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酵

※蕊黼。I

叁

葑
两：

ki

一澜
％

一

气，，。

r}

l；．，



韩北村

韩月琴主编

+．—JL▲

J匕、

山西省武乡县《韩北村志》

编 纂 委 员 会



《韩北村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韩江红

副主任 李书英 史亚平

成 员 史树民 史金祥 史树德

史珍祥 史铁军 史拴祥

申晋平 韩海兵 韩书安

韩根子 韩怀松韩月琴



囤交凶督姑萁j
j
W楫



匦忙求吆噢萁j
j
1
1

楫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I址

¨、

-I；
，
rI，

。!’

上
4芏

[

中共韩北村党支部成员(2001

党支部村委会成员(2002

-f。▲4

圣事t笺釜兰二蔷=· 。+’‘‘，一01●■二Eo
新建韩北小学



韩国栋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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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皿磁

心月照故乡

——《韩北村志>序

程高翔

从16岁告别故乡，至今整整30年了。故乡的一

切对我来说已是那么遥远，然而，“羁鸟恋旧妹，池鱼

思故渊。”故乡的情思却总是在我的心头萦绕。犹如陈

酿老酒的乡情，离乡背井愈久，反而愈加浓郁芳香。

我的故乡韩北村在武乡东部的牛山岭下。这里风

景秀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英才辈出。勤劳节俭、纯

朴善良的韩北人，世世代代在这片热土上辛勤耕耘，

繁衍生息。宋代这里出过一个三朝元老十年为相的韩

琦，清朝这里走出一位名驰凼燕的奇才史珥。抗日战

争时期，这里是太行第三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o 1941

年1月，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陈赓旅长在这里指

挥了著名的韩北突围战，三八六旅政治部主任苏精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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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在这里血染黄沙，永埋忠骨。韩北人民与子弟兵

生死与共，参军参战，为革命献出了所能献出的一

切。劳动模范王海成、抗战功臣韩国栋都是当年名扬

边区的英雄人物。彰前昭后，功不可没，在太行革命根

据地史上，韩北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韩北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故乡人民

在党的领导下，发扬艰苦各斗的光荣革命传统，自强

不息，埋头苦干，开拓创新，治穷治愚，“人们在明媚的

阳光下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一代一代的

韩北人，艰苦创业，建设家乡，韩北村正在遥步摆脱贫

困，走向小康。

韩北村是大村，韩北人是好人。韩北的历史和现

实，都是韩北儿女用血和汗浇灌出来的果实。(韩北村

志》以翔实可靠的史料、生动精炼的文笔，纵贯古今，

横列百科，详细介绍了韩北的山川河流，风土习俗，全

方位、多层次地反映了村史村情，真实地记载了韩北

村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前扑后继百折不挠的套斗历

程。韩北村党支部、村委会的带头人，站在时代的高

度，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想方设法筹措经费，办了这样

一件好事，可以说功德无量，令人感佩。身残志坚的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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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琴老师，以对家乡的拳拳挚爱，霄衣旰食，呕心沥

血，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病苦，为写书付出了辛勤的

劳动，受到了父老乡亲们的普遍赞扬。许多在外工作

的韩北人，以对家乡的依依眷恋，有的提供资料，有的

慷慨解囊，有的来信鼓励，为煽印《韩北村志>竭尽所

能。鉴古知今，可以为师。《韩北村志》这本难得的乡土

教材，充分体现了韩北男女老少集体的意志和智慧，

对于青年一代学习前辈事迹，继承光荣传统，培养热

爱家乡、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操，继往开来建设美好家

园，无疑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希望《韩北村志》能

够成为韩北人家的传世之宝，供子孙后代永远借鉴。

在《韩北村志>付梓之际，村干部们热情地邀我为

该书作序。“风物总是家乡好，牛背阴暗入面来”。我生

在韩北，长在韩北，对家乡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情，深

感义不容辞，故欣然为之，以表达对故乡的无比热爱

和美好的祝愿。

2001年11月18日于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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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韩北村位于武乡县城30公里处的东部山区，村

子原名“通化乡”，北魏时韩氏从河南南阳(今修武附

近)迁来后改为“韩壁”(建国后，为书写方便，将“壁”

字改为现用的“北”)，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

韩北村现有308户人家，1200口人，人民公社化

后至今是韩北乡政府的所在地，是本乡政治文化、商

务活动的中心。

村子座北朝南，背靠土丘。大街属东西走向，两头

高，中间低，呈“扁担形”。村子正中的南面是三面临沟

只有一条土吊桥相连的“南寨”圪咀。北街和赵家街这

两条平行街垂直于大街向北延伸。整个村庄的建筑分

布“状若飞鸟”，因此有“凤凰双展翅”的美称。

韩北村东与土河坪、斗底毗邻，西与前、后沟接

壤，北与庄底、马岚头土地相参，南与内顷地界相连。

总面积约5．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700余亩，属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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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地带。境内东西长，南北短，三面临沟。村子置于

由东牛山岭延伸下来的高圪梁上。年平均气温8℃左

右，无霜期只有140多天，年降水量500至570毫米，

属武乡县凉温、半湿润干旱地区。

韩北村土地肥沃，宜林、宜牧面积十分广阔，村中

大部良田分布在村东牛山岭脚下，所以有“韩北地途

远，来回跑十里”之说。村民世代以种庄稼为生，农作

物以玉米、谷子、小麦、大豆为主，间种糜黍、养麦、大

麻、小麻、山药蛋。近年来，增加了“小果园”面积，扩大

了油料、蔬菜面积，新增了西瓜、花生、油葵、油菜的种

植；特别是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在国家退耕还林、还牧

优惠政策的鼓舞下，村民植树造林、种草养牧的积极

性很大，以户为单位，新的产业结构已基本形成，农、

林、牧生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韩北村地下矿产资源丰富，村东的东江沟、村南

的寨江沟有优质铁矿：村西的西江沟、楼后沟有丰富

的15#煤层。宋、元时期村民已开始挖煤；明、清两代

已有人采矿；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村中

大力发展采矿业，先后建成设计能力为年产3万吨的

两座煤矿，使煤炭生产成为本村的支柱产业。

韩北村历史上有两大难，即“行路难，吃水难”。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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