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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由《长峪山村志》编篡委员会主持编篡，是社会各界了解长峪山村

的资料性文献。

二、本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长峪山村的自

然、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全面、客观。

三、本志以2014年长峪山村行政区划为记述范围 。

四、本志上限始于清雍正年间村落形成，下限为2014年12月 31 日。为保持

事物记述的完整性，个别事物的记述以附件的形式时限适当下延。

五、本志设七卷，卷下设类目、条目，随文配图。卷一为综述·大事记 ·

专记，卷二为历史沿革·环境物产，卷三为居民，卷四为政事·经济建设·社会发

展，卷五为风俗，卷六为艺文，卷七为典型民居。

/、、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采用记述体，除综

述、无题序外一般不作议论。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按事件发

生时间顺序依次记述，同一年发生的事件有具体时间的排在前面。采用现代语体

文，行文力求朴实、简练、流畅。

七、本志采用第三人称。记述的地域、机构、团体、组织、文件等称谓以

当时名称为准，首次使用全称，之后用简称。志中未记明地域的省、市 、 县、

乡、村机构分别指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两山乡、长峪山村相应机构。省

委、市委、县委、乡党委、村党支部分别指中国共产党相应机关机构。"全村"

指长峪山村所辖区域。"村民"在人民公社时期亦称"社员"。

)~、本志人物多以图表名录、以事系人方式入志，在村中有较大影响的人

物予以简介。 . . 

九、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前的事件有的采用历史纪年，同时括

注公元纪年。所称年代，如未具体标明世纪，均指20世纪xx年代。

十、 数字、标点、计量单位名称和符号的使用遵循国家相关机构发布的标

准，考虑村民们的日常使用习惯，使用部分非法定但通用的计量单位。

十一、本志所用资料来源于走访调查、档案、书刊、网络等。照片除有标

注的其余均为修志期间拍摄或由当事人及其家属提供翻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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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峪山村是全市2200余个行政村中普通的一员，因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活

动而与市政府办公厅结缘，我亦始知昌黎县有一村名为长峪山。

市政府办公厅驻村工作组自2015年3月份开始驻村，调查研究，协调各

方，制定规划，谋划项目。 6月，工作组商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拟为该村编

修一部村志，作为帮扶的一个项目，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将其作为全市村

镇志编修工作试点。向我汇报时，我未多思考就同意并责成继胜同志具体

负责组织编修工作。 12月的一天，继胜同志带着样书找到我，征求意见并请

我作序。我马上一震，不到半年时间一部村志能够编辑成稿?随手一翻，

第一感觉还行，但对于作序还是婉言谢辞。在继胜同志的盛情之下，只

好答应看看再说。抽时间看了看，感觉越看越有味道，清新的版面、朴实

的语言、丰富的内容，把许多已经离我们远去的东西又拉回眼前，倍感亲

切，用当下流行的一句话讲就是很"接地气"。借此，不禁对《长峪山村

志》的编修乃至其试点意义产生新的认识，遂欣然命笔。

长峪山村，人口仅有千余，规模说不上大;形成村落不到300年，历史

说不上悠久;没有什么文物古迹，没出什么名士英雄，也没发生什么有重

大影响的大事，文化说不上厚重。可以说，长峪山村是中国广大农村中普

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个村。但我们翻开《长峪山村志)) ，细细品读:那自

然优美的生态环境，简明清楚的村情村况，脉络清晰的历史沿革，不算丰

富但成规模、成系列的物产 ， 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风民俗，反映鲜明时

代风貌的民歌小调，无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那从百年老宅到现代别墅式

小楼代表各个时期建筑风格的民居，以及老宅嫁接摆设现代化的设施、新

居利用传承传统的元素，无论老宅新居均掩映在一片绿色之中，尽显当地

朴实、包容的民风和人与自然、现代与历史的和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全志围绕人的活动谋篇立卷，卷卷围绕人的活动布局展开，落笔时处处注

重人的活动，在具体人的记述方面综合运用了以事系人、传记简介、图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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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录等多种形式，既有万里寻父、革命烈士、人民功臣、离休干部、当代愚

