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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国有史，邑有志”。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地方志

乃一地一域之百科全书，具有存史、资政、教化、育人诸方面的社会功能。

翻阅文张村悠悠六百年的建村历史，深深体味到：勤劳、朴实、敦厚的文张

村先祖们依靠辛勤的双手和智慧，艰苦创业，默默耕耘，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

富和光辉灿烂的精神财富。文张村的民间锣鼓队、舞龙队、高跷队颇有名气，舞

龙队技艺堪称一绝。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张社区的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诸方面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呈现出国泰民安、政

通人和、和谐文明的崭新局面。

“盛世修志”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值此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之际，

文张村“两委会”作出了编纂村志的决定。经过编写人员近两年的辛勤劳动，终

于付梓。期间，得到了各级领导和广大居民的支持，在此深表敬意。由于历史资

料佐证难觅，只能立足当代，略古详今，放眼未来。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是

文张村文化建设的一重大成果，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一志在手，见村庄之变

迁，显历史之画卷，展一村之风情。比较全面的反映了村庄特色、农村经济发

展、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它既可存史资政，有益当代，又可传承文明，惠及后

世。对于留存历史记忆，抢救历史文化，传承区域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以志鉴今，方能开拓未来。勤劳质朴的文张人正在续写新的历史，古老的

文张正以新的姿态阔步走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时代里。愿文张社区的父

老乡亲不忘历史，不忘先人，锐意进取，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创造出更加光辉

灿烂的明天。

是为序。

文张社区党支部书记王玉芳

文张社区居委会主任王平波

2009．3



凡例

一、《文张村志》的编纂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和方

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反映文张村的历史与现实，力求做到思想性、科

学性、资料性三统一。

二、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结构为篇、章、节。

三、本志时限，上起明永乐二年(1404)建村，下至2005年，个别情节延至

2006年o ．

四、本志采用公元纪年，个别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1949年6月2日，称解放(前)后。

五、本志文体，采用规范语文体。

六、本志人物篇为传略、简介、列表叙述。党政人物为连任村级一届者。军

界为营级以上，文教为中级职称(含工程师)。工商界为对村及社会有较大影响

者。

七、本志依据资料，来源于各级档案馆、志书、年鉴等，参考《大麦岛村志》、

《枯桃村志》、《张村志》以及村中现存各类资料和老干部、老村民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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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文张村坐落于黄海之滨，崂山西麓。地理坐标

为北纬3607’43”，东经120。28740”。四周环山，土

地肥沃，河水清澈，植被繁茂，百年以上树龄的大

树就有十几株，村域面积939．4亩，另有山林286

亩。北依张村北山，东傍张村河与枯桃社区毗邻，

李宅路从中穿过，将文张村和张村南北分开。西又

以小河和张村分界，北与李沧区庄子山南麓小路

和张村北山为界。七个自然村，坐落在张村河两

岸，其鸟瞰整个张村，酷似一只向东北方向遥遥欲

飞的美丽凤凰，因此整个张村素有“凤凰庄”之说。

村庄面积137．2亩。至2005年社区居民共有314

户，843人。交通方便，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是居

住的好地方。

文张村自建村至今600年的悠久历史。根据

《胶澳志》和族谱记载，王氏族原籍云南乌沙(撒)

