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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戴家庄

第一章概况

第一节地理位置

戴家庄地处北纬36。477，东经119。56’，位于平度市城区。村东紧依纵贯城区的常州路，东

北、东南与姜家疃、后巷子相邻，西靠西关中学，南接市事务局住宅楼和李园办事处住宅楼，北

至花园村，全村总面积0．32平方公里。

村内的街道人常州路和南京路，出村路和主街道全部硬化。街区交通便利。南京路穿村而

过，村庄周围商业网点星罗棋布。

第二节村名由来

明初韩姓至此立村，取名韩家庄；后戴徇轩由河南迁居东关，约明朝末年，其次子戴当道由

东关迁入韩家庄，久住之后，戴姓繁衍开来，戴姓比韩姓多，遂改名戴家庄。

第三节隶属沿革

戴家庄在清代康熙五年(1666)属太公乡。民国二十年(1931)属平度县一区。民国二十四

年(1935)属平度县--N永清镇。1938年1月属平度县一区。1943年1月属平北县蟠桃区。1953

年属平北县一区。1956年3月属平度县豹竹区。1958年2月属平度县蟠桃乡。1958年9月属

平度县红旗人民公社。1962年4月属平度县蟠桃人民公社。1976年1月属平度县城关人民公

社。1995年1月属平度市李园街道办事处。、

，第二章地理

第一节地形植被

地形 戴家庄村在李园街道的东南部。所处的地带是平原，地势大体北高南低。

植被戴家庄村在道路两旁植有槐树、白果、法国梧桐树等，村庄的覆盖率为20％。村

内有棵银杏(白果树)，近100年生。树高21．5米，干高8米，胸围1．92米，冠幅1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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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土地资源

土地资源戴家庄村土地总面积0．32平方公里，折合32公顷。2004年统计，可利用耕地

6公顷，占利用土地总面积的18．75％；居民点用地18．34公顷，占利用土地总面积的57．

31％；厂房用地0．2公顷，占利用土地总面积的0．62％；交通用地3．03公顷，占利用土地总面

积的9．46％；水域用地0．1公顷，占利用土地总面积的0．31％。

土地征用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平度市直部门先后征用戴家庄村土地近6公顷，

修建和拓宽了柏油路等。至2004年，戴家庄村的原有土地基本改变了用途。

土地增加 2002年，该村在李园工业园征用土地2．67公顷，投资50万元。

第三节水文

地表水戴象庄村的地表水是大气降水。雨雪降水部分蒸发、部分径流入河流和坑洼，城

内荷花湾就是径流的汇聚处。

地下水戴家庄村的地下水，主要是从淤积平原潜水含水层或地质基岩的裂隙中渗入井

中，水源接受雨水和河流的补给，不易枯竭，水位保持约6米。水质良好。至2004年共有机井

4眼。

第四节人 口

人口繁衍清末民初戴家庄村居民共有3姓。分述如下：

韩姓 明朝初年迁居戴家庄，为戴家庄村的占山户。

戴姓据《戴氏族谱》记载，戴氏原籍河南汝宁人于元朝时到平度做官，久住之后他的后代

定居平度城。清朝初年戴当道迁入戴家庄，繁衍开来，成为这个村的主姓。

吴姓清朝末年九世光泰、光溪兄弟二人从城关街道下李园村迁入戴家庄。

戴姓渊源戴姓的来源有三：一是春秋时代的宋国，距今有2500多年历史。周武王灭了商

朝之后，把殷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封往河南商丘，建立宋国。宋国国君下传一代又一代，传到宋戴

王，在位34年，后有宋武王继位。据史料i己载，戴氏的得姓，是从宋戴公的儿子宋子文开始的。

戴姓是商王朝的后裔，原本姓子，相传皇帝的曾孙帝喾的妃子简狄，怀孕生下契，契帮助尧治水

有功，尧帝赐他一个子姓，所以戴姓的老祖宗可以追溯到轩辕皇帝，这是戴姓的主要来源。二是

来自姬姓，周朝有个同姓诸侯小国一一戴国。它位于如今河南民权和兰考一带，后来被郑国兼
并，戴国国君的子孙为了不忘先祖，以国号戴作为姓氏。三是有殷改姓为戴的，殷的字义为盛，

