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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凤凰山毓秀，潴龙河锺灵。在这山环水抱的周围，孕育着一片古老而

年轻的土地。她就是历史上的齐地古都第一村，今日山东经济强村之一的

南金召村。

据史料记载，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山西洪洞县移民人临淄时，

潘琥、潘豹兄弟卜得凤凰山下蕴藏金矿之兆，故依偎山下西侧定居，并以

“金兆”命村名。之后“兆”改为召，并分为南、中、北金召三村，南北排列，该

村居南为南金召村。

这个具有635年历史的村庄，依山傍水、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为村

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展现了今日日新月异的新风貌；地处凤

凰山下，土壤肥沃，矿藏丰富，加速了全村工农业大发展，增强了建设经济

强村的实力；从祖先实践中培养出来的勤劳、吃苦、善良、朴实的优良传

统，极大的充实并焕发出团结、拼搏、求新、务实的时代精神，已成为全村

人行动的美好传统。因此，南金召村具备了快速发展的优越条件。在新时

期经济建设的热潮中发挥出改天换地的巨大能量。在历史长河中渡过了

不少艰难险阻，取得了今天较好的成绩。可以说，南金召村集天缘、地缘、

人缘之大观，正处在努力奋斗之中。

新中国建立以来，全村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农林、兴水利、

务工商，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与天争时、向地夺粮，开山取宝，取得了优异

的成绩。虽然“文化大革命”一度造成了危害，但是全村人在各级党组织领

导下，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战胜困难、抖擞精神、持续前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村两委领导全村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

大旗帜，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骛于空想，不驰于虚声”，富理想、

善思考，无论务农、做工、经商、治学、施政等脚踏实地立于现实的土壤，一

切从实际出发，取得了成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我们不断学

习、反思，深刻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论

断，立足现实，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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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格言鞭策自己。并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致使南金面貌、社会生活、道德

观念都发生了大的变化。使自古以来，天设地造的齐地古都南金村再放光

辉，重振雄风!

为了使大家充分认识南金召村由贫穷变为富裕的全过程，以总结过

去，开创未来，编纂这部村志就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

古人云：“史以纪往，志以开来”。全书试图以创新勇气，科学精神，学

术范式，囊括600多年来境内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熔铸一体，客观、翔

实的记述了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历程，其中有胜利的欢乐，也有失

误的困惑和醒悟后的奋发。并力争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所

以说，这是一篇研究乡村向城镇发展、农业向工业递进、小农经济向市场

经济转化的文章资料；是全村人特别是后代了解村情，查询资料，提供决

策的重要依据，也是进行爱祖国、爱人民、爱家乡教育的现实、生动的乡土

教材。同时我们认为这是一项开拓性工作，是一项艰巨浩繁的系统文化工

程。它对时人和后代了解南金召的昨天和今天，借鉴前辈人的经验、教训，

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更好地研究、规划和建设南金村美好的明天，将起

到发聩、警策的作用。

这部村志，始终坚持新观点、新方法、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详今

略古的要求，本着突出重点的写法，编纂人员力争做到“核实于载籍，求逸

于野史”。每一编、章、节、目认真做到“详而不至于冗，工而不流于靡，当而

不诡于随”。为完成这项工作，历时数年，夙兴夜寐，秉笔直书，数易其稿。

这种不辱使命，不负众望，“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敬业精神，尤使人歆慕，感

奋不已。值全书付梓之时，聊缀数言，以为序。并与大家共勉。

段连文

2004年10月5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时间断限，上起1369年，下止2000年，个别内容适当上溯下延。并

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详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南金召村的史实。

三、体裁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等，以志为主。述以总摄全书，记

以综记大事，志以记述各项事业，传以收载人物，附录辑存文献，图表随文

穿插，力求图文并茂。

四、专业志采取事以类从、类为一志和横排纵写、纵横结合的原则，结

合社会分工、体现特点等因素确定。并采取编、章、节、目四个层次，个别层

次服从内容的需要。

五、大事记采取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形式，选择历史上发生

在本村的大事、要事予以记述，以展示本村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

六、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按卒年顺序排列。立传者均以本村人

物、有突出贡献的人物为主。为褒扬革命军人，收录荣、复、转、退军人简

介。

七、资料来源主要采用南金召村的档案及图书文献，个别用有关部门

及个人回忆资料。统计数字以南金召村历年统计年报为准。

八、叙事语言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数字用法按国家颁布的《关

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计量单位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

