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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历时四年艰苦编撰的 《太各庄村志》 终于问世了，她不仅填补了太各

庄历史上的一项空白，同时也开创了钱营镇修村志的先河，值得庆贺。

太各庄是钱营镇最东边的一个小村，与澡南县交界。 历代村民在这块

热土上繁衍生息，养成了勤劳、勇敢、 淳朴善良的传统美穗，并有优良的

革命传统。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就是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

中共丰南县委、 县政府的驻地，成了全县的政治中心 。 太各庄村民在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太

各庄村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用辛勤的劳动初步改变了家乡贫穷落后的

面貌。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鼓舞下，激发

了村民的积极性，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迅猛

发展，村容村貌、村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先辈的伟业，今人的丰功，需要铭记载史，供后人察古鉴今，发扬光大。

《太各庄村志》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实事

求是地记述了太各庄的历史沿革、 风土人情、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各

个方面，脉络清晰、 内容客观，是一部地方特点鲜明、时代特点突出的新

地方史志书 。 她也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 革命传统教育的最好、最典

型 、 最有说服力的乡土教材。

希望太各庄村民认真读志用志，深刻了解本村的过去，正确认识本村

的现在，认真谋划太各庄村的未来，为把太各庄建设成经济、文化强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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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奋斗，用勤劳和智慧谱写出更加璀碟的历史新篇章!

值此村志出版之际，我谨代表镇党委、镇政府，对上届镇领导的高度

重视，对社会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特别是对区志办的精心指导、区老促

会的不吝赐教和唐山市丰南区亿鑫工贸有限公司的无私赞助，对全体编撰

人员默默无闻、辛勤笔耕无私奉献的精神，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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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钱营镇党委书记 张翠艳

2014 年 9 月 10 日



序

编写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代代相

济，绵延不断。 故我国之地方史志如汗牛充栋 ， 占全部古籍的十分之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轮修志工作，至今，已出

版省、市、县三级志书达万余部，各种专业志、部门志达数万部，这在历

史上是空前的 。

村镇志滥筋于南宋绍定三年(1230) 浙江海盐县常棠编的《激水志> ，

为全国第一部村镇志。 此后，历代虽不断有村镇志出现，但仍未形成规

模。 20 世纪 80 年代，新中国首轮修志工作开始以来，除出版了大量省 、

市 、 县三级志书外，也出版了大量的乡镇村志，尤其是山东、河南及江浙

诸省，编修乡镇村志更为普遍。 相对而言，河北省就不如南方诸省，这就

是南北文化的差异。 对编写乡镇村志，唐山又落后于我省南部各市、 县。

即将付梓的 《太各庄村志》 不仅填补了丰南无村志的空白，也是全唐山市

屈指可数的几部村志之一，这是丰南区 、 钱营镇，特别是太各庄村民政

治 、 文化生活的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意义重大而深远。

读着这部近 20 万字的 《太各庄村志> ，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我想

为太各庄党支部 、 村委会的远见丰识而赞扬，我想为太各庄村物质文明 、

政治文明 、 精神文明建设成就而欢呼，我想为勤劳、 淳朴 、 勇敢的太各庄

村民而歌唱!读 《太各庄村志》 感慨良多，仅谈几点读志收获。

其一，篇目框架简洁，该村志采用的是章节目体，大部分内容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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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三个层次，个别地方是章、节、目 、 子目四个层次。 全志书设 15

章、 54 节、 78 目，近 20 万字 。 附图、表、照若干幅。 根据本村的历史与

现状设置篇目，框架结构简洁、清晰、明快。

其二，乡土气息浓郁，从章节标题到写人记事都有明显的农村特征。

比如，从篇目标题上看，有"村街建设" 、 "村委会"、"村民生活"、"村

民姓氏"等，离不开农村、 农民。 从记述内容看都是记述独具农村、农民

特色的活动。 如犁地的方法，一是从中间开始叫"起伏一是从两边开

始，叫"上脚"收麦子叫"拔"收高粱叫"砍收谷子叫"掐"收

花生、 业白薯叫"创"收豆子叫"割"垒锅台是七行砖，垒炕套子是

八行砖，俗称"七行锅台八行炕"之说。 特别是对已经消失的生产方法、

生产工具进行了记述，如织土布的工序、方法，农业生产工具中的碎土工

具"大盖" 、 镇压(土)工具"石破"碾场工具"碌莓"粮食加工工具

"石碾" 、 "石磨"等等，读后引起人们对往事的回忆，也会产生今昔对

比，看到了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其三，时代特点鲜明 。 太各庄是丰南革命老区，解放前是中共丰南县

委、县政府所在地，成为丰南的政治中心，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太各

庄人民为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村志设"革命斗争纪略"专章，重点记述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革命斗争。 在抗日战争中 ， 1938 年，太各庄村有

