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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发出鳊纂社

会主义新方志的指示，胡乔木同志对编纂地方志

提出要用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和体例编

纂地方志的原则。从此，在全国迅速出现了编修

方志热。在短期内，除编纂出一批省志、市志、地

区志、县志外，还鳊纂出了不少部门志、专业志以

及乡村志，这不仅继承和发扬了我们中华民族编

史修志的优良传统，而且是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我认为从编修省志到县

志，乃至编纂乡村志，进一步拓宽修志领域和范围，是一项极有重要现实意义

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千秋大业，值得提倡和支持。我省有几个地方编纂了一些

乡志、村志，并且写得颇有特色。今天我又看到了林州市《桑耳庄村志》稿，感

到十分高兴。对桑耳庄这个名字，我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听说过，那里有个著名

农业特等劳动模范成百福，他与鲁山县苏殿选劳模一样闻名省内外，不但多次

出席过河南省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同时还作为一名忠实的人民代表，多次

出席过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并次次是主席团成员，对他非常熟悉。名人、名

村，又编写出这样一部名志，实乃可敬、可佩、可贺。

《桑耳庄村志》稿，用数百万言的文字，浓笔重彩地记述了桑耳庄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成百福同志的带头实干精神鼓舞下，百折不挠，团结奋斗，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走过

的艰难曲折路程。全书地方特色浓郁，时代特征突出，个性特点鲜明，是一部

上可慰先烈、下可惠子孙的村级佳志。同时，可以起到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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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四化、有益后世的作用。是中州志林中一束鲜艳的奇葩。

我今年已八十六岁，后半生与全省志界同仁一道拼搏奋斗，奉献于史志事

业。希望广大志界新秀要守业敬业，默默无闻，无私无畏，甘于寂寞，甘于清

苦，以修志为己任，多出名志佳志，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宝贵的文化财富。

2001年4月14日

邵文杰，河南省新安县人，生于1915年。曾任河南省副省长、河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河南省志>总纂，

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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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彳乃静量号

林州市《桑耳庄村志》出版了，可喜可贺。我

读此志稿，特别高兴，更十分激动。

(一)

我所以如此激动，因为我与林州市(林县)有

特殊的感情。这块熟悉的土地，抗日战争时是晋

冀鲁豫边区太行区的林北县，桑耳庄村是"-3时林

北县第一(任村)区的一个村。1944年秋，我奉组

织的调动参加南下工作队，从晋察冀边区出发，经

太行区(令山西省一部分)攀登太行山顶峰后到达

林北县，住左任村，曾经过桑耳庄。而后经地下交通线的交通员护送通过平汉

铁路(今京广路)日本侵略军封锁线，到冀鲁豫边区的水东地区工作。水东是

1938年蒋介石派兵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后，黄河改道，冲出一条新黄河，此新

黄河以东称水东地区(即今豫东各县)。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几十年

来我一直在河南工作。建国后我又多次到过林州市(林县)，林县人民坚持“自

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精神，修建红旗渠的时期，我曾几次到

红旗渠工地，参观调查写出汇报；红旗渠建成后，我又多次到渠首、青年洞、桃

园渡槽、曙光洞、曙光渡槽等重大工程学习参观，以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英

雄气慨鼓励鞭策自己。20世纪80年代初，地方志编纂工作开始，《林县志》、

《红旗渠志》等志书先后编纂，我Y。JL：-LN林州市(林县)参加志书的研究评论，

深有教益。特别是桑耳庄是全国、全省劳模成百福的家乡，20世纪50年代，

成百福劳模多次到省会开封、郑州参加劳模会议。我曾在劳模会上工作，整理

过劳模们的模范事迹材料，我也在会上亲自听到过成百福等劳模们的发言。



令我十分感动的是，亲眼看到成百福和林县另一位劳模石玉殿非常俭朴，除精

心开会外，他们两人经常利用会前会后的休息时间，一个人拾烟头，一个人采

树种(石玉殿是林业劳模)o当今看着眼前的村志稿，回忆着历历在目的往事，

勾起我几十年来对林州市(林县)人民的深情和怀念o

(二)

林州市《桑耳庄村志》是一部颇有特色的志书。首先是观点明确，资料翔

实，体例完备，篇目设置科学，书写规范，文风朴实，语言通俗。翔实地写出了

桑耳庄从旧中国的一个穷山村，经过50多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体村民艰

苦奋斗，开拓创新，团结协作，奋勇前进，从经济、政治，到文化教育、道德风尚

等全面地、深刻地改变了全村面貌，建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今村志篇目大有

创新，全书于序言、概述、大事记后增设特载，记述“先进集体、模范个人、出席

乡(镇)以上各种代表大会的代表”，突出反映本村培育出全国、全省及各级劳

模、先进人物的村志特色。以下全书共分19章，记有村落建置与自然环境、村

民(其中特记有姓氏)、党政团体、民兵与治安、经济体制变革、农业、林牧业、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电力与村属企业、交通通讯设施建设、村庄建设、商贸、村财