戴字也有增益的意思，二字字义相近，有一部分殷氏后来改用戴为姓。

人口发展戴家庄村明朝初期以自然村落的形式存在，始有人口仅几十人．后经代代繁衍

和外来人员的不断迁入，人口逐渐增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村内人口发展较快，人口逐渐增多。19，19～2004年55年问，人口

增加l—lo人。其中，195()～1960年，人口增加20人。1961～1971年间．人口增加29人。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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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82年，人增增加24人。1983～1993年问，人口增加65人。1994-一2004年间，人口增加29

人。2004年统计，全村115户，297人，其中，男136人、女161人，男女比例男性低于女性。

戴家庄村历年人口发展统计一览表

含 表1一l(1949～2004年)

年份 总人口 男 女 年份 总人口 男 女

1949 157 75 82 1977 218 97 121

1950 155 73 82 1978 224 99 125

1951 159 77 82 1979 228 100 128

1952 161 78 83 1980 230 101 129

1953 167 80 87 1981 230 102 128

1954 171 80 91 1982 231 103 128

1955 166 78 88 1983 231 107 124

1956 167 80 87 1984 232 106 126

1957 166 79 87 1985 229 105 124

1958 171 81 90 1986 232 107 125

1959 175 81 94 1987 241 110 131

1960 177 82 95 1988 240 110 130

1961 178 83 95 1989 245 113 132

1962 176 85 91 1990 247 113 134

1．963 188 89 99 1991 264 122 142

1964 193 91 102 1992 298 137 16l

1965 189 92 97 1993 297 137 160

1966 197 95 102 1994 268 120 148

1967 195 93 102 1995 262 119 143

1968 197 93 104 1996 260 118 142

1969 205 97 108 1997 277 124 153

1970 205 97 108 1998 277 123 154

1971 207 100 107 1999 283 126 157

1972 201 97 104 2000 281 126 155

1973 211 102 109 2001 285 137 148

1974 214 103 111 2002 288 134 154

1975 222 103 119 2003 285 135 150

1976 216 98 118 2004 297 136 161

姓氏构成 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I=1普查。戴姓142人，韩姓8人，吴姓13人。2004年统

汁戴姓136人，韩姓5人，吴姓“人。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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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构成 该村1949年以前，村里没有小学，极少数人读私塾。1949年以后，逐步普及了

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2004年统计，6周岁以上人口37人，占总人数12．54％。高中以上文化

60人，占总人数20．34％。初中文化99人，占总人数33．56％。小学文化81人，占总人数

27．46％。文盲、半文盲18人，占总人数6．10％。

计划生育 自1971年开始，贯彻“晚、稀、少”的原则，要求“一对夫妻一对孩”。为此，大队

根据上级的指示，制定了一系列规定：计划生育中的流产、结扎、治疗费用全部由村集体报销，

工分照记。1982年由工分改为现金补助。1979年，计划生育实行“一对夫妻一个孩”的时期，政

府发给“独生子女优待证”。

戴家庄村的计划生育工作，自1983年开始设计生大队长，由管委会主任戴锡铭兼任计生

大队长。1987年，计生大队长改称计生主任。由党支部委员官秀真兼任计生主任。

第三章经济

第一节 农 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戴家庄村土地属私有制，一家一户的分散耕种。1949年共有耕

地17．2公顷，土地改革后，戴家庄村土地总面积23．5公顷，其中农田17．2公顷。人均0．103

公顷，主要粮食作物地瓜、小麦、玉米、花生、大豆，粮食平均每公顷产3195公斤。

互助合作 1954年，相继组成了互助组4个，人组者32户，占全村总户数的84．2％。互助

组

生

。。—-

公

60

村一，

调家

人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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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农业税800元。储备粮1000公斤。其他用粮1687公斤。

