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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强调，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

兴盛为支撑的。文化是城市的根，是城市的魂，是城市发展的

动力和源泉。 二七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汉代邓通寨、

明代周悼王陵、清代民居"天井院

址等众多珍贵的历史遗迹是一个个历史的缩影， 是地区历史的

重要组成部分，向世人昭示着人类文明的轨迹; 二七纪念塔、

二七纪念堂等是郑州市地标建筑，彰显了二七浓郁的红色文

化; 二七广场、百年老街德化街是中国现代商业发展史上的里

程碑， 蕴含着浓厚的商业底蕴。许多村庄历史久远，创造了内

涵丰富的历史文明，虽然历经灾荒、战乱，几度兴衰，但始终

顽强地延续至今，见证着历史的变迁，给我们留下了包容万

物、勇于探索、顽强不屈的精神财富。

当前，我们正处于抢抓机遇、 奠定基础、确立地位、走在

前列的关键时期。 围绕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区

委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以"创优势、 增实力、补短板、

能抓住"为出发点，提出了" 13688" 的总体思路，确立了加

快老城区、新城区、田园区"三区融合"打造品质二七、田

园二七、温暖二七"三个二七"在全市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 实现全域城镇化、 基本实现现代化"三个率先"建设

现代化国际化复合型城区的奋斗目标。工作推进中，我们围绕



让群众的生活更美好，统筹推进围合区域内48个村庄的拆迁改

造 ， 全力建设4个田园小镇 ， 进一步改善居住环境、 优化生态

环境、 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 未来 ， 全区村庄"美丽

蝶变" 一幅幅爽心悦目的美景扑面而来: 一排排外观漂亮、

设计新颖的住宅错落有致， 绿色的行道树和草坪点缀其中 ; 交

通路网四通八达 ， 生态廊道色彩斑斓 ， 学校、 医院、 三级三类

便民服务中心等设施日趋完善 ， 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加舒心、 更

加幸福 。

文化遗产的创造、 发展和传承是一个历史过程。 我们在加

快新型城镇化的同时 ， 更要注重文化的传承、 保护 。 编史修志

就是要把二七区悠久厚重的历史 ， 繁华辉煌的今天 ， 可圈可

点的人物、事件、 传说 ， 较为详实地记录下来， 把历史文化、

风土人情很好地保存下来 ， 让二七"留得住历史 、 记得住乡

愁"为二七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 促进全区更加坚定文化 自

信 ， 营造富有生命力的优 良的文化氛围，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弘扬好、 培育好、 践行好，把历史文化保护好、 传承好、 发扬

好 ， 在全区形成共同的理想追求、 精神支柱和思想道德基础 ，

激励全区上下不断开拓进取，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为全市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增光添彩。

特二七即记 彻?
二0一七年一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 
- … ..... 

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置于案头的时候，我相信无论是走出

二七远离故土的游子，还是天天坚守着这片古老热土的父老乡

亲，都会为之心潮澎湃。悉心研读，见微知著，不仅可以从中

感受人情世事沧桑，感知二七村落的变迁历史，感悟现实生活

启示。 还可以从二七区每一个村庄的发展轨迹中看到一个地区

向前跨越的矫健步伐，听到一个时代进步的厚重足音。<<二七

村史》既是留给每位子孙后代的一份珍贵史料，也是献给每位

想认识二七、了解二七的朋友一份特殊礼物。

二七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百姓

勤劳，民风淳朴。这里有将中华文明探源向前推进了3万一5万

年的老奶奶庙旧石器时代遗址;这里有将中国瓷器烧造史提

前了 1000多年的商代青袖瓷尊;这里丘陵沟整、地形独特、天

赋异禀 ， 10万亩生态涵养林郁郁葱葱， 30里樱桃沟、万亩葡萄

园瓜果飘香， 6000亩龙西湖水面碧波荡漾;这里的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 一辈一笑，都记载着淡淡的乡愁，述说着二七的故

