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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源村志
陈明松编著



序一

■

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难舍

故乡情。‘．

2006年春某日，一位老先生来我

办公室，开门见山道： “我叫陈明

松，余杭区农业局退体，现在住余杭 、

区临平社区，老家玲珑街道下源村，

今年73岁⋯⋯”几句热情、简短的介

绍之后，拿出一沓厚厚的《下漂村

志》初稿，嘱我帮助修改。

我深深地被陈先生浓浓的故乡情

结所打动。1932年，陈先生出生在下

源村，曾读小学三年，后在村里上冬

学两年。21岁应征入伍，从军6年。

退伍后在临安县公安局基层工作。

1961年，余杭县部分从临安析出，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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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划入余杭籍。先后在余杭县吴山公社人武

部、三墩区、塘栖区和农业局工作，1992年退

休。退休后，回下源村居住3年，协助村里工作。

2005年初始，着手撰写《下源村志》稿。游

‘子心，故乡情，陈先生之举令人肃然起敬。无以

推却，我接过了他手中沉甸甸的书稿。

10余万字，数年心血，一生情结!书稿章节

有序，内容翔实，文风朴实，史实清晰，但其语

言与志体殊异。工作之余，对手中10章书稿做了

改写，甚感疲乏，又因电脑之故，数章所改丢

失，重复而为之，历年余，心有所憾。囿于精

力，书稿整体串编未有所及。成书仓促，缺憾难

免。

．2007年12月，适逢临安市行政村大调整，下

源村与上源村合并，称双源村j下源村延续50

年，志稿所记，史风俱存，以备后考，良益颇

多。 ． ．

陈先生嘱我作序，推让再三j是为序。

临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副研究员

《临安年鉴》 执行主编

临安市写作学会 会长

唐剑平

二00七年十二月八日



序二

下源村地处临安市府以西的山区

和半山相交地段，是天目、山脉向东的

平缓地带，也是玲珑山系的一部分，

是古老的小山村，全村154户513A．，

水田315亩，土地肥沃，山林茂密，

水源充足，世代务农，粮食自给有

余，正常历史年份每年向国家交售商

品粮5万余斤。山上的林木、竹笋、

茶叶发展十分协调，农、林、牧、副

较全面地发展，自然环境优美。但是

在旧社会，村民在封建制度下，政治

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又是闭塞的

山区，村民终年劳累仍一生贫困。

1949年5月解放了，在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政府领导下，村民走上了民主和

幸福的康庄大道。特别在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思

想和生产开始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尤

其是村中的先进分子带头创办工业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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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走工业富村道路，富余的劳动力走上务工岗位，村民

的经济收入有了明显提高，农村的总体生活得到了根本的

改变，衣、食、住和村庄面貌有全面改观，真正实现了楼

上楼下电灯电话的预言。彩电、手机和摩托车也进入了普

遍农村家庭，少数户主购进了小汽车。可以说，只要我们

进一步落实好党中央最近建设新农村有关指示，继续艰苦

奋斗，我们将会全面而更快地进入小康社会。

在大好形势下，为了感激党的领导和村民祖先为我们

创造村的历史，记取历史前进的痕迹，歌颂改革开放成

果，在街道党委领导下，经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共同努力，

《下源村志》已经编修成册。‘这是广大村民共同关注参与

的一项综合工程和文明建设，也给后代留下了宝贵资料。

修志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更好地吸取和借鉴前人

创造的事业和有益文化，承接传统文明。整个《下源村

志》由原村民，现为余杭区农业局退休干部陈明松同志为

我们编写，在此表示由衷感谢。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临安市

地方志办公室唐剑平同志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读史明鉴我们要在街道党委领导下，努力学习，加强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

努力奋斗。

临安市玲珑街道下源村党支部书记 蒋建祥

临安市玲珑街道下源村村民委员会主任 周金山

200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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