家庭联产承包1981年后，戴家庄大队实行了联产到组，统一安排农业生产计划，分组经

营核算，联产计酬、奖惩到组。1986年实行“两田制”(口粮田、责任田)，取消工分制，牲畜及小

型农具作价归户所有。1999年根据中央政策应进行土地延包，由于戴家庄仅有9．33公顷耕

地，根据市委市政府的总体规划要求，没有进行土地延包。2002年，根据中央政策将“三提五

统”改为税费制，全村计税面积6．2公顷，每公顷常年产量8490公斤。

结构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村民依然是传统种植，一年两熟的夏玉米和冬小

麦。两季每公顷产2400公斤。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全村搞了季节性的菜地，到1983

年全村种植韭菜0．6公顷。菜地占种植面积地的29．7％。1986年后，由于城区规划建设占用

了大部分土地，第一产业萎缩。至2004年村可耕地减少到1．33公顷，农业生产已经不占主要

地位，全村大部分转向二、三产业。

粮食产量 1956～1960年，5年问粮食平均亩产218公斤；1961～1965年，5年间粮食平

均亩产225公斤；1966～1970年，5年问粮食平均亩产296公斤；1971一-'1975年，5年间粮食平

均亩产428公斤；1976～1980年，5年问粮食平均亩产592．5公斤。25年间粮食亩产最高年份

是1977年，粮食亩产658公斤，总产95．2吨。1982年开始分组经营核算，至2003年全村耕地

仅余1．33公顷薄田。粮食亩产378公斤，总产8吨。

农业机械化戴家庄村村民延续几百年使用的农具是锄、镰、锨、镢、犁、耙、耧、木轮车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用上了比较先进的农机具，减轻了体力劳动，提高了劳动效率。至

1981年机械总动力发展到117千瓦，计有25型拖拉机2部，12型拖拉机1部，农业用水泵8

台，喷灌机2台，磨面机1台，碾米机1台，粉碎机2台等。在耕作、播种、灌溉、脱粒、运输、防虫

害和饲料加工等方面，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由于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实行科学种田，

促进了种植业的发展，提高了产量，增加了收入。1980年与1962年相比，粮食亩产提高371公

斤．

财务管理1956年始，戴家庄村的财务由高级社管理，1962年在村政机构中增设会计兼

文书1人，以处理日常村务。

村文书更迭1962"-"1998年戴锡铭；1983～1984年姜秋花；1984～1987年姜宜元；1987

～1997年戴礼兴；1997"-2004年戴朝霞。

1962年该村成为独立核算生产大队，是年公共积累总值1030元，到1980年公共积累总

值10．65万元。1996年公共积累总值达180万元。到1998年公共积累总值达1300万元，2004

年公共积累总值达1500万元。

第二节副业

副业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特定阶段的产物，准确地说，自

1956年农业合作化至1978年人民公社后期．这期间大型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农业生产高度

集中，主要生产用于土地耕作与粮棉种植。此外，为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服务的其他行业，如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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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组、木业组、泥瓦工、缝纫、理发、维修、磨坊、粉坊、油坊、豆腐坊等等，统称副业。1978年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打破了人民公社高度统一的生产方式，实行土地

联彦承包责任制，除农业以外的所谓副业，各按行业系统有规模地发展起来，便成为村办企业、

个体企业以及各种形式的服务行业和个体专业户，总称：。多种经营”。20世纪90年代末期，总

名日：“第三产业”。副业一词的概念已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1965年始发展集体副业，建起占地3200平方米的青砖窑厂。1966年，集体购置磨面机，开

