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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存史修志，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令人欣慰和值

得庆贺的大事。在地方志的编修中，村志编纂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

可喜的基层社会文化现象，是志书编修领域的一种拓展和创新。

《胜利村志》的修编为我区地方志补充了新鲜血液，增添了鲜活内

容，可喜可贺!

史志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和理性总结，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轨迹和再现，不论是主观与客观的原因，还是政治与经济的原

因，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既有经验，又有教训，对后人来说弥足珍

贵。 《胜利村志》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载了胜利村的渊源、变革与发

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胜利村两委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从

实际出发，扬长避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三产强村、市场富民”

的发展路子，创造出规划、建设、招商、管理四位一体的市场运作

模式，经济与各项事业均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全区基层建设的一

面鲜红旗帜。可以说，胜利村的发展之路，是一条科学之路、胜利

之路，是一条强村富民的康庄大道，对全区各村居的科学发展都具

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可以说，这

部《胜利村志》，就是一代代胜利人筚路蓝缕、改革开放、奋发进

取的史鉴，是胜利村父老乡亲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世世

代代的胜利人热爱家乡，建设家园，为建设“富而强、精而美”的

幸福周村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祝胜利人在胜利的大道上阔步前进，再立新功!

周村区人民政府区长

2 0 11年6月



序二

《胜利村志》业已修成面世，这是全村(社区)政治、经济、文

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一件好事，是胜

利社区文化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必将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促进社区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胜利村是著名商业重镇一一周村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明洪武

初年，就有先民来村域内定居。漫漫六百余年中，先后有3 0余个

姓氏、5 0余个家族来此创业入籍，或事农桑，或务工商，艰苦奋

斗，为周村市镇的崛起和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村内居民响应党的号召，走合作化道路，自力更生，扎实苦

干，努力增产，村民生活逐步改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村两委

高举发展的旗帜，开拓创新，锐意争先，勇于开拓，团结奋进，实

现了三个文明共同进步，创造出空前的业绩。面对城市扩建、人多

地少、劳力过剩的现实矛盾，胜利村抓住区位优势日益凸现的历史

机遇，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取得丰硕成果。社区老年补助费、粮食

补偿费逐步提高，按时发放，实现了村强民富。已连续5年被评为周

村区经济强村第一名，跨入淄博市经济强村行列。文化建设和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硕果累累，发展成果村民共享。社区整体加入城

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了居住楼房化，投资3 00余万元建成

胜利文体广场。全村实现了少有教，老有养，难有帮，物阜民安，

处处呈现出一派祥和文明欣欣向荣的景象。胜利村先后被评为全国

敬老模范单位、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省级文明和谐社区，胜利

社区党委多次被评为淄博市先进基层党组织。2 0 0 6年1 1月，山东省

委书记张高丽到胜利社区视察，对社区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胜利村在漫长的历史中，

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经济信息，这是一笔巨大而宝贵的资

源。全面准确地记录这段历史，不仅对于存史资治具有无可替代的

作用，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种作用将随

着岁月的推移而日益凸显。我等际遇此时，组织编纂村志，是这一

代人对村庄(社区)历史与未来应尽的神圣责任，同时也是为子孙

后代留下一笔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因此，社区党委、居

委会把编修村志作为一项影响久远的文化工程来抓，成立了专门班



予，从人力物力卜给予全力支持。在编纂过程-{z，本着尊重历史、

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追本溯源、详今略占的原则，力求做到资料翔

实，全而有据，重要的史实项目没有遗漏。，{二广征图片，力求文图

j{：茂，通俗易情。

编修《胜利村志》，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杜振波区长

赐序鼓励。区史志办、档案局(馆)等有关部门给予热心指导和鼎

力支持。社区老干部、居民提供了大量颇有价值的资料和实物。修

志班子数年间广征资料、悉心鉴别，数易其稿，做了大帚艰苦细致

的工作。值此《胜利村志》出版之际，我代表胜利社区全体J苦民，

向关心支持村志工作的再级领导，向所有参加修纂的编写人员，向

帮助提供资料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胜利社I爻党委们记

胜利社l×：居委会卡任

矽M、剁乜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尊重历史，尊重史实，详今

略古，突出地域特点，体现时代特色，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原则定于1840年，下限止于2007年，必要时适当上溯或下延。

三、地域范围，原始行政及现行区划为标准。解放前的重大历史事件，按当时

区划为准。

四、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图、表、照片

用于相关章节中，部分编前冠以无题引言。

五、内容编排，本着“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置专业分志十六编。前

设概述、大事记，后设附录，不入编的序列。专业分志分编、章、节、目四个层

次，必要时目下可设子目。语体文记述。

六、本志大事记一般采用编年体，为确保记事的完整性，适当采用记事本末

体。

七、人物编设传略、革命烈士、村干部、简介、表五部分。以正面本籍人物和

现代人物为主，排列传略以卒年、简介以出生年月为序，外籍在本村有较大贡献

者，亦一并辑入。

八、纪年，清朝及以前的纪年用旧历，沿用汉字，后加注公元纪年。民国使用

公元纪年。

九、数字用法，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公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

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准。对部分历史资料，为保存其原貌，仍保留市斤，记

述中“市”字省略。

十、行文中“解放前(后)”，系指1948年3月周村解放前(后)； “建国前

(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十一、本志所用资料，采用市、区、乡、村档案馆档案，以及有关知情人、当

事人提供的资料，文中多采用统计资料，编纂时不再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胜利村志

2006年11月29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高丽(右一)视察胜利社

置时与社区领导亲切交淡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高丽在市区领导陪同下视察胜利广场居民

E活区



胜利村志

2008年4月20日原

省委书记；省计，E胁

会名誉会长赵志浩(右

二)冒雨视察胜利，“场

居民生活K

原省委书记；省计牛

西会名誉会长赵志浩在社

区领导陪同下看望阡l难计

牛户



胜利村志

2007年7月3}{原副省

长马连礼(左一1在胜利社隧

视察]J作时参观书厕展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邵桂芳(中)在胜利

社区视察工作

Administrator
矩形



胜利村志

2006年5月13H省人大领导(中)视察社区【|竹

制厅长吴溪清(右叫)存市政法委书记陈家金

会治安综合治理卜作



胜利村志

2002年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建困(中)视察建设巾的淄博市“30

程”胜利家县广场16000平方米的大型轻钢腱厅



胜利村志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慧晏(左二)视察胜利社区

网中火领导(朽--)视察胜利青年中心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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