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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始编，至1993年脱稿，历

。这是邙山区精神文明建设的

邙山区设立于1987年3月，是郑州市六城区之r。．地处市区

北部，黄河之滨，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区辖古荥乡，j即古代荥阳

故城，建于公元前六、七世纪的春秋时期，是当时水陆交通枢纽，

为兵家必争之地。．秦始皇吞并六国，首先占领此域，‘屯集力量，终

成统一大业。楚汉争霸，战场可觅。现存的汉代冶铁遗址，充分证

明我国在公元前一世纪，即早于欧洲1 400多年，就有了规模宏

大、设备完善的冶铁基地。

黄河花园口，位于辖区的东北部，因当年蒋介石下令国民党军

队在这里扒开黄河大堤，酿成黄河大溃决，而震惊中外；现在已成

为107．国道黄河公路大桥的桥头堡，花园口乡是全国引黄植稻的先

进单位，昔日的盐碱沙荒，如今已成为鱼米之乡。来此参观游览的

宾客络绎不绝，遍及五大洲。区内以突出黄河文化的黄河游览区，

是郑州市新兴的旅游胜地。

邙山区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行政区，农业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

90％，区内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有利于发展粮食作物和以蔬菜

为主的副食品生产。同时依托中心城市的优势，近年来街乡企业和

第三产业也有较大发展。’

建区后，在“服务城市，富裕农民，依托城市，建设农村一的方

针指导下，实行“依法治区’’和‘‘科技兴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各项事业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粮

食生产连续4年丰收。以蔬菜为主的肉、蛋、奶、禽、水产、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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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副食品生产基地已初具规模。同时，依靠城市的技术优势，开展

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区属工业和街乡企业。全区已形成了农工商三

位一体，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的新格局。

《郑州市邙山区志》以翔实的资料，实事求是地记载了建区四

年来邙山区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各条战线的发展和变化。四年的时间

是短暂的，但这四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治理整顿取得成

效的关键时期。这四年成功与失误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后振兴邙

山，发展邙山的经济和各项事业，将发挥其很好的借鉴作用。所以

说，这是一部对全区人民进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

的乡土教材。
。

《郑州市邙山区志》的编纂成书，是各级领导重视和支持的结

果，是全区各部门、各单位以及有关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晶。

值此志书问世之际，谨向为志书的编纂、审定、出版提供帮助和作

出贡献的人士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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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尼 例

_、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遵循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求作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的统一。

二、贯彻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力求反映出时代精神。 ，

三、突出本地区特点，贯彻。服务城市，富裕农民，依托城

市，建设农村"的指导方针。发挥黄河文化和旅游的优势，为当前

和今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四、记述内容以区属为主，详记区属；以辖区为辅，详略得

体。力求反映出本地区之全貌。

五、上限始于1987年3月建区之时，下限止于1990年底。部

分篇章适当上溯或下延，大事记上溯至秦末汉初。

六、采用篇章结构，各篇并列，篇下设章、节、目，部分篇章

设无题小叙。全书计24篇，85章，182节，约30万字，前有序

言，后有附录。概述、大事记居全书之首。

七、行文一律用语体文，力求作到严谨、准确、朴实、简明。

标点符号、简化汉字、数据用法、计量单位等，采用国家正式公布

的统一标准，力求规范。

八、以文字记述为主，述、记、志、传、图、表、照片融于一

体。图表穿插于正文之中，照片集中排列，并作简要文字说明。

九、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数据，均以区计划统计局印发

的《统计年鉴》为准，其它数据由各主管部门提供。各项产值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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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组织机构、会议、文件名称，初次记述时



目 录

序一”””””一””””””””“””””””一””””一一””“””一””一”···l

凡例·”··········”··””·”·”·”·····””·””·····”·”·”··”·””····”···3

概述····”·”·”一””·一·”····”·”····”····”·”·”····”··”··”···””·”1

大事记⋯⋯⋯⋯⋯⋯⋯⋯⋯⋯⋯⋯⋯⋯⋯⋯⋯⋯⋯⋯⋯⋯⋯⋯⋯5

第一篇建置⋯⋯⋯⋯⋯⋯⋯⋯⋯⋯⋯⋯⋯⋯⋯⋯⋯⋯⋯⋯4 l

第一章位置’境域⋯⋯⋯⋯⋯⋯⋯⋯⋯⋯⋯⋯⋯⋯⋯⋯⋯41

第二章建置沿革⋯⋯⋯⋯⋯⋯⋯⋯⋯⋯⋯⋯⋯⋯⋯⋯⋯⋯41◆

第二篇自然环境⋯⋯⋯⋯⋯⋯⋯⋯⋯⋯⋯⋯⋯⋯⋯⋯⋯⋯⋯45

第一章地貌土壤⋯⋯⋯⋯⋯⋯⋯⋯⋯⋯⋯⋯⋯⋯⋯⋯⋯45

第一节 地貌⋯⋯⋯⋯⋯⋯⋯⋯⋯⋯⋯⋯⋯⋯⋯⋯⋯⋯⋯45’

