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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鹤山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序

序

《鹤壁市鹤山区志》的编修始于1986年4月，在省、市有关领导的亲

切关怀和省、市史志专家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修志工作者的辛勤工作，已

付梓问世，这是鹤山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古修志之举，为

历代所重。1961年鹤山置区以来，物换星移，历经沧桑，勤劳勇敢、朴

实善良的鹤山人民创造和改造了自然，推动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鹤山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在改

革开放大潮的强力推动下，各条战线、各项事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鹤山

区这片曾培育了千万优秀儿女的土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盛世修志，以志

为鉴，所以，编史修志实有继承历史、服务当代、有益后世之功能，是十

分必要的。

鹤山区历史悠久，山川秀丽，资源丰富，地灵人杰。《鹤壁市鹤山区

志》的编纂，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本着纵贯

历史、横陈社会的原则，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比较客

观、全面地记述了鹤山区设区以来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城市建

设、环境保护、交通运输、人文地理、名胜古迹、邮电、文化、教育等领

域的发展变化轨迹，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鹤山人民“团结奋进，务实创新，

负重拼搏，争创一流”的雄心壮志和丰功伟绩。该书内容丰富，门类齐

全，体例完备，文风端正，笔畅流利，不愧为新时期进行现代化建设、振

兴鹤山经济的“资料库”和“信息库”，为当代乃至后世的领导者提供了

决策依据，为各条战线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为

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件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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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鹤壁市鹤山区志

古代风范的事迹已为前人载入史册，当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的丰功伟绩更应青史永垂。编纂《鹤壁市鹤山区志》是一项具有深远意

义的文化系统建设工程，既记各方面开创的业绩，又记所出现的失误，更

着力反映改革，体现规律，力图使一区之情之容之绩，展卷可得，为人们

了解、掌握具有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的区情提供全面系统的翔实资料。

鹤山区委、区政府乘改革之盛世，及时将编史修志跃登日程，组建机

构，选配人才，征集资料，谋篇构筑。《鹤山市鹤山区志》编纂成书，是

区委、区政府、市、区有关领导高度重视的成果，是全区各单位、各部门

及各有关专家、学者、热心人士通力合作的结果，编选者牢记区委、区政

府的重托、访迹寻源，呕心笔耕、数易其稿，终成其志。

《鹤壁市鹤山区志》为辖区有史以来第一部方志，她是集体智慧的结

晶，是我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硕果。这部恪遵辨证唯物主义观点，

以翔实的资料、科学的体例、朴实的文风、纵述古今、横陈门类，全面、

系统而真实地记载史实，树建设之丰碑，赞社会之新风，鉴往昔之兴衰，

奋开拓之精神的地方性文献，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对振兴鹤山，再展鹤

山新宏图，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值此志书问世之际，谨向为《鹤壁

市鹤山区志》编纂、审定、审评、出版和关心提供帮助做出贡献的单位、

部门和人士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中共鹤山区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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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实事求是、详近略远为原则。

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相统一，继承历史，有益后

世，服务当代。

二、本志上限始于建区初期(1961年12月)，下限止于1987

年12月。大事记及部分章节根据具体情况适当上溯，照片不受

此限。增记主要记载1988年至1998年12月期间鹤山区大事记

略、政府工作报告、经济发展概况、主要领导人更迭。

三、本志采用篇章结构体，篇下设章、节等层次。全志共

11篇47章。概述、大事记居志书之首。

四、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述记、传、图、表、录诸体兼收并

用，互为补充。

五、本志行文使用白话语体文和规范的简化汉字，数字用

法、计量单位采用国家有关规定的统一标准。

六、本志人物设有人物传略、人物简介及人物名表，所收录

人物均为在鹤山辖区内有一定贡献或影响较大的正面人物。

七、本志以区属事项为主体，同时概括记述辖区非区管行政

事业、企业单位等各类事物，反映鹤山全貌，构成一方之志。

八、本志对建区以来的政治运动，不设专章记叙。散见于大

事记和有关章节中。

九、关于鹤壁解放的表述，均指1947年4月5日中国人民

解放军攻克鹤壁再告解放之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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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鹤山区是1961年12月18日由市委、市人委根据省人民政府指示精

