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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阳城县凤城镇水村村党总支书记 郭子群

阳城县凤城镇水村村村民委员会主任 郭元社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新世纪之交，水村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村志问

世，对传承水村文化、传播水村文明、弘扬水村精神、开拓水村视野均起到了“资政、存

史、教化”的作用。

时序推进到二十一世纪的第十一个年头，距第一部村志面世已过去十年，欣逢中

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过去的十年，伴随着县城改造和城市西移的步伐，全村经济发

展蒸蒸日上，城镇建设如火如荼，村容村貌日新月异，各项事业全面进步。虽只有短短

十年，但在水村的发展史上胜过百年千年。为记述其发展轨迹和成果，再现其艰难历程

和变化，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水村村党总支、村委会决定重修《水村村志》，这

是功在当代、惠及后昆的一件大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力

水村之南的走马岭历来为阳城县的一方神圣之地，风光甲秀，文脉流长。生活在这

块土地上的水村人自是地灵人杰，英才荟萃。如今的水村是一个城中村，位于阳城县城

之西、走马岭之北。境域总面积1．9平方公里，辖水村、北璋、鸦岩底、梁凹、白庄、上石

圪节6个自然村，8个村民小组，境内总户数达到3797户，总人口达到15474人，其中

属水村户籍管理的家庭1034户，人口2“3人。一个富裕秀美文明和谐的“大水村”像

一颗璀璨明珠镶嵌在湮泽大地。

水村历史源远流长，先辈们数千年来在这块土地上耕耘播种，历尽沧桑，为谋求安

居和发展，饱受了万般艰辛，经历了无数坎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农耕文明

的一方辉煌；在保家卫国的烽火岁月中，出现过舍生忘死的英雄壮士；在发扬中华文明

的进程中，获得了全国文明村的最高殊荣。 n

改革开放以来，水村人与时俱进，勇立潮头，开厂矿、办企业，大力发展经济，促进
一 ’一：、2

村民增收。进入新世纪，面瓣隶县城改造和环县城绿化而带来的土地下降的严峻考验



琏水材材志
和难得机遇，村两委确立了“企业强村、科教兴村、商贸富村、环境美村”的新时期发展

目标，村内各项事业欣欣向荣、蓬勃发展，为村民带来了新思想、新文化、新生活方式，

也带动了村里各项工作的蓬勃开展。融科学、文明、娱乐于一体的各项活动既是传播先

进文化的有效载体，也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2010年全村实现社会总产值2．7

亿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7714元，水村已成为阳城的一枝明艳之花，成为远近知名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身为履

德儿女，理应了解昔日水村的发展历史；身为水村子孙，更应知晓今13水村的发展历

程。如果我们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忘记了先人的创造。那么承前启后就是一句空话。

尤其是当我们迎着建党90周年的曙光，乘着“大县城发展”的东风，面对现实促转型，

立足村情谋跨越，继往开来就更显得格外重要。这就是我们组织编修《水村村志》的初

衷，也是我们寄予《水村村志》的厚望。

在重修村志的过程中，梁建忠、卫福胜、陈满善等几位阳城知名学者，在社会各界

和全体村民的积极配合下，夜以继日，殚精竭虑，皓首穷经，在原有的《水村村志》中摘

录原原本本的片段，在尘封的历史记忆中探寻星星点点的资料，在老辈人的口头传说

中寻觅林林总总的故事，总算把祖先们的艰难历程和当代人的辉煌业绩形诸笔墨，付

梓于世。

愿以《水村村志》告慰水村的先辈贤达；

愿以《水村村志》激励水村的后学晚辈1

201 1年10月1日



凡例

断限时间本志为通纪体。上溯不限，一般追至事

物发端。下限为2010年12月底。根据记述需要，个别事

物可延伸至本志定稿之前，示不违例。

层次编排本志按编、章、节、目编排。志内设综合

卷、村情卷、人物卷、文丛卷和附录卷。其中村情卷是重

点，内容包涵境域建制、姓氏人口、党政群团、经济制度、

种植养殖、工企商贸、村镇建设、教育教学、兵役战事、文

体卫生、村风民俗、方言谣谚等十二章。

纪年方法 1912年民国元年以前用历史纪年，用

括号加注公元纪年；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49年

新中国成立的这段时间，用民国纪年，在必要情况下夹

注公元纪年。本志所称解放前后，当以1945年4月14

日阳城解放之日为界，建国前后当以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凡xx年代，未标注世纪者，

均指上世纪(即20世纪)。

数字用法 遵照1987年1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等7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凡可用阿拉伯数字的，均用阿拉伯数字。

计量单位 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公布的《关

于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准，行文中一

般用汉字表示，表中一般用单位符号。个别单位遵从村

民的习惯，仍使用旧单位名称。

注释形式本志中涉及有关称谓，文中首次出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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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使用全称，并在括号内夹注其简称，行文时尽量使用

简称。

入志人物本志设《人物卷》，人物不立传，以简介

和列表记之。“烈士英名”以牺牲时间先后为序，“人物简

介”以工作性质为序，“人物名表”以时间先后为序。其余

对集体有贡献，对后人有影响的人物，均在其它章节据

实写出他们的活动成果。

资料来源 本志资料凡来源于2000版《水村村

志》、《今日水村》、官方档案馆(室)及知情者口碑的，一

般不注明其出处；志中援引古籍和著述的文字，力求保

持原文原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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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断限时间本志为通纪体。上溯不限，一般追至事

物发端。下限为2010年12月底。根据记述需要，个别事

物可延伸至本志定稿之前，示不违例。

层次编排本志按编、章、节、目编排。志内设综合

卷、村情卷、人物卷、文丛卷和附录卷。其中村情卷是重

点。内容包涵境域建制、姓氏人口、党政群团、经济制度、

种植养殖、工企商贸、村镇建设、教育教学、兵役战事、文

体卫生、村风民俗、方言谣谚等十二章。

纪年方法1912年民国元年以前用历史纪年，用

括号加注公元纪年；ZL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49年

新中国成立的这段时间，用民国纪年，在必要情况下夹

注公元纪年。本志所称解放前后，当以1945年4月14

日阳城解放之日为界，建国前后当以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凡xx年代，未标注世纪者，

均指上世纪(即20世纪)。

数字用法遵照1987年1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等7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凡可用阿拉伯数字的，均用阿拉伯数字。

计量单位 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公布的《关

于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准，行文中一

般用汉字表示，表中一般用单位符号。个别单位遵从村

民的习惯，仍使用旧单位名称。

注释形式本志中涉及有关称谓，文中首次出现一

一气一



遴水橱材志

一4一

般使用全称，并在括号内夹注其简称，行文时尽量使用

简称。

入志人物本志设《人物卷》，人物不立传，以简介

和列表记之。“烈士英名”以牺牲时间先后为序，“人物简

介”以工作性质为序，“人物名表”以时间先后为序。其余

对集体有贡献，对后人有影响的人物，均在其它章节据

实写出他们的活动成果。

资料来源 本志资料凡来源于2000版《水村村

志》、《今日水村》、官方档案馆(室)及知情者口碑的，一

般不注明其出处；志中援引古籍和著述的文字，力求保

持原文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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