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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实事求是，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本着立足当代，侧重近代，

追溯古代的原则，选用史料，用朴实的语言记述河顺事业的发展。突出地方特色

和时代特色，力求达到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有益当代、荫泽后代之目的。

三、本志记述的区域范围主要以现有的河顺镇区域范围为主，有外延的部分

用附计入本志。

四、本志记述时间，上限尽资料所能追溯之极，下限为2003年12月底，部分

章节记述到付印之时。时间表述，清代以前皆用汉字，民国时期皆用阿拉伯数字，

括号内均加注有公历年份。

五、为尊重历史现状和便于记述，对于区划、机构、职务的称谓，均按不同时期

使用当时的名称，在本志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然后用简称。

六、本志按照“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科学分类，采用分卷并列体，分

卷、章、节、目，志首为概述，钩玄提要，概览全书。共分18卷，76章。大事记以编

年体为主，不设卷章。

七、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并随文有图表、照片，

图文并茂，互为印证。

八、本志力求宏观全局，微观百科，纵贯历史，横陈社会，卷首一般设有无题小

序，以便记述发展，反映规律。

九、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标点符号、数字时间、年代表达用法均按国家统-

规定书写。

十、本志凡书省、市均指河南省、林州市；“中华人民共和国××部”简称“××

部”；“中国共产党××省(市)委员会”简称“省(市)委”；“××省(市县)人民政府”

简称“省(市县)政府”；××年代，未特别注明的，均为20世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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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顺镇位于林州市的东北部，地处北纬36。7’至36。13’、东经113。51 7至113。58 7之问。东与

安阳县磊口乡接壤，西与姚村镇、陵阳镇毗邻，南与横水镇交界，北与东岗镇相连。境内南北长

12．4公里，东西长9．2公里，总面积114平方公里，占林州市总面积的5．6％。境内地势北高

南低，东部丘陵绵延，土地肥沃；西部地处盆地，平坦如坻；南部徐缓低下，沟壑纵横；北部山峦

起伏，土薄石厚。全镇辖39个行政村，2个居委会，53个自然村，295个村民小组，6．2万口人，

37699．67亩耕地，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590人。

河顺建置历史悠久。殷商时为“都畿内地”。唐代为忠孝乡。北宋、金、元三代，建置不详。

明代先设乡、后设社、又后设里。清代沿用里制，乾隆时改里为乡。民国时置区，河顺先后为林

县第三、七、五区，以村设保，村下设甲。中国共产党开辟河顺根据地以来，仍沿用区制，区下设

村，河顺即为林北县第八区、第五区，后为林县第三区、第九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为区、村建置。1954年区下增设乡，1956年8月撤区，设行政

办事处，以乡为一级行政机构。1957年10月，又复为区、乡、村建置。1958年6月改为乡、村

(农业社)建置。1958年8月，设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置，以村为大队，下设若干生产队。

1983年12月改社为乡，乡下设村、组。1988年12月12日，根据林县人民政府林政[1988]131

号文件通知，改河顺乡为河顺镇，所辖行政区域不变。

河顺镇地理位置优越，太行山脉分支贯穿全境，山高峰险，沟壑纵横。最高处海拔787米，

一般海拔在350～500米。中间低凹平坦，为林州东列串珠盆地之一。历史上有不少文人墨客

在此隐居赋闲，留下许多文物传说，历代兵家也在此屯兵打仗，留下许多遗址、悲歌，历史上许

多教徒在这里传道讲经，留下许多的名胜古迹，北有崇善寺，南有龟山寺，西有惠明寺，东有龙

行寺。千百年来，灿烂的民族文化孕育着河顺人民，造就了无数燕赵悲歌志士；近代革命之时，

河顺入以其独有的胆略和智慧，积极地投入到民族战争之中；抗日战争时期，为打败日本帝国

主义的侵略，河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辟根据地，开辟地下交通北线，沟通太行

山区与各个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护送党政干部890余人次；解放战争时期，为推翻三座大山的

