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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主簿营村党支部、村委会组织编篡的《主簿营村志》即将付梓 ， 这是一

件功在当今 、 利及千秋的大好事 ， 特代表聊城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表示衷心

地祝贺 。

村领导嘱咐我为村志写序 我感到既高兴又惶恐 。 高兴的是同志们信任

我借此机会先睹为快 ， 并从中理出些规律性的东西来 ， 以有利于今后的工作 ;

惶恐的是我愚笨有加 ， 怕难当此大任 ， 辜负了同志们的期盼。

翻开这部长达 2 3 万余字的村志 ， 细细读来 ， 不禁感慨万千 。 它不仅使我

了解到主簿营村地处聊城市莘县张寨镇 ， 现有人口近 5 00 0 人 ， 耕地近 4 000

亩 ， 是鲁西境内规模较大的自然村 。 为方便领导 ， 1982 年划分为 4 个行政

村。 而且更重要的是了解到它悠久而光荣的历史和富庶且文明的现在 。 它对当

代以及未来都有很强的昭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主簿营村有丰富的文化底蕴 。 该村是以官职命名的村庄 ， 据传 " 汉代建

村 ， 唐代修庙 " 仅从明洪武年间 (公元 1 3 68-1 3 98) 从 山 西洪洞大槐树移

民于此 ， 这有案可稽的历史也已有 6 0 0 多年了 。 在历史的长河 中 ， 我们的先辈

在这里艰辛耕作 ， 繁衍生息 ，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古村文明 。 明初 ， 首先由陈

氏、丁氏 、 牛氏三大家族来此定居 ， 以后其他姓氏慢慢迁入 ， 如今已形成具有

1 2 个姓氏且以邱、田 、 王三姓为 主 的大村 。 该村凭借清朝曾出过 " 一个进

士、两个举人" 的荣耀 ， 成为时属朝城县有名的贤德之乡 。 村 中过去所建的关

帝庙 、 奶奶庙 、 周武庙 、 三官庙、土地庙、菩萨庙等庙 宇 ， 充分表现了村民

真、善、美的民间信仰 。 建国前该村爱唱戏的多 ， 逢年过节在关帝庙或周武庙



前演出 ， 至今村中还有锣鼓队 ， 整日敲敲打打 ， 这充分说明了村民文化生活的

活跃和精神文明的提高 。

主簿营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 该村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不畏强暴、爱国爱

家的英雄村，他们在推翻封建帝制的斗争 中、 在抗击日寇和打倒国民党反动统

治的浴血战斗中 ， 用血肉之躯捍卫了民族独立 ，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立下了不朽

的功勋 。 早在清道光二十四年 (1 8 44 ) 该村响应邻村发起的抗交粮税的运

动 ， 迫使朝城知县缓征了钱粮。 二十世纪二三 十年代， 该村的民团、黄沙会和

红枪会等民间组织曾参与了攻打盘踞在朝城的军阀兼土匪的薛传峰的战斗 O 抗

日战争初期 ，王俊峰、陈仪庭等人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 中共朝城县委也曾在

此驻扎 ， 村民积极配合党组织 ， 为敌后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张九女和田春亭

曾分别抚养了共产党人的两名后代 。 解放战争时期 ， 陈毅在前去西柏坡的路上

曾在该村落足，其家属也曾秘密入住田修峰家中 。 广大村民踊跃支前 ， 不但组

织过担架队赴前线转移伤员 ， 而且解放军的第十八所军医院就驻扎在该村，全

村人都积极协助伤员救治 ， 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主簿营村是名

副其实的革命老区村。

主簿营村民具有灵活的经济头脑 。 该村历史上就人多地少 ， 生产资料匮

乏 "一亩园，十亩田 " 因而种菜的人居多 ， 解放前虽然被称为 "老菜园

但村民仅能糊口度日 O 解放后 人民生活有所提高 特别自改革开放后 ， 村民

得到了土地的自由使用权 "粮棉一齐抓 ， 重点抓棉花 " 大大提高了农业总产

值。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 ， 无公害韭菜在该村成为主导产品 ， 在市场上供

不应求 。 此后从单一的韭菜种植到转向提高产品附加值 ， 向生态农业、绿色农

业转型过渡的过程。 从而使全村在运输、交通、商业、电业、通讯等行业都得

到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 ， 人民生活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 O

