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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 言

祭 (zhà) 城路街道办事处位于郑州东部，黄河南岸，中州大道以东，

熊儿河、 东风渠以南， 107 辅道以西，七里河、陇海铁路以北，是省政府

驻地，面积 12.8 平方公里。 2016 年辖 13 个城市社区和祭城、崔庄、八里

庙 、 白庄、邢屯、庙张、金庄、十里铺等 8 个村改居社区。 总人口 30 余万

人，其中常住人口 12 万人，流动人口 12 万人，从业人口 6 万余人。 办事

处驻地位于郑东新区畅和街和熊儿河路交汇处东北部。

甲骨文里有祭字一叫"左边是呐"右边是"~"，下边是

"示" 。 含义是手拿着鲜肉祭祀天地、祖先 、 神灵，表达崇拜和敬畏，祈望

国泰民安，祈望降福于己 。 在古代"祭"是高贵、庄严的仪式，场面盛

大，又意味着美好的视福，在古代是一个喻意非常好的字。

据考证，祭城是个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古城镇，商时为祭国，在

商代甲骨文中多次被提及。 约公元前 12 世纪末至前 11 世纪初，周灭商后

也将祭国灭掉。 西周初年，周公旦平三监之乱后，改

祭伯。 祭伯在此建筑城池，故称祭伯城。 祭国在鲁隐公元年(公元前 722

年)，郑国东迁时被灭，成为郑国大夫祭仲的食邑 。 此后一直到民国都被称

为祭伯城，简称"祭城" 0 2013 年，祭伯城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第七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范围达到万平方米。 郑州市文物考古所计划建

立博物馆，用于展示在此挖掘的文物。

西周初年，祭国作为公国，在西周的作用很重要。 古时祭城这一带河

流密布，水土肥美。 酷爱旅游的周穆王让第三代祭公谋父在今郑州一带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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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诸侯，随他"钓于渐泽，食鱼于桑野" 、 "天子西游乃宿于祭"住到了祭

伯城里。 周穆王泛舟荣泽 、 圃田泽，他的卫士高奔戎在圃田泽附近抓到一

只老虎，周穆王下令先运到今关虎屯，随后送到今荣阳泪水，那里得名虎

牢，后来设置关隘，就成了虎牢关。

后来的郑国大夫祭仲是郑国的权臣， << 春秋 》 中的名篇 《郑伯克段于

部》就有这位名臣。 他从政五十余年，执掌国柄二十年，留下了很多故

罢。旦旦王二十年(公元前 587 年)，郑国攻打许国，许国求救于晋国，晋

国派兵占据郑之祭邑 。 《左传 - 成公四年 ~ :晋"取1巳 、 祭"即指此邑 。 这

说明公元前 587 年，祭邑还存在。

近两千年的光阴白驹过隙，到了明朝初期，祭城一带为明王朝的军屯

地，至嘉靖年间，明朝开封周王府的分支一一祭伯城府、婪( yïng )域府

的王公贵族在此定居，老鸦陈陈氏分支也有人迁此。 至清朝乾隆年间，因

为多年强力推行"摊丁入亩"封建王朝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劳动力可以

自由流动。 许多人迁至祭城区域，大量荒地被开垦，祭城又成为人烟众多

的郑州东部重镇。

清宣统三年( 1911 年)，武昌起义后，八里庙村人海贡林在直隶、 河

南等省奔走呼告，响应湖北义举。 1913 年，海贡林密谋反袁起义，不幸被

捕，被杀于开封西门外孝严寺。 抗日战争时期的 1938 年 6 月 1 日，蒋介石

下令决黄河大堤，以阻日军前进。 6 月 9 日，国军新八师蒋在珍部在花园口

决堤成功，使豫、皖、苏三省 44 县遭水淹， 89 万人丧失了生命。 祭城区域

为黄泛区西边沿，国民党部队在祭城驻扎，和黄泛区对岸中牟县的日军多

次进行战斗。 因为淹死的人和动物太多，又适逢夏天，引发霍乱病，俗称

"大家病"。 因为缺医少药 导致死亡人数很多。 其中不到 1000 人的庙张

村，死亡 100 人左右，有的人家死绝，一时户户悲哭，人人戴孝。

1939 年 2 月，金庄人周述文任中牟县县长，组织流亡政府，组织民众

抗日，配合国军作战。 1941 年 10 月 2 日凌晨，日本侵略军由中牟县渡过

黄泛区进攻郑县，在贾岗、大花庄一线，遭到国军第一战区第三集团军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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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军第二十二师(师部驻地金庄)、第八十一师顽强阻击，两军隔贾鲁河

