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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先辈自强不息，奋发图强实现梦想

序《陈公堤口志》

张树吟

古人云欲知大道，必先知史。

存史11妻志，传承文明，乃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在天地一片苍茫，寒梅傲立冰雪蓬

勃绽放的隆冬季节，一部饱涵着浓郁乡土情怀的 〈 陈公堤口志 } ，在全体编寨人员的

齐心努力下，历经一年的认真编修，即将付梓印行了 。 她是记录陈公堤口有史以来发

展变革的一部文化史篇，是全体村民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是一部传于后人滋润心灵

的绵绵信史，是献给走出家乡远离故土的人们认识家乡 、 了解家乡的 份特殊礼物，

也是后辈缅怀先人寻根觅祖的可靠凭证。

早在宋朝大中祥符一一天圣年间 ， 我们的祖先从不同的地域先后迁徙到这里，

建立了陈公堤口村，从此，勤劳、质朴的家乡人民，在这片沃土上，世世代代生活劳

动、繁衍生息，直到今天，已走过1000余年的漫长历史。

陈公堤口历史上就是一个偏僻贫穷的村庄，村民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靠给地主

种地养家糊口，为谋生和安居历尽沧桑，饱尝了生活的艰辛。自 1946年德州解放后，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家乡人民才彻底翻身解放，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才过上一天比

一天好的幸福生活。

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进入一个伟大的复兴时代，党的一系列"惠农"政策，

给农村、农业 、 农民带来一个又一个的生活福祉，特别是 1999年以后， í惠州城市建

设加快发展，给古老的陈公堤口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十几年来，陈公堤口领

导班子借助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克服困难，带领村民取得了

农、 副 、 工 、 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谱写了陈公堤口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村民生

活由温饱逐步进入小康、富裕。从2001 年5月一2012年3月，村民开始分批逐步告别



了千年来休养生息的平房老院，搬进了崭新漂亮的楼寓套房，村容村貌日新月异，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陈公堤口也由过去偏僻落后的乡村渐次变成进出德外|城南的一

道繁华凯丽的风景区，成为远近闻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想想这些，我们不能不发自

内心的感谢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 然而，面对这充满现代化气息

的今天，再想想那日渐消失的村庄和田园土地，已被一栋栋高楼大厦和 片片花园风

景所代替，还有那些行将消失的童趣和故物，还有含辛茹苦生养我们现已离世的列祖

列宗， 种思乡怀旧、缅怀先人的情感便涌上心间，应该用怎样的方式来释怀我们的

情感呢? 想来想去，于是，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情，抱着对历史负责、 对子孙后代负

责的想法，渐渐地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通过编修-部"村志将陈公堤口

的"前世今生"做 次彻底梳理，把陈公堤口 1000余年来的生存状况及艰苦创业、 与

时俱进的精神记录下来，以此留住我们的根，守住我们的家。让我们在享受幸福生活

的同时，翻阅"村志静心沉思，既可以让我们追溯历史缅怀先辈，知前人创业之

艰难，又可启迪后人昭示未来，唯有共产党 、 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颠扑不破的真

理。所以 〈 陈公堤口志 〉 就是在这一淳朴愿望的感召下付诸编修了。

编篡 〈 陈公堤口志 〉 是一项众人合作的文化建设工程，由于这是陈公堤口立村以

来第一次编志，手头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历史资料，所以，召集人员，收集资料，成

了编写村志的重要工作。幸运的是，编委会成员张树森、张金堡、 张书训等几位年长

者，怀着一颗热爱家乡的赤子情怀，肩负"盛世修志"的历史担当，不顾年老体弱，

自始至终坚持在编志第→线。 为编好村志，他们走家串户，上门座谈，征集史料，他

们的敬业精神和务实作风，实在令人敬佩。 在此，我代表陈公堤口党支部、村委会及

陈公堤口父老乡亲向参与 〈陈公堤口志 〉 编修的全体人员，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编修人员虽然付出了艰辛辛口努力，但由于原始材料匮

乏，人员天各一方等原因，使得本志不可避免有未尽如人意之处。 在此，还望父老乡

亲及社会各界多加包涵、谅解。

古人曰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身为陈公堤口人，理应了解陈公堤口的历

史。如果我们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忘记了生命的起源，忘记了先辈的创造，也就不

知今日的幸福来之不易。 虽然我们在编写 〈 陈公堤口志 〉 时，遇到很多困难，付出很



多劳动，但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我们没有忘记列祖列宗的

养育之恩，没有忘记文化的传承，我们要用 〈 陈公堤口志 〉 的编修，来诠释科学发展

观的内涵一一我们不仅要建设一个"富裕的陈公堤口更要建设 个"富裕加文明

的陈公堤口党的"十八大"向全国人民庄严宣告，我们要在不久的将来全面建成

富强美丽中国，全面实现"中国梦这完全道出了全国人民祈盼已久的共同心愿，

作为陈公堤口人理应在这个催人奋进的伟大时代，用"中国梦"凝聚民心奋发向上，

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应有贡献。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

