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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郊区志》付梓问世，这是郊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全区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大喜事。

一平顶山市郊区1 9 62年建置。现辖境域历史上分属于区邻诸县，

为叶县、襄城县、郏县、宝丰县，鲁山县各县的接合地带。这里虽然

自然资源丰富，但过去长时期未得到开发利用，荒山僻野，地瘠民

贫。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区境人民战

天斗地，治山治水，艰苦创业，随着平顶山煤炭资源的开发及市区的

建设，全区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荒凉贫瘠的山乡变成了社

会主义新农村，并奠定了尔后发展的经济基础。现郊区人民已由温饱
’

向小康过渡。

志属信史，《郊区志》本着纵贯历史、横陈社会的原则，以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系统地记载区境自春秋以来两千多年的重大历史事件，重点记述

自1 9 62年建区以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如实

反映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起伏变化的发展历

程，突出了郊区靠近市区的地理优势和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特点。

·《郊区志》时间下限为1 987年，堪称郊区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里程

碑。 ．

现在，党所领导的建设和改革事业，正处于深入发展的重要阶

‘段。《郊区志》。的出版，不但积累、保存了大量史料，而且从中反映

= 不少经验和教训，为指导今后的工作，提供了借鉴和科学依据。同

时，对全区人民来说，一书在手，就可对本区的历史和现状一目了’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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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对建区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郊区人民艰苦创业、锐意改革的艰辛

将有更深二层的理解。它激励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继承和发扬

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以更加振奋的精

神，．谱写郊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

值志书出版之际，略赘数言，权以为序。谨代表区委、’区政府和

全区人民，向全体修志人员和所有为《郊区志》的纂修给予关心、支

持的领导、专家、学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平顶山市郊区人民政府区长 吕彩霞

一九九四年六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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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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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世’’

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反映郊区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

二、本志时间断限，上限一般起自1 962年正式建区；大事记起

自有史可考的新石器时代，部分内容酌情上溯至事物发端。下限一律

止于1 987年底。

：三、本志采用篇、章、节、 目结构，全志立28篇、103章、

237节。《概述》、《大事记》、《附录》不列入篇序。

四、本志体裁，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综合运用。照

片集中置于书前，图表分别穿插于书中。卷首设《概述》，．从宏观角

度勾勒全区之大要；部分专业篇设无题小序，简括本篇主要内容。

五、《大事记》为全书之经，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

方法。以时为序，兼顾彰明因果。不详月份、 日期者，分记于“是年"

年终或“是月”·月末。
‘

六：’本志采取横分门类、纵述史实的编写方法，并坚持“详今略

古一，“详独略同’’、“详近略远’’等原则。

七、《人物》篇分传略、简介，名录、名表。入志人物以本区籍

为主，在本区有建树和重要影响者也予以入志。遵史学界惯例，生不

立传。
‘

八、历史纪年，民国以前用朝代纪年，年号用汉字，后加括号注

明公元纪年，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民国纪年用民国年号加注公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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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年，均用阿拉伯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用公元纪年。
’

’九、行文除引文及必需保留的古体文外，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

简化字、标点符号、专业名词的符号、代号等，按国家统一规定使

用。

十、记数用阿拉伯数字。但数字作为词素构成定型的词、词组、

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语句则用汉字。

十一，计量名称、符号的使用，以国务院1 984年2月2 7日颁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为准。

十二、本志所用各项数据，主要来源于区统计局。凡统计局所缺

数据，使用各有关单位提供的数据。

十三、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文献及有关部门提供的资

料，部分来源于周围邻县的旧志及群众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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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平顶山市郊区建置于1962年3月，境域呈圆环状环围着平顶山中心市区。地理坐

标，东经1．13。047～113。28 7，北纬33。39 7～33。507．内与卫东，新华两区插

花交错相接，外与叶县、宝丰、．郏县，鲁山、襄城5县为邻。区境东西长37公里，南

北宽19公里，面积340平方公里。1987年末全区有汉，回、蒙、壮，满、水，哈尼共

7个民族成份。总人口21．1万人，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97．6％，回族占总人口的

