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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沟村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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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领导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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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委员会全体成口贝

●党总支村委会全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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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校

1、，j、百花乐队

2、市艺术教育特色控厦

3、市先进幼托集体匾

4、学校电脑谭

5、幼儿趣味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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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宏炉料厂

3、永华耐火材料厂

4、天龙耐火材料厂

5、牛场

6、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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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元宵节活动

6、义务植树

7、五项工程剪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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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办公棱

2、恩选小区

3、民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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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

，盛世修志，丹青铸史。《柳沟村志》编撰工作历时五年，终于告竣，即将面世。

它的付梓出版为素有阳泉市郊区“文化村”之美誉的柳沟村再次书写光辉的一

页，可喜可贺。

柳沟村是阳泉市郊区一个特色村。这里矿产资源丰富，开采历史悠久，教育走

在前列，文化氛围良好，民风淳朴，人心思进，崇尚文明，蔚然成风。特别是近年

来，在党的富民政策感召下，村党总支、村委会率领柳沟村的干部群众，一心一意

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坚持“由地下转地上”的发展思

路，先后有柳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永华耐火厂、天龙耐火厂等一批企业经过结构

调整，使产品技术含量进一步增加，企业效益不断提高，为农村经济迅猛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同时，还下大力坚持不懈地很抓了教育、文化、公益事业和精神文明

建设，受到省、市、区各级政府的大力表彰j

作为柳沟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柳沟村志》的出版，实现了柳沟村

历届支、村两委和全体村民多年来的愿望。它记录了柳沟村漫长的历史变迁，收

集了柳沟村自然地理、历史沿革、人文景观、民情风俗、知名人物等方面的大量珍

贵资料，记载了近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状况，展

示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人们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中，

所取得的进步和创造的业绩。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作

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本好教材，《柳沟村志》的出版，不仅对柳沟

村的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起到鉴古知今，激发斗志，振奋精神，建设家乡的

积极作用，而且对客居他乡的游子寻根问祖，探古仿今，报效故里，对外界各方人

士进一步了解柳沟、认识柳沟、走进柳沟、共谋发展，也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历史的年轮已驶入新的世纪，回首过去，感慨万千，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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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时期，柳沟村的全体干部群众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努力践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

态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艰苦创业，与时俱进，为把柳沟

村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再创新业绩，再谱新篇章。

中共阳泉市郊区李家庄乡柳沟村村总支书记 葛玉秀

阳泉市郊区李家庄乡柳沟村村民委员会主任 阎忠举

2004年8月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以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柳沟村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的记事断限，上溯到有史料记载之时，下限至’2000年底。本着详今略

古的原则，重点记述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历史事实。

三、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辅以述记、传、录、表、图、照等，具体采用横排纵写的

方法和编年结合记事本末体的体例，记述事物的发展始末。．

四、本志下设章、节，再叙小点，叙议结合，略示本章记事要点与因果，补志文

叙而不议之不足。

五、本志纪年，1912年(民国元年)以前一律用历史纪年，用括号加注公元纪

年。1912年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新中国建立前用括号加注民国纪年。

六、计量单位一般用国务院1984年颁发的法定计量单位，特殊情况用原计量

单位。

七、人物章节分传略、简介、简表三种，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在世人物用简介

记述，两者排列以生年为序。人物简表，以授奖单位级别授奖时间、职称高低，大

学生以人院校学习进修、函授及姓氏笔划等综合排序。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阳泉市志》、《平定县志》、《平定州志》，乡村档案，文

史资料，碑文及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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