设磨坊，从业人员3人，年收入4000余元。1975年建立了奶牛厂，养奶牛23头。1985年建羽

毛厂，占地3200平方米，于1987年，羽毛厂转产彩色家具厂。1988年建立第二彩色家具厂。

1989年建立化工厂，至1990年共有企业3家，集体收入3万元。

自1991年到1994年，个体私营企业发展有板式彩色家具厂、城关红光化工厂、机械部件

修配厂、石墨制品厂、建筑工程队等5家，利润总额61162元。自1995年到2004年通过招商引

资，企业增至14家，工业总产值达1245万元。

第三节商贸

个体经营戴家庄村地处城区，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部分人开始从事小本生意。1978

年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个体商户迅速发展，至2004年，经营服装者17户，五金杂品

者4户，烟酒糖茶者5户，饮食服务者9户，客运小汽车者2户。他们参与了市场竞争，营业相

当兴旺。

市场 1997年4月，村投资56万元建立南京路市场，设门市房54间，第三产业迅猛发

展。至2003年，上缴税金185．9万元。2004年统计，本村街区内共有个体私营商家139家。该

村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市排序第12位。

第四节饮食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戴家庄村经营豆腐、凉粉的几家业户，没有开店铺的，采取沿街

叫卖的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戴家庄村的饮食业缓慢发展，从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饮食服务行业迅速兴起。

戴家庄饭店 始建于1984年，是戴家庄村开办的唯一一家集体饭店。位于常州路西侧，占

地0．21公顷，房屋54间，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经理戴普中，有职工15名。1996年，饭店由

集体经营改为私营企业，由个人乘包，每年向村里交承包费2100元。20世纪90年代，戴家庄

村对村庄进行改造，经改造建立了10余家饭店，到2004年，全村有大小饭店、酒店21家。

第四章村政

第一节党组织

党员发展 1 947年9月，由蟠桃区党组织发展了戴锡孟、戴宝鼎、戴锡古、孙秀荣4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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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国共产党，是村里最早的4名中共党员。12月建立中共戴家庄村支部，受蟠桃区党组织领

导。1949年党员发展到8名，1966年发展到10名，1985年发展到12名。

2004年12月，中共戴家庄村支部委员会党员有戴宝鼎(1947)、戴锡海(1949)、戴锡铭

(1957)、戴锡仁(1958)、崔永芳(1971)、官秀真(1973)、戴锡金(1976)、马吉星(1976)，蔡学云

(1979)、戴锡洲(1983)、吴振生(1984)、戴振德(1993)、戴新光(1993)、付克升(1993)孙启发

(1994)、戴朝霞(1995)、崔晓光(1995)、王延海(1995)、戴淑芳(1999)、戴振泉(2001)、戴振利

(2001)、马淑娥(2001)、戴振蕾(2003)、戴愉美(2003)共24名。其中，女党员5名。

工作任务 党组织发动和组织村民进行土地改革，组织村民成立互助组、初级社、加入高

级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走集体化道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村党组织认真贯彻联产承包

责任制，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根据形势需要，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增加了经济收入。

1999年以来，戴家庄村两委一班人根据本村的区位优势，不断的发展壮大第三产业，走以

地生财、以财生财的路子，抓住机遇进行旧城改造。

中共戴家庄村支部委员会成员更迭 1947,--,1953年书记戴锡孟，委员戴锡古、孙秀荣；

1953～1958年书记戴宝鼎，委员戴锡孟、孙秀荣；1958～1961年书记戴锡庆，委员戴锡铭、戴锡

海；1961～1996年书记戴宝鼎，委员戴锡奎(1983年离)、戴锡海(1983年离)、戴锡铭(1984～

1986)、姜宜远(1984～1986)、吴振生(1987任)、官秀真(1987年任)、戴振德(1993～1996)。

1997"--2004年书记戴振德，委员吴振生、官秀真(2004年12月离)、戴朝霞(2004年12月任)。

第二节村政权

旧政权戴家庄村在清末属太公乡，村政无机构，只有村会首。民国时，村内分设间，每闾

设闻长1人，元办事机构。1940年后，日伪改行保甲制，全村1个保，设保公所，有保长1人，办

事员3人。其主要任务是收缴钱粮，干预讼事，管理户口，征派服役，抽壮丁。

人民政权 1945年12月，在村党组织领导下，戴家庄村公所成立，选举产生了村长戴宝

珍。1950年8月，改称村政府。村政府设民政调解、治保、财粮、文教等委员。1956年春，里半

庄、花园、府君庙、山前、小庄子、戴家庄、白果园、北于家庄8村成立了联村乐丰合作社，设乡长

和主任；1958年9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成立，该村列为生产大队，设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

