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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篡方志是中华民族独特的优良传统。 有着存真、资

治、 教化功能的志书，代代相传，永不断章 。 改革开放以来，

方志事业蓬勃发展。 近十多年来，乡镇志、村志编篡逐渐增

多 。 前几天，河南省总工会副主席杨会卿先生把他的家乡一一

巩义市罗口村成稿待印的 《罗 口村志 ~ (下称 《村志~ )送

我，嘱我阅读作序 。 我系统地拜读志稿，受益匪浅 。

《村志》编排科学 。 以概述开篇统领全志 ; 以大事记为经;

以志为纬，图、录、表随文穿插，主体丰满 ; 附录殿后，必要

补充。 全志融为科学整体。 全书观点正确，资料翔实，特点突出，图照引人。 这是罗口村的

一座历史丰碑，是村志中的一部上乘之作。 其主要表现至少有以下四大特点 :

其一，历史悠久，传承文明 。 根据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郑州市人民政府于2009

年公布"罗口遗址"是郑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该遗址的发现，引起中、美、澳三国联合

考古调查组的高度重视，对其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 。 罗口遗址，由北街遗址和南街遗址组

成 。 其文化内涵丰富，从7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时期 罗口先民就绵延不断地

在此居住生活、繁衍发展，创造出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使仰韶文化、龙

山文化，包括二里头文化在内的夏、商、周三代文化乃至汉文化在这里发扬光大，为这方

热土做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 这里的历史文物是中华民族的瑰宝，罗口村民为之骄傲与自

豪 。 同时， <<村志》也反映了河洛地区农耕文明的源远流长，民风、民俗的深厚底蕴和农

村集体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进程 。

其二，青山绿水，环境优美。 罗口村位于巩义市西南部，站在村头东观，远有青龙山，

近有凤凰山 ，可谓"龙凤呈祥" 。 南望中岳茜山，近靠金牛山，有"金牛耕南琼，有吃又有

穿"之说。 村东北凤凰山、东南婴梁山、村南金牛山三山对峙 春夏时青翠葱笼 。 山下罗口

村东、北、西三面，川流不息的罗水仿佛奔腾的长龙 。 罗口村就像长龙盘绕的璀琛明珠。

《村志》详近略远，以朴实的笔法，客观、全面地展现罗口村自 然环境、人文、政治、

经济、社会诸方面的历史状况。 以丰富的资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8年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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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全面反映了罗口人生产、生活方式 。 特别令人惊喜有一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罗口村80岁

以上高寿老人名录，人数之多，堪称长寿村。 由此看出该村是个直居之地。

其三，以人为本，特色鲜明 。 人为志魂。 罗口人勤劳智慧，重视发展 ; 民风淳朴，注重

弘扬时代新风，抵制落后文化，充满向上、爱国、奉献社会的正能量，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涌现出一批批艰苦创业、开拓创新、贡献突出的各类先进人物 。 其中有威武不屈、壮

烈捐躯的革命先烈 ; 有自强不息，两袖清风，心系村民 ，一心为公的共产党员、优秀干部;

还有为国家贡献突出的英模人物和先进工作者。 人才济济，灿若明星 。

《村志》把着墨点置于百姓。 全书涉及有名有姓的罗口人4000有余，几乎关系家家户

户 。 还用大量篇幅记述在外工作的罗口人业绩。 以大专以上学历为例，计达579人，其中博

士7人，硕士 10人 。 这充分说明该村是一块育人、养人的沃土。 由于入志众多人物贴近群

众，贴近生活，暖人心，得民意，有利于团结村人 ， 凝聚民志，焕发村众更加热爱祖国、热

爱家乡之情 。

其四，辛勤耕耘，终结硕果。 {村志》编篡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领导支持下，历经数

载，克服困难， 50余万字的 《村志》终于编成，实属来之不易 。 编篡者在档案文献资料极为

缺乏的情况下，怀着对历史、对村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第路蓝缕，广征博采， 披沙沥金，潜

心编篡。 他们一丝不苟 ， 精益求精 ， 使《罗口村志》的丰碑树立起来，必将赢得全村民众的

尊重 。

《村志》凝数千年于一瞬， 集万物于一卷，认真阅读一定会深受教益 。

最后，衷心地祝愿罗口村继往开来 ， 再创历史辉煌的新篇章 。

多律武
2017年 12月写于郑州

(序者系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篡委员会原副主任、

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原党委书记、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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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杨会卿是郑州大学历史系的同窗好友。 近日，他送我一本《罗口村志》书稿，说罗口

