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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刘玖锁

序言

我和树彬兄已有20年之交，我俩同为师范学校毕业，先后教书

育人又“跳槽”改行从政。

我和老兄的缘分当属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有幸一起编写黄骅市

教育志，随后从师杨公(庆礼)共同编纂黄骅县志，之后我俩在市

委、政府机关院供奉文职，亦算“同朝为僚”。也许是性格脾气的相

投，2004年我和老兄又共事一个单位，从事发展改革研究工作。

树彬老兄才思之敏捷，文笔之畅达，加之“出手快”是我无法

比及的，他的单位内工作质量和效率是较高的。树彬老兄性格旷达，

刚刚正骨见精神。早年经商颇有见树，忽尔转道专攻改革和公文之

研究，近年颇有作品，已有数本文集问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

并多次应邀异地讲学。

树彬老兄非师范文科毕业，但其领悟、模仿本领之高、之快让

我叹服!老兄主笔黄骅教育史志是也、编辑黄骅县志是也。就是这

本《梁口村志》洋洋十万字，十数幅珍贵图片’实为难得。通篇村志

结构严谨、规范大气、俨然一新。

志以名史，搞一部村志是一件颇有创新和见树的善举。

通览整篇村志之框架，对老兄资料占有之翔实、篇目厘定之细

腻、特色彰显之突出，让我通晓达旦一气读完，细细品味仍缭绕无

尽。

通篇村志，聊聊七章数十节，集村史之精华，览变迁于一体，

资料性强、教育可读性强，实为乡土文学之珍品也。

这本村志的编辑出版，应该是黄骅市村史、村志的一个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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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既可作为家族之传世文宝，亦可作为中、小学生热爱家乡之课外读

物。同时，更可作为今后黄骅修志续志的村级重要参考文卷。

树彬老兄年届五十，但精力旺盛，思维更活跃，思想更成熟，

愿老兄继续扬桀骜之正骨，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愿老兄继续有更

多的文集出版问世。

2008年岁末于黄骅环保局

(本文作者为黄骅市环保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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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梁口村志》：一部六百年变迁史

宋建新

郑树彬老师编写的《梁口村志》一书与读者见面了，有幸先行

拜读了这部呕心之作。翻转浏览此书，深感梁口村600年来变化之

大，并对郑老师耐住寂寞，潜心研究，奋笔写志，心生敬佩之惰，

也油然冒出许多感慨。

一个村庄，浓缩了600年历史

古老的浮河从南运河脚下走来，沿途催红生绿，滋养了两岸无

数生灵。小时候，我在离河不远的外祖家一一大闰台村居住时，时

常走过浮河，总被河堤上葱郁如烟的一抹绿荫所吸引，被两岸美好

静谧的田园图景所陶醉。30年时光荏苒而过，如今的浮河巳干涸20

余年，昔日的一河风景和两岸风物已成旧忆。

座落浮河之阳的梁口村，与外祖家相距15余华里，同属黄骅市

官庄乡管辖，自小从长辈那里就知道这个村。据记载，梁口村于明

朝永乐二年(1404年)，由外地移民迁入占地立庄。原村里只有芦姓，

后永乐二十年(1422年)郑氏二世祖履成公娶梁口村芦氏女携郑氏

迁入，随及宋、刘、孙、黄等姓氏陆续入驻，全村皆为汉族，其中

以郑姓最多。600年来，梁口始终保持村小、人少、土地相对集中的

状况，是黑龙港平原上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普通的不能再普通

的村落。

小村庄折射大社会，小村庄演绎大变迁。回首历史，纵观这本

村志，梁口村历经了从明朝、清朝、中华民国、抗战胜利、新中国

建立，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从隶属

孝二里、隶属浮河铺、隶属李村镇、隶属津海道、隶属齐家务区、

隶属李村区、设置梁口乡、隶属吕桥公社到隶属官庄乡的不同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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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归属；从自耕自种、土地兼并、一条鞭法、摊丁入亩、土改分地、