卫(现属贵州省毕节市)，明太祖洪武定鼎，敕封世

袭武德将军，赐爵千户。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

携妻带子迁居山东墨邑东南葛村，至四世五世先

规渐衰，有葛村迁至张村。清雍正十二年(公元

1734年)文张村属即墨县仁化乡文峰社管辖。

1898年3月，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

借条约》，将租借地化为青岛、李村两个区，文张村

属李存警察支署管辖。

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El

本侵略者乘列强戈欧无暇东顾之机，无视中国主

权悍然对德宣战。9月，日本从崂山仰口登陆，与

德军争夺青岛，战火蔓延文张村。11月7 13，德军

投降。日军入城侵占青岛。德、日侵占期间，文张村

民政治上无自由，人权受侵，经济被剥夺。村民处

在水深火热之中。此间为了生存背井离乡，逃往东

北的也有好几户，其中，王悦训的祖父王瑞信直到

解放后才回到故乡，在外漂泊流浪了四十余年。

1922年，胶澳归还中国，定名为“胶澳商埠”，

设胶澳督办公室署。文张村属李村区第二分所管

辖。1929年青岛市改称“青岛特别市”。20世纪30

年代，特别在沈鸿烈担任市长后，青岛进入了一个

新的时期，开始修路、架桥、建学校．此间，文张村

农业生产、社会治安、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都得到

了明显的改变。

1938年1月10日，日本侵略军海军在山东

头登陆，侵占了青岛，文张村再次沦入日寇的统

治，惨遭蹂躏。1942年日伪军不但在文张村修筑

炮楼，还强迫文张村民每天出50人以上，在中韩、

小埠东、山东头等地为日军挖掘防御壕，修碉堡。

凡越壕者或干活不顺眼者，轻者打，重则杀，村民

成天提心吊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青岛

市郊设五个区，下设保，文张村属18保，此时的青

岛市美国兵横行街市和郊区，兵、匪、宪、特横行，

苛捐杂税如牛毛，物价上涨，民不聊生。国民党部

队到处抓丁拉夫，文张村的王魁和、王杞和、王洪

滨等12人被抓往台湾。特别是驻中韩地区的国民

党8489部队，到处伐树杀狗，闹得鸡犬不宁，文张

村周围十几株几百年树龄的古树被砍伐，老百姓

至今对国民党的8489部队恨之入骨。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后，文张村属李

村区管辖。1951年，崂山行政区办事处归青岛市，

成立青岛市人民政府崂山办事处，文张村隶属崂

山办事处李村区。1956年，撤区并乡，文张村属张

村乡。同年文张村、郑张村一并成立了“旭光级农

业合作社”。1958年，崂山郊区成立了八处人民公

社，文张村属中韩人民公社，。1962年，为缩小生

产大队规模，将原张村生产大队划分为文张村、张

村、西张村、东张村、张村河南、南张村、郑张村七

个生产大队。1998年中韩镇改为中韩街道办事

处，文张村隶属不变。2004年，文张村委会改为中

韩街道办事处文张社区居民委员会。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张村进行

了土地改革，后经过了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

人民公社，群众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1978年召

开了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文张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

的调动了村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1992年3月16

日，青岛高科技工业园正式成立，文张村大量的土

地被征用，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以农

业耕作为主的农民，开始从事工业、商业和服务

业，农民变居民，开始了由农村向了城市转化的新

时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指路

明灯，像灯塔照耀着农村的各项事业，文张村的共

·3·



文张村志

产党组织不断壮大，从建国后的几个党员至2005

年党员人数已达52人，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发挥着先锋模范和桥梁作用。村级自治组织也不

断巩固和完善。

文张村祖祖辈辈以种植粮、果、蔬菜为主，特

别是水果和蔬菜远近闻名。村周围80％的土地栽

种梨树，后因梨果的价格大跌，砍伐了大部分，留

下的崂山窝梨纯属梨中的极品。

1919年，文张村的王吉铜创建沙子口同聚合，

与南方的客商进行交易，他们运来本地的日用品，

带走包括李沧和崂山一带的窝梨，果品的收入是

老百姓的重要的经济来源，人们亲切地称“梨树是

咱们的小棉袄”。直至解放的许多年，百姓们不忘

梨树给带来的好处。

文张村的蔬菜种植历史悠久。1956年，文张

村被青岛市定为蔬菜专业队，种植面积达1300

亩，蔬菜品种有几十种，蔬菜运往市蔬菜公司，以

及周边的山东头、石老人、沙子口等部队营房，为

市区和部队做出重大贡献。

文张村1949～1962年主要经济来源靠农业，

后又加工业辅之。解放前，主要靠粉丝加工，文张

村依山傍水，水质优良，加工的粉丝闻名一方。粉

丝的加工业在文张村已形成规模。直至现在年长

者还想着那碗有名的粉浆。1962年后，文张村先

后开办了砖厂、橡胶火补、化工、花卉等村办企业。

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个体自营企业迅速发展，从

事商业、建筑业、服务行业的就有59户，约占全村

户数的五分之一。

解放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着文化教

育的发展。1918年前，村里没有学校，只有少数富

裕家庭的孩子上过私塾。1918年，张村公学堂成

立。教师只有4人，学生48人。1934年，公立张村

小学时期有教师11人。1970年，张村小学教师达

到42人，(其中民办教师22人)。1978年后，民办

教师陆续转为公办教师，不合格的予以辞退。至

2002年，不再聘用代课老师，至2005年，教师23

人，其中高级教师4人，小学一级教师17人。

解放前，村里的文盲、半文盲占全村人口的

95％以上，没有大学生，中学生也寥寥无几。解放

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随着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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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国家集体对贫困学生发放