1．8％， ．一
．

地貌特征“两山央一川”，山脉走向由西北向东南展布。北部的一组低山自西向东蜿

蜒起伏30余公里，．其中段主峰擂鼓台海拔506．5米，为全区最高峰。西至中南部的一

组基岩残岗，西起舒山，东至北渡山及河山、计山，长约15公里。两组山陵之间形成

一狭长走廊式洼地，中有湛河自西向东流过。地势大致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向东南

倾斜，形成簸箕状。区境西南部和东部地形相对平坦，为沙河冲积平原。全区低山、丘

陵地面积176．3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51．9％；平原、洼地面积163．5平方公里，占总

面积的48．1％． 。．

境内河流属淮河流域颍河水系，主要河流有沙河及其支流湛河、应河、泥河、月台

河，河流总长l 16公里，年均径流量lO．88亿立方米。地下水储量12551．2万立方米，

年均可开采量641．3万立方米。全区水资源人均865立方米，耕地亩均772立方米，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白龟山水库兴利库容3．1亿立方米，每年可为郊区提供农用水8451．8

万立方米。 、

气候为南暖温带～北亚热带的过渡带，位华北气候区的中南部，属暖温带季风型大

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年均气温14．7℃，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年降水量736．7厘米，

雨水多集中于7、8月份，无霜期216天。一年内气候特点：春旱多风，夏热多雨，秋

润凉爽，冬寒干燥。因降雨期集中，易造成旱涝不均、以旱为主的灾害性天气。

区境交通发达，孟(庙)宝(丰)铁路横贯东西，连接京广，焦枝两大铁路干线。

郑(州)南(阳)、洛(阳)界(首)公路穿境而过。乡村道路与地方公路，厂矿专用

线路相连，对内对外形成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 ，

矿产资源以煤为主，储量可观，并有石灰岩、砂子、粘土等。煤主要分布于北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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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一带，纯煤厚度30米，可采煤层5组12层，可采厚度15～20米：除国家统配煤矿

煤田外，可供郊区地方煤矿开采的有地质储量3500万吨，工业储量2400万吨。石灰

岩分布于西至中南部青石山及九里山、北渡山一带，质地优良，可烧制石灰、水泥，亦

，可直接用作建筑料石。，砂子集中分布于南部沙河河床两侧及沙王，小营等地，储量大，

质量好。 、

区境文化发祥较早，历史悠久，今境内东高皇乡蒲城店、寺岗一带有新石器时代仰

韶期、龙山期文化遗址，证明远在四五千年以前，先民已在这里渔猎农桑，繁衍生息。

据史料记载，区境古属豫州，殷商时期属应国疆域，春秋时期属郑国，其间一度属楚

国，后并入晋国，战国时期属韩国。秦代以后，境域不定，隶属多变。北魏时，境内曾-

设河山县和温阳(隋代名湛水)县，今北渡乡汴城村和薛庄乡温阳街(已被自龟山水库

淹没)分别为其治所。明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境域大部归宝丰县，北部归郏

县。其余则北渡以东归叶县，东部湛河以北归襄城县，此后直至解放初，境域无大变

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平顶山煤田的开发和市区的建设，于1961年7月建

立北渡区，为郊区前身。1962年3月?北渡区建制撤销，建立平顶山市郊区，时辖北

渡、汴城、东高皇、大营、西高皇、姚孟、井营7个人民公社。后来陆续由叶县、’宝

丰、郏县、襄城诸县划来部分乡村，至1987年，郊区辖东高皇、北渡、焦店、薛庄、．

曹镇5个乡135．个行政村335个自然村，为平顶山市辖区(县级)之一，区政府位于

平顶山市光明路中段西侧。

郊区境内历史上虽然隶属多变，。地处偏僻，但亦不乏人才。明嘉靖初年，牛凤(今

北渡乡牛楼村人)为南京太常寺卿，去世后，明世宗亲书祭文，称其为“一代奇才”，嘉

靖二十一年付梓的第一部《叶县志》即为牛凤编纂。清乾隆元年举人李海观(今曹镇乡’

宋寨村人)为政之时被誉为“循吏”，一生尤以文学见长，其长篇小说《歧路灯》，被后

人视为“写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普通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区境人民具有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气节，尤其进入近代以后，群众不堪忍受剥削