30 余名青年参加了冀东抗日大暴动 。 此后，又多次配合八路军打击了日本

侵略者。 在解放战争中，全村 38 名适龄青年全部报名参军，出动 11 辆大

车，组织担架队支援前线，为民族独立，全国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一

革命传统是太各庄人的骄傲和宝贵精神财富 。

村志还用今昔对比的方式，以大量事实写出了太各庄解放前后的变

化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变化。

从人民生活变化上看，新中国成立前，全村多数人过着糠菜半年粮的

生活，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由于长期受"左"的干扰，温

饱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如今不仅摆脱了贫困，而且步入富裕型小康，

2 



序二

2010 年人均纯收入已达到 8000 元。 再从教育上看，解放前全村仅有两名

高小毕业生，而今已有 73 名大专及本科毕业生，且有两名博士生， 4 名硕

士生，真是天壤之别!衣、食、住、行、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读

了这部村志，人们自然而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没有改

革开放就没有今日的繁荣富强 。 "

其四，贴近普通百姓。《太各庄村志》 贴近生活、贴近村民，记述干

部、村民自身的事，身边的事，采用比较多的方法有两个:一是设人物专

章，该幸设人物传略、生人简介、人物表。 为 20 名已故人物，写了传略，

这些入传人物，有村党组织创始人，有革命烈士，有英雄的母亲，有革命

伤残军人，有革命功臣，事迹感人。 为在各条战线上贡献突出的 23 名生

人写了简介。 46 名国家公取人员， 74 名大专以上毕业生入了人物表。 一

个 700 口人的村庄，有如此众多的人物，可谓人才济济。 二是采用"以事

系人"的方法记述人物事迹。 全志各章随处可见，所系人物达百余人，且

多是普通村民。 有能工巧匠，如木匠梁贵礼打大车坚固结实，梁福寿打造

纺车、织布机经久耐用 。 在民情民俗章写了好儿媳杨淑琴侍候瘫痪婆婆 13

年如一日，任劳任怨;白志敏老师的丈夫 1976 年"七二八"大地震中不

幸遇难，上有年迈的公爹，下有未成年的两个儿女，她抚养儿女，孝敬公

爹，直到公爹 85 岁去世;还写了全村第一个农民企业家崔志军富不忘本，

捐赠社会善款达 6 万余元。 三是村志还专设"太各庄各项第一"突出了

人物事迹，写了第一名党员梁福昌，第一个参加八路军的梁朝伟，第一名

烈士。 第一名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第一个养牛专业户、养

鸡专业户;第一辆自行车、第一辆摩托车、第一部汽车、第一台收割机、

第一台电视、电脑、第一座楼房的拥有者。 所系这些人物都是各方面的先

进人物，都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代表，把这些人物写进志书，更容

易为人接受，更具有感染力，更能发挥表彰先进、促进、推动历史前进的

作用 。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对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净化人们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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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起重要作用。不仅可以形成"入志光荣"争取入志的社会风气，激励

村民以自己的行动写好自己的历史，而且还可以从所记的人物的思想和行

动中受到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其五，坚持实事求是，优劣并书 。 秉笔直书，是史志的优良传统，

《太各庄村志》 既以满腔热情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和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也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的失误。 由于 1958

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运动，大刮"共产风"、"浮夸风"严重挫

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生产急转直下，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 。 此后的

"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资本主

义"又给人民带来了伤害。 在记述"失误" 、 的同时，更着重记述了我们

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如何纠正"失误"气，\"拨乱反正

革，因而出现了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人民富裕的景象，这种实事求是的

精神十分可贵。

不可否认 《太各庄村志》 也有些不足，如新中国成立前，太各庄是丰

南的革命根据地，是县委、县政府所在地，本应独立设章重点记述，但由

于档案资料缺乏，亲历者大部分谢世，资料没有挖掘出来，造成了历史的

遗憾。 但瑕不掩瑜， ~太各庄村志》 仍不失为一部内容丰富、体例完备、

编排合理，融科学性、 资料性、可读性为一体的一部佳志。 既可鉴古知

今，继往开来，又能够凝聚民心，激励民志，推动太各庄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稳步发展。 企盼全区出现更多更好的村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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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太各庄村志》 出版之际，应邀为序，以致祝贺 。

《丰南县志》 、《丰南县续志> ~丰南区志》 主编 李继隆

2011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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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力求全面、客观地

反映太各庄的自然、经济、 政治 、 文化、村风民俗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力

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根据有关资料尽量追溯到事物发端，下限止于 2010 年，

个别重要事物止于搁笔。

三、本志采用章、节、目体式结构，坚持横排门类，纵述始未。 采用

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七种体裁，以志为主。 志首设概述、大事

记，全志设章、节、目，最后殿以附录和编后记。

四 、 本志按志书体例以第三人称，人物直书其名 。 政区、机构等名称

过长者首次使用全称，其后一律使用简称。

五、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 ，

新中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并用阿拉伯字书写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 。 本志采用的"解放后"系指 1948 年

12 月 12 日以后 。

六 、 丰南县(市 、 区)的称谓， 1946 年 5 月一1954 年 7 月称丰南县;

1954 年 7 月至 1961 年 6 月称丰润县 1961 年 6 月至 1994 年 6 月称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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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1994 年 6 月至 2002 年 8 月称丰南市; 2002 年 8 月以后称丰南区 。

七、本志人物，采用人物传略、 生人简介、人物名录以及 " 以事系

人"等形式表述人物事迹。 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 。 对在世人物以简

介、 名录形式记述。

八、计量单位，原则上用国家法定的计量单位，并兼用习惯用制，如

亩、 公斤、公里等。

九、 本志资料来源于丰南区方志办、党史办、 区镇村档案，及有关人

员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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