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_～⋯_
’． ¨一⋯一一一～．_，。 、

。’j。～。j。 0⋯o， ／，。一，。．，’。i‘ 。 V⋯_|一“‘ ／
。

o、一 、 ／ 4_、．√ 0
i⋯一．。?。

泛妻警誊乡玄芝：豢噩0j。之羹恚≥j二警支害麓



何屯村 士
J匕、

河南省新乡市北站区何屯村志编纂委员会编



顾问

主审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何屯村志》编委成员

李树德

刘清海

何振宇

韩振福

郭祖祥

岳学堂

办公室

主任韩振中

副主任张举和

编纂小组

组长

副组长

田文琳

李豇

岳云聚冯保国何兰慈李士永

李祥太

何中士

张举和

王在富

工作人员何兰玉邓发生

何凤山何文学

主编 李豇

编纂人员田文琳李梦璋

韩振中张举和

摄影陈国建韩振中

绘图岳绍武李梦录

激光照排王莉

校对李树德田文琳

韩振中张举和

韩振中

王玉娥

杨连芝

李振安

岳云聚何振清李梦璋

岳学江

李树德邓发生何兰玉

岳学堂李豇

袁朝气李梦璋邓发生

李豇何兰玉



序

序 一

听同志们说，耿黄乡‘何屯村志)即将印刷面世，甚感欣慰。

拍板敲定编纂‘何屯村志)。投入一定人力和财力。并常抓不

懈。办好了这样的一件事。我认为．是一件正事．是一件大事。已

故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每视察、调查

一地的情况，总习惯查阅地方志。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

平同志曾反复强调要“摸清、摸准我们的国情”，为编修社会主义

新方志指明了方向，其根本目的就是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

服务。江泽民总书记明确提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

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

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要求“各级领导要

把修志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事业来抓，并切实抓好”。耿黄乡何屯村

党支部、村委会领导能够深层次学习、认识党中央、国务院及省、

市委、政府有关文件精神，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携两委会成员和

村志编纂工作者以及全体村民，在不足9个月的时间里，一举编纂

成功村志，可喜可贺。由此也可以看到．何屯村两委会成员及其党

员队伍，是具有凝聚力、战斗力和相当水平的。

耿黄乡‘何屯村志)之所以能顺利编纂成功，我看有三个层次

的人功不可没。一是全体村民群众和驻村域单位及社会各界人土鼎

力相助功不可没；二是村两委会领导成员及编纂工作人员功不可

没；三是退休老干部义务承担编纂村志工作功不可没。在古代，为

编纂<史记)，司马迁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和生命。山西省交城县志

办的燕居谦主任，在自己身患绝症、生命之火熄灭之前，为完成县

志总纂任务．离开闹市。身居古庙，专心修志，县志修成后3个月

便离开了人世。河南省鹤壁市交通局的杨光裕，为在志书中把本市

的古桥梁资料完整准确地留给后人，不顾高龄多病．徒步行程上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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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公里进行普查，其事迹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由此不难感

悟，耿黄乡《何屯村志>的主编同志、编辑组组长同志以及于

1989年以后就主动搜集资料，撰写村史资料的老书记同志等，他

们不辞辛苦，因提劲过高患病住院，返村励j修志不辍，不顾年迈
身患重病而鼓呼的意义和精神所在。他们的事迹将被何屯村民及全

区人民铭记。

总结历史经验，再创今朝辉煌。耿黄乡何屯村志编委会又先行

一步。当诸位及乡、村领导和读者朋友手捧《何屯村志>喜阅之

余，能够思之，有所收益。在本单位、本部门条件允许之际，是否

也可试之?

应嘱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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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新乡市北站区委书记

飒。气&
【

2002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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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耿黄乡‘何屯村志)终于付印，不禁舒坦之气畅出，又办成了

一件实事。

从表面上看来，不编纂出版<何屯村志>。也不是不可以。几

百年来，北站域除潞王坟乡堡上村外。其他村庄没有出版村志。不

也过来了吗?但是，实际上我们何屯村却不可以不编纂出版村志，

来自诸多方面的力量，迫使我们不能不思之、议之、办之。一是

区、乡及区史志办公室等上级领导所颁文件和指示，提高了村干部

和村民群众对编史修志工作的认识，进一步激发了我们下定决心编

纂村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二是原村党支部书记岳云聚，于1989

年4月13日，即主持编写村史工作会议。从那时起，他不顾年迈

体弱，搜集、整理村史资料，竟达80余页，五六万字。老书记的

夙愿、老书记的行动，实在是令人寝食不安!三是诸多退休老同

志，愿意义务承编村志的具体编写工作，其精神实在令人感动。其

积极性，岂能遭受打击?四是全村村民的迫切要求。这样，才促使

我们高高举起了编纂村志的大旗。

对于认识村志编纂工作，我们也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首

先，认识到，编纂‘何屯村志)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

市、区委、政府文件和指示的需要。其次，编纂出版‘何屯村志)

是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振兴何屯村经济的需要。如果按照“萧家

楼，老鸹掀”以及有关史料．何屯村自明洪武初年计，已有600余

年的历史。科学、系统、全面地总结、研究村域发展的历史，明确

认识何屯村的优势和劣势，对于进一步理清振兴何屯经济工作的思

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二十一世纪辉煌。那将会发

挥极大的推动作用。第三，编纂出版‘何屯村志)，是撰写可读致

用的乡土教材的需要。早在1964年，毛泽东主席就说过：研究现

代史．不能不去搞家史和村史。从研究最基层的家史、家族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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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徽观人手，这是进而研究整个宏观社会的历史基础。编纂出版