压迫，河顺人民踊跃支前，为解放全中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参军参战的民兵达

19867人次，其中有331名河顺儿女为革命流血牺牲。河顺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先烈的。

河顺镇矿产资源丰富，目前已探明或开采的有铁、钾、钠长石、白云石、石英石、方解石、白

垩土、花岗岩、大理石、麦饭石、石灰石等20余个普通和稀有珍贵矿种。

河顺历史上是个十年九旱、水源奇缺的贫困山区。地上缺乏水源，地下水位较深。年平均

降水量400毫米～500毫米，年平均气温12．7℃。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加之

自然灾害频繁，农业产量很低，每亩收成不过百斤，人民群众生活极度贫困。每遇亢旱，禾苗枯

死，粮食歉收，居民悬釜断炊。有的甚至背井离乡，乞讨异地。清光绪三年(1878年)，春夏无

雨，旱荒严重，五谷绝收，贫民以草根树叶为食，甚者用坩子土充饥，最严重时，出现人相食的惨

景。民国9年(1920年)大旱，人心大恐，有许多农户逃荒外出、卖儿鬻女，饿死者甚众。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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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政府不顾人民死活，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逼租要债层层盘剥，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

中。民国20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华国土。民国26年(1937年)7月7

日，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开始，祖国的大好河山受到了蹂躏和浩劫。打着抗日旗号的国民党政

府，更加增派粮款，增加税租，逼得农民气息难喘。“山河破碎，国土蹂躏，豪门逼债，贫民忧愁”

就是解放前旧河顺的真实写照。

民国26年(1937年)冬季，八路军一二九师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林县以北在其范围

之内，共产党领导穷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老百姓的生活略有好转。民国29年(1940年)3月，

共产党领导的林北县成立。民国33年(1944年)10月3日，林县全境解放。民国36年(1947

年)土改工作全面铺开，农民分得了自己的土地，掀起了扩兵支前高潮，投入解放战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艰苦

创业的革命精神，在历届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发展交通，改造自然，兴办

工业，治穷致富，山区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逐步得到了改善。

20世纪50年代，河顺区全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广

大人民群众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实行了“各尽所能，按劳取

酬”的社会主义劳动分配制度。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成为农村所有制的主体后，河顺人民依靠

集体经济的威力，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打旱井、挖池塘、开渠道，广泛深入地开展农田水利建设

活动。20世纪60年代，河顺人民同全县人民一道，以“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豪迈气慨，发扬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锤一钎，背扛肩担，苦战10年，在太行山腰开凿了“人工天河”红

旗渠，把漳河水引进了河顺，结束了“水缺贵如油”的历史。70年代又进行了渠系配套，开展了

修水库、修池塘、打井蓄水、平整深翻土地和拦河(沟)造田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进一步改善了

农业生产条件。全公社有效灌溉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35亩，猛增到22368亩，其中红

旗渠灌溉面积17690亩。水利条件的改善，促进了农业丰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按照上级的要求，河顺全面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

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粮食生产稳步增长，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条件逐步改善。20世纪90

年代，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河顺人民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工作方针，把工作重心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以乡镇企业、建筑业为突破口，以增加农民收入、增加财政收入为着力点，发

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快了小康社

会的建设进程。

无农不稳。河顺历来就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新中国成立前农业生产非常落后，粮食每亩

产量不过百斤，人民群众终年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贫困生活。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大搞水利建

设，改变了十年九旱的面貌。农业机械、电力设施的大力发展，减轻了劳动强度，改变了农业生

产条件，粮食产量连年高产稳产。红旗渠通水后的1966年，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54895亩，

亩产达476斤。1978年全年粮食作物总产4300．9万斤。随着水利条件的改善，大力开展科

学种田，全镇在农校(即现在的农场)进行良种试验，各村也成立了科研队。1979年，东曲阳村

科研队的夏谷栽培规律试验研究，获河南省科技成果四等奖；1981年，该村三队夏谷刨亩产

500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继续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指导思想，实行以联产承包为主的

生产责任制，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依靠科技兴农，不断更新良种，狠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

