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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陈玉士、县长张金凤为邓曲支部纪考碑揭幕

邓曲支部旧址揭幕剪彩现场

左起：盛大海(副县长)、张如使(人大副--+=-4})、张巍牟<政协主
席)、王建中(县委副书记)、陈玉士(县委书记)、张金风幅长)、
亢恩聪(老捉套套长)、张如恒(老促喜常务副畚长)、齐德才(新城镇
党委书记)、赵舟仓(村主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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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后的汾河难



前进中的新邓曲

雌级釜憾‰越漓



取抄后．来矗迁的几户人寮

郭家寨子远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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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组全体人员在一起研究志稿

左起：潘洪林、潘红文、吴创基、牵挂云、侯增胜

谢怀珠、王长安、郭忠民

[

支部、村委全体人员在一起研究工作

左起：赵耀鹛、邢云缸、赵学年、赵耀年、赵周仓
谢绍民、谢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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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曲村党支部书记赵周仓同志拿来《邓曲村志》清样要我们
作序，欣然应允。一是邓曲村是我们新城镇的所属村庄，作为上

级领导，为他们倾力打造的文化工程效微薄之力，义不容辞；二

是志书屡见不鲜，但村志尚不多见。《邓曲村志》的成书，不仅是

邓曲村有史以来文化事业上的一道靓丽风景，而且也为新城

镇，乃至襄汾文化名县增添了新的内容。我镇所有村庄中编写

村志的也仅邓曲一家，荣为作序，不可推辞；三是邓曲村干部群
众让我们作序，是对我们的信任，情真意切，却之不恭；四是邓

曲村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各项工作均走在了全镇的前面，为

新城镇的各项工作树立了样板，为其作序，理所当然；五是襄汾

县最早的党支部就建在邓曲村，这是邓曲村的光荣，也是新城

镇的光荣。志书中用了较大篇幅记述了邓曲党支部创建的历史

和业绩，对我们重温中国共产党在襄汾县的发展史，了解党在

创建时期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提高党员自身的修养，都大有裨
益。

’

辉煌的历史虽然只代表着过去，但却为今天建设新农村提

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邓曲村作为我镇的一个中型村庄，有着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较好的水利条件，更有着一个能带领全体村

：i民致富奔小康的好的领导班子。赵周仓作为这个班子的带头

人，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带领全村村民干下了不凡的业绩，

面对骜傲不训的汾河洪水，他们积极响应上级百公里石坝大会

战的号召，斗风沙、战严寒，砌石坝、筑大堤，历时6年，完成了



艰巨的汾河治理工程；面对千亩盐碱荒滩，他们平土地、修道
路、架电线、打深井、栽树木、改良田，使这里成了树成行、林成
荫，年年旱涝保丰收的小江南；面对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难

行的乡村道路，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筹资200多万元，完成了全
村大街小巷的硬化、绿化、亮化、美化、净化，创造了当年人均硬
化面积全县第一的骄人成绩，为全体村民营造了一个优美舒适
的生活环境；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他们积极创优发展环
境，先后引来了正大电力、金泉铸造、开发农场、花卉基地等多
家企业落户邓曲，为群众致富和县域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多年来，赵周仓和他的一班人用沉甸甸的业
绩在邓曲村历史上抒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用他们一心谋发展
的具体实践赢得了全村群众的交口称赞。

而今，《邓曲村志》即将付梓出版，此举显示了邓曲村党支
部、村委会在文化建设上的远见卓识。这是记录历史，造福乡
民，惠及后人的大事，对全镇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
的历史意义。

邓曲村热心文化事业者大有人在，他们对邓曲村的赤诚之
心将永远昭示后人。《邓曲村志》凝结着编篡者对家乡的诚挚之
情，他们为之付出了辛劳汗水。我们为《邓曲村志》的出版祝贺，
同时也为我镇有这样的村庄，有这样热心地方事业的人而深感
自豪3匆草几笔，直抒衷肠，权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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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德才系新城镇党委书记 范志军系新城镇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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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周仓 邢云红

《邓曲村志》终于同全体村民见面了，这是邓曲村有史以来

从未有过的大事，也是邓曲村政治文化生活的大事。
手捧着这本沉甸甸的凝聚着很多人心血汗水的《邓曲村

志》，思绪万千。近80年的历史浓缩在字里行间，这里既有邓曲

村曾经的苦难史，也有邓曲村艰苦的奋斗史，更有邓曲村今天
的辉煌史。

邓曲村的历史很长，需要挖掘整理的资料还很多，如邓曲
村村名的由来；古村堡何时修筑，设计者何人，如何完成如此浩

大的工程；“东坡”上“古堆”起于何朝代，到底还隐藏着哪些秘

密；古官道为什么低于平地2米多；邓曲村的地下埋有无数黄

氏族人的遗骨，黄姓族人曾聚集住在“黄家洼”，但现在邓曲村
无·人姓黄，黄氏族人何时、为什么悄然离开此地而远走他乡；
解放前邓曲村内为什么有多处房屋废墟，是临汾盆地地震毁灭
了许多家庭，还是光绪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恶果。这些，都因为

没有找到文字记载，而成为空白。邓曲村几千年历史，这样的空

白太多了。身为中国人，必然想知道中国的历史，作为邓曲人，
谁不想了解邓曲的过去。这些历史空白，使我们体会到没有文

字记载的缺憾。我们再不能因为自己的忽略造成永远的遗憾。

潘洪文同志说：“我们要抢救历史资料”这句话说得一箭中的。

尽最大的努力，发掘邓曲的历史，找回过去，记录现在，给后人
留下有价值的精神文化财富，我们当代人任重而道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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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转星移，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不要说几千年的演
变，就是近20多年的变化，邓曲人也几乎认不出邓曲了。随着

沧桑巨变，一些旧的遗迹，像邓曲村的古村堡等将不再存在，人
世间的种种值得纪念的东西将会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历史真

正成为瞬间。从这个意义上讲，《邓曲村志》的编写不能不说是

有助于锁定历史，重现其本来面目，再也不会出现像古人那样
有所为而不见其为的现象了。

村志编写组全体成员，不负众望，历经千辛万苦，怀着对家

乡的深情厚谊，奋力笔耕，反复修改，精神可贵。
《邓曲村志》的编写得到了上级领导、仁人志士和全体村民

的鼎力支持与协助。借成书之际，特致谢意。
志书中肯定还存在着不足，有待今后重修、续修时补遗纠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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