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队革委替代了大队管委，设革命委员会主任；1978年5月，恢复

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设生产大队长，由戴锡海任职。1984年撤销生产大队，仍为行政村，设村

民委员会，村委主任由戴锡铭任职。．1999年始村委会实行直选，吴振生当选为村委主任。

戴家庄村行政负责人更迭 1945--"1947年村长戴宝珍；1947 1947年村长戴锡三；1947

～1956年社长(村长)戴锡古；1956"-1958年大队长(社长)戴宝鼎；1958～1967年大队长戴锡

海；1967～1968年革委会主任戴锡基；1968"-1978年革委会主任戴宝鼎；1978"-1982年大队

长戴锡海；1982～1984年大队长戴锡铭；第一届村民委员会(1984～1986)主任戴锡铭，委员姜

宜远；第二届村民委员会(1987～1989)主任吴振生，委员戴锡洲；第三届村民委员会(1990---,

1992)主任吴振生，委员戴锡洲；第四届村民委员会(1993"1995)主任吴振生，委员官秀真、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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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洲；第五届村民委员会(1996’--1998)主任吴振生，委员戴朝霞、戴振泉；第六届村民委员会

(1999"--2001)主任吴振生，委员戴朝霞、戴振泉。第七届村民委员会(20024--2004)主任吴振生，

委员戴朝霞、戴振泉；第八届村民委员会(2004～ )主任吴振生，委员戴朝霞、戴振泉。

第三节群众团体’

农民协会 (简称“农救会”)1945年10月，戴家庄村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农会主任戴宝

珍。参加协会对象贫农、下中农和部分中农。农会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团结广大农民，在开展借

粮、征粮、减租减息，尤其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农会协助村政组织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1954年6月撤销农民协会组织。

贫下中农协会1964年1月，全村有贫农31户，大队成立贫下中农协会，戴宝东任贫协主

任。“文化大革命”期间，有贫下中农协会派出代表管理学校。1979年10月撤销。

青少年组织 中共平北县蟠桃区委工作组在戴家庄村培养发展了戴宝鼎等人为新民主主

义青年团团员，建立团支部，书记戴宝鼎。1957年5月，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戴家庄村

支部。至2004年，有团员17人。

戴家庄村建团以来，共青团员发挥了党的助手作用，积极参加党号召的各项活动。戴家庄

村的团支部于1997年至2003年连续7年被共青团平度市委授予先进团支部。

团支部书记更迭1948～1961年戴宝鼎(兼)；1961～1964年戴秀芳；1965～1968年戴

振胜；1968～1970年戴修礼；1970"-1973年戴锡金；1973----1976年戴建华；1976～1990年戴礼

兴；199042004年戴朝霞。

妇女组织1955年成立妇女联合会，戴家庄村的妇女在妇代会的带领下，接受党的教育，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半边天作用。妇代会于1964年被蟠桃人民公社评为先进妇代会，

1996年荣获青岛市先进妇代会。

妇代会主任(会长)更迭1955～1960年矫美芳；1961"--1975年张齐正；1976"'2004年官

秀真。

第四节兵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时期实行征兵制，规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缓

征”。1933年(民国22年)，国民政府颁布《兵役法》。1936年国民政府颁布《征兵令》。1954年，

实行“志愿兵”制，是年戴亚国入伍。1955年7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后，实行义务兵