第二节 土壤⋯⋯⋯⋯?⋯⋯⋯⋯⋯⋯⋯⋯⋯⋯⋯⋯⋯⋯”45

第二章气候 物候⋯⋯⋯⋯⋯⋯⋯⋯⋯⋯⋯⋯⋯⋯⋯⋯⋯4豇．

第三章 山脉河流⋯⋯⋯⋯⋯⋯⋯⋯⋯⋯⋯⋯⋯⋯⋯⋯⋯47

第一节。山脉·⋯⋯⋯⋯⋯⋯一·⋯⋯⋯⋯⋯⋯⋯⋯⋯⋯⋯··47

第二节 河流⋯⋯⋯⋯⋯⋯⋯⋯⋯⋯⋯⋯⋯⋯⋯⋯⋯⋯⋯48

第四章 自然灾害⋯⋯⋯⋯⋯⋯⋯⋯⋯⋯⋯⋯⋯⋯⋯⋯⋯⋯49

第三篇人口⋯⋯⋯⋯⋯⋯⋯⋯⋯⋯⋯⋯⋯⋯⋯”0000000000．．一”5 l

第一章人口变化⋯⋯⋯⋯⋯⋯⋯⋯⋯⋯⋯⋯⋯⋯⋯⋯⋯⋯5 1

第二章人口构成⋯⋯⋯⋯⋯⋯⋯⋯⋯⋯⋯⋯⋯⋯⋯⋯⋯⋯5 1

’第三章计划生育⋯⋯⋯⋯⋯⋯⋯⋯⋯⋯⋯⋯⋯⋯⋯⋯⋯⋯52

第四篇街乡简介⋯⋯⋯⋯⋯⋯⋯⋯⋯”?⋯⋯⋯⋯⋯⋯⋯⋯⋯55

第一章花园口乡⋯⋯⋯⋯⋯⋯⋯⋯⋯⋯⋯⋯⋯⋯⋯⋯⋯⋯55

第二章古荥乡⋯⋯⋯⋯⋯⋯⋯⋯⋯⋯⋯⋯⋯⋯⋯⋯⋯⋯⋯56

第三章
老鸦陈乡⋯⋯⋯⋯⋯⋯⋯⋯⋯⋯·000000000000000000厂、000··58

+一．⋯ (7‘



·2· 邙山区志

第四章毛庄乡⋯⋯⋯⋯⋯⋯⋯⋯⋯⋯⋯⋯．-⋯⋯⋯⋯⋯⋯··59

第五章刘寨街道办事处⋯⋯⋯⋯⋯⋯⋯⋯⋯⋯⋯⋯⋯⋯⋯60

第五篇旅游⋯⋯⋯⋯⋯⋯⋯⋯⋯⋯⋯⋯⋯⋯⋯．．．-⋯⋯⋯⋯63

第一章黄河⋯⋯⋯⋯⋯⋯⋯⋯⋯⋯⋯··¨⋯⋯⋯⋯⋯⋯⋯·63

第一节黄河概况⋯⋯⋯⋯⋯⋯⋯⋯⋯⋯⋯⋯⋯⋯⋯⋯⋯63

第二节黄河治理⋯⋯⋯⋯⋯⋯⋯⋯⋯⋯⋯⋯⋯⋯⋯⋯⋯64

第三节 黄河花园口⋯⋯⋯⋯⋯⋯⋯·?⋯⋯⋯⋯⋯⋯⋯⋯·66

第四节黄河大桥⋯⋯⋯⋯⋯⋯⋯⋯⋯⋯⋯·O’O00000Qe00：⋯··67

第五节．黄河名产⋯⋯⋯⋯⋯⋯⋯⋯⋯⋯⋯⋯⋯⋯⋯⋯⋯‘68

第二章黄河游览区⋯⋯⋯⋯⋯⋯⋯⋯⋯⋯⋯⋯⋯⋯⋯⋯⋯69

第一节 邙山提灌站⋯⋯⋯⋯⋯⋯⋯⋯⋯⋯⋯⋯⋯⋯⋯⋯70

第二节 主要景区⋯⋯⋯⋯⋯⋯⋯⋯⋯⋯⋯⋯⋯⋯⋯⋯⋯70

第三节 游乐场所⋯⋯⋯⋯⋯⋯⋯⋯⋯⋯⋯⋯⋯⋯⋯⋯⋯72

第四节旅游服务⋯⋯⋯⋯⋯⋯⋯⋯⋯⋯⋯⋯⋯⋯⋯⋯⋯72

第五节游客接待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eoeeoooooooooooooooo 73

