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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史 ， 方有志 ， 家有讲 ， 是巾华民族几下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 ，

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不息 ， 历久弥新的根源所在。而村志的编笨 ，

则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化现象 ， 是由省、市、县志书编修进一步

向基层钮忖的拓展和延伸 ， 为地方志的编写增添了更丰富、更细致、更

鲜活的内容 ， 呈现出更为生动的气象。《贞西村志》历时数载 ， 数易其稿 ，

现t2付梓印刷，即将成书。这是黄西村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的一

大成果 ， 是实实在在为贵西村民办的一件好半 ， 一件实事 ， 可拜可贺。

农村志书编祟工作意义重大。 巾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

是从农忖友起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战略 ， 也是从农

村开始的。 历史一同-证明 ， 农村问题是解诀中间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悄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 为边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 大

繁荣吹响号角。 因此 ， 农村文化永远是一个内涵丰吉、题材广泛、 值得

挖掘记载的史志课题 ， 它具有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

展的作用，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以来 ， 党中央号有大力挖掘、保护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 提出 "文

化是民族的血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 要加强核心思想理念，

中华传统美德、巾华人文精神等方丽的应设 ， ~黄困村志》是适应这种

形势的文化建设之举， 创新发展之举。

黄西村是邹平县近年来涌现出来的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典型 ， 既有光荣的传统 ， 又有优越的地理位置 ; 既有大建设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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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r l丁创造的辉煌，也行受传统观念影响而经历的挫折 ， 最终在党支部、

村委会的领导下走上 f快速发展、生活富裕 、 村风文叨、忖容整洁、管

理民主的康庄大道。

志书是历史的真实可照和理性总结 ， 是一个地方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J-';业发展过程的全记求。这部《黄西村忐~ ， 凝聚着黄西村党支部、

村委会和编篡人员的无数心血 ， 他们查阅资料 ， 调查走访 ， 史海钩沉 ，

伏案痰书 ， 呕心沥血 ， 竭诚尽智 ， 终成一代宏业。~黄西村志》系统地

记载了黄西村的悠久历史和 l现状 ， 客观公正地讲述了黄西人一百多年来

历经苦难 ，拼搏奋斗 ， 锐意ill取的创业伟绩 ， 是黄四村厅年来的商科全书。

《黄西村志》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 ， 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的统→。它揭示了社会的延续和荣帖变迁的历史规律， 该忐 -1:5内

容丰富 ， 资料翔实，编修有序 ， 详略得当 ， 不失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好资料。这是献给全村父老乡亲一份宝

贵的精神财富 ， 也是走出家乡远离故土的人们认识家乡、了解家乡的思

乡读物，更是外界人们认识了解黄西村的重要窗口。祝愿《黄西村忐》

在"存史、资政、育人" 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现在 ， 黄山街边山、咀处正积极推动美丽乡村应设 ， 我相信 ， 黄四村

作为黄山街边办卓处新农村建设的亮点 ， 一定会在这场新农村建设中，

起着积极带头和表率作m。

在《黄西村忐》成稿之际 ， 邀我作序 ， 盛情难却 ， 只能聊作数言 ，

权为祝贺。

中共黄山街道工委书记-y{
2017 年 7 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3_ 

序

新世纪之初，邹平县城南部新区建设拉开序幕，宏阔壮观，日新月异。

一条条笔直宽阔的街道纵横交错，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一处处居

民小区、商贸超市、文化娱乐场所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县直各行政机关

亦相继迁屑新区，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初具规模。在这大发展大变化中，

地处新区中心地带的原黄西IR村己消失的无影无踪。

面对崭新的城市，回忆失去的村庄，感慨万千。黄西村毕竟是我的

家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虽然IR忖已经永远地消失了，我的感情却没

有消失，对古老村庄的恋眷没有消失。那种难以忘却的记忆还时时涌上

心头，一股难以言表的感情仍不时地让我流出泪花，久久不能平静。

黄西村有一部辉煌的革命史。当年，外敌入侵，黄西村一些热血青

年怀着报国之志 ， 毅然参加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共产党领导

的黄山区公所在这里成立，发展了黄西村最早的地下党组织;黄西村成

立了农救会、妇救会、 儿童团、民兵队，斗地主，分田地;在解放战争中，

许多黄西村青年积极报名参军，投入解放全中国的洪流中 。

黄西村有一部艰辛的创业史。新中同成立后，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

下，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 打井修渠，排涝抗旱，兴修水利，把上

千亩土地改造为稳产高产田，黄西村曾被评为农业生产的先进单位。 改

革开放以来，春风吹大地，政策暖人心，村内农、工、商全面发展，人

民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

黄西村有一部无私的奉献史。在解放战争中，黄西人曾经抬担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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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公粮，为了新中同的诞生贡献出了鲜血和生命。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黄西忖更是走在头里 ， 为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 流尽了汗水和热血。 改

