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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小元，男， 1945 年 2 月生于南

董。 中共党员， 1965 年革城一中高中毕

业后，曾在南董农巾任教。 1972 年 2 月

后，分别担任冀城县商业局办公室副

主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韩家洼乡

党委书记，县文化局党组问记、局长，茹

城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兼市工商联

党组书记等职。 2005 年 2 月退休

龚小元t作之余，创作了大量的

文艺作品，其中小说、散文、报告文学、

诗同、戏剧等曾获"散文作品优秀奖"、

"河北省文 ι振兴奖"和"河北省群众

文化论文一等桨"。

退休后，仍笔耕不辍 :2006 年出版

了 30 余万字的文学专著《龚小元文

集};2007-2009 年与他人合作编篡出

版了 36 万字的《茹城市军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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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篡《南董古镇志》

倡议书
龚小效 龚贵锁

各位乡亲 、各位父老、各位热爱南董的人士:

你们好!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

是我们"打扑腾"、抓泥傲的小河沟，也是全村排

涝、储水的水利工程。

你们还记得那座可让大家去"冲锋陷阵"的马

鞍子疙瘩山吗?虽然海拔不高，但它矗立在华北平

原之上，凸显其巍峨。 那是多少代儿童攀上冲下，"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 

多么动听的歌声，千年不朽的诗句 。 这不正是 尽显疯狂比试成风的"疆场"。

我们这些出生在南董或出生地在南董而后飘零异 而今，这些地方已经面目全非，今非昔比了 。

乡人士的精彩写照吗! 全村实现了"一马平 jil" ，却掩埋了二千多年多少

每当我们听到这动听的歌谣，每当这掷地有 代先人留下的文化、文物遗产，想起来都是无限地

声的诗句响起，总能把我们这些对故乡抱有深厚 感慨!

感情的人，自然而然引回那日夜梦牵魂绕的故乡。 南董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世世代代多少美丽

故乡啊一-一南董!南董啊一一故乡!那是我们 的传说经久不哀 。

终生难忘的地方 。 我们自幼生长在那里，是那里的 南董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虽历经变迁，与

土壤把我们这些笛儿滋养。 如采说，我们有今天的 时俱进，但村民们仍保留演绎着其精华，并且越来

相对样煌，是那里的遗传基因让我们长出了腾飞 越严谨，越来越规范 。

的翅膀 . 无论我们今天工作、生活、居住在何方， 南董有众多英烈故事，经久传承，激励着一代

"南董"二字都永远刻印在我们的心房。 虽然我们 又一代后人勇往直前。

俩均已进入花甲之年，但"南董"在我们儿时留下 但是，一系列美妙的传说，二千多年来一直是

的印象，却历历在目，时刻回想 吃 一代又一代用口头述说着;一系列过去看得见摸

你们知道那广袤平原上的"董家坟"吗?数百 得着、记忆犹新的古i在现在却毁灭殆尽。

年的苍松翠柏， -71] 列排列整齐而庄严的石人、石 鉴此，我们深感抢救南董文化遗产时不我待，

马是多么的样煌壮丽!那是我们小学期间"勤工俭 尽早改变"只有说的，没有文字可看的"的局面边

学"的地方;也是我们中学时期向异地人炫耀的王 在眉睫 。我们这代人有责任、有义务也有条件把南

牌 董丰富的文化遗产整理编撰出来，保护传承下去。

你们记得那长长的从村西穿越村东流入滩沱 我们坚信，我们的先人，肯定十分重视南董的

河的"河沟"吗?两岸飘柳、小桥流水、碧波荡漾，那 文化遗产，所以才把"董家坟"、"马鞍子疙瘩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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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沟"一直完好保存到 20 世纪 60 年代 我们 无私的奉献 首先，我们妥报款修志;彻底改变南

相信，他们也曾有心为南董立志，但因为极度贫 董人"有听的，没文字可读的"的旧局面，用文字把

穷，故而使南董二千多年的历史至今没有过像样 南董昔日的点点滴滴记述下来，传承下去 。 其次，

的文字记载流传于世 先在南董小学设立"育英基金"，从孩子抓起，为倾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的 力培养高素质人才出把力……公益联合会成立