第三章郑州黄河大观⋯⋯⋯⋯⋯⋯⋯⋯⋯⋯⋯⋯⋯⋯⋯⋯74

第四章文物古迹⋯⋯⋯⋯⋯⋯⋯⋯⋯⋯⋯⋯．．．⋯⋯⋯⋯⋯75

第一节文化遗址⋯⋯⋯000000000000000⋯⋯⋯⋯⋯⋯⋯⋯⋯75

第二节 庙宇⋯⋯⋯⋯⋯⋯⋯．．⋯⋯⋯⋯⋯⋯⋯⋯⋯⋯⋯·77

第三节 墓⋯⋯⋯⋯⋯⋯⋯⋯⋯⋯⋯⋯⋯⋯⋯⋯⋯⋯⋯⋯78

第四节碑⋯⋯⋯⋯⋯⋯⋯⋯⋯⋯⋯⋯⋯⋯⋯⋯⋯⋯⋯⋯79

第六篇副食品生产⋯⋯⋯⋯⋯⋯⋯⋯⋯⋯⋯⋯⋯⋯⋯⋯⋯⋯8 l

‘第一章蔬菜⋯⋯⋯⋯⋯⋯⋯⋯⋯⋯⋯⋯⋯⋯⋯⋯⋯⋯⋯⋯8 1

第一节布局及品种⋯⋯⋯⋯⋯⋯⋯⋯⋯⋯⋯⋯⋯⋯⋯⋯8 1

第二节播种面积⋯⋯⋯⋯⋯⋯⋯⋯⋯⋯⋯⋯⋯⋯⋯⋯⋯82

第三节产量及冬储⋯⋯⋯⋯⋯⋯⋯⋯⋯⋯⋯j00000，000000”82

第四节保护地生产⋯⋯⋯⋯⋯⋯⋯⋯⋯⋯⋯⋯⋯⋯⋯⋯83

第五节 新技术应用⋯⋯⋯⋯⋯⋯⋯⋯⋯⋯⋯⋯⋯⋯⋯⋯84

第二章畜禽产品⋯⋯⋯⋯⋯⋯⋯⋯⋯⋯⋯⋯⋯⋯⋯⋯⋯⋯85



目 录 。j‘

第一节 肉食⋯⋯⋯⋯⋯⋯⋯⋯⋯⋯⋯⋯⋯⋯⋯⋯⋯⋯⋯85

第二节奶品⋯⋯⋯⋯⋯⋯⋯⋯⋯⋯⋯⋯⋯⋯⋯⋯⋯⋯⋯85

第三节 蛋类⋯⋯⋯⋯⋯⋯⋯⋯⋯⋯⋯⋯⋯⋯⋯⋯⋯⋯⋯85

第三章水产养殖⋯⋯⋯⋯⋯⋯⋯⋯⋯⋯⋯⋯⋯⋯⋯⋯⋯⋯87

第一节 资源及种类⋯⋯⋯⋯⋯⋯⋯⋯⋯⋯⋯⋯⋯⋯⋯⋯87

第二节 鱼类产量⋯⋯⋯⋯⋯⋯⋯⋯⋯⋯⋯⋯⋯⋯⋯⋯⋯88

第三节2814工程⋯⋯⋯⋯⋯⋯⋯⋯⋯⋯⋯⋯⋯⋯⋯⋯⋯88

第四章果品生产⋯⋯⋯⋯⋯⋯⋯⋯⋯⋯⋯⋯⋯⋯⋯⋯⋯⋯90

第一节 品种一⋯⋯⋯⋯⋯⋯⋯⋯⋯⋯”⋯⋯⋯⋯⋯⋯⋯”90

第二节 产量⋯⋯⋯⋯⋯⋯⋯⋯⋯⋯⋯⋯⋯⋯⋯⋯⋯⋯⋯90

第七篇农业⋯⋯⋯⋯⋯⋯⋯⋯⋯⋯⋯⋯⋯⋯⋯⋯⋯⋯⋯⋯9 l

第一章农业资源⋯⋯⋯⋯⋯⋯⋯⋯⋯⋯⋯⋯⋯⋯⋯⋯⋯⋯9 1

第一节土地资源⋯⋯⋯⋯⋯⋯⋯⋯⋯⋯⋯⋯⋯⋯⋯⋯⋯9 1

第二节 水利资源⋯⋯⋯⋯⋯⋯⋯⋯⋯⋯⋯⋯⋯⋯⋯⋯⋯92

第三节。。人力资源””””·””··”···””····”·”·”·”·”··””一·92

第二章粮棉油生产⋯·．：⋯⋯⋯⋯⋯⋯⋯⋯⋯⋯⋯⋯⋯⋯⋯·93

第一节产量⋯⋯⋯⋯⋯⋯⋯⋯⋯⋯⋯⋯⋯⋯·?⋯⋯⋯⋯·93

第二节 品种及布局⋯⋯⋯⋯⋯⋯⋯⋯⋯⋯⋯⋯⋯⋯⋯⋯94

第三节 病虫害防治·⋯⋯⋯⋯⋯⋯⋯””·⋯·⋯⋯⋯”⋯···95

第四节 高产开发⋯⋯⋯⋯⋯⋯⋯⋯⋯⋯⋯⋯⋯⋯⋯⋯⋯97

第三章林业生产⋯⋯⋯⋯⋯⋯⋯⋯⋯⋯⋯⋯”．．．⋯⋯⋯⋯”98

第一节 管理体制⋯⋯⋯⋯⋯⋯⋯⋯⋯⋯⋯⋯⋯⋯⋯⋯⋯98

第二节发展概况⋯⋯⋯⋯⋯⋯⋯⋯⋯⋯⋯⋯⋯⋯⋯⋯⋯98

第三节 黄河防护林⋯⋯⋯⋯⋯⋯⋯⋯⋯⋯⋯⋯⋯⋯⋯⋯99
’