人民公社到家庭承包经营的不同土地制度；从占地立庄、开挖浮河、

旱涝灾年，匪盗横行、艰苦抗日、革命解放到治理海河等重大事

件⋯⋯小村庄展示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浓缩了600年的发展历

程．

静静的浮河造就了岸边民众重义尚礼、敦厚淳朴、自强不息，

吃苦耐劳的独特品格，承载浮河滋养的梁口村记载着厚重的历史、

美丽的风情和近年来飞速的变化，用它的特质记录着过去，也昭示

着未来。

一本村志，彰显了巨变沧桑

沧海桑田，盛世修志．梁口人自修村志，在黄骅市327个村里

尚属首次，在周边县市区也是凤毛麟角的新事．

翻开《(梁口村志》，虽记录陈年旧事，却给人一股新鲜之气．它

用通行的编写体例，融村庄特色、民间特色和时代特色于一体，以

村情概略、大事记、历史沿革、人口姓氏、教育文化、人物表、风

俗民谚等内容，详实记述了粱口村的自然环境、村政建置、村庄建

设、人口、姓氏、文化，风俗等发展历程和显著成就。特别是作者

苦心收集了部分历史表格、族谱谱序，以及郑汝光、郑树林、郑清

堂、郑清浩、宋金兴、郑汝义等老先生的回忆录更为珍贵，真实反

映了村庄发生的巨大变化．

600年的时光也不过弹指之间，我们截取几个特殊历史年份，穿

越时空，透视村庄的往昔变迁：

明弘治三年(1490年)，这一年明政府决定开挖南减河(即浮河)，

西起沧县南运河东岸，流经36个自然村，经防潮闸东入渤海，长167

华里。这是粱口村有史可考的第一件大事．浮河在粱口村长4华里，

当时村里有劳工应征挖河．此年后的500多年，粱口与这条河结下

不解之缘，河水带来了幸福滋养，也带来了洪水灾难．直到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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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40年代后期政府开始治理，30多年没有中断。上世纪80年代至今，

上游无水下泄，河床干涸，河道年久失修。现在浮河依旧蜿蜒东行，

但功能却丧失殆尽，俨然只成为一个爱恨交织、永不磨灭的历史符

号。

民国十八年(1929年)，这时梁口村已是人口聚居、教育开放．

影响较大的村镇，有104户、708口入。这年是梁口第一次有确切人

口记载的年份。明朝时梁口只是一个平常村落，村民仅数十户。清

康乾之后，村庄人口迅速增长．民国至解放前，全村人口始终徘徊

在200户、800人左右。到2006年才达到416户、1374人，80年间

户数增长了4倍、人数增长了1倍。入是农耕经济之本，多子多福

的生育观念，让梁口世世传承、生生不息。梁口人不善经商食利，

求知习义意识却自古浓厚，闭塞的村庄走出了一大批人才翘楚，仅

明清就有38人考得功名。

1948年，黄骅地区已解放3年，作为浮河岸边的革命堡垒村一

一梁口完成了土地改革，划出地主3户，富农2户，中农58户。自

明朝永乐年间以来，梁口是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村庄，至1948年梁

口村彻底结束延续2000多年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

制。土地是农民生存所系，获得土地的农民如获新生，这一年是梁

口村生命的又一次开始，揭开了村庄迈入新民主主义的崭新一页。

1982年，根据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梁口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土地、牲畜，农机具等按人口分开到户。生产组织、形式

的变化，极大促进了村民的积极性，当年秋粮生产获得丰收。改革

开放30年，是梁口村变化最快的30年，村民收入直线上升，物质

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人们的观念更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前所

未有的。

往事的讲述总透着一股豪情与沧桑，一本《梁口村志》未能涵

及所有，但能传递给人一种继承、比照和发扬的责任。回忆肢解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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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个历史片段仅是管中窥豹，村志中如数家珍谈论梁口历史，让人感

觉过去并不遥远，我们就行走在历史中间。

一位村民，倾注了一腔痴情

郑老师1980年毕业于沧州师专数学系，从事高中数学教学多年．

1989年以后，他转职到黄骅市房产局、黄骅市体改办、黄骅市发展

与改革局，担任市工商联执委，是黄骅市第六届政协委员。他为人

质朴，爱讲真话，个性鲜明，善视友情，结交了圈内不少的好友。

近些年，他工作之暇，笔耕不辍，用心研究企业文化和公文写作，《剖

析与创新企业文化》、《公文写作一本通》著作问世后，获得读者好

评．郑老师以读书写书为乐，至今已发表文章i00余篇，发行专著5

部，他的网上博客也是点击率较高的私人博客之一．

郑老师对姓氏学、族谱学有一定的研究和造诣，古文化根底深

厚，先后参与了《郑氏族系大典》、《沧州郑氏族谱》等多部族谱、

历史资料的编纂，尤其对郑氏研究在全国小有名气．他一身朴素，

一心执着，骨子和血液里俨然还是个农民的影子，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村民”．对梁口村的热爱与对浮河的眷恋，

