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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大地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聚居生活，秦行郡县制，

置在平县。 二千多年以来，一代又一代在平人在这片热土上繁衍生息，用勤劳和智慧的双手创造了

美好家园，书写了光辉历史，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文化。

近年来，全县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团结一心，扎实工作，推动各项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保持了政治安定、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

时光太细，指缝太宽。二千多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但对于在平的每一个村庄，

不知经历过多少风雨沧桑，才兑变成今天让人为之骄傲的模样。 麦香草青、狗吠鸡鸣、流水潺潺、

小桥人家，是乡村生活最淳朴的写照 。 我们不应让这种场景消失，而是有责任将它记录下来并流传

下去，使其作为一种文化、 一种乡韵永远镜刻在乡土人心中 。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乡村面貌日新

月民异，编篡村庄志、记录村庄历史变得更为必要和急切 。 ((在平县村庄志》 正是在这种需求下适

时启动和完成的 。 ((在平县村庄志》详实地记录了我县行政村庄的风土人情，世事变迁，时间界点

没有上限，始于每一个村落的起源，可以说是全县所有村庄的一部百科全书 。

《在平县村庄志》的编写，在坚守志书底线、把握志体的基础上，立足于全国读者的视角，把

握村庄的共性，突出村庄的特性，做到了资料丰富、微观具体、可读性强，反映了村庄的演变过程，

揭示了发展规律，为地方建设和执政理政提供了准确可靠的信息 。 这部村庄志不仅是一方文化历史

的体现，更是在平县内引外联的门户和平台。值此《在平县村庄志》即将出版之际，我谨代表在平

县委及在平县人民，向关心支持修志事业的专家、学者，尤其是默默耕耘的 2200 余位广大县、乡、

村三级村志编篡工作者表示诚挚的问候和感谢!

村庄是人类集体生活的起点，是庞大社会体系的基本单元。 人从村庄走出来，人的根在村庄里。

相信《在平县村庄志》 的出版发行，必将进一步激发全县人民热爱家乡、创造幸福美好新生活的自

豪感和责任感;必将进一步凝聚起全县上下的发展合力，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为开创在平改革发

展稳定新局面注入强大力量!

中共在平县委书记 张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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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县村庄志》为在平县历史上首部村庄志，由在平县人民政府主办、县地方史志办公室承编。

皇皇巨著，历时三载，于今付梓，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在平史志编篡历

史上的标志性成果，实可喜可贺!

在平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近几年，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上下解放思想、开拓创新、

锐意进取，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和谐。随着新型城

镇化建设的进程和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实施，在平县境内城中村、城边村有的已经消失，有的面临消

失。为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突出乡村文化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2013 年 4 月，

在平县委、县政府决定启动编篡《在平县村庄志》。此后，史志工作者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

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忠于史实，创新体例，

突出特色， 11主志筑道，直笔善史，编篡了此部特色鲜明，图文并茂的村志佳作。

《在平县村庄志》准确、客观记录了在平县乡镇、村庄的历史由来、村容村貌、民俗特色、名

人轶事等，遵循"存古详今"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在平县村庄的历史和现状，内容涉及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和民生等的方方面面。在平县的历史巨变和辉煌业绩，凝聚着各级领导的关心和

社会各界的支持，凝结着在平县各行政村干部群众的智慧、心血和汗水。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

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村庄志的出版，为外界了解在平、认识在平、研究村情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对在平人而言，村志既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传承和

弘扬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是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修志之举，在于运用。寄希望全

县上下认真学志用志，充分发挥志书"存史、资政、教化、育人"的社会功能，鉴古察今、彰往昭来，

在平就一定能在新的历史时期续写更加绚丽的时代篇章!

此志编篡，得到了省、市史志办公室领导、专家，各县、市(区)史志工作者，诸多老领导、老同志，

各村两委干部、文字爱好者及社会各界人士的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中共在平县委副书记、县长朱正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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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庄

县委书记张琳指导振兴街道前曹社区法治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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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杜郎口镇西大文IJ村民祖孙生活照

1973 年，杜郎口镇刘户掌村生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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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冯屯镇小杨屯村小麦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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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在平县中心街南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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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挖河清淤

20 世纪 90 年代在平电影院

往平村庄岩豆豆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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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 节庄

难忘的老斗

日员呐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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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土坯

置办喜事用的大锅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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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的喜悦



当代新农村

古井前的回忆

同心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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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进新楼，不忘乡愁



乡代新农村



在材生

在山公园

在平文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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