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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格庄村志》经编纂组lO个月的辛勤工作，胜

利完成了，结束了本村无志的历史。它是全村政治和精

神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董格庄村建于明朝永乐二年，至今约有六百年历

史，在这漫长的年代里，勤劳朴实的先人，团结和睦，

生息繁衍至今，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丰富的

文化遗产。涌现出不少著名人物，这些不能让其无声消

失，应记录在册，传至后世，教育启迪后人，用做工作

借鉴，利于当代，惠及子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村政治、经济及社会各

项事业都有了突破性发展。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给村志

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于是从2002年lO月起，根据上

级的统·安排，成立了<董格庄村志》编纂组，着手搜

集、整理村志族谱材料。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

实事求是的观点，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抱着对后人负

责的态度，搜集了大量资料，经过逐件核实，尽量将本

村的历史真实地反映出来。本志除将本村的历史及自 ，

然、风貌、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展现出来外，并将各姓氏

族谱进行整理，纳入本志，以便挖掘祖先的宝贵遗产，

?。 譬





并辅以图表。

五、本志行文用语体文，力求通俗易懂，采用简化

字老少易读。

六、本志的历史纪年，民国前用公元纪年，注以当

时通用纪法，民国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七、村志人物篇，坚持以正面人物为主，影响较大

的重点人物则侧重介绍，人物顺序按出生年月排列。

并辅以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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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格庄村，位于莱西市区西北三十一公里，南墅镇

驻地正西二公里处，东、南、西、北分别与曹家村、平

度市罗头村、下庄村和岳石村相邻，现为莱西市南墅镇

所辖行政村。 一．

董格庄村是一个古老文明的村庄。明朝永乐二年，

董姓在此建村，故取名。董格庄村"。后董姓绝户，村

名未改．现村中有郑、王、李、刘、赵姓居住。

董格庄村山青水秀，美丽富饶。地下矿藏资源丰富，

尤以石灰石、石棉、透辉岩储量大、质量优而著称。

董格庄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日战争时期的一

九三七年冬，莱阳县民先县队部派郑重来董格庄村发展

民先。一九三八年共产党员刘敬芝介绍村中十余名民先

队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村党支部，组织领导村青

抗先、青救会、农救会、妇救会等抗日群众组织与日伪

军、国民党反动派以及村里的“新民会一、“老虎会一等

汉奸组织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0年中国共产党在

南墅地区建立起政权，由于当时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势

力强大，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党政干部夜间不得不到山

里睡觉。1941年9月9日由于?新民会"头子郑保田的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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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致使躲在村南山张家洞里睡觉的萌山区区委书记

郑保训、区长郑可嘉等5人被伪乡长刘元珍捉至尖顶村

活埋，制造了轰动当地的“南山事件一。解放战争时期 有7名青年参加了解放军，并在全村掀起了支前热潮。

1947年全村参加支前青壮年56人，支前187天。青壮

年支援前线，老、弱、妇在搿反蒋保田一的口号鼓舞下

积极生产，儿童团站岗放哨，全民一心为解放。在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全村先后有16名革命烈士以身殉国。

主义建设。全村先后有27名青年应征入伍，为国防建

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51年，村中搿新民会刀、“老虎

会刀的残渣余孽借机兴风作浪，诬陷革命者，迫害烈属

和贫下中农。对此全村干部群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

争。在莱西县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将3名首恶分子逮捕判

刑，镇压了他们的反革命嚣张气焰。文化大革命中全村

人又顶住了“新民会"、“老虎会”子弟企图为老子翻案

的阴谋，继承和发扬了董格庄村的光荣革命传统。董格庄村人勇于开拓进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董格庄人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勇于探索实

践，不断改革发展，成绩显著。农业生产飞跃发展。解

放前一家一户从事农业生产，靠天吃饭，产量低而不稳；

解放后，1953年成立了初级社，1957年成立了高级社，、

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自60年代开始，’全村开展了

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础建设，整地改土650亩，修扬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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