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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长治市郊区区委书记

孙宏波

历史是一面镜子，温故而知新。纵观葛家庄村的历

史，它是中国广大农村的一个缩影。“知一国之兴衰，以

史为鉴；知一地之兴衰，以志为鉴”。无论是远古，还是近

代，一个村的发展历程蕴含着一个时代的内容。近年来，

葛家庄村党支部带领全村人民群众发展村办企业，依靠

煤炭优势逐步走上了小康之路；响应区委号召，进行结

构调整，在由“黑大粗”产业向“高精细”绿色产业转变方

面为全区带了一个头；率先在农村进行城镇化改革、兴

建的新式村民单元住宅楼，缩小了农村与城市的差别。

《葛家庄村志》客观翔实地记叙了葛家庄村发展进步的

历史，对于鉴古知今，兴利除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既

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一件上

不愧对祖先，下能惠泽子孙的好事。

我真诚祝贺《葛家庄村志》的出版，愿葛家庄村更加

兴旺，村民生活更加殷实，葛家庄的明天更加美好。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

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当代，贯通古今，

实事求是地记载葛家庄村自然、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

的历史与现状，为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本志所载人和事上溯不

限，下限至2005年12月，重点记述解放以来本村各个

时期的历史事实。

三、本志以志为主，记传并用，篇日程序为章、节、目，

除概述、大事记外，设建置，自然环境、人口、农业、工副

业、组织建设、村庄建设、村民生活、教育、卫生体育、文

化艺术、军事、民政、村情民俗、人物等十五章，附录村规

民约及历年获得奖励荣誉，图片集于卷首，图表随文附

录，力求图文并茂。

四、本志纪年、民国以前采用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

年。新中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本志中的解放后指

1945年长治解放后。XX年代均为20世纪。地名、行政设

置和官职、学位、荣誉等均按当时的习惯称谓。

五、本志所用资料来源于省、市、区、镇、村有关书籍

及档案，有部分口碑资料，均经核实后使用。本志资料，

除引自典籍、碑文的注明出处外，其它均不注其出处。

六、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本志立传的为已去世者，

对现健在的对本村有贡献的人物结合事件进行记述，以

事带人，不作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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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葛家庄位于山西省长治市西北部约30公里的长治

市郊区黄碾镇境内。东邻史家庄村，南邻王庄煤矿，西与

屯留交界，北依小寒山与良才村接壤。南北长约2．3公

里，东西长约1．6公里，总面积3．68平方公里。由上葛家

庄、下葛家庄、乔家庄、白家庄四个自然村庄组成。

葛家庄地处黄土高原，是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全

村地热由北向南倾斜，海拔最高为1012．7米，海拔最低

为912．2米，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村庄座落在四面

丘陵包围的一条较大的冲沟内，村中间有一河槽，村民

沿河槽两岸由北至南靠山坡居住，南北长东西窄。村庄

四面丘陵起伏，沟壑纵横。本村气候属温带大陆性季风

气候，春季干旱多风，夏季高温炎热，秋季凉爽多雨，冬

季寒冷少雪，四季分明，寒暑变化明显。境内地表层有丰

富的黄土资源，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地下有丰富的煤

炭资源，为本村发展村办企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葛家庄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丰富的人文景观。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出人献物，踊跃参战支前，为

赶走日本侵略者和推翻蒋家王朝作出了较大的牺牲，为

新中国的诞生和人民安居乐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位于

本村东北部的静窑古寺，始建于唐宋时期，至今已有千

余的历史，寺内供奉的娲皇圣母——女娲，是我国远古

神话传说中伟大的女神。现几经修葺，逐步恢复原貌。此

外还有三峻庙遗址，寨节古战场遗址等都具有较高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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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和文化价值。

葛家庄自古以农业为主。由于坡大沟深，耕地地块

多，面积小，肥力较低，较难蓄水，解放前粮食亩产不足

200斤。农业合作化后，通过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推

广农业生产先进技术，科学种田，亩产量虽比解放前翻

了一番，但群众生活仍比较困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之前，葛家庄千余亩耕地，粮食总产不足250吨，人均口

粮320斤，经济总收入不到10万余元，人均收入不足

200元，集体固定资产不足6万元，真可谓“一穷二白”，

是远近闻名的贫困落后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以党支部书记许长

荣为首的村党支部一班人带领党员群众，艰苦创业，发

愤图强，使全村逐步走上了致富路。从土地下放，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到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本村先后投资

30余万元建成了1号、2号煤井，投资50余万元收回3

号、4号两个集资井，投资200余万元建成了5号煤井，

从而使全村经济建设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为后来的

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2004年的煤矿新一轮

承包竞争中，本村以上千万元的价格在郊区煤炭行业拔

得头筹，成为煤矿承包的姣姣者，煤矿承包的高效率回

报，给全村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经济增长点。

2003年以来，本村投资2500余万元兴建的百强调产项

目晋康酒精厂一期工程现已竣工，目前正在进行设备调

试和试生产，预计在短时间内可投入运营生产。工程投

产达效后，可年新增产值8000多万元，新增利税1900

余万元，逐步实现“黑色产业”向“绿色产业”的转轨。

从1989年至今，葛家庄村在村镇建设方面累计投资



1500余万元，先后改造了1700多米的排洪渠，亮化硬化了

1500余米街道，解决了行路这一难题，改善了办公设施，建

成了三层39间的办公大楼；建成了村民文化娱乐场所“康

乐剧苑”；建成了与之相配套的东楼、临街及对面的两栋可

容纳80户居民的单元楼，规划兴建了东沟别墅式居民小

区，使36户村民乔迁新居；安装了可同时收看36套节目

的闭路电视，使农村的发展尤其是文化生活更接近和趋向

于城市化。2005年，本村又配套安装了村委大院及村口大

门的霓虹灯工程，使葛家庄这个小村庄在节日里和庙会期

间的夜景五彩缤纷，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20多年辛勤耕耘，葛家庄人终于梦想成真。今天的

葛家庄已成为过去人们梦想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村里幼

儿全部免费人园，全村实现9年制义务教育；孩子从上

初中一直到考上大学，村里每年发放助学金；村里专门

组织老年人赴首都北京观光旅游。每逢过年过节，葛家

庄人和城里人一样，会从村里领到一份福利。

依靠大力发展村办工业，葛家庄人逐步走上了共同富

裕的道路；依靠集体经济实力，加强农村城镇化改造，葛家

庄逐步向都市化新农村迈进。近几年来，葛家庄村多次被

评为市、区、乡“先进基层党组织”、“模范集体”、“综合治理

先进单位”和“文明村”，并被表彰为“省级千万元村”、“山西

省卫生村”和市“读报用报先进集体”。日前又通过了市、区

两级“小康村”验收，并以95分的高分名列全区前茅，一个

农村工业化、农村都市化的文明新村正巍然崛起。

盛世修志，鉴古知今。本村人民将在先辈们创建的历史

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建设富裕、繁

荣、文明、美好的新葛家庄，谱写新的更加壮丽的新篇章。



葛家庄村党史部村委会一班人

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教师到平顺县西沟村接受艰苦奋斗教育



③②①

进舞村
村台委
大 办
门 公

楼

隆

p．



①煤矿
②晋康酒精厂
③自动化控制室
④成品检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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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单元楼
② 东沟居民小区一角
③解放前村民居住的土窑洞、土苤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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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一旧

①、本村制作的大型彩车代表郊区参加

长治市元宵节文艺展演

⑦／③、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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