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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一

夏培生

三寨村几位退休干部情系家乡，继发余热，借同几位在职干部

着眼本村历史，深入挖掘资料，齐心协力编篡出《三寨村志 ~ o ~ 三

寨村志》体例完备，门类齐全，不拘泥于旧规，而着眼于创新，坚持

略古详今、立足现代的原则，以独特的视角，翔实的内容，鲜明的个

性，记载了三寨村自古到今的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社会文化、物产

资源，浓缩了三寨的历史精华，具有浓厚的乡土特色，为了解三寨

提供了一个窗口，是一部"资治、存史、育人"的好书 。

三寨村历史悠久、人丁兴旺、文化发达、民风纯朴，是全县有名

的文化之村、教师之村，历来崇尚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生员

秀才，人才辈出，采芹折桂，代不乏人 。 清代李门同榜三秀才，名扬

河西，而今夫妻博士，誉满乡里 。 2009 年，全村参加高考的高中毕

业生就达 25 人，录取 23 人 。 自 1949-2009 年的 60 年间，从事

中小学教育的教师就有四五十人。 三寨又是工匠之村，毡匠、木匠、

泥水匠、褐匠，代有传人，他们共同创造了三寨的历史文明 。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寨人民发奋图强，

锐意创新，奋力开拓，使这块古老的土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全村

人均收入由 1984 年的 238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5610 元，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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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寨 村志

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繁荣兴旺 。

编史修志，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一

项有益工作，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 一部村志，是一村古往

今来的民生风俗、百业演化的文献总汇，由此可知村庄由来，村政

变迁，人口繁衍，生产关系变革，群众文化演进，从而可晓兴替;

温故知新，鉴往知来，让后代人了解村史，可知先辈们的创业艰

难，守业坎坷，从而可知兴衰;追忆往昔，展望未来，唤起人们对家

乡的热爱，振奋地方人民群众的精神，树立地方形象，从而促进地

方文化和经济同步发展。

《三寨村志》凝聚了地方志士乡贤的心血，它的出版问世，为

进一步认识三寨，振兴三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历史借鉴，对

于促进三寨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必将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 。 愿三寨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

期，更好地坚持实践科学发展观，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借鉴历史

经验，发挥资源优势，弘扬艰苦创业的精神，把三寨村建设得更

加美丽富饶 。

二 0 一二年十二月

(作者:原张掖地区行署副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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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

李文秀

三寨村的人民，是勤劳、朴实、忠厚而又聪明的人民 。 我作为

家乡山水养育下的三寨人，我爱三寨这片土地，我更爱三寨的人。

三寨这片有着漫长经历的风水宝地，曾用她甘甜的乳汁哺育

了世世代代纯朴、善良的儿女;用她的心血创造出了人文萎萃、英

才辈出的条件;孕育出了许多志士乡贤、能工巧匠，特别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涌现出了众多的人民教师，还有地厅级、县处级、科级

干部，有博士、硕士、注册会计师、工程师以及"农民作家"、"当代

书法家"、"中国诗学大师"等等，这充分显示了三寨村的不平凡 。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欣逢盛世修志，众望所归，上

下支持，各方协力，修志工作者努力克服资料匮缺、经费不足等困

难，不畏暑寒、不辞劳苦，通过走访、座谈、查阅档案资料等，几经

综合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终于完成了这部观点正确、体例

完备、结构严谨、资料详实、门类齐全、内容丰富、贯通古今、堪为

信史的《三寨村志》留传后世，修福人间 。

《三寨村志》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

以及历史、地理、民俗等各个方面详尽而又系统地记载了三寨的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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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寨 村志

过去和现在，无论对今人或后人了解三寨、认识三寨、建设三寨、

繁荣三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

我虽离开故乡多年，但对养育我的地方无不心系情牵 。 当此

《三寨村志 》面世之际，应主编之邀，略表数言，是为序 。

二 0 一二年十月二十日

(作者:原临泽县政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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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序

李元寿

适逢《三寨村志》出版之际，有幸校对部分内容，感恩于三寨

热土的哺育，感念于几位情系家乡编篡村志的仁人志士 。 三寨村

历史精华、人物风情，祖脉渊源，跃然纸上 。 读史知兴衰，阅志鉴心

志;思念故去人，激励自发奋 。 越是漂泊天涯的游子，越是舍不下

乡亲情谊;家乡最美，父老最亲;即使远在天涯，也常要认祖寻访，

最终需落叶归根，一缕乡情，万念归根。 本村志提供了最佳的索骥

线脉。

夫唯三寨，乃吾祖脉;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 李米严三祖，艰辛

迁移，南靠祁连，北依沙滩;扎根于此，勤苦垦荒，立名三寨，山西

大槐树，抹不去的唯一记忆;瓜股绵延至今，相传一十八代，延续四

百余载 。 先辈们克勤克俭，任劳任怨，沃田肥地，繁衍生息，营造了

淳朴民风，促生了辈辈人才 。 勤劳智慧，自强不息，能工巧匠，人才

辈出 。 文化立村，教育兴寨 。 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

然辛亥之年(1971 年) ，子孙繁衍，人脉甚广，土地日紧 。祖辈

革变，谋求发展，再次倡议，移居菊花之地，开发荒滩 。 斯吾幸临此

时(辛亥年生) ，伴随着菊花新村的搬迁和成长，四十有年 。 有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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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部分垦荒前辈先人而去，先辈步履艰辛，垦荒拓土，建房兴

寨，坚毅不拔之精神风貌深刻影响吾辈后人，从今日菊花新村辈

出的博士、硕士、大学生等三十多人，窥见一斑 。 读村志便知:三寨

良风，耕读有序;勤劳致富，生存第一;读书至上，文脉兴旺;崇尚

教育，尊重知识 。 吾之记忆深处，每逢农闲，热炕之上，油灯一盏，

围坐几圈，河西宝卷，开始传唱 。 识文先生，当坐中央，亲口念唱;

阿弥陀佛，众口接卷。 说因道果，评说念唱，情节婉转 。 每到精彩

处，念者情切切，听者泪涟涟 。 父辈亲手抄录河西宝卷，念诵传唱，

影响至深，难以忘怀 。 忠厚耕家园，孝怖灌心田;慈恒德善建，持家

且勤俭;教化村民心，忠孝友怖善 。 编篡此村志，祭祖警后人;因果

世循环，唯有道德长!