是他可爱的家乡，要我抽空看看，嘱我"写几句" 。 几天来，我伏案细读，发现罗口村是一个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的古老村庄。 ~罗 口村志 》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故欣然命笔。

{廖志编史，鉴古知今，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

志书历来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重要作用 。 社会变革，纷繁复杂，若不及时修志，时

过境迁，岁月无情，将会涅没历史，埋葬文化。 近些年来，兴起编篡村志的基层社会文化现

象。 村志是志书文化的拓展和创新，为地方志的编写增添了鲜活的新内容。 罗口村的几位先

生四方奔走，广采博录，潜心挖掘，史海钩沉，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历经三年之久，编写

出了 《罗 口村志 } ，这是一件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千秋大事，可喜可贺 。

《罗 口村志 》是一本颇有价值、独具特色的志书 。 可以从中感受人情世事沧桑，感知村

落变迁历史，感悟现实生活启示，是罗口历史的真实写照和理性总结 。 本志内容丰富，详近

略远，体例编排科学，类目设置合理，行文规范流畅，图文并茂、雅俗共赏，体现了较高的

编篡水准。 融思想性、资料性、知识性于一体，给人们的不仅是丰富的史料，更多的是历史

的启迪和时代的鞭策，以供后人汲取精华，摒弃糟柏，作为立身、治世、发展之鉴，是罗口

人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 。

罗口村是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的风水宝地。 七千多年来，世世代代先民们用勤劳的

双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 。 今天，在全国人民热烈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这一历史时

期，罗口人必将更加精诚团结，更加奋发进取，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奋力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续写更加辉煌的历史篇章 。

聊书数语，示以为序 。

罗马在
2017年 12月 30 日

(序者系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 主任 河南省方志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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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口村志》的面世，是罗口村在文化建设上一件旷古空前的盛事、善事，可喜可贺 。

罗口村位于我镇东北部， )11 流岳峙，环境优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七千多年前就有

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隋唐时期，这里就已是遐边闻名的古城，隋朝为保卫兴洛仓曾派兵镇

守罗口 ;瓦 岗军越方山，经罗口奇袭兴洛仓，名垂青史 ; 李密建立魏政权期间，罗口曾是罗

川县治所 ; 明、清时期，罗口被誉为商业巨镇。 罗口曾经是巩义市西南部历史上的政治、经

济、交通、军事要地，产生过重要影响，是我镇当之无愧的历史文化名村。

革命战争年代，罗口村是革命老区 。 罗口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艰险，流血牺

牲，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罗口人励精图治，开拓进取，取得了显著成绩。 改革

开放以后，罗口人在发展经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取得了新的成就。 罗口在农业、工业、

教育、林业、畜牧业、科技等各方面曾经是西村地区的一面旗帜，曾跻身巩义市先进行列 。

盛世修志 。 当今，国泰民安，升平和谐，人民生活蒸蒸日丰，编撰村志顺时势，遂民

心 。 罗口村党支部、村委会乘势而为，投入人力财力，做了 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

编篡九员对历史负责的精神难能可贵。 不辞劳苦，搜集大量资料，纵述历史，横陈现状，全

面、客观、真实、准确地记录罗口的历史演变、社会风貌，系统反映罗口的自然、政治、经

济、文化和风土人情。 村志是罗口村珍贵的历史资料，是全村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走出家

门、远离故乡的罗口人了解家乡的特殊教材，也是后辈缅怀先人寻根觅祖的可靠依据。 村志

对研究罗口乃至西村地区历史文化都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最后，祝罗 口村在党的十九大精神鼓舞下，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创造出更美好的明天 !

F侨 乡)多叫
2018年 1 月 1 日

(张朝阳 中共西村镇党委书记 刘金刚西村镇人民政府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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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 ， 继往开来。 《罗 口 村志》编篡工作自 2015年5月启动 ， 两年多过去 ， 此项罗

口村前所未有的文化工程顺利告竣。 这是罗 口 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 必将对

我们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 村党支部、村委会对直接着?与村

志修篡夜以继日、呕心沥血辛勤工作的编采人员 ， 对积极支持修篡工作的广大干部 、群众、

热心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

罗口村有优越的自然条件 ， 有悠久的人文历史 。 实物证据和史籍记录表明，罗口有人类

活动到现在，至少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 。 本次修志，比较系统地记录罗口从历史中走来的

主要足迹 ， 呈现罗口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 ， 总结罗口人的光荣传统，表述罗口人特色鲜明