是他为何衷情编写《梁口村志》的缘由．

郑老师编写《梁口村志》的念头始于2000年5月，由于岁月和

现代文明侵蚀，挖掘整理梁口历史变得越发艰难。但他认为，这是

作为一个梁口村民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他多方涉猎，查阅了大量书

籍，力争掌握更多的真实史料；并发动村里的老年人，说掌故，讲

旧事，写文章，挖掘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过程是艰苦

的甚至是痛苦的，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的努力，经征求意

见删补多次，《梁口村志》终于成书付梓．在此，衷心祝贺郑老师辛

苦未有白费，一片痴情终结硕果，这部书将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历史

记载。志为鉴，鉴古通今。记录传承优良传统，才能知土爱家，才

能知村爱村，坚信有浮河孕育优良传统的梁口村，一定会在前人的

藤渠口移邑



序言

基础上，创造出无愧新时代的辉煌业绩，衷心祝愿梁口村

古人云：以的父老乡亲过上越来越好的日子，圆他们心中那个

永恒的富裕梦1

2008年10 月6日于黄骅家中

(本文作者供职于黄骅市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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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梁口赋

梁口，古齐北燕南之地，乃明朝定鼎前后一村庄矣．府河间，

县沧州，南邻盐山，北近直沽，东望渤海，西八十里即州城。处西

来浮河冲积之洼地，接海潮之涨落。今隶属黄骅官庄乡也。其人口

乃洪洞之移民耳。然朝代之更替，沧海风焉，桑田多雨，今已物是

人非耶。

古来村庄有因人文而名，有以地理而定者。梁口即以河边渡口

高地而名焉．始居姓氏不详，后载芦姓居住，未几郑氏以姻眷入村。

男耕女织，繁衍生患，见闻不出乡里，交往止于四邻。后人众雀起，

芦姓渐湮．据俗传谱载，梁口久来延耕兴读，代有才俊，亦不乏贞

良仁智之人。更有悬壶济世之士者。清朝郑宝锟是其一也．行医五

十年，膏泽斯民矣．

日出躬耕于田园，日落息干柴桑下。家家院无墙垣，处处枣柳

成荫。若至佳节，更添喜气。乡歌小调，农耕之欢弥漫村庄之角落，

真乃世外桃源也．嗟夫，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昔日景象亦成

追忆乎．

世事变迁，兴新政倡新学．首建学堂，文化润桑梓，传承至今

也．土改革命，农业合作，三十年改革开放，由温饱而小康．麦秋

之际，农机呜于田野，盎盎然五谷丰登也。冬春之时，青壮年经商

于城乡，弹指间三业生金矣．老幼妇孺院内谈天说地话古今，祥和

之韵可见一斑也。郑刘孙黄宋五姓同居一村，正所谓安居乐业，其

乐融融也．

国策贴民心，雨露滋民脂，种不纳粮，学不缴费⋯⋯．呜呼，生

我之人感其恩，养吾之地记其德，愿与父老后生共勉，团结向前壮

慰村庄也。是为赋．时在二零零八年四月。(黄骅报)2008．6．22

作者于梁口村家中

露簪口秘邑



凡例

1、本志记述梁口村的历史和现状，秉笔直书，不擅舍，不妄增，

不夸张溢美，不文过饰非。时间上溯到明朝永乐移民前。下限止于

2008年底。

2、本志体裁分志、述、图、表、文。志为主体，大事记以编年

体为主，各章均用记述体，并简述背景过程。全志结构分章、标题、

横排门类，纵述始末。

3、记述上采用规范的语体文，各章小序白话与古体文互用。

4、纪年。1945年9月以前用历史年号，并括注公历年号，后用

公元纪年。下限止于2006年。

5、人志人物不分古今一律用简介表录格式。

6、风俗民谚章记述了新旧习俗。实为反映真实的历史图像，让

今人了解和借鉴。

7、资料来源于县志和档案、采访的口碑资料，并对口碑资料进

行核对印证。

8、本志表中数字采用统计资料，数字书写按国家语委规定执行，

计量采用公制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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