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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景宏玉

《城隍村志》在中共城隍村党支部和城隍村委会的筹划下，在县底

镇党委、政府和镇人大的支持下，经过专家的指导与编纂者的努力，历

经八年已写成定稿。这是城隍村有世以来第一本村志。我读了以后很

受启发。志者记也，从“存史”这个角度来说，虽然文中所记述的资料仅
＼

限于一村之历史现状。但是，它可以说是史志资料领域的开拓与延伸。

即可详史志之所略，亦可补史志资料之所缺。并能正传闻之误，为“方

志”搜集资料编纂工作提供参考。

城隍村志全文分16章。章前设《概貌》、《大事记》，章后有《附录》、

《限外辑要》、《后记》。遵循“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纵横有序，脉

络清晰地勾勒出城隍村的自然面貌、人文地理、经济发展、居民生活、

工农业生产、党政建设、文化科技、民情风俗等等方面的过去和现状。

“考前世得失，为当今借鉴”6它告知后人，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

不可不知前人的艰苦，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会使希望变成

——1——



现实，只有不满足现状才能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城隍村志》的编纂是城隍村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是人们了解

城隍村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一本对城隍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
，

f{

备的乡土教材。人们将从中了解城隍村的过去，体念前人创业之艰辛。

为创造城隍村光辉的未来，励精图治，奋发有为，戒骄戒躁，开拓迸取，

与时俱进，全方位推进城隍村新村建设，使之达到小康，迈向富裕。

人何常说“志载盛世，盛世修志”，我相信城隍村的后人，一定能在

这第一本《城隍村志》后继续编修城隍村志。

一2—

2009年春节

(本序作者系山西省林业厅国有林场管理局原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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