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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多年采集，两年多艰苦编写的《三德范庄志》终于成书发行了。作为被三德范村人聘任的本书

主审，不能不为本书说几句话，有个交代。

二Oo三年，我到市人大常委会工作后不久，在济南任副市长的赵文朝同志告诉我，他家乡三德范

村要编写庄志，让我帮他们审一下稿子。之后，三德范村的老书记张福经同志和现任书记张福瑞同志又

来找我，聘任我为志书主审，并且在志书编写启动仪式上，当着市政府毕筱奇市长的面，正式宣布了这

一聘任。这一下，在我的心里感到压力大了起来。但被他们的诚意感染，也就一路干了下来。今天，书

编成发行了，我要告诉诸位的就是有关本书的一些事情。

首先，该志书内容翔实，完全可以当一部中国农村发展变迁史书来读，并能引发我们对农村问题的

诸多思考。本书把三德范庄放在中国农村大变革、大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来编写，对三德范庄的区位特点、

历史由来、各个时期的兴衰荣辱，尽可能的全面反映出来，尤其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十多年的发展变

化进行了详尽的编写。从历史演进的纵的方面做到有详有略，各得其所，让人读来，历史感、立体感十

分浓郁。特别是建国以后，三德范逐年的人口、姓氏、土地、牲畜、农具、水利、作物收成、学生上学、

劳动力变化等情况，记载得十分齐全，十分周详。当你只是从志书上读到这些数字的时候，可能感到枯

燥乏味，但是你如果把这些数字和当时全国、全市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读和想，就会明白，这些逐年变

化的数字是与党和国家的政策变化相联系的，是和中国亿万农民的命运相联系的，也是和这个村的党员

干部的执政能力、工作水平相联系的，所谓史志类书籍的资政育人的作用就会不期而然的显现出来。在

这里我还特别感谢三德范村的会计文书们，他们不仅忠实地记录了历史，还顽强地保留了资料，才使我们

对三德范的过去不但能进行质的判断，还能进行量的分析。而及时的量的分析，是一切决策的基础。

第二，该志书特点鲜明，具有鲜活的农村特色和山区特色，是研究和指导农村工作的珍贵资料。在

编写过程中，编写组的同志随时将写成的篇章送给我看，一开始，我对三德范的认识和了解是支离破碎

的，但随着案头的材料逐渐加高，我对三德范，对三德范庄志的认识也日渐全面、清晰，对这本志书的

两个鲜明的特点也日渐清晰。这两个特点，一个是三德范人历朝历代都在为治水而探索、而奋斗、而牺

牲。该村由于地处我市南部山区，抗御山洪和平时缺水一直是困扰他们的难题。正因为这样，三德范人

才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地坚持治水、引水、蓄水。过去，我对“学大寨”时的战山河是很不以为然

的，认为劳师费时，得不偿失。而读了志书资料，才知道三德范人所以年复一年，胼手胝足治水患兴水

利，这是山区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才知道山区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成本比平原丰水地区的成本

不知道要高多少；也才知道，尊重现实，遵循规律才是改变农村面貌的根本之路。第二个是三德范庄志

专辟了“锦屏山”一篇，对一座山进行了精心的记载。锦屏山是章丘的一座名山，是座自然风光山，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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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座历史文化山，它又坐落在三德范庄域内，专辟一篇，对是山进行记述，足见三德范村人对它的热

爱关怀，也足见三德范村人对祖国山川风物、历史文化的热爱关怀。尤其是庄志记载的不是治山的历史，

而是封山，护山、养山，使之成为“章丘境内绿化最好的山”的经历，更加令人感佩。“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正是秀美的锦屏山使三德范庄美名远播，也正是因为有了三德范庄人对锦屏山的钟爱呵护，才让这

座名山一次又一次免遭灭顶之灾，时至今日成为市内外人民心向往之的一处美好所在。对山的呵护和对

水的企盼治理，构成了三德范人一幅独特而雄奇的图画，也成了本志书最为靓眼的一大特点。

第三，该志书的成书过程推动了三德范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章丘市委、市

政府，文祖镇委、镇政府和编志的三德范庄的党总支以及四个行政村的党支部、村委会对编写这部志书

给予了高度重视和热情支持，并且为志书成稿组织了极为隆重的启动仪式、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集中查证

核实活动和研讨论证活动。这一次又一次的广泛发动，既对广大群众起到了广而告之的宣传作用，更激

发起大家热爱家乡、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使三德范庄历史形成的团结、勤奋，务实、奉献，崇尚知识、

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得到了一次集中展示和升华。这对于当前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科学发展

观为统领，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增添了精彩的一笔。同时，广泛的群众性也使这部志书史料的真实性、全

面性得到了保证。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本书的编著者全部是土生土长的三德范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

又为斯地著书立志。担纲主编的是为大家操劳大半生，从总支书记位上退下来的张福经同志。他从学校

毕业放弃了多次招工提干走出大山的机会，把青春年华献给了家乡。从当家人的位子上退下来以后，既

没有在家赋闲，怡养天年，也没有去用过去的影响去打自己的小算盘，而是主动请缨，担当了志书的主

编，并且他这个主编，不只是。主”而且还亲自“编”，其中的好多篇章就是由他直接动笔写成的。编撰

组的其他同志也都是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自觉参与的，他们中有退休干部，退休教师，也有村里一直务