政、文教卫生、文物、群众生活、社会民俗、人物、附录和跋，章下设71节及多种

条目，详记各项史实o

我读此志稿，深感《桑耳庄村志》实实在在地记述了太行山深处的一个穷

山村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变化。桑耳庄村明初建村，位于林州市城区(林

县城)北25公里，总面积40多平方公里，其中山坡丘陵面积占92％，耕地面积

1539亩。在旧中国这里是山穷、村穷、人穷，民国时期，粮食产量低，亩产仅50

公斤左右，当时全村380户，有320户缺粮吃，村民们吃的是柿糠野菜，终年过

的是“早上清汤，中午糟糠，晚上碗里捞‘月亮"’的生活。住的是小平房，还有

几十户无房，依靠住破庙和石庵子栖身。遇有灾荒年更是逃荒要饭，卖儿鬻

女，饿死在外。特别是山区，山高沟深石头多，十年九旱，干旱缺水，水贵如油。

村民穷困，缺食少穿，更无力上学。抗日战争初期，本村成为抗日根据地，那时

全村仅有一个人读过私塾，会写字，能在街头巷尾写标语，被村民尊称为“秀

才”、“老文先生”o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桑耳庄

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至2000年全村有635户，2219口人，全村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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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村o 20世纪50年代，已摘去了缺粮村帽子o 1957年粮食总产343725公

斤，亩产170．3公斤，比1949年提高1．28倍和70％o至2000年底，全村粮食

总产49．5万公斤，亩产400公斤，山区绿化面积达84％以上，全村经济总收入

535880元，人均纯收入2415元，80％的村民趋向小康生活，村民住宅已从低

矮平房迁入二层楼房，人均院宅面积86平方米，有20％的住房是外贴瓷砖，

内部装修的豪华住宅。各种家用电器如电话、电视机、洗衣机、电扇、空调、煤

气灶和汽车等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如全村有电话机230部，电视机450台，桑

塔纳小轿车6辆，货运汽车6辆，客运汽车2辆，摩托车62辆，小型拖拉机12

台，农用三轮车40辆。随着村民经济生活的改善，文化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2000年，全村儿童入学率达100％，扫除文盲率达

100％o本村考入大专院校的学生累计42人，本村人在夕l--r-作被评为中高级

技术职称的16人。累计被评为村级优秀党员的18名，受乡级以上表彰的先

进模范人物5名，评为“五好家庭”、“双文明建设"先进户47户，村党支部、村

委会多次被评为安阳市、林州市、任村镇的“先进党支部”、“先进村委会”，并被

授予县、乡级“小康村”称号。周边村的干部、农民一致称赞“桑耳庄的山是绿

的，水是清的(洁净清洁的水)，田是油的(庄稼长的好)，路是光的(水泥硬化

路)，人是红的(人的思想红，讲道德、讲礼貌，社会治安好，社会风气好)o

(三)

桑耳庄变化大，村志写的好，是原中共河南省委杨珏、王庭栋、冀雨、原河

南省副省长邵文杰等各往老领导同志高度关注，原中共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杨

贵同志及历任领导和新任林州市市长来亮同志大力支持的成果，也是桑耳庄

村党支部和村委会重视修志和加强领导的结果。还应提出的是，<桑耳庄村

志》的主编桑继禄同志，是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呕心沥血，刻苦学习，殚精竭

虑，任劳任怨，日夜笔耕的结晶。桑继禄出生成长于桑耳庄村，青年时期是党

报业余通讯员，多次写稿，报道过桑耳庄和成百福劳模的事迹，从而他手中保

存了本村大量的历史资料。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展修志工作，林县志

编纂委员会成立后，聘桑继禄到县志办公室作一员临时工。他不计报酬，不计

名利，以一个临时工的身份参与《林县志》的编纂。进一步学习了方志学的理

论和地方志编纂知识，更积极与县志主编配合，有益于县志工作的开展o《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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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出版后，被评为全国地方志和河南省社会科学两项优秀成果一等奖。其

