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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街村志

辱

编慕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井店村是涉县第二大村，

又是一个文明古村，自古以来，注重精神文明，虽然岁月匆匆，

仍然留下来丰富的文明成果。

井店村是文明古村，自春秋战国建村，历史悠长，人杰地灵。

井店三街村，位于井店槐池巷，自古以来就是晋冀交通要道道

路边，百业兴便利的交通条件，为我村的经济建设，奠定下良

好的基础，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三街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

文明建设飞快发展，村两委班子形成共识:自古以来，井店村没

有一部村志，这是一个遗憾，因而三街村要先行一步，写一部村

志，记录文明轨迹，发展精神文明 。

鉴古可以知今，我们的祖先在井店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经

受了天灾人祸的殃及和历代战争的考验，陶冶了勇敢、勤劳、朴

实的美德，锤炼了征服自然 、 反抗外辱的坚强意志。 抗日战争时

期，二街村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战，支援前方，狠狠

打击日本侵略者，涌现出许多烈士和英雄。 解放战争时期，三街

村民兵参加了上党 、 太原 、 平汉等战役，妇女们在家做军鞋、 纳

军粮，组成了一幅人民战争的壮丽画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井店三街村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了家乡"一穷二白"的面貌，漳北渠的建

成和一批扬水工程的落成，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植树造林，

发展林牧业，战天斗地，辛勤建设自己的家园;尤其是改革开放

以来，三街人民解放思想，勤劳致富，乡镇企业 、 民营企业同时

兴起，乡村建设日新月异，寨坡山生活小区和村民住宅楼的建成，

大大改善了村民的居住条件，群众的物质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才丁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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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党支部、村委会在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积极践行

江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的同时 ，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开展群众喜闻乐

见的文艺活动，用先进的思想教育村民，形成社会主义新的民风

民俗。 广大村民自觉遵守村规民约，邻里和睦团结，勤劳致富，

蒸蒸日上。 编写村志 ， 是三街村精神文明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此届党支部、村委会的一项重要工作。 为此 ， 我们聘请专家执

笔，成立专门的写作小组是访老党员、老干部，查阅大量历史

资料，历时两年多，终于使 《 三街村志 》 付梓。

《 井店三街村志 》 全方位多层次地、实事求是记录了井店三

街人民解放前后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销陈了三街人民气冲霄汉

的战斗历程，以及科学文化、道德风尚、水利建设 、 农田耕作 、

山川河流 、 文物古迹;记录下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二

街村社会生活各方面取得的重要进步 。 它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的一部史诗，有利于群众认识家乡，建设家乡 ， 还可以作为生动

的教材，对后一代进行热爱家乡，热爱社会主义的革命传统教育，

总之，它像一部百科全书，对于三街"存史、资治 、 教化"将起

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

由于我村注重精神文明建设，被邮单F市委、 市政府投予"文

明村"称号，同时，被河北省委宣传部命名为"精神文明教育基

地这是上级对我村的鼓励和鞭策，此届党支部 、 村委会将以更

加扎实的工作去回报党、回报人民，使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更

加去军煌。

《 井店三街村志 》 的编写虽然历时两年多，但毕竟因为资料

不足，缺乏经验，谬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一一三街村党支部、村委会

2002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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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享二 井店赋

盖人以长为尊，地以文为贵，天地之间，三维世界，锦绣灿

烂，金戈铁马，忽杜拉排山倒海逝耳。 唯有其痕迹成史之，可揭

示前朝，亦昭示后人。

古往今来，人皆护其名位，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自古亦然 。

人之名在于世，地之名在于势。 井店村虽小，但地之势奇崛，四

周环山，有寨坡山、凤凰山、北上马、拙蓝岗、玉皇培、扁扁寨、

大寨描;尤其扁扁寨，高耸入云，险峻挺拔，有一夫当关万夫莫

开之势。 山之中必有盆地，井店盆地位于四山环抱之中，地肥草

高，种粮饲马尽可，方有春秋战国末期赵简子陈兵廉集此地，养

兵蓄势，座待良机，一举拔邮冉，远成霸业耳。

地以山为骨，山以水为秀，涉县古称"沙阳后称"崇州

但乏水，井店住势优越，水自存焉 。 清河、洪河，二河虽为季节

河流，但水源不乏，四周位高，井店恰在盆地之中，地下水源丰

富 ，所以井店 多井，史旧名"古青店"为井店 。 井店虽地势佳秀，

但非世外桃园，历代自然灾害，或涝或早或雾或墟或震，均承受

之。 真可谓:千村霹雳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忆往昔，明代朱姓有大志，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大举迁民，

