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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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奶奶庙旧石器时代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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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二七四记 物?
二O一七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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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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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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聋一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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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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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一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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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文

化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农村修志，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意义重

大。 1964年毛泽东就说过"研究现代史，不能不去搞家史

和村史。从研究最基层的家史、村史的微观入手，是进而研究

整个宏观社会的历史基础"。厚实的历史积淀和多彩的文化底

蕴，注定农村永远是一个内涵丰富、题材重大、值得记载的史

志课题。见微知著， 一部村志不仅可以从中感知社会变迁历

史，感受人情世事沧桑，感悟现实生活启示，而且还可以从一

个村的发展轨迹中看到一个国家向前跨越的矫健步伐，听到一

个时代进步的厚重足音。

湾刘村， 一个中国大地上最基层、最普通的村庄，它没有

物华天宝，也算不上人杰地灵，就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

村庄，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孕育出一代代正直勇敢，勤劳质朴，

艰苦创业，热血奋进的子民。他们在这方热土上辛勤耕耘，繁

衍生息，为建设美好家园奉献智慧和力量。在创造了大量物质



财富的同时，积淀下厚实的历史和多彩的文化。特别是近几十

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历届村领导集体的不懈努力和

广大村民的艰苦奋斗，湾刘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湾刘村正以矫健的步伐

走向殷实小康大道。

《湾刘村史》就是对湾刘村乡土民情的记录，全面记述了

湾刘村的昨天和今天，是湾刘村时代发展的缩影。

《湾刘村史》是在上级领导部门的重视下，在湾刘村"三

委"的领导下，在村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和二七区地方志办

公室领导的悉心指导下，编篡人员通过回忆座谈、 查阅资料、

调查走访、伏案书写， 经过多方努力，厉时一年多，终于付梓

出版。

从2015年6月开始，成立《湾刘村史》编辑部，拟定编写

提纲，座谈回忆，查档走访，整理筛选，于2016年2月写出初

稿。为保证《湾刘村史》编著记载真实，编辑部对事物、事

件、人物、数据等在反复发动群众征集大量资料后，进行比对

勘验，以去芜存菁。筛选过的资料，还要进行调研咨询，多次

座谈，访问知情人和亲历者。编修中坚持了言必有理，书必有

据。 2016年4月，在二七区地方志办公室同志的帮助下，编篡



人员在初稿的基础上，广集博彩，补充撰写，完成第一次修

改 。 2016年 10月，编辑部本着精益求精的精神，进行第二次

修改，今日成书 。 <<湾刘村史》资料收集上限为明朝末年，

下限为2016年9月， 着重建国后至今几十年。全书凡立10章，

15节 。 村史本着实事求是、博古厚今的原则，真实全面地记载

了湾刘村的政治历史、经济文化、教育卫生、民情风俗等方面

的内容和史料，林林总总，面面俱到 。 还原了湾刘村的历史风

貌，揭示了生命延续、荣枯变迁的历史规律，是全体村民父老

乡亲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今人乃至后人了解、研究湾刘

村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借鉴，更是国家新农村建设成果的有力

佐证。

湾刘村是我们的家乡，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我们昂首

挺胸地行走在天地之间， 奉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无论走到

哪里，湾刘村都是我们的根和源。 祝愿我们的家乡代代相续，

历久弥新。 祝愿家乡的乡亲父老更加精诚团结，奋发进取，谱

写出湾刘村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中共二七区马寨镇湾刘村党支部、村委会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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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系统地记述湾刘村的政治文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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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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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湾刘村的第一本史书，时间上限为宋朝时期，

下限至2016年底，使湾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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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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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资料主要来自湾刘村档案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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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湾刘行政村位于马寨镇人民政府东2.5公里处，村委会设在湾刘

自然村。 辖湾刘 、 上田河、常庙、张新庄、下田河5个自然村，分6

个村民组。 湾刘村的各自然村因情况不一，各村的村名由来也不尽

相同。

湾刘村

湾刘村与郑州四环路相邻，是马寨镇唯一的一个四环内的村

庄，东临侯寨乡的八卦庙村、中原区大岗刘办事处(乡)的周桐

村， ~t'临大岗刘的道李村，南临马寨镇的张寨村 、 刘胡桐村，西邻

西流湖街道办事处的刁沟村、赵仙桐村，与四邻地头相连，西有常

庄水库相隔。

明朝洪武年间，山西的移民先落脚到山东，随后又迁到河南荣

阳，不久又到马寨一地落户 。 因村庄坐落在贾峪河转弯处东岸，并

都是刘姓居民在此居住，故名湾:X1J 。

湾
刘
柑
白
先



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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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田河村

起源于明洪武年间，曾用名田家沟，位于湾刘东部。 该村东南

部有一东周时期的上田河古遗址，故名 。 村中面积8万平方米。 时

间久之，故把村名改叫上田河，沿传至今。

下田河村

位于贾鲁河西岸，村东北部有东周时期的下田河古遗址，面积

4万平方米，存有清朝时期的石刻下田河石造像。 村民为区别所住

下田河村青石弥勒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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