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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陈棚乡位于，且县东南部，南濒准剖，总面积 49 平方公

吨 监。在旧中国漫长的岁月里，陈棚水旱灾害频繁，官匪兵祸

为患，人民饥寒交迫，始终是息县最贫穷的地区之→.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棚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札自力

电生，艰苦奋斗，逐步改变了贫穷落后的时貌.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贯彻落实党中央制寇的方针、政策， 农、

林、牧、副、温各业都蓬勃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

势也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修志书，是建设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共息

县县委、息县人民政府的部署，我们于1984年 9 月，开始建

立《陈棚乡志》编寨领导小组，抽调编辑人员，查阅档案资

料，召开各种座谈会，采访知情人士，立函邀请在陈棚战斗

或工作过的同志撰写回忆录等，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并在息

县志总编辑室及有关部门的指导帮助 1 历时 l 年又 10 个

月，于 1986年 6 月完成了初稿.后经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进

吨 行修改，终于付梓问世。

《陈棚乡志》在编篡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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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实事求是地记述陈棚乡的政治、经济、

地理、文教卫生、人物及社会风貌，以发挥地方志"鉴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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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 萨

凡例

一、《陈棚乡志》上限启自 1975年，断限至1985年底，
部分章节适当上溯，以反映历史面貌。

二、本志采用章、节、目体，以事业分章，立地理、政
治、农业、多种经营、工商业、交通邮电电力、财经管理、
文教卫生、人物、社会共十章。篇首冠以大事记，以句划发
展轮廓。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体裁，力求简
明。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规范化的简体字及标点符号。
五、本志方言及其它字词注音一律采用叹语拼音，不注

国际音标。

六、全志材料，主要录自息县档案馆、县志总编室及乡
党委、乡政府、乡直各单位、各行政村资料。



概述

陈棚乡位于息县城东南部31公里处，东径 114
0

09' 一-

115 0 04' ，北纬 32 0 1 8'一-32 0 21' ，东南以推向为界，与潢

川县相望，西与临河乡接壤，北以泥河、汪湖水库为界，与

夏庄乡、长陵乡为邻。广 10.5公里，袤8.7 公里，总面积49
平方公里。耕地3534ð 亩，占总面积的48份。地形由西北向

东南倾斜，南部 5 个村属湾地，地势低洼，北部 5 个村属缓

岗平原，地势略高。平均海拔37米，气候为南北过渡地带，

全年平均气温15 'C ，无霜期220天左右。降雨量900毫米，多

集中在 6-8 月份。

陈棚明清时属息县政通里。民国 19年( 1930年)属长陵

区。民国30年( 1941年)分属临洒、长段二镇， 1949年属夏

庄区， 1958年 8 月属临洞人民公社。 1975年 5 月 l 日，成立

陈棚人民公社， 1983年11 月改建为乡。乡人民政府设置于陈

棚集，辖陈棚、张塘、王林、华店、阎湾、易庙、饶店、叶

啕帽... 

楼芦店孜，陈祥围孜10个村， 118 个村民小组. 4046户， 一吨

18837人，均系汉族，人口自然增长率1985年为 7.33 %0 。

相传，陈棚集古时有一陈姓者设棚开店，故名陈棚。该

集东西街一条，长500 米，宽 8 米，油渣路面，潢( JII )新
(蕉)公路穿街而过。农历双日逢集.集上设有中、小学
校、文化站、广播站、电影队、卫生院氢兽医站，此外，还

有工商、税务、金融、邮电、电业、农机、水利和公路特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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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业、商业设施。网;栩集系全乡政治、经济、文化之中
、

户
L

陈棚乡经济中，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 1985年全乡总收

入674.8万元，其中农业收入57 1. 6万元，占总收入的85铃。

农业生产主要是粮食生产， 1983年全乡农业收入 332万元，

其中粮食作物收入264 万元，占80份。 1984年，随着红麻面

积的扩大，全乡经济作物收入达253 万元，占农业总收入的

38.5铃。

陈棚乡地理条件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粮食作物有小

麦、水稻、红薯、黄豆、绿豆、大麦等，尤以小麦、水稻为

主。经济作物有红麻、油菜、花生、芝麻等，以红麻面积为

最。 1985年全乡农作物面积64705 亩，其中踉食作物 37837

亩，占58 0/0 ; 经略作物25962窗，占40q宿。在粮食作物中，

小麦21839亩，单产211斤，总产462万斤;水稻93'00亩，单产

687 斤，总产 693万斤。在经济作物中，红麻20223亩，单产

232斤，总产469万斤:油料(油菜籽‘花生、芝麻) 5740 

市，单产 113 斤，总产62万斤。

陈棚乡北靠泥洒、汪湖，东南濒临淮洞，三面环水，史

多涝灾、早灾。特别是淮河，时常泛滥成灾，毁民庐舍，淹
民田禾，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陈棚人民在治理淮河的同时，进行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1975年至1985年，共修筑淮何防洪吁堤750 米，修建庄台32

个;平整土地2.8万亩，早地改水田6000余亩:修建机灌站 9

处，装机10台738马力;打机井127眼，配套54眼;修建干、

支渠28条，长达27.3公里;有效灌概面积17959 亩，占总耕.

