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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村农田～缃

复兴村虹鳟鱼养殖场地一角



东干渠渠首

312国道穿过复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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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村红龟蛹l『rl工业区域

复兴村村道



复兴民族小学(1997年9月改名

复兴民族小学学生做课问操



复兴柴家暗门明长城遗迹

满城遗址



复兴村委会

复兴村一角



复兴村在永登的位置



复兴村现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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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复兴村志》以党的方针、政策为准绳，遵

循“立足当代，追溯占代，贯串古今，详今略古”的原

则，实事求是地记述复兴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

碰的∥J史和现状二

二、上限不限，追述搴物的发端，下限一般截止

1 997年6月。

三、历史纪年，解放前均用旧纪年，汉字写法，括

号内注公元纪年；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

字。本志所称“解放后”，系指1949年9月3日永登解

放后。

四、村社名，必要时按习惯称法，一般用现行地名。

五、所用数据，以资料和实地统汁为准。度量衡使

用公制，不用公制的括号内注明。

六、人物中逝者传略、生者简介。逝者按卒年前后

排名；生者按生年先后排名。

七、本志资料来自档案、方志、家谱、有关专著、

报刊，有关人士的回忆，口碑资料经考证、鉴别后采用。

八、为了慎重，各负其责，文后标出资料整理、提

供者之姓。“龙”指龙飞霄，“薛”指薛正国，“霍”指

霍文熙，“苏”指苏裕民。并列者，以前面作者为主。



序

《复兴村志》是永登县历史上第一部村志，这是造

福桑梓，惠及子孙的大好事，可庆可贺!

柳树乡复兴村，地处要冲，历史悠久。它位于古丝

绸之路沿线，即今312国道两侧，是永登县城的近郊。

早有古城遗址，自明嘉靖末，在古城西建鲁土司署衙，

世称古城鲁土司。清乾隆初修建满城，驻八旗兵营。历

民国到新中国成立至今，驻兵未断。明清以来，是汉、

蒙、满等民族集居，军民共处的一个地方。可以说是永

登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发展的集中地之一。

改革开放以后，复兴村顺应历史潮流，思想解放

快，全村农工商并进，生机盎然，引得许多人的关注，

唯其如此，离休教师龙飞霄不顾古稀病体，发挥余热，

主动倡导编修《复兴村志》，并得到地方有志之士的大

力支持。复兴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也由此可见一斑。

一个村子，在祖国的版图上可谓弹丸之地，可是，

凡事小中见大。一个村子是社会的细胞之一，仍有其自

身的自然，社会状况。如认真细心地挖掘资料，客观如

实地反映出来，亦可“窥其一斑而知其全豹”的。

《复兴村志》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得当，文

字精炼，具有地方特色。编辑人员博览群籍，走访知

情，广征口碑，能在较短时间中完成，其功之勤，其效

之著，勿需赘言。其功当归于各级领导的重视支持，编
?



辑人员的努力，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的得力指导、全力帮

助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关心支持。希望这部村志，能

起到人们了解永登，了解复兴的一个窗口。更希望村志

发挥“资政、育人、存史”的作用。在促进全县乡村精

神文明建设，推进城乡经济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

《复兴村志》编纂完成即将付梓，让我写序，谨成
上文，是为序耳。

3

永登县人民政府县长 苏振祥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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