第四节 园林树种⋯⋯⋯⋯⋯⋯⋯⋯⋯⋯⋯⋯⋯⋯．．．⋯⋯100

第四章畜牧生产⋯⋯⋯⋯⋯⋯⋯⋯⋯⋯⋯⋯⋯⋯⋯⋯⋯⋯100

第一节种类及数量⋯⋯⋯?⋯⋯⋯⋯⋯⋯⋯⋯⋯⋯⋯⋯一10 1

第二节 畜禽品种⋯⋯⋯⋯⋯⋯⋯⋯⋯⋯⋯⋯⋯⋯⋯⋯⋯102

第三节 疫病防治⋯⋯⋯⋯⋯⋯⋯⋯⋯⋯⋯⋯⋯⋯⋯⋯⋯103

／a



105

105

107

107

107

108

109
1

109

109

110

115

115

115

117

119

119

121

12l

125

125

125

126

13 l

133

133

133

137

137

137



目 录 ·5·

第二节运力与效益⋯⋯⋯⋯⋯⋯⋯⋯⋯⋯⋯⋯⋯⋯⋯⋯138

第二章邮电⋯⋯⋯⋯⋯⋯⋯⋯⋯⋯⋯●⋯⋯⋯⋯⋯⋯⋯⋯”144

第十一篇财政税务金融保险⋯⋯⋯⋯⋯⋯⋯⋯⋯⋯⋯⋯⋯145

第一章财政⋯⋯⋯⋯⋯⋯⋯⋯⋯⋯⋯⋯⋯⋯⋯⋯⋯⋯⋯⋯145

第r节。财政管理⋯⋯⋯⋯⋯⋯⋯⋯⋯⋯⋯⋯⋯⋯⋯⋯⋯145

第二节财务管理⋯⋯⋯⋯⋯⋯⋯⋯⋯⋯⋯⋯⋯⋯⋯⋯⋯．146

第三节’控购⋯⋯⋯⋯⋯⋯⋯⋯⋯⋯⋯⋯⋯⋯⋯⋯⋯⋯⋯149

第四节财政监督⋯⋯⋯⋯⋯⋯⋯⋯⋯⋯⋯⋯⋯⋯⋯⋯⋯150

第五节 国库券⋯⋯⋯⋯⋯⋯⋯⋯⋯⋯．．．⋯⋯⋯⋯⋯⋯⋯150

第二章税务⋯⋯⋯⋯⋯⋯⋯⋯⋯⋯⋯·?00000000000000000i⋯⋯·150

第一节税种⋯⋯⋯⋯⋯⋯⋯⋯⋯⋯⋯⋯⋯⋯⋯⋯⋯⋯⋯150

第二节征管制度改革⋯⋯⋯⋯⋯⋯⋯⋯⋯⋯⋯⋯⋯⋯⋯15 1

：第三节促，产增收⋯⋯⋯⋯⋯⋯⋯⋯⋯⋯⋯⋯⋯⋯⋯⋯⋯152

第四节税务监察⋯⋯⋯⋯⋯⋯⋯⋯⋯⋯⋯⋯⋯⋯⋯⋯⋯153

第三章金融00000000．．．⋯⋯⋯⋯⋯⋯⋯⋯⋯⋯⋯⋯⋯⋯⋯⋯·154

．第四章保险⋯⋯⋯⋯⋯⋯⋯⋯⋯⋯⋯⋯⋯⋯⋯⋯⋯⋯⋯⋯155

第十二篇经济管理”⋯⋯⋯⋯⋯⋯⋯⋯⋯⋯⋯⋯⋯⋯⋯⋯⋯·157

第一章工商管理⋯⋯⋯⋯⋯⋯⋯⋯⋯⋯⋯⋯⋯⋯⋯⋯⋯⋯157

第一节 市场管理⋯⋯⋯⋯⋯⋯⋯⋯⋯⋯⋯⋯⋯⋯⋯⋯⋯157

第二节 工商企业管理⋯⋯⋯⋯⋯⋯⋯⋯⋯⋯⋯⋯⋯⋯⋯159

第二章物价管理⋯⋯⋯⋯⋯⋯⋯⋯⋯⋯⋯⋯⋯⋯⋯⋯⋯⋯163

第j节 物价网络⋯⋯⋯⋯⋯⋯⋯⋯⋯⋯⋯⋯⋯⋯⋯⋯⋯163

第二节 。物价信得过刀竞赛⋯⋯⋯⋯⋯⋯⋯⋯⋯⋯⋯⋯⋯163

第三节物价监督0000000000000000⋯⋯⋯⋯⋯⋯⋯⋯⋯⋯⋯”163

第三章审计⋯⋯⋯⋯⋯⋯⋯⋯⋯⋯⋯⋯⋯⋯⋯⋯⋯⋯⋯⋯164

第一节政府审计⋯⋯⋯⋯⋯⋯⋯⋯⋯⋯⋯⋯⋯⋯⋯⋯⋯164

第二节 内部审计⋯⋯⋯⋯⋯⋯⋯⋯⋯⋯⋯⋯⋯⋯⋯⋯⋯165

第三节社会审计⋯⋯⋯⋯⋯⋯⋯⋯⋯⋯⋯⋯⋯⋯⋯⋯⋯165

第四章’，计划统计00000一⋯⋯⋯⋯⋯⋯⋯⋯⋯⋯⋯⋯⋯⋯⋯”16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6· 邙山区志