中有桑继禄同志的一份贡献。之后他又积极参与《红旗渠志》、《林虑山》、《林

州市志》、《林州市交通志》等10种志书的编写。实践出真知，桑继禄同志自学

成才。市(县)党政领导重视人才，落实政策，桑继禄被组织破例正式安排了工

作，并评为中级技术职称。今他已年近花甲，还患有高血压脑血栓后遗症，但

他不顾疾病缠身仍刻苦笔耕，坚持修志，象桑蚕一样作奉献，现在又完成了25

万多字的《桑耳庄村志》。在此我祝贺《桑耳庄村志》的出版，称赞桑继禄同志

的修志精神，这也是红旗渠精神的体现。

最后，我愿桑耳庄人民一定要继续艰苦努力，开拓进取，正如杨珏同志题

词那样，“发扬红旗渠精神，搞好桑耳庄经济”，为把桑耳庄建设得更加富饶、更

加文明的新山村而努力奋进吧!

以上琐言琐论，作为序言，如有不当之处，请桑耳庄村民及读者和专家学

者指正。

2001年4月18日拟稿于郑州东明路117号

杨静琦(女)，河北省完县，即今顺平县人，1922年生。20世纪50年代曾任

共青团河南省委副书记，20世纪80年代任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常委、河

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副主任、编审，是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河

南省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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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李金堂 桑J[-,}l-

《桑耳庄村志》从搜集资料

到立章编写成稿，历经三裁，至今

终于付梓出版问世了。这是桑耳

庄村有史以来全面、系统地记述

桑耳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等各项事业发展历史与现状的

第一部村志。编纂人员为编纂这

部史志力著，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林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史志办公室

给予了大力支持。杨珏、穆青、杨

贵、王庭栋、史向生、邵文杰、冀雨、崔光华等各级领导同志被邀为编委顾问。

这些老同志不顾年事已高，严肃认真地审稿后，不但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对

志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杨珏和冀雨、杨责、王庭栋以及林州市市长

来亮等领导同志非常欣喜地挥毫题词，祝贺本志出版，并对桑耳庄人民寄托了

很大的希望。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原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邵文杰同志、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原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副

主任、编审杨静琦同志对本志编写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特地为本志撰写了序

言。我们谨代表桑耳庄村党支部、桑耳庄村村民委员会以及全村人民群众，并

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关心本志出版的各级诸位领导同志和为本志做出奉献

的编纂人员，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礼!

桑耳庄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勤劳、勇敢、善良、朴实的桑耳庄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历尽艰辛，百折不挠，进行了

长期的斗争，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村党支部、村委会诎真贯彻执行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坚持改革开放，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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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带领全村人民走致富奔小康道路，至2000年连续

数年被评为全市、全镇致富奔小康先进单位和先进党支部。桑耳庄人民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乃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建

树了丰功伟绩。我们完全有责任将其业绩记述下来载入史册。鉴于此，我们

于1999年成立桑耳庄村志编纂委员会，组织写作班子，筹措经费，进行了有领

导有步骤地资料整理工作，将整个志稿编纂成册，达到了资料翔实、观点正确、

体例完备、文风朴实的要求o

“开卷有益”o我们相信，《桑耳庄村志》出版面世后，对于人们全面了解桑

耳庄的过去，认识桑耳庄的今天，指导桑耳庄今后的工作，充分发挥自然优势，

发展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将会起到积极作用。并对

教育、激励桑耳庄人民更加热爱家乡、建设家乡，提供一部难得的乡土教材。

我们愿全村人民积极响应党支部提出的“外树形象，内强精神”号召，团结一

致，艰苦努力，开拓进取，再创伟业，用实绩续修《桑耳庄村志》的新篇章。

仅以寥寥数语，作为志序，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桑耳庄村党支部书记李金堂

桑耳庄村村民委员会主任桑贵补

2001年4月25日写于桑耳庄村委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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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用新的观点、新的资料、

新的方法和体例，全面系统地反映桑耳庄村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

的历史与现状，融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于一体，力求达到既能服务当代，又

能资治后世之目的。

二、本志时间断限，上起事物的发端，下限截止2000年底。

三、本志为章、节、目结构，采取先自然后社会，先政治后经济的顺序，分门

别类，事以类从，横排竖写，纵横结合，用述、记、志、传、录等史志体载编写，并

随文穿插图表、照片，图文并茂，互为印证。

四、为尊重历史现状和便于记述，对于区划、机构、职务的称谓等，均按不

同时期使用当时的名称，在本志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然后用简称。

五、本志对所用资料重作调查与核实，其来源于有据可查的档案文书和重

要的口碑资料等，所用资料有的史实附有原文，但所记述的志文不再注明资料

来源出处o
’ 六、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书面语和规范的简化汉字、标点符号以及规范

化的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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