公、中国杰出青年农民等各方面典型人物，也有普通党员、干部、工匠、村

民。长峪山人创造了长峪山的历史，大量长峪山人的入志使《长峪山村志》

活起来<<长峪山村志》又使一个立体的、 鲜活的、 生机勃勃的长峪山村展

现在读者面前。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中要留住青山绿水，留

住乡愁。那乡愁是什么?读了《长峪山村志》不禁顿有所悟:尽管志书"述

而不论"但那老宅新居的石墙砖垛、门楼影壁、装饰摆设，那衣食住行、

婚丧嫁娶、时令节日等风俗的传承变化，那和人们朝夕相处的八仙桌、太

师椅、火炕灶台、扁担水桶、锹铺锄镰、斧锯锈凿……时时刻刻都在更新、

变化，不断有新的加入、旧的退出，许多在或快或慢地淡出、远去、成为记

忆，许多又随着一代代人的逝去在记忆中抹去。当今天谈论过去，将来谈论

今天，人们那种对发展进步的兴奋和知足、对逝去岁月的遗憾和留恋，这种

悠悠之情不就是乡愁吗?乡愁是一种文化， 是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接

地气"的乡土文化。这种文化是沃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其中，就会迅

速开花结果:这种文化又是宝库，名吃、名曲、名文、 名景……无不源于大

众的、特色的乡土文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近年来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进入加速转变时期，抢救、记录、留住乡愁，进

而科学地保护、开发、利用，已呈时不我待之势。村镇志编篡是抢救、记

录、留住乡愁的一项基础工作，也是一种有效形式。愿在《长峪山村志》成

功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推广，以点带面，编篡出更多、 更好的村志、

镇志。

令忠tiJ
乙未年露月于秦皇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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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底，推行人民公社化，长峪山高级社改为长峪山生产大队，隶

属于果乡人民公社两山管理区， 4个生产队分成7个生产队。

1958年秋 ， 长峪山大队成立公共食堂， 7个生产队分别建起7个公共食

堂 ， 1961年春解散。

1963年7月，长山谷山村通电，村民生活照明结束了延续几百年点油灯的

历史。

1965年，长峪山村安装第一部电话，使用的是 "摇把子"电话机，安装

在大队办公室。

1966年春 ， 长峪山大队成立创业队，被誉为"八个红姑娘、十七名硬

汉"创业队。至1973年年底，八年间在村西马家沟开垦荒山荒地十多亩，栽

植苹果 150多株，栗树380多株 。 村民为了纪念创业队，把马家沟更名为 "创

业队沟

1968年年初，长峪山大队建立合作医疗点。

1979年春，长峪山大队各生产队实行以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为主的生产

责任制 。

1980年，长峪山大队将7个生产队划分成14个作业组，有13个组经社员讨

论决定实行直接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 。

198 1年2月，在8个组把土地、果树按人落实到户， 5个组正准备实施之

时，有人将该情况反映到唐山地委 。 根据地委要求，县委书记苏成、副书记

商彦文带领有关同志，先后三次深入长峪山大队调研 ， 认为某些做法不符合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中

央75号文件) ，提出整改意见并以县委文件形式专题向地委报告 。

1982年，长峪山大 |认 14个生产组对果树、耕地全部实行包干到户 的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各户自主经营 ， 自负盈亏。山场 、 林地由太队统一管理。

1984年4月，实行政社分开，撤销人民公社建乡，长峪山生产大队改为长

峪山村，隶属于果乡办事处的两山乡 。

1987年冬，村委会组织村民开山凿石，修整路基 ， 平垫路面 。 经过3个多

月的施工 ， 将村主干道路路面拓宽 l米多，路况有了根本性好转。

1993~ 1995年，市委办公室小康建设工作队驻村帮扶 ， 争取协调资金 10

万余元，在村内修建漫水桥4座 。

1996年 12月 20 日 ， 市委书记陈来立到长峪山村检查指导工作。

1997年5月 14~ 19 日，省委副书记许永跃深入长峪山村蹲点调研，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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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海拔300米以下。村西部沟谷众多、峰?!17起伏，村东部一条山脉纵贯南

北 。 地势较高的峰峦岗地，山岩裸露，植被较少。低岗、山腰、谷地褐土及

棕壤沉积，灌木丛生，山林茂密 ， 果树连片。东沙问发源于此，冬春断流，

夏秋水声隆隆， 清流直下 ， )1顶山谷一路向北，入抚宁县境。村庄沿东沙河条

形分布，群山环绕，绿树成荫，生态环境良好。

沟谷山峰 长峪山村紧邻喝石山主峰'fllJ白顶，沟谷峰峦众多，大小山峰百

余座，主要沟谷和山峰有 :