第五章经改经协00000e000000000⋯⋯⋯⋯⋯⋯⋯⋯⋯⋯⋯⋯167

第一节 经济体制改革⋯⋯⋯⋯⋯⋯⋯⋯⋯⋯⋯⋯⋯⋯⋯167

第二节 经济技术协作⋯⋯⋯⋯⋯⋯⋯⋯⋯⋯⋯⋯⋯⋯⋯169

第十三篇城乡建设⋯⋯⋯⋯⋯⋯⋯⋯⋯⋯⋯⋯⋯⋯⋯⋯⋯⋯17 1

第一章城区管理⋯⋯⋯⋯⋯⋯⋯⋯⋯⋯⋯⋯⋯⋯⋯⋯⋯⋯17 1

第一节街道管理⋯⋯⋯⋯⋯⋯⋯⋯⋯⋯⋯⋯⋯⋯⋯⋯⋯17 1

第二节 房屋管理⋯⋯⋯⋯⋯⋯⋯⋯⋯⋯⋯⋯⋯⋯⋯⋯⋯17 1

第二章乡村建设⋯⋯⋯⋯⋯⋯⋯⋯⋯⋯⋯⋯⋯⋯⋯⋯⋯⋯172

第一节村镇规划⋯⋯⋯⋯⋯⋯⋯⋯⋯⋯⋯⋯⋯⋯⋯⋯⋯172

第二节村镇建设⋯⋯⋯⋯⋯⋯⋯⋯⋯⋯⋯⋯⋯⋯⋯⋯⋯172

第三节 土地管理⋯⋯⋯⋯⋯⋯⋯⋯⋯⋯⋯⋯⋯⋯⋯⋯⋯172

第四节 环境污染”””⋯⋯⋯·⋯⋯⋯⋯⋯⋯⋯⋯⋯⋯⋯··173

第三章地名管理⋯⋯⋯⋯⋯⋯⋯⋯⋯⋯⋯⋯⋯⋯⋯⋯⋯⋯174

第四章建筑队伍⋯⋯⋯⋯⋯⋯⋯⋯⋯⋯⋯⋯⋯⋯‘⋯⋯⋯·174

第十四篇政党⋯⋯⋯⋯⋯⋯⋯⋯⋯⋯⋯·?·⋯⋯⋯⋯⋯⋯⋯1 77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郑州市邙山区委员会⋯⋯⋯⋯⋯⋯⋯⋯177

