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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张忠亮

上荆封村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属于开发较平的村庄。从儿时记

事起村庄关景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平坦开阔的塘、头、层层叠起

的梯田，肥沃湿润的沟坝，即使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也足以使这里的

人们丰衣足食以村中几处建于古代的深宅大院，从规模、造型和装饰

都说明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辛劳和智慧曾经创造过历史的辉煌。仅

存的资料中可知历史上曾人才辈出。村人不仅民风淳朴，且各业兴

旺，能工巧匠成批涌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从这块

土地上走出的优秀儿女，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

积极的贡献。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村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使

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共十一届三中金会后，坚持多种经

营发家致富奔小康，村民经济收入不断捉高，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现在上荆封村的人们已无法清楚本村

的全部历史。我们的允辈们虽然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前赴后继谱写

了上荆封村真实的历史，但因战火烽飞，改朝换代，许多可歌可泣的

事迹消失在历史的尘烟里。"文革"动乱将村民保存的一峰珍贵的历

史资料毁于一旦，使后辈们无法全部知道祖先的来龙去脉，不了解历

史的脚步如何从远古走到今天。为弥补这…历史缺憾，充分利用现存

资料，尽可能发掘历史信息，蝙基…部完整的《村志》成为全体村民的

共同愿望。

随着我市经济和社会事业转型跨越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



加快，上荆封村走到了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沉睡在村庄底下的优质

煤炭要源源不断的开采出来，村民们将整体搬迁进入城市，离开祖祖

辈革繁衍生息的地方。居住地由农村变为城市，翻开了他们人生中崭

新的一页，改变着他们的生活轨迹;重新选择就业的过程，考验着他

们的智慧和创造力们因此我们有责任把这一时代变迁和人生转折记

录下来，留份子孙后代一些文化和记忆，这亦是纳慕《村志》的初衷。

人问世事渊源流长，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衷心希望从上荆封这块

热土上走出来的人们将《上荆封村志》视为永远的精神财富，弘扬传

统美德，励忐奋发图强，创造辉煌业绩，谱写人生史加关女子的篇章，是

为序。

2012 年 10 月

张忠亮孝义李家市人原任牵义市政府副市长市人大常委副主任



序二

张再强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斤大闻《上荆封村志》即将付梓

面世，十分高兴(这是上荆封村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驿马乡精

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

上荆封村历史悠久，古代百里为丑，划地为界，属边境的封锁线

人杰地灵，古有因子监太学生，今有众多学子考入大学。土地资源丰

富，府、面平姐，沟坝肥沃。赋存资源，煤质优良。人民淳朴善良，勤劳智

慧，务实勇敢，自强不息，千百年来，在这块土地上世代耕耘，创造了

不朽的业绩。新中国成立后，村民大搞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农

业生产条件和村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金

会以来，极大调动了村民发家致富奔小康的积极性，全村调结构、抓

科技、兴百止，使经济结构由传统农业转变为多种经营，各行各业兴

旺发达，全村经济实力捉高，村民生活水平跃上新台阶。近年来，村两

委抢抓全市特色城镇化建设的政策机遇，以资源换住房，在驿马乡首

批实现迁村进城，改善了居住环境，拓宽了就业渠道，从此翻开了上

荆封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一页，在上荆封村:是长的发展史上落下

浓患重彩的一笔

《上荆封村志》洋洋放十万言，纵跨千百年，全面翔实地记述了上

荆封村的自然风貌、人文地理、经济变革和历史轨迹，再现了上荆封

千百年的历史烟云，是一部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大成的上

荆封百科全书。为今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一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同时又是一部鲜活的奋斗史，它对

社会作出贡献的谢逝者给予立传，对解放前后一任接一任干的主要

村干部，以及在外工作知名人士分别样录，既生动地描绘了上荆封村

人民的奋斗历程，又印证了上荆封村的人才辈出口为提高村的知名

度，激发在外游子的思乡爱乡之情，进而凝聚人心、开发建设家乡提

供了信息咨询服务。

与时俱进、开拓未来是上芥IJ叶村的主旋律。随着我市工业化和城

镇化步伐的加快，上荆封村迁村进城迈出了坚实步伐，也使祖祖辈革

赖以生存的 l日村实施拆 l日复垦。为抢救千年积淀的村落文明，村两委

顺势而为，率先在驿马乡搬迁村中实施《上荆封村志》的编篡，把这段

历史记录下来，留给子孙后代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着后苯

孜孜以求、不懈奋斗，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υ

鉴古知今，可以为师。《上芥IJ 封村志》走上荆封村的全史，它以自

己独到的形式传承上荆封村的文明，这对上荆封村未来发展，无疑具

有很大的启迪和帮助。当前站在建设国家级生态驿马、民生幸福驿马

的转折节点上，借《上荆封村志》的出版发行，衷心希望上荆封村人，

以此为镜，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掌握社会规律、感悟人生真谛，获取创

业智慧，永光启后、继往开来、励精图治、顽强拼搏，为建设民生幸福

的上荆封村，谱写更加关女子的历史新篇章。

2013 年 10 月

张再强孝义市上令狐人现任驿马乡党委书记



凡例

、本志编察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兰个代表"重要

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反映上刑封付的历史和现状，着重反映经济建设，文

化进步.村情民{行和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力求保持其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气者的统一，进而达到记史、教化、资政之目的。

一、本志记载事物采取详今略古的原则，时限上溯到各类事物的开端，下限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个别事项下限截止日期延长到 2013 年 10 月 31 日。

1 、本志编 fì结构采用章、节、日，口下根据需要设子日，按照自然、政

治、经济、文化等排序，立足现代、侧重.~代、略古详今、系统分类，横排竖

7 由概述、专业志、人物、大事记等组成。以记叙文体裁，运用记、志、传、

录、表、阁、像等综合表述，以志为主，表格图像随文向列，以表补义，以国i叙

史，正文捕罔，以陀|描绘文字，力求图文并茂。

四、本正、政区，地名称谓，均按历史原名相称，以时)子记述， 1961 年前

统一称上刑封村，相关资料和数据均以上刑封村统一叙述， 1962 年后李家

痕单独成为村的建制，相关资料和数字分别以上刑封和李家来两个村i己

叙，书名统称为《上刑封村志》口

五、本志所使用的记年方法，皮里单位，均依照《山西省地方志编写行

文暂行规定》办理， 1949 年 10 月 l 日以前，采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

1949 年以后，一律采HJ公元纪年

六、本志人物章所列人物均为本村籍人士，编排时以对村里有影响和

对社会做出贡献的谢世者予以立传。解放前后主要村干部，在外下作人士

分别辑录，重要的写略。

七、本志族谱，系各姓家族提供并负责，称谓同旧谱一脉相称。

八、本资料来源，一般不注明 JU处，特殊者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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