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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含“忠信”之义，村乃“虎城”之形；“镇以周名，志偌厚也”。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国家重点镇——周村，这个名字已经叫了一千七百多年，其史迹情状商经

文武民生德教实堪大书特书。于今，填补史之空白的《周村镇志》即将付梓，夙愿

终偿，实全镇二万五千人民期盼已久的一件大事，亦是承古担今铭昨启后之我辈

责系，职有未尽之憾！感此，惶恐难胜一序之任。

周村镇是历史古镇、通衢要镇、军事重镇、经济强镇、文化大镇。

周村镇古称长桥镇，其人文史可追溯到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多处，

是为历史古镇。晋时名将、江苏宜兴人周处陕西平叛战殁，葬于长桥，镇始更名

“周村”，足证周村之通衢要镇地位久已存之。历史上本地区多次兵灾匪乱，周村

凭“虎踞”之城保民数万，功难尽书；兵家必争此地，城墙今犹存址，军事重镇是

也。经商传统见史者历数百载迄今未艾，奉国利民；欣逢盛世，经济继续做好做

快做强尤为可期。文化熏陶，崇文重教，英才辈出，佼佼者如民国时三晋第一才

子郭象升。今更有数百人才走出周村，活跃在各类舞台，共圆国梦。

信然，四千多年历史足资今鉴，二万五千人民更其英伟。铭史励志才能创造

新的历史，这既是周村镇党委、政府编纂《周村镇志》的初衷，也是我们周村创新

发展的需要。

有联曰：周处武威德崇东岳，村成虎象光耀魁星。周村的过去如东岳庙般巍

然屹立，周村的光辉如魁星阁般吸人眼球。周村的未来之光将更加灿烂，周村的

理想之路亦任重道远。追古思今，愈爱周村。“秩秩大猷，君子树之。”借此志书告

成，让我们铭记历史，众志成城，携手周村未来的圆梦之旅。

周 村 镇 党 委 书 记 郎军芳

周村镇人民政府镇长 焦志成

201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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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以人为

本，客观记述，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追溯到事物有记载始，下限至 2013年底（部分数据至 2012年

底，个别章节延续至出版），部分史料下限稍作延展，以求记事完整。全志按照详

今略古的原则编述。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以志为主。横分门类，纵述

史实，以章节形式，横排竖写。照片集于志冠、概述置于卷首、大事编年置于卷

末，附、表随文录入。

四、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的朝代，采用历史纪年，并标注公元纪

年，“公元”二字省略。民国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括号标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XX年代”未标世纪者均属20世纪。

五、本志中的汉字，以1986年10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布的《简

化字表》及1988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

的汉字为准。有的碑文沿用繁体。

六、本志使用的标点及行文中使用的数字，按照1995年12月国家技术监督

局发布的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和1996年6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书写，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得体的地方，均使用

阿拉伯数字。

七、本志中的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使用，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发布的

《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准。中华民国及以前的计量单位

采取历史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原则上采用公制。农田土地面积较小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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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周村镇为泽州县的西大门，距晋城市区 20千米。地理坐标为：北纬 35°25′
35.70″—35°31′54.69″，东经112°36′07.07″—112°44′09.94″。东与南村镇相连，西

与阳城县北留镇接壤，南与李寨乡相邻，北与川底乡交界。海拔最高1026米，最

低600米。南北纵长约10.5千米，东西横距约6千米。总面积67.5912平方千米，

占泽州县总面积的 3.34％。有 9067户，25406口人。辖下町、下河、下掌、上掌、

川河、五行、中三、石淙头、甲村、西庄、坂上、杨山、苇町、李堰、坪上、苗庄、岭西、

岸村、周村、河村、南坡、南堰、常庄23个村民委员会，64个自然村。

周村镇地图，从东向西看去，像一只盛情迎客的酒杯，展示着周村人民的热

情好客、民风淳厚；从西南望向东北，则像一支昂扬向上的号角，体现着周村人民

勇于拼搏、不甘落后；若以西北为柄，仰首东南，则像一支势头正旺的火炬，传递

着周村镇几千年文明的光辉；而若以西部边界为底，又恰似一座蕴涵丰富的宝

山，正是周村历史深厚、文化丰富、经济强盛且发展后劲十足的生动写照。

早在 4000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隋之前，泽治濩泽、治端氏、治高

都；贞观以后治晋城。徙治不恒，镇属晋城如故。原称长桥镇，至晋平西将军周

处平叛战殁葬于此而更名周村镇，并一直沿用至今。从西晋算起，至今已有

1700多年。

周村镇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古建风貌浓郁，文物遗存丰富。镇内有一大批古

庙宇和明清风格的中国北方传统民居。古老的历史和绚丽的文化形成古镇悠远

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素有“行山重镇”、“丹水名区”之称。2006年，周村镇

被列为山西省第二批历史文化名镇；2009年，石淙头村列入山西省历史文化名

村；2013年，周村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单；2014年2月，荣膺第六批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名录；2014年8月，进入“国家重点镇”行列。



