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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家乡徐家庄，这不仅因为它是生我养育我

的地方，更因为祖祖辈辈的众乡亲们勤劳好学，友

善和谐，爱国如家，与时俱进。
‘

我爱家乡，是徐家庄的先民选择了这个水草丰

饶、沟壑纵横的地方，造宅定居，依据西北高、东

南低自然之势布局建村，从而获得了良好的种养条

件和生活条件。先辈们充分利用资源，挖井垦田、

广辟菜园，解决了衣食之需，既彰显了他们的聪明

智慧，又为后人不断地创建和打牢了生活的根基。

我爱家乡，是徐家庄的先贤们历来重视教育、

代代兴学育人。清末，这个只有200来户的村庄里，

即有了私塾，科举制度下产生过2名秀才、3名武

’举；民国初期即有十几人上大学、中专；上世纪

30年代即建立了男女学堂，村中男女可以平等受教

育，且多是免费上学，以至出现了教学的多、行医

的多的喜人景象。使教书育人、讲学明理和行医施

药、治病救苫蔚然成风。还有众多的能工巧匠为人

称道，受人尊敬。至今，从村里走出的博士生、硕

士生、大专生累计达80多人，中专生就更多了。

我爱家乡，是徐家庄有爱国如家、英勇抗日、

踊跃参军和积极支前的光荣历史。抗日时期，县政

府、县大队曾驻这里，谱写了一曲曲军民团结、共

抗敌顽的英雄壮歌。其时，日伪军经常侵扰徐家

庄，烧我村民宅舍，杀我男女老幼，但村民们不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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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暴。不怕牺牲，有些人组织了抗日青年先锋队，有些人参军上了

前线，有更多的人破坏日伪交通线，参加担架队，用各种方式帮

助、支持八路军和游击队同日伪军周旋斗争，任敌人滥施暴行始终

没有屈服。到建国前，参军的计有40多人，有10人牺牲(革命烈士

在原衡水县440多个村中居第7位)，另有20多人参加了革命工作。

我爱家乡，是徐家庄自解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肯

于创新，与时俱进，快步向前发展。土地改革、互助合作，都走在

全县前列。1952年村里就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名列全县第二。

1955年全村农户集体加入了合作社。后来的兴修水利、兴办工副

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都颇富成效，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生

活改善。

我爱家乡，还因为乡亲们历来友善和睦，心胸宽广，风气淳

朴。在徐家庄，不同姓氏家族间一贯互相善待，没有隔阂，从未发

生过对立。户少的家族照样能当选主要领导人，即使由外地迁来的

独姓人家也处处受到关照和尊重。历代村民乐善好施，都以心存善

念、助人为乐来规范自己，没有出现过不肖之徒。

热爱家乡的情结，在我退休之后日渐加深。我常和在石家庄的

同乡谈论村上的史事，大家都怀有同样的感受，不约而同地想编写

一本徐家庄村志。虽然由于条件的局限，这本村志距徐家庄丰富生

动的史实尚有不小差距，但它毕竟是我们热爱家乡的一种情意表

达。我们相信，乡亲们看过此书之后，定能生发很多感想，回忆起

更多的史事，更加热爱家乡，弘扬徐家庄人的优良传统，把家乡建

设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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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庄是衡水市桃城区赵家网镇管辖的一个

行政村。地处深(深州市)、冀(冀州市)、衡

(衡水市)三市交界处。东北至衡水市区20公

里，东南距冀州市区18公里，北至深州市区3睑
里。村域南北长770余．米，东西约5lo余米，面积

3850-平方米。住有徐、张、杨、陈、刘、尚、

吴、孙、石、李、山、梁、于、付、黄、闫、袁

等t-七个姓氏居民，共计400余,户，1500余人。

徐家庄的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作物有小

麦、谷子、高梁、棉花、玉涨、花生、红薯和豆

类。同时，蔬菜也占重要位置。村里菜同子占耕

地面穆A30％左右，主要种植大白菜、大葱、豆角、

茄子、茴香、瓜类。种菜比较辛苦，但收入较

好，俗话说“一亩园十亩旧”。水果以桃、梨、

苹果为多。七十年代起，工副业兴起，有橡胶、

榨油、建筑、粮食加工、运输、牲畜配种等。解

放后设有乡供销社，现有百货点、食品部。昔日

交通运输基本是牛马车、独轮小推乍，六十年代

起有了小型拖拉机，也以耕地为主，春冬两闲时

搞短途运输。

徐家庄历来比较重视教育。民国20年

(1931年)前后即修建了男女学堂，这在方圆几

十里是少有的。女学堂在抗日时期被敌机炸毁。

学龄儿童多1『，即在几个家庙办学上课。1965年

建了初级中学和新的小学。邻村少儿来这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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