助学金，从1952年开始，文张村中学生数量逐年

增加，从1962—2005年，全村幼儿98％人幼儿园，

中小学入学率达100％。1996年村建立了对大、中

专生的奖励制度，到2005年，对大专、大本生奖励

金提高到1000—1500元。仅大学生累计达到47

名。

文张村的民间文艺活动历史悠久，解放前后

有锣鼓队(五种打击乐器)、舞龙队、高跷队等，这

些队伍在方近左右颇有名气。特别是舞龙队技艺

堪称一绝，遗憾的是现已失传。解放后的1955年，

随着战火高级农业合作社成立后，在职职工募捐

了军乐、戏台上的大幕、戏装，成立“战火剧团”，为

配合政府各项运动，排演了歌剧、吕剧、柳腔、京剧

等不少剧目。特别在京剧《秦香莲》中，采用了一剧

二腔的大胆尝试，前一般是“柳腔”，后一般是“京

剧”，每次演出人山人海，深受群众的好评。2005

年，在村两委的支持下，春节期间又组织了妇女秧

歌队、舞蹈队，活跃了农村的春节气氛。

文张村的传统体育项目主要有武术、篮球、中

国象棋等。武术用于防身、健身，村中有好几处拳

房，请高师教授。1946年，张村国民中心小学设武

术课，每周两节课，参加人数400余人。篮球是从

解放初期开始，村里驻过海军和公安部队，设有篮

球场、天桥、单双杠、木马、跳高、跳远等体育设施。

文张年轻小伙子组建了“战火篮球队”，与驻军、邻

村、工厂、学校等单位进行比赛，名气不小。下象棋

文张村较为普及，上有八九十岁的老者，下到十几

岁的娃娃。近几年，文张村积极参加镇级的田径

运动会，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随着人们的健身

意识的增强，许多晨练的人活跃在河旁道边。

随着经济的发展，群众生活不断提高，一改解

放前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村“两委”重视医疗卫

生事业的发展，到2005年，有村级卫生室两处。

1970年，推进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制度，做到小病

不出村，大病有统筹。对传染病按时做好预防接

种工作，儿童实行登记造卡，计划免疫，各种传染

病基本杜绝，村中建垃圾池，每天有专人清除，街

道有专人清扫，夏秋季节，有专人打药，杜绝蚊、蝇

的孽生地。社区的卫生面貌大有改观。



概 述

解放前，村民流传这样的顺口溜“地瓜干一

端，筷子一伸，瓜齑一根”。这就是文张村民饭桌

上的真实写照。大部分村民六、七口家，挤在一个

土炕上，冬天伙盖一床被，铺着土炕。穿的是新三

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有的男孩七、八岁还

光着屁股，一辈子没穿过袜子的也有人在。

解放后，文张村在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1958年，全村安装了电灯。1980年，人们

又吃上了自来水，结束了几百年点油灯和吃河水

的历史。有了电，人们生活有发生了质的变化。党

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村民家里的各种家用电器逐步完善。黑白电视换

为数字有线电视，彩电的尺寸越更新越大。太阳

能、VCD、电脑开始入户。过去只能在城市看到的

小轿车，到2005年文张村民自家轿车已有28辆。

20世纪80年代村里有个万元户，人们就羡慕的

不得了。从90年代到2005年村里的百万、千万资

产的有十几户之多。过去的土坯、草披的小矮房

已成历史。砖瓦钢筋水泥结构造型新颖的平房楼

房，宽敞明亮的塑钢门窗，室内时尚的家具，可与

城市媲美。过去农民，羡慕“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自来水哗哗，大米、白面”的城市生活居民们也终

于梦想成真了。

文张村村民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辛勤的耕

耘，生息繁衍，借助崂山这块风水宝地，创造了不

可磨灭的功绩。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据

不完全统计：担任处级以上的领导职务的11人，

县(区)人大代表1人，区政协常委1人，中级职称

(含工程师)6人，军界营以上干部4人。

展望未来，文张村居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在村“两委”班子的努力下，与广大群众携

手高举改革开放大旗，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康庄大道，朝着宏伟目标，努力奋进，锐意进

取，文张村的前程似锦，生活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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