地而积的50 0/0 ; 开挖排涝港 3 条，其中王林至易庙的中部大



港(新港)全长约 10公里，除较大洪水和干阜外，基本上解

决了沿岸村庄的排涝、抗旱问题。
随着农业生产的日益发展，陈棚乡的农业机械化程度不

断提高。农业机械总动力达2408马力，其中耕作机械1135马

力，排灌机械1273马为.有大中型拖拉机14台，手扶拖拉机
40台，柴油机 107台，农用水泵154台，农产品加工机械 244
4均
仁1 。

陈棚乡交通较为方便，周(口)潢( JII )公路 106 线横

穿南北，经阎湾、华店、饶庄、叶楼、玉林、陈棚 8 个村。

此外，乡至材、村至村民小组均可通汽车等机动车辆。 1975

年后，乡邮电所开办有电报、电话、邮件传递，报刊发行等

业务。

陈棚乡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较快.建国前，仅小

学 1 所，教师 2 名，学生40人 c 1985年共有小学20所，初中

2 所，在校学生3039人，教师 169人。小学教育普及率为

92.5% .乡文化站藏书1800册供借阅，以活跃乡村人民生
活.卫生院有医务人员 19人，设病床12张。乡村个体医生43

人，诊所医生 9 人，他们在防疫治病，增进人民身体健康方

面做出了贯献.全乡计划生育工作成绩显著，节育率达

91q岛，晚婚率为52铃。

隙棚乡人民热爱本土，勤劳朴实。在漫长的封建社会

里，人民群众深受天灾、人祸之苦.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

后，陈棚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用自己勤劳的政手改造家园、建设家园，陈棚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棚

人民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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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联产草包责任制，搞活了农村经济，农林牧拙各副业蓬勃

发展，逐步走上了治穷致富之路 01984年全乡人均收入314元，

较联产承包前的1979年增收 3 倍多，创历史最高纪录。

现在，陈棚人民在陈棚这块饱经历史沧桑的土地上，安

居乐业，同心同德，辛勤劳作，jf.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而

努力奋斗。

大事记

( 1975一一1985年)

1 975 每

2 月 15 日 中共陈棚工作委员会建立，杨金林任书记。

3 月 陈棚粮管所、外贸经营处、供销社、税务所、市

管会、营业所、农机站、邮电所、卫生院、兽医站、教育辅

导站建立。

5 月 1 日 陈棚人民公社成立，畅金林任中共陈棚公社

委员会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

7 月 1 日 饶庄大队析置为锦庄、七一两个大队。

8 月 1 n 陈棚大队析置为陈棚、八山两个大队。
8 日至 9 日 连降暴雨，淮水漫滥，沿淮的华

店、阎湾、易庙、七{\饶庄 5 个大队受灾。全社粮食作物

受灾程度达87份。

夏 伏旱。全社投入抗早劳动力6544个，动力机械 14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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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其它工具4320 件。

