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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家湾，像只船

村口村尾两头尖

新校楼，美家园

绿草地，围河田

枣香桥路是桅杆

党支部，核心建

争创“五好”走在前

搞养殖，施喷灌

打机井，改水管

带领群众扬风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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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家湾村志

序 言

小秦岭山脚下，弯弯的枣香河畔，有我们魂系神牵、

须臾难离的家乡——尚家湾村。小秦岭藏金埋银，她双手

把满山的宝藏捧送给我们；枣香河日夜不息，用她甘甜的

乳汁滋养着两岸的土地，哺育着勤劳勇敢的人民。我们一

辈子厮守着这块丰饶的黄土地，也有人远离家乡，走南阉

北，但游子的梦里依然响着枣香河下不息的涛声。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我们有幸生活在这

块古老的土地上，世代继承着华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

化；我们这里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地下埋藏有金、银、铜、

蛭石、大理石等金属或非金属矿藏；家乡属暖温带季风性

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适中，并且地处枣香河

畔，水资源丰富，土壤肥沃，非常适宜于农业生产，盛产

粮、棉、果、林、中药材等农副产品。陇海铁路在我村区域

横跨东西。310国道、连霍高速公路北邻我村，使我村交通

便利。我们世代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虽然有时会遭受

天灾人祸所带来的痛苦，但勤劳朴实的尚家湾人不畏艰

辛，迎难而上，创造着更多的财富和安宁祥和o 1949年解



2 序言

放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村民反匪反霸，实行土地革

命，消除了不平等和剥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使群众

有吃有穿有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实行富民政策，村

两委带领全村干群在紧抓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大力发展

矿产采选业、工商业、服务业等，建起了黄金选厂、机砖

厂、亨德基养猪场、造纸厂、农贸市场等村办企业，全村群

众“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涌现出一批致富能手和经济能

人。历史跨入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中

国经济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加深，我国已加入了wro，尚家

湾村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村两委立足本村实际，审时度

势，于2001年筹建了三门峡润华牧业有限公司，引进先

进技术，在全村大力发展种草养牛业，全村上下，“牛气”

正旺。征程虽然遥远，但希望在前。而今，村集体经济不断

壮大。村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社会公益事业

持续发展，全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江泽民同志说过：“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

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系统工程，是承上

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o”纂写

村志，有利于全体村民，尤其是青少年了解家乡的悠悠青

史、淳淳民风、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目新月异的大千景象，

并培养和激发全体干群热爱家乡之情，建设家乡之志，起

到“修史存志，宣传教化”的作用。出于这样的目的，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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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组织编写了这本《尚家湾村志>o这部书对历年大事、党

政建设、人物、传闻轶事、民风民俗都作了如实的记载。特

另q是改革开放以来村里发生的重大变化，重点进行了记

述。

在《尚家湾村志>编写过程中，村两委高度重视，编纂

人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同时得到广大村民及相关单位

的大力支持争帮助。村里一些老前辈为书稿内容东访西

查，提供了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为此，我们代表村两委

及志书编纂委员会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尚家湾村志>是我村有史以来第一部志书，她的问

世结束了我们村没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历史。因年代久远，

资料无存，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错漏之处，恳请社

会各界仁人志士，有关领导，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党支部书记 安武臣

村委主任 尚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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