围，高举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伟大旗帜，为每一个干事创业的普通百姓创造一个公

平成长、 成才的良好环境，让每一个普通百姓都能实现个人梦想。但愿我们编修的这

部 〈 陈公堤口志 } ，能成为一部弘扬传统文化，对后人进行爱国、爱家乡和理想道德

教育的乡土教材。这，就是我们编写 〈 陈公堤口志 〉 的初衷，也是我们寄予 〈 陈公堤

口志 〉 的厚望。

愿以 〈 陈公堤口志 〉 告慰列祖列宗在天之灵、护佑子孙繁衍昌盛|

愿以 〈 陈公堤口志〉激励子孙后代，发奋图强，为家乡建设奉献才智，做国家栋

梁之材 |

愿以 〈 陈公堤口志 〉 唤醒更多父老乡亲的"修志"意识，薪火不断，代代相传|

2013年12月 18 日



编寨例言

盛世修志，传承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她从不间断的将自己

的传统文化以"史、志"明确记载并流传后世。自孔子作《春秋》以后，中华民族每

个朝代都有正史，明朝吏发展到每个县都有县志、每个姓氏和家族都有自己的宗族谱

系，这些实例，全赖中华民族对传承中华文化的那份责任感和使命感。 "志"乃一方

之全史，就是记录-个地方发展变化的正史，大者一省、一市、 一县，小者乃至一个

乡村。因此，盛世修志，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 鉴于此， ((陈公堤口志》付诸

编修。 并遵循下述原则，作为编修箴规: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载陈公堤口自

宋朝建村以来的演变和发展情况。做到"思想性、文献性、知识性、可读性"相互统

一，以达到"资政、存史、教化"的 目 的。

丁、本志在记事时间范围上从宋朝 (1010年) 开始，下限断于2013年 12月 31 日。

时间跨越1000余年 。

三、本志在 "大事记"一章中，为便于后人更好地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背

景，对发生在全国的重大事件、本村的主要人和事，作了简要的概述。新中国成立前

部分，依据权威史实摘录:新中国成立后部分，依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事记 0949年 10月至2009年9月) ))录入 2009年9月以后，依据国家官方

权威媒体发布的真实信息录入。

四、本志在编修方法上，借鉴全国各地新编村志编篡体例，略古祥今 ， 秉笔直

书。资料注重详实，体例刻意求新，结构力臻严谨。同时，打破"生不立传"的旧

规，凡为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都简略立传，以彰显村民风采"教化"后

人。



五、因村志取材范围相对狭窄有限，为丰富其文化含量，适当增加知识性、趣

味性与可读性，特对文化教育篇、姓氏篇、民俗篇、沧桑纪篇部分内容进行了延伸解

读，使之能与传统文化有更紧密的联系。为了使村民更深入了解家乡历代名人轶事，

本志又增加了德州历代名人篇，以激励后人学习圣贤，做忠孝才良。

六、本志的素材来源，除在本村广为搜集外，有关正史、旧志、档案、报刊、

文件、文书、家谱、专著等资料尽在广征博引之列，以求尽可能还原历史真貌。所用

资料，除完整录用的历史文献外，调查采访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七、本志采用公元纪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建立以前，采用民国或帝号

纪年，并后加括号，注以与"公元"相应年份。在阿拉伯数码与中文数字之间，鉴于

两者都是通行数字，故采兼容并存之法，不再强求一律。但在一个章节内尽量采用一

种书写方式，使之更加规范。

八、本志采用语体文表述，以志为主，记、传并用，除大事记用编年体外，其余

均借鉴记事本末体。主要图片集中在全书之前，为帮助后人更真实了解某些重大事件

的历史背景，本志采撤部分历史资料图片、表附于相关章节之中，以求图文并茂。同

时对本村曾经有过、但现己消失的历史古迹和人物，则根据老年人的回忆绘制复原，

再现历史景象，以突出本村特点和时代特色。

九、本志中出现的家族宗谱、人物传记、村民名单等记载，排名一概不分先后。



德州市德城区地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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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01碎 1 '!hfNbW理'

德州市优秀共产党员、德州市劳动模范、德城区劳动模范、德城区5A级社

区党支部书记、德城区模范人大代表、第四届德州市道德模范、陈公社区居委

会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张树岭。

皿



Et冉阴阳·暨南 C阳、J GONG DI KOU ZHI 

20 1 0年7月 1 6 日，中共德城区委书记黄金忠(前左- )陪同巾共德州市委书记古建同(巾)来陈公社

区视察工作。

2007年2月 6 日，时任德州市市长(现任巾共德州市委 1-5 日) 吴翠云(有一)来l冻公丰|才泛慰问老党员

祁秀芝(左一 ) 。

且



{ 1 0 1←-201 3年 l .的重组J是1m置'

20 1 0~P月 8 日，巾共{，'f.\城~委书记黄金忠(前不[一 )陪同德州市人大主任兰忠良(前有二 )来陈公

气岭市场视察t作

2011年3月 7 日，小共德城1:><:委书记王德第(前左四)陪同陈先运(前有一 )市长来陈公社区"兴河

湾"视察丁，作。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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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1←2013革) 配盟ffifBI置

中共德城区委书记王德第(左二 )等区领导来陈公社区新农村建设工地视察工作。

陈公丰-1: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张树岭在"四德建设群众游园"活动中致辞。

国



-，\5\苍生搁置E遭 CHH叶 GONG DI KOU ZHI 

在陈公堤口村有一颗树龄三百年以上的肯槐 ， 其树干高6米，树冠高8米， 原为该村李姓私

家树。 据李家祖上传说，当时栽了5棵槐树，只有这一棵存活到现在，其余4棵在清末以前相继

枯死。 据说，这棵大槐树当年茂盛时浓荫蔽日，树下清凉如水，人们争相在树下纳凉嬉戏，其

乐融融。 几百年来，虽历经沧桑 ， 多次遭火，树干中空如洞，在村民的精心保护下，依然生机

盎然，仍能显现当年盛况。 附近村民将其视为"神树将树干用红布包裹(意为穿上大红

袍) ，并在树上系上许多红布带，供奉它，崇拜它。二00八年四月十六日被政府做为文化

遗产保护了下来。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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