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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全国政协常委、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朱铭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海中村志》经过大家两年多的努力，现在出版了 。 借此

机会，我表示诚挚的祝贺!海中村是山东省东北部濒临渤海的垦利县胜蛇镇的一个小

农村，人口不过一千多人，历史不过六百余年，自然条件并不好，在胜利油田开发之

前，是一片荒芜的盐碱地，就以现在的经济条件来说，也并不能算是山东的富裕村。

但是，村里的领导班子认识到，要想改变贫穷的现状，就一定要充分的认识和了解我

们面对的客观现实，了解它的自然条件，了解它的历史渊源，了解它的物产和交通，

了解它的人物和事件，了解它的社会和文化，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谓

"实事求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研究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把握客观规

律，利用客观条件，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够避免盲目性，实现我们建设美好

生活的良好愿望。 那种脱离实际，蛮干瞎干的"折腾"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在这部

篇幅不长的村志中，也有着真实的记载，它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 我想这正是我们

提倡"修志治史" u以史为鉴"的目的和作用。 海中村的领导班子对于修志工作非常

重视，要求大家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做到"详今明古，突出地方特点和时代

特色，坚持尊重历史、秉笔直书，不夸张，不溢美，实事求是地记述全村的历史。 "

对于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那些错误路线的历史事件，他们也如实记录，不但还原了历史

真实，而且警示后人，引以为戒。 "志"是"史"的基础，历来"史"的形成，都是

由众多出自当时、当事者亲自记录下来的真实资料一一也就是"志"提炼和总结而

成的。 所以"志"的真实性，就决定了"史"的可靠性，史学界对于个别历史问题

有时无法论断，往往就是因为一些志书的记载，存在互相矛盾的说法，所以"如实

记录"一一这是我们修志工作最重要的原则。



我们正处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 、 整个社会全面深刻地飞速发展的伟大时

代，沿袭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传统文化，有的正在消失 ， 有的

正在变革，新的事物层出不穷。 长期的农业社会所造就的农村二元结构，正在受到冲

击，工业化、现代化的浪潮改变着农村、 农业和农民的面貌。 借助于信息交流和交通

工具的便捷，农村里的年轻一代纷纷远离故土，寻求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新天地;在我

们的村子里，也会经常实现许多陌生的面孔和我们共同相处。 在《海中村志》中就反

映出他们从"单一农业"到"工农共建"的两个社会层次的飞跃，社会的大发展带来

了人口的大流动。 可是，不论人们是否想到，无论你走到哪里，我们都离不开自己的

"根" 。 这"根"扎在黄土高原里，扎在崇山峻岭中，扎在江河湖海上，扎在我们

的先人曾经艰难地、一步一步淌过来的生活激流之中。 中华民族是一个举世公认的优

秀民族，不论走到地球的哪一个角落，中国人都会像自己的祖先那样，艰苦奋斗，吃

苦耐劳，同心同德，团结互助，就是因为有我们共同的"根"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

起，任什么力量也撕扯不开。 "修志一一寻根"修志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都知道我

们的"根"加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加强我们的团结和谐，形成一支谁也攻不破的

力量，一座伟大的钢铁长城。

修志的目的就是记录我们的"根"从我们的家 、 我们的村庄、 我们的县市、我

们的省区，一直到我们的国家，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地理、 气象 、 物产 、 交通 、 贸

易、经济 、 政治 、 军事、文化、 教育 、 科学 、 技术、风俗 、 民情等等，各种真实情况

的如实记录。 这种文体古已有之，而研究者认为在宋代得以定型。 据《中国地方志联

合目录》记载，由宋至民国年间，保存下来的方志有8264种， 11 万余卷。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新志编撰工作，除了党史史志系统之外，政

府系统、人大系统、 政协系统和各职能部门，都成立了专门的史志机构，及时记录整

理当代相关资料，形成数量十分可观的文献资料，对于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发挥了

无可替代的作用。 我曾经受命担任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政协文史工作的

方针是八个字"存史、 资政、团结、育人" 。 就是保存历史的真实面貌，提供执政

治国的经验教训，团结方方面面的有用人才，为教育下一代提供生动的教材。 阅读了

《海中村志>> ，我感到，他们的工作也正是依照这样的方针去做的，所以，我非常高

兴地提笔为他们作序，写出了以上的话，供同志们参考。 不当之出，敬请批评。

谢谢大家!