欺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1867年10月，辛店村筑寨首事人程玳【又名程老

八)与当地豪绅涉讼被诱入狱，其子程德宽率200余人暴动i人襄城县，攻破监狱，

救出其父．事后，起义群众转移泌阳、角子山等处与清军对垒。1904年，刘沟农民刘

广义与叶县棠村张清望建立农民群众组织“仁义会”，以“打富济贫，抗捐税”为宗旨，联

络宝丰、鲁山、叶县、南召等数县农民举行起义，很快发展到数千人。民国初年，白朗

起义军曾在平顶山上据险抗击北洋政府军队的围击。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使区境农民自发的反抗斗争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历史

新阶段。1939年年底，共产党员陶士党(今曹镇乡王庄人)受中共叶县县委派遣，回



概述 ·3·

乡开展地下工作，先后发展党员5名，建立当地第一个党组织——肖王庄中心党支部。

自此而始，中国共产党领导当地人民在这块土地上不断发展党的组织，壮大人民武装力

量，抗击入侵日军，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创建红色政权，开展一系列革命斗争。一批

批优秀儿女走出家门，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作出了无私的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共产党员陶士党、张明亮等烈士洒下鲜血的土地，终于迎来了胜利，当地人民

送走了苦难深重的旧时代，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纪元。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区境经济长期处于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1949年，粮食

亩产仅43．5公斤。建国后，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实现了生产关系的重

大变革，解放了生产力，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兴修水利，发展机械，推广先进技术，农村

经济得到较快发展。1956年区境粮食平均亩产‘71．8公斤，比1949年增长65％。之

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传统农业格局得不到根本扭转，丰富的资源未能合理利

用，地理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商品经济受到制约，发展缓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犹如春风化雨，为区境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郊区从实际情况

出发，在绝不放松粮食、蔬菜生产的同时，充分利用市郊交通便利：市场广阔、工副业

生产门路多、信息灵、易协作的优越条件，以区、乡工业为龙头，集体、个人一齐上；

大力兴办工矿企业和第三产业，走农、工、贸一体化的发展路子，使经济建设有了空前’

的发展。1987年，全区实现工农业总产值14551万元，比1978年的5782万元增长

151．6％，平均年递增lO．7％；上缴国家税利564万元。． ．

‘党和政府极为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积极倡导兴修水利，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到1987年底，全区水利建设投资累计4105．3万元，先后治理沙

