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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事修志，古今皆有，然其含义不同。古者歌功封建王朝、才

子佳人，今则颂扬社会主义、劳动人民是为异。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路线、 方

针、政策，经过拨乱反正和一系列改革，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

繁荣昌盛。特别是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贯彻以来，农村情况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村村办工厂，家家搞商品生产，人人为商品经济服务，

农民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再也不为衣、食、住而

发愁，更加向往美满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值此盛世，有责任用新观点、新方法来编写志书，以歌颂社会

主义、四化建设，从而教育后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自

己的家乡，加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遵法守纪，为人民服

务。

常青村志，是我县建国以来的第一部村志，它为全县各村编写

志书，带了一个好头。

常青村志，概述了常青有史以来各方面的记述，文中对建国以

来的变化，较为详细，尤其是近五年来的变化，更加突出。因此，

值得一读。

常青村志读后，会使人感觉到：常青的变化很大，常青的人

民，最听党的话，常青的企业办的好，常青人民，致富路走的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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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因此，值得祝贺。

常青村志虽成，但在史料、取舍、结构、文笔上，不免有疏忽、

遗漏、不适、错误之处，敬希领导及同志们不吝指教，是所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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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村志坚持“事以类从、横分竖写、实事求是、详今略

古”的精神编写。

二、本村志上至隋开皇1o年(公元590年)，下限为1 986J手-。

三、奎垫查茎埘、—型嗽塞璺量盗壁麴塑童．量：嘭
四、本村志建国前资料，因史无记载，靠访知情老农口述记

五、本村志在章节中附有数字表格，以资说明。

六、本村志用通俗语言编写，便于居民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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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灵石县历史悠久。据县志载：我县在远古“九州’’时属冀州。

尧舜时属并州。春秋时属晋国。战国时期属魏国。秦始皇绕一中国

后，属太原郡介休县√／ ，，

隋开皇十年(国竞590年)，岁次庚戍，文帝杨坚巡幸太原，

挖河开道，获石以为吉，遂割介休县西南地，以石命名置县。

常青村原名西门外，因耕种的地和种田的人，都在县城的西门

外，因此．以地域而起名。西门外这个名称始于何时，史无记载。

但从建县时修筑的城墙和西门外的土质来看，西门外这块土地，在

隋朝以前就有。其时是否有人在此建房居住，不得而知。正因为历

来居住的人数不多，而且都是些穷苦农民，所以县令及地方绅士，

不给起好听的名称，而以地域称呼，是有其道理的。

山东省人来常青当长工种地，始于清、同治年间。其时是干短

工，年终算账后，回老家过年。以后来劳动的入逐年增多了。遂以

租种土地开菜园子为生，在此成家定居。之后，河北、河南省人，

亦相继而来，形成了一个村落。
‘

民国时期的常青人民，都有一段辛酸的苦难史。他们大都是因

家乡遭灾、受难，无法生存后，背井离乡，担挑行李，扶老携幼，

来灵石定居谋生的。如清、光绪三十三年(≤芜j907年j，段永来

灵时，肩挑担筐，一头担着行走不动的幼女段玲玲(胡正同志母

亲)，一头担着破烂行装，两个儿子搀扶着年迈的老母走着，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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