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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尚属凤毛麟角。现在，尚河头村村志出版 ‘．

了，这真是一件大好事。据我所知，这是该镇

的第一部村志，在平度市来说，也是名列前

茅，所以说，十分可喜可贺!

历史是一面镜子，温故而知新。纵观尚

河头村的历史，可以说，它是广大农村的一

个缩影。自十九世纪以来，在漫长的岁月中，

尚河头村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

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食不果腹，衣不

蔽体，颠沛流离，直到廿世纪中页，随着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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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诞生，胜利完成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

动，劳动人民才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然而，

“三间茅屋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

经济没过多久，农村又产生了新的贫困户。

为防止两极分化，开始搞合作化运动，由初

级社而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合作化的初

衷是让广大农民共同富裕，但事与愿违，接

踵而来的天灾人祸，又把老百姓推到贫穷、

饥饿的边缘。“够不够，三百六’’、“吃饭靠集

体，花钱靠自己’’，广大农民的生活长期在低

水平上徘徊，连温饱也没有保障。

岁月的长河蜿蜒曲折，直到二十世纪末

才汇成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1978年，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犹如春风化雨。土地“大

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交给了农民

致富的金钥匙。奇迹出现了，温饱问题解决

了，几十年为粮食问题伤脑筋的定购任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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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也取消了，市场经济的运作，使整个社会～

焕发了勃勃生机。特别从八十年代以来，尚

河头人摒弃旧观念，奋起务工经商，村办企

业快速壮大，经济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物

质生活的富足，又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他

们尊师重教，倡导社会公德，弘扬科学精神，

活跃文化生活；改善居住条件、美化村庄环

境。

现在，尚河头村不仅是该镇的一流村

庄，也是全市的先进单位。近十年来，多次被

评为平度市先进村庄、先进党支部，1 996年

至今，一直是青岛市级“文明村庄’’。新世纪

伊始，展望未来，满怀信心，尚河头村广大干

部群众，在党的十六大精神鼓舞下，与时俱

进，开拓创新，在全面奔小康的道路上阔步

前进!

六十年代我在平度一中教书时，该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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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党支部书记邵振利是我的学生，现在他年

龄大了从支部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后，想继

续为村子做点事，征得现任党支部同意，决

定编一本村志。他登门来找当年的老师，学

生都已过耳顺之年，况老师乎!对于他们这

一举动，我认为是高明之举，欣然赞成，鼎力

相助，于是写了上述文字，谨以序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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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尚河头村要出村志，而且志稿已经

完成，心中甚感欣喜。欣喜之由一则因为自

己也是一名修志之人，看到全市志苑的处女

地带忽然绽出一朵含露之葩，高兴之情自是

油然而生；二是因为尚河头村乃我老家张戈

庄镇的村庄之一，故土之情当然也蕴其中。

原以为，村志志稿是聘人代为且为之已

久了，后来才知，村志初稿全然由村里退休

下来的原党支部书记邵振利、宣传委员尚玉

勇以及原村委文书尚珍彦等几名村干部亲

力所为，时间尚不足一年。至此，欣喜已变成

了敬重。吾深知，修志如炼狱，如果没有几年

心志困苦、筋骨劳损的“摧残”，是修不出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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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好志的。

为何明知困苦而为之?为何不选择退而

休之享清福，却选择劳而苦之去炼狱?细想

之下，概缘于一个“情"字，那就是这些同志

对于生之养之并毕生为之奋斗的那块土地

的一片挚爱之情。人类文明是一把圣火，古

往今来对于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人，都是呕

心沥血、用尽脑汁才把圣火一代代传下去

的。为什么要呕心沥血?就是因为情不自禁、

欲罢不能。就像蚕，既生而为蚕，就要不断地

吐丝而且欲罢不能。想来，他们便是一群具

有如此情感、如此胸襟的人。

事实确也如此。振利等同志担任村干部

多年，带领全村群众治穷、治愚、治乱，将一

个昔日“有闺女填阳沟，不给大玉湾尚河头’’

的穷村落，建成了如今富裕文明、安定祥和、

远近闻名的小康村，实则倾注了其拳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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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灼灼之爱。近几年，他们因年时较长，相

继退休。然岗位虽退，情却难舍，于是便有了

这部村志，这部浸通了他们的情、他们的爱、

他们的心血、他们的希冀的村志。这是一项

浩繁的文化工程，是一件益当代惠子孙的大

好事。

村志的编纂得到了原市政协副主席王

宝础同志的关心和支持。同时，得到了上届

《平度县志》副主编杨新民同志的精心指导

和亲笔扶疏，从而使志书的编纂得以顺利进

行、志书的品质得以锦上添花。

值《尚河头村志》即将付梓问世之际，谨

受所约，直陈所感，是为序。

刁炉荔、
(平度市史志办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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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按照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体例，尊重客观事

实，秉笔直书。

二、志书断限，上限不限，从建村始，下

限截止2002年。

三、志书体例按章、节、目编排，分为概

况、自然环境、自然资源、自然灾害、人口、党

群组织、军事、治安、村庄建设、农业、工业、

商业服务业、赋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

社会、风俗、人物共计20章80节。卷首设概

述、大事记；卷尾设附录。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

种体裁，力求横排门类，纵述史实。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公元纪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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