役制。至2004年全村应征人伍23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戴锡屿(1942)、戴锡奎(1945)、戴锡增、戴锡孟、戴锡平、戴锡显

(1947)、戴锡智、戴锡尚、戴锡祥(1948)等9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义务兵役制以来，先后有戴亚国(1954)、戴锡胜(1964)、戴锡

军(1968)、戴锡金(1973)、戴振洲(1974)、戴振兴、戴锡晓(1976)、蔡学云、戴振辉、戴礼荣

(1977)、戴振全(1980)、戴新光(1990)、戴鹏(1999)、戴大会(2002)等14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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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生产队设民兵排，实行军事化管理。2001年至2003年连续被平度市人民武装部授予先进

民兵连荣誉称号。

民兵连长(队长)更迭1953"-'1961年戴宝鼎；1962～1965年戴锡奎；1965～1968年戴锡

仁；1968"--1997年戴锡洲；1998～2004年戴振泉。

第五章文化

第一节 图书 报刊

图 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戴家庄村图书均为个人收藏，多系武侠小说，亲朋姑舅间

相赠(借)阅，数量极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村里购买了上级下发的少量图书。20世纪80

年代以来，根据上级指示，建立村图书室，至2004年村图书室藏书3000册。

报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戴家庄村未订阅报刊，20世纪50至70年代，只订《大

众日报》、《参考消息》、鬈农村大众》各一份。1983年以后，报刊数量大增，到2004年，村委订阅

《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农村大众》、《青岛日报》、《支部生活》、《经济日报》、《求是》、<半月

谈》等10多种刊物。

第二节文化生活 ：

民间艺术戴家庄村具有传统的独特文化娱乐形式，平时排练，节日演出，坚持不辍。

1945年组成20余人的高跷宣传队，进城庆祝平度城解放。20世纪50年代，成立了妇女秧

歌队，异常活跃。1985年荣获城关人民公社文艺演出先进单位。90年代进一步发展，有锣鼓队、

大秧歌、扇子舞等。

广播戴家庄村有线广播始于1958年，大队干部有1只广播喇叭。1970年家家户户拉

上了广播喇叭。20世纪80年代后，有线广播被收音机、电视机取代。

电 视 1980年10月，戴宝鼎购买12英寸黑白电视机一台，这是全村群众第一次与电

视见面，竞相观看。1985年，黑白电视机进入农家达47％。而后，彩色电视机相继人村。有线

电影1953年，莱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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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教育

幼儿教育 1958年根据中央“群众办学，勤

俭办学，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村里借用戴锡

章家的3间房成立r一处幼儿班，由大队管委金

管理．朱桂兰具体负责．入托幼儿6名。l 966年停

办。1 984年恢复幼儿班。2001年投资200万元．

建起三层幼儿园大楼．建筑面积l 958平方米。

九年义务教育 巾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70％以上的适龄见童±：不起学；中华人民共和删

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教育，儿童入学率逐步提

高，到1992年适龄儿童入学率和9年义务教育普

及率均达lfjf)％，

图1 1 如r¨年投资建成的实艺

幼儿园{2¨f J5年摄J

1 9弛年起该村的学生去北关文曲小学孰凄。l 91 5年l()月平度城解放，同年12月该村建

梭，教师李文光．学生在率村就缕。一至六年级学生】9,t9年l(】月改赴府君庙、姜家疃就读。

l 968～1 971年一‘至幽年级复式班20名学生仍留率村就读。1976年由蟠桃公社划归城关公

社．原就读于姜家疃的一至六年级学生，先后改赴北关、后巷子、郑州路等小学就读；初中学生

在西关中学就读。

第四节医疗卫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戴家庄村没有诊所．1 968年4月成立戴家庄村卫生室，卫生员戴

振家．后改称“赤脚医生”。】97 5年开始推行台作医疗保健制度．群众得到了政府的关怀。“赤脚

医生”出自村民，了解村民．急病人所急，帮村民所需．为村民的身体健康办了许多好事．受到了

村民和有关部门的好评。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在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指引下，由离、逼休

