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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孟坠坠噩噩

序

李里

村里要编志，这是一件大好事，应该庆贺 。 让我写一篇

序，感到非常荣幸。

三公村是我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是生我养我的地

方。 虽然在外工作六十多年，但心里总挂记着村里，时不时

总想回村转转，看看村里的变化，与村民一起唠唠家常，谈

谈发展。 看到村民们脸上堆积的笑容，我知道了他们生活

的甜美;看到村里的房屋不断翻新，我知道村民富起来了;

看到村里的街道硬化，有了文化广场，自来水通到家家户

户，我知道新农村建设在我们村已经成为现实。 改革开放

让三公村从古老走向现代，让广大村民从封闭走向开放，

我为村里的发展感到由衷地高兴和自豪。

古人云:盛世修志。三公村以前从来没有写过志，以至

于对于三公村的过去仅仅是口口相传。 随着历史长河的流

逝，有些记不清，有些说不清、模糊，大概成为一种记载历

史的方式，让我们总在可能与也许之间游走，这是一种无

可奈何，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今天，我们村发展了，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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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虽坠堕E童..... San Gong Cun Zhi 

富裕了，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一班人决定编写《三公村志~，

这是办了一件大好事，体现了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对子孙

后代负责的精神。

说起写志，不能不联想到三公村的历史，三公村的历

史源远流长。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晋国发生

了一件名扬天下的悲壮故事，这就是"赵氏孤儿"。 公孙中午

臼、程婴、韩厥三位义士曾在我们村议事，村里还有公孙

基、公孙祠、达话亭、三公古处石牌等物证。 三公村村名即

来源于此，三公村人对"赵氏孤儿"的故事代代相传，耳熟

能详。 我们村还有明代修筑的穷土城墙、清代的戏台以及

大大小小数十座庙宇、祠堂。 这一切都说明，我们村是一个

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村庄。

说起写志，不能忘记曾经为三公村做出贡献的人们。

三公村两千多年的发展史因元文字记载，究竟发生过什么

事，出过什么人物现在已无法说清。 但是，近百年来的历

史，一部分通过口口相传，一部分是我们亲身经历，有的还

有实物或文字记载，我们有责任把这部分历史记清，把曾

经为三公村发展做出贡献的人的所作所为记清，让他们成

为三公村发展的标记，成为三公村后人所敬仰的偶像。

说起写志，不能不记载三公村所发生的历史变化。 日

本侵入中国后，全村遭受了日军、阎军的残酷压榨与痛苦，

这一段历史不能忘记，而且要教育后代人永记其苦，以长

其志。 一九四七年解放，把全村人从苦难中解放出来，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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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后虽坠坠童，

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村也与全国一

样，走过了合作化、集体化、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市场经济

等几个历史阶段。 村民由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者变成了面向

市场有组织的大生产者，由目不识丁的文盲变成了掌握一

定知识和技能的人，由足不出户、"老婆孩子热炕头"变成

了走南闯北、商海邀游的新型农民。 农村经济由过去的"土

里刨食"、单一的以农为业走向种植、养殖、商业、运输、加

工多业发展的轨道，过去农民的概念正在一步步被颠覆。

农民的生活也由过去的吃不饱、穿不暖变成了如今的丰衣

足食，劳动强度越来越小，房子越盖越好，环境越来越优，

"生活比蜜甜"已经由梦想变成现实。 特别是本届村支部、

村委会一班人，想、村民所想、急村民所急，倾力而为，秀基

础、改环境、推教育、扩产业、倡文化，做了很多有益的事

情，为全村的长远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奠定了一个非常好

的基础。 这些，都值得认真记载。

说起写志，不能不对过去的经验教训有一个正确的认

识。 半个世纪来，三公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过了漫

长的发展历程，其中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风风雨雨也伴

随始终。我们曾创造过辉煌，也曾走过一些弯路。我们经历

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和农业学大寨，由于头脑

发热搞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工程，害。资本主义尾巴限制了个

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搞大锅饭抑制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但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错误，而是时代的阵痛，是在发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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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虽鱼堕且直...... San Gong Cun Zhi 

索中所走的弯路，是教训，也是交的学费。 我们正视历史，

忠实地记载历史，经验是财富，教训是一笔更大的财富，它

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让我们发展的更快、更健康。

三公村是所有三公村人的三公村。 不管是生活在村里

还是城里，不管是务农还是经商，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大

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要让三公村的发展越来越

好，群众的生活锦上添花。 我相信，在党的富民政策的指引

下，在所有村民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崇尚道德、富裕文明、

和谐安宁的新三公将呈现在我们面前。

三公村的发展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好，三公村的未来

无限美好。

201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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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虽坠坠噩噩