的生产生活习惯和内容丰富的村风民俗，可以起到历史存真的基本功能 。

罗口人勤劳智慧 ， 善于艰苦创业。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交通条件，创造出富有罗口特色

的精细农业和开发较早的运输业 。 罗口人求真务实 ， 忠厚淳朴 。 明清以来从四面八方辗转迁

居罗口的二十多姓村民 ， 友好相处 ， 互帮互助，共同发展 ， 宛如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罗口人

乐善好施 ， 见义勇为 。 留下许许多多可歌可颂、应书应传的动人故事。 ~罗 口村志 》通过记

录罗口的历史 ， 褒扬村人的良风美德，光大正能量，传播好传统 ， 利于团结，利于进步，使

先进、模范更光荣 ， 使后来者学习有榜样。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本次修志 ，主体是人。 记述罗口故事 ， 既

有党员、 干部，又有普通百姓。 工农商学兵 ， 三百六十行。 全志涉及有名有姓的男女老少 ，

粗略统计不下 四千人，直接间接关联到家家户户 。 可以说，一本《罗 口村志~ ， 就是罗口的

群英会纪要。

《罗 口村志 》旨在使罗口人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家乡，知道家乡的优势和基础，清楚先辈

建设家乡的艰辛和曲折 ， 明确建设美好家乡的责任和义务 ， 努力为家乡建设增砖添瓦、增光

添彩 。

世世代代罗口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昨天。 创造罗口美好明天的时代重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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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明卫 吴大伟

不容辞地落在我们新一代罗 口 人的肩 上 。 当前 ， 国家大局稳定 ， 政通人和 ， 改革开放正不断

向纵深发展。 我们要联系罗 口 实际 ， 抢抓机遇 ， 坚持科学发展 ， 和谐发展 ， 持续发展，围绕

富民强村的中心任务 ， 镇而不舍 ， 把工作着力点放在三个方面 :

一是着力优化产业结构 。 大力 发展工业是强村富民 ， 解决就业的主战场。 企业要逐步改

变产品大路货 ， 跟风仿制，附加值低 ， 常常受制于人的局面 ， 努力以诚信结交优秀合作伙

伴 ， 千方百计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抗风险能力 ， 循序渐进 ， 把企业做优做强。 农业是稳定民

心的重要基础 。 要充分利用罗 口农业生产的优越条件 ， 使其发挥最大效益 ， 继承精耕细作传

统 ， 瞄准市场 ， 提高农产品质量，种植、养殖相得益彰 。 有销路会技术的种养项目 ， 要突出

龙头带动 ，在规模效益上下功夫，以点带面，合作共赢 ， 滚动发展 ， 形成市场。

二是着力畅通工程。 道路通，百业兴。 历史上"罗 口道" 曾使罗 口 成为一方 " 巨镇" 。

如今村道现状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 ， 畅通村道 已是村人多年凤愿。 要加大力度 ， 明确规

划 ， 解除村内梗阻， 便利四方出 口， 经过数年努力， 真正实现四通八达。 近期重点是南北主

通道f贺家马道至喂庄河、前街至西寨桥三条路。

三是着力新农村建设。 安居才能乐业 。 规划建设农民公寓 ， 逐步改善村民居住条件 ， 是

形势发展的需要。 要结合畅通工程 ， 做好人水分流 ， 尽快改变污水顺路流现象。 新农村建设

要两个文明 一起抓。 人心齐 ， 泰山移 。 风正气顺齐努力 ， 千斤担子众人挑 ， 美好的愿景就一

定会实现 !

雄关漫道真如铁 ， 而今迈步从头越。 过往的罗 口 人业绩厚重而辉煌 当今的罗 口 人任重

而道远。 让我们凝聚村众之志，在先辈奋斗的基础上， 劫力同心 ， 在家乡描绘最新最美的画

图，为罗口历史书写新的篇章 ， 交上无愧于时代的圆满答卷 !

