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为目标任务，事实

求是地记述宿州市埔桥区曹村镇左洼区域内、断限内的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民生等方面的发展变化。 力求准确的反映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努

力达到存史、资治、教化的目的，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

明和政治文明服务。

二、本志为创始版。 记事时间:上限追溯事件及情况不限年限，下限时

间为 2013 年 5 月(左洼村村志编篡筹备委员会成立)止 。 2013 年 5 月

以后所发生的事件及情况本志不记述。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录、数、字表格等体裁编辑 。 以题诗作

画、序、凡例、大事记图示照片专志家族家谱文化诗文芸萃等部分组

成 。但题诗作画、序、凡例、大事记自然村的来历不列入篇的序例。专志为

本志书的主体，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内容分别设篇、章、节、目等结构，全

志共设八篇。

四、本志记述时间编写为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前用公元纪年，括注

公元纪年) 。

五、本志计量单位编写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六、本志人物分为人物传(指巳逝世的人物)、人物简介、人物表、人物

名录等。(1)原则上所录人物均系左洼村籍人士，外籍人士记录在左洼村

工作过并做出贡献的人物; (2)本志所记录人员行政为副科级(军界连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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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事业人员职称为中级取称以上 ;(3)文学艺术、科技、教育、卫生等市

级以上会员或能工巧匠、名医; (4)被评为市级以上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

者等奖励的人物 (5)为左洼村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作出优异贡献的老党

员、老干部(社会贤达); (6)革命烈士。人物篇入录以姓氏笔画为序，同姓

者以出生年月先后为序。

七、本志大部份资料由编辑、特邀撰稿人采集而成，曹村镇人民政府

及镇有关部门提供使用过的数据采取"拿来主义"的方式使用 。 与左洼

村相邻的有历史渊源的资料也可入编在内，部分资料来源于《曹村镇简

志》、《英名永存》、《桃山集志》等书，一般不注明出处。

八、本志彩页图片，汇集后只采用主要图片，多数图片附在相关内容

文中，以黑白照片印刷。

九、收录题字书画，以省级会员以上的艺术家、地方有资深影响力的

专家学者题字入编。

十、本志的编寨人员多数为本村籍人士，负责资料的采集、整理、编

写。本志的特邀编审武新坦、段文绪;校对韩守诚;陈祥进系外籍人士，对

上述人员的个人简介不作介绍对他们付出的辛苦劳动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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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洼材志〉序(一)

捅桥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刻在

悠悠的老漉河，从古木参天的皇藏峪奔腾而出，穿过京沪铁路，穿过

挑山山涧像一条游动的长涟，静静地划过广袤葱郁的淮北平原，一路向东

流去。

桃山脚下，左洼村像一颗珍珠镶嵌在老混河岸边。悠悠老现河两岸的

左洼村，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左洼村民在漫漫历史

长河中饱经沧桑和洗礼，矢志不渝地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生活。 厚重的文化

积淀，优越的区位交通，又恰逢埔桥经济开发区大规模、高标准的规划建

设，让左洼村承载着不一般的内涵和华采。

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左洼村带来了盎然生机，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

后，全村呈现出政治安定、经济发展、百业兴旺、和谐繁荣的景象。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方志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

组成部分。

古老的左洼村呼唤着今人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本着对历史和后人

负责的精神，对左洼村的有关资料进行搜集、考证和鉴别并编篡为志 。 观

古鉴今，历史是一面镜子，一盏明灯，能为我们在开创未来的征途上提供

指引。编篡志书不是树碑立传也不是歌功颂德而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历

史经验教训，更有利于我们开创前人未曾有过的伟大事业 。 历史证明，只

有创造辉煌的成就，才能在志书中留下璀碟的华章 。



序
言

《左洼村志》公正客观地记述了八个自然村的发展演进轨迹，她是一

面镜子、一本教材、一座桥梁，是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文献资

料。 对广大青少年又是一部生动的宣传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

教材，将会激励和引导全村人民积极投身家乡的各项建设事业，开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崭新局面。

编篡村志，不仅功在当代，更是利在千秋的事业。历史已然书写，未来

等待开创 。 勤劳善良的左洼人民将同心同德、凝心聚力、励精图治，在古老

而神奇的埔桥大地上，不断开拓创新。我们相信左洼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加

美好。

《左洼村志》的出版是曹村镇人民，乃至埔桥经济开发区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也是记录左洼村发展变化的里程碑。愿本志能够成为读者的

