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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1

序 言

正值马村区建区36周年的佳期，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焦作市

马村区志》应运而生。我们将她捧给党和人民，权且作为微薄的礼品

和奉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举国上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出现

了前所未有的盛世之治；在当今大治之年，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以

鉴往知今，继承传统，资政存史，教育后代，乃是四个现代化建设和两

个文明建设所急需。

《马村区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新观点、新材料、新

方法、科学性、现代性”为指导思想；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存真求实，

宏观记述，力求突出志书特点和本区特点，全书分为8编，43章々90

节，另有概述和附录。全书近30万言，同时附有彩色、黑白照片及图

表多幅，力求图文并茂，真实形象地再现马村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不断前进的轨迹。

《马村区志》在总体设计上，以概述和大事记及历史沿革为主线

把马村区建区以来的演变情况和各个发展时期的历史断面勾画出

一来，脉络分明轮廓清晰；把马村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情

况，横分各个编、章、节、目，条分缕析地纪其本末，有机地将其熔铸一

体，是一部向全区人民进行“热爱马村，振兴马村”教育的乡土教材。

《马村区志》的编纂成书，承蒙兄弟单位，市志编委和修志专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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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帮助，以及广大干部、职工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部分资料的残缺，加之我们水平有
’

限，经验不足，纰漏难免，恳望斧正。 ，

马村区区长 韩世江

199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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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1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尊重事实，秉笔直书。旨在反映全

区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演变情况，特别重在反

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经济的发展，用以“资政’’、

“存史"与“教化”。

二、本志历史沿革追溯到1913年，其它各社会领域取材均从

1956年建区前后起，下限截止1990年底，重点记述马村区34个春

秋的历史。

三、本志除概述、附录而外，分为大事记、地理、城建、政治、经济、

教科文卫体、社会、人物等八编。以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分门

别类，横排竖写。 ·

四、本志收录人物分别载入“简介"、“表”、“录’’，对于健在人物遵

循“生不立传”原则，不予传述。

五、本志历史纪年，采用公元纪年夹注旧朝代纪年方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通用公元纪年。
’

六、本志所记录的单位名称和用语，初次出现时用全称，重复再

现时贝0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马村区委员会．”简写为“区委’’、“中国

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简写为“十一届三中全会"。

七、本志所用“现有”、“现状"等字句，系指1990年底的实际情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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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历年”、“历来”等系指建区以来可以查证落实的情况；不详或无

资料依据的年度，志中从略d

八、本志书中所用现代简缩词语，如“四清”、“三胞’’“三忠于"、

“六配套"等，需加详细解释者，一般皆在首次出现时，予以夹注，重复

再现时，则不再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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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马村区是焦作市四城区之一，位于焦作市东部，地处太行山南部

的冲积、洪积缓倾斜处，系丘陵向平原过渡地带，北依太行山麓，南临

焦(作)新(乡)铁路，西与焦作市山阳区百间房乡的巡返、上马村、中

马村、-李贵作接界j东和修武县五里源乡的马坊村、西板桥、小泊村相

望。区人民政府驻地——马村工人村，西距市中心约8公里，东距新

乡50公里，东南距省会郑州130公里；地理座标北纬35。167，东经

113。17．87。全区共辖4个办事处，33个居委会及2乡1镇63个行政

村，总人口120234人，全区面积121．93平方公里。

区辖范围内，公路、铁路兼而有之，绾毂东西，呼应南北，交通便

利，气候温和，四季分明，资源丰富，尤以煤炭驰名。

这块土地自古以来乃兵家征战之地。远在商朝末年，人们于此

“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周武王在这里演马弯弓，向纣王发起最后的攻

击；现九里山乡陨城寨为周成王封给功臣苏忿生的十二邑之一。自公

元前十一世纪到宋代的二千余年间，隋城寨繁荣不衰；安阳城又系春

秋时代晋之南阳邑，晋崩分为韩、赵、魏三国后，又属魏。该地区是西

扼秦、韩，北抵燕、赵的战略要地。自古这里煤窑星罗棋布，迨及现代，

1913年英商福公司在李河购矿地开挖73号井，当地人民针锋相对，

开凿矿井，于是民间煤窑大盛。1915年中原公司开凿了李河煤矿，利

用道清铁路将煤炭运往天津出口，李河形成一个两万人口的小型开

放城镇，逐渐孕育了马村地区工矿企业的胚胎。其后，中原公司迁移

抗日后方，这一地区日趋荒凉，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4年小

马村斜井投产，1955年中马村竖井施工之后，才开始热闹起来，渐次

O



有了区政府所在地——马村工人村的雏型。接着韩王矿、冯营矿、演

马矿及九里山矿相继投产，促成了马村区的兴旺发达。

70年代后期，区政府采取上级拨款与群众集资相结合的办法，

统一规划，多方筹措，建成了下水道，铺修了柏油路面，增建了平房、

楼房，马村工人村初具了城镇的轮廓。

1983年以来，城市建设和管理得到了进一步加强，铺修人行道，

硬化路面，修过路小桥，安装拉杆路灯，植树种花建立花坛。如今，文

明路、商业路等主要大街，道路宽阔，平坦笔直，屋舍楼宇，鳞次栉比。

人口集中的居民区，更是街巷严整，群楼屹峙。马村工人村正在逐步

展现出一个卫星城镇文明、整洁的姿容。

马村区经济的发展起始于50年代，即小马村斜井和中马村矿竖

井动工兴建。此后，随着本地区煤炭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其他工业诸

如冶金、轻工、机械等以及商业、服务业的崛起。

建区初期，区属工业基础薄弱，产品单一，产值低下。中国共产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有了新的发展，企业共有职工331人，产

