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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屯留县委书记王辅刚题词

茸井应村谗丽．闳职



在中城村

￡=辅刚C前鼻 )冉中城村诵研社会丰义新农村建世



中共屯留县委副书记、屯留县^民政府县长黄福喜f右}指导中城村的发展



垦领导在中城村

屯留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伟民(中)与中城村党支部老支书们在一起



电罔县政协主席倪建中(左二】在中城村视察沼气工程。右一为jT神庙乡党委书记马柯伟



导在中城村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金所军C中)指导<中城村志)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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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城，我的家 (代序)

王占禹

中城，是我的家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要为中城村编纂一部村志，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了这个想法。

那一年，我清明回家祭祖，老同学王俊鹏找我聊天时说起了纂写村志

的事。·

他说． “老辈们闹革命也好，奋斗也好，就图个有地种，吃饱肚。改

革开放后，如今的日子好过了，他们却相继过世了。(他们)不用说享受

几天，(就是)看也没看上。如果能写本村志，也算对他们有个交代，给

后人一个念想。”

我说你的想法好啊。

俊鹏说要弄村志还得你支持。

我当时在长治日报社工作，算是从村里走出来的几个人之一。我在报

社工作，大小还是个负责人，在村里的老百姓看来，这就算是个有文化的

人，很出息的人了。要修村志，必和文字相关，俊鹏说要我支持，也算是

情理之中的事。

我以前没有想过要为中城村修一部村志，经俊鹏这么一说，觉得确实

应该这样做，于是也就爽陕地答应下来。



虽然俊鹏与我有了这个约定，他也断断续续地做了大量的调查，搜集

了不少的资料，但并没有进入到一种工作的状态和程序中。其中的原因很

可能是因为我办报的事儿缠得很紧，一直腾不出手来。直到2008年春，我

才与村里的领导和一些老人专门研究了村志的事，正式把这件事提上了工

作日程。这年10月，我从长治日报社社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虽然还有其

它的社会工作要做，但首先想到的是要完成编纂村志的事儿。’

我爱我的家乡。不仅我是生于斯长于斯，而且永远是我前行的源泉，

心灵的港湾。当我工作顺利的时候，．多少次梦回家乡，装满了快乐和甜

蜜：当我遇到坎坷的时候，多少次遥望家乡，增添了力量和坚强。

中城村，上党盆地中一个普通的村庄，不似江南，但她在我的心目

中，却胜似江南。

绛河从村边流过，没有大的跌宕，缓缓的，静静的，哺育着百姓，浇

灌着田野，带来了生机，送走了日月。这里虽不是广袤的平原，但也是丘

不高沟不深，算是个地肥林茂的好地方。自清光绪三年闹灾荒以来，迁到

中城村的河南、山东、河北、四川及本省外县人，有5省23县之多，可见来

这里创吃喝的人都还能糊住嘴。

春天来了，草色青青，杨柳吐翠，村庄便被淹没在一片绿色的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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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们开始辛勤的耕耘劳作，种下一年的希望。乌儿也衔枝搭窝，呜唱

枝头。整个村子闹腾起来了，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夏日，人们盼着有雨。一有雨，庄稼就会“咯叭咯叭”地生长。一

有雨，村边的河水必然猛涨。涨河时，河岸上站满了小伙、姑娘和儿童。

“河头来了，快看啊!”不知谁的一声喊叫，只见河的上游处洪峰齐下，

高高的像堵墙。河头后便是滚滚洪流，卷着杂物，奔腾而下。这时的洪水

中，不时有j中下来的树木、牛羊和衣物等。小伙儿们一看河里有东西，便

不管不顾跳进河里，打捞起物件来。姑娘们、儿童们也不住地为他们鼓掌

喝彩。至今想来，那场面依然是既惊心又热闹。

夏忙秋忙，绣女下炕。一到收获的季节，男男女女就都忙上了。庄稼

一上场，远处望去像～座座小山。打场，是农家的节日。石磙咯吱咯吱的

碾轧声，鞭子甩动的清脆声，大姑娘小媳妇们的嘻闹声，汇成了一台台好

戏，此起彼伏，声声悦耳。

这儿还是村里新闻的信息场。谁家姑娘相亲去了，谁家小子找上对象

了，谁家媳妇生娃儿了，谁家孩子考上学校了，谁又迁到这里来了等等新

闻都会在这里发布和汇集。

一场雪花飘来，早已是场光地净，该入仓的入仓、该下窖的下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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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热闹的场面常常是在炉火旁、炕头上。老人们讲故事，年青人听故

事，媳妇们缝衣裳。

几个人聚在一起，火口旁温壶大叶茶，-旱烟袋“噬噬”地来两1：3，

故事就开讲了。老人们讲的故事，大都是中城村的人和事，既有“李栓柱

智退日本兵”，又有“马田存设计捉汉奸”，还有“马五儿虎I：3逃生”、

“甄麦成智擒小鬼子” “张海中血溅绛河”。能进入老人们故事中的，都

是些刻骨铭心的往事。哪年哪月、姓甚名谁、故事始末、关键情节，老人

们一一娓娓道来，环环相扣。老人讲到高兴处就眉飞色舞，讲到激愤时就

拿烟袋锅敲火口。小伙子们听得是如醉如痴，如身临其境；听到紧要处，

有的眉头紧锁，有的捶胸跺脚。

夜深了，场散了。淡淡的明月，静静的村庄。

中城人厚道、能受、听话、豁达，这在十里八乡是很有名的。

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城村没有饿死一个人，也没有死掉

～头大牲畜，而且还如数缴足了公粮。当时人们觉得就是咬了咬牙、紧了

紧裤带，现在想来，没有点精神十白是很难做得到。

村上有个马成龙，除了白天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外，就是起五更割白

草卖钱。他家那年收入了800多元，过年时花高价买回一辆飞鸽牌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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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置办了一件狐皮领蓝咔叽小大衣，好叫村上的老少爷们眼热。

人们的思想活泛了，知道在大集体生活外，还有另一种活法。

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头，房前屋后有点空地闲置着，沟沟坎坎

上也都荒着。老百姓想开点地贴补贴补生活，可要看村干部的脸色。这时

的村干部来了个“大甩手”，看见有人开地，也是‘‘视而不见”。于是，

村民们便十削、肖开垦起荒地来。

我家房后有块空地。我娘请来了邻居张连财，托他带着我开垦。这

块空地以前是做场用的，被石磙子压得坚如石板，一镢刨下去震得膀子生

疼。张连财全不在乎这些，抡开镢头“嘣嘣”地往前创，到中午就刨完

了，足足有二分多地。我被累得爬下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以后，～说

种地，就想起了张连财帮我家开荒，所以永远也忘不掉。

成人家，过日子，免不了有过不去的坎儿。但是，不管谁家有了事，

大家伙儿都会伸出手帮一把。

1960年夏天，我小哥考入山西财经学院，需要各种费用200元。家里拿

不出这200元钱来，我娘让我去张虎元家借借。张虎元是村里数得着的忠厚

人，我去了他家，说了说我家的情况。他什么也没说就上了楼，取下～个

黑乎乎的纸包。他拍打了几下上面的灰尘，小心翼翼地打开厚厚的纸。纸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