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肥城两部志书入选全省首批“齐鲁名镇名村志文化工程”

老老人人自自采采村村志志，，记记录录浓浓浓浓乡乡愁愁
本报泰安1月8日讯(记者 白雪)

首批齐鲁名镇名村志丛书近日出
版，丛书共16部，其中包括4部镇(街
道)志、12部村(社区)志。其中，肥城市
新城街道的《伊家沟村志》和《古店村
志》入选。

记者来到肥城新城街道的古店社
区和伊家沟社区，两部村志的主要采写
者都是原村落里的村民。负责采写《古
店村志》的鹿淑江老人73岁、负责这项
工作的古店社区村党支部副书记辛德
华也已经60岁。负责采写《伊家沟村志》
的三位老人孙业才、韩立运、伊兆水，最
大的67岁，最小的62岁。

这两个社区起初都不是为了去
参加这个文化工程而写村志，却因为
提前做了充足的调查研究，获得了这
个意外的“惊喜”。

村志完成初稿后，肥城市史志办
公室多次提出审读意见并修改完善，
在肥城市史志办指导下，肥城市史志
办副主任贾安东帮助他们改编纲目
体，专家也提出很多宝贵意见，他们
一一修改，最终得以入选。

村志编写过程中，肥城市史志办
公室、档案局、土管局、民政局、新城
街道等单位都提供了有关帮助。

《古店村志》采写成稿近两年，
《伊家沟村志》创作出版近四年。

这四位老人都不会写村志，也不
会用电脑打字，但是却凭借着对家乡
的热爱和浓浓的乡愁，大量走访村里
近百岁的老人，现“拜师学艺”学习志
书写作技巧，还原了有关村庄的历
史、人文、自然等大量的信息。

古店社区的鹿淑江老人告诉记

者，当时他接下这个写村志的任务，
碰到了不少困难，但又觉得很有挑战
性，想着以后能给子孙留下点念想，
他咬咬牙坚持了下来。

“时间比较久远，拜访的都是村
里的老党员和老干部，他们年纪大
了，有些也糊涂了，光一起座谈就座
谈了30多次。”

古店社区党支部副书记辛德华
说，等到春节前后，他们会把村志印
出来，给每户居民都分发一本，让小
辈们都了解一下村子的方方面面。

“确实是挺难，我们是在和时间抢一
手的历史资料。创作期间，我们紧急赶
稿，陆续有6位年事已高的老人逝世了。
他们为村志的素材做了很大的贡献，如
果再晚一些时间，可能有些信息就无法
核实了。”伊家沟社区居民伊兆水说。

在伊家沟社区居委会，负责编写
村志的其中三位老人孙业才、韩立运、
伊兆水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室书柜里
堆满了他们手写的各种材料，每张纸
上都有红笔勾勾画画的痕迹，很多纸
张反复翻阅已经泛黄变软。

孙业才说，“要是我们会使用电脑
的话，可能工作会比之前简单一些，每
次我们有改动，得再重新抄一遍才可
以，这40多万字我们反复得抄了五遍
才定稿。”

为了能让材料更详尽，他们去全
省各地找曾经在伊家沟村生活过的老
人家里座谈，年龄大了速记记不下来
了，他们录音以后，回来反复听，听一
句记一句，实在听不懂的反复听上三
四遍才能记录下来。

这几位老人说，在他们的采访调
查过程中，压力很大，有时候着急得睡

不着吃不香，总想着能把工作完成得
更好。

“我们村里的老干部都逐渐百岁
了，陆续也有离世的，当时我们想，如
果再不抓紧记录下来，可能就真没机
会了。好在，现在终于出版了，心里特
别高兴。”

负责采写《古店村志》史料的鹿淑
江是个非常认真又较真的老人，他说，

“咱不会写村志，但是咱可以学习人家
的经验。在创作过程中得反复去核实
材料的真实性。”

鹿淑江曾经是肥城市王瓜店镇
初级中学的一名教师，他教过语文、

政治、历史