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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家官庄志》是亓家官庄有史以来第一部庄志。它汇

集了亓家官庄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反映了亓家官庄上下几百

年的历史变迁，展示了亓家官庄人勤劳勇敢、开拓前进的伟

大精神，记载了亓家官庄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特别是近20年

来在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它的出版是亓家官庄文

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亓家官庄文化史上的一座丰

碑。

亓家官庄的历史虽仅三百五十年，但其历史文化却源远

流长，广博丰厚。解放前，亓家官庄人就以耕读传家，出过

秀才、中医、能工巧匠等名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亓

家官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过许多人民教师、革命军

人，中共党员干部，引人瞩目。可是亓家官庄从来没有一部

全面介绍自己历史与现状的权威性的庄志。子子孙孙需要了

解亓家官庄，亓家官庄需要深深扎根于子子孙孙的心中，时

代需要亓家官庄和外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亓家官庄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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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诞生，正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适应了亓家官庄社会进

步，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需要。通过这个窗口，村内外广

大读者可以浏览亓家官庄的自然风光，认识亓家官庄的地理

环境，体察亓家官庄的社会风貌、乡俗民情，了解亓家官庄

的政治、经济、村落建设、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

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的故乡，有助于亓家官庄

各项行业的建设。《亓家官庄志》是我们宣传亓家官庄的画

廊，是我们向村民们进行乡土教育、传统教育、爱国教育的

教科书。所以，它的出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亓家官庄志》是集体智慧和汗水的结晶。在村党支

部、村委会的领导下，张世忠、张泽宣、张泽同等老人，不

顾年老体弱，为《亓家官庄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付出了

艰辛的劳动。特别是远在济南的王治平乡亲，为《亓家官庄

志》出版，精心设计，努力工作，终于使之如期付梓。同时

我们应当特另q感谢出版社的领导及编辑同志们，感谢他们给

予我们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使我们得以顺利完成这部在亓家

官庄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庄志。

《亓家官庄志》的出版，是亓家官庄文化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它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面丰厚的精神财

富，功在当今，泽被后世。亓家官庄是个人勤地沃的好地

方，我们要弘扬祖辈们的勤劳勇敢、正直善良的美德，充分

发挥我们的才智，同心同德、开拓奋进，书写亓家官庄未来

更加灿烂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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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家官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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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亓家官庄地处商河县城东南二十五华里，按公路计算足

有三十华里，现属白桥乡辖，距乡政府驻地15华里，是白桥

乡最北部的一个村落。东与郑路镇的邴家桥搭界，西与王

家、牛家、丁赵、孙玉玺、路家村接琅，南与大碾王、秦

家、段家集、义和庄毗连，北与孙集乡的李家桥、高仙庄、

何刘陈村隔土马河相望。与周围村落均距3华里左右。该村南

北宽400米，东西长500米计地300亩。

村落建设

村子呈长方形，因地形所限东北角向东伸延十来户宅

院，又形成刀把式样。整村每隔南北两排宅院，计长50米，

设一条东西大街，街宽15米，共三条街，南北大街一条在

村中央贯通南北，所有街道整齐、宽阔、平坦、东西隔两排

宅院计长40米，安排一条南北小巷，宽3米，全村共1 1条小

巷，贯通全村各户的南北交通。村西紧靠一条县修的9米宽的

油漆公路，伸向南北。这样街巷纵横贯通，四通八达，出进

方便，为全村治安创造了条件。

各家宅院南jLK25米，东两宽20米，计0．75亩。改革开放

以来，各家宅院建筑质邑、式样不断更新，基本是石、砖、

灰沙结构的房屋，坚固高大、宽敞、明亮。各院内打有小机

井，安装着抽水机。多数种植果树、蔬菜，也有培育奇花异

草的。多数宅院出入门口，安装着油漆好的两扇大门，有铁

质的，也有木质的，车辆出进通畅无阻。总之宅院绿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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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错落有致，庭院宽敞，房屋整齐，设置有序，形成一排