益友，激励我们捐私利，效公益，跃身于振兴中华之行列。谨以此文，权以

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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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洼村志〉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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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志是建制最小的村级志书，是方志家族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

分。 《左洼村志》的撰写出版，在左洼村甚至整个埔桥区都有着非比寻常的

意义。 左洼村编写村志完全是自觉自愿地要将家乡"村庄变迁、自然环境

变化、民情风俗的演变以及美丽的传说故事"整理出来使这些资料长久

流传，不致潭没，让人们在追忆往事的同时，品味社会的发展，岁月的流逝

及世态的变化，以此给人们以启迪和思考。

左洼村有着悠久的历史。 6α的年前，先民们就在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上

繁衍生息，他们历尽艰辛，开垦荒地，造就村落。 数千年来，经过一代又一代

人的努力，左洼村在不断地腾飞。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左洼村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一幅幅点缀庄户的秀丽图画，正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一个农村

城市化的憧憬，鼓励我们奋力向前。面对这沧桑巨变，我们为之振奋，但不

能忘记前人的艰苦创造精神，因为没有前人的创造贡献，就没有我们今天

的薪传发展，所以我们务必编修村志，让子孙后代了解庄户的历史。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方志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文化

的组成部分。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一部比较全面反映庄户地理、政治 、

经济、文化、风俗、人物等方面的《左洼村志》即将面世，这是左洼人民生活



中的一件大喜事。 左洼村的前人，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牢记前

人的史绩，继承前人的的辉煌，铭记前人的教诲，激励左洼村人民在未来

的事业中以坚强的斗志和顽强的拼搏精神 将左洼村的明天建设得更加

美好。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左洼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认真贯彻执行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狠抓"五个文明"建设，充分发挥地理人文的优势，使

集体的经济稳步、持续 、健康地向前发展，村容村貌不断发生变化，村民的

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左洼村正以矫健的步伐走向殷

实的小康大道。

左洼村的昨天和今天，确实值得我们"厚今"但也不能"薄古" 0 (左洼

村志》的编写成功，将是一部历史的工具书，它具有"资政、史存、教化"的

功能，它蕴含且具有"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料"等的参考价值和

意义。 它全面记述左洼村的昨天和今天，它为人们了解左洼村社会的构

成，历史的演化，自然地理的状况，民俗风情以及文化底蕴如何，为置身于

左洼村的"五个文明"建设都起到深远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

让我们进一步发扬左洼村人的团结拼搏和踏实工作精神，齐心协力，

肩负起历史的重托，以无愧于先人，有功于来者的负责态度，把左洼村的

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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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洼衬简介