河、湛河及其支流等15条沟河，工程总长150公里；修建中小型桥涵闸50座．小型二

类水库．2座，．塘，堰、坝87座；总蓄水43万立方米；建机电灌站151座，总装机

8426千瓦，配套机电井364眼，发展喷灌机189台，喷灌面积96454亩。建成白龟山

水库南、北两大干渠系，昭平台北二干一支渠系和应河丰收渠系等自流灌区，干、支、

斗渠道116条，总长188．9公里。各种水利工程有效灌溉面积达11．59万亩，占全区耕

地面积的69％，旱涝保收面积达9．3万亩。各种农用机械发展到12154台(件)，总动

力115370马力，百亩耕地占有7．22混合台(件)、68．5马力，．机耕面积10．4万亩，占

年播种面积的42．4％。农村用电量达3500万度，农业生产条件得到较大改变。与此同

时，积极推进科学施肥，合理密植、优选良种、防治病虫害等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

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调整

农村产业结构，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

的发展。1987年，粮食总产62077吨；亩产达490公斤，比1978年的306公斤增长．
●

●

●

． ●



·4· 平顶山可『郊区志

61％，比1962年建区时的86．9公斤增长463．9％，相当于1949年的¨倍。从1962年

至1987年累计上缴征购粮6745．2万公斤。在粮食作物大幅度增长的同时，林、牧、

副、渔各业也都有了迅速的发展，为城市提供的林果、肉、蛋，奶产品也逐年增多。

蔬菜生产是郊区优势之一，有靠城市发展、’又为城市服务的突出特点，在全区农业

经济中占蘑要的比重。境内有计划地种植蔬菜是随着平顶山煤田的全面开发和人口的剧

增于1956年开始的。当年有菜田5994亩，占耕地面积的2．3％。当时缺乏经验、技

术，品种单调，病虫害多，产量较低，平均亩产仅808．5公斤。此后10多年间，菜田

面积时多时少，产量不稳，一直不能满足市场供应。1974年4月，郊区成立蔬菜办公

室后，针对平顶山新兴工业城市居民分散的特点，本着“就近供应，方便职工生活”的原‘

则，围绕市区及各居民点，开始规划建立稳固的商品菜基地，并积极引进优良品种，推

广先进技术，使全区蔬菜生产逐步转向稳定发展的阶段。到1987年底，全区26个蔬

菜专业村，173个村民组，菜农人口44466人，共有常年菜田】2609亩，平均亩产

4669．5公斤，总产达5887．6万公斤；亩产，总产分别为1956年的5．8倍和12．2倍。为

市区居民每人每日供菜0．59公斤。自1956年到1987年的32年间，先后从外地引进上

百个品种，通过培育杂交，大部分已推广为郊区的主要栽培品种，1987年全区蔬菜种

类计22科、30多属、57种、166个杂交品种。郊区在稳定面积、保证大路菜生产的同

时，狠抓大棚、温室、地膜覆盖等保护地生产和贮藏保鲜技术。改一年春秋两茬为春、

夏，秋、冬四季六茬五收，增加越冬菜、早春菜，夏菜、早秋菜4个补淡茬次，有效地

调剂上市日期，实现了自给自足，均衡上市，淡季不淡，旺季不烂，。四季常青，周年供

应，为服务城市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郊区工业起步较晚，60年代仅有为数不多的农机修造、建筑和部分加工业，工业基

础十分薄弱，发展不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乡，村办企业呈现蓬勃兴起势头。郊

区根据境内煤炭、建材资源丰富的条件和靠近市区，城乡联结紧密的地理优势，因地制

宜，加强城乡协作，发展横向联合，实施市郊型经济战略，积极与大企业攀亲结友，互

利合作，引进人爿‘、技术、设备，联合办厂，配套生产。指导思想上坚持以集体工业为

主体，乡、村、组、个体和联合体多层次发展，区乡工业逐步形成煤炭、建材，化工、

医药、轻纺、食品、服装等多门类的企业群体。1987年，全区工业产值9665万元，占

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的66．4％；年末固定资产净值t617万元，全年创利税164．2万元。．

与1980年的758．98万元相比，产值增长】1．7倍。其中区办企业产值1268．5万元，比

‘1980年的130．68万元增长8．7倍。全区工业战线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加强经营管

理，实行技术改造，挖掘生产潜力，全面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推行厂长(经理、

矿长)负责制，并在区直工业中开展“企业管理进档上水平竞赛活动”等，从而调动了企

业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工业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也不断

提高。区办工业主要产品20多种，经销国内22个省、市、自治区，年出口创汇20余、

万元。其中区来苏尔厂被确定为河南省生产来苏尔的专门定点厂家；“九八七”化工厂被

列为化工部催化剂定点专业厂，该厂生产的硫酸镍、硫酸锌、金属铜粉，质量达部颁一

级品标准，钼，铋的提炼成功，填补了国家科研项目两项空白，五氧化二钒生产取得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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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权，硫酸镍铁系颜料氧化铁黄销往国外。全区乡镇企业也发展到8251个，从业人员

38579人，占农村总劳力的44％；产值14717万元，比1980年的2139．3万元增长5．9

．倍，占当年社会总产值的56．5％；其中工业企业产值8397万元，占乡镇企业总产值的

57％，占全区工业产值的86．9％：共拥有固定资产原值4122万元，其中乡、村两级占

90％。为农业提供投资145万元，实现利润2380万元，上缴利税394万元。同时产品

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1980年以前，传统建材产品砖、瓦、灰、沙、石占工业主要地

位，产值占70％，1987年只占36％左右，可生产120种、400多个规格的产品，并形

成一批名优拳头产品。大营建材厂生产的GW叫型平瓦成型机等8个产品获市级以上
名牌产品奖；北渡乡骨胶厂生产的骨粒，被省外贸部门定为出口免检产品；铁炉村仪表

厂生产的普通压力表与山西芮城生产的试压泵配套，远销欧、美、东南亚7个国家。乡

镇企业的发展，壮大了集体经济，增加了对农业的投资，提高了农民经济收入，促进了

农村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同时，对城市大工业互惠互利，互补余缺，推动了地域经济

交流和乡村小集镇建设。乡镇企业已经成为振兴郊区经济的突破口，在全区经济中占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