品14种，计划年产值140万元，实际完成141万元。

1985年又开办第一煤矿、煤机配件厂和工业供销公司，各单位

依靠经济信息和市场信息，积极开发、扩大新产品，有了自行车把、鞋

带、水泥预制品以及糕点食品、香槟饮料、元钉、服装、手套、燃料、建

材、涂料、油漆、皮鞋、消防器材、玻璃纤维、晴纶衫、石墨片等产品。全

区企业职工数达到849人，年产值计划完成350万元，实际完成414

万元，比1984年增长31．4％，利润完成20万元。

马村区的商业、服务业在建区初只有一个百货商店、三个供销

社、一个营业食堂，分别隶属焦作市各商业系统领导。1964年，商业、

服务业有了较大发展，共设网点44个，其中有百货、纺织、五金、食

品、蔬菜、理发、照相、食堂等门市部。此外有了粮站、银行、储蓄所及

一些加工厂，拥有职工392人。但到1965年以后，商业、服务业又收

归市商业局及供销系统领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区办事处、街道、个人，兴起大办第三产

业热潮，网点迅速增加。1979年仅有30个，从业人数100人，1982年

发展到105个，1985年发展到286个，从业人数猛增至600人。区政

府下达销售任务220万元，年终实际完成了261万元，获利润12万

元。

马村区辖范围有9所中学，即焦作六中、焦作七中、焦作九中、中

马村矿中、小马村矿中、演马矿中、冯营矿中、九里山矿职工子弟学

校、耐火材料厂职工子弟学校等。有9所小学，即中马村矿、小马村

矿、演马矿、冯营矿、九里山矿等矿务局系统5所小学及马村工人村、

九里山工人村、田门工人村、百间房等区属4所小学。区属4所小学，

教职员工106人，学生2000余名。教育事业坚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在体制改革的同时，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为“四化”培养合

格人才。1984年获中南五省小学三年级数学竞赛一等奖。各校均开

展了创建文明学校活动，校貌校风日渐改观。

，马村区现有影剧院1个、文化馆1个，并建立了6个文化站、4

个文化室，经常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全区人民的文化生活。文艺

创作建区初基本空白，1976年以后，文艺新人和文艺作品不断涌现。

1985年底，建立了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备组，成立了文学、书法、美

术工作者协会。1987年马村区文联成立，1990年拥有省市文学艺术

家30名，为繁荣和发展马村地区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奠定了

组织基础。

在实行计划生育方面，马村区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1985年

计划生育率达100％。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6．80／00，被评为全国先

进单位，受到国务院奖励。

建区后医疗卫生事业逐渐发展起来，除了区人民医院、矿务局医

院二分院两所医院外，还有各厂矿卫生所十多个，有防疫站、妇幼保

健站各一所。

1988年10月12日，焦作市实行城区区划调整，安阳城乡、九里



山乡和待王镇划归马村区管辖。实行区带乡新体制后，城乡一体化，

消除城乡分割，增强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互相促进，互相渗透，双

向服务，双向交流和科学、文化、经济、贸易往来，强化了城区功能，形

成了城乡整体优势，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都有很大发展。1990

年全区完成工业总产值10900万元，比1989年增长31：4％；拥有

200多项工业产品，其中22项为新产品，80多项为畅销产品，1个获

省优，1个通过部级鉴定；磨料磨具厂的产品荣获《出口免检许可

，证》；煤炭安全生产成绩名列4区7县(市)第一名。1990年由于深化

农村改革，强化村级服务，坚持科技兴农，增加投入，农业喜获丰收，

粮食创历史新水平，总产值完成2471万元，比1989年增长25．2％；

总产量达到3423万公斤，比1989年增长7．4％。绿化荒山1850亩，

消灭大网格8个。肉类、禽蛋产量分别达到133．1万公斤和70．5万

公斤，分别比1989年增长56．4％和0．7％，1990年城区面貌有了新

改观，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021．7万元，新建了北山派出所、区机关大

楼、农贸市场等19个基建项目，开发商品住宅6300平方米，完成公

共建筑8750平方米。市政建设方面，开通自动电话180门；整修乡村

道路40条，计140．12公里；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关停了6家小造

纸企业，征收排污费11万元；在土地管理方面，严格了审批手续，节

约用地31．45亩，复垦废弃土地75亩。1990年财贸工作有了新的变

化，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完成2193．5万元，比1989年增长35．4％；外

贸创汇有了新突破，出口瘦肉型生猪840头，创汇35万元。科技教育

有了新的发展。塑料彩色凹印生产线509——1209双面胶版纸产品

被列入焦作市年度科技发展计划。教育方面因区划调整，全区由3所

小学增加到59所中、小学，其中高中2所，初中8所，小学49所；教

职工已达930人，其中专职教师665人，比1989年增长了9倍。集资

349．86万元，全区中、小学100％实现了“六配套"(即教室、桌凳、厕

所、围墙、大门、操场六配套)。计划生育工作纳入了经常化、法制化的

轨道，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3．24‰，居全市第一。1990年全区人



民生活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城镇职工年人均工资达到1484元，比

1989年提高6．2％，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615元，比1989年提高

26．8％；城乡居民人均储蓄达770元，比1989年增加155元。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展，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马村区

12万人民在中共马村区委的领导下，正以“团结、奋进、求实、创新’’

的精神，为实现“建设马村、振兴马村”的战略目标更加勤奋地工作和

战斗。可以预期：一个日趋繁荣的社会主义新城区，将屹立于焦作市

中心城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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