闯糊卫兵式体

2017年 1 2月 30 日

(阎朝卫 中共罗口村支部委员会书记 吴大伟罗 口 村民委员会主任)



可爱的家乡

一一读《罗口村志》有感

?有作

《罗口村志 》 即将付梓，我有幸先睹为快 。 由于我在郑州大学学习的是历史专业，所

以对史志有着不解之缘。 在河南省总工会工作期间，我曾参与编写 《 河南省工会志 } ~ 河南

省志 · 工会篇 》 。 近日，我回巩义看望初中时的班主任康敬收老师，他送我一本 《 罗口*村

志 》 书稿，嘱咐我看后说点建议和感受 。 我接过书稿，亲切之感油然而生 。 回到机关，忙碌

的工作之余，手不释卷地读下去，真有欲罢不能的感觉 。 掩书沉思，浮想联翩 。 虽然我的青

少年时代是在罗口村长大的，但对家乡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而这本村志却让我了解了家乡

的前世今生，从中获得了不少教益。

一部罗口村志捧在手，纵览家乡历史七千年。 从书中可知新石器时代就有原始先民在罗

口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上山种猎摘果，下河捕鱼捉虾，逐渐发展农耕，种植五谷，饲养家

畜，日出日落， ..，不辍劳作，时易世变，沧海桑田，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罗

口遗址的公示碑就在离我家不到百米远的河边上，我每次回家路过石碑都会驻足瞻仰 。 我老

家就住在罗口遗址保护范围之内 。 直至改革开放前夕，乡亲们一直居住在土窑坑里，近些

J 年，冬暖夏凉的窑洞才逐渐销声医迹。 这条小河，发源于巩登交界五指岭西南山麓，蜿蜒西

去，注入洛河，尔后汇聚于黄河 。 我记得，学生时代老师曾经讲过，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

黄河哺育了中华儿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当时并不理解这些话

的深刻含义。 通过品读村志，我豁然开朗 。 几千年来，罗口人临水而居，在漫长的农耕生产

和生活实践中，罗口河水不仅灌溉了罗口的农田，而且滋润了罗口人的心灵。 罗水像母亲的

乳汁一样哺育了世世代代的罗口人，罗口河就是罗口人的母亲河，流淌的是历史，传承的是

文明 。 坞罗水库建成以后，虽然地表水断流，但地下水资源丰富，不但滋养着罗口人，还输

到城区供养市民 。

拜读村志，我深为编篡村志的几位长者史海钩沉，尘封探秘的执着精神所感动 。 罗口人

从古到今，遗留下来的不仅有物质文化遗迹，还有精神文化遗迹，内容非常丰富 。 从 《 罗口



村志》看，他们是从浩瀚的史海中，打捞沉积的珍宝，从尘封的历史中寻觅闪闪发光的罗口

文明 。 这是一部反映罗口村地理、历史、经济、风俗、文化、教育、物产、人物的小百科全

书，洋洋洒洒五十多万字，通篇充满着浓厚的乡土气息，真实地追溯着罗口村的发展演变历

程、地域特点和人文特色;真实地刻画了罗口人的生产、生活和情感;是罗口村发展、变化

的历史见证 。 让人们不仅从中感受罗口的人情世故，感知罗口发展的历史渊源，感悟罗口现

实生活启示。 特别是书中记录有解放后的各类村民数千人，有恪尽职守的公务员，有教书育

人的教师、有各类大学毕业的莘莘学子，有戌守边疆的军人，有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有各

条战线的英模，有忠孝节义的乡贤，有民间的能工巧匠，有摇楼撒子、扬鞭驱车的平民百

姓。 他们中大多数人既非高官，亦非名绅，虽没有显赫的丰功伟绩，但在罗口的历史进程中

可书可表，让后世景仰。

月是故乡明，水是罗口甜。 我深爱我的家乡罗口，爱罗口源远流长的自然河，更爱罗口

辉煌灿烂的历史长河。 做为罗口人，无论走出去多远，都不会忘记罗口是自己的根和源 。 无

论走到哪里，都会刻骨铭心地记着自己是罗口的赤子。 罗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有我敬爱的

爹娘，有情同手足的兄弟姊妹，有我难离难舍的父老乡亲，有我的老师同学"唯桑与梓，

必敬恭止" 。 我愿常常听到家乡人熟悉的声音，看到家乡人亲切的脸庞，我愿为家乡做些力

所能及的事，能以赤子之爱，回报生我养我的家乡 。 我衷心祝愿罗口村代代相续，历久不

衰。 祝愿我的家乡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精诚团结，奋发进取，携手共建"产业兴旺、生

态直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

2018年元月 1 日

(杨会卿 罗口人，时任河南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F 



人
，
往
开
木
，

做
久
明
，

d冯
￠
。/
d
w好
a
M
U使

i

格
改
固守

二

吁J

品
w
l
A
M
z
d
p

E 罗口 气与叫 1.

J 

鲁德政 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篡委员会原副主任

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原党委书记、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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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敬修 原任巩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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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罗口中学校长

中国齐白石艺术研究会河南分会副会长

康敬收

马永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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