农的文人雅士。这个编纂组在村里找了一个小院，三间茅房，寒暑更迭，矢志不移，日月交替，玉成此

书。在志书编写的近一千个日夜里，他们或者入户访乡贤问老妪，或者外出查资料对文献，或者到田问

山岭勘地形描现状，或者在室内寻章节斟字句，艰辛备尝，荣辱共担。其中一位老同志偌大年纪现学电

脑打字，为的是加快成书又减少支出。我几次到他们编写地点去，看到的都是忙碌的劳作，听到的都是

收获的喜悦。这与我们时下一写文章就要先找个风景区，住个好宾馆，“一字千金”的风气相比，真令我

们动容!’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三德范庄志》今日面世，使我这个主审想说的太多太多。我最想告诉

诸位读者的是，如果你是一位领导干部，请把它当成你执政为民的一份参阅件来读，从中你可以找到好

多借鉴；如果你是一位专家学者，请你把它当成一本民俗学读本来读，从中你可以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农

业、农村和农民；如果你是三德范的一位长者，请你把它当成一本日记来读，书中的一页页是你留下的

一行行脚印；如果你是一位三德范的学子，请你把它当作一部光荣史来读，你应该思考的是把三德范的荣

耀在你手里一页一页地写下去!

．,7-s-五．
二OO六年二月



编纂说明

一、原则，本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立足庄情，存真求实，力求思想性、科

学性、知识性、资料性、可读性兼备。

二，断限，上起1368年(明初)，下止2002年底(634年)。部分内容据情上溯下延。各项事业着重

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78年以来的史实。

三、结构，采取横排纵写、纵横结合的原则。取篇、章、节、目四个层次，个别层次服从内容需要，

必要时加设子目。

四、体裁，记、志、传、图，表、录等综合运用，以志为主。、首设概述、大事记；中设庄域、人口．

姓氏、古昔庄情、村庄建设、水、农业、工业、财贸．运输、党政群团、村政．武装、文化、生活．习俗、锦

屏山，人物；末设附录、杂记、编后记。地图、照片列卷首，表格及示意图随文穿插。

《水》，本属《农业》一篇，因本庄缺水历史悠久，且严酷之状非亲历者实难所思，并在章丘南部山

区有较强的代表性，故本志专设《水》篇。并列《农业》篇之前。记述人们呕心沥血不屈不挠蓄、挖、

引、浚改变现状的壮举，以期后人对水资源及其设施的珍惜和呵护。

境内锦屏山风景区，具有保留完好的文物古迹和丰富的道教文化史料，自然景观优雅独韵，有较高

的旅游开发价值和史料价值，故本志专设一篇，分章、节详述。

五、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个别事件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对历史运动及事件，不专列

篇章，散记于各门类，表明因果及影响。

六、纪年，均采用公元纪年，民国前加注历史纪年，公历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农历纪年用汉字表示。

引文中的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文中的“上世纪××年代”即20世纪××年代。

七、行文，叙事语言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数字用法按国家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试行规定))；计量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的规定》表述。行文中，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简称“建国”。有关名称均按当时称谓，但文字过长的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再次出现用简称。

八、人物，收录祖籍三德范者，或长期在三德范工作、学习等有较大影响的外籍人士。历史闻人、知

名人士立传表述。在外工作人员、村镇干部作介绍。市(县)外工作人员，收录处、团级以上干部(含

副处副团级)。市(县)内工作人员，收录副局级以上干部、离休人员、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者

以及镇机关部门负责人(行政或事业编制)。村镇干部，收录建国前后村长、农救会长、妇救会长连续任

职二年以上者，特别是1947年领导土改运动的干部；乡支部书记、副书记、乡长、副乡长连续任职二年

以上者或有较大影响的乡党支部委员；高级社社长、副社长连续任职三年以上者；大队党支部书记、副

书记、大队长、副大队长连续任职三年以上者；办事处及联社书记、副书记、主任、副主任连续任职三

一一 硝



年以上者；各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连续任职三年以上者；镇直各部门及厂矿主要负责人(非行政或事

业编制)；联社厂矿主要负责人(法人代表)，小学、幼儿园主要负责人连续任职三年以上者；济南市人

大代表、章丘市人大代表、章丘市政协委员，地(市)以上授予的先模人物以及被庄内挂匾、立碑等模范

人物，本身是干部范围的，一并在介绍中表述，非干部范围的则收录《英模录辑庄志编纂组成员，纳入

在外工作人员或村镇干部介绍。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英模录以事迹先后排序，其他人物一律按生年排

序，不刻意褒贬。

九、资料来源，档案资料、志书、碑碣、姓氏族谱、书籍刊物及口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十、记载范围，本志既是三德范庄志，也是三德范东，西、南、北四个村的合志，既记全庄，又述

各村。根据各事类的内容，宜合则合，宜分则分，力求分合得体，记述分明，使全庄及各村资料完整、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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