量单位名称与符号的规定》表述。

九、纪年，民国前(含民国)采用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民国后采用

公元纪年。

十、记载范围按南金召村当时的境域为准。有关名称均按当时称谓。

但文字过长的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再次出现用简称。行文中的“建国前

(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行文中的“××

年代”即20世纪X X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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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一’
f

概 述

南金村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

淄区的西北部，南临309国道、济

青高速公路，西北与张店、桓台接

壤，紧靠205国道。2000年全村

土地面积1155亩，多为丘陵地，东

高西低地形。

南金村历史悠久。据史料记

载，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山

西洪洞县移民入临淄时，潘琥、潘

豹兄弟卜得凤凰山下蕴藏金矿之

兆，故依偎山下西侧定居，并以“金

兆”命村名。之后“兆”改为召，并

分为南、中、北金召三村，南北排

列，该村居南为南金召村(以下简

称“南金村”)。

南金村自然条件优越，属于中

纬度暖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四季

分明。春季风多干旱，夏季湿热多

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冷少雪。

全年太阳辐射量为123．8千

卡／Cm2，日照时数2560．5小时，

年平均气温12．2。C，无霜期200

天左右。

南金村土壤多为褐土层，分部

在村东、村东南和西部，山地600

亩，半山坡地200余亩，土壤养分

平均值为：有机质含量1．25％，碱

解氮76PPM，速效磷11．2PPM，

速效钾108PPM。土壤PH值在

6．8～7．4之间。现全村土地利用

率100％。其中：农业用地200

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7％；非农业

建设用地955亩，占总面积的

82％。其中：林地面积150亩，居

民生活区及工矿用地790亩，交通

用地15亩。

南金村全年平均降水量320

毫米，地下水绝大部分靠天然降水

补源，无其它客水来源。工业用水

主要利用本村地下水及外村地下

水，农业用水主要靠本村铁矿的地

下水源，能基本满足村民生活及

工、农业用水。现引黄工程开始起

动，通过引用黄河水，可缓解水资

源的供需矛盾。

南金村矿产资源主要有铁矿

石和石灰石等。铁矿石主要分布

在村东和西南。

南金村气候温和，自然条件

好，为生物繁衍生息提供了适宜的

乙．，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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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金村志

环境条件。因此农业生物种类较

多，资源较为丰富。栽培的粮食、油

料作物有四个种类，蔬菜、林果10

余种，鱼类6种。

建国前，南金先民以农业生产

为主。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缚，致使

农业发展较慢。1949年，全村经济

收入2．4万元，人均纯收入30元。

新中国建立初期，经过土地改革、

互助合作化运动和生产资料所有

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建立适应

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翻身做主

的广大劳动人民，建设祖国和家园

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经济迅速发

展，农业总产值逐年递增。1956

年，全村经济收入4万多元，人均

纯收入40多元。但在50年代末和

60年代初，由于左倾错误和自然

灾害的影响，农业总产值出现递减

状态，人民生活一度比较困难。

1962"-"1965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落实人民公社“六十条"，建立“三

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实

行评工记分、按劳取酬的政策，群

众的生产积极性又迅速调动起来，

农业生产总值年均递增率上升。后

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农业生产

发展缓慢。1978年，全村经济总收

入50多万元，人均纯收入400多

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

过拨乱反正，贯彻“改革、开放、搞

活”的方针政策，工作重心转移到

经济建设上来，推行以家庭联产承

包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优化

产业产品结构，拓宽流通渠道，农

业生产迅速发展。至2000年，全村

经济总收入达到17520万元，人均

纯收人达到6660元。

村内先民早期手工业主要打

制农业生产工具和民众生活用品，

生产方式多为家庭式的手工作坊。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

地社会制度下，加之战争，灾荒频

仍，手工业长期停滞不前。新中国

建立后，经过三年恢复，手工业日

渐兴旺。1955年成立初级农业合

作社之后，相继创办石灰窑、面粉

厂、纸袋厂、弹花组、轧油组，木材

加工组、印染组、南金铸造厂等手

工业生产。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于

1992年1月成立南金召集团有限

公司，并首建宏达铁矿，开采当地

铁矿石，当年建矿，当年投产。至

1992年底，有职工200人，年末固

定资产原值60万元，工业总产值

100万元，利税总额5．8万元。由

建宏达铁矿开采矿石起步，走深加

工、增值、增效、滚动发展之路，企

业每年都上新项目，每年有新发

展。先后建起了选矿厂、烧结厂、铁

厂、电厂、钢厂。经过艰苦创业，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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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已成为一个以采矿为主，集

