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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山寨村的前世今生
作为郑州市最早改造的村庄之一，它的故事很丰富

在郑州西区，林山寨是一
个响当当的名字。说起它的
历史，很多老人都历历在目。

林山寨村的原村址，解
放初期在现嵩山路以西、伊
河路以北、工人路以东、中原
路以南。

1958年，因建设郑州市
委，林山寨村东半截拆迁，一
分为二。林山寨老村在原址，
1964年建成的林山寨新村在
伊河中路南、工人路以西。

该村历史悠久，在5000
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有先
民居住。在“问鼎中原”的金
戈铁马声中，这里几度兴废。
清初，朱姓人家从山东迁徙至
此居住，村名遂被称为“朱临
山寨”。随后又有萧、郭、魏、
赵、王等姓相继迁入。清末，
村名更为“林山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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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的民居 制作粉条或粉皮的重要生产环节——打芡 当年赶集的盛况

林山寨文化遗址位于郑州市
中原路中段南侧林山寨村周围的
岗坡上。遗址原东西长100米，南
北宽100米，面积约1万平方米。由
于被城区所压，文化层破坏严重。

1956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
作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
积1400余平方米，出土房基、陶窑、
灰坑和一大批遗物。主要是陶片，
石器、骨器较少，完整或可复原的
陶器有鼎、缸、碗、钵、盆、瓮、豆、
环、纺轮等。部分泥质红陶钵、盆、
缸的器表用黑、红、紫三色绘成各
种图案，其中有一片白衣彩陶，还
出土少部分素面磨光蛋壳陶片。
石器有铲、斧、纺轮等，有一件石铲
长近 50 厘米，磨制精细，十分锐
利。该遗址属 5000年前仰韶文化
向河南龙山文化过渡时期的遗存。

据老人讲，林山寨村原有一个大高
岗，遍布砬礓；南邻村庄名为于寨，东邻
村落称为兑周，北边有两个小村：和庄和
小黄庄。

这里的村民勤劳淳朴，一直以来都
过着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
田园生活。

据传，康熙初年，林山寨原有朱、萧
两户人家，后逐渐发展成 18个姓氏聚集
的家族村落，其姓氏分别为朱、萧、郭、
魏、赵、王、陈、黄、刘、周、张、卢、焦、崔、
秦、程、袁、申。各个家族和睦相处，繁衍

生息，只有兴衰大小的区别，没有欺负小
姓的现象。

林山寨村西砬礓岗下有一条古驿
道，因年代久远，车压人走，成了大深沟，
最宽处马车勉强能通过。由于路窄沟
深，行车不能调头，所以当马车将驶入道
口时，需要大声喊叫，免得途中两车相
遇，难以相让。

1953 年，部队将岗地铲平，兴业建
设。初始，建有部队医院、足球场、百花
影剧院、凿井公司等。后来部队换防，原
有建筑遂改为民用。

村民勤劳淳朴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林山寨村是郑州市最早一批拆迁改
造的村庄之一，也是最早富裕起来的村
庄之一。

林山寨村北的土地上，新中国成立后
陆续兴建了郑州国棉一厂、三厂、四厂、
五厂；先后修建起建设路、嵩山路、中原
路、工人路、伊河路等大马路，其中建设
路还曾经是郑州最宽的马路；盖起了郑
州地质学校（现在更名为“郑州工业贸易
学校”）、中原工学院、郑州第一中学、郑
州第十九中学、伊河路小学等学校。

1949年，在村东原富户郭廷杰的宅
院里，人民政府设立了林山寨小学，三里
五村的孩子可就近入学。学校开始只设
初小（1~4年级），上高小的学生要到关帝
庙小学就学。1955年，有了高小部，成为
完小。1958年，林山寨小学撤销，迁往刚

建好的胜利路小学，也就是现在的百花
路小学。

林山寨村面貌的改观，是在20世
纪50年代末和20世纪90年代中叶。

20世纪50年代末，因建郑州市委
大楼，林山寨村东半部拆迁，1964年
拆迁户安置到伊河中路南侧，称之为

“林山寨新村”，村中未拆迁部分称之
为“林山寨老村”。

林山寨老村 1994年底整体拆迁
改造，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在原址南半
部矗立起了 10栋 7层楼，1996年 5月
份村民回迁，就地改造为“林山寨社
区”，从此结束了林山寨数百年村落的
历史，融入轰轰烈烈的社会发展潮流
中。

2011年 3月，都市村庄按区划改
制，林山寨村划归林山寨办事处管
辖。村庄形态的林山寨就此告别。

2013年 11月 1日，新一轮的林山
寨村城中村改造动迁全面启动，一个
新的林山寨不久将与世人见面。

建设路曾是郑州最宽的马路

正在建设中的林山寨村

拆迁时的林山寨村

林山寨新村的大门

5000年前
这里就有人类居住

林山寨的豆腐名扬乡里

林山寨村东北，原有旧时冯玉祥部
队的义土墓地，俗称“老冯义地”。新中
国成立后经过整修，成为百姓休闲娱乐
的碧沙岗公园。村东南，解放初期，解
放军炮兵指挥学院修建了一座靶场，现
在成为绿城广场、河南省电业局。

林山寨原有土地4000余亩（含小
黄庄），村民以种粮食和蔬菜为主要营
生，磨豆腐、做粉条名扬乡里。从那个
时代过来的林山寨老一辈，对抑扬顿
挫的“搋糊”声（制作粉条过程中发出
的声音）及节奏和美的“嘭嘭”打芡声，
仍记忆犹新。由于有优厚的小家庭作
坊的制作工艺和技术做后盾，后来组
建的林山寨豆制品加工厂，由市政府
相关部门提供原料，产品按计划供应
市场，蜚声郑州城乡。

林山寨的饮食，最有名气的是扣
碗制作，有大酥肉、小酥肉、焖子、莲藕
等。红白喜事招待乡邻，人们品尝后
齐赞味道独特，因此名声在外。

林山寨的民间艺术也是丰富多
彩，有豫剧、高跷、旱船，久负盛名的是
狮子鼓舞和张公背张婆，观者云集，热
闹非凡。

解放初期，因村东离金水河较近，
挖有藕池，少量放养鱼苗养鱼。1950
年，金水河改造，河水不再从林山寨村
流过，藕池因此而废。林山寨的水产
养殖也就此而中断。

1994年整体拆迁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