郊区于1962年10月始建商业机构，当年有7个中心商店，12个门市部，流动资
7

金2．14万元。20多年来，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日趋活跃。到1987年底，郊区

商业发展至5个基层供销社，4个直属公司，89个经营门市部，从业人员372人；商

业网点遍布整个郊区农村，自有流动资金184．2万元，固定资金190．8万元；年度纯购

进额完成580．2万元，纯销售额1516．8万元，农副产品收购总值21．4万元。据1986年

核查统计，全区个体工商户3697户，从业人员3847人，资金21807万元。村镇集市

贸易繁荣，石桥营建立“香山农贸市场”，长100米，容纳摊位300多个；区传统物资

交流会11个，每月会期39次，月成交额达300多万元。

财政收入增长较快，。自1972年至1986年实行一级财政，15年中，除1978年至

1985年属市财政报帐单位无收入外，其余7年收入总计2641．1万元。1986年恢复一级

财政时，体制尚不健全，实行本区财政收入与市财政补贴的双轨制，1987年仍实现财

政收入723．1万元(含市补贴)，支出713万元，收支基本平衡，略有节余。金融机构

有农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储蓄网点62个，．1987年末各项存款余额10348万元，各项

贷款余额6976万元；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杠杆作甩，支持了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解放前

现郊区境内仅有初，完小学32所，学生多为富裕户子弟。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教育

事业的发展，积极兴办学校。1962年郊区成立时，已开办小学64所、234班，在校学

生7180人，儿童入学率78．4％。1987年，全区有普通高中2所，初中25所，小学

132所；在校中学生9032人，小学生301 14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98．4％；学前班

142个，入托儿童6802名，入托率86％；全区教师2284人。近年尊师重教蔚然成

风，集资办学热情高涨，从1984年至1987年底，共集资545．5万元投入教育，使教学

设备，校舍面貌得到改善，办学条件大为改观，90％的学校实现了“一无两有”(无危

房、有教室、有书桌)。与此同时，农民、职工业余教育也有相应发展。学校体育和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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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体育亦较活跃，在省、市不少赛事中取得好名次。焦店村武术队在1987年省武术比

赛中取得5个单项第一；全区有60％的学校体育达标。1984年至1987年，共向大中

专院校输送新生425人：全区各类技术人爿。2417人。1978年至1987年，共有60项科

研项目获奖，其中省、市级科研成果奖18项。 ．

文化事业日趋兴盛，较好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1987

年，共有电影放映队37个，全年放映33 18场次，观众达325万人次。有线广播线路

97条，总长847．5公里，区，乡级站通播率分别为100％、71％；农村喇叭人户率

24％。区建图书馆一座，藏书3400册。区文化馆、‘乡文化站、村文化室网络健全，民

间传统文艺活动丰富多姿。

医疗卫生事业迅速发展，旧社会缺医少药的局面得到改观。解放前，现郊区境内仅

有3家私人诊所和“陆和堂”．“庆济堂”等少‘数私营药店，人民群众伤病治疗无保障。解

放后，从1952年在大营区建立第一个卫生所起，．到1987年，‘区直已先后建起了l院3

站，I§II：区人民医院和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结核病防治站；各乡建立了卫生院，

行政村设立卫生所；形成区，乡、村3级医疗卫生网。专业医疗人员344人，个体开

业医生46人，村卫生人员280人；区，，乡医院拥有大中型医疗设备70台，共设病床

374张，医院门诊就诊368557人次，全年收治住院7447人次，治愈6687人，治愈率

89．78％。、以往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霍乱、‘天花、白喉等疾病已灭绝或被控制；疟

疾、伤寒、流脑等传染病发病率大幅度下降；甲状腺肿、克汀病等地方病防治取得初步

成效，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65年，区

境农民人均纯收入89元，1978年为143元，13．年问平均年递增3．8％；1987年为450

元，高于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同1978年相比，9年间平均年递增13％。人均粮

食占有量数倍增长。1987年底，全区农民储蓄存款总额7329万元，人均340元，比上

年增长24％。农村住房条件极大改善，土坯草房已很少见，而为以砖木结构的瓦房和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所代。据1987年60户调查，年内新建房屋42间704平方米，