神批准设置的。它位于太行山东麓，市区的北半部，为鹤壁市的三个市辖

区之一。辖区内城乡交错，有中山、鹤壁集、九矿广场三个繁华地段，全

区总面积为4平方公里。地处丘陵、北高南低，最高点为中山，海拔

281．2米；最低点为鹤壁市陶瓷厂，海拔182．7米。平均海拔205．35米。

区内有汤河、菱河经流而过，蜿蜒东去，先后汇流注入卫河。

1965年、1968年先后两次将区属的23个农村生产大队移交给红卫人

民公社管理。1987年底，全区有中山路、中山北路、新华街、鹤山街、

九矿广场5个街道办事处，39个居民委员会，61682人。原区政府设在鹤

山街南侧20号，距市区7公里。

世代相传。古有双鹤栖于南山之峭壁，其山日鹤山”，鹤山区由此而

命名。它是在鹤壁集古镇的基础上，于1957年后，随着矿区建设而新兴

的城区。鹤壁集历史悠久，有史以来，此地的工业和文化都较为发达，至

今尚存的有汉代木炭炼铁遗址，宋代手工业采煤遗址，唐、宋、元时代陶

瓷遗址(已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还有古建筑柏灵桥、九孔桥、天主

教堂等文化遗址。明正德年问白莲教首领刘六率众起义，与明将周尔敬等

曾大战于鹤壁。民国年间，鹤壁一带的九花煤矿、兴纪煤矿、小西天煤矿

的职工曾举行罢工，要求资本家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1945年7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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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鹤壁矿区办事处驻鹤壁。1957年3月26日国务院批准设置鹤壁市，

市委、市人委暂驻鹤壁集，后迁至中山路西侧后又迁至大胡(市区)。市

委、市人委组织广大群众进行了大规模的煤矿建设和其它工业建设。建区

后，鹤山区的主要工作是着力于发展区街工业，服务于煤炭生产，昔日贫

困、落后、残破、荒凉、古老的鹤壁镇一跃成为一座新兴的煤炭工业城

区，各项社会事业都有了长足发展。

鹤山区的前身为鹤山煤矿人民公社，该公社是由原中山煤矿人民公

社、陈家庄煤矿人民公社和吕寨煤矿人民公社于1960年5月1日合并成

立的。1961年12月18日，市委、市人委根据城市人口、工商、文教、卫

生等事业的发展需要，决定将原鹤山煤矿人民公社划分为鹤山区和陈家庄

人民公社。鹤山区成立至今，组织机构名称几经变化：由开始的鹤山区公

所，经过1963年6月召开鹤山区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改称为鹤山区人民

委员会，1967年“造反派”夺权改为“工农区”，1968年4月改为鹤山区

革命委员会，‘1980年5月6日至9日召开鹤山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称鹤山区人民政府至今。

四

建区26年来，鹤山区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

就。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给鹤山

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全区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对外开放，对内搞活，鹤山区的面貌有了新的变化。1985年1月，区

委、区政府全面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变过去党政

企不分为厂长(经理)负责制；变行政手段集中统一领导为以经济手段为

主的责权利挂钩的经济责任制，改变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

锅饭的状况，充分调动了企业、班组、职工个人的积极性，生产经营和经

济效益均有明显提高。1987年全区实际完成工业总产值717．17万元，较

1979年提高539％；安排劳动就业人员186人，较1981年提高295％o有

煤炭、机械、化工、橡胶、食品、建材、针织、服装、机电、白铁、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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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维修、噪音控制设备、粮食加工等门类，其中噪音控制设备HBC一1

型隔声间产品荣获鹤壁市科技二等奖，噪声综合治理设备产品荣获石家庄

市科技二等奖。

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指引下，商业战线积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

济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商业职工的积极性，从而搞活了流通，提高了经济

效益，1987年完成商业经营额90万元，较1979年提高248％。

辖区内有鹤壁火车北站与京广线汤阴站衔接，向北、向南、向西贯通

辖区内5个国有大型煤矿，并向南延伸；陆路交通方便，有公路东至汤

阴、西至林县、北至安阳、南至郑州。主干街道，纵横贯穿。

1971年至1985年，先后对中山路、新华街、鹤壁集新市场、柏灵桥

街、鹤山街街道进行了整修，拓宽了路面。1985年对新市场、鹤山街、

柏灵桥街沿街的商业门面进行了统一规划和治理，整建了中山和柏灵桥农

贸市场，在鹤山街首次植上法国梧桐，路面宽畅、整洁，市容较以往有了

较大改观。一些繁华地段成为商业群体，辖区商业进入兴旺发达的新阶

段。
·。

五

随着城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及横向联系的加强，一个繁荣群众

文化的新载体一一社会区域文化在全区兴起。在区委、区政府的组织下，

全区共建成文化馆、站3个，全日对外开放。综合利用社会各方面的设

施、人才，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区域群众文体活动，有文艺

创作、书法展览、美术摄影展览、迎春歌曲音乐欣赏晚会、体育运动会、

元霄节灯展晚会、民间抬歌、背歌、早船、高跷等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

动，丰富了全区人民的文化生活，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卫生事业得到较快发展。50年代初，鹤山地区只有5个卫生所，以

中医、中药为主，医务人员较少。至1987年底由区属卫生所发展为人民

医院一所，妇幼保健站、卫生防疫站各一所，还有5个非区属医疗单位、

个体医疗诊所驻在辖区，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卫生医疗保健网络。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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