选矿、烧结矿、高炉炼铁、转炉炼

钢、发电、工业经济园区开发等多

元一体化的链条型集团企业，并形

成了一种降低成本、综合利用、可

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模式。该公司

拥有控股、参股企业淄博宏达矿业

有限公司、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中港合资淄博宏达钢铁有限

公司、淄博宏达热电有限公司。主

导产品为：铁精粉、生铁、钢坯。该

公司有进出口经营权，产品出口巴

西、加拿大等国，并销售全国20多

个省市。该公司是IS09001质量

体系和IS014001环境体系双认

证单位。至2000年底，有职工

2400人，年末固定资产原值18800

万元，工业总产值16200万元，利

税总额3586．96万元，成为淄博市

30家骨干企业之一。

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科技、

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全面

振兴，村民生活日益提高。1987年

至1995年，累计投资200多万元，

建起南金小学，占地面积6380平

方米，建筑面积2142平方米。1999

年，投资150万元，建起南金幼儿

园，占地面积2521平方米，建筑面

积1436平方米。是年投资500万

元，建起南金医院，占地面积8855

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是

年投资450万元，建起老年公寓，

占地面积2748平方米，建筑面积

3620平方米。1993年至1998年，

累计投资4000多万元，建起南金

新村，总建筑面积5．95万平方米。

村民全部住进了水、电、暖、冷配套

设施齐全的楼房与别墅，人均居住

面积35平方米，新村内电话、电

脑、私人小轿车普及率在淄博市位

于前茅，村内道路全部实现了硬

化，人均绿化面积占有率20％。为

促进村庄花园化进程，投资500万

元，建成了占地150亩的南金憩

园。它集蓄水、养殖、灌溉、垂钓、游

乐于一体功能齐全的休闲娱乐场

所。再者，南金村还建设了村电视

台、文化广场、灯光篮球场、音乐喷

泉等设施，活跃了村民生活。村庄

规划、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

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先

后被评为“全国村庄建设小康示范

村”“省级文明单位”“发展民营经

济示范村”等多项荣誉称号。

南金人富有革命传统。1927

年，该村王文才、宋福圣、宋福永等

同志加人中国共产党。王文才成为

中共黑铁特别支部宣传委员。1937

年七·七事变后，临淄建立青年学

生抗日志愿团，南金村先后有王文

才、宋福永参军抗战。于希江同志

在1940年与日军战斗中牺牲。

展望未来，将坚持生态建设原

理与南金村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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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目标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相结合的原则；经济发展、环境

优化、社会发展协调一致的原则；

集专家建议、干部意见、群众要求

于一体的原则。遵循生态学原理，

依据社会——经济——自然复合

系统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运用系

统工程的方法，采用经济、政策、法

规等手段，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建

设、资源利用与合理保护、近期效

益与远期效益之间的关系，加强基

础建设，优化产业结构，立足综合

开发，发挥整体功能，实现三业配

套，达到资源永续利用、经济稳定

增长、村民生活富裕、生态环境优

美、社会文明安定和村庄公园化、

厂区园林化、工农业现代化，在改

革中前进，在开放中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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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明洪武二年(1369年)

山西省洪洞县移民迁入临淄

时，潘琥、潘豹兄弟建南金兆村。

明景泰七年(1456年)

秋 临淄发大水，南金兆村受

灾。 、

明隆庆二年(1568年)

7月 暴雨倾刻水深数尺，淹

没人畜甚多。

明天启元年(1621年)

10月 临淄地震，震感波及

南金兆村。

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

本年发生鼠灾，庄稼受害严

重。

清乾隆五十一五十二年

(1785"--"1787年)