革开放 ， 勇立湖头，去;展经济 ， 矢志不移。 邹平县城南迁 ， 黄两村土地

被征 ， 村庄面11伍拆迁，广大村民发扬无息奉献精神 ， 顾全大局 ， 无怨无悔。

牺牲自己的利益，转让赖以生抒的土地 ， 拆除屑住几辈子的老宅，搬迁

承载致富梦想的厂房 ， 一切为新城建设让路 ， 新城建设得以顺利进行。

员西村有-部底蕴丰厚的文化史。 村风一向崇尚诗书 ， 曾留有许多

美好的历史传说。 "科举考试 ， 兄弟同拔"在乡里被传为佳话; 在黄

西忖走出的人中 ， 有旅居美国颇有名望的神学博士 ; 有荣获国家级"突

出贡献专家" 称号的轻武器研究设计专家 ; 有太极功夫精惧、在山东名

闻iEi边的武术大师 ; 有多次获得罔家级优秀科研成果奖的博土生导师。

黄四村 ， 地灵人杰，许多人在国家及省、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

领域做出了非凡的建树。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 黄西村如凤凰涅架 ， 经过了脱胎换骨的蜕变 ，

呈现出生机勃勃、英姿焕发的新生朝气。 再过几年 ， 几十年 ， 有谁还会

知适 ， 邹平这座繁华的都市新区 ， 曾经是一个古老美丽的村庄 ; 有谁还

会想到 ， 这片时代造就的楼群巾 ，曾经流传着美丽动人的故事 ; 有谁还

会记得，今天的黄西人曾在这块土地上耕云播雨，用汗水追寻着希望。

不能忘记历史 ， 忘记就意味着背叛。 我深深地感到了历史的沉重 ， 为启

迪后人 ， 遂有了编写一部村志的渴望。

20 1 0 年，经村两委研究决定 ， 由赵德军负责 ， 组织李仪绩等人专司

其事。 几番辛劳 ， 几度春秋 ， 他们做了深入细致地调查采访，抢救收集

了大量历史资料 ， 谋篇布局 ， 篓写志稿。 可惜的是，李仪绩老师因年~~

已高 ， 没等志稿成书 ， 便因病l滴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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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快编写出村志 ， 在志稿放置了几年之后 ， 20 1 6 年冬朵，我们

又聘请了原址政协副主席、地方史专家出延庆幸口县史志专家李柏林、赵

儒等三人来村帮助工作 ， 他们重新修订篇曰，在原有志稿的基础上，查

缺补漏 ， 修正文风，重新编笨。 他们不畏严寒酷暑 ， 兢兢业业 ， 进村入户 ，

调在核实资料 ， 细心编笨 ， 一字一句 ， 业|酌取舍。 他们严谨的工作作风 ，

勤奋的务实精神 ， 深深地感动着我 ， 同时 ， 他们也不日我及村民们结下了

深厚友谊 ， 成了黄囚村民最真诚的朋友。

着到《黄西村志》已经付~辛 ， 即将出版 ， 我如释E负 。 然思约悠悠 ，

感慨万千。 我知道黄西村的今天 ， 离不开中共邹平县委、县人民政府

领导到此西村的关爱和照顾 ， 离不开黄山街边几周党工委、山斗i处领导

对黄西村的帮助矛11扶持 ， 离不开货西村全体党员、村民的j12力支持和|谅

解……在此 ， 我要衷心地说一声 : 谢谢 !

欣喜之余 ， 写下上述文字 ， 权为序。

黄西村党支部支记或干点
2017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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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方法，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事实求是地记述本村政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

性、资料性、科学性的有机统一。

二、本志上限原则上始于民国时期，下限止于2016年底。

因是村内的第一部村志，许多章节因事溯源，不受上限束缚，

可追溯到事物之始。

三、本志采用志书的通常编辑方法。前面设立村庄概述，并

辅以大事记，后面以事业分类立志，最后是人物和附录。充分

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多种形式与体裁，秉笔直

书，不溢美，不隐恶。

四、本志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正文分章、节、目、子

目四级编排。全志共分为村庄环境及隶属、人口与姓氏、党群

团组织、村级政权、农业、工商经济、村庄建设、教育卫生、

文化艺术体育、古迹信仰传说、风俗民情、方言谚语歌谣、

人物、荣誉，共14章64节。

五、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涉及历史纪年的，在后面括号内加

注公元纪年。记述年代数字用汉字，如"五十年代 IJ 其他数

字用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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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志人物选录范围分为5部分，具体标准为:

1 社会闻人，是指在当地或村内影响大的历史人物;

2.知名人士，主要是指本村在外地工作人员中副科级以上领导

干部、副高级职称及以上专业技术人员;

3 县以上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4.村级领导，原则上指历届村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和现任村两委

成员，历届村主要负责人必须为担任党政正职的村级领导 ;

5.专业武术、艺术人才。

立传人物不论在世去世，均以出生年月先后为序。由于资料和

篇幅所限，一些未能进入人物传的，但对本村发展有过重大贡献，

或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力求在各分志中，用以事系人的方式予以记

述，或列表记载口

七、本志所用资料均采自村委档案，镇、县级有关档案，还有一

部分来自村民提供的回忆资料，编篡中一般不注明出处。个别有争

议的内容，根据多人提供的资料对照，采用较为合理的一种口有的

一时无法考证的，则多说并存，以备后人考订。

八、本志以 〈 山东省新编各级地方志书行文规定 〉 为规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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