到来，人们的丈化水平显著提高，现在村里不仅扫 后，应历代相传，集聚香火，待力所能及时，逐步改

除了文盲，而且研究生 、博士生不乏其人 南董开 善南莹的人居环境，力争不太远的将来恢复原有

始富裕起来，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也渐渐崭露头 的名胜古迹，使未来的南董成为人人羡慕的美丽

角 村镇，使南董养育出更多的国家栋梁之才 。

无论居住异地，还是仍留家乡，有了文化，有 我们坚信，只妥大家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献出

了钱，不能忘记家乡，人人都应知恩图报，理应回 一份爱，南董的明天将更加辉煌!

报乡里 为此，我们倡议大家成立一个公益联合

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到我们的心，用我们的

情，用我们的爱，来为生我们养我们的故乡做一些 2008 年 6 月 8 日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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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本志为南董古镇志 。 记事时间上限为约

公元前 400 年(南董建村时间) ，下限为 2014 年 9

月 30 日 。

二、本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实事求是，详今略古，记述对资政、教化、存

史有重要价值的史实，客观、科学地反映南董村

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

用，以志为主的写法。 首设"概述"，提军全书;次

为"大事记"，用编年和纪事本末结合体的体例撰

写 。 志体部分采用章、节、目结构，按事以类属原

则置章，章下设节，节下设目 。 全书共设 18 章，依

次是:村藩概况;自然环境;人口 · 婚姻·家庭;宗

族;民族 · 宗教;村民生活:文明生态村建设;经

济;村政;兵事;文化·体育;教育;卫生;民俗;方

言;歌谚;民间传说;人物。

四、本志按照志书的写作要求，坚持横排竖

写、述而不论，并通篇采用第三人称手法撰写 。 本

志纪年方法为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

同成立之前，用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历史纪

年用汉字表述，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表述) ;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五、对行政区及机构、部门、社会团体、会议

名称的书写，首次出现时用全称，重复出现时用

简称;地名采用标准地名，必须用历史地名时，括

注标准地名 。

例

六、本志所用数据，以革城县(市)统计部门

的统计资料为准;统计资料未有者，以相关业务

部门的统计为准;业务部门统计未有者，以调查

核实的结果为准 。 鉴于革城 1989 年 7 月撤县建

市，故文中一般叙述泛指"革城"。 泛指不足以说

清楚时，则 1989 年 7 月以前称"蔬城县"，之后称

"襄城市"。 志文中涉及的人口数量，系指本村实

有农业人口数量;而《宗族》一章中涉及的各姓氏

宗族的人口数量，贝IJ包括户口在南董村以外农业

和非农业人口的数量。

七、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撰写，语言力求

朴实、简洁、流畅;用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

1980 年 10 月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文

中数字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等 7 部门 1986

年 12 月 31 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使用的

试行规定};计量单位执行国务院 1984 年 3 月 4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同计量单位》中的有关

规定，按标准的市制或公制表述。

八、人物的撰写坚恃"生不立传"原则，所以

对故去的人物均编写"人物传记，"，\，姓4名气后面括注

生卒年月;对健在者则只写"人物简介

面不括注生卒年月 。

九、鉴于有关南董历史的文字记载较少，所

以资料来源除正史(县志)外，主要依靠对村民的

调查、挖掘，同时辅以野史、故事、传说、碑刻等 。

凡

例



序 -
18 个章次，凡南董村的历史、现状、村风民俗、文

教卫生、方言歌谚等无不包容，一部村志能写得如

此细致全面且体例规范，实属不易。悉心研读，见

微知著:我们不仅可以从中感受人情世事沧桑，感

知南董村变迁历史，感悟现实生活启示，还可以从

南董村的发展轨迹中看到国家向前跨越的矫健步

伐，听到一个时代进步的厚重足音，这对于我们总

结建村的经验教训，探索社会发展规律，学习历史

优秀人物，吸收历史文化精华，都具有极大的神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在全市上下喜盼党的十 益。