事，流淌着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孕育了二七人胸怀家国的担当、开放

包容的性格、勤劳善良的品质和敢打善拼的魄力;在建设发展

进程中， 二七人在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积淀下厚重的

历史和多彩的文化，凝聚着二七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



弥新的精神财富，是二七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精神家

园的重要支撑，也是-个区域、 一个村落的魅力所在 。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加速推进，

二七所有村落都将完成新一轮的改造提升，目前已有48个村庄

实施了拆迁改造， 12个村庄正在实施保护提升和田园小镇建

设，全区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环境、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的

改善，但是一些自然风貌、建筑形态、民俗风情也在逐渐消

逝。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二七村史》是二七区有史以来第

一部用文字记述的形式描述各村落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料著述，

融思想性、资料性、知识性于一体，还原了二七区村落的历史

风貌，揭示了生命延续、荣枯变迁的历史规律，让二七故事古

韵长存、永续利用，使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给

后人。

《二七村史》编成之际，编委会嘱我写序，深感荣幸，爱

书数语，以为序言，以待来者。

二七…府区长 和ι
二O一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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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市西南角有一处三面环水，沟整纵横，波光邦邦，

植被茂密 ， 清幽怡人的半岛，那就是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委河

村 。

委河村位于贾鲁河畔 ， 尖岗水库西北岸。这里树绿水秀 ，

湖泊环抱，并且有形态多样的岸滩、 半岛 、 港湾。是一个离城

市很近，离尘嚣很远的村落。这里有青幽的土地、 纯净的泉

水，四季飘香的果园，翩翩而飞的彩蝶， 一排排楼房整齐地耸

立在村庄，条条宽阔的水泥路横穿大街小巷 : 宽敞平坦的柏油

马路竖铺村东、 西两旁，村口、村中的花园里 ， 常看到蜜蜂、

蝴蝶飞舞，沿河环村路上到处都是扑鼻的花草清香 ， 桂花、 兰

花 、 月季花、油菜花……这就是委河村的景象。

2015年5月，这个美丽的村庄接上级政府通知 : 因合村并

城棚户改造建设 ， 要进行拆迁。为让委河人及子孙后代了解先

人铭记历史，怀念委河美景 ， 学习并发扬先人的奋斗精神，为

祖国经济建设，为圆中国梦更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和力豆，

特写委河史记。

中共二七区马寨镇委河村党支部、村委会

二0一七年三月



凡例

一、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

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讲

话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

是，客观系统地记述姿河村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建设之历史特色。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和

系统性、连贯性、完整性的融合，突出地方特色、时代特色。

一 、本书以新观点、新资料、新体例和新的编篡方法编篡

出符合规范的史书，使之起到承上启下，激励今人，启迪后

代，能"存史、资治、教化"和信息交流之作用 。

三、本书为类问村的第一本史书，时间上限为宋朝时期，

下限至2016年底，使委河村的整个事物达到完整性、连贯性。

四、按照"以类系事，事以类从"的原则，本书采用章、

节、目结构。

五、体裁以记、表、图形式，篇目领属层次及章、节均从

实际出发。图片、照片在志首集中排列，文中亦适当插图，和

文字相互映衬，力求达到图文并茂，图以彰文 。

六、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以事系人入书，入传者为籍属本

村人士为主， 主要是在本村影响较大的人物。

七、历史纪年方面，清朝以前用朝代帝号，中华民国时期



用民国纪年，均在标号内加注公元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采用公元纪年。

八、称谓冠姓名前，以一律使用第三人称，或者直呼其

名 。

九、所用数据，均为上级统计部门资料，部分采用本村有

关部门的数字。

十、计量单位用法，以2016年1月 13 日经国务院第119次常

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的法定计量单

位为准 。

十一、本书采用现代语体文进行记述，使用国家规范的简

化汉字。

十二 、 本书资料主要来自委河村档案资料，以及辖区居民

的口碑资料，另有来自郑州一带的志书等。 一般不再注明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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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柑庄起源

