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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易帮壁
l

<后蒲棒村志>问世了，这是我县有史以来出版的第一

部村级志书，是该村在党的十五大精神鼓舞下，高举邓小平

理论旗帜，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大可喜收获，值得庆贺。

历史是面镜子，以史为鉴，温故知新。历史上的后蒲棒

村．是我县有名的穷村．“水围村，蒲草长，除了小庙没瓦

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二届三中
全会以后，村党支部(党总支)带领群众奋发图强，艰苦创

业，闯出了_条芝土工促农，以工兴农，工业农业齐头并讲．滚

动发展的富裕之路。昔日贫穷落后的荒僻小村变成工天津

市的明星小康村，成绩瞩目，特别是挝党支部(党总支扛班
人“带颈群衮致富■同静t哆<先富”的奉献精神，使党的优良传统得知发挥懈酌威信在灭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增强：
五翮敬磋酌江泽民恧丽芑栗村里税察时所说的：“这个衬的
党支部说话甬7巧豇弱甬乏磊5<砸中国有句葛新lI做
‘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就倒下来’；己不正焉能正人?

身教重于言飘我是老念这个‘经’的。后蒲棒村党支部说
话兄颠'我看芙键两二条，就黝『]发挥了觅蕴致的战耳
保垒作用，干部和党员能起带头作用。”在这里，江总书记对

村觅支部的工作给予了充分酌肯定和赞扬。这是后蒲捧人

的光荣，也是全县人民的光荣。

<后蒲棒村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xlj4,平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辨

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记叙上详今略古，详独略同。以翔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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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丰富的内容，全方位地记叙了该村自建村以来一直到

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突出反映了

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两个文明建设的巨

大成就，充分展示了村党支部(党总支)带领群众艰苦创业，

拼搏奉献的时代风貌，热情讴歌了干部群众改造自然，建设

小康村的奋斗历程，赞颂了在两个文明建设中涌现出来的

先进事迹和模范人物。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可读性。它不

仅为人们了解后蒲棒村的过去和现在提供了窗口，也是一

本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很好的乡士教材。

<后蒲棒村志>，在该村两个文明建设取得可喜成绩的

今天问世了，它在激励人们艰苦奋斗，拼搏进取．把两个文

明建设推向新阶段上必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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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xsd,平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辨证唯物主义

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

资料性的统一。

二、记述范围，全面记述后蒲棒村的历史和现状，上限

尽可能地追溯到事物的始发年代，下限止于1998年。

三、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设章、

节、目。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另设概述、大事记、附录。详

今略古，详独略同。以反映实代特点，突出本地特色。

四、以语文体、记述体为主要文体，力求言简意赅，通俗

规范。

五、历史纪年，新中国建国前沿用旧称，括以公元纪年，

新中国建国后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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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后蒲棒，成村于明永乐年间，距今已经有五百余年历

史．这个大黄堡洼东部的小村，由于她的偏僻，由于她的贫

穷。不要说在国家地图上，就是在武清县的历代区划图上，

也少有标志。难怪其不被人们注意。

可是，谁会想到，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如同催春的东

风．几年间使贫穷的小村一改旧貌，焕发出朝气蓬勃的青

春，国民经济如同池中的喷泉，几年间一年—个翻番。贫穷

的帽子甩进了历史，村民生活一跃跨入了小康，更美好的未

来正向他们招手，小康路上的后蒲棒村，如同一匹飞奔的骏

马，精神勃发，迅猛向前。

如今的后蒲棒，在县级地图上，虽然还是个引不起人们

注意的小圆点，可县、市两级红旗党支部的荣誉却连续保持

了多年。县委书记、县长，几次进村检查指导工作，市里的

领导同志也频频地光临指导，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敬爱的

江泽民主席也风尘仆仆地来到小村，给小村人以鞭策和鼓

励。使小村人感受到多年来从未有过的激动和荣幸。

后蒲棒的过去和现在，后蒲棒人艰苦创业的历程，确应

载入史册，以励后人。

倨蒲棒，隶属武清县大黄堡乡，位于乡驻地西北二公
里，大黄堡洼东部。西滨柳河干渠，北与四高庄，东与普贤

坨、蒋庄子，南与前蒲棒接壤，大黄堡路从村前通过，距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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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公里，天津50公里。距县城杨村23公里。)
． 171户，653人，姓氏有张、黄、贾、卢、陈、壬。孙‘杜、吴