年末使用房屋369间5285平方米，人均18平方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已很普

遍，电视机、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等中高档家电用品亦开始进入农家。农村人民吃

穿住行条件有了较大改善。

平顶山市郊区建立近30年来，全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凭着勤劳的双手，艰苦创

业，奋发图强，在夕日荒凉贫瘠的土地上，已建设起初步殷实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家园。

放眼未来，郊区由于市郊型经济特点突出，地上地下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市场广阔，

经济和社会发展潜力巨大。随着改革大潮的兴起，扬长避短，兴利除弊，以农养工，以

工促农，郊区将进入一个更加繁荣兴盛的历史新阶段。



大事记 · 7·

大 事 记
’

夏 商’

夏商时期今郊区境内已形成部落，溃阳街为古应部落中心。溃阳街在今郊区薛庄乡

境内，，1958年兴建白龟山水库时被淹没。

， 西周 春秋战国
●

，

，

周武王封宗室为应侯，其都城在今薛庄乡原溃阳街。春秋中叶，应灭于楚。

鲁襄公十六年(公元前557年) 晋、楚战于湛坂‘今焦店乡井营以东、西高皇以

西地带)，楚师败绩。史称“湛坂之战”。

鲁襄公十八年‘前555年) ．楚师伐郑，次于鱼陵，涉于鱼齿山下(今曹镇、焦店

乡交界地带)，遇雨，兵役冻死甚众。

周赧王七年(前308年) 秦、魏会于应(今薛庄乡原溃阳街)。

‘秦昭王四十一年【公元前266年) 秦封范睢予应为应侯。现郊区境域为范睢封

地。 ．
．

秦汉三国‘
●

．

秦统一【前211年)后，现郊区境域属颍川郡。

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巾车乡以东、以南属昆阳县，以西、以北归父城县

(巾车，乡名，在今焦店乡原留村旧址。留村于兴建白龟山水库时被淹没)。

三月 刘秀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车乡，．新莽颍川郡椽冯异归刘秀。

六月 莽军在“昆阳之战”中大败溃逃，抢渡溃水(今苗侯以西至原宋村一带。宋村

于兴建白龟山水库时被淹没)，时逢大雨，河水猛涨，溺死者数万计。 ，．

三国时期(220～265年) 现郊区境域属曹魏。

晋·南北朝

西晋泰始二年(266年) 现郊区仍属父城、昆阳两县，归襄城郡管辖。
●

北魏太和元年(477年) 设置高阳县，’县城在今北渡乡前城，后城一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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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年) 设置河山县，县城在今北渡乡汴城村。

北周初年(557年) 设置雉阳县，县城在今薛庄乡原溃阳街。

瞻 磨

隋开皇十八年(598年) 雉阳县改名湛水县。

大业四年(608年) 湛水县改名为举城县【县址在今鲁山县境内)，高阳、河山

两县并入筚城县。 ’

唐武德四年(621年)’牮城县境分设溃阳县(今薛庄乡原港阳街)。

贞观元年(627年) 牮城县、漫阳县废，并人鲁山县。

天宝+五年(756年) 南阳节度使鲁炅与安禄山部将武令徇在温水(今沙河)一

带激战，鲁军败退。

宋 元

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 现郊区西部归属宝丰县。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 宋将牛皋率部在溃水北岸原宋村一带大败金兵。

元至正九年(1349年) 大将马秃塔儿被追封为范阳郡侯，赐葬于荆山(今北渡

乡境内)。其后裔在荆山聚居繁衍逐渐形成蒙古族村落。
·‘

明

成化十一年(1475年) 现郊区西部属宝丰县，北渡以东属叶县，湛河下游以北

属襄城县。 、‘

正德六年【1511年) 牛凤中进士，授吏部验封司主事。牛凤，字西唐，今北渡

乡牛楼村人，官至南京太常寺卿，卒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世宗遣官赐祭。

崇祯十六年‘1643年) 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占领宝丰，鲁山，曾改宝丰为宝

州。现郊区辖境为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所据。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 清代文学家李海观(字绿园)出生于宋家寨(今曹镇

’乡宋寨村)。李著有《歧路灯》传世，卒于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雍正年间(1723～1735年) 平顶山腰建起关家、陈家、李家3处煤窑，均系民

间以简陋工具进行生产的小煤窑。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 大饥，饿殍盈野，且大疫，七月又有蝗自南来，群飞

