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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盛世挥笔墨，修志颂功德。

《辛壁村志》二一这本为农民自己树碑立传的村级方志在

祥马迎春之际与世人见面了。喜事临门，可寒山为之起

舞，南长河为之歌唱。而生于斯、长于斯，日夜魂牵故土、

情系乡邻的我，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略撰数语，聊以为

序。

辛壁，古之称其为凤凰，想是有凤来栖所致。这里资

源丰富、乌金遍布，五业俱兴，商贾繁荣，山川钟秀，民风淳

朴，真可谓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半个多世纪来，富有光荣革命传统、勤劳勇敢的辛壁

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无论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还是在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

直前。一路披荆斩棘，一路高歌猛进，把一个千孔百疮民

不聊生的旧辛壁建设成为一个富庶安康、欣欣向荣的新农

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

话发表之后，辛壁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抓住机

遇、加速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奋力拼搏，使

辛壁的面貌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农业推广科学技术，

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工业致力挖潜改造，煤铁建材齐头并

进；商业百货店铺林立，服务网点星罗棋布；交通运输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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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达；别墅栋栋、电话入户川、康人家，其乐融融⋯⋯

常曰创业维艰，幸福来之不易。抚今追昔当应富而思

源。是党的富民政策使辛壁升腾为泽州大地上闪闪发光

的明珠，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把辛壁人锻炼成时

代的弄潮儿。

龙马精神代代传，与时俱进再向前，过去已成为历史，

征途仍任重道远。我坚信，勇于开拓的辛壁人，一定会继

续奋发创新；古老美丽的辛壁村，前景会更加灿烂辉煌。．

晋城市政协副主席冯子良

二Oo二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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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泽,k11县大东沟镇第一部谱写农民自己的方志——《辛

壁村志》问世了，这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故略撰数语为

序。

辛壁村位于晋城市区以西，大东沟镇南端，晋韩公路

沿村而过，是本镇大村之一，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历来手

工业发达，能．．v-x5匠辈出，是古泽州四大炼铁基地之一，物

华天宝，人杰地灵。辛壁村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金代

成汤圣殿屹立村中，元代太平观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革命战争年代，辛壁人百余名青壮年踊跃参军，数

十名民兵、民工参战支前，二十二位健儿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建立了不

朽的功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农为主，林牧副业全面

发展，“五小工业”在晋城享有盛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辛壁人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农

业基本实现机械化，粮油产量大幅增长。同时，开发资源，

建起煤矿，炼铁高炉林立；开办工厂生产电石、海绵、铸件、

水泥预制件、面粉等产品；开辟农贸市场，设立商店、餐馆；

汽车、拖拉机、农用运输车数以百计；农工商运四大产业齐

头并进，飞速发展。工农业总产值成倍增长，农民生活步

入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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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史修志乃千古盛世之举，春秋笔墨为功臣贤者颂

德。辛壁村党总支、村委会，组织编纂村志，真实地记载了

祖祖辈辈创业者的艰辛足迹，铭刻着拓荒者的丰功伟绩，

有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宝贵经验，也有曲折深刻的历史教

训。辛壁的巨变，是全镇变化之缩影。“以古为镜可以知

兴替”。本志的出版，将激励后人以史为鉴，奋发向上，与

时俱进。深信勤劳、勇敢、开拓、创新的辛壁人，在“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将构筑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大东沟镇党委书记 李仲明

大东沟人民政府镇长杨晋冠

二oo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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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我们村古称凤凰，后改为辛壁，位于泽州县西北。土

地肥沃，矿藏丰富，气候温和，环境优美。背靠可寒山，面

临长河川，交通便利，经济繁荣。

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

而饮，耕田而食，修房盖屋，筑庙建观，奠定了辛壁的业基，

谱写下不朽的史实。多年来，发展缓慢，生活贫困。解放

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驱逐了饥

寒，摆脱了贫困，生活有了保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冲破了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大胆进行了农村经济

改革，实施了制度创新。工业飞速发展，农业机械化步伐

加快，科学种田，合理施肥，粮食总产突破150万斤大关，

平均亩产达到近700斤。人均收入成倍增长，已步入梦寐

以求的小康生活。

一国之兴衰，以史为鉴；一地之成败，以志为鉴。写史

修志，记前人业绩，著书录文，启迪后人。辛壁村志的编辑

者，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厚今薄古的精神，广征博采，去

粗取精，以历史为线索，重点写近代经济，兼及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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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发展，反映乡土特色，编纂成志。《辛壁村志》的问

世，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意义深远。我们深信，它将发

挥“资政、育人、存史”的功能，激励后人与时俱进、不断创

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奋发前进，

将辛壁建设成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化新农村。

中共辛壁村总支委员会书记张邦玉

辛壁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张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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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志为通记体，所记事躜，尽量追索，上溯不限，下

限为2000年年底。

2．本志1949年前，采用历史纪年，后括注公元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文中解放前，指

1945年5月以前，此后称解放后。文中年代，均指20世纪

年代。

3．依照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物传只限已故人物，革命

烈士在外战斗、牺牲，很难收集其英雄事迹，未能记入。

4．本志数据主要来源是：泽州县统计局资料，本村有

关会计帐簿、报表等资料，少数为现统计材料。

5．本志文字资料，查自风台县志(清光绪年版)、晋城

县志(1963年版、1999年版)、晋城教育志(1993年版)和村

内庙、观现存碑碣。

6．本志所收个人资料，通过登门访问、书信问询所得，

遗漏实所难免，有新发现再行补入。在外人员其配偶和子

女从习惯处理，男性并收入其妻及子女，女性只收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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