临淄连续三年大旱，南金兆村

受灾严重。

清光绪二年(1876年)

山东大旱，临淄饿死万人，南

金兆村饿死数人。

光绪三年(1877年)

上年大灾荒。是年麦熟，因聚

饱食，死者到处可见。

光绪十四年(1888年)

秋大雨水，瘟疫流行。

光绪十六年(1890年)

5月 大雨成灾，庄稼淹没，

灾民四处逃生，流人山西、陕西数

千人。

光绪十七年(1891年)

立夏后，麦遭霜害枯死，再生

新株，仍获成熟。

清宣统三年(1911年)

1月30日(农历正月初一)

大雨，水深没胫、邻居之间不能登

门拜年。实属历史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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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6年(1917年)

春大旱，小麦歉收。秋又大

旱，小麦出苗不及半数。

民国10年(1921年)

1月 大雪一尺余，行人陷入

井沟而死者甚多。

民国15年(1926年)

12月21日 下大雪，积雪50

多天。

民国16年(1927年)

4月 成立中共特别支部委

员会，李清贵任党支部书记，张振

华组织委员，王文才宣传委员。

民国19年(1930年)

5月1日 降冰雹、大如鸡

蛋，砸毁房屋甚多，麦损歉收。

是年孙祥荣、丁良才开始栽

种黄菸。

民国21年(1932年)

本村在玉皇庙中建学校教室

5间。从此，南金有了小学。

民国23年(1934年)

南金村围墙用两年时间修造

完工。均安装东、西、南、北寨门楼。

民国27年(1938年)

2月11日 驻金岭镇日军

1000多人合围3冶里、中埠、于家

村、屠杀村民210余人、重伤21

人，有32户被杀绝。南金村民外出

逃荒。

民国31年(1942年)

临淄春荒严重，百姓以野菜、

树皮充饥、村民饿死者甚多，外出

乞讨者沿路成群。南金村民纷纷外

出讨饭。

民国32年(1943年)

秋 降小雪，庄稼被冻坏，山

地较严重，高粮绝产。村民外出做

短工，讨饭者甚多。

民国34年(1945年)

9月3日 日本政府8月15

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村民召开大会

庆贺。

民国36年(1947年)

住扎在本县孙娄的还乡团抓

去南金召村民64人。村长边振如

被杀害在孙娄，后追为烈士。

1950年

9月25日 临淄县政府改区

名称。即：路山区改称临淄七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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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召属七区。

10月 临淄县开展镇压反革

命、取缔反动道会门运动。南金村

中“十字会”(也叫净地班)被取缔，

道首被捕入狱。

1951年

是年 为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孙祥财、张振堂、孙延森、孙夫

森参加了抗美援朝志愿军。

全民动员捐款支援朝鲜战争，

南金村民积极捐款。

1955年

上半年村中有农业劳动查

合组若干。

下半年 成立了初级农业生

产合作社，入社率70％以上，全村

分4个农业生产小队。

1956年

是年 全体村民除因病不能

人社外，其余全部人社。全村由原

4个生产队编为5个农业生产队。

是年实行鳏、寡、孤、独户五

保制度。即保吃、保住、保穿、保医

疗、保殡葬。南金有两户为五保户。

1957年

农业生产初级社转为农业生

产高级社。土地、大型农具均归集

体所有，折价记入社员往耒账户。

是年 大队购进蒸汽机做动

力带动水泵提水灌溉农田。安装在

村西潴龙河中。

是年 大队在村东山埠上建

窑烧石灰，发展集体副业。

1958年

6月 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

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

进”开始。

9月 临淄县撤销乡、镇建立

人民公社。南金属路山人民公社。

9月 全村所有男、女整劳动

力(村领导例外)全部去辛店、虎头

山大炼钢铁。

10月 “大跃进”开始后，刮

“共产风”严重，农村办起“共产主

义小学”，吃“共产主义食堂’’。农业

损失严重。生产大队改称“民兵

连”。

秋 开始深翻土地，松土需

39公分以上。因松土过深，土层改

变而减产。

是年 因浮夸风和“共产风"

严重泛滥，上报亩产量由千斤上升

到万斤、10万斤。

是年公社实行统一核算、统

一分配、各村办起了食堂，提倡吃

饭不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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