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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据考：明朝洪武年间(1 368-1 398年)，贺姓、张姓来此居住建

村，取名贺疃村。明朝正统年间，以村旁有荷花汪，故改称荷疃村。

荷疃村建村，已有600多年历史，曾无其他文字记载，民间族

谱早已消失，据传贺姓迁徙，只有张姓居住至今，但对村中的兴衰均

茫然无据。清末至抗日战争时期，虽只有一百多年，但也无具体史

料，只凭传说，略知一二。解放战争至今有些资料可以调查取证。

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征集所得的村史片

断和最近五十年的村史演变，全面辑录，存史入志，可供当代与后

世系统了解和认识家乡的综合文献。

我们的先人长期生活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中，他们的一生

都是在灾难中度过的。我们虽然知之不详，但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

命运，残破的家园可以作证，我们的祖先也曾经反抗压迫，反抗剥

削，也同天灾人祸、兵乱、饥饿作斗争，这一切我们不能忘记，并

让我们的后代也不能忘记。

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改天换地，艰苦创业，奋力拼搏，苦

心经营，才赢来了美好的今天。但青少年一代并不一定知晓，我们

的祖父母，为此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流了多少汗和泪。今天

的幸福来之不易，后辈应自觉继承先辈的创业精神，把家乡建设的



更加美好。这部村志真实的记载了几辈人的奋斗历程，可以说这是

荷疃村的一部创业史，也是荷疃村一部爱国家，爱家乡，爱人民，

爱社会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

建国以来，各项事业飞速发展，村改工作也取得显著成绩，但

工作中某些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失误，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也都是

我们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得来的精神财富，望后人，尤其是执政者能

明察得失之缘由，知所发扬，知所规戒，继承前人，超越前人，跟

上历史步伐，踏踏实实的干事创业。

村志中广泛储存信息，是本村百科全书，可全方位的为本村和

当地的有关方面提供服务，还可以在改革开放对外交往中传播信息，

增进了解，推动经济发展的媒介，这是志书固有的功能，在新的时

代发挥新的作用。

以史为鉴知兴替，说古道今晓事理。让我们在街道党委、办事

处的领导下，抢抓机遇，踏踏实实干好村务工作，为把荷疃建成一

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努力奋斗。

秦楼街道荷疃村

主任：猫硪

2 007年1 1月



凡 例

一、 本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为指导思想，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实事求是的记述。

二、 本志记述的时限自建村至2 007年1 1月。

三、 全志内容的编排，卷首设《序》、《凡例》、《概述》、《大

事记》。卷末设编后语。其间按事物的门类分设五编。编

下按实际需要各分章节。

四、 志体为语体记述文，辅之以表、图和照片。

五、 时间的表述统用公历年(个别地方兼用农历)个别章节

中因摘引或行文便利，偶用朝代纪年。

六、 文中述及历史上的地点、机构、会议和职务等，一律用

当时的名称，对人物均直述其姓名和当时的职务，不加

其他任何称呼。

七、 《人物》篇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籍属本村在外

担任公职的知名人士，对其简历经了解亲属后同文辑录。

八、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和本村的表现，散

记于《大事记》和有关章节中。

九、 本志资料主要取自本村的档案和有关人员的访问记录，

部分抄自民间传说，所用的数字均以本村上报数字为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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