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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墩村(海上、海中、海下三村)现任书记、村长合照

前排左起：宋文茂、俞大洋、贺建国

后排左起：虞和定、贺力仁、贺国文(海上村常务副村长)、陈宏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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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编审人员参加的第三次编审会议时合照

杖

左起：贺师堂、贺师通、陈秀瑞、贺师龙、贺正澜、乐家凯、贺春仙、贺旭

《海墩村志>最后编审会议时

原土改工作组干部马嘉宸与

当时部分村干部合影

前排左起：贺旭、贺令田、马嘉宸

贺正澜、张存尧

后排左起：贺师通、方才云、董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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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作为一个海墩出生的人，听说《海墩村志》初稿已经编

撰出来，感到非常高兴；当我看到《海墩村志》初稿的复印本

时，更是兴奋和感激。兴奋的是故乡海墩将有一本自己的

村志了；感激的是，多谢村志的编撰者，多谢所有为《海墩村

志》的出版作了贡献的故里乡亲。

志在记事。修志有利于“资治、教化、存史”。海墩是个

村，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贤庠镇的一个基层组织，象大海中

的一滩水，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一部分。海墩的历史不长，不

过三百年左右，但同样折射出我国在这些年代特别是解放

后半个世纪的深刻变化。历史是由世世代代人民同自然和

社会作斗争的事迹谱写的。三百年来，海墩的先辈和当代

的父老乡亲与天、与地、与人、与旧制度、旧思想作斗争的事

迹，谱绘了海墩村的历史。

江泽民同志说过：“新的地方志，是对广大市民，特别是

青年一代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进行爱国主义、社会

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现实的、生动的、亲切的、富有说服



力的教材”o确实是这样。《海墩村志》分类细致，内容具

体，资料翔实，为人们提供了一本生动的、亲切的、富有说服

力的教材。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海墩村自然的变迁，看到了

海墩村社会的发展，看到了海墩村英勇儿女的斗争事迹。

这对上了年岁的老人来说是全面的、生动的回忆，对当代和

后代的年青人非常有意义的教育。

再过一年多些时间，人类将跨入二十一世纪。在这世

纪之交的关键时刻，中共象山县委、县人民政府已经发出号

召，要努力把象山建设成为综合实力较强、基础设施完善、

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生活富裕、环境比较优美的新兴海滨城

市。海墩作为象山港口的要塞，经过县、镇、村的共同努力，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海墩必将成为象山港畔的一颗璀璨明

珠，在海墩村史上添上光辉的一页!

贺镐圣

1998年7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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