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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总支委员舍影

前排左起+薛东丰 乔位政 乔伯圈

后排左起乔伯钧 薛润复 薛迪英

赵昆



村

前排左起齐位景

赵昆

岳排左起：薛迪元

薛同升

干部合影

薛迪杰 薛知修 齐伯田

薛知存 乔象x

薛德袁 薛国富 高贵刚

乔伯新 薛石生 行良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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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

后排左起：

编辑人员合影

薛子敬

薛迪世

薛亮复

赵 昆

乔清漪 薛进来 乔伯钊

乔伯侦

薛迪炎 薛迪壁 薛石生

薛胜来





学 校 图 书 室

器 台

印 刷 厂

幼 儿 日



礅花吨洒厂

二联纸台厂

腔管厂

药化公司



薛氏词堂后艟 寿氏T目堂骨峨

石 磨 纺 花章



高瞳始祖墓癌

王年世^霹描丑甚碑

壬午举^乔腾凤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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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方志，是一个地方综合性资料记载的史书。它总结过去，足资未

来借鉴，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因此，方志有它伟

大的历史意义和羽实意义。

在县、乡政府的领导下，在缑村党总支的直接指导下，经过编委

会的努力，各界人士热诚协助，编志者查阅文件，登门采访，搜集资

料，精心整理，反复研究，历时年余，一部体例完整，语言通俗，涉

及面广，内容丰富的《缑村志》问世了。它是我村第一部志书，是缑

村几百年来历史的概括，无疑也是缑村开拓前进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

财富，其份量之重，价值之高，均难以估计。

《缑村志》综合叙述了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特

别是近百年来缑村政治，经济、文化，古迹、医药、卫生、工商、财

贸以及人们生活、社会>--j俗等等方面的变革。其中，既有可歌可泣的

过击i又有龙滕虎跃的现在鼻堪称一部百科金书。在内容编排上，以

时间为经，事实为纬，集志，图片、表、照、传于一书。纲目清晰，

筒繁得当，是一部耐人寻味，激入迸取的好方志。

《缑村志》的编纂出版，是仁人志士协助的成果，是编志人员辛

勤劳动的结晶，是集思广益的产物。在它诞生之际，我谨代表村党总

支，村民委员会，向编志的全体人员，向为编志提供资料的老前辈，

致以衷心的感谢!

缑村村委主任 乔伯田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编辑说 明

一、编纂本志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秉笔直书

详今略古，凡事精选，突出地方特色。 、

二、本志书的上限为民国初午(建置沿革，自然地貌，文物古

迹，社会风土，不受此限)。下限为1 9 8 8年。

三、采用简、繁、编，述相结合的体例。其内容有图、表、照

片、’传、志、录。

四、全书共十四篇，五十五章，约十余万字。

五、志书内，村生名称的用字。一律根据《孟县地名志》的规

定。

六、历史朝代沿用旧称(如：明，清，民国)，．一般不加定语。

凡属于解放前的事，一律以当时的年代称号，用汉字表示，并在其后

边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记上公元时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文

中简称“建国后”。

七．古名人物，以旧制七品为限；现今人物，以营级为限。

八、为了表明客观事物的真象，在本志书内使用的专业用语，习

惯用语或地方用语；均随文在括号内注解，较长的注语，在本篇后另

附注解。



当届三个领导班子成员名单
党总支部委员会

支 书 乔位政

付 支 书 乔伯田 薛东来 乔伯均 薛润复

． ，薛迪英

委 员
：．

村民委员会

主 任

薛知修 薛迪祥 赵 昆

乔伯田

付 主 任 乔象文 高贵刚 薛进来 薛迪杰

委 员 薛石生 赵 昆 乔位景蜃圈
薛知存 薛迪祥 行良芹(女)

经济联合社

主 任 薛东来

委 员 薛迪恩 薛淑晶 薛迪朝 薛迪玉

薛应来 乔国军 芦树旺



编 写’组

总 编 薛进来

付总编 薛迪壁 薛迪炎 乔伯钊匮囵
编 辑 赵昆(兼绘图)薛胜来 薛石生 乔伯贞

乔清漪

薛亮复

封丽谶计 薛海泉

拍 照 薛长出

薛子敬 薛程复 薛迪世

圃
赵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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