夏、秋麻捞流行，全社儿童患者500 多人，张塘、易

庙大队死亡 8 人。

11 月 23 日 息县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陈棚公社

210人出席会议。 12月 5 日，公社党委召开7300人大会，制定

所谓"三年建成大寨社"规划。

冬 因食水淹过的稻草，部分生产队的大牧高中毒，至

翌年春，死亡500 余头。

61珠棚水泥制管厂建立。

1 976 年

2 月 6 日至 13 日 公社党委召开整风会议，主要解决领

导班子中的"软、懒、散"问题。

3 月 1 日 公社党委、革委由娘管所大仓迂往新址办公

(陈棚集东西街道北侧，卫生院西、营业所东)。

春省、地、县领导来陈棚视察灾情，拨给救灾款45万

Juo 

6 月 陈棚高级中学建成，当年招收学生50名。

7 月至 8 月 高温、热风、无雨，库塘干"洞、禾苗枯

萎η 秋粮比常年减产56.7 0/0 0 

9 月 9 日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社和各大队设置灵堂，

全社人民分别到灵堂敬献花圈，沉痛哀悼。

是月 社直各单位集资1. 9 万元，修筑陈棚街道。街道

民500 米，宽 8 米，系油渣路面。

10月 公社举行庆祝活动，欢庆中共中央政治局粉碎王

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网。

6 



冬 公社科研站建立。陈棚生产队 IH1袁大队划出，归属

科研站。

A 陈棚电影队建立，到各村巡回放映。
A 陈棚.张塘大队改造汪湖滩，植树500 市，其中水

杉50亩，柳树200 亩。

是年 张塘、八一、饶庄 3 个机灌站建成。

197 7 牢

1 月 30 F1 气温陡降，最低温度达零下 18 ， 5 'c 。

2 月 15 H 县委第一书记刘德润到阎湾大队在看灾情，

进行春节慰问、

5 月 垒社开展"打击反革命、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

斗争(简称"双打"卜杜直机关干部‘职工在王林大队集
中学习。

7 月 18 fl 至 19 日 普降暴雨，雨量达200 毫米，沿推各

队受淹。

A 陈棚卫生院建病房20间。

A 全社进行低工资调整 o

冬 公社组织劳力开挖玉林至易庙新港( jiãng) ，全

长 10公理。

1 978 年

春全社出动劳力 5000多人，拖拉机 8 部，修筑淮润防
洪围堤(华店陈小庄至阅湾王湾) .民750 米，宽23米，高

5 米，完成土方8 ， 6 万立方米。

](1.:;一大队东项楼生产队试种")1\油九号"油菜 2.4



亩，亩产602 斤，总产 1447斤。

A 公社科研站试种杂交水稻成功，获信阳地区科技成
果奖。

12月 12 日 公社建立纠正冤姐错案、落实干部政策领导

小组，开始对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艘错案进行平反昭雪。至
1985年底，全乡有去1名干部、职工落实了政策。

是年 沿淮各队开展"地甲病"防治工作。

1 979 华

1 月 冯太孟任公社党委书记。

2 月 15 日至 19 日 七、八级东北风骤起，气温降至-14

'C ，广播、电话线路中断，低压线路全部受损，交通阻塞。

3 月 公社党委召开社直、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

议，传达县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业

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农村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上来。

31 日 开始进行土壤普查，至1980年底结束，全社化验
土样44种。

8 月 共青团陈棚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
72名，常加友当选为团委书记.

是月 在县委县草委召开的农业工作会议上，陈棚公社
黄清明、潘波夫妇带头实行计划生育，终生只生一个孩子，
受到衰彰。

9 月 税务所孙学用自购日本产"三洋"黑白电视机一
部，为陈棚群众收看电视之始。

秋 阎博大队划分生产作业组，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8 



A 根据中共中央有关规定，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摘
帽。至1-983年底，地主、富农分子全部摘帽。

是年 全社踉食作物总产 12， 16万斤，夏踉小麦总产 517
万斤，均创历史最高纪录。油料总产46万斤，向国家交售11
万斤，是建社后交售油品最多的一年。

198 0 华

5 月 1 日 息县公安局陈棚派出所建立。

6 月 6 日至 8 月 26 日 阴雨连绵，小麦生芽、莓烂。秋
粮比常年减产40份。

夏全社交纳公踉33.9万斤，一季完成全年农业税任
务。

8 月 陈棚文化蜡建立。

9 月 对全社15岁以下儿童进行卡介苗接种，建立计划
免疫卡片。

10月 28 日至31 日 中共息县县委对阎湾大队实行包产到

户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实现联产承包，农业增产增收，
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 9 8 H事

4 月 24 日至25 日 陈棚公社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出席代表94人。会议选举产生公社管理委员会，委员 11 人，
张相斗当选为主任。

27 日至28 日 中共陈棚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
代表70人。会议选举中共陈棚公社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11
人，冯太孟当选为书记。

9 



9 月 27 日 息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陈棚公社出

席代表 9 人。

10 月 8 I1 中共息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陈棚公社出

席代表13人。

A在 各大队党支部、管委会进行改选。

;是年 全社实行"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全年娘食总

产 1733万斤，单产 3\59斤.贡献381万斤，人均收入 185元，

均创历史最高纪录。

A 国家首次发行"国家券'\全社干部、职工和农民
认购6000元。

1 982 年

2 月 b U 豆1111 息县召开表模会，陈棚公社 9 名先进

个人受到表彰。

10 H 毛雁卿任公社党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24 日 农村医生参加信阳地区统考，全社 1 3\人获

"乡村医生证书"。

3 月 全社开展第一个"文明礼貌月"活动。

是月 按照县委、县革委的部署，全社开展打击经济领

域犯罪活动的斗争。

春公社兽医站首次施行黄牛人工授精技术，当年授精

黄牛134 头。

4 月 1 I~ 共青团陈棚公社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

代表100 名，周克勤当选为团委书记。

7 月 1 日 陈棚进行人口普查，截止是日零时，全社共 1

有4040 尸， 21385人，其中男 10831 1 人，女 10554 人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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