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重点乡镇．#志系列丛书．圃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

‘

山西古籍出版禾

·‘·S·X·S·Z·(二)·S·



山西省重点乡镇

村志系列丛书(第一辑)

槐荫村
主编赵培成

山西古籍出版社

I ．

．．．．I——-

．J心



山西省重点乡镇村志系列丛书编纂委员会

主 任胡富国 孙文盛

副主任 郑社奎 郭裕怀(常务) 王文学
王 昕

委 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总 编Jl!一习m

副总编

编 辑

责任编辑

马并生

许继光

李英明

赵劲夫

郭海亮

焦炳英

孙有福

李仁安

李海双

秦来英

曹振声

雷振声

刘润堂

李 尧

张国祥

侯文正

董洪运

樊积旺

梁志祥侯文正
，

袁培钢 马并生(常务)

王会世 徐明亮 杨子晋

徐明亮

齐 平

李木达

杨金泳

阎好勇

梁志祥

霍润德



《槐荫村志》编纂领导组

李力安朱效成赵鹏飞赵军 程飞

《槐荫村志》编纂人员

主 编

特约编辑

摄 影

资料提供

审 定

输录员

赵培成

赵红岩

赵培成

李力安朱效成赵鹏飞

赵军程飞赵继昌

赵叔虹赵文义赵子俨

赵良玉赵济文赵南槐

赵增耀赵川桥赵福槐

中共五台县委县人民政府

中共槐荫村党支部村委会

张洁高文宏



《槐荫村志》编纂领导组

李力安朱效成赵鹏飞赵军 程飞

《槐荫村志》编纂人员

主 编

特约编辑

摄 影

资料提供

审 定

输录员

赵培成

赵红岩

赵培成

李力安朱效成赵鹏飞

赵军程飞赵继昌

赵叔虹赵文义赵子俨

赵良玉赵济文赵南槐

赵增耀赵川桥赵福槐

中共五台县委县人民政府

中共槐荫村党支部村委会

张洁高文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槐荫春色

良田美景

1

果树飘香



小银河大桥

村
刖
公
路

2

水泥预制厂 龙山石粉厂



3

槐荫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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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荫村部分在京干部参加五台县振兴经济北京座谈会后合影

村干部在一起研究村志

赵军与忻州行署副专员白祯祥在《槐荫村志》座谈会后合影



序言

旁{}
，于 石

地方志是几千年华夏文明孕育出来的一种特殊地方

文化。历史悠久的五台县，从金代始，直至明、清，曾

经编纂过《五台县志》、《清凉山志》等，但从未编纂过

一部村志。《槐荫村志》是我县继新编《五台县志》出版

后的又一部地方志书，也是五台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村

志。它的出版是五台县文化建设上的一件盛事，也是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槐荫村志》的出版，

是值得我们庆贺的!

槐荫村是全县面积较大、人1-I较多的村庄之一。这

里土地平坦肥沃，水源丰富，气候温和，交通便利，具

有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特别是这里盛产各类蔬菜

瓜果，是五台县的蔬菜生产基地之一，也是全县商品经

济发育较早的地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

深入发展，槐荫村农业生产和村办企业也有长足进步，经

济收入逐年增加，村民衣食无忧，正在由温饱向小康迈

进。槐荫村的发展变化，是五台县社会进步、经济发展

的一个缩影。

槐荫村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远的不说，辛亥革命

前，就有数人留学日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回



槐荫村志

国后，他们在辛亥革命山西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

革命时期，五台县最早到外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

分子赵源同志，曾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过中共太原

市临时市委书记。他历经磨难，最后病逝于狱中。抗日

战争时期，槐荫村又有一批热血青年走上抗日前线，许

多同志光荣牺牲，一些幸存者则逐渐锻炼成长为各级领

导干部。《槐荫村志》以大量篇幅记述了历史上有贡献、

有影响的各方人物，对已逝者是一种慰藉，对后人则是

一种激励，槐荫村人以及五台县人，都应该受到启迪和

教育。

《槐荫村志》编纂的策划和发起者是在北京、太原工

作的李力安、赵鹏飞、朱效成、程飞、赵军等槐荫籍的

老同志。他们虽然年事已高，又远离家乡，但眷恋故土、

热爱桑梓之情却与日俱增。近年来，他们曾多次回县视

察并指导工作，为我县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献计出力。

他们为编纂《槐荫村志》费力尽心，可谓功在当代，惠

及千秋。

在《槐荫村志》即将出版发行之际，我们谨代表中

共五台县委、五台县人民政府表示热烈祝贺，并写出上

面这些话，作为序言。

中共五台县委书记周振华

五台县人民政府县长李树东

1995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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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全

面系统地记载槐荫村自然、社会、人文等方面的历史与

现状。

二、本志以详今略古为原则。断限上至明朝初年，下

限至1 995年。

三、本志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等体裁，以

志为主。

四、人志人物遵循生不立传原则，以人物卒年为序

排列。祖籍槐荫后迁居外地者以“附传”记之；对于有

突出贡献的在世人物记入“人物简介”。

五、纪年方法，民国元年前用历史纪年，加注公元

纪年；民国以后用公元纪年。

六、数字表述，凡可使用阿拉伯数字而又得体的地

方，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七、计量单位使用现行公制国际标准计量单位。建

国前的资料，仍沿用旧制。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知情者所撰文章和口头采访，统

计数字采自五台县、东冶镇统计部门和槐荫村委，行文

时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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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槐荫村隶属于山西省忻州地区五台县东冶镇，与定

襄县北社村及原平县尧山村相交界，是由太原、忻州进

入五台县的第一道门户，向有五台南大门之称，地理位

置十分重要。

槐荫村背靠龙山，面对文山。滹沱河自五台山北麓

发源，流经繁峙、代县、原平、忻州、定襄，从槐荫人

五台县境，而后穿山过峡汇人海河。小银河自泉岩发源，

流经槐荫村东部，注入滹沱河。槐荫村被两河环绕，二

水合抱，可谓后依青山，前傍绿水，山水相伴，风景奇

秀。

槐荫村坐北向南，地形狭长，东起磨子山，西至筛

箩湾，东西长达，4公里。村民院落分布于高岗深沟中，高

低相间，错落有致。因村前有水渠一条，横贯东西，村

民门前多搭建小桥，故自古流传槐荫村有9沟18垴、72

座小木桥。

槐荫村海拔740米，又因背山面水，形成独特的小

气候，温和而湿润。因龙山阻隔了西北风的侵袭，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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