主簿营村具有健康的村风民气 。 正如邱氏家训中所言"勤奋图强、敬业



守诚 ， 诗书继世、才广智聪 ， 孝老爱幼、兄慈弟恭 ， 宽人严己、洁身自重 ， 自

强不息、忧患常听 ， 言信行正、代代昌永。 " 同时提出人生 " 四遵守 " 一是个

人 ，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 关于个人修身读经传则根底深 ， 看史鉴则议论

伟 。 能文章则称述多 ， 蓄道德则福报厚。

二是家庭 ， 娶媳求淑女 ， 勿计妆大 ; 嫁女择佳婿勿某富贵。 忠厚传家乃能

长久 。 三是交友 ， 信交朋友 ， 惠普乡邻 ， 恤寡矜孤 ， 敬老怀幼 ， 救灾用济 ， 排

忧解纷。 四是国家 : 先国家 ， 后小家 ， 没有国那有家?要爱国爱家 ， 众心尽力

才能图强 ， 国强则民安 ， 好男儿志在四方 ， 为国效力 ， 精忠报国 。 村民们不仅

是这样说的、写的 ， 也是这样行的 、 做的 o 如今主簿营村文明礼貌 、 忠厚自

强、尊老爱幼、友和睦邻、热心公益、勤俭持家已蔚然成风 ， 他们知礼守法 ，

遇事讲道理 、 讲情谊 ， 宗族矛盾、邻里矛盾鲜有发生 ; 他们 " 一家有难 ， 全村

帮助 " 形成了"大家庭" 般的健康而和谐的关系 。

《主簿营村志》 给我的启示还有很多 ， 编篡村志不仅是为了 "存史 " 更要

的是 "资政 " 和 " 育人 " 。 通过总结借鉴主簿营村历史上的发展成果和经验 ，

可以更好地开阔广大干部群众今后发展的思路 ， 进一步完善家庭和集体的决

策 ， 避免失误和少走弯路。 通过发掘、弘扬主簿营村历史上的精神宝藏和思想

精华 ， 可以更加直观深刻地教育广大干部群众 ， 为本村的经济、政治 、 文化 、

社会、生态发展和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特别是主簿营村的革命历史我们要铭记

在心 ， 如今我们要弘扬革命老区精神 ， 擦亮革命老区村的牌子 ， 朝着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

中共聊城市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

聊城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 l ' 1 在多，孟
2 01 7 年 10 月 22 日



序(二)

存史修志 ， 无疑是一个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一件令人欣慰和值得

庆贺的大事。 在地方志的编修中 ， 乡镇志、村志的编篡 ， 则是近年来兴起的 一

种基层社会文化现象 ， 是志书编修领域的一种拓展和创新 ， 为地方志的编写增

添了鲜活的新内容 ， 呈现出生动的新气象 ， 可喜可贺 。

专注于基层乡村历史文化的挖掘与抢救活动 ， 已主编莘县境内多部乡村志

书的年轻民俗学者赵灿编撰的这部 《主簿营村志 ~ ， 以一个农村为载体 ， 取材

广泛 ， 考证翔实 ， 序列有致 ， 文笔流畅 ， 略古详今 ， 雅俗共赏 ， 不失为新时期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 、 好志书 。 以史为 鉴 ， 足可

资治 。

农村史志值得编修。 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 是从农村发起的 ， 取得了

伟大的胜利 ， 建立了新中国 ; 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 也基本上是在农

村展开的 ， 走过了坎坷曲折的道路 ， 取得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 特别是攸关民族

兴衰的党的改革开放战略决策 ， 则更是从农村开始的 ， 今天已走出了一条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历史一再证明 ， 党的四代领导集体始终关注农

村、重视农村 ， 在治国方略统筹运作 中， 始终把农村事业定位于影响全局的关

键 。 因此 ， 厚实的历史积淀和多彩的文化底蕴 ， 注定农村永远是一个内涵丰

富、题材重大 、 值得记载的史志课题。

农村史志别具特色 。 对于主簿营这样一个莘县中部普普通通的村庄来说 ，

在莘县这片既有光荣革命传统 ， 既欣逢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的历史机遇 ， 又固

