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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此献给李堂村的又老乡亲，缅怀有史以来劝改变这块

古老土地面貌 JQ 奋斗的人衍，污欲励J丢人奋:是增智添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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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南省委原书记 、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徐光春题词:追溯历史
渊源，梳理乡村变迁，记述乡土故事，传承文化基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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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马路题词:记住乡愁，留住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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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郑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主席王璋题词:自强不息锦绣前程，

厚德载物铸实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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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市人民政府市长张红伟题词 :以史为鉴再创辉煌，盛世修志造福后代。



系多易人
中共来集镇党委书记李忠敏题词: 故乡就在村志里。

药抱在英

发系层动放

立G飞ω又象J

来集镇人民政府镇长马宇峰题词:百姓真英雄，发展原动力 。



〈李堂村志〉编寨委员会

主 任:程幸福

副主任:程书彬于木王林庄郭同升

徐二套张德甫

委 员:赵新建李怀亮刘会敏郭德辰

慕新亭郭福辰周铁妮樊会丽

李文灿程兴贵王木 吕长有 .

马卫超樊晓辉郭红亮

主 编:程幸福

主 笔:于木张德甫程幸福

责任校对:赵天德

封面设计:卫保国

封面题字:李强

封面摄影:王天定

封底篆刻:邓超

摄 影:王天定于木于学雄王晓杰

程幸福霍兴贵未海召 李海涛

|魏殿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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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流溯源记住乡愁

村，在现代语境里，有三种意涵:一是自然村，由若干户相对集中地居住在一起

的居民构成;二是行政村，由若干个自然村落构成最基层的行政建制;二是村民委

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

无论从何种意涵上讲，村，都是构成中国社会的最基本单元，是中国社会最为

庞大的存在。 然而，随着现代化尤其是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村子正在以

加速度消失。 因此，如何保存村子的历史，留住美好的乡愁，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

的一个刻不容缓的现实课题。

中国向有注重历史的优良传统，盛世修史更是代有佳话。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

正前所未有的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文化自信分外坚定，涌现修史撰

志的热潮自在合理之中 O 程幸福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从农民到乡政府公务员，

进而做到处长县长县委书记教育局长，一步一个脚印，退休前做到郑州一家高校的

党委副书记。 近几年，受村中者老重托，幸福先生着手编写李堂村志，几经寒暑，数

易其稿，写出多达两百余万字的初稿!书稿搜罗村史中所有细节、杭理各个时期的

历史脉络、记载村中每一个值得记录的人物事件，对与村子历史息息相关的一草一

木倾注深情，对和村子文化有关联的习俗、典故、传说、但语……无不搜罗殆尽，饱

含对家乡的赤子之爱，一笔一划地深情书写家乡的一切，便有了我们面前这一部朴

实厚重的《李堂村志》 。

乡愁不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它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 、感受得到的情

'除 。 村志，作为凝聚乡村文化、承载乡村习俗、 固化乡村亲情、传播传统根脉等的重

要载体，在当下新农村建设中有着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建设美丽乡村、魅力乡

村，归根结底依靠的还是人。

村志这一独特的文化纽带，是连接乡村与乡贤、乡村与外界、乡村与世界的重

要载体，也是循流溯源 、不忘来路、记住乡愁的基本依据。 《 李堂村志》将会是越来

越多出现的村志中的一种，其出版的意义和价值绝不仅仅限于新密市，甚至不仅仅



限于河南省 。 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参与乡村振兴的一个具体行动。

有故乡的人不寂寞 O 我和程幸福先生相识相知近四十年，志同道合，情同手

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对他的学识人品、道德文章感佩有加。 他对故乡的刻骨铭

心之爱、对这部村志的全力倾情投入我都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 村志刊布在即，

幸福元命我写篇文字充序。 我才浅学疏，于史志更是外行，本难胜任，但兄，命难违，

于情于理也不能违不愿违，故不揣鄙陋，写下这些感想交卷，以就教于霍幸福先生

及读者诸君口

著名人文学者、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王守国

二O一八年春节



继承传统正己化人

一一《李堂村志》序

夏初五月， {李堂村志》编成之际，李堂村党委书记程书彬送来样稿一套，让我

品读，并托我为序。 该书感人的编写历程，让我备受感动;精彩的村史村事，令我赞

叹不已!遂欣然命笔，聊以为序。

老中青三代村民，利用业余时间，不辞辛劳地汇集史料、参引文献、访贤寻古 、

摄影踏勘，研究村落历史，编慕家乡村志 。 历时七年，终成大志 。 其心可鉴，其情可

嘉，其精神与村志共存!

《李堂村志》 洋洋洒洒百余万字、数千影像，上溯炎黄，中录各代，下记现史，内

容丰富，编排科学，类目合理，资料翔实，行文流畅，做到略古详今，图文并茂，雅俗

共赏，体现了很高的编慕水准，是新密市目前编篡水平较高 、 内容较全的村志之一。

该村志融思想性、资料性、知识性于一体，力求还原李堂村的历史风貌，揭示生

命延续 、荣枯变迁的历史规律为今人乃至后人了解、研究李堂村提供了可靠的依

据和借鉴口 打开村志，一缕浓浓的乡情跃然纸上，让根在李堂村、情系李堂村的游

子们有了"家"的寄托，更好地记住乡愁，更加的爱家爱 乡，更深的感恩祖德 。

可以说，该村志既是现领导干部和编著者留给子孙后代的一份珍贵史藉，也是

献给欲知李堂村的同仁们的一份特殊礼物，更是李堂村文化建设中利在当代、功在

千秋的盛事 、善事。

希望《李堂村志》 能让更多有识之士认识、 关心该村，给该村各项事业发展带

来有益影响，让村民生活更上一层楼，让李堂村的明天更美、更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密市委员会主席 桑萌莉

二0一六年六月



《 李堂村志 》 慕修者左起:于木程幸福张德甫

《 李堂村志 》 慕11多者与编委会成员在李堂小学考察

左起. 徐三套程幸福于木张德甫郭福辰



于木、张德甫探古溯源

药王庙主持吕长友与专家学者考证古代碑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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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堂村位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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