八大胜利召开之际，{南董肯镇志》已经成稿，即将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当 序

付梓出版值此，应编委会同志索序之嘱，对《南董
前，正值蔬城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朝着"省

市镇志》的出版表示祝贺
会当排头、全国进百强"目标奋斗跨越之时，希望

南董，因元朝开罔~将中书左ZE董文炳世代
南董村的干部群众抓住这一机遇，充分发挥志书

祖居于此而出名，其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深厚
‘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借助《南董古镇志》中

的文化积淀，自古以来就是革城"八大肯镇"之一，
的改革精神和治村经验，励精阁、沽，勇往直前，开

现在也是乡镇基层政权所在地，是交通要道和经
拓创新，努力把南董建设成为更加繁荣、更加文

济重镇。 勤劳质朴的南董村民在这方热土上繁衍
明、更加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生息、劳作奋斗，为建设美好家同奉献着智慧和1力
《南董古镇志》的修编，倾注了编篡人员和龚

量.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和1辉煌。 特别是近年来，通
小效、龚贵锁等捐资助编人士的大量心血和汗水，

过广大村民的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南董的经济建
凝聚了他们对家乡的深情与厚爱，也寄托了他们

设、村容村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交通运输等发
对家乡美好明天的憧憬与期盼，感剧各位同志的

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伏足发展 。 在这种情况下，
无私奉献和巨大贡献d

完成一部系统、完整、规范的《南董古镇志))，既珍
祝愿南董的明天更加美好!祝乡亲们幸福安

藏了历史，又总结了经验，"南镜鉴于久远"，这是 康!

服务当代、惠及后人的下秋大事，必将给村民和子

孙后代留下一件无价之宝。

村志是一个村庄历史的真实写照和理性总

结。《南董占慎志》书稿，设有"概述"、"大事记"并

中共革城市委书记

2012 年 8 月 16 日 ?七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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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心声

方案。 三年间虽步履艰难，但仍昼夜坚守在岗，不

敢有丝毫的怠慢 。 最让我感动的是，由于企业发展

有望，到年底终于求到了一万五千元的救命贷款。

随即让两个孩子逐一登门送发了所欠职工工资 。

乡亲们看到我当时的身体状况和巨额亏损，都曾

两次拒收所欠工资，并善言，愿作为帮忙而付出 。

有的在第三次上门给付时才勉强接受 。 这让我深

深感受到乡亲至上、乡情至高的亲情滋味。感动之

余我暗下决心，在事业有成之日必将报效乡亲们

lE"德高望重有志伫士，聚财善行激励当今， 的挚爱 。 而今天的成就更让我懂得了事业发展的

美名盛传志在后生气 每一步都离不开乡亲们直接或间接的关怀和支

在社会乡邻共助共奋的二十余年睁~屎岁月 恃。 长久以来只要乡亲们有用我之处，我之所以不

中，我的事业终有所成， I时想当时我身处闲境四处 遗余力，也源于此。 在这里我再次郑重说明:我所

求助的窘迫及被乡亲们救助的情景、依然历历在 有向社会捐助、救助、助学等捐献行为，都是我发

目，让我永世难忘靠变卖家产乃至食粮而痛度创 向内心回报乡亲、回报社会的举动。

业WJ 归j 吨体会最深的就是"闲时之友)J~ 暂j远，眷属 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在不断发展，事业在不