左洼行政村位于埔桥区最北部，北邻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东与杨庄

乡房上村接壤。 由孙庄、元洼、左洼、高庄、王庄、王山、魏宅孜、秦宅孜八个

自然庄组成，现有 15 个村民小组， 1328 个家庭户，人口料96 人。 总面积

14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91∞亩。村党总支下辖三个党支部，即左洼、元洼、

孙庄党支部，党员 162 名。是 2∞7 年秋，村区划调整时由左洼、元洼、孙庄

三个行政村合并而成 。

左洼村历史悠久，名人辈出 。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有 30

余名革命先烈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人民的翻身当家作主，献出了自己宝

贵的生命。 解放后左洼村又涌现出了很多能人志士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

民族团结富强做贡献。

目前左洼村基本布局已定在环境整治、村容村貌方面通过广播、会

议等形式对群众进行宣传发动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离"科学规

划布局美，生态宣居村庄美，兴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美"的要求差

距很大。 在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镇、村两级的共同努力下，通过申请

资金和群众自筹，本着依靠群众、服务群众、为了群众的工作理念，真正做

到"四议两公开"村庄整体面貌目前获得很大的改观。

左洼自然村的来历

洼，顾名思义，地势低洼 。 洼为左右结构，形音字，偏旁为水，部首为

圭，两者相拼扣为洼字;远古为形体字，像一道流水。 洼与凹是同音字，也



是同义字，凹陷、聚水的地方 。左洼距徐州龟山之南 20 公里，宿州之北 50

公里，桃山庙山之东 。 西为萧县属地黄桑峪(皇藏峪) ，此山为芒踢之山脉，

呈东南西北走向，山上森林密布，山下泉水叮咚，无眼泉、睡泉等诸泉泉水

注入倒流河，从南至北，后折转向东，流入灌沟河，另一支流，泉口泉、女人

泉等诸泉泉水注入现河，两道河流，一南一北，穿左洼境域而过，汇入成深

陷的碑湖，周边西有宋湖，南有望湖，北有四铺湖，东有元洼，一汪湖水，碧

波点(熬。长期以来，洪水过后，深陷的地方被淤积成肥沃的土壤，土地渐渐

地露出了水面又有灌沟河现河的泉水滋润大片的土地就变成了可耕

的良田 。

明初洪武年间，有一"左"姓先祖来这块风水宝地居住，垦荒捕鱼，后

又有滕氏家族迁入，后来左滕两家在村南建家堂庙一所，又立碑传，经过

几代人的生殖繁衍，后又有张姓、赵姓、车姓、王姓等姓的加入，洼地遂形

成了村落，从此，人丁兴旺，五谷丰登。随之，周边村落的村民，便把"左"氏

先祖居住的洼地村落称之为左家洼 。

元洼自然村的来历

元洼村胡氏家族至杨堡村迁来距今已有十四辈人，约有四百多年，最

早因有姓元的老太婆居住，又因地势低洼，从此就以元姓地洼而得名元家

洼至今。

孙庄自然村的来历

在很早之前，孙庄是一块神奇的宝地，村东是一条大河，平时河水汹涌

澎湃，现在我们都称它为东塘汪。说他神奇，这其中有一段神奇的故事。

那时，孙庄的这些土地荒无人烟，传说，最早来居住的是从山西洪洞县

迁来的移民刘氏，排行老二，后称刘二公，独自一人在此搭个茅草庵子，以

开荒种粮、打鱼为生 。 有一次刘二公到河里打鱼发现河里有一美女正在

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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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水，嘴里叼着一朵鲜花，两手拍打着河水。刘二公看此情景顿时痴了，哪

能不动真情。 刘二公也顾不了许多，跳到河中，直奔美女而去，当游到美女

跟前时，美女突然不见了，刘二公一愣，美女又出现在他身边不远处。 刘二

公高兴极了，正想抱她时，美女一闪，一个巨浪把刘二公给冲走了，再也没

有上来。 因此，至今人们一般都不敢去那里洗澡或洗衣服。

后来，又迁来户吴氏夫妇，两口子恩恩爱爱，倒还算幸福，但两人始终

没能生下一儿半女，因他们住的是刘二公的茅草庵子，后来入住的人家多

了，大家都称它为吴家庵子。

紧接着又迁来了一孙姓人家，主人名叫孙二全。孙二全一家人丁兴旺，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孙家人繁衍旺盛。以后又不断迁入王姓、唐姓但只有孙姓人

口最旺。 所以吴家庵子又改为孙家庄一一孙庄。

王庄自然村的由来

王庄王氏自明末时由泪州来徐州居住，经多次迁侈，先住望州山，后

移居房上西王庄。 当时，本庄多是王姓，故名王庄，迄今有三百余载 。

离庄自然村的由来

高庄的先祖高原，在三百年前由徐州迁到伊桥东高庄，后有四子，其

中一子移迁到目前的高庄，由于人丁兴旺，全庄全数姓高，故称高庄。

王山自然庄的来历

王山自然庄现属于左洼村行政村，山周桑田平旷，忏陌交通，清溪绕

山东流，有晨光迎旭日之势 。 此山因黄河多次泛滥，淤没山腰，仅露山顶 。

山中居住王氏族人而得山名 。 山不显不露故而有"到村不见山"之说。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 王山虽不显高，却是祥瑞直居之地。 除王姓外，

还有张、程、钱、李、岳、郭、何、朱、徐、孟等 。



现如今，村内茂林修竹，鸟语花香，鸡犬相闻，生机盎然，各族邻里，联

姻裙带，和睦相处，一片祥和之气。村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是远近闻名

的长寿村。

魏宅孜自然村的来历

大约二百年前，潘楼魏氏族人已在此营生，有大片土地，地中央建有

大仓房及住宅小屋。魏氏逝去后亦在此地筑坟立碑。民国初，财主李十一

在此购置土地(人称十八顷)，租给九家伺户种(这九家中，阎姓三家，张姓

二家，赵姓、王姓、陈姓、程姓各一家) ，形成寄庄，亦称"魏宅孜"。

解放前后，魏氏族人已全搬回潘楼，大约五十年代魏氏后人起走祖坟

(尚留有石碑)。

魏宅孜，土地多在村子四周，人勤地肥，收入逐增，基本无"困难户"

