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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之际，山阴历史上第一部乡(镇)志一一

《古城镇志》与大家见面了，这是古城镇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惠

及全镇人民的喜事，更是古城镇向祖国六十华诞献上的一份厚礼，可喜可贺。

古城镇历史悠久， 一九三七年前一直是山阴县治所在地;古城镇交通便

利，大运高速公路、林荫路、新建的北同蒲铁路等纵横穿越全境;古城镇人民

勤劳朴实，善良能干，多少年来，他们一直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改变着自己

的生活，建设着自己的家园;古城镇文化底蕴深厚，开发利用潜力巨大。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奶乡古城政通人和、社会

稳定、市场繁荣、人心思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稳步、健康、协调、快速地

发展，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古城焕发出新韵。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功在当代，惠及后世。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 ((古城镇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力求

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统一，为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服务。本志

时涉数百年，事涉近千条，内容浩繁，互相干联。编篡中谨遵"求实存真，述

而不作，褒不溢美，贬不过实"的原则，无论真、 善、美，还是假、恶、丑，

均寓褒贬于事实之中，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辩。务求体例完备，结构严谨;

内容翔实，脉络清晰，诚实信史;资料丰富，信息密集，堪称地方小百科全

书;记述客观公正，文字简明，语言朴实，通俗易懂，是一部有借鉴价值的历

史资料和乡土教科书。

修志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系统工程，志书是权威的官方地情书，具有资政、

存史、教化和服务等诸多功能，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将产生深远



的影响。我们相信 《古城镇志》 在这些方面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真诚

地希望古城人民和在外地工作的古城人，振奋精神，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与

时俱进，以更加卓越的业绩载入将来续修的 《古城镇志》 而流芳百世 !

在 《古城镇志》 付印之际，谨代表古城镇党委、古城镇人民政府并以我们

个人的名义，向 《古城镇志》 的主篡者黄冀同志和山阴县文联的同志们表示诚

挚的谢意。并希望全镇人民以及关心、支持古城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能够通

过此书，认识古城、热爱古城，为建设美丽、富庶、文明、和谐的古城而努力

奋斗。

值此付梓之际，欣然命笔，以抒贺忱，是为序。

中共古城镇党委书记李日宏

古城镇人民政府镇长刘德义

二00九年六月八日



一、本志编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

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力求做到思想J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事通贯古今，详今略古，上限溯至有史料记载之时，下限至

2008年底。

三、本志横排竖写，以事分类，以时为序。以章、节、目为序，不受部门

管辖范围所限;全书共设29章，大事记、附录置卷尾。

四、本志用现代汉语书面语言记述，采用记、志、传、图、照、表、录等

体裁，忠于史实，只述不论，以志为主。

五、本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记述，以编年体为

主

六、本志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凡对地方有突出贡献、对社会有特殊影响

的本籍或客籍人，以卒年为序立传。人物简介排名以资料完成先后为序。

七、本志纪年， 1949年 10月 1 日以前均用历史纪年，同一历史纪年在每节

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 x x 年代均属20世纪。

八、本志数字用法一律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单位1986年 12月 31

日颁布的规定书写，所有地名以标准化的为准。

九、本志计量单位以国务院1984年2月 27 日颁布的标准计量为准，对历史

上个别的计量单位仍维持原貌。

十、本志资料分别来源于省、市、县档案馆、图书馆、统计委及有关单位，

摘引旧志、正史、报刊、专著、口碑及知情者回忆录等， 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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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阴古城镇志 I一

第一节位置区域

古城镇位于山阴县县城东南部，距山阴县城15公里，东径112
0

53' ，北纬

39
0

29\ 古城镇是朔州古镇，始建于元末， 即公元1135-1168年间。 1937年前

为明、清、民国时的山阴县治，现为古城镇党委、政府驻地。全境为平川 1 ，水

源丰富，桑干河灌区渠系遍布全境，黄水河由中部穿过。北接合盛堡乡、岱岳

乡，南临马营庄乡、后所乡，东与应县接壤，西与安荣乡、薛圆圆乡毗邻。全

镇东西长约13公里，南北宽达12公里，面积153平方公里。交通便利，大运高

速公路由境内穿过，设有山阴互通口;林荫路、虎山线和新建的北同蒲铁路，

都途经本镇。

本镇辖26个行政村， 2008年底全镇户籍人口 18310人，共6719户。有耕地

143734.8亩，人均耕地8 .20亩，是一个土地资源丰富的乡镇。

第二节 管辖范围

古城村

1937年前为明、清、民国时山阴县治所在地，位于古城镇中部，村东5里

为王庄村，村西8里为西盐池村，村南4里为四里庄村，村北5里为马梁村。土

地面积17891亩。原名山阴城村，建于大明万历年间， 2001年改称为古城村，

为古城镇政府所在地。村东南有知名企业古城乳业集团总公司，黄水河流经

村内，林荫路、虎山线穿村而过。村内驻有其它企事业单位8个，分别为派出

所、土地所、信用社、地税所、邮电所、电管站、粮站、奶牛医院。全村2008

13 



I 第 1章 地理概况

年底有1018户 2603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123人，经济以乳品业、农业和畜牧业

为主，全村有耕地9118亩，水浇地6300亩。粮食作物有玉米、豆类等。 2008年

全村有劳力850人，产粮2213吨，油料150吨，有猪340头，羊701只，大牲畜

2552头，其中奶牛2510头 ， 产奶9250吨。人均年纯收入7319元。姓氏以马、

米、李、赵、王为主，其余还有丰、张、魏、周、吕、韩、侯。村内古迹有明

山阴城城墙遗址、王家屏相府遗址石狮一对等。知名人士有王家屏、赵世玲、

吕西良、闰美珍。现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马贡元。

四里庄村

位于古城镇南部，建于明嘉靖年间，村东4里为胡幢村，村西7里为上河西

村，村南4里为马营庄乡八里庄村，村北4里为古城村，土地面积6097亩，黄水

河流经村西，虎山线东北向经过。 2008年年底全村有182户 529人，其中少数民

族1人。经济以乳品业、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全村有耕地3200亩，水浇地2300