第一节 党的活动”””””⋯””“⋯⋯⋯一””一”一”””””·177

第二节 邙山区首届党员代表大会⋯⋯⋯⋯⋯⋯⋯⋯⋯⋯178

第三节组织建设⋯⋯⋯⋯⋯⋯⋯⋯⋯⋯⋯⋯⋯⋯⋯⋯⋯179

第四节 宣传教育⋯⋯⋯⋯⋯⋯⋯⋯⋯⋯⋯⋯⋯⋯⋯⋯⋯182

第五节 统一战线⋯⋯⋯⋯⋯⋯⋯⋯⋯⋯⋯⋯⋯⋯⋯⋯⋯183

第六节 纪律检查⋯⋯⋯⋯⋯⋯⋯⋯⋯⋯⋯⋯⋯⋯⋯⋯⋯186

第七节，保密⋯⋯⋯”⋯⋯⋯⋯⋯⋯⋯⋯⋯⋯⋯⋯⋯⋯⋯·187

第八节信访⋯⋯⋯⋯⋯⋯⋯⋯⋯⋯⋯⋯⋯⋯⋯⋯⋯⋯⋯188

第九节 老干部管理⋯⋯⋯⋯⋯⋯⋯⋯⋯⋯⋯⋯⋯⋯”⋯·188

第二章民主党派⋯⋯⋯⋯⋯⋯⋯⋯⋯⋯⋯⋯⋯⋯⋯⋯⋯⋯189

第十五篇政权⋯⋯⋯⋯⋯⋯⋯⋯⋯⋯⋯⋯⋯⋯⋯⋯⋯⋯⋯19 1

第一章‘郑州市邙山区人民代表大会⋯⋯⋯⋯⋯⋯⋯⋯⋯⋯19 1

第二节历届人民代表大会⋯⋯⋯⋯⋯⋯⋯⋯⋯⋯⋯⋯⋯191



目 录 ·7·

第二节人大常务委员会⋯⋯⋯⋯⋯⋯⋯⋯⋯⋯⋯⋯⋯⋯194

第三节选举⋯⋯⋯⋯⋯⋯⋯⋯⋯⋯⋯⋯⋯⋯⋯⋯⋯⋯⋯195

第二章郑州市邙山区人民政府⋯⋯⋯⋯⋯⋯⋯⋯⋯·：⋯⋯·196

第一节机构设置⋯⋯⋯⋯⋯⋯⋯⋯⋯⋯⋯⋯⋯⋯⋯⋯⋯196

第二节政务⋯⋯⋯⋯⋯⋯⋯⋯⋯⋯⋯⋯⋯⋯⋯⋯⋯⋯⋯198

第三节人事⋯⋯⋯⋯⋯⋯⋯⋯⋯⋯⋯⋯⋯⋯⋯⋯⋯⋯⋯199

第四节 行政监察⋯⋯⋯⋯⋯⋯⋯⋯⋯⋯⋯⋯⋯⋯⋯⋯⋯20 1

第十六篇政协“⋯⋯⋯⋯⋯⋯⋯⋯⋯⋯⋯⋯⋯¨一⋯⋯⋯”203

第一章历届区政协委员会⋯⋯⋯⋯⋯⋯⋯⋯⋯⋯⋯⋯⋯⋯203

第一节 区政协一届委员会⋯⋯⋯⋯⋯⋯⋯⋯⋯⋯⋯⋯⋯203

第二节 区政协二届委员会⋯⋯⋯⋯⋯⋯⋯⋯⋯⋯·：⋯⋯·204

第二章参政议政⋯⋯⋯⋯⋯⋯⋯⋯⋯⋯⋯⋯⋯⋯⋯⋯⋯⋯204

第三章主要活动⋯⋯⋯⋯⋯⋯⋯⋯⋯⋯⋯⋯⋯⋯⋯⋯⋯⋯205

第一节 自身建设⋯⋯⋯⋯⋯⋯⋯⋯⋯⋯⋯⋯⋯⋯⋯⋯⋯205

第二节 尊师重教⋯⋯⋯⋯⋯⋯⋯⋯⋯⋯⋯⋯⋯⋯⋯⋯⋯205

第三节发挥智力优势⋯⋯⋯⋯⋯⋯⋯⋯⋯⋯⋯⋯⋯⋯⋯205

第四节 宣传“一国两制”·⋯”·⋯⋯⋯⋯⋯⋯⋯”””⋯⋯“206

第十七篇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一节弟一下

第二节牙'一’P

第三节牙，二’P

第四节爿p纠l’『J

第四章

第十八篇

第一章

第一节乖一P

群众团体⋯⋯⋯⋯⋯⋯⋯⋯·?⋯⋯⋯⋯⋯⋯⋯⋯⋯·207

工会·”··········“··”·“”··””··“······”···”””““”“·207

共青团⋯⋯⋯⋯⋯⋯⋯⋯⋯⋯⋯⋯⋯⋯⋯⋯⋯⋯⋯208

妇联“””””””“一””””””””一””””””””一“一”208

妇女投身改革⋯⋯⋯⋯⋯⋯⋯⋯⋯⋯⋯⋯⋯⋯⋯208

提高妇女素质⋯⋯⋯⋯⋯⋯⋯⋯⋯⋯⋯⋯⋯⋯⋯209

维护妇女权益⋯⋯⋯⋯⋯⋯⋯⋯⋯⋯⋯⋯⋯⋯⋯209’