第一节村名由来

委河村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西南部，距郑州市中心10公里左右。

属于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位于马寨镇的东南部，贾鲁河穿村而

过。 028公路从村北经过，距郑州南四环一公里。 村落东北部为尖

2015年的委河村水域

委
河
柑
白
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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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洒
柑
奥

岗水库库区，村庄为三面环水的半岛 。

委河村的由来与明朝从山西移民有关。 元朝末年，因战乱、水

旱、煌灾、瘟疫接连不断。 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

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 ( ~元史 . )1顶帝

本纪 ~ ) 。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

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 ( ~ 明太祖实录 》 卷

一百四十八) 。 山西因较为偏僻，社会安定，人丁兴盛。 洪武十四

年( 1381) ，河南人口为189.1万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403.04万。

洪武三年( 1370) ，郑州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中一

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 1382) ，晋府致仕长史桂彦良上

2014年的委河村外景



《太平治要 ~ 20条。 洪武十一年( 1388) ，户部侍郎刘九泉又奏请

迁移山西之民以实中原，终于得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认可。 于是明

太祖朱元璋便采纳刘九泉 、 宋纳等大臣的奏议，决定移山西之民到

河南。 从洪武六年( 1373 )到永乐十五年 (1417) ，明政府从山西

向河南等地移民17次。

明朝成化十三年( 1478) ，山西洪洞县委姓人家结伙一起迁居

河南郑州贾鲁河畔，开荒种地，繁衍生息。 多年后人口逐渐增多，

形成村庄。 因委姓始居河岸，故取名委河，沿用至今。

明朝末期，台郭村郭武功的胞侄郭祀的后人迁居委河定居。 清

朝时期，因委姓居民人丁不旺，仅余一户并迁至张寨村居住。 郭姓

子孙在委河村贾鲁河畔世代繁衍，因家庭人口渐多， 一部分人从河

旁边迁往高台平底居住。 新形成委河南顶、东顶。 委河村形成了委

河、南顶 、 东顶三个自然村。 另有一部分迁到郭厂村(属中原区)

居住。

1959年，由于郑州市人口逐渐增多，为解决市民吃水问题，政

府决定修建尖岗水库，做为市区工业发展、居民生活的第二水源

地。 尖岗水库的建立，使河边居住的居民整体搬迁到村西北高地居

住称北委河。 由于水域的隔阻，委河村形成了北委河和南委河。 南

委河即原南顶、东顶两个自然村，南委?可并入了麦垛沟村。 北委河

即为现在的委河村。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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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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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人口

委河行政村辖委河1个 自然村，现有总户数206户，户籍人口

830人 (户籍在外者200多人) ，全村现有土地总面积1286亩。

委河村民均为汉族人。 相传200多年前，委河郭氏族人逐渐增

多，也有了意见分歧，郭老三的三个后代带领自己的家眷分别到

南顶、东顶(现侯寨乡)、郭厂安家，他们走后委河村仅剩余80

多人。

1958年人民公社开始实行大食堂，到1960年食堂解散全村人口

有336人 。 1968年建尖岗水库，委河村整体从沟底河岸处搬至北边

沟上平地， 1970年水库建成，全村有420人。 2000年11月 1 日，全国

第五次人口普查委河村人口484人。

委河村2003年至2009年间人口数量统计 :

2003年全村140户，人数522人， 其中男性246人，女'性276人;

2004年全村161户 ，人数558人，其中男性255人，女性303人 ;

2005年全村163户 ，人数575人， 其中男性272人， 女性303人;

2006年全村161户，人数592人，其中男性276人，女性316人;

2007年全村161户，人数608人， 其中男性281人， 女性327人;

2008年全村165户，人数618人，其中男性287人， 女性33 1人 ;

2009年全村166户，人数618人，其中男性287人，女性33 1人。

2015年5月，委河村接上级通知拆迁时人口为806人。 此外，委

河村在外工作人员中户口在外的族人2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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