井店于是兴焉 。 井店由原来孤孤袁姓、关姓、牛姓廖廖无几，进

而发展王姓、张姓、吕姓……不可胜数，血脉舒畅。 明理之世，

大都以人为本。 人乃万物之灵长，井店日益发展，形成十二巷口

之格局 。 全村乡民，精诚团结，勤俭持家，提倡耕读，礼仪启蒙，

因而代代出人才，形成独特文化景观。 以人而论，明代嘉靖年问

王和、王科弟兄双中进士，位至高官，亦文亦武，时称奇哉;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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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李梦麟、贾俊、吕献海、张士宾、傅克俊等人，苦读寒窗，一

举成名，为一代俊杰 。

数风流人物，可推上世纪中叶，倭寇侵犯，百姓涂炭，凶狠

之敌，竟在井店制造血案!血性男儿，孰能受辱，于是，奋起而

廉集于八路军庭下，与敌展开殊死拼杀;凡井店之人，不论男女，

不论老幼，俱组织起来，共抵凶敌，筑成铜墙铁壁，八年抗战，

不朽业绩，永垂史册;进而与国民党反动派战斗，直至一唱雄鸡

天下白，换了人间 。

大凡仁人志士，气可鼓而不可衰。 建国之后，井店三街人民

勤俭持家，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改良环境;硬化街道，人车两

使;兴办学校，造福万代;改造住宅，安居乐业;以工助农，大

抓经济……所举之业，恰似玉石铸字，精神到处，面貌一新。 如

今之井店，决然再无旧时之破屋旧墙，再无石破、纺车、老风景，

现代化生活使井店富足美满，物质与精神俱入佳境。

山与水相依，今与古相接，人有素质，地存文明，故而今虽

富，时刻不敢忘记昨天之贫苦;而今安逸，不可忘怀历史之雄风，

居安思危，居富犹俭，方是文明所为;故有明白人集事写史，锋

碑修祠，规告今人。 真可谓:天地之间兮景锦绣，太行有井店兮

居险要;史有赵简子兮建奇寨，东望邮单F兮伟业成;禾苗茂盛兮

宝盆丰，井店世代兮志士众;肝胆相照兮正气浩，耕读礼仪兮滋

素质;红旗高卷兮山河改，横扫倭寇兮神州朗;勤俭建国兮时代

新，战天斗地兮人为本;居安思危兮常追忆，生活幸福兮万万年。

市作协理事 王克楠

2002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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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例

一、 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三

个代表"为指导，结合实际 ， 立足当代 ， 以唯物主义客观态度 ，

系统地反映井店三街村的历史与现状 ， 起到"资政、存史、教化"

作用。

二、 时间断限

纵贯古今，详今略古 ， 重记当代，上限不限 ， 下限止于 2002

年底，大事记写到搁笔时。

三 、 章节编排

本志章节大事记贯古通今 ， 择要辑存。书之顺序从建置到人

物共 25 章 ， 主要章首设序 ， 其下为节、目、子目。考虑到本志的

"教化"作用"村民生活" "政治要事"单列章节。

四 、 本志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书朝代年号 ， 括注公元纪年。从 1 949

年 10 月 1 日后使用公元纪年。"公元前"简称"前" "公元后"

省略 。 "民国期间"、"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 " 各指起吃

年代。 "解放前" "解放后"以 1940 年 3 月涉县解放分前、 后。

五 、 行文表述

以 1953 年为界限 ， 以前以全井店村历史沿革和现状以后作为

记述重点 : 以后专记述井店三街村。

六、文字数字

文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0 年 10 月 1 0 日颁布《简

化字总表》为准。语言以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等七个部门 1982

年 12 月 31 日联合公布《关于出版物上文字用法试行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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