耿黄乡‘何屯村志)，则是编写村史等乡土教材的必备工具书、资

料书。1995年11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读本)

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要加强农民教育，就要编一些教材。编纂的

教材要结合实际。要通俗易懂。”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

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编纂‘何屯村志)，

并保证她如实地反映乡土实际，如实地反映村域历史和风情，如实

地反映广大村民群众的心声。我们认为，这就是最好的教材。第

四，编纂出版‘何屯村志)，是落实当代人责任的需要。有一位史

志工作者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创造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

的辉煌，还不是完整的辉煌，缺乏文字记载等传播载体的辉煌，其

生命是短暂的，其力量也是有限的。追求“完整的历史辉煌”，追

求为社会主义文化宝库作贡献，应当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我们何

屯村人，应当引以自豪，我们的祖祖辈辈，已在村域走过了600余

年、甚至更长的春秋日月。村东就有仰韶文化遗址。这就是说，

5000年前，何屯村域即有人类祖先居住活动。我们的村庄，曾遭

受过战争血与火的洗礼。也发生过“何屯火车站”抗日、歼灭国民

党反动军队的革命故事。全体村民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已为全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新乡的解放以及抗美援朝

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该做的贡献。村落的历史上，曾涌现了萧

(肖)氏望族、杨氏杨佐、抗日民族英雄牛振武、名医朱贯一等历

史人物；涌现了诸如何兰芳、刘培义、刘成、岳观朝等革命烈士和

战斗英雄人物。1948年5月，新乡解放后，何屯村曾多次为“先

进生产大队”。1964年4月，李梦锡参加新乡市贫下中农代表会，

被选为河南省贫下中农代表，出席了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村荣获

省级“先进村”、“综合治理先进村”等称号。以上辉煌和经验。能

否弘扬光大，能否流传后世?其历史责任人，当属何屯村全体村

民!当属我们村两委会成员!

在以上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我们狠抓落实，历经搜集资料、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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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初稿、总纂修改，校核出版等工作阶段，终成其事．总结记载了

600余年的历史，基本完成了一件600多年来前人未曾做过的工作。

所编‘何屯村志)。精装护封，大32开本，有彩照16页，彩色地

图2张。设大事记、概述、附录、编后记，另志18章，计20余万

字。农村行政村是我国基层政权组织机构，是国家整体的一个最基

层单位。呈献<何屯村志>，但愿能给兄弟村寨以帮助，但愿广大

读者喜欢!

编纂出版<何屯村志)，整体说，历时13年。自全面搜集资料

至2002年5月25日签定承印合同，不足9个月。确实是一项浩繁

的工程。在此。我们二人谨代表村两委会及何屯村全体村民，向经

常关心我村村志编纂工作以及参加编纂村志工作的领导、同志们，

表示最诚挚的问候和谢意。何屯村村民，将永远铭记您的友情和功

勋。但是，我们的工作。尚有许多不尽心意之处，还需奋力工作，

对于个别事案，甚至是重要事案。因种种原因，还不能一一记清、

一一道明。敬请村民群众和读者海涵。由于时间仓促，编委会成员

思想、修志业务水平有限，遗漏谬误之处难免，祈请有识之土和后

世人们批评指正。

中共何屯村支部委员会书记

何屯村民委员会主任

2002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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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例

一、本志书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

点，在充分体现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代表中国先进

文化的前进方向精神，体现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的基础

上，力求体现出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和统一性。

二、本志书有序、概述、大事记、村落概貌、自然环

境、自然灾害、村民、村民生活、村风民俗、人物、农

业、工业、运输建筑商业及其他、村街建设、经济管理、

村政、兵事、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文化、村域周边单位

简介、附录、编后记，计1序l述2记18章；全书20余

万字。

三、志书体例以志为主，记、传、简介、照、图表、

录诸体并用，互相补充。志，以时为序；记，以编年体与

记事本末体相结合；传，以村籍、正面、当代人物为主，

生不立传。人物传略、简介以出生时间先后为序。全志书

采用文、图、表相结合的形式，图表随文，图文并茂，浑

然一体。

四、本志书采取详今略古，按占有资料记叙。大事记

及部分内容适当上溯，下限至2001年12月31日。

五、本志书详细记述村属单位，省、市、县(区)在

村域内所驻单位，按从东到西，由北至南简记，以突出村

历史发展特点。称谓“村域单位”。

六、本志书采用语体文、标点符号、简化汉字。清朝



凡例

及以前纪年用汉字；石刻数字保持原有用法；物品代号按

当时习惯处理；公历、民国纪年、含统计意义的数字、百

分比等用阿拉伯数字；长度、重量单位用公制，特定情况

按原文处理。

七、为行文方便，对称谓、机构组织名称，第一次出

现用全称，其后用简称。“中国共产党新乡市北站区耿黄

乡何屯村支部委员会”简称“中共何屯支部”；“新乡市北

站区耿黄乡何屯村民委员会”称“何屯村委”；合称“两

委会”。

八、本志书的资料，采用当事人、知情人的回忆，实

物资料，县区志书及档案有关资料和以实地考察部分实物

佐证。

九、入志人物资料按本人提供资料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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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屯村域图



何屯村解放初期村貌



何屯村规划图



何屯村集体土地示意图





村两委会大门

村两委会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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