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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统古官“二月二’’
巧享天工“煊盏盏’。
一车一度的“二月二煊盏盏官’’
螂，祝们比手献蓼、龠薛日添彩
篇四季祝福。㈠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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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补遗

1970年生于碓臼塥村，1992年毕业于山西大

学，1993年河曲二：电厂工作。1996年停薪留职在

河曲兴办首家专业广告设计公司一一“新科传

媒”。2006年创办了河曲第一门户网——“新河曲

网”，为政府、商企及民众的相互沟通搭建了全新

的平台。

在公司发展的同时，时刻不忘回报社会。自创业以来，先后

安排38名青年就业，培训技术人才51名；为公益事业累计捐资

2万余元，救助贫困学生5名。为此，先后被县、市有关部门评

为“优秀青年民营企业者”、“援助困难职工子女上大学先进个人”、

“青年创业明星”，是河曲县光彩事业促进会理事。2006年5月

荣获由河曲县劳动竞赛委员会颁发的“个人一等功”奖章，被选为

政协河曲县第七届委员。与此同时，他还热心资助本村公益事业。

尚文，为人诚实，好学奋进，创新意识强。10年来，在商海

中劈浪砺金，纵横捭阖，崭露头角，是偏僻落后地区青年兴办实

业、自我发展、富国利民的一面旗。

张广厚(1912—2000)

1912年出生于碓臼塥村，中共党员。1949

年3月县里大调干时录其为国家正式干部，遂分

配到三区任财粮委员。曾多次到兴县专区行政干

部学校及地委党校培训学习，不断提高文化和思

：想水平。1955年1月调县建设科任驻乡干部；1960
●年调树儿梁公社至1962年退职返乡。i963年3月

至1966年4月任村党支部书记。任职期间，在带领社员搞农田基

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受到公社和县里的通

报表彰，并获得“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

兮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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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补遗

张满银(1936---2001)

1936年11月出生于碓臼蠕村，中共党员。

1956年12月入伍(后任班长)，在参加北京火车

站建设中，因出色地完成了所承担的工程任务，受

到工地指挥部和解放军工程兵团的表彰和奖励。

1960年受命复员回村；1963年5月任村大队长；

1966年4月至1972年3月任村党支部书记。任职

期间，在农田基本建设和落实经营管理制度方面成效显著。

编后回望

鉴于碓臼塥村张氏宗室的史脉与传演，跨越年代久远，人口
繁衍至千余，其中在外定居者约占总人口的半数。他们遍布在全
国各地(有的履居国外)，天涯海角有芳草，五湖四海桑梓魂。因
平时往来甚少，有的还很陌生，信息掌握不详。在修志时，加之
编稿人员有限，采编工具不便，不能及时、如实地了解到方方面
面的人物情况，难免有疏漏。在此，笔者深感歉疚!祈望后来者
在续编时充实渐臻耳，以弥补吾辈之不足矣。

《村志》里的“人物”一章，是全书内容的“精华”，它关系
到志书的“品位”和“传承价值”。在撰写中，既要遵循所述史实-

“不隐讳、不溢美”的挈领，又要兼顾志书的可读性和鉴赏性，
突出人物“个性”和主要“业绩”，切忌“程式化”、形成“千人
一面”的弊病，但在具体操作中很难把握。笔者在执写梳理时虽
心劳而为，力战使然，对70余名上志人物(除少数不了解者外)
的“性格”、“志趣”、“特长”、“专业”、“绩能”和“履历”，经过
斟字酌句，反复推敲、锤炼，终因才疏学浅，功夫不力，学无所’
迭，很难如愿。文虽成册，亦是粗言拙语，非词非赋，但情节无
讹，既没有欺世盗名之心，更无哗众取宠之意，全是“货真价实”，
以期达到“立德立言，光耀后世”之境地。

张焕田 张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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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欣然以一个碓臼墉村先祖张宗杞第九代世孙的身份为

本书作序。谨此，寄情托志，当立是言。

我是在碓臼塥村这片热土上长大成人的，从小在父辈的

教育和熏陶下，使我懂得了“忧国忧民”、“读书明志”和“恪

守清贫”等做人的道理，为我后来参加革命，报效祖国，六

十年奋斗酬壮志(投笔从戎斗日寇、心血浇灌朔怀同、挥戈

入川剿匪患、躬身操持找地矿、夕阳晚照写春秋)，做一个坚

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奠定了厚实的伦理基础。所以，当我读

了《志书》的定稿时1，内心的桑梓之情油然而生，一篇篇濡

染着地缘情、血缘情、文缘情的文章，使我感到特别的亲热

和欣慰，几乎是匪夷所思的事情现在居然办成了，圆满了我

晚年期盼的一桩心愿。值得庆贺，值得褒扬!

碓臼嫣村傍塬向阳，人杰地灵，是一块文化底蕴较深，

人文荟萃的沃土：就在那些古老的院落和厚重的庙宇里也积

淀了丰盈的历史和生息的精华；张氏家族，百年荣显、俊贤

辈出，在河曲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其中，不乏有为民族

解放，共和国朝El喷薄而奋斗终生的高级干部；有为人民革

命战争出生入死，金戈铁马的解放军战斗英雄；有为振兴中

华，躬耕不辍的高级科技人员；有为祖国伟大复兴而战斗在

．1一



各条战线上的后起之秀。正是：薪火传承，照古耀今，一代

更比一代强。

《碓臼塥村志》内容涉略广泛，资料考究翔实，涵盖了

张氏家族11代世孙的繁衍进化；跨越了270余年的人事沧桑；

历经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的社会演变和经济发展进

程。是一部鉴古知今，启迪后人，功德无量，炳焕千秋，激

发村民爱国兴国、爱乡兴村弥足珍贵的教科书。

《碓臼塥村志》的面世，这既是盛世之作，又是传世之

著。借此机会，我为编委会全体成员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而表

示由衷的感激；并为重视支持这项工作的各级领导和社会各

界表示崇高的谢意!

盛世修志，资政育人。倡赏优良家学，营造和谐乡风。

愿《碓臼嫣村志》这朵灿烂的精神文明之花，在推动河曲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结出丰硕的物质文明之果。

．鼬裘；妻分嘲茹p扫女掌二零争霸
必未。

(张一平系原国家地质部规划设计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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