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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北京市市长郭金龙视察籽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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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EJ。庄户村
第八届村委会成员合影-．

．．2010年10,EJ．庄户村
第三届党总支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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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贺照云商贸有限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合影



2010年9,EJ，第十八届
北京种子大会开幕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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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第十八届北京
种子大会在庄户籽种基地开幕

●2010年9月．庄户村
党员参观籽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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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户党员和村民代表参观第十七届北京种子交易大会新品种展示基地

．．2009年10N，亚太
种子协会主席Jai Singh

在中国种子贸易协会秘
书长张茂玉的陪同下，
来到庄户籽种基地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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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户文化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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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庄户机关干部在丰台参加火炬接力 ▲古庙与古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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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户村有着悠久的历史。西周时期，庄户的祖先就在这片热土上繁衍生息。他们

历尽艰辛，开垦荒地，造就村落。数百年来，经过庄户人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庄户村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庄户村的前人，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将牢记前人的史绩，继承前

人的辉煌，铭记前人的教诲，激励庄户村人在未来的事业中以坚强的斗志和顽强的拼

搏精神，将庄户村建设得更美好。

改革开放以来，一幅点缀秀丽图画的庄户，正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农村城市化

的憧憬，鼓励我们奋力向前。面对这沧桑巨变，我们为之振奋，更不能忘记前人的艰

苦创造精神，因为没有前人的创造贡献，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发展，所以我们务必编修

村志，让子孙后代了解庄户的历史，铭记前人的功绩。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庄户今天的辉煌，值得我们“厚今”，

庄户昨天的历史使我们更加不能“薄古”。经过数月的努力， 《庄户村志》终于付

梓，这是庄户首部志书。《庄户村志》具有“资政、史存、教化”的功能，具有“人

IZl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料”等的参考价值和意义。村志全面记述庄户村的昨

天和今天，为人们了解庄户村社会的构成、历史的演化、自然地理、民俗风情以及

文化底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进入新世纪，庄户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使集体经济稳

步、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经济的的发展，带动村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水平得

到不断提高，庄户村正以矫健的步伐走向殷实康庄大道。

让我们进一步发扬庄户村人团结拼搏和踏实肯干的精神，齐心协力地肩负起历史

的重托，以无愧于先人、有功于来者的态度，把庄户村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

庄户村党总支书记



编辑说明

一、《庄户村志》(以下简称“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实事求是

地记述庄户村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以达到“存史、资政、

育人”的目的。

二、本志上溯事物发端，下限止于2010年12k-]31日，部分内容延伸至2011年；志

书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着重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的重大事件和现实状况。

三、本志体裁分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图表随文

穿插，作为补充；大事记采用编年纪事体。

四、本志以事物分类设章、节、目、细目，每一层次依时记述。

五、志书年代一般采用公元纪年；民国以前用朝代纪年，后扩注公元纪年；民国

时期采用民国纪年，后扩注公元纪年。

六、本志中所提到的解放时间，均为1948年12#，解放军大部队进入庄户村的时

间；所记述历史沿革的，用古地名，括注今地名，其余一律用今地名。

七、本志组织机构、单位和会议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数字书写

格式一般用阿拉伯数字，专用名用汉字表示。

八、本志人物以传记简介形式予以介绍；计量单位采用1984年国务院发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匡法定计量单位》。

九、本志资料主要为调查访谈所得，兼查阅村、乡档案及各种书报杂志；有关档

案所记载的资料，本志不分别标明。

十、本志中的文体为语体文，运用现代汉语和标准简化字，力求言简意赅，通俗

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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