少儿活动⋯⋯⋯⋯⋯⋯⋯⋯⋯⋯⋯⋯⋯⋯⋯⋯⋯210+

学会协会⋯⋯⋯⋯⋯⋯⋯⋯⋯⋯⋯⋯⋯⋯⋯⋯⋯2 1 0

政法”·””···”””””””“”一”一”””一”””””””·213

公安一””“””””””””””““””””””””””””””2 1 3

治安管理⋯⋯⋯⋯⋯⋯⋯⋯⋯⋯⋯⋯⋯⋯⋯⋯⋯2 13

i ／沙



· 8· 邙山区志

第二节案件侦查⋯⋯⋯⋯⋯⋯⋯⋯⋯⋯⋯⋯⋯⋯⋯⋯⋯ 215

216

217

217

220

220

220

220

221

221

222

222

222

223

223

225

225

226

226

227

228

228

228

229

229

230

230

230

23 1



目录

第四节 军事设施⋯”⋯⋯⋯⋯⋯⋯⋯⋯⋯⋯⋯⋯⋯⋯⋯·23 1

第五节 民兵“带建一活动⋯⋯⋯⋯⋯⋯⋯⋯⋯⋯⋯⋯⋯⋯232

第二十篇教育科技⋯⋯⋯⋯⋯⋯⋯⋯⋯⋯⋯⋯⋯⋯⋯⋯⋯233

第一章教育⋯⋯⋯⋯⋯⋯⋯⋯⋯⋯⋯⋯⋯⋯⋯⋯⋯⋯⋯⋯233

第一节 学校教育⋯⋯⋯⋯⋯⋯⋯⋯⋯⋯⋯⋯⋯⋯⋯⋯⋯233

第二节社会教育⋯⋯⋯⋯⋯⋯⋯⋯⋯⋯⋯⋯⋯⋯⋯⋯⋯239

第三节教育改革⋯⋯⋯⋯⋯⋯⋯⋯⋯”⋯⋯⋯⋯⋯⋯⋯·24 1

第四节教学研究⋯⋯””⋯⋯⋯”⋯⋯⋯⋯·⋯⋯⋯⋯⋯”242

第五节教师队伍⋯”⋯⋯⋯⋯⋯⋯⋯⋯⋯⋯⋯⋯⋯⋯⋯·244

第六节教育经费⋯⋯⋯⋯⋯⋯⋯⋯⋯⋯⋯⋯⋯⋯⋯⋯m 245

第二章科技⋯⋯⋯⋯⋯⋯⋯⋯⋯⋯⋯⋯⋯⋯⋯⋯⋯⋯⋯⋯246

，|， 第一节科技普及⋯⋯⋯⋯⋯⋯⋯⋯”⋯⋯⋯⋯⋯⋯”⋯”246

第二节科研成果⋯⋯⋯⋯⋯⋯⋯⋯⋯⋯⋯．．．⋯⋯⋯⋯⋯249

第三节职称评定⋯⋯⋯⋯⋯⋯⋯⋯⋯⋯⋯⋯⋯⋯⋯⋯⋯252

第四节 市以上科研单位⋯⋯⋯⋯⋯⋯⋯⋯⋯⋯⋯．．⋯⋯·25 3

第二十一篇文V化⋯⋯⋯⋯⋯⋯⋯⋯⋯⋯⋯⋯⋯⋯⋯⋯⋯⋯255

第一章文化艺术⋯⋯⋯⋯⋯⋯⋯⋯⋯⋯⋯⋯⋯⋯⋯⋯⋯⋯255

第一节 戏剧与电影⋯⋯⋯⋯⋯⋯⋯⋯⋯⋯⋯⋯⋯⋯⋯⋯255

第二节群众文艺⋯⋯⋯一000000000．J⋯⋯⋯⋯⋯⋯⋯⋯⋯⋯256

第三节 民间艺术⋯⋯⋯⋯·⋯⋯⋯⋯⋯⋯⋯⋯⋯⋯⋯⋯”256

第四节文学创作”⋯⋯···⋯⋯··⋯⋯⋯⋯·⋯··⋯·⋯·⋯··?257

第二章广播⋯⋯⋯⋯⋯⋯⋯⋯⋯⋯⋯⋯⋯⋯⋯⋯⋯⋯⋯⋯258

第一节设施⋯⋯⋯⋯⋯⋯⋯⋯⋯⋯⋯⋯⋯⋯⋯⋯⋯⋯⋯258

第二节播音⋯⋯⋯⋯⋯⋯⋯⋯⋯⋯⋯⋯⋯⋯⋯⋯⋯⋯⋯259

、’：：．第三节通讯联络⋯⋯⋯⋯⋯⋯⋯⋯⋯⋯⋯⋯⋯⋯⋯⋯⋯259

i，，‘第三章档案⋯⋯⋯⋯⋯⋯⋯⋯⋯⋯⋯⋯⋯⋯⋯⋯⋯⋯⋯⋯260
”’