含1妓
2009 年 1 0 月 1 6 日



〈 、海中村志 〉 编寨委员会名誉主任、 胜蛇 〈 海中村志 〉 编篡委员会主任、海中村
镇土地油区办公室主任苟志强 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苟结合

@ 

《海中村志》历经近三年的时间将要问世了，这是海中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

果，是全村人民的一件大事。 作为海中人，我感到非常高兴和激动，由此引发我诸多

感想和回忆。 在欣喜之余，谨书片言，以抒发个人感想，亦作序。

《海中村志》是时代的产物，他满载着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诞生于新千年的第一

个年代。 他翔实地记录了海中村的历史变迁和发展历程，是海中历史的真实写照。

海中村是小宁海自然村的一部分，位于黄河三角洲中心地带，是胜利油田最早开

发区和中心产油区，土肥地广，人杰地灵。 解放前，海中人民饱受日本帝国主义、 国

民党地方势力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解放后，打倒了地

主阶级，人民分到了土地、房产，成了真正的主人。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海中

人积极参军支前。 从1943年至1948年， (小宁海)参军人数100多人，组织担架队、

运输队8次，参加人数200多人次。 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推翻蒋家王朝 、 建立新中国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业绩，谱写了壮丽的历史篇章。 新中国建

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中，海中人始终

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坚信社会主义道路，艰苦奋斗、努力拼搏，使海中经济得到复苏

和发展。 1964年冬，全国第一口千吨油井在海中土地上诞生，自此海中成为胜利油田

的中心开发区，土地逐年骤减，严重制约了海中的农业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给海中人铺平了一条致富道

路。 80年代通过稻改使群众吃饱喝足，并冲破农民经济的思想束缚，开始走农工商等



多元化发展经济的道路 90年代土地被油田全部占用，这一时期的海中人已基本完成

了农业向企业商贸的转型，并有了初具规模的民营企业;进入21世纪后，海中民营企

业快速发展。 到2007年底，十几家民营企业总产值近3亿元，成为海中经济的脊梁，

工贸商业亦有较大发展，村民的收入不断增加，衣、食、住、行的质量不断提高，已

步入小康水平。

《海中村志》乃一村之百科全书，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为"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而著述。 她"立足当

代，回首过去，放眼未来"贯穿以"人民为主、以经济为主"这一主线，较翔实地记

录了海中村在前进中的挫折，更展示了建国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翻天覆地的

发展变化。 较为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全村自 1943年解放以来参军支前、;咸租;咸

息、土地改革及建国后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真实情况和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

化;同时对海中的地理、 居民、民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农业、商业、工副

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都作了较为真实的记述。 对1958年的"大炼钢铁、大兵团作战"

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经济、民情也是实事求是的秉笔直书。

胜利油田是中国第二大油田，油田的开发建设，占用了海中所有土地。 在油田的

开发建设过程中，海中人的无私奉献精神，工农亲如一家共建和谐油区的场面以及由

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工农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也都直言不讳的记述。 本志全面客观

地反映了海中村50多年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现在，海中人的生活虽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

们的思想也随之发生着深刻变化，渴望着更美好的未来。 为将海中村的发展历程昭示

后人，感念先辈创业之艰辛，激励后人创业之精神，编篡《海中村志》有着现实意义

和历史意义。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海中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 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高举科学发展观的旗帜，团结奋斗，开拓进取，为建

设和谐、富强的新海中而努力奋斗!

我们深知，编篡一部村志绝非易事，它是一浩大的历史文化建设工程。 由于时间

跨度大，又无文字资料，难免有些错i化和残缺不全，恳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豆J (C 吃

完身手
201 0 年 1 2 月 8 日



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融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于一体，全面反映海中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主要内容上不立限，下限 2007 年。 个别内容适当上溯，村庄和姓氏追溯

到立村后各姓氏由来之始，大事记从黄河由千乘人海冲积这片平原开始。

三、本志详今明古，突出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坚持尊重历史，秉笔直书，不夸

张、不溢美，实事求是地记述全村的历史。

四 、本志以事业立志，分篇 、章、节、目四级编排，采用述 、记、志 、传 、 图、表、录等

多种形式与文体，记以综记大事，志以记述各项事业，传以记载人物，附录寄存文献，

图表随文穿插，力求图文并茂。

五、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涉及历史纪年的在后面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 记述

世纪 、年代的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如"20 世纪""50 年代" 。 本志未标世纪所记述

的年代，均为 20 世纪 · 行文中的"解放前(后)"系指 1943 年 2 月利二区政府建立前

(后) ，文中不再加注。

六 、本志人物选录范围标准 :历史名人、革命烈士、新中国成立前参军的复员军

人 、村级历届主要领导人、本村在外工作人员(依据调查内容加以整理，未复函者未

予收录)和曾在本村工作有影响的外籍人员 ;对小宁海村的历史人物和解放后的主

要负责人一并选录。 人物排列 :传略以卒年为序，简介以生年为序。

七 、小宁海村的使用概念 :海中村、海南村 、海北村均属小宁海自然村。 196 1 年分

大队前综合叙述，涉及人物侧重海中村。 分大队后的个别事物亦沿用小宁海村记述。

八、本志所用数字资料均采自村级档案和县(垦利、利津、广饶)、镇有关部门档

案 ;其它资料，有档案部分以档案为主，无档案部分则根据村民提供的回忆资料，编

篡中一般不注明出处。 个别尚存争议的内容资料，根据多人提供的资料对照，适当选

用较为合理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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