排新颖、美观、舒适的院落。

排灌系统

村东紧靠长湾，长湾东岸有一条南北沟渠，南通邴家桥

干构，北通柏家湾，村北附近有蒲子湾，村两附近有苇湾，

有两条南北沟渠，南边和北边各有一条东两沟渠。各渠皆是

人工开挖，湾是历代用土形成的湾渠相通。可耕地片片，有

机井，布局合理，这样即能排涝又能灌溉，旱涝保丰收。

植树造林

村周围非耕地、湾埃、沟渠、岸坡、路旁都植满了各种

树，其中以白杨最多。白杨参天，碧柳荡空，每当盛复，郁

郁葱葱，绿树成荫，水流潺潺，呈现一座欣欣向荣、蒸蒸日

上的优美村庄。

自然条件

地质、土壤：亓家官庄地处鲁北平原，北距土马河3

里，南距徒骇河8里，地下0．5—1．5米为蕈粘土，再下是白

土，地下5—30米均为流沙，地表耕作层为粘壤土。

气候：属大陆型暖温带季风型气候，四季分明。年平

均气温12．6qC，最热的7月份平均26．7℃，极端高温41．6。C，最冷

的一月份平均零下3．8qC，极端低温零下22．I。C，最大冻土深度

59厘米。年平均降水量610．3毫米，年最大降水量990．3毫



米，年最小降水量329．4毫米，全年平均光照时数2742／J、时，

日均7．5d,时。年均相对湿度64，初霜日平均10月18日，最早

出现在9月20日，最晚出现在10月30日，终霜平均为4月7日，

最早在3月12日，最晚出现在5月4日，无霜期年平均193天。

全年主导风向为西南风，占12％，其次是东北风，占7％风速

一般为2．6-4．4米／秒，二三级和风为主，最大风速达29．6米／

秒。

自然灾害：主要有旱、涝、风、雹、虫等，其中旱涝居

多，全年有旱有涝，时有冰雹出现。风灾以干热风危害小麦

为主，有时出现暴风。虫灾危害较大有蚜虫、棉铃虫、玉米

螟、红蜘蛛等。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渐有

控制、减轻。

生物资源：黄鼬、刺猬、野兔、野狸等。獾已很少、狐

狸绝迹。禽类有燕子、麻雀、斑鸠、啄木鸟、布谷鸟、猫头

鹰、喜鹊，乌鸦绝迹。水生动物有鲤鱼、鲫鱼、鲢鱼、蟮

鱼、黑鱼、青蛙等。中药材有蝎子、土元、蝉脱、蜂房、茵

陈、益母草、车前子、蛇床子、野枸杞等。

经济状况

农业：解放前农作物以高梁、谷子、玉米大豆为主，间

有小杂粮，其次是小麦。因自然条件差，完全靠天，全村没

有一亩水浇田，产量很低，一般亩产150-300斤之间。解放

后环境逐年改善，水利设施配备齐全，排灌方便，产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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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作物以玉米、小麦为主，大蒜面积逐年增加，2006年大

蒜而积达900余亩，占耕地的80％。玉米亩产达800-1 000斤，

最高地块达1500斤／亩。小麦亩产600-900斤，最高达1 200斤／

亩。2006年大蒜亩产值在2500—4000元之间。

林业：亓家官庄从历史上种树比邻村都多，尤其近年发

展更快。2001年至今，先后发展杨树林达250余亩，零星植树

遍布全村周围。2006年春，有的户株问问伐收入就达万元。

畜牧、lk：猪、牛、羊、鸡、兔等大多户均有养殖。养猪

户多者10-20头，少者1—2头。养牛户多者2-3头，少者1头。

养羊户多者10一20只，少者2-3只。均为零星养殖，无规模。

亓家官庄人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大有提高。除农林牧

常规收入之外，还有大小买卖10余家，春冬两闲外出打工的

有120人之多，家家收入颇丰，全村698人人均年纯收入达

3000元之多。农用机动车230余辆，基本户均一辆，摩托车

220余辆，电动车50余辆。电视删余个别户外户均一台，70％

的户安了电话，另有手OL200部。住房高大、宽敞、明亮。更

可贵的是村民们都争先恐后的拼博、奋进，积极创收。

土地人口

解放前后土地2000亩左右，解放HU480余人。自1959年至

1962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人口非正常减少，劳力缺乏，故

耕种管理不善，产量严重受到影响。因此给了邻村数百亩，

现有可耕地1334亩，总人V1835人，农业人口698人，非农业

人口137人，人平均1．96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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