读此村志，方知古往今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为善最乐，读

书便佳 。 勤俭，乃治家之本;和顺，为齐家之本;谨慎，为保家之本;

经书，为起家之本;忠孝，为传家之本。 菊花村人唇齿不忘三寨情，

新时代创建新农村，致富有新路，不忘苦求学，内部搞发展，外部

拓思路 。 渴望村中，以百善孝为先，数辈传代变新样!

二 0 一一年元宵节

(作者: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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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四

序四

何成旺刘得林

《三寨村志》经村党支部、村委会及编修人员的辛勤努力，几

易其稿，终于要出版面世了 。 应三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及老领导

李中峰先生的嘱咐，为《三寨村志》写序，鄙人深感荣幸 。 愧我才疏

学浅，不敢执笔，只因盛情难却，爱书数语，以为序言 。

悉心研读，见微知著，从《三寨村志》中不仅可以从中感受人情

世事沧桑，感知三寨村变迁历史，感悟现实生活启示;还可以从一

个村的发展轨迹中看到一个国家向前跨越的矫健步伐，听到一个

时代进步的厚重足音 。 数百年来，经过三寨人民一代又一代的努

力，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三寨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处处呈现一派繁荣景象。面对这沧桑巨变，我们为之振奋，但不

能忘记前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因为没有前人的创造贡献，就没有我

们今天的薪传发展。 因此，本村志既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一份珍贵史

料，也是献给每位想了解三寨的同仁的一份特殊礼物 。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亡;以铜为镜，可正衣襟" 。 三寨村

人杰地灵，钟灵毓秀，村里自古就人才辈出，现今又有众多学子考

入高等学府 。 这里还造就了一批治学名师，行政栋梁，兴业良才，

深厚的文化底蕴给村庄增添了诸多光彩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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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村民的思想意识、生产建设、民房改造、

村容村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交通运输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 《三寨村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三寨

地理、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人物方面的发展变化 。 它的出版，对

我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三寨村乃至新天镇的历史，激发人们热爱

家乡、总结建村的经验教训，探索社会发展规律，都具有极大的意

义 。 《三寨村志》的出版，不仅是三寨村的盛事，而且给新天镇乃至

民乐县都捧出了一部文化大餐，对繁荣新天镇精神文明建设、政

治文明建设又掀开了新的篇章 。

《三寨村志》的问世，编修人员历经数年，付出了许多心血 。 他

们以客观、科学、求真、务实、公正的态度，潜心挖掘，创造了这笔

珍贵财富，其功德无量 。 我怀敬佩之心，向三寨人民表示祝贺 。 相

信三寨人民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一定能用智慧、勤劳的汗水，续

写更加辉煌的历史篇章 。

是为序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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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分别系新天镇党委书记、新天镇人民政府镇长)



凡例

凡例

一、本志称《三寨村志》 。

二、《三寨村志》结构分章、节、目三层 。 有些内容较简的按章、

节两层编写 。 有些内容繁杂的又分子目、细目 。 全书顺序按先自

然、后社会，先物质、后精神，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排列 。 横排

竖写，记述体。

三、本志贯通古今，略古详今，重在当代 。记事范围为三寨村域。

志书时限，上自事物的发端，下限止公元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四、本志记、述、志、传、图、表、录，多种体裁并用，以志为主，

记传并用，图表照片穿插其中 。 各章的具体记述，除《大事记》为编

年体外，其余采用以事为经、以时为纬的记述方法 。

五、文字叙述，除部分引用古籍原作沿用文言文，少数有特定

含义的用繁体字外其余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并用国家统一公

布的简化字 。

六、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历代政府和职官，均用当时的习惯称

谓，为便于读者理解，历代纪年注明公元纪年 。 历代纪年用汉字，公

元纪年用阿拉伯字 。

七、计量单位，历史资料中涉及的度量衡单位，均以历史习惯

记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用 1984 年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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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项数字一般采用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个别数字则采

用有关单位调查核实的数字 。

九、《人物》章分传略、简介、表录三个层次 。 坚持生不立传的

原则 。 立传人物为对三寨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和较大贡献的已故

人士 。 简介人物为科级以上公务人员，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人员，受

到市级以上表彰的人员和当地各业典型人物 。 对三寨历史上有重

要贡献的客籍人物，亦载入人物简介内，以昭彰其事 。 表录人物为

三寨村籍公职人员、执教人员、企业人员、硕士、博士、女大学生、

在校大学生、服兵役人员、受到乡镇以上机关表彰的村(组)干部、

村民 。 有关事迹内容均按个人提供的相关证件为依据，不提供资

料者不录入。 立传人物以卒年为序，简介人物以生年为序，表录人

物排列不分先后 。

十、凡涉及个人获奖，取得技术职称者，均以表彰单位文件或

荣誉证书复印件为依据。 获乡镇以上机关表彰人员，凡获得多项

奖励者选取其最高项 。

十一、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历史文献、各类档案和有关单位提

供的资料，经考证核实后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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