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匾

盛世修志是历史的必然。古人说：“读史可以知兴替。历史的经验。倘若拒不借鉴，

兴也难；历史的教训，如果拒不汲取，衰也易!”

鉴于这种观念，我认为一定要把郑庄村志修好。2004年3月26日，在郑庄村两委的

领导下，组织成立了村志编纂委员会，众议决定：村志的编纂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

以具有特色社会主义新村志的方针和内容为准则，要薄古厚今、资料翔实、扬善抑恶。编

纂过程分三个阶段，一是重点学习修志理论，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二是通过宣传、

入户采访、座谈、搜集口碑、文物、查阅档案资料；三是写出长编、完成初稿、众手合成、

定稿出版。

郑庄村志内容浩瀚，涉及天文地理、建置隶属、村庄建设、风土人情、教体文卫、党

派社团、治安调解；时间跨越六百多年，空间横布3．75平方公里，涵盖户数近千家，人

数约三千；事关全村行政百科，工作纷纭复杂，任务艰巨。所以要想把几百年来村中所历

经的巨细史实，搜罗归拢，创编出一部逻辑合理、篇章节目齐备的志书，实非易事；因此

必须有坚强的学习毅力，有为郑庄群众当孺子牛的忘我精神，才能写好这部史志。

郑庄村志的编写。首先要感谢张泽善老师。他带领全体编纂人员，调查研究，笔耕不

≮弋



辍，废寝忘食，一丝不苟，先后搜集口碑及各类档案资料60余万字，发掘出土青铜器等

文物十数件，走访300户，召开座谈会26次，屡经字字推敲，句句斟酌，终于在2006年

底编纂出版。志书装帧精美，图文并茂，是一部村级难得的百科全书。它的出版为青岛市

和李沧区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为郑庄村存史资政育人留下了一份宝贵教材，可喜可贺!

综览全书，观点明确、资料翔实、归类得当、志记为主、文笔朴实、言简意赅；记述

内容颇富经验借鉴性、教训戒勉性、百科常识性、阅读趣味性、收藏价值性。故而自认是

一部反映郑庄从历史到现在的社会制度变革、农业兴衰迁化、工商传承发展、经济体制强

弱组合转型、人丁繁衍、文化昌盛，生活由贫到富、户籍由农村转为城市等内容丰富的志书。

它的出版为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郑庄人历来的工作经验和挫折教训，暗示并激

励着我等今人，追远慎终，站高望远、开拓前进，永不懈怠!

读过此书，令我感动，付梓期间，蒙大家抬爱，委我作序，备觉不安，唯恐对郑庄人

的勤奋所获成绩，挂一漏万，所得经验教训，疏而不周。无奈还是先做学生，尽心阅读领

会书的精神实质，继而置喙上文，作为我对郑庄村志的读后感或评价，藉此存史资政，教

育来者。郑庄人民是鉴定衡量村志质量的唯一标准。

愿《郑庄村志》能够成为广大读者了解认识、研究、开发、发展郑庄的良师益友，也

诚挚欢迎海内外各界朋友来郑庄观光、投资、开发、建设，使其成为一个更加繁荣，更加

富饶，更加文明和谐的新社区。

是为序。

郑庄社区党委书记
郑庄社区居委会主任
青岛郑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6年12月

和勿



凡 例

1、郑庄村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实事

求是精神进行编纂的一部特色社会主义新志书。

2、本志断限：自明初建村年代至2006年。

5、本志空间范围：以现在村界为准。

4、本志章法结构：设郑庄概述于卷首，总说村情；余设篇、章、

节、目四个层次，其间措置，以内容需要而定；大事记为编年体；

其余归类于篇。均采用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的记述。附录例外。

5、文体以志为主，记、传、录并用，图、表穿插其中。

6、所涉及的名词称谓运用时制惯例。文字—律用规范化简体字。计

量单位以国家公布的规范标准为主。起止符号用“～’’。通过表述

记载，体现观点，反映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7、本志采用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年，夹注汉字历史纪年。记述时，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解放前”或旧时称谓，建国后则用解放后

称谓。抗日战争时期直述“抗日”。对顺序号和不确数字等均用汉

字数码记述。

8、本志表格所用阿拉伯数据，都以档案数据、年鉴、村级会

统人员统计，并经区级以上政府批准。

9、本志坚持扬善抑恶原则，凡涉及对本村有突出贡献的人物，

均予系事立传、简介，并按生卒先后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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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郑庄村位于青岛市李沧区东部(东经 1958年，炮击金门三等功获得者、海

