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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省委副书记梁国英视察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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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副书记郑社奎视察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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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省委书记王茂林视察城东育红住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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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本村自然和社会诸方面的

历史与现状．

=、本志上溯各事物发期．下隈止干1995年底．

三、体裁取记、春、传、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

四、人物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卒年为序．‘人物简介)，‘人物

表)以姓氏笔划为序．

五、‘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记述，以

编年体为主．

六、1945年高平解放后采用公元纪年．历史纪年括注公元·

。××年代”均属20世纪．

七．1949年以后的计量单位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公布

的‘关于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准．1949年以前的

计量单位照录．

八、敬字用法。执行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

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敦字用法的试用规定：}．

九、文字一律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1 0日

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十、志内援引数字以统计部门的统计资料为准．个别地方无统

计资料可用的则以居委会档案资料为准．



综 述

城东村位于高平城东部．地理条件优越．交通方便，人口密度

大，商业繁荣．历来为高平经济文化中心。全村共有710户．2500

人．分14个居民小组．

这片土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远在上古时期即有先民

聚居．城东东关下庙遗址是炎帝赫赫功绩的历史写照．神农氏的子

孙一代一代在这里生存、繁衍。创造了华夏文明。宋永安建高平县

城至今．城东村因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成为历代高平的昌盛之

地。

居民性情淳厚，朴实勤劳，讲正义．敢于斗争。清朝末年．秀才

李东梅领导高平人民开展了震惊清廷的抗捐斗争．废除了清政府

强加给高平人民的苛捐杂税。民国16年(1927年)初，中共高平特

别支部在城东诞生后，领导组织广大人民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了

艰苦卓绝的4·争。1945年6月高平解放后．村民积极参军参战，为

全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村风正，团结奋斗．求发展．大籀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后．城东

居民在中共党支部的领导下，胜利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改造．积极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全村经济迅速发展，1992年首批跨

入晋城市小康村行列。至1995年．全村拥有固定资产总值2000余

万元．各类企业518个．其中集体企业23个．联办及个体企业495

个，实现总产值7700万元。农村经济总收入5600万元，创利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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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2 J 50元．新建了城东新村、育红、农

民城、小康、小康北等5个住宅区．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了25平

方米．中共城东党总支、居委会、民兵营、治保委员会是山西省、晋

城市、高平市的先进单位．多次获得上级的表扬和奖励，圃支部、妇

联会是高平市的先进集体．在各项工作中屡屡夺魁。城东人的国防

观念强。1949年以来，共有i10多人先后参军入伍。保卫祖国．保

卫家乡。

居民善理财，精干经营。勤持家，生财有道。地处高平城繁华闹

市区的城东居民有经商做买卖的传统和习惯．一代又一代人利用

有利的地理条件，杨长避短，兴办各种经济实体。旧有高平商人城

东过半之说．】984年以来．城东500多户农业户居民都参与了商

品经济，或摆摊设点，或长途贩运．家家有阵地，户户有财发。城东

境内共设商店94个，个体摊点350多个，规模较大的有居委会投

资开办的东方大厦．东方市场、同和大厦、金峰商场、生产资料市

场、古城商贸街等．经营的品种主要有大小百货．服装鞋帽、五金交

电、建筑材料等。全村有千余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搏击。

重教育．人才辈出，兴科技．村安民富．城东村是历代高平文化

教育的中心地，学门底因东段的文庙和学堂而故名．清代．优贡李

柏、恩贡因凝旭、禀膳生田谊、部家瑞，郭培奎、监生赵石障等率先

设馆授徒，终生从事教育事业，弟子众多。清宣统三年(1911)．高平

县立高等学堂在城东开办．民国初期，高平模范小学校在文庙开

办．民国四年(1915)．高平县第一所女子学堂开办以后．村中孙元

凤，郭春英等人冲破几千年封建牢笼．开一代女子上学谴书的先

锋。1946年．高平简师在城东开办，1952年高平第一中学在城东村

药王庙开办，1946年．村办城东小学招生开学．各级备类学校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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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得到了居民的支持和帮助，同时．居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世代

受到丁正规化学校教育．新巾国成立以来，城东先后有88名大学

毕业生．101名中专毕业生在全国各地工作，居民中90％以上的都

受到了初、高中教育。村中三代从教的孙元风(其子李晋才、其孙李

金龙)、郜酉山({￡子部天瑞、孙女郜民荣)教授予为教育世家．倍受

人们尊重。由于居民的文化素质高。村中科技事业发展较快。50％

的居民都有一技之长，快速育猪．电器修配．电脑使用等技术处于

全市领先水平．坚持法制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不断增

强．全年l}连续30年无上访案件．无判刑人员，安定团结．民风良好，

秩序井然．

城东的肥水沃土养育了一大批功臣名人，著名抗13烈士申同

和的事迹受到周恩来的币j：赞．著名表演艺术家郭金顺堪称一代名

伶，中子崇、郜淑明、赵升甫的书法艺术别具一恪．当代青年农民书

法家冯记才的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当代业余象拱大师冀保庆、闰

春旺在各项比赛巾屡屡取胜．曾戎守边疆的李选民、邢文分别在国

防建设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荣立三等功，青年农民李刚的书画作

品多次在省，市获奖．共产党员蒋民富是中共山西省第匕次党代会

代表．高平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自幼接受进步教育的郭绍堂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现代诗人王思源的作品屡见报端．

抗战初期就参军入伍的程鹕是高平最早参加革命的妇女之一

⋯⋯．人杰地灵，世风日上．城东村从古到今．不乏后起之秀．

优劣互现．利弊相因．城东人口多．拼地步．农业居民人均拼地

只有0．07亩；资源缺乏．工业生产基础差．尚未形成规壤．剩余劳

力多．就业问题十分突出．凡此种件不利因素影响村中的建设和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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