家家生活富足，正大步向"小康村"迈进。

秦宅孜自然村的来历

最早来此居住的是一个秦姓人家栏杆东南抱头孜庄人。 查徐州府志

中的张氏族谱《百忍堂》记载，在清朝末年，同治年间，太平天国中的捻军

在皖北混水，涡水一带频频活动。张富年在徐州府任观察史、兼兵备时，因

讨伐太平天国的捻军有功，受到清朝大臣曾国藩的嘉奖。 张富年利用奖励

的钱在左洼西购置良田千亩交于秦家管理完粮赋税。后来滕姓、张姓、

车姓、韩姓、王姓、梁姓、苏姓逐渐入住 。 秦宅孜，所以也就是秦家的寄庄 「

子 。 现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 解放后秦宅孜归属左洼大队。 但仍叫秦宅 胁'

孜至今。
|目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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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38 年 5 月 19 日，徐州沦陷 。徐州地区沦陷后，左洼村有一大批青年

相继加入了以桃山孙象涵为首的"彭南游击队"(十八大队)，他们是:张振

东、刘建勋、刘隆光、郭福安(郭大增)、滕丙义、车学增、黄树平、郭正邦、韩

云章等三十多人。

1949 年 8 月，全国解放后，左洼村属徐州市郊区第十一区桃山区 。 第

一任村委会由村长朱锦绣、高茂青、杨孝端，民兵队长左廷斌组成，左洼村

第一届地方政权组织诞生了。

1951 年原徐州市郊区第十一区划归安徽省宿县桃山区左洼村属

桃山区元洼乡，上级委派工作组进驻左洼，他们分别是武瑞民 、车学斌、马

文善，马文善任组长，乡队长为车学斌。

在 1951 年至 1957 年间先后成立了互助组、合作社 、现河社、元小

社、高级社，各社社长分别是滕丙礼、左廷斌、刘奎义、李志清、车振东、左

廷军、孟广德。

1953 年左洼村修建了东北闸口，疏通宋秦沟、灌沟河，为左洼村北湖

的排涝、蓄水、抗旱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

1955 年至 1957 年三年间乡队长车学斌带六七十民工远征至泪洪县

的胜利沟、东南方河、河南永城打闸河岸挖河 。 由于带领民工挖河成绩突

出连续三年被评为县代表参加劳模大会并获得荣誉证书 。

1958 年至 1959 年曹村人民公社成立左洼村属曹村人民公社元洼

大队。 先后有余开荣、潘逢生任大队总支部书记，副书记有左兆和、高启



云、汪有全、王广前，王大力任大队长，会计为胡兴杰，后张万顺接任，妇女

主任伊秀英。

从 1958 年开始，按照上级部署，开挖桃祷运河 。 桃祷运河虽然没有全

线贯通，但也起到了部分蓄水、灌溉的作用 。

1958 年起各自然庄兴办食堂 群众按生产队分别安排到食堂就餐，

食堂一直延续到 1960 年 。

由于 1958 年全国大炼钢铁(每人任务 3 斤左右)，造成家家不准有

锅，户户看不到烟火 。 农村又出现了浮夸风、高估产、高征粮的不正常现

象，粮食严重不足，村民体质急剧下降，左洼村发生了严重的浮肿病，大多

数群众是靠吃野菜 、麦苗 、树皮充饥，维持生命，村里出现了非正常死亡和

人口外流情况。

1960 年秋至 1961 年春，邱培新、王兴加下派左洼村任书记，郭正香、

刘奎义、车学岭任副书记 。 三年最困难时期 。

1961 年至 1964 年，纪加芝任书记，副书记刘奎义，大队长车学斌，妇

女主任李传英，青年书记孟召贤，会计张万顺 。

这几年农村经济有些好转 。 副书记刘奎义通过父亲刘建勋在萧县任

水利局长的方便，筹集资金、调来工程人员，新建了班河桥。 改变了多年的

木架桥给农业生产、交通运输、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1964 年"四清"运动开始，上级派驻"四清"工作组，组长李志远。 四清

运动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 、清财物"后期演变成"清思想、清政

治、清组织、清经济"。
- - - - r - -

1965 年，王继宗任左洼村党支部书记，支委有:张振东、滕绍民、伊会 大 :