120。26’，北纬36。10’)，处于进崂山风 军东海舰队首届功臣吕继发，1967年受到

景区的中线主干道中段，九水东路北侧， 毛主席及周总理的接见，给郑庄人带来无

为李沧区九水路街道办事处驻地。东、南 尚光荣。

临崂山区边缘双峰山、青龙山；北依佛耳 解放后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吕可乐、吕

崖；西邻侯家庄，襟青银高速公路青岛段； 继华为郑庄农工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

李村河东西贯村南。总面积3．75平方公里。 础。

地貌属丘陵平坳缓冲地带，南北山岭起伏， 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吕可英，为党的教

东西沟坎横穿，中部凹凸不平，其间有局 育事业兢兢业业，呕心沥血，教书育人，

部平地，整体自东向西倾斜。自然环境属 桃李满天下，为郑庄人作出了表率。

北温带季风性大陆气候，冬无严寒，夏无 全国乡镇企业家、山东省劳动模范、

酷暑，春凉秋爽，四季分明。适于人居好 经济师、郑庄党委书记徐修太同志，遵

地方。 循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农村的宗旨，

相传郑、孟二氏在此立村，始称郑疃， 2000年完成了郑庄由农业生产到二、三产

明清逐渐形成以吕、徐、段、郝、周为主 业的转型，实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愿望，

的多姓村，1940年改称“郑庄”。2005年 完成了由农村转为城镇户口的过渡。短短

全村有1012户，2493人。1974年出土青 几年使郑庄村由固定资产不足百万的旧村，

铜器戈，鉴定为春秋时期的兵器，据此认 到2003年一举突破亿元大关，逞雄山东百

为村域历属秦之胶东郡不其县，汉属仍之， 强，受到群众拥戴。

晋改属长广郡，隋建即墨，经唐、宋、元、明、 主管经济工作的郑庄村党委副书记吕

清，郑庄属之不变，以后属青岛市至今。 可忠，积极加强村属企业管理，使郑庄实

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环境幽雅， 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蒸蒸日上，连续六

风物宜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 年被青岛市评为“重合同守信用单位”，本

百年。 人也荣获李沧区劳动模范称号。

千百年来，沧桑巨变，朝代更替。德、 郑庄人才备出，各领风骚，为郑庄村

日侵占时期，人们备受蹂躏，民不聊生。 人民争得了荣誉。

时势造英雄，每当历史转折，郑庄有识之 二．农业生产，群众命脉。革故鼎新，

士，或挺身而起投笔从戎，疆场杀敌，保 日臻繁荣。

家卫国；或置身工商、文教，兴村富民。 郑庄人，勤劳质朴，自古日出而作，

他们的功迹为郑庄增辉，彪炳千秋。 日落而息，然而在那漫长的旧社会，历尽

明万历已酉，武举周鸿谟官至京城内 艰辛坎坷，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穷困生

外巡捕副总兵右军都督府佥事，防倭寇御 活。

外侮，保卫大明，立下赫赫战功。 1949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吕劝显、吕勋显 郑庄获得解放，同年。土改。试点，翌年

为抗日斗争及党的工作出了重大贡献。剧 “土改”，人民翻身当家作主。1952年，村

作家吕瑞明，为继承发扬京剧艺术，潜心 民吕可爱在自愿互利的前提下，成立第一

编著。 个农业生产互助组，1956年，郑庄成立高 ．／、’
． 、

j

3、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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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成立人民公

社，1970年后，开展农业“学大寨”等活

动，全村整地改土600亩，改善了土壤结构，

1976年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村党政

组织得到全面恢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全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82年，

郑庄根据中央农村工作政策，全面完成了

土地承包责任制，取消了生产队，村民生

活逐步提高。通过改革开放，人们接受了

新事物，开阔了眼界，理清了思路，寻找

发家致富门路，有的开商店，有的搞运输。

1999年，全村出现个体工商业户196家，

收入更加可观，2000年土地承包合同15年

到期，建起了工业园，顺利地跨入二、三

产业进程。

三．i一．i=产业。如象棋棋子中的“车”一’ ’ ， _●柙习、I兀I兀J I HJ T

那样勇往直前，“马”那样日新月异。“炮”