医务人员又设个体诊所．至2001年村内有个体诊所3处．医务人员j人。

第六章社会

第一节村庄建设

房 舍 巾毕人民弛和闰成点前．居民住柏都是起脊简陋土墙草崭．直至l 91 9年．拿=村只

有少数较为富裕户建旧台院．fi-JT席和南屋各s～t问．配以东西厢房各2～3问．多数谴iE房

{问， 边建厢房1一!问，其他两边周“院墒：贫I；i；|户只建Jt=劈3问．有的没有院墙秆l大『J．j_：E

有近G；7的户没有fl房

【}1牛，、是≥t-和l旧成■后．修旧喏建新房．f．『者拥挤的现象逐渐改善．】981年．犬队乖着既



节约耕地j己改善村容村貌的原则．进行统规划

有步骤地进行街区建设．至今已形成整齐划一的

一排排五层楼房和平直宽敞大小街巷的新型ff

庄。全村占地丽积9 6万平方米，比原村址扩大J，

i倍．而住户增至7no户，是啄住户的9倍

街 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村弈

村貌的发展，J 991年该ff对村内的道路进行改造

并命名，青年街、民兵街、妇女街．党员街

青年街。村西的南北街1996年修．K 1 80米． 图l 二歙家庄村五层楼房一曾

宽9．2米．水泥硬化。 (2⋯·j年摄，

民兵街。村南的东西大街1995年修，跃1 78水．宽j．7水．水泥硬化。

妇女街。村东的南北街，1994年修．长】83米．宽j术．水泥硬化，

党员街。村后东西街．长l 78米，宽6．6米。命名为党员衡．水滗硬化，

公房村里原有庙堂一座．建筑面积l5平方米，1 987年至1996年Ii)年刚．投资11万

元建立村委办公室和厂房72闯。1997年建立门头房21问，至2(104年共有 ．：联门，：舅扎

同，大拐角楼门头房650平方米．一层门头房32问，村委办公搂10间．280平方水

供 电 戴家庄村拉电人村始于l 961年。是年；月从平度电器厂接线供大队办公室用

电。1906年．安装50千伏变压器1台，投资2万元，供大队副业生产和办公室及部分住户照明

用电。1981年投资2万元更换1()(J千伏变压器1台。随着电气的增多和用户的增加原变压器

满足不了需求，1 997年7月村两委决定，续投资i2万元．新上200千伏变压器2台。

电讯村办公室于1 991年安装3u门自动电话转换机．只用起1：门。稃控电话始干

1988年。至2004年108户用上程控电话．占总户数98％。

排水沟l 997年砌筑排水沟46fJ术．投资3万元，1998年砌筑排水沟1 76fJ水．投资1j万

元。

房地产开发进入2l世纪+随着_-、__=三产。业的c起速发展和城市建没．土地面髟I锐减．丰}两

委研究井报上级批准．开始搞房地产开发．2f—01年．拆陈旧房3l问．占地1921，平方水．建成皤

民楼2座，建筑面积¨引8万平方米，2002年．拆除㈨脐18同．占地11、；Ⅲ平方米．建成错R

楼5座．建筑面积21128万平方米，2ufJ#年至20u1年．拆除旧房27c,问．占地却川一F疗米．建

成居民楼3座．建筑面积10859万平力‘米

第二节村民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戴家庄村民多系务农．’Ejtr,-同苦 HH年统j}．，P均铒^、占有粮

食Jlo公斤．逃荒要饭的6户．外出干I乇工21人、

中华人民磐和围成立后．1％6年始．，电囊f蕾化道路．j．地归集体所仃．农民集体补地．}fl乇

乍衙仃所捉-矗．㈦Rn年平均每人占柯锒食2^i j公斤 l。}^1年后．搞活J’农”墨i芹．¨l屯，t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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