民 、苏元春 、张荣启 。 管委会主任王大力，民兵营长张荣启，妇女主任贾书 音:
华、左现勤，会计张万 )1顶，青年书记孟召贤。

1966 年至 1968 年新诈河开挖左洼村共出民工 400 人次。

1966 年 5 月 16 日，文化大革命开始。 9 月 1 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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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后，全国开展"破四旧，立四新"运动 。 这时，左洼村掀

起了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毁掉很多书籍和文物 。 曾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立过功的郭福安同志也被戴上高帽游乡过街。

1968 年，左洼小学升为左洼带帽中学，一直延续到 1980 年 。

1969 年，在曹村公社党员干部整建党期间，新的大队领导班子诞生:

左兆和任左洼大队党支部书记，张荣启任副书记，王大力任大队长，滕绍

民任民兵营长，贾书华任妇女主任，会计孟召贤，委员有张振东、孟广德 。

中央九大会议之后各地掀起了"学大寨、赶郭庄"的高潮 。 新的领导

班子到萧县郭庄、山东临沂参观考察，带领左洼村干群，掀起了"改变左洼

面貌"的热潮 。

1 、规划"方块田"方块田四周建设生产路，路两侧全部植树;低洼地

开挖台田沟，村南北湖土质好的高产地打深水井，建灌溉渠，铺设水泥管

子。 当年植树三万余棵。 仅左洼村打深水井 30 余眼 。 副书记张荣启同志

带领村民除了自造水泥管子外，还到符离拉运水泥管，张万民(时任县经

委主任)又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援助配套的灌溉机械。

2、农田道路搞好后大队干部又组织动员群众修桥铺路。 在班河上修

了东头、西头桥修一号沟桥修南北湖过路、河桥 10 座 。 当时大队成立修

桥采石队 由苏元春同志负责 10 多个人吃住在马湾村 开采和运输石

头。

3、在张万民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用电的配套设施很快筹办，在曹村地

区率先通电，送来光明 。 以张万顺为首的电工组，负责为家家户户装上了

电灯和小喇叭。大队建了电磨房 。

历时十年，左洼大队多次荣获先进集体称号 。

1979 年，左洼支部大会产生新的两委班子，书记王大升，副书记滕绍

民，民兵营长陈瑞民，文书孟召贤，青年书记孙彦玲，妇女主任董瑞玲。 委

员:张洪星、左现清、车学法、黄玉银、王洪恕 。



粉碎"四人帮"后农村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1979 年开始全党

重点工作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高考制度恢复，教育改革、百废待兴的

关键时期 。 村两委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 简述如下:

1 、搞活经济，成立两个能工巧匠专业队。 一是以张万峰为首的八人建

筑队，成员有王继大、李志全、韩继远、闰召华、李再连、郭大刚、郭庆华。 二

是以郭正信为首的八人木工队成员有:郭正义、郭大印、张传青、郭士朴、

左现章、闰庆祥、韩继贞 。 专业队回大队提交五千元现金 ，成为大队的唯一

收入。 大队有了这些钱，首先新盖了几问砖瓦结构的大屋，解决了大队部、

广播室、医院及商店的用房问题。

2、建造一流的学校校舍，被评为尊师重教先进大队。

1983 年，教育的春天来临 。 "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群

众要求改善办学条件 。 村两委适时按照上级"地方办学，三级管理"的政

策。 "天时地利与人和"抽调正在指挥"望洲河捞底"工程的滕绍民回来，

成立了建校领导小组 。

滕绍民立即组织动手扒掉学校所用的旧庙、危房教室，按照图纸规

划，一气呵成 。 1984 年暑假开学前工程全部竣工。

当年，共建新标准教室 27 间 、 围墙 350 米、教室宿舍六间、厕所四间，

安大铁门一个，院内建一个大花园，花园内雪松挺拔葱郁。

建好后宿县及曹村区教育主管部门曾多次在左洼小学召开现场会

并组织参观学习，评价"小巧玲珑，农村一流"。 大队连续多年被评为尊师

重教先进集体。

左洼小学第一批跨进了县级达标学校多次受到嘉奖。

3、铺路修桥，方便交通，疏通河道。

大队两委先后修建了九座石桥(其中学校门前班河桥拓宽两米) ，王

山两座 、一号沟五座。

4、筹建左洼砖窑厂 。

- - - -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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