那样跨越式发展。

郑庄第二产业，始于1963年在村东建

立生产队联合窑厂，后搬迁到郑庄村河南

岸，1970年后，陆续建起修配厂、予制构

件厂，木器厂。1991年郑庄经济上了新台

阶。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其后二产的发

展更快更好，仓储服务部、中联塑钢门窗厂、

琴星自行车厂相继建成。1992年，郑庄于

村南双峰山下建成占地30亩、20000平方

米的厂房，引进郑庄第一家美资，青岛罗

福特钢管有限公司。1994年，成立郑庄实

业总公司，连续六年获AA级资质企业称

号，呈现象棋子中的“车”那样勇往直前。

2000年郑庄始建“山东省华侨华人青

岛创业园”，实现了路通、水通、电通、话通、

网通，达到硬化、绿化、亮化，形成一个

融治安、卫生、服务为一体的高标准高层

次的村级工业园。栽了梧桐树，引进凤凰

来，至2005年，先后有中、日、韩、美等

18家内外资企业进驻，为村集体增加了收

4

入。

改革开放后开办了饭店、综合商店、

加油站、加气站、房地产公司、建筑公司、

仓储公司、煤炭公司、车队等服务行业。

至2005年沿街建起理发、饮食、维修、药店、

土产．、网吧、超市等100余个服务性店铺，

实现了像“炮”那样跨越式发展，极大地

方便了社区居民的生活。

郑庄村建筑公司自建成以后，不断扩

大规模，到2005年企业资质等级进入国家

三级；至2005年共建居民楼29座，能容

纳1300户居民，改善村民住房条件。

郑庄自1997～1999年，先后改制村

级企业10家，在广泛征求群众及党员意见

的基础上，采取“租壳卖瓤”、“溢价出让”

的办法，实行不动产租赁，动产出售买断

等措施，达到了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

2005年7月6日，郑庄实业公司改制为股

份有限公司，如象棋走“马竹那样日新月异。

四．教体文卫。蓬勃发展；精神文明。

大放光彩。艺苑百花齐放。旧貌万象更颜。

郑庄小学始建于1930年。1953年郑庄、

苏家、庄子三村联合兴办郑庄小学，1975

年，郑庄村建起自己的小学。1997年投资

400万元，建成达市级规范标准的新郑庄小

学，郑庄村多次被李沧区评为“尊师重教

先进单位”l 1951年，郑庄成立民校，教

村民识字、学文化，基本上扫除了文盲，

1958年，成立了幼儿园，后搬迁数次，到

1998年，新幼儿园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

建筑面积700平方米，活动场地2438平方

米。幼儿入园率100％1 2004年，被市评为

“青岛市城区一类幼儿园”。

1950年，郑庄成立第一个篮球队。

1989～2006年郑庄村连续举办了17届运

动会，活跃村民文体生活；1999年，在原

村委办公楼成立了郑庄老年活动中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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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各种供老年人娱乐活动的器材。郑庄村 2005年，建商品楼29座，别墅楼32幢村

历届体育运动会，老年人也踊跃报名参加， 民入住楼房318户；2006年，人均居住面

并取得可喜成绩；1952～2005年，村里成 积达30平方米，居住条件一步一层天。

立了业余剧团，编排京剧民兵舞，先后成 郑庄人的出行，由解放前的徒步，到

立了锣鼓队、秧歌队、太极拳队、太极剑队。 2006年全村拥有各种机动车806辆。村级
1996钲．府青郑庠柑右绻由未III苇日幺日 白 谱赂仝部立珈衙伽 缛仙 直仙

案室，为村各项事业的存史，资政，积累

了丰富资料。

1959年，郑庄、苏家联合办起村级

卫生室。1964年郑庄独立开办了卫生室；

2005年，全村共有个体诊所3个，做到村

民小病不出村，大病不误诊，初步解决了

群众看病难问题。全村人均寿命从1949年

的40岁，提高到2005年的73．4岁。

五．共产党领导从头收拾旧山河，老

百姓讴歌特色社会主义好。

中共地方组织建设，由1938年郑庄

有党员开始，历经60多年风雨，村党组织

先后更迭七次，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

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至2005年，有党员125名。他们在各个部

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郑庄人的衣着，由旧社会的破衣烂衫、

半糠半菜到服饰新颖，饮食更加丰富多彩。

现在人们生活不仅满足于数量，而且追求

质量。

郑庄人的住房，由解放前的户均三间

土房，居住面积平均5平方米；到20世纪

70年代人均4间砖瓦结构、玻璃门窗房，

90年代全村建“将军”二层楼房63座；

上冰箱、洗衣机。33％的户拥有电脑。

郑庄人的集体福利。1981年，村里向

退休居民每月发放养老金10元。1997年，

增至50元。1999年9月起对村民实行了社

会统筹养老保险制度。同年为全村1 108名

村民办了养老保险。同年对考入大学学生

的补助，对入幼儿园儿童每月的补贴；对

服兵役人员每年每人的补贴，对特困户每

人每月的补助。2005年人均收入7078元。

2006年，郑庄村为1512名村民办理了医疗

保险；郑庄人扶贫挤危、乐善好施。1997

～2006年，连续多年向贵州、长江灾区捐

衣物共计20000余件，捐款9万余元。

郑庄人见义勇为，蔚成风气。1985年，

9号台风，李村河水上涨，9名村民被冲淹，

吕国辉等冒险救出6人，3人遇不幸。2000

年，双峰山起火，在治保主任吕敏带领下，

党员村民争先恐后，与民兵及时扑灭大火，

保住了集体林木。见义勇为行动极受群众

崇敬。建国57年来，郑庄人在党基层组织

与行政机构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同甘共苦，

荣辱与共，在不平凡的历程中，初步达到

农村城镇化的小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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