激战。 其中第八十一师吴营(番号不详，营长姓吴)在祭城附近的民团和

村民积极协助国军作战，日军遭受重创。 日军援军抵达，吴营长以下全部

战死，八十一师无援而退。 日军在大花庄、北李庄、庙张等村肆意报复，

连外村逃难的，杀害平民 300 多人。 其中在大花庄杀 84 人，在北李庄杀

戮最凶，上至 70 多岁老人下至不满周岁的婴儿，一概屠杀，全村被杀 74

人。 4 日，郑县沦陷。 31 日，国军反攻并收复郑县。

1942 年，河南全省水、 旱、虫、风、雹灾并至，收成不及二成。 祭城

一带每天都有饿死者。 部分村民向陕西逃亡，有的死在逃荒的路上，大部

分解放后才返乡 。 1944 年春，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第二次侵入郑县，

祭城区域沦陷。 崔庄人崔国庆临危受命，担任郑县县长，带领武装到梅山

抗日， 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1948 年 10 月，中原军区决定发起郑州战役。

22 日，军区第一纵队、豫皖苏军区第五军分区于凌晨 5 时攻占祭伯城，郑

州守敌弃城北逃，当日被全歼。 郑州宣告解放。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53 年郑县撤销，祭城区域划归郑州市郊区。 1958 年辖区属郑州市郊

区东郊(祭城)人民公社。 因为土地盐碱化严重，直到此时，东郊是郑州

市郊区最贫穷的区域。 历任公社、乡镇、办事处，都把强乡富民作为首要

任务。 1958 年，带领开挖东风渠;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引黄淤灌，改种

水稻成功。 从此，祭城群众逐步解决了温饱问题，到七十年代中期，祭城

公社白庄大队成为郑州市对外窗口单位。 改革开放后，祭城公社经济发展

驶向了快车道。 1980 年，白庄大队户均年收入超万元，荣获国务院嘉奖令。

1983 年 4 月撤人民公社建乡，乡党委政府带领群众奔小康，特别是

"107" 国道穿境而过，临路村庄率先因地制宜，村集体开办工厂和市场，

迅速走向致富之路。 祭城乡东部村庄，利用离郑州较近，开办市场和房屋

租赁业务，也走向了致富之路。 1996 年祭城撤乡建镇，时辖 21 个行政村、

78 个自然村，总人口 52812 人。 2000 年，燕庄村和常岩村划归其他办事

处，凤凰台村委会调整为 4 个村委会。 2006 年 7 月，祭城镇撤销，其所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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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划分为两个部分，设立祭城路、 凤凰台两个街道办事处，实行城市管