于贫穷落后封问守旧的传统观念困惑的广袤土地上 ， ~主簿营村志》的地域特



色和人文特色也就既带有典型性，又带有普遍性。 这样一个普通村庄的史志 ，

真实地反映出莘县广大农村 ， 特别是革命老区近百年来艰难曲折、生动鲜活的

历史状况，可以说是莘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

农村史志弥足珍贵。 史志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和理性总结，是一个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轨迹和再现 ， 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原因 ， 还是民族的、军事的原

因 ， 不论是主观世界的原因 ， 还是客观世界的原因 ， 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既有经

验 ， 又有教训 ， 对后人来说弥足珍贵 。 一部《主簿营村志~ ， 内容丰富 ， 编修

有序 ， 是全体村民父老乡亲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 是走出家乡远离故土的人们

认识家乡、了解家乡的一份特殊的珍贵礼物 ， 更是莘县境内的二本颇有价值、

独具特色的乡村参考志书 。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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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 ， 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 故固有史 ， 家有谱 ，

府县有志 ， 可记村庄之变迁 ， 循家风之传承 ， 知乡俗之绵远 ， 感贤达之聪慧 。

近日 ， {主簿营村志》主编赵灿将编好的志稿送来 ， 请我为其作序 ， 我欣然接

受 。 当我一字不漏的看完《主簿营村志》初稿 ， 不忍释卷 ， 兴奋的心情久久难

以平静。 《主簿营村志》的编写为我镇编史修志之盛事 ， 是全镇第一本内容全

面、结构完整、史料翔实的村志 ， 其体例、内容可为我镇其他村志修订之典

斗+-

f巴 。

张寨镇主簿营村历史悠久 ， 据传 "汉代建村 ， 唐代修庙 " 。 现该村有村民

四千四百余人 ， 分四个行政村 ， 是张寨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自然村。 由古至

今 ， 该村重教化、兴教育 ， 人杰地灵 ， 英才辈出 ， 古有"一个进士 ， 两个举

人" 的荣耀 ， 现今政经文学各界贤达 ， 不胜枚举。

提起主簿营 ， 首先想到的是韭菜 。 我来张寨镇任职之前 ， 即久闰张寨镇

"韭乡 " 之名 ， 张寨镇之所以得名 "韭乡 " 其中最有名的便是主簿营村的韭

菜。 主簿营韭菜是该村的主导产业 ， 也是全镇的一张名片 。 村内现有无公害韭

菜种植四千余亩 ， 注册"绿安 " 、"莘县韭菜 " 两个无公害韭菜商标 。 其中 ，

"绿安 " 牌是镇党委政府 1 999 年成功注册 ， 也使得张寨成为山东省首家无公害

蔬菜生产基地、山东省科普示范基地、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 2 00 9 年以

来 ， 镇先后投资 2 00 余万元 ， 建立并发展起来了占地 5 0 余亩的蔬菜交易市

场，现如今已成为闻名冀鲁豫三省的大中型蔬菜交易市场 。

数百年来 ， 一代又一代的主簿营人艰辛劳作 ， 开拓进取 ， 充分发挥本地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地理人文优势 ， 促进经济社会稳步 、 持续向前发展 ， 村容村貌日新月异变化 ，

村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水平不断丰富提高 。 面对古今历史的沧桑巨变 ， 我

们为之振奋 ， 知恩不忘本 ， 今天我们编修村志 ， 就是为教化后人 ， 让艰苦奋斗

精神薪火相传。

《主簿营村志》 编写以来 ， 虽困难重重 ， 但幸有四个村庄村干部、青年才

俊、有志之士及全村群众的倾力相助 ， 才使此志顺利面世。 该志将是一部历史

的工具书 ， 它兼有 "资政、存史、教化" 的功能和价值 ， 全面记述主簿营村的

昨天和今天 ， 为人们了解主簿营村社会的构成 ， 历史的演化 ， 自然地理的状

况 ， 民俗风情以及文化底蕴提供了借鉴参考 ， 为其他村庄村志编写和全镇新农

村建设 ， 都将起到深远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

历史是一面镜子 ， 了解历史 ， 尊重历史 ， 客观记述历史 ， 目的是以古为

鉴 ， 古为今用 ， 明是非 ， 求发展 ， 正风气 ， 振人心 ， 促和谐 ， 奔小康。 主簿营

的昨天是辉煌的 ， 今天是发展的 ， 相信她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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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簿营是莘县文明的乡间大村 ， 有着悠久的历史 ， 积淀着厚重的文化 ， 遗存着淳