序

汾城镇党委书记张国强

汾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马瑞刚

三公村党支部书记王会琴、村委主任魏振武邀请我们

为村志写一个序言，我们感到很欣慰。 编写村志是功德元

量的大好事，我们表示支持、祝贺。

近几年，我们多次登涉姑射山，远跳三公，麟次柿比的

民居，高低错落的梯田，生机勃勃的树木，南北畅通的公

路，深感该村区位优势特殊。 人村逗留，看到了东西南北畅

通的街道，主街北头曾有"三公议事亭"公孙样臼墓，每一

处遗址和古建的存在，充分说明忠义千秋的赵氏孤儿故事

与该村密切相关。

三公村自古以来就是个文明村，不论经济发展、社会

变革、文化底蕴都在古老的汾城首屈一指。 两千多年，有它

的辉煌进步，也有衰落阶段，每一次进步发展，都与社会变

更密切联系。 远的不说，建国后，从 1949 年以来，三公人民

在党的领导下，从初级合作化到高级合作社，这个村就是

全县有名的先进村，从"社教运动"到"农业学大寨"这个

村都是全县的先进单位，这充分说明每一届支部、村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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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虽氢噩噩...... San Gong Cun Zhi 

为村庄的发展、群众的致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很大贡献，

对他们的奉献精神，我们表示赞扬感谢。

特别是 2012 年新的支部、村委上任以后，对三公的发

展出谋划策，他们以"为民、务实、清廉"六个字为根本，为

本村的发展作出了令人心悦诚服的贡献。 他们联系实际，

大胆创新，脚踏实地，务实肯干，走了前人不敢走的路，做

了前人不敢做的事，在沿山丘陵区打深井 2 眼，建了蓄水

池，埋设管道，形成灌溉网络，技资 1000 多万元，完成了涌

泉灌溉工程，安装了田间渗灌管道，使千年旱地变成了保

浇田，一举改变了生产面貌。 在农业调产上，完成了 4000

亩沿山核桃经济林工程，为农民增收奠定了良好基础。 彻

底解决了排洪护村工程，排除了百年隐患。 建了大型牛羊

场、砖瓦厂，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村庄、田间道路硬化畅

通。新建了学校、文化广场。 同时，在村西南建设了公园，村

西重建了龙王庙，村内广场矗立了《弟子规》、《朱子治家格

言》、石碑、文化墙，同时搞了"魅力乡村"书画展，编写了村

歌，村里成立了老年舞蹈队和歌唱团，自编自演，群众喜闻

乐见，把文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

目前，这个村两委班子团结，社会安定和谐，生产发展

进步，成为全镇首屈一指的领头雁。 我们希望三公村在今

后的发展中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取得更好的业绩，迎接

更加美好的明天!

201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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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三&坠童，

序

党支部书记王会琴

村委主任魏振武

三公村位于姑射山下，东临临新公路，南达名州新络，

西与乡宁接壤，北通古都平阳。 全村 2824 口人，土地 8900

亩，耕地 5600 亩，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山川秀美，物

产丰富，民风淳朴，勤劳善良，是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

古村落。

闻名全国在世界上都有一定影响的赵氏孤儿故事与

我们村息息相关，公孙样臼、程婴、韩厥三义士曾在此商议

"保孤救孤"之谋，公孙样臼英勇献身后葬于本村。 这一具

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千古流传至今历经 2600 余年，三公救

孤之忠义精神在这里世代传承，发扬光大。

历史上我村地肥水美，物阜民丰，盛产粮棉，是太平县

的富足村。 每年夏秋，每场大雨过后，三官峪洪水顺着三条

渠流经我村，村北、村东、村南的大片土地得以灌溉。 洪水

中带有大量的腐殖质，浇过的土地水足肥饱，奠定了来年

的丰收。 由于上千年的洪水浇灌淤积，活土层逐年加厚，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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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虽坠坠查‘ S咽 Gong Cun Zhi 

