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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西关村历史悠久，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西关村民祖祖辈

辈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息繁衍着。西关村民以吃苦耐劳、艰苦奋

斗著称于世，经历过帝、封、官三座大山的压榨和战火的涂炭，饱

受着中华民族的忧患和苦难。他们不畏强暴，敢于同天斗、 同地

斗、同一切恶势力斗，始终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奋斗着，在共产党的

领导下，终于斗出了一个新天地。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须导

下，西关村民获得了新生。他们以冲天的干劲饱满的热情，用勤劳的

双手改造着西关的山山水水。村民的生活由贫穷逐步走向富裕。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西关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村

办企业不断地得到发展壮大，村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得到了提高，

过去那一穷二白的面貌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村民以更高的热情和

干劲跟着共产党在社会义大道上向小康水平奔跑。综观西关村的发展

和变化，是一部很好的国情和乡情教育史。今天把它整理出来， 有

助于对村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进行革命的传统教育，有助于西关村

的建设和发展。由于历史久远，材料又不充实，加上知情者相继过

世，虽然曾下过一番功夫，但很难将这本村稳写完整，史实全部写

准确，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还望读者给予谅解。如发现错漏的地

方及时给予批评指正，以便修改。在编写这本村稳的过程中，得到

不少单位和个人的帮助和指教，在这里一表谢意。

王勤政



凡 例

一，本村愁采用纵横交错以横为主的线索写的，目的在于既能

反映西关村的发展情况，又能看出横面的情况。

二、本村嚣立概述总揽全书，中设十章，外加附录。

三、本村愁重点叙述建国后的西关村。

四、本村愁的记事上限于1368年，下限定于1990年。解放前略

写，解放后详写。

五、村里各级领导机构从1945年以后写起。

六、本村愁一律采用第三人称。

七、本村愁资料主要来源于采访和社会调查，在年代上参考《民

国愁》、《区愁》及部分家谱。建国后的数字以村里的统计资料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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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福山城始建于金朝，公元13 11年以后，福山城分出东、西、南

三关及城里村，西关由此而得名。据传西关主要村民是于明朝洪武

年间(136,8年)由河南的小云南迁入。当时主要有阎、安、史、谢

四大姓，后因迁民不断增加，姓氏也随之多了起来。

西关属自然村，位于北纬37。29 7，东径121。15，o建村时不足

百人，而后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发展起来。土地多半是山地，散布在

青龙山西马子沟、东留公十字埠及现在的区府街向南一带。解放前

后，共有可耕地一千一百多亩。没有水利设施，加之土地贫脊，村民

完全靠天吃饭，亩产只有百十斤。好年头半菜半粮，灾年头吃糠咽

菜，甚至吃树皮。主要农作物是玉米、小麦、大豆、地瓜等五谷杂粮。

西关村民的祖祖辈辈就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劳动着生息着。

1934年前后，西关村的人口约在三百人左右，土地一千一百多

亩。有两户大地主，七、A P富农。地主富农占地五百多亩，多数

是好地。由于生活条件差，再加上缺医少药，新生儿成活率很低，

每年都有三十多个婴幼儿病死，多半埋在现福山一中南面的乱葬岗

上。当时人均寿命不足四十岁。

193 8年2月，日寇占领福山县城，西关村民受到了日寇的蹂躏。

日寇盘据福山县城后，各村都建立了伪保、甲制，西关村也不例

外。保，设保公所，伪保公所设自卫队，自卫队充当了日寇侵略中

国的爪牙，帮助日袁催逼村民捐款捐粮，镇压村民的反抗。

1945年八月十五，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十月，于诺同志

经地下党工作人员林其英、胡昌寿二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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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西关村有了党组织。是年秋天，党领导劳苦人民实行了减租

减息和增资留雇运动。西关村在于诺同志的领导下，村里先后成立

了妇救会，青妇小队、青年团和儿奄团等革命群众团体，带领村民

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1946年夏天，在党的领导下，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没收地主

和富农的土地分给穷苦的农民，达到了耕者有其田。西关村在于诺

同志的领导下，带领贫苦的村民斗地主斗恶霸，分田分地分财产，

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调动了群众跟党走的积极性，使处在水

深火热之中的村民看到了新生的希望。

： 1947年秋，l国民党反动派第二次占领福山，地主还乡团组成反

革命武装，进行反攻倒算，地下党被迫转移。西关村地主、伪保长邱

培芳、肖敬选伙同国民党反动势力反攻倒算，杀害了土改积极分子

赵仁杰，：曹常春、李作令、昌永山、刘成功、李文辉、谢延歧六人，

并把党员家属十多人投进监狱，进行拷打和摧残，激起了村民的极

大义愤a

1948年10月7日，西关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为迎接全国解放的

到来，在于诺等村干部的领导下，一方面带领群众重分胜利果实，

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和支援前线；一方面带领群众镇压反革命，开

展忆苦思甜活动，为死难者开追悼大会，从而提高了村民的阶级觉

悟，镇压了地主恶霸贾子汉和张世生。

1950年，西关村民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

在于诺同志的带领下，村里的农业生产开始得到恢复，烈军属五保

户和军人家属的生产和生活有了相应的照应。．t
+’

1951年，全国上下开展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i保家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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