仙台顶，位于长峪山村西南，与两山乡五峰 山 、 昌黎镇杏树园村交界

处，海拔695 . 1米 ， 为喝石山主峰，县内最高峰。相传其顶为八仙经常聚会的

地方 ， 故名仙台]页。因山顶旧有娘娘庙，又俗称娘娘]页。因相传汉武帝曾登

|恼，又名汉武台。其顶为南北对峙的两座峰峦，由南远望似一拔山而起的锥

柱"喝然特立"故山体名为喝石 111 。仙台顶为渤海近岸高峰之一，自古

以来为观海览胜之地。史载秦始皇 、 秦二世、汉武帝、曹操、司马臻、、北魏

文成帝、北齐文宣帝、隋炀帝曾登iI伍此山。

长峪谷，位于村西南部，为经长山谷山通向仙台顶的深山山谷谷，沟底乱石

滚滚，南北走向，坡势较缓，沟中滩地为古代策马上仙台顶之路。其谷至观

音山南由冰凌峪通向果老院，再往南由铁匠沟丑达仙台顶北峰。传说公元207

年曹操喝石观海即由此登临仙台顶。因沟长谷深，故名长峪谷。

卷
二

长峪谷中滩地

老绝顶，别名绝顶山 ， 位于村西与十里铺乡西山场村交界处，海拔590. 7 

米。为北部老墩台、跑马岭等连绵起伏的山岭中的最高峰，山势挺拔，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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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桂珍 ( 1944一) ，女，长峪山村人，中共党员，乡村医生，