虽亲助也难 败贫嘲 i风随|浏见，残卖剩食夜不眠 断扩大，可是在我的心里却越发感到自己的奉献

心中流血面无泪，人问煎姑身心受，留的雄心志更 力量有限，更觉得回报社会回报乡亲的能量和数

坚" 更让我留下了终生遗憾和无奈的是，当时不 值太小。 我时常告诚家人和晚辈..创伟业要务实

得不让我只有卡六七岁的一双儿女辍学到厂 还 求精，永发展要不忘贫困 。 "既不能忘记用倾家财

清楚 i己得我刚做完阑尾术后第五天就 51二始奔波在 产和生命战胜的贫困 更不要忘记乡亲们的恩德

求助的人流之 11 1 ，致使带胀的伤口俩月有余才在 和现实困难，饮水思源应涌泉相报。

t
T
佳
节
极
态

"运功 "ý' 得以愈合c 政策气候的改变，突如其米的 与我莫逆之交的龚小效曾被中央军委授予上

冲 l卦，以及无情的市场竞争，深受压仰而不足百斤 校军衔，转业到武警部队后，又被罔家公安部授予

的我终闷不支而怦倒在生产现场 3 为 f保住基本 -级警监警衔。 现已卸任副厅级干部 、我们同心相

成型的企业，既要安定受惊的全体员士，又要抵制 应 。 他 16 岁离家参军，历经坎坷和诸多磨难，从

多方力量的奇袭，我谢绝 f医院要求住院治疗的 一个孤儿成长为一名高级警宫，为同家做出了非

2 



凡的业绩他虽远在深圳，却时刻不忘家乡父老的 敬 、孝、苦、传、足的理念，树共同富有之精神，并以

哺育之情，为此我们决定共同:I~资气十万元筹建 长久行动及方式影响和因报乡亲 愿以此行动能

一个"南董公益联合会" 为更有效地同报乡亲和 化为应j芷之火，能燎原于所有':j，妇茧血脉相连的

传承南董人杰地灵之美德，孜们的初级口标是 : 人、乃至更多的杜会 rn] 伫 愿"，丰j茸公益联合

一 、撰写《南董古镇志》追溯历史的变迁和发展，歌 会"这而善旗能长期引领大家有钱的:1\钱，有力的

功颂德继往开来，以巨著之势完成撰写之鼠愿兴 H\)J - 以善行为荣.以问报社会为民愿愿大家联

建全球南董信息互通网络一-河北南重网站 (hp- 合JE识心相印，愿与南茧有缘而自豪广泛宣讲南

nandong.com) .不但让在家的乡亲们可得到相互 董.理解南董，爱护南茧，让南革之后生们协同共

求助，也让在外的南董后裔处处他乡遇故知 。 二、 勉、共助、共利、共荣这就是我们之心声愿大家

筹建"南董小学育英基金"，提倡教育从儿童抓起 。 支 j恃辛井丰积只极参与"叮l南暂盖公益联f含干会

为鼓励同丁更好地工作.为士培音育出更多的栋梁之 且精丰神l中tJ • 豆旦亚f 要传承且只:养f行J 噜造桶于后人!

才，为南董的后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专 、打深水 龚贵锁龚小效

井，倡导健康生活 。 "南董公益联合会"鼓励弘扬 2010 {l二 4 月 l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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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们可爱的家乡，那

不是美丽的东北松花江 而是我魂牵梦绕生我养

我的地方一一河北省挺城市南董慎。 虽然我们 13

岁离开那里至今已五十余载，但那是我永远迷恋

的故乡

在我刚刚懂事的时候就昕祖辈给我讲述"南

骑善这匹螺子走到河中央时， 4累子想主要生产，卧在

冰上，停滞不前，无论随从如何哄汀，它还是要生

产，卧冰不起 丁 情急之下文IJ 秀厅口说白:你们骤予

从此不 Vr生驹!如j秀皇帝之尊，金口玉言，天下之

众，无所不从!螺子听后，停止生产，驮着刘秀站起

来向南营方向疾驰而去 从此，留下( ..六月叉

i口I一一难码\(副主)"和"螺子不会生驹"两个典故

董"的传说:

早在两汉末年，王莽篡位，欲将刘姓子孙追杀

殆尽，惟有刘秀侥幸逃脱，四处奔走逃命。 刘秀逃

至南盖以~t的北营扎下营寨 。 当时正值农历六月

天，气温很高，热浪滚滚;他派探马往南察探逃跑

路径 探马探后回黑:前面不远有一条河挡住去

路内 刘秀一队人马，没有舟船，怎么过河?如j秀责

问:河叉住没有(结冰)?探马如实禀报:河水波浪

翻滚，天气太热，没有叉住!如l秀气急之下，喝令将

探马斩首 。于是派出第二名探马再去探望;刘秀又

问: r可叉住没有?这名摄马回来后又如实问县:没

有!他又下令:推出去斩了!然后又派出第三名探

马再去察探，这名探马眼见前两名探马虫11 实果报，

都被处死 他想，六月正是盛夏，这时候叫谁去看

河水也不可能结冰;自己若如实禀1&必死无疑;不

去察探，圣命难违。 于是，他灵机一动，计上心米，

像前两名探马一样，得令往南而去 但是，他走不

远就向另一个方向转了一圈，问来禀报说，前面的

河叉住了!结果他不仅保住了性命，而且还受到褒

在
差
帝
"
极
态

随着年龄的增氏和科学知识的增加， !1累 F不能生

驹的问题明 11 (，不是皇帝的金 n玉占选成它不

能生驹，而是它的选传单间和生理结构缺陷使它

无法生育 10_ 是:‘难冻"何时冈何原因改成"南董"

的，我们至今不得其解 、 南茧村名的美丽传说不知

是再还在流传?

奖

刘秀得到票报，下令所有随从人马，起背继续

走到河边一看，果然没有滚滚的河水流淌，

河面一片冰天雪地的最象，河里结冰很厚，众随从

4 

当他刘秀当时骑着一匹身怀有孕的瘦骤子

踏冰而过

南逃



我们记得南董村东有一个规模宏大而神褂的 济的发展.极度贫穷的南董已成为过去;我们这一

"董家皮" 。 据说占地 65 公顷，那里绿树成荫.柏 代人决定扭转口传南董历史的局面，在保留口传

树、松树、杜梨树，精雕细刻的一排排石雕像，有石 的基础上，建立起文字记载。

人、石马、石羊与王八驮碑等等，现在依然历历在 2006 年 5 月 17 口，我们与龚贵锁协商，决定

目 。 还有那平原上少有的高出地平面几十米的儿 发出倡议，要为南董树碑立传;号召大家，有钱出

座南董大吃挝一一-小山丘，在我们的脑海里木远 钱，有力出力，撰写一部流传百世的 《南董古镇

抹不去。那里是我们小学期间，小同学们每年勤工 志}，让南董的后生，不仅有听的，而且有看的!

俭学与玩乐必去的好地方。 与之形影相随的许多 倡议一出，响应者众。 至 2却O∞Oω9 年 5 月 2却O 日'

传说也永远让人回味! 正式成立了"冀城市南董村公益联合会

我们还记得'村 11卡!有一条向西向东贯穿南董 我和龚贵锁各出资人民币 1归5 万元，筹划撰写《南

全境的"勺小J\、河沟

桥坐落其上 小河沟是我们经常去游泳和抓泥嫩 董了解较深的魏书田、龚小屋等组成编篡小组，在

的好去处;当 H时J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她如长江、 村党支部、村委会和全体村民的支持下，历经五年

黄河对中同一样，对南革多么冲圣 半时间，至 2012 年 12 月撰写出近百万字的《南董

还有那能定向的超高建筑"天主堂"，十里开 古镇志》初稿 。 从此结束了南董只有口头传说、没

外也能见到其尊容.遥理一指一一那就是南董那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

是方圆十余华里名副其实的地标 《南董古镇志》印刷、发行之后，我们南董籍人

现在，董家块和1天主堂经过 20 世纪 60 年代 士还有在南董建文化传媒公司、建敬老院、以南董

的"文化大革命"已经面貌全作.名存实亡了那条 的人和事为背景编撰电视剧剧本等设想，甚至还

1963 年南董遇到百年不遇的连续七天七夜大雨、 有将"董家战"和"小河沟"恢复原貌的遐想……总

为南董排潢泄洪减灾立下巨大功劳的"小河沟"也 之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 不过，由于我们这一代，因

已被填为平地，变成了今天宽畅笔血的水泥 为年龄或经济等原因 不可能把某些设想甚至i崖

路一一一河沟路 想变成现实 。 但是，有了《南董肯镇志》为契机，我

们相信，我们的后人不乏高级人才和亿万富翁，我

南董历史悠久，一代又一代，两下多年来部是 们坚信他们会以此为线索，在不久的将来肯定能

通过口传身摆，米让大家了解南董的 我们祖辈， 实现并超越我们的民愿，把南董建设得更加辉煌、

可能因为贫穷，没有给我们后代留下文字记载，这 更加灿烂 。 南董的明天，定会人才辈出，财源广进，

是历史的遗憾 我们这些 20 世纪 40 年代末 :H 生 更加美好!