第一节 档案管理⋯⋯⋯?⋯⋯⋯⋯⋯⋯⋯⋯⋯⋯⋯⋯⋯·260

．、第二节·档案馆⋯⋯⋯⋯⋯⋯⋯⋯⋯⋯⋯⋯⋯⋯⋯⋯⋯⋯26 1

h，! 第三节机关档案⋯⋯⋯⋯⋯⋯⋯⋯⋯⋯⋯⋯⋯⋯⋯⋯⋯26 1



·10·
7

邙山区志

第四节 企业档案⋯⋯⋯⋯⋯⋯⋯⋯⋯⋯⋯⋯⋯⋯⋯⋯⋯26 1

第四章地方志⋯⋯⋯⋯⋯⋯⋯⋯⋯⋯⋯⋯⋯⋯⋯⋯⋯⋯⋯262

第二十二篇卫生体育⋯⋯⋯⋯⋯⋯⋯⋯⋯⋯⋯⋯⋯⋯⋯⋯263

第一章卫生00000000000000．．．⋯⋯⋯⋯⋯⋯⋯⋯⋯⋯⋯⋯⋯⋯·263

第一节 医疗⋯·””．000000声”··⋯⋯····”””··⋯····”·””·⋯··263

第二节 爱国卫生⋯⋯⋯⋯⋯⋯⋯⋯⋯⋯⋯⋯⋯⋯⋯⋯⋯268

第三节 防疫⋯⋯⋯⋯⋯⋯⋯⋯⋯⋯⋯⋯⋯⋯⋯⋯⋯⋯⋯272

第四节保健⋯⋯”⋯⋯⋯”⋯⋯⋯⋯⋯⋯⋯⋯⋯⋯··：⋯一276

第五节 药政药检···”·····⋯”·”·”·”··“”··”···”··””···277

第六节公费医疗·⋯⋯⋯⋯⋯⋯⋯⋯⋯⋯⋯⋯⋯⋯⋯⋯··278

第二章体育⋯⋯⋯⋯⋯⋯⋯⋯⋯⋯⋯⋯⋯⋯⋯⋯⋯⋯⋯⋯279

第一节 学校体育⋯⋯⋯⋯⋯⋯⋯⋯⋯⋯⋯⋯⋯⋯⋯⋯⋯279

．第二节群众体育⋯⋯⋯⋯⋯⋯⋯⋯·⋯⋯⋯⋯”．．．⋯⋯⋯·279

第三节 体育竞赛⋯⋯⋯⋯⋯⋯⋯⋯⋯⋯⋯⋯⋯⋯⋯⋯⋯280

第二+三篇社会生活⋯⋯⋯⋯⋯⋯⋯⋯⋯⋯⋯⋯⋯⋯⋯⋯⋯283．

第一章民政⋯⋯⋯⋯⋯⋯⋯⋯⋯⋯⋯⋯⋯⋯⋯⋯⋯⋯⋯⋯283

第一节基层政权建设⋯⋯⋯⋯⋯⋯⋯⋯⋯⋯⋯⋯⋯⋯⋯283

第二节救灾救济⋯⋯⋯⋯⋯⋯⋯⋯⋯⋯⋯⋯⋯⋯⋯⋯，283

第三节退伍安置拥军优属⋯⋯⋯⋯⋯⋯⋯⋯⋯⋯⋯⋯284

第四节 移风易俗⋯⋯⋯⋯⋯⋯⋯⋯⋯⋯⋯⋯⋯⋯⋯⋯⋯284

第五节婚姻管理⋯⋯⋯⋯⋯⋯⋯⋯⋯⋯⋯⋯⋯⋯⋯⋯⋯285

1 第六节福利事业⋯⋯⋯⋯⋯⋯⋯⋯⋯⋯⋯⋯⋯⋯⋯⋯⋯285

第七节社会“五保力⋯⋯⋯⋯⋯⋯⋯⋯⋯⋯⋯⋯⋯⋯⋯⋯286

： 第八节扶贫⋯⋯⋯⋯⋯⋯⋯⋯⋯⋯⋯⋯⋯⋯⋯⋯⋯⋯⋯286
“ 第九节募捐⋯⋯⋯⋯⋯⋯⋯⋯⋯⋯⋯⋯⋯⋯⋯⋯⋯⋯⋯287
， 第二章劳动工资⋯⋯⋯⋯⋯⋯⋯⋯⋯⋯⋯⋯⋯⋯⋯⋯⋯⋯287

第一节 劳动就业⋯⋯⋯⋯⋯⋯⋯⋯⋯⋯⋯⋯⋯⋯⋯⋯⋯287

第二节 工资⋯⋯⋯⋯·⋯⋯⋯⋯⋯⋯⋯⋯⋯⋯⋯⋯⋯⋯”．287

第三章风俗习惯⋯⋯⋯⋯⋯⋯⋯⋯⋯⋯⋯⋯⋯⋯⋯⋯⋯⋯289

●●—1-●●l

Jl●J●，●●●-J一



目 录 。11。

第一节 节日⋯⋯⋯⋯⋯⋯⋯⋯⋯⋯⋯⋯⋯⋯⋯⋯⋯⋯⋯289

第二节婚嫁丧葬⋯⋯⋯⋯⋯⋯⋯⋯⋯⋯⋯⋯⋯⋯⋯⋯⋯29 1

第四章文明单位建设⋯⋯”⋯⋯”⋯⋯⋯⋯⋯⋯”⋯⋯⋯⋯292

第五章人民生活⋯⋯⋯⋯⋯⋯⋯⋯⋯⋯⋯⋯⋯⋯⋯⋯⋯⋯293

第二十四篇人物⋯⋯⋯⋯⋯⋯⋯⋯⋯⋯⋯⋯⋯⋯⋯⋯⋯⋯295

第一章人物传⋯⋯⋯⋯⋯⋯⋯⋯⋯⋯⋯⋯⋯⋯⋯⋯⋯⋯⋯295

第二章人物事略⋯⋯⋯⋯⋯⋯⋯⋯⋯⋯⋯⋯⋯⋯⋯⋯⋯⋯298

第三章存世人物简介⋯⋯⋯⋯⋯⋯⋯⋯⋯⋯⋯⋯⋯⋯⋯⋯300

第四章人物名录⋯⋯⋯⋯⋯⋯⋯⋯⋯⋯⋯⋯⋯⋯⋯⋯⋯⋯305

附录·”······················”··”·”·”·“·!···········””··””·····”··3 1 1

一、原郑州市郊区概略⋯⋯⋯⋯⋯⋯⋯⋯⋯⋯⋯⋯⋯⋯⋯⋯3 l 1

二、有关文献资料⋯⋯⋯⋯⋯⋯⋯⋯⋯⋯⋯⋯⋯⋯⋯⋯⋯⋯3 16

三、邙山区1991～1993年大事记⋯⋯⋯⋯⋯⋯⋯⋯⋯⋯⋯321

四、邙山区199‘1～1’993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一览表⋯⋯⋯⋯⋯⋯⋯⋯⋯⋯⋯⋯⋯⋯⋯⋯⋯⋯⋯小⋯330

五、《郑州市邙山区志》编纂始末⋯⋯⋯⋯⋯⋯⋯⋯⋯⋯⋯33 1

六、编纂机构及人员⋯⋯⋯⋯⋯⋯⋯⋯⋯⋯⋯⋯⋯⋯⋯⋯⋯334

七、审定、批准机关⋯⋯⋯⋯⋯⋯⋯·：⋯⋯⋯⋯⋯⋯⋯⋯⋯·336

o●●●●．I■r，‘■■Ir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