周村镇人杰地灵、人文荟萃、藏龙卧虎，历代英雄豪杰与仁人志士辈出。晋

周处英烈浩气，感染镇人。宋梁兴抗击金兵，威名远播。明清以降，李荣、卫邦、

梁肯堂、范莛等为官抚民宽和、清操自砥。近代有义和团抵制侵略，反帝爱国；郭

象升才华横溢，蜚声学界。现代则有李功隆、王俊英等参加牺盟会，抗日救国；张

裕和、延小黑、赵贵德、段小来等百多人参加八路军、游击队抗击日寇，500多名

热血男儿参加解放战争，赵怀文等近200人血洒疆场。

周村镇交通便利，古为秦、晋、豫之交，东逾桃固，西陟东乌，南越天井，史称

“古冀通衢”。“清化一大道”、“清化二大道”明清以前就是晋豫通商要道。而今，

交通更是四通八达，境内有连接二广高速和京昆高速的晋（城）—侯（马）高速公

路；连接207国道和通往陕西的晋（城）—韩（城）省道；晋城中西部地区的主要经

济通道晋（城）—阳（城）一级公路；晋城西南部地区的主要经济通道周（村）—碗

（晋庙铺镇碗子城）公路通往中州大地。四条主要干道贯通镇境，省内所少见。

公路、村村通道路纵横交织；人流、物流、信息流畅通无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极

为便利的交通条件。

周村镇土地肥沃，有耕地面积2869.81公顷，占总面积的42.46％。森林牧坡

面积2365.83公顷，占总面积的35％。人均耕地近1.7亩。四季分明、气候温和，

年平均气温介于9.7℃-10.0℃之间、平均降水量700-900毫米、平均无霜期192.6
天、平均日照数2392.8小时。丘陵、平地、河床两岸适宜种植小麦、玉米、大豆、谷

子等主要粮食作物、多种小杂粮和棉花、油菜等经济作物，山坡地、山地适宜生长

苹果、黄梨、山楂、柿子等果树。近年来，农业发展空间不断拓展，农业产业结构

更加合理，曾经的农业大镇，发展后劲将不断增强。

周村镇为商业重镇，宋金时即形成规模。《宋会要辑稿·食盐》记载，周村镇上

缴税金就为沁水县、陵川县的一半以上；金时曾属泽州府直辖。周村“民居星聚，

商贾云集”，整个明清时期，大小店铺多达600余家，是当时泽州首屈一指的商贾

重镇。近代曾因军阀混战、日寇入侵，经济受到重创，商贸业一时萧条。新中国

成立后商贸业得以逐步恢复，日渐茂盛。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为泽州

县西部、晋（城）阳（城）间重要的物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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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镇物华天宝，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突出，发展潜力巨

大。素有“煤铁之乡”美誉，整合后全镇保留2座60万吨煤矿，惠民之光热历久弥

新。周村北留工业园区是省级示范工业园，位于周村镇和阳城县北留镇交汇处，

规划总面积12平方千米。2012年，周村镇入选全省首批“百镇建设”镇，列入全

省“一市两园”、全市六大产业片区行列。山西省、晋城市“十二五”重点工程、转

型综改试验标杆项目——晋煤集团“高硫煤洁净利用循环经济工业园”落户周

村，投资近800亿元，将打造成“煤、电、油、化、运”一体化联动运行、产业集聚发

展、资源循环利用、产品结构多元的大型低碳绿色循环经济工业园。目前建设如

火如荼。

周村的过去，成就喜人；周村的未来，更加诱人。周村镇依托历史厚重的人

文底蕴，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凭借跨越发展的产业基石，淳朴诚信的村风民情，

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和园区建设的无限商机，开拓进取，只争朝夕，不断推进和

实现着以人为本、环境优美、科学统筹、和谐发展的美好前景。一个开放活力、宜

居宜业、幸福和谐的新周村必将出现在我们面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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