的人，从开始听懂老人的讲话至今，对 11皮乡美好的

一切，都还是停留在口头传说的状态 到了今天，

我们也将进入占稀之年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经

垒 -)总
2014 年 2 月 18 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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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董rJt镇志》 日11将 :H 版了

要真正了解和认识南董 编篡一部完整系统的村

志是最好的途径。恰在此时龚小效和龚贵锁流露

出了编修村史的意向，这使我激动不已 。 2009 年

春，他们的修志计划酝酿成熟，找到了我，我们一

拍即合，于是，编篡村志工作就此启动 。 至今，历时

五载，数易其稿， {南董古慎志》成功问世，这是一

项丰硕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是我向全体南董村

民交出的一份圆满的"考卷" 。

《南董 r片镇志》内容浩繁:其时间跨度，上自战

国初期(约公元前 400 年)南董建村开始，下至

2014 年 9 月底止，延绵近 2500 年;其撰写内容，

涉及村落概况、自然环境、人口·婚姻·家庭、宗族、

民族·宗教、村民生活、文明生态村建设、经济、村

它是南董村的开山之作此前南茧没有村志. 政、兵事:、文化、体育、教育、卫生、民俗、方言、歌

村庄的历史，只能靠口头流传 村民们一代接一 谚、传说、人物等 18 章，做到了南董村"分野之参

代 ， 口传身授，延续着自己身边的一些残缺不全的 差、幅员之远近、战事之多少、风俗之繁简、政治之

战事。 他们企盼着有一天能有文字记载把村庄的 沿革、人物之盛衰，莫不备载"因此可以说， {南董

变迁、自己的事业、未来的远景，都一桩-件完整 于l:j镇志》纵贯古今，横陈百科，是一部南董村的"大

系统地记述下来，传承下去 ， {南茧7î慎志》的问 全之阳"。 它集存史、资政、教化于一体，为南董村

世『满足了村民们的这一热望，实现了他们梦寐以

求的民愿，因此可以说， {南董~慎志》的 :H 版，是

开天辟地第一次，是南董村发展 rl-' 的一个历史性

重要事件

它是我任职党支部f:S ~è期间的"赶考"之作

未来的发展提供着足可借鉴的宝贵经验，定会对

南董村的未来发展产生无可争议的积极影H向 。

当此《南董市镇志》付梓之际，我想代表党支

部和村委会，表达我们城挚的谢意一一

一要感谢全体南董村民，他们生在这里，长在

我于 2000 年扣任村党支部 I'Ì 记 2006 年担任党 这里，一代复一代，前仆后继，艰苦奋斗，用自己的

支部归记菲忖委会主任，至今已有 14 个年头 期 热 Ifl且在l 汗水. 'ÊIJ造了南茧辉煌的历史，为后人奉献

问纷繁沉毒的士作压力使我深切地认识到:只有 了下秋万代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真正地 (frf平租认识由主、才能史奸地建设南董;而

6 

二要感谢"七所八站"等外来驻境单位，他们



入驻南董，热爱南董，对南董的发展倾情奉献，为 占慎志》一起载入史册

这里的小康衬建设、文明生态忖建设和批会主义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新农村建设施予了堪载史册的积极影响; 须充分利川手孜足们要i道草照市委领导的指刀示"\ ，同 4仓îd体本

=二要感谢龚小效和龚贵锁二位乡亲，他们事 村民一边，借助..村忐"提供的治村经验，继往开

业有成，爱心昭著，捐款编修村志，成就了南董村 来，勇于攀登.创造南董更加美好的明天!

的这一盛事，为村民树立了榜样;

四要感谢全体编篡人员，他们虽都年渔花甲，

但却退而不休，笔耕不缀，历经数载寒来暑往，完

成了这部鸿篇巨制，他们的辛勤好作，将同《南董

南董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龚小屯

2014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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