地十分肥沃，再加上村民的勤劳，每年种植麦、秋两茬，棉

花蔬菜，生活足以自给自足。

姑射山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丰富资源，煤、铁、柴、石 、药

材等宝藏。 冬春农闲时人们上山采煤、拉炭，挖矿、运输，采

药，砍柴，取石，烧灰，经济来源得以保障。

我村南接膏腆，北邻尉村，东南十里是古太平县城，这

三处都有繁华的集市贸易，每旬九天集，各种农副产品交

易方便。

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一桩桩一件件光辉灿烂的业绩。 雄

伟的土城墙、祖师庙、老爷庙、二郎殿、魁星阁 、贞节坊 、古

戏台等古建筑，灿若群星，分布于全村·…..构筑这些古建

筑，需要付出不少心血和汗水。 尽管这些古建筑已不复存

在，但曾经目睹过它们鼎盛繁华的老人，回想起来仍津津

乐道，为先祖们的成就骄傲和自豪。

一代又一代三公人，继承先辈的遗志，在保卫祖国 、发

展社会文化事业和建设家乡中做出了一系列的贡献和业

绩。 王进文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王保子在朝鲜战争中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崔敏学创办了汾城县第一座中学;李

里的书画闻名全国，走向世界。 生活在家乡土地上的人们，

朴实无华，勤劳敦厚，出力流汗，拼搏奉献，用辛勤和智慧

改变着家乡的面貌。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村是全省闻名的卫生模范村，华

北四省卫生检查团在我省检查了两个村庄，其中一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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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 三&坠噩噩

我们三公村(另一个是被山县太阳村);六十年代，畜牧业

发展在临汾地区居首;社教运动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

黄克诚曾亲临我村视察。 七十年代全国农业学大寨，是全

县农业先进村;打机井 8 眼，使村东两千多亩洪水地变成

了清 、洪两浇的稳产田;在西坡地龙王庙一带小块并大块，

填沟造田，整修土地 400 余亩，地委书记赵玉亭亲临我村

召开了临汾地区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会。 八十年代，调整产

业结构，栽植优种"红富士"苹果树两千多亩，建起了蔬菜

大棚，种植中药材，实现了人均一亩经济田;为活跃群众文

化生活，建起了新舞台;九十年代，村民办起了铸造厂、汽

修厂、电焊修理、轮胎修补·…..村里启动了"二、八"集市贸

易，不出村就可进行农副产品购销。

进入新世纪，三公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专业户办起了石灰厂、饲料厂、养殖场，饭店、

买了装载机，发展运输车百余辆，运煤、拉矿，是全县有名

的运输村。 近三年，实行农业调产创建 4000 亩优质核挑

园;绿化荒山荒坡 2000 余亩;新建学校;举办"魅力乡村"

书画展;新建"孝义"文化广场;村民自编村歌《三公，可爱

的家乡》被第六届全国村歌大赛评为优秀作品 。

现在我们村基本实现了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家家

住新房，不少户买了小汽车。 三公村创造的新业绩，在《丁香

文化}~临汾日报》刊登，在县、市、省电视台播放，大大鼓舞

了村民建设家乡的信心，牵动了在外人员对家乡的爱心。

我们相信在党的富民政策感召下，同心协力，开拓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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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虽鱼堕且直...... San Gong Cun Zhi 

新， 三公村将率先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村风文明、村

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我们的日子将越过

越富裕，生活将越来越甜美。

201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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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回 4虽坠坠噩噩

凡例

一、本志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

求是地记述三公村自然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

现状。

二、本志贯通古今，上溯事物发端，下迄 2014 年 12 月

底，详今略古，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实。

三、采用述 、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 层

次结构分章、节、目 O 卷首设概述，卷末有大事记、跋、修志

始末等。

四、采用规范语体文记述，语体文即用现代汉语书面

语。 用字按 2001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法》和 1986 年的《简化字总表》以及 1988 年《现代汉语通

用字表》执行。

五、标点符号按 1995 年 12 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

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执行。

六、计量单位以 1984 年 2 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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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虽坠血革....... San Gong Cun Zhi 

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 和 1993 年国家技术监

督局国家标准《量和单位》为准。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使用历史纪年并括号注公

元纪年，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注公元纪年。

八、数据资料，选用数据以县档案馆和《襄汾县志》记

载为准，不注明出处。

九、文章署名 。 各章节的文章、图表均为编辑所为，一

般不署名 。 以附录形式收集的专写或特写文章冠署作者姓

名 。

十、"人物"一章设人物传略、人物简介、人物名录三

节。 传略和简介两节中的人物均按出生年月为序。 传略一

节记古代人物和近现代知名人士;人物简介一节收录副科

级以上行政干部、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本村历任党支部

书记及村委会主任。 人物名录一节收录离退休干部、在外

工作人员和 1956 年至今服兵役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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