理体制 。 祭城路街道办事处时辖 19 个行政村，总人口 12 万，其中农业人

口 4.8 万，总面积 63 平方公里。

2002 年，郑东新区建设全面启动。 我办作为东区的主战场，承担了起

步区 90% 的征地拆迁任务，截止 2009 年年底，先后完成对东风渠以南 10

个行政村、 20 个自然村的整体拆迁，共动迁农户 7400 余户， 3 万余人，

除各类建算388--:71平方米，为东区建设提供土地 4 万余亩;拆迁规模之

大、涉及人数之多、任务之重，均创造了郑州市城市建设的新篇章。 为了

让广大拆迁群众尽快得到妥善安置，我办共为 14650 名失地群众办理了基

本生活保障手续，达到年龄的群众可按月领取 200 元 、 400 元的基本生活保

障金;基本上实现了养老、医疗全覆盖，实现了"老有所养、 病有所医 、

壮有所用"彻底解决了广大群众的后顾之忧。 r

2010 年 9 月，为了郑东新区的发展，我办除贾岗社区划归郑东新区博

学路办事处，北录庄留在金水区，其它 17 个行政村(含社区)整建置随我

办划归郑东新区。 我办辖 9 个村改居社区，另 8 个行政村。 不久，我办又

成立了 8 个新的城市社区。

2010 年年底，为支援郑东新区龙湖区域建设，原金水区柳林镇部分村

庄由祭城路街道办事处托管。 我办勇挑重担 确保各项工作的稳定性 、 连

续性，了解掌握区划调整后群众的思想状态，切实关心其生产生活。 直到

后来成立郑东新区龙源路办事处，以上村庄被划走。

2011 年初，面对龙湖区域拆迁任务重、 安置群众多、稳定压力大的

艰巨任务，郑州新区管委会、龙湖区域开发建设指挥部、 祭城路街道办事

处，为了确保实现"拆迁一处，造福一片，稳定一方"的目标，抽调 100

余名干部参与到拆迁安置工作中。 分工包户到人，并公开拆迁过程，公布

咨询电话，确保拆迁内容家喻户晓，坚持和谐拆迁，有效地破解了拆迁难

题。 2011 年 7 月 31 日，郑东新区龙湖工程建设涉及的 8 个行政村 14 个自

然村的拆迁工作全部顺利完成，涉及拆迁群众 1658 户近 8000 人，村内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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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物 5 1. 8 万平方米。 2012 年 7 月，原属我办的 8 个行政村划归新成立郑东

新区龙湖办事处。

我办干部职工，在各个历史时期，对工作都是高标准、严要求，养成

了不畏艰难，勇挑重担的工作作风。 尤其是近十年，郑东新区高速发展，

我办面临拆迁任务繁重，区划和人员调整频繁，既要保证失地农民快速融

人城市，又要保证城市新社区各项建设不落人后。 我们上下齐心，埋头苦

干，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了优良的成绩。

2008 年，我办国内生产总值完成 86230 万元，同比增长 4.9%，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49960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完成 8640 元，同比增长

19%，财政收入完成 2279 万元。

近年来，随着省政府、省纪委等 43 家省厅级单位人驻我辖区，永和伯

爵、喜来登、雅乐轩、东方维景、海蓉、正方元锦江等多家高端商务酒店

在此聚集，省旅游局、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在此落户 。 我办区域辐射能力不

断增强，新的行政、文化、商务、旅游中心正在快速形成。

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吕庆文(左二)检查社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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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我办实现全口径税收 30.19 亿元，其中区级税收达到 1 1.07 亿

元;实现固定资产投资 20.36 亿元，完成目标任务的 129 .76%; 完成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42.68 亿元，同比增长 5.93%。 其中，楼宇经济发展迅速，集

聚效应逐步显现。 2016 年实现楼宇经济全口径税收 13.36 亿元，同比增长

8.6%，占税收比例的 44%，对我办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46% 以上。

编史修志是一件利在当今，泽被后世的大事、好事。 1987 年，祭城乡

主持编篡 《祭城乡志 ~ (初稿 )0 2006 年，郑东新区拆迁力度越来越大，大

量的村庄消失了 。 我办刚刚成立，就迅速启动编篡 《祭城镇志 ~， 2010 年 8

月出版，为社会保存了大量的地域资料。

2015 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留住青山绿水，必须记住

乡愁。 7 月 20 日，郑州市政府办公厅下发 《郑州市村庄变迁史编写工作指

导意见 》。 我办十分重视，祭城社区和崔庄社区率先启动社区志编篡工作。

2016 年 9 月，郑东新区管委会办公室下发 《关于切实做好拆迁改造村庄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通知 ~，我办领导高度重视，班子成员多次召开会议

研讨。 为了保证工作顺利进行，成立祭城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志系列丛书编

篡工作领导小组，各社区分别成立社区志编篡委员会，抽调专人负责此项

工作。 我办按照进度，给每个村改居社区拨付社区志编篡工作经费，指定

专人指导编辑工作。 2017 年 1 月，终于完成社区志的全部工作。

经过编篡领导小组审核，发现:因为各社区没有修志经验，部分编辑

甚至不熟悉社区业务，志书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尤其是重民风民俗，轻

行政事务，框架结构混乱，厚古薄今等现象严重偏离了编志的方向 。 为

了保证社区志的质量， 2017 年 2 月，我办聘请资深地方志学者担任总编

辑，重新设置社区志框架结构，统一装帧设计，以达到精益求精。 经过大

家共同努力，终于达到了比较理想的高度。

我办所属 8 个村改居社区志，真实记录了郑州东部的乡土社会，充满

了乡土气息和城市味道，是十分珍贵的历史遗产，其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

不可低估。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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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办干部群众尊师重教。 2001 年，仅有 1000 余人的十里铺村投资 500