等。除四人壮族外，余者皆为汉族。聚落呈东西向长方形．

占地13．7万平方米，东部为工业区，西部是居民别墅小区

和集办公、待客、村民文化生活于一体，建筑面积10000平

方米的综合大楼，及可同时接待二百人就餐的亚中饭店．中

部为居民住宅，皆为近年新建起的砖木结构平房，高墙深

院，宽敞明亮。村内东西走向街道两条，面铺沥青，两侧栽

植花木，干净整洁。四季长青。把，J、村衬托得像个花园。

境内地势垩缓，海拔3．1米，土地7000亩，多为苇田，

其中养鱼水面3400亩，耕地1410亩。由于地势低洼。历史

上常年积水，与左邻的大黄堡、前台村部分土地形成—个天

然湖泊。相传明永乐年闻，燕王朱棣率众渡马驹桥，南驻武

清，曾在此荡舟游乐，因此又名燕王湖。

与外界交往所用的运输工具，历史上多靠船舶和畜力

车，往来十分不便。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近临的

津围公路扩宽。直通村头的大黄堡公路建成，把个偏僻的小

村变得交通畅达，往来便捷，乘车北行进京或南去塘沽新

港，70分钟可抵达。去天津市区或张贵庄机场，行车一小时

足矣。便捷的交通为发展经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后蒲棒位于武清县东部燕王湖畔的大洼区，土质为胶

粘土，属肥沃型土壤，按说应该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可是，

过去这里由于地势低洼．+年九涝．一年四季。遍地积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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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上星壁致些堕鲎塞水的红高梁—黼砒电块进盛至米，但往
蕉量±壁盘丕收，垂曩每蚴拯，熬蜃：丘涎滢．挝民眼泓
．汪汪，只能以外出逃荒或抒鱼摸虾艰难度日。：土房矮。野
草长，只见蛤蟆不见粮．有女不嫁后蒲棒。”就是当时的真实

写照。
、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关怀大洼地区的农业生产，号召

人们酌厦互磊骚再泱砺礴确限五萌两丽二度一～人们自左更生。疆萱查斗，兴修汞羽，改良王壤，篮水患一度
褥到控制，农业生产有所好转，然而由于各杰面涤件的制
药．仍旧没能从根本上扭转靠天吃饭的局面，遇到水患严重

的年步k不但自身的积水无处排泻．还要做出硒牲。承担上

游泻来的洪水。农业生产毫无保障可言，制氓舶生产积极性

、碾天程度王蔓蓟挫伤。。i多5弓珲，破雨穰据天洼地区的实际
情况．决定将后蒲棒以及周围几村改为苇田区．村民除冬季

割苇，其奈时间以捕鱼为业。1958年实行统购统销，吃粮

由国家供应，每人每天一斤原稂E竭揪灾害时期降为半
斤)。虽然还没有达到温饱的程度，但村民总算有了最基本

的生活保障。

—竞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春风化雨，滋润着神州大地，后

蒲棒村干部群众思改革，盼快富，特别是1985年新改选的

党支部成立后，以支部书记张振宏为首的“一班人”，带领群

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艰苦奋斗，下大力开发耕地，改良土

壤．逐年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从1994年以来，特别是江总

书记来后蒲棒视察时发出要尽快解决粮食问题的指示以

后．集体集中财力物力，购置大型挖掘机，开发村北耕地，扩

大鱼塘面积。到1998年，已开发耕地1410亩，鱼塘面积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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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3400亩。集体成立了农场．1996年试种200亩玉米。

精耕细作。科学管理，当年喜获丰收，实现亩产500斤，总产

10万斤的好收成。接着又试种250亩小麦，由于措施得

力。管理精细，科学到位，又一次喜获丰收，小麦总产15万

斤，亩产300公斤，从此结束了后蒲棒不产小麦的历史。

后蒲棒虽然有7000亩芦苇沼泽地，但长期以来，经济

结构单一，村民除了冬季割苇，便是提着渔网捕鱼捉虾，别

说过富裕日子，就连最起码的温饱也难以实现。解放后的

六十、七十年代，村里也曾试图闯一条以工养农的路，并先

后办起了来料加工性质的拔丝厂，缝纫厂．五金厂，但由于

管理以及甲方产品销路等种种原因，时间不长，便先后倒闭

了。

1985年，新成立的党支部决心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带领群众闯出一条富裕之路，他们打破小农经济思想的束

缚，利用靠近大城市，便于引进技术，开发产品和寻找市场

的优势，兴工富民，开始兴办企业。以支部书记张振宏为首

的“一班人”带头走亲托友找项目、学技术、跑贷款、借资金，

党员群众看到这种情形，也纷纷解囊相助，很快筹集了37

万元。党支部用这些钱办起了绢花厂、磨光厂、服装厂和沥

青厂。在—个祖祖辈辈靠养苇打鱼为生的落后的乡村里．

办起了这些企业．一下子就把群众的情绪振奋起来了．但由

于缺乏经验。选项不准，时间不长，有三个企业就被迫停顿

下来。面对困难和压力，党支部一班人不灰心．不气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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