高效农业，使农业生产形势比较稳定。，1980年粮食总产2161．3万公斤。随着城镇基础设施

建设和经济发展，占用了大量土地。1980年全镇共有土地62718亩，1990年有61100亩，十年

耋蚴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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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1618亩，虽然粮食单产有所上升，但粮食总产有所下降，1990年粮食总产3735．3万

斤。为了减少洪涝灾害，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从1991年开始，全镇开展了

声势浩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2003年，硬化渠道25000米，技改维修渠道30000米，新建提

灌站1处，蓄水池4座，压力池7座，完善机井配套6眼，新打旱井、水窖1000眼，治理小流域1

平方公里。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2553．8万斤，其中夏粮单产398．3斤，秋粮单产417．4斤。

油料种植面积1423亩，单产164．4斤，总产23．4万斤。

林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全镇有大小山头220个，大小沟壑380条，共有荒山面积

59231．2亩，占全镇总面积的38．75％。林业产品主要有花椒、核桃、柿饼等。除此之外，还有

党参、王不留行等自然中药材。新中国成立后，林业发展较快。但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中，有许多林木遭到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河顺镇被河南省确定为荒山绿化试点镇，

落实林业政策，划分自留山、责任山。实行各种林业生产责任制，调动了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

性。采取人工栽植和飞机播种相结合的方式，大力推广林业科技成果，加强果树管理，建立经

济林基地，促进了林业生产的发展。林果业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为发挥河顺核桃

的传统优势，1990年，林业部投资在河顺建立了以井上、付家沟、百石湾和东马鞍为主要产区

的核桃林基地。1993年，市委、市政府实施“六路奔小康”战略后，全镇及时规划了以井上为主

的5000亩核桃林基地，以黄家坡为主的5000亩柿子生产基地，以南苇底为主的5000亩花椒

基地。1995年，全镇累计造林面积31976亩，占宜林面积的15．3％，四旁植树76万棵，果园面

积3857亩，林产品产量24．06万公斤，森林覆盖率达37．6％。1999年，开始在东里、上坡等村

实行果农间作。2003年，共造林5000亩，栽植侧柏、刺槐、核桃等1003株，林业育苗80亩，植

树7．5万株，通道绿化5公里，退耕还林2300亩。

在大力发展林业的同时，药材种植和林果加工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96年示范种植

瓜萎15亩；1999年种植沙参、芦荟、瓜萎等中药材385亩，收入200余万元；2003年各种中药

材种植达到500亩，收入369万元。

牧业生产稳步增长。牛、驴、骡、马、羊、猪、兔、鸡是河顺人民传统养殖动物。新中国成立

后，大家畜饲养有了一定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在政府的号召下，队队建猪圈，使生猪养殖

形成了一次高潮。但是，由于防疫水平滞后，猪瘟传染猛烈，生猪养殖受挫，经济损失较大。

1983年，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养殖业生产曾一度处于下降趋势，尤其是大家畜饲

养量急剧减少。为了发挥本镇山广草肥的优势，镇党委、政府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家家户户饲

养草食动物和蛋鸡养殖。1990年，全镇大家畜存栏1670头，生猪存栏17000头，家禽饲养量

19．01万只。1994年，河顺村开始引进三黄鸡新品种，并逐步进行规模养殖，形成了“公司+基

地+农户”的养殖格局。1999年，为了更好地促进养殖业的发展，镇党委、政府制定了“以三黄

鸡特色养殖为主导，以养猪为后备，以特种养殖为补充”的畜牧业发展思路，完善了产、供、销～

条龙，贸、工、牧一体化的产业化发展模式。2001年，被安阳市政府命名为“特色畜牧业乡镇”。

2002年，全镇建成产值超千万元的养殖小区5个，万只以上规模鸡场30个，千只以上规模鸡

场450个。千头以上规模猪场10个，百头以上规模猪场120个，特种养殖扩大到15个品种。

当年完成畜牧业产值11000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68％。其中，养鸡产值达到8800万元，占

畜牧业产值的80％，人均可支配性收入增幅高于全市当年平均增幅的10％以上，农业科技贡

献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畜禽良种覆盖率达到100％，配合饲料入户率达到90％。年底实现肉