亩。粮食作物有玉米、豆类等。 2008年全村有劳力 190人，产粮812吨，油料32

吨，有猪16头，羊215只，大牲畜502头，其中奶牛475头，产奶1550吨，人均

年纯收入7187元。四里庄村因距古城村4里地而得名，姓氏以刘、郭为主，其

余还有张、李、黄等。知名人士有郭守明。现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郭

守山。

王庄村

位于古城镇东部，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村东8里为羊圈头，村西4里为古城

村，村北2里为后射躲村，村南5里为胡幢村。土地面积8258亩，黄水河在该村

经过。 2008年底全村有269户 786人， 经济以乳品业、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全村

有耕地4201亩，水浇地3600亩，粮食作物有玉米、黄豆等。 2008年全村有劳力

439人， 产粮926吨，油料36吨，有猪37头，羊532只，大性畜 1105头，其中奶

牛1079头，产奶4100吨，人均年纯收入7189元。王庄村因其为王阁老的一个庄

子而得名，姓氏以金、马、姚为主，其余还有郭、梁、王、李、张、赵、周。

14 



山阴古城镇志卜

知名人士有郭熙春。现任村委会主任梁亿清。

胡幢村

位于古城镇东南部，建于1819年，村东北10里为羊圈铺，村西4里为四里

庄，村北5里为王庄，村南3里为马营庄乡吴家铺，土地面积8190亩。全村2008

年底有337户937人，经济以乳品业、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全村有耕地4539亩，

水浇地4200亩。粮食作物有玉米、豆类等。 2008年全村有劳力240人，产粮

1411吨，油料15吨，有猪29头，羊897只，大牲畜2174头，其中奶牛2136头，

产奶7500吨，人均年纯收入7282元。胡幢村因原先胡姓的人为主而得名，现姓

氏以乔、杨为主，其余还有李、陈、张、赵、韩。村内古迹有童子佛庙、关公

庙，知名人士有乔九崇。现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乔道祯。

上河西村

位于古城镇阿南部，建于明代，村东南6里为四里庄，村西5里为南盐池，

村南5里为后黄台，土地面积15696亩。 2008年底全村有330户 1456人，经济以

乳品业、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全村耕地有8478亩，水浇地6250亩。粮食作物

有玉米、豆类等。 2008年全村有劳力688人，产粮2318吨，油料25吨，有猪68

头，羊281只，大牲畜 1787头，其中奶牛 1748头，产奶6650吨。人均纯收入

7221元。上河西村因原有下河西，由于战乱，下河西被马队所砸，后迁移现上

河西，位于黄水河西，因而得名，姓氏以吕、蒋、李为主，其余还有王、张、

赵、马、白、吴、刘、冀、高，村内古迹有神唐吃塔，知名人士有尚可孤、马

壮、吕秀莲、吕高泰。现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吕平善。

西盐池村

位于古城镇西南部，建于光绪年间，村东南5里为上河西，村西10里为薛

国固乡白坊村，村北5里为快乐村，村南2里为南盐池，土地面积11004亩，林

荫路经过该村。 2008年底全村有240户 800人，经济以乳品业、农业和畜牧业为

主，全村有耕地4870亩，水浇地3900亩，粮食作物有玉米、豆类等。 2008年，

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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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村有劳力233人，产粮1104吨，油料42吨，有猪378头，羊470只，大牲畜500

头，其中奶牛467头，产奶1750吨。人均纯收入7152元。西盐池村因位于古时

熬盐地西而得名，姓氏以朱、王、郭为主。现任村委会主任朱来有。

南盐池村

位于古城镇西南部，建于光绪年间，村东南5里为上河西，村西8里为薛

圆圆乡白坊村，村北2里为西盐池，村南8里为后皇台村，土地面积1773亩。大

运高速路途经该村， 2008年全村37户 104人，经济以乳品业、农业和畜牧业为

主，全村有耕地820亩，水浇地680亩。粮食作物有玉米、豆类等。 2008年全村

有劳力66人，产粮210吨，油料8吨，有猪10头，羊250只，大牲畜47头，其中

奶牛38头，产奶 120吨。人均年纯收入7282元。南盐池村因位于当地古时熬盐

地南而得名。姓氏以陈为主，其余还有温、张、吕。知名人士陈志和。现任村

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陈志美。

快乐村

位于古城镇西北部，建于光绪32年，村东5里为北盐池，村西8里为安荣

村，村北5里为芦岭，村南5里为西盐池，土地面积16282亩。 2008年底全村410

户 1526人，经济以乳品业、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全村有耕地12098亩，水浇地

9800亩，粮食作物有玉米、豆类等。 2008年全村有劳力680人，产粮2978吨，

油料45吨，有猪81头，羊228只，大牲畜339头，其中奶牛287头，产奶 1025

吨，人均年纯收入7217元。姓氏以张、李为主，其余还有郭、尚、梁等。 村内

古迹有白宇庙。现任村党支部副书记并代理村委会主任张文广。

芦岭村

位于古城镇西北部，村东2里为安居坊村，村西8里为安荣村，村北3里为

岱岳乡麻幢村，村南5里为快乐村。土地面积7538亩，虎山线从该村经过。

2008年底全村有133户473人，经济以乳品业、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全村有耕

地4587亩，机电灌站l处，水浇地3580亩。粮食作物有玉米、豆类等。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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