蔽日，禾苗尽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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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间(1796～1820．年) 陈太纲自黄山寨到寺沟挖小煤窑18盘，任宗义在寺

沟首创竖井煤窑。 ．

嘉庆十八年【1813年) 正月朔，黄风三日，麦苗遍生细虫，数日尽枯；大旱，

至七月十三日始雨，尽种荞麦；九月二十日大霜，荞麦又尽枯，庄稼无收。

咸丰元年(1851年)八月四日 溃水大溢，漂坍庐舍，溺死人畜无数。

． 咸丰六年【1856年)八月三日 裕州【今方城)捻军李太春、王五秃部，到辛店

(今东高皇乡辛店村)夺取“马号”转移至平顶山，煤工潘元法、朱来、朱三等14人入

伙，活动于宝丰、鲁山、郏县等地。

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 捻军牛老红部自东北进驻溃水以北地带。

同治六年(1867年)十月 辛店村筑寨首事人程玳，又名程老八，因筑寨墙与坡

李村豪绅宋莫坤涉讼，官府左袒宋家，程玳被诱入狱。程玳子德宽率200余人起义，

二十八日破城砸开监狱，救出程玳。事后，起义群众转移至泌阳，角子山诸处；后被清

军围击，惨败于龙山(今薛庄、焦店两乡北部边境)。

．光绪元年【1875年) 丁唧瓜、张进义、白景荣在平顶山一带开挖煤窑；吴寨村

刘同发修复6：fLll了煤窑。

光绪二年(1876年) 大旱，庄稼无收；七月，瘟疫流行，死人无数。

光绪三十年(1904年)， 刘广义(今东高皇乡刘沟村人)与叶县棠村人张清望，

建立农民组织“仁义会”，宗旨是打富济贫，．抗捐税，很快发展到数千人。清宣统二年

(1910年)因反抗清政府“新政”，刘广义联络宝丰、鲁山、郏县、叶县-南召等地农

民，约定二月二十九日起义，分别攻打各县城；后因鲁山起义失败，消息传来，人心动

摇，义军溃散，起义失败，刘广义被捕，后下落不明。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溃阳(今薛庄乡境)、曹镇(今曹镇乡)建邮政代办

所，属宝丰县邮局。

宣统元年【1909年) 平顶山一带前坑、后坑、青石槽、野猪岭、后洞、李奇庄

等地相继开挖小煤窑多处，以落凫山前坡之花煤窑产量最高。

中华民国

民国9年(1920年) 宝丰县南区寨首宋建德捐洋400元，资助溃阳公立高等小
学办学．

‘

民国11年(1922年) 魏寨村朱万祥在落凫山前开挖小型爬窑，，日产煤2万公

斤。 ．

民国20年(1931年) 夏淫雨，湛水外溢，田庐淹没；沙河沿岸的怀庄、北王

庄，陶寨等30余村庄房、地被水冲毁者十有八九。

民国24年(1935年) 高登云(今焦店乡东太平村人)在黄山西开办一竖井煤

窑，首次使用小型蒸气机提升原煤。 ．

民国28年【1939年)年底共产党员陶士党(化名尚黑，曹镇乡王庄人)在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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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叶县委员会领导下回乡开展工作，先后发展党员5名，．建立了肖王庄地下中心党支

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

是年北渡小学建立，位于北渡村。次年命名为叶县武侯镇第二中心小学。

民国29(1940年) 刘协中受宝丰县政府的委托，在姚孟创办新学，命名“宝丰。 ．

县姚孟中心完全小学校”。

民国30年‘1941年)1月 中共地下伊川县委派共产党员杨治南【又名杨清敏，．

曹镇乡谢庄村人)回乡开展工作。杨回乡后，在曹镇、姚孟小学以教学作掩护，与陶士

党、傅清林一起从事革命工作。次年5月，因被告密，杨治南、傅清林被捕。 一．’