类产量5643吨，禽蛋产量10032吨；鸡存栏1561960只(其中，三黄鸡存栏达到100万只，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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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蛋1．6亿枚)，出栏1291200只；猪存栏39748头，出栏47467头；牛存栏1680头，出栏1078

头；羊存栏6820只，出栏2283只；兔存栏60400只，出栏113200只；特种养殖业存栏280000

只，出栏350000只。

无工不富。乡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快步发展。河顺乡镇企业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但

发展较慢。随着电力水利事业的发展，工矿企业逐渐兴起。1965年，工业企业发展到6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乡镇企业有了较快的发展。1980年，三级(公社、大队、小队)固定资

产总值达1620．4万元，其中公社500万元，大队507．6万元，小队612．8万元。但在以农业为

主导地位的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发展受政府宏观调控，集体经济、合作经济、联合经济、个体合

作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镇办企业、村办企业、组办企业、联营企业共同发展。计划的控制

使全镇乡镇企业只局限在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和年底农民工分的决算分配，集体企业亏损者

较多。依托丰富的地下铁矿资源，乡镇企业数量逐年增多，效益也逐步提高。1990年，乡镇企

业总产值突破亿元大关，总数达1728个，从业人员20015人，其中镇办企业17个。1992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后，乡镇企业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产品品种、市场营销、经营管理、

人事安排等由企业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但解决了农村剩余劳

动力，而且增加了财政收入，提高了社会效益。1993年，林州市提出了建设改革开放发展经济

的“红旗渠工程”，以发展股份制企业为突破口，又加快了乡镇企业的发展。1995年，贯彻落实

林州市委“转机制、抓管理、善决策、增效益”精神，河顺镇从规范企业管理，增强竞争实力，调整

产品结构，提高企业效益人手，使企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乡镇企业总数发展到1298个，

从业人员21150人，其中镇办企业9个，实现总产值90088万元，利润5657万元，基本形成了

采矿磁选、冶炼铸造、玻璃制品、建筑建材等四大产业群体。区域布局上形成了岭西、矿山路

口、火车站3个工业小区；产品结构上，打造了林河牌散热器、宏狮牌水泵、煤机配件、防弹玻

璃、不锈钢餐具、外墙瓷砖、金属镁、普白料酒瓶等名优特新产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集体

企业越来越不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亏损额逐年增大，有的资不抵债，有的停产倒闭。为了扭

转这种被动局面，1997年，镇党委、政府按照上级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全镇所有的集体企业进

行全面改制。制定了企业产权改革具体方案，按照租售结合、公开竞争、竞价出售、债务转移、

性质改变、隶属不变的指导思想，经过3个月的紧张工作，原来的6个镇办企业变成了所有权

归政府，净资产竞价拍卖，债权债务全部转移的私营企业，共转移债务4269万元。1998年，全

镇所有的集体企业全部改制完毕，共拍卖企业24家，股份合作企业83家，并完善了各种规章

制度。1999年，为了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在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招商引资的基础上，制定优

惠政策，积极鼓励在外建筑工队长、矿老板投资办企业。两年来，累计投资1．1亿元，新上、技

改、扩建项目74个。2001年，镇党委、政府根据河顺实际，提出了“建设工业强镇，创建新型城

镇，发展特色养殖大镇”三大目标，号召全镇人民振奋精神，抢抓机遇，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2003年，全镇国内生产总值完成2．99亿元，乡镇企业总产值完成13．9亿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186元，财政收入达到652万元。

建筑业功勋卓著。河顺人多地少，历史上有靠建筑手艺谋生的传统，“文化大革命”期间，

外出建筑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被砍掉，不许农民外出搞副业，人们只能束缚在人均不足一亩的

土地上穷折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富民政策，解放了农村

生产力，河顺人民开始有组织地走出家门走建筑致富的道路。1988年全镇外出建筑工队达

113个，人数13850人，劳务收入达2776万元。全镇建筑工队遍布全国各地，北到东北，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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