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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堡上村地处山区，地势坎坷，十年九旱。长期以来，生

活在这里的村民，一直是靠天吃饭，一遇旱年，不仅粮食．

紧缺，甚至吃水也很困难。过去，村民吃水是靠旱井积存

解放后，堡上村的干部和群众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

领导下，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他们用愚公移山的精神，苦

干了十几个冬春，平整土地一千余亩，将高低不平的小块

地，都变成了平坦笔直的大块田。在打井找水的过程中，

供全部土地自流灌溉。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和农田

水利化。从而，改善了生产条件，摆脱了贫困状态。粮食亩

产和人均El粮都达到了千斤以上。不仅彻底甩掉了缺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堡上村的干部群众，在党

的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指引下，开办了采石厂和水泥

厂，同时还开办了与产品包装相配套的塑编厂。产品产值

同时，各类个体专业户也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应运而生，个

体企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加工业、种植业等，计有一

百余户。其中，石灰窑20余座，运输汽车、拖拉机、小四轮

100余辆。实践证明，每增加一个专业户，就等于消灭一个

贫困户，增加一个富裕户。由于堡上村为农村经济发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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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因此，1993年被新乡市委、市政府，命名为新乡

批。小康示范村一。

堡上村的村干部在率领村民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

始终不忘精神文明建设。他们在经济条件不断改善和发

展的基础上，先后投资百余万元，新建了中、小学教学楼，

这是泽被后世，提高人员素质的明智之举。为了使丧失劳

动能力的老年人生活得舒心，对他们实行定额生活补贴，

并建立了老年人活动室。为丰富全村村民的文化生活，建

立了村民娱乐中心。写史修志，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堡上村志>介绍了村中有史以来的发

展变化，特别是解放以后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
发展变化，总结了解放后堡上村的干部和群众，在各级党

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果与经验。让青少年及其

子孙后代知道堡上村的过去，那时是丰年糠菜半年粮，灾’

年离乡去逃荒；告诉他们，解放后老一辈的人是如何战天

斗地、艰苦创业。让他们知道，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从而，激励他们勤奋劳动、勤奋工作，奋发图强。
‘

《堡上村志》编写成书，是我市村一级志书的第一家，

它不仅扩充了我市志书的种类，而且还将为各村志书的

编写，起到一定的启迪和促进作用。我认为这是一件大好

事，对促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大有好处。因此，堡

上村村志编纂小组请我为此作序，本人自然是欣然应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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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磁妇



序(二)

盛世修志，惠泽千秋。得到《堡上村志》即将付梓成书

的消息，我感到非常高兴。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堡上村在全区农村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带了好头。堡上村于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在村党支部、村委会的领导下，全村发生

了巨大变化。在小康村建设方面，成绩突出。于1993年12

月，被市授予。小康村一光荣称号。在村办企业方面，成就

更为显著。1996年2月，获中共北站区委、区人民政府颁

。亿元村"称号。我想，堡上村两个文明一齐抓，取得了显

著成绩，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党的富民政策在农村贯彻

落实的结果；是村党支部、村委会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

村广大共产党员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结果。

在村党支部、村委会的领导下，村志编纂领导小组实

施编写村志的具体任务。历时3个多月，即完成了村志初

稿。近时又送厂付印。这的确是堡上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的双喜临门，是村党支部、村委会在。学习张
家港，深化比争创"活动中，贯彻落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方面，迈出的可喜的一步。

江泽民总书记在《在河南考察农业和农村工作时的

讲话》中指出：。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用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这

是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带根本性的任务。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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