民国31年(1942年)夏 大旱，58天无雨，麦季减产，秋季颗粒无收。翌年春

荒严重，后被称为“民国32年年馑”，仅据北渡乡汴城村统计，全村410户、1798人，

饿死376人，逃荒要饭者274户，1198人，卖儿卖女的78户，被卖96人。

8月 开封私立中国中学由鲁山县城迁至薛庄(今郊区薛庄乡)，、该校共12班，其

中高中4班、初中6班、女子部和预备班各l班，学生500余名，秦宝珩任校长。 ．

11月 国民党军汤恩伯部“伏牛山工作队”大肆逮捕、残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一

肖王庄中心党支部被破坏，陶士党被捕。次年1月27日，陶士党被汤恩伯部惨杀。

是年汤恩伯三十一集团军总部以修“边区学院”为名，拆除古刹，牌坊、碑楼、寨

垣，现郊区境内大部分文物古迹被毁坏，民怨沸腾。 、 。，
．

民国32年(1943年)2月11日 日军飞机轰炸褚庄、武庄，投弹数百枚，共炸

死330余人(仅褚庄即被炸死275人)，伤者无数，炸死牲畜200多头，炸毁房屋277

问(褚庄140间，武庄137间)。

夏蝗虫自东北来，密可蔽日。秋，蝻生，越村渡河，遍地皆是，所经之处，除大
?

豆外，其余庄稼全部被吃光。

t民国33年(1944年)7月23日 八路军领导的叶舞支队在姚孟寨西截击日军弹

药车，缴获弹药l车，三八式步枪5支，、打死El军2名，伤1名。 ．

民国34年(1945年)8月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八路军叶舞支队围歼拒降的

姚孟寨日军，缴获军车5辆，弹药2车。
‘

是年开封大陆影剧院经理李世清退职还乡，在溃阳街关帝庙创办当地第一所中学

“兴宝中学分校”。
‘

民国36年(1947年)11月4日 郊区现辖境第一次解放，同年12月第二次解

放，1948年5月彻底解放。第一次解放后，中共叶县县委建立(第)Jk区党、政机构，区

机关设在大营，辖19个乡，于中贤汪政委，鲁振林任副政委，张明亮任区长，李兴荣

任副区长。．

12月12日 宝丰县人民民主政府正式成立，下设6个行政区。其中，溃阳区为四

区，机关设在阎口；曹镇区为六区，机关设在褚庄，后迁至留村，次年底又迁于曹镇。

民国37年【1948年)3月 叶县人民民主政府投资小麦5000公斤，在平顶山寺

沟建小煤窑。

5月20日(农历四月十二) 国民党整编十一师侵扰叶县、宝丰一带。双楼村地



． 大事记

痞张宝寅乘机带领地主还乡团回村，农会主席张庆、副主席郭同喜、农会委员王景、孙

臣亮、i长书奇被其逮捕，押往驻扎在叶县的国民党整编十一师师部。途中，郭同喜，王

景被害于韩奉村渡F-I；张庆、张书奇、孙臣亮被押送到县城十一师师部，后被枪杀于城

关东北隅的文庙。

5月21日(农历四月十三)，叶县八区区长张明亮(共产党员)带领区干队、民

兵和农会干部500多人与十一师周旋，为暂行避敌锋芒，隐蔽在下牛、寺沟一带，由

于还乡团告密被十一师围困，张明亮在掩护民兵、农会干部突围时壮烈牺牲。

5月 宝丰县四区副政委兼区长申云香等在薛庄、焦店乡发展党员55名，并分别

建立了乡党支部。 ．

． 。民国38年(1949年)2月现郊区农村开展反匪反霸运动。

3月 宝丰县四区(今薛庄乡)．党委和政府号召变工互助，生产度荒。群众立即响

应．，在很短时间内就建立农业生产变工互助组53个，副业互助组3个，副业变工组87

个，妇女纺织组85个。 ，． 二

7月 太平村(现焦店乡太平村)被定为河南省土改工作试点，省，地、县联合工

作队29日进村，9月15日结束，省委书记张玺到该村总结经验，为制定“关于河南土

地改革工作方案”提供了借鉴。 ·

’

’t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 ／

1949年
●

lO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现郊区境内群众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

J2月下旬现郊区境内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

8月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禁绝鸦片的通令》和禁绝烟毒的指示，现郊区境

内开展禁烟(鸦片)禁毒活动。 ，
．．

／9月27日 学习文化模范刘香珍【今焦店乡留村人)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

次工农教育知识分子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10月 现郊区境内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

12月 现郊区辖境土地改革结束，人民政府给农民颁发土地证。

1951年
‘

。‘
．

2月 现郊区境域自下旬开始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开展镇压

反革命运动；同时，宣布取缔反动道会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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