联主任。

曾任村妇

赵才主珍和赵建军母子两代村医 赵才圭珍的乡村医生证

1968年，她从昌黎县安山镇来到长峪山村，成为该村的赤脚医生 ， 负责

全村的卫生保健、 疫病防治 、 疾病诊治工作。 1984年，通过考试获得 "乡村

医生"资格， 自 办诊所 ， 在村中行医。 她在村中行医儿十年 ， 医德高尚，医

术全面，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随叫随到，深受村民们信任，仅经她手接

生的孩子就达四五百人， 最大的己经40多岁 ，均母子平安。

赵海宇 0948一) ， 长峪山村

人，乡村兽医。

1969年开始从事兽医工作 ， 一

直干到80年代中后期。 1969年， 他

由长峪山大队派送到昌黎师范学校

畜牧班培训11年，回来后开始为本大

队及周边大队的牲畜进行诊疗，经

他于诊治的牲畜无数 。 后他虽然不

再从事兽医工作 ， 但乡亲们家畜、

家禽生病找到他，他仍会提供帮助服务。同时，他还是村中的木匠和瓦匠，

家里仍保存着木匠工具 。 由于长山谷山村实行土葬，近有人请他打造棺材 。

赵玉 JII员 0963一) ， 长峪山村人，巾共党员 ， 自 2 009年起任村委会主

任。 2 013年 ， 在秦皇岛人民广播电台、秦皇岛巾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

兽医赵海宇



曹长厚 。 男队员有赵会林、赵景春、赵景海、赵学成、赵景会、赵景生、曹

正文、曹正民、曹成海、曹成江、李光太、李海哲、李福志、李景友、李福

)11页 。 女队员有罗桂花、赵秀莲、宋钟燕、李慧莲、曹正蓝、曹淑霞、李福

英、李桂新。

创业队员李海哲、赵景生讲述创业故事

马家沟是村西的一条深沟，坡陡石硬，距离村庄1000多米，每天往返需

行走一个多 小时。 那时村民生活条件极差，吃粮靠返销，营养不足，身体虚

弱，而开垦荒山又是一个很重的力气活，但25名队员凭着一腔热血，怀着战

天斗地、自力更生改变家乡面貌的美好愿望，团结一心，迎难而上，奋战在

荒山野谷。 长峪山大队创业队的成立及艰苦创业的事迹，引起县领导高度关

注，得到当地群众的一致赞扬 。 县委副书记张振谦多次亲临现场指导，看望

队员，鼓励慰问，一起参加劳动 。 1966年7月，县文工团专程到长峪山大队慰

问演出，演出结束后与全体队员合影留念。

在八年的时间里，全体队员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早出晚归，午饭吃在山

上。 硬汉们奋勇当先，抢重活干，哪里危险，就出现在哪里，勇挑重担。 红

姑娘们克服家庭老人元人照顾、小孩元人看管等实际困难，坚持有事不请

假，不旷工 。 他们不惧困难，不计名利，无怨无悔，无一人退缩，无一人叫

苦叫累，一心扑在开荒种树上。 经过八年奋战，硬是用简单的劳动工具，把

荒山变成良田 。 开垦荒山荒地10多亩，栽植苹果150多株，呆树380多株。 为了

纪念当年创业队，乡亲们把马家沟史名为"创业队沟" 。

附二 : 生态苹果

2008年，赵靖东等几户村民与辽宁兴城果研所签订销售合同，由果研所

提供肥料，专门种植SOD生态苹果。 生态苹果对施加的肥料有严格的妥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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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门框上，取驱灾避祸之

意。俗以五月、五月五日

为恶月 、 恶日，诸事多须

避忌，故有接新嫁或己嫁

之女回家度节的风俗，简

称"躲午"亦称"躲端

五"。端午节婆家一般请

已订婚、未过门的准儿媳

到家过节 ， 还要赠送礼

物。端午节在中午聚餐过

节，特色时令食品为棕

子。端午节的其他风俗只

在年岁大的人群和少部分

家庭有所传承，只有吃棕

子长盛不衰。棕子古称角

泰，传说是为祭奠投江的屈原而发明的 。 过去棕子都是由自家自采或买来嫩

芦苇叶、泡好糯米，自己包煮。后来多由工厂化生产，人们到商场、超市根

据喜欢的口味购买 。 商场、超市的棕子不仅四季有售，而且品种丰富多样，

体现各地风俗，常见的有桂圆棕 、 肉棕、水晶棕、莲蓉棕、蜜饿卷子、 、板栗

棕、辣棕、酸菜棕、火腿棕、咸蛋棕等等。

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 ， 亦称八月节，中秋节月亮圆满，象征团圆，因

而又叫团圆节，是民间三大传统节日之一。 过去，到了中秋节，老人们就会

津津有味地讲起始娥奔月、吴刚折桂、玉兔捣药、朱元璋利用月饼传信起义

等传说。送月饼、吃月饼是中秋节的一大风俗 。 圆圆的月饼应和天上的月

亮 ， 反映了人们期盼团聚的美好愿望 。 节日前夕，月饼是尊老爱幼最好的体

现，晚辈送月饼给长辈表达孝敬之情，长辈给晚辈分月饼、给不在身边的晚

辈留月饼体现关爱之意。亲朋之间互赠月饼 ， 表达祝福，增进感情。在80年

代之前计划经济时期 ， 月饼属中秋时令食品，为稀罕之物 。 临近中秋之时，

在供销社及其代销点上架。一般是4块或6块一斤 ， 一斤用包装纸包成一包，

上面盖一张红色标签，然后用纸捻扎好。月饼的花色品种单一，没有什么选

择，走亲访友时买上一包或两包即可 。 晚辈给长辈送月饼时 ，尤其是闺女给

父母送月饼时，如果带孩子长辈就会打开分给孩子一块 ， 如果孩子未带长辈

端午节采叉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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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与喝石山

曹操打败乌桓人班师回朝，路

过喝石山观海赋诗的事儿，人们大

多知道 ， 可是，他回来的道儿， 正

从咱村的长峪沟通过，怕是没几个

人知道喽。

话说 1800多年前，曹操带着大

军往东北去打乌桓人 。按说 ，喝

石山地处中原与东北连接的交通要

冲，咱这儿的"喝石道"正是他

发兵辽西的必经之地，理当"西临

喝石"却因为那年夏天这一带暴

雨连天，阻塞了"喝石道"。曹操

只有沿现在的遵化、迁西那儿的卢

龙塞，翻山越岭到了辽西，打得乌

桓人措手不及 。 待曹操得胜返回中

原的时候 ， 己是秋天"喝石道"

上的大水早己退去，于是，他就

"东临喝石，以观沧海"来了 。

咱们知道，喝石 山的主峰娘娘顶， 是渤海近岸的一座 山峰， 站在山底

下，瞅着它就像一个天桥柱石 ， 直插云天 ， 又高又险 。 它的南边，更立着

一道直上直下的大峭壁 ， 坡陡路窄武不好走 ， 只能打娘娘顶背后的大山

喝巫山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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