朴浓郁的乡间风情 ， 前顾金华 ， 光辉灿烂 。

主簿营村田园秀美 ， 人杰地灵 ， 历史上曾出现有进士、举人 、 秀才等多位功名人

士 ， 现如今村内又有众多青年学子考入大学 、 攻读硕士 ， 且博士和博士后也有多位。

主簿营还有一批专家教授 ， 政府官员 ， 企业家 ， 以及在外地工作的主簿营后裔优秀人

才 ， 为主簿营村的 "历代人才库 " 不断注入着新的活力 。

主簿营的乡风古韵 ， 从历史长河中流淌而来 ， 浸透着古韵和醇香 ， 遗落在这块土

地上的古老的、悠远的、传奇的、风趣的、高雅的、野俗的、现代的、新潮的、波澜

壮阔的、酸甜苦辣的故事大多太多了 ， 简直步步有轶闻 、 姓姓有传说 ， 俯首皆是 、 满

目珍奇 ， 留心寻觅 ， 处处可见。

一个村庄有没有名气 ， 历史文化和乡土精神尤为重要，因为历史文化陶冶一方

人 ， 乡 土精神影响一方风气 。 人文依存是历史文化的载体 ， 史上名人代表过去的辉

煌 ， 乡 土精神张扬着地域神韵 ， 历史是客观的 ， 不是想有就有的 ; 立在地上的历史在

先 ， 写在纸上的历史在后 ， 那历经沧桑直至如今 ， 才让人觉得弥足珍贵 。 千年文和

史 ， 故土风与情 ， 是主簿营的根基与灵魂。 历史的沧桑造就了主簿营这片底蕴无限的

厚土 ， 繁衍发达着主簿营的绵延血脉和繁茂根基 ; 穿越古今 ， 一条又浓又醇的文韵古

风流淌的岁月之河源远流长 。 它使主簿营建设成为经济文化强村县备了雄厚而强有劲

的历史文化支撑 ， 它使每一个主簿营人都感到脚下有根基 ， 心中有底气 ， 放眼有美

景 ， 前进有动力 ， 站在厚重坚实的主簿营大地和前人的肩膀上 ， 我们理应攀的更高做

得更好 ， 创造出闪烁着时代光华的辉煌。

沐浴着十九大的春风 ， 主簿营蓄势待发 ， 又迈步跨上新的征程 。 史以文记 ， 文以



史传 ; 风传花信 ， 采花酿蜜 。 主簿营整理、利用、传承这些历史文化和民间风情对于

了解昨天 ， 把握今天 ， 创造明天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 茎萃本村文化精华 ， 浓缩本

村乡风民情 。 弘扬主簿营文化 ， 推动主簿营经济建设 ， 保进社会和谐，是编著这本主

簿营村志的初衷。 这在改革开放的大潮和市场经济的涌动 ， 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和社会

