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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6 月 7 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习过平在反阳视察工作时亲切接

见庆阳石化公司总经理张栋杰同志并听取工作汇报。



2012 年 1 月 21 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温家宝视察陇东油区，与庆 F日石化公司总经理张栋杰进行了

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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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一首唱给故乡的歌

张栋杰

"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热爱和歌颂

自己的故乡。神奇的故乡，不仅有熟悉的山、熟悉的水，更有隔不开

的乡音，扯不断的亲情，对故乡，我们有回忆、有梦想、有憧憬、有

祝福……。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承接，古老记忆与未来憧憬贯穿，祖

先们悠然的生活方式，以及由此而生的民风民情，这就是故乡。我是

谁?我从哪里来?我们的祖先在熟悉的人群中、熟悉的土地上体验着

四季轮回，感受着人情冷暖，从而形成中国社会特有的以血缘为主体

的伦理道德意识。故乡的沃土上埋下了理想的种子，孕育出中国人朴

素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认同，在故乡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历史

人物、神话传说、民间艺术、能工巧匠、民俗风情、庙宇文化、特色

餐饮，不仅保存农耕文明的文化因子，也展现出民族的独特魅力和文

化价值。今天我们远离了"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的相处方式，丢失

了熟人社会的人与人相交的人情礼俗，放弃了几千年中国社会"仁义

礼智信"的价值观，纠结于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柏的辨析之中，困惑

于传统的回归和现代思潮的选择，甚至还经历过一段"与天斗、与地

斗、与人斗"都"其乐无穷"的狂人时代。古老的手艺浙|临失传、优

秀的习俗被人遗忘、乡规民约无人理睬、村志村史无人整理，迷失自

我的民族虚无主义喧嚣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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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的儿时好友、中学同学、在漳县从事多年文史工作的马

全成同志，以淡泊宁静的修为，仁和诚实的境界，敢于负责的精神，

求真务实的态度，立德树范的品质，凤兴夜寐，默默耕耘，在张玉生、

周银平的通力配合下，夜以继日，发奋工作，历时五年，八易其稿，

完成了大家的心愿 《李家门村史)) ，我为此而高兴，衷心的祝福。

我的故乡"李家门"是一个可爱的村庄，其庄名据说来源于立庄

之主大富汉李员外，却无人能道出究竟。作为一个古老的村庄，李家

门有着原原本本的自然环境，原原本本的生活方式:有纯纯粹粹的民

间文化，纯纯粹粹的人际关系，有我们大家的凝聚力、向心力。

为什么要编写李家门村史?我有以下几点粗浅认识:

一是记录历史，传承文明。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

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情。李家门村之所以发展到今天，有它必然的原

因，从建庄到现在，经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对李家门村名来历等的

村史传说，老人们往往口熟能详，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却会被后人遗

忘，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便可以永久保存，它有利于我们带着传统

走进现代，铭记历史走向未来

二是惩恶扬善，教育后人。学历史可以现成败、鉴得失、知兴番:

学伦理可以明廉耻、懂荣辱、辨是非。人的思想观念总是参差不齐的，

有的人血战疆场，报效国家，有的人卖国求荣，充当汉奸:有的人勤

俭持家，周济乡亲，有的人偷盗成性，无恶不作。将李家门村的先进

人物、先进事迹、高尚品德记录下来，传承下去，无疑对后人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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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影响。毫无疑问，通过村史，可以使年轻人对故乡有更多、更

深入的了解，从而激发他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

三是保存史料，流传后世。大厦之成，非一柱之材也大海之阔，

非一流之归也。编写村史的过程也就是收集、整理档案史料的过程，

村史是乡土志、县志、市志、省志乃至国史的一种有益补充。《李家

门村史》出版后可以向县、市乃至省、国家档案馆、图书馆赠送，既

可以扩大影响，又可以永久保存。象李家门村走出去的李茂选、马全

成、张进生、马俊祥等名人:象也家川山体滑坡、红军走过鸳鸯镇、

武山水泥厂发展等重大的历史性事件，象贵请山、水帘j同、三宫殿、

狼叫币等名山大川、文物古迹，对于修撰国史都是有禅益的。

"盛世修志"。村史是最小的方志，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李

家门村史》是李家门的一本百科全书，对接、融合了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化，具有为时代树碑，为人民立传的巨大作用。

李家门是方圆数里公认最贫困的庄子。俗话描述牛时道"瘦角

不瘦头，四个蹄子都是油"人穷志不穷"的李家门，颇有这种奥

妙。这是一个农耕为主的穷庄，除了几个脚户、木匠而外，几乎没有

其他营生。庄里基本没有富汉，唯一叫做"贺商户"的地主马家，其

发家史为民国 18 年到 38 年 0929-1949)之间，还处在攒钱买地的

原始积累阶段，其"掌柜的"也和家人及长、短工们一起"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在山地里辛勤劳作。

李家门既不同于是老庄老户相统一，一门一姓为绝对大户的巩家

门、马家门，也不同于没有老户大户，全是外来户的何家庄、也家川，
16 



更不同于老户衰弱、大户不大的杨家店。李家门虽没有李员外的正宗

后裔，即没有传统的老李家，却有着悠久古老的历史。人人都是"外

来户"的李家门，其基本特点是:先来的相对大户:上张家、下张家、

马家相互依存、相互制衡、共同发展:后到的小户自由的、自然的融

入到三大家的社会中若即若离、或友或我，求生存、谋发展，进而形

成人人是"老户大户人人是"外户新户"的奇特的稳定的格局，

逐渐形成"来了就是李家门人"的大包容框架。李家门"高下不相慕，

其民亦曰朴" (<<黄帝内经)) ) ，无论是数代世居的老户大族，还是

迁入落户的单姓小族，大家均能互尊互爱、互让互谅、和睦相处:庄

人以遵纪守法、尊老爱幼为荣:以勤劳致富、好学上进为荣:以关心

庄事、帮人助人为荣，大大的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耕读遗风。

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也是我们面向现代和未来的思想

支撑和不竭动力。庄上有德、有才、有为的老者、长者，如总理阴阳、

大夫产婆、能工巧匠等往往比庄上的干部说话、办事更有分量，更有

号召力，他们就是李家门的"形象代言人"和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承

人:红白喜事、逢年过节就是传统文化的最佳传承场所和传承时段:

传统文化由这样一群中坚力量示范、带动、弘扬、传承，从而形成了

李家门的耕读、勤奋、包容、宽宏的"庄风进而影响了一代又一

代的的年轻人。

李家门村是个"讲丰L信"的地方，评价一个人的优劣的标准便是

讲不讲"礼信一个不讲"礼信"的人在李家门是没有多少分量的。

"礼信"的范围相当广泛，它包括千百年来圣贤提倡的道德标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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