，定居下来。

第六节 "王"姓来源、

姚庄村王姓最多，有 570 多人，但不同属一枝，论其祖上都是

洪武年间从山西省洪洞县而来。 由于长期战乱，中原人烟稀少，朱

元璋便从山西往中原移民，据传移民都是在洪洞县大槐树下集合点

名，由于人多，便用绳子串起来以防逃跑，在路上如果有人要方便，

就喊解于，意思是把手解开我要方便，到现在这一带人上厕所仍说

是"解手" 。

王姓留有家谱，并且和十八里河的大王庄村，圃田乡的河沟王

村是一个家谱。

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