文化的多元化对历史传统文化产生强烈冲击的关键时期 ， 意义尤为重大。 这本主簿营

村志，不仅为主簿营的历史研究、文化建设、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资源 ， 而且

为读者提供了认识主簿营 ， 了解主簿营的知识读物，让世人从中看到主簿营的沧桑轨

迹 ， 回放依稀存在于民众记忆中的故事 ， 聆听到主簿营脚踏实地迅猛发展快速成长的

拨节声 。 他也必将在塑造主簿营人的气质和风范 ， 教化滋养主簿营人的心灵和魂魄 ，

对主簿营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开创中发挥积极的重要作用 。

今日之事即明日之史 ; 后人视令犹如今人视昔 O 任何梦想都需要奋斗拼搏精神的

灌溉 ， 主簿营正处在奋斗征程的洗礼中和抵达梦想的新高度。 我们相信 。 主簿营人将

以更宽广的胸怀 ， 更开放的姿态 ， 更锐意的进取和更高的历史责任感 ， 从赶上时代到

走向时代前列 ， 杏力实现创业崛起的目标 ， 将建设成富裕主簿营，美丽主簿营，和谐

主簿营 ， 生态主簿营 ， 健康主簿营 ， 幸福主簿营的宏伟事业记之于史 ， 传之于世。

主簿营是我的家乡 ， 别梦依稀咒世)1/ 。 光阴苍耳 ， 猛然回首 ， 离家四十年 。 自参

加工作以来 ， 为党和国家理头工作 ， 至今已光荣退休。 虽定居聊城 ， 但我永远是家乡

赤子 ， 主簿营是我的根和源 ， 以赤子之爱 ， 回报生我养我的家乡 。 愿主簿营的明天翁

灼暇皖 ， 更加灿烂 。

主簿营村志出版之际 ， 编委会嘱咐我写序 ， 深感荣幸 ， 情不自禁地写此片语 ， 是

为序 。

叫……审 对泛龙
20 1 7 年 1 0 月 17 日



序(如L)

贯穿古今 ， 阅尽沧桑 。 跨越世纪 ， 共创辉煌。 首部《主簿营村志》在上级

政府、村两委班子、编篡委员会的领导下 ， 在主编赵灿笔耕下 ， 终于面世了 。

古老的主簿营有了记载她风雨历程的史书 ， 这是主簿营政治、经济、文化生活

中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 是一项重要的地方性、思想性工程建设和精神文化财

晶 。

当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置于案头的时候 ， 相信无论是走出家乡远离故土的

游子 ， 还是天天坚守着这片古老热土的父老乡亲 ， 都会为之心潮澎湃 。 因为悉

心研读 ， 见微知著 ， 不仅可以从中感受人情世事沧桑 ， 感知吾村变迁历史 ， 感

悟现实生活启示 。 主簿营村的前人 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 。 牢记前人

的史绩 ， 继承前人的辉煌 ， 铭记前人的教诲，激励主簿营村人民在未来的事业

中以坚强的斗志和顽强的拼搏精神 ， 将主簿营村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 ， 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还可以从一个村的发展轨迹中看到一个国家向前跨越的矫健步伐 ， 听到一

个时代进步的厚重足音 。 本村志既是留给每位子孙后代的一份珍贵史料 ， 也是

献给每位想认识主簿营、了解主簿营的同仁们的一份特殊礼物 。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主簿营人华路蓝缕 ， 不竭追寻 ， 探索过很多农业农村

新路。 改革开放后 ， 保护地韭菜种植在村中逐渐推广开来 ， 全村老少齐上阵 ，

描绘了一幅 " 四千亩韭田 " 的壮美画卷。 此后 ， 主簿营韭菜成了名片 ， 使得主

簿营在全乡(镇) ， 甚至全县名闯遐迎。

让我们进一步发扬主簿营村人的团结拼搏和踏实工作精神 ， 齐心协力 ， 肩



负起历史的重托 ， 以无愧于先人 ， 有功于来者的负责态度 ， 把主簿营村的明天

建设得更加美好。

在此仅向所有关心志书和为本志提供历史资料的有关部门及做出重大贡献

的专家、学者和全体村民表示诚挚的感谢。

主制行时叩村委会主任 t1乏对掠功

《主簿营村志》 编篡委员会主任

叫叫马3 笔Z

Wf1{J ~ 
20 1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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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简介

赵灿，主簿营一村人，毕业于青岛理工大学汉语言文学专

业 ， 现任青岛理工大学民俗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 青岛市影

视文化研究会会员等职 专注于民俗学、历史学的资料整理，

搜集，研究与写作 ， 曾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交流学习 就

读大学期间 ， 组建耕莘文化团队，开始进行基层乡村历史文化

的挖掘与抢救活动 l 至今，己主编多部乡村志书写作

以笔为犁，以墨浇灌 ; 根植沃土，沧海拾珠

之主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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