万兴建标准小学，在郑州传为佳话。 从 2005 年起，各个村改居社区先后设

立奖学金和助学金，每年对考上大学的孩子和家庭困难的高中生进行奖励

和资助。 仅仅一个祭城社区，十年来，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居民宋全发、时

军伟，为助学发放的"神力奖学金、助学金、教育奖"高达 200 余万元，

有力地帮助了困难群众，激励了广大优秀师生奋发学习，弘扬了不忘家

乡，回馈社会的正能量。 我办民风质朴敦厚，传统优良 2008 年汶川地

震，我办群众尽管还不富裕，有些人还在外租房居住，但是各个募捐地点

都排着捐款的长队，我办干部群众捐款高达 2894630.9 元 2010 年 4 月，

青海省玉树地震，我办干部群众捐款 1063087 .7 元。 在每年的"慈善日"募

捐中，我办捐款金额，在郑州市总是名列前茅。

办事处主任武学德(前左一)检查社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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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和 2015 年，我办城市社区一一阿卡迪亚社区、正弘山社区分别

荣获"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 2015 年阿卡迪亚团支部荣获"河南

省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 2016 年获得"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 2016 年

鑫苑花园社区获得"河南省园林绿化小区" 等。

2012 年以来，我办先后荣获市级以上荣誉 49 项。 其中， 2012 年，我

办被河南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省级文明单位 2015 年荣获"河南省人民满

意的公务员示范岗"称号，郑州市"五一劳动奖状" 2016 年荣获郑州市

平安建设先进街道办事处。

在 2017 年度工作会议上 市委常委、郑东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王鹏指出 2017 年是我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开局之年，是实施

"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 ， 是自贸区、自主创新示范区、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等国家战略落地实施的起步之年， 也是郑东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决胜之年。 全区上下要真正把思想统一到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先导区、示范

区和核心区的要求上来，持续发扬东区前期发展中形成的忠诚、实干、拼

搏、担当、清廉的精神和作风，把各项工作抓在手上，落实到行动上，在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过程中建功立业。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任重道远，在郑东新区管委会新

班子带领下，我们开始新的征程 ! 我们决心再接再厉，为郑东新区更好的

明天，交上更加优良的答卷 !

党工委书记 吕庆文
祭城路街道办事处

主 任 武学德

2017 年 2 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一、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运用现实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真实、系统地反映十里铺社区的历史与现

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可读性为一体的读本。

二、按照薄古厚今的原则，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里铺的发展轨迹。

三、上限至事物开端，下限 2016 年 12 月 。

四、采用章、节、目的框架结构，分类力求科学合理。写法采取述、

记、志、传、表、录并用体，配以照片、力求图文并茂。

五、十里铺行政名称变化频繁，所有名称一律用现行地名。各种数字一

律采用阿拉伯数字。

六、资料来源大部分系十里铺村两委集体提供和村中老党员、老干部

等知情人所述。

七、人物收录均为十里铺村籍，排序以文内标注为准，一般下限断至

2016 年 12 月 。



序言 1 

序 言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历来是地方文化中的一件大

事。 编史修志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认识当代中国尤其是农村变革发展道

路的重要途径。

数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农耕社会。 发展到今天，中国的农民依然

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 中国现代史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是从最广大的农村开始，党团结带领了中国最基层广大农民一起奋

斗，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同样从农村展开，走过了坎坷曲折的道路，取得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社会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依然从农村萌芽，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康庄大道，从而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关注"三农"问题，始终

把农村的发展进步确定为治国方略的关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了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24 字方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高度

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让乡愁停住脚步，让乡村焕发容光，让历史得以

传承。

经济迅速发展，城镇化推进日新月异 "城中村"将会彻底消失。 为真

实记录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革，为已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村庄留下历

史记忆、 文化脉络，编写村志势在必行。

《 十里铺村志 》 正是秉承历史，顺应时代的产物。 在构建和谐社会，



2 序言

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同时，为展现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果，真实反映乡村

的变迁过程和变迁前后的情况，由郑东新区出面组织编篡这部村志。 以十

里铺村为记载对象，追溯历史，详实考证，排列有序，文章编排有序，是

新型城镇化建设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也是一部简明详要的乡村

志，同时也对十里铺村未来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十里铺村志编委会

201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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