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0 瓣处
鞭宁

陈村
i志

一嗡



处守村志陈更新著



作者简介

陈更新，另，河北省赞皇县见守村人，1932年农历7

月牛，rf·共党员，1947年参加毕命工作．1957年大学毕

qk。先后曾任过初小教帅、r岛小教师、中学教师、天津河

北师院政教系教师、灭津师范人学政教系教师、河北人学

哲学系教师、河北大学校刊编辑、中其河北大学办公室秘

fS科长、河北省教行厅秘书、河北省政府文教办公室(中

jE河北省委文教部)r部、中其河北省委宣传部办公室副

土任、}【】』北省教委政策研究窀主仃、师范教育处处长、兼

《教帅资脊}尝萃》』J}叫]·编、1986年至1992年任“_)口』北

省师范教fi协会”理事长、1987年令1992年仟河北省书

法教肯协会理事长、1992年底离休．1993年至1999年受



聘于“河北少儿书社”任经理。2000年任“河北省老教

育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工作过程中，在培养学生、发

展全省师范教育、培训全省中小学在职教师、考核并颁发

教师资格证书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1987年至2003年先

后五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

者。工作期间，喜好写作和书法。曾在国际学术交流会发

表论文2篇，在全国性报刊发表文章9篇，在省级报刊发

表诗和文章29篇，主编著作1 1部，合编著作3部，任编

委主任策划、组织并审定稿出版4套系列丛书50册，个

人专著3部。书法篆书多次获奖。2004年“全省老年书

画大展”中获优秀奖，并入选《燕赵翰墨情》优秀作品集。



序

赞皇县见守村首部村志《见守村志》即将付样之际，

主编陈更新老先生送来样书并让我为之作序。做为晚辈，

实在担当不起。但盛情之下，却之不恭，所以恭敬不如从

命，只好勉为其难了。

我到石家庄市地方志办公室时间不太长，但深知编修

志书是一项有重要意义且非常艰苦、辛苦，清苦的工作。

但陈老先生怀着对家乡热土的一片深情，不顾年老体弱，

不怕艰苦、辛苦，为了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做一点事，为

了给见守村的子孙后代们留下一点东西，多次到省、市、

县地方志部门了解咨询村志编修有关事宜，到村里、乡里、

镇里搜集、查询、核实入志资料、实物，通过座谈、走访

等向在村、在外工作的老领导、老同志、老乡亲征得相关

的口碑和文字资料，并且认真研究，几易其稿，精益求精。

这种知难而进，务实求实，认真负责的精神，确实令人钦

佩与敬仰。我想他所留下的绝不仅仅是一本村志，更重要

的是一种追求和一种精神。

编史修志，功在当代，福及子孙。志书作为地情书，所

承载的不仅是历史，而且是文化，因此具有存史、资料、

育人之功。《见守村志》也不例外。该志除“凡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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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共设19篇，内容包括村落村域，自然环境及资源。人

口，村级组织、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医疗，方言、民

俗、民谣、童话故事和战事、人物等，洋洋近30万字。不

仅从多方面记述了见守村自然、经济、社会、人文发展变

化的历史面貌，而且内容丰富，资料详实，图文并茂，语

言流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可以说是一部具有自己鲜明

特色的村级地情资料书。

修志且为用，鉴古尚知今。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和新农村的今天，我相信《见守村志》的出

版必将成为全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喜事。同

时，我也相信见守村的父老乡亲们读了这本反映本村政治、

经济、文化以及自然与社会历史变迁的村志，一定会产生

一种更加强烈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并将在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活动中，总结历史经验，发扬光荣传统，

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把见守村建设的

更加美好，为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石家庄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孟新

2006年9月26日于石家庄



凡例

1．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力求

客观地反映见守村的自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

育、民风习俗等方面的历史和现实。

2．本志编写，坚持祥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20

世纪的史实。上限一般在清代末期，个别上溯到宋代，下

限截止到2005年底。

3．本志，首设概述，其次设村域村落、自然环境、

人口、村级组织、社会、经济、村民生活、教育、文化、

卫生医疗、传统风俗、方言、民谚、歇后语、童趣游戏、

民谣、童话故事、战事记略、人物共19篇，最后有附录，

姓氏寻源。

4．本志采用横排竖写法则，述、志、传、图、表等

体裁，以志为主，地图与照片分别随文插入相关篇章。

5．本志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论。概述

采用论述体，有述有议，述议结合。

6．本志历史记年，民国及以前均采用中国历史传统

纪年，同时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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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纪年。

7．本志凡表示数量、百分比、公元纪年的年月日、

民国纪年的年月日、均使用阿拉伯数字、清代以前的历史

纪年使用汉字。

8．本志数据来源，有的来自县档案馆、县统计局、

有的来自在世村干部回忆上报的数据。

9．本志立传人物标准，一般记述本村曾任过县团级

和副教授以上专家以及立过战功，在县里有较大影响较大

贡献的人员。一律以生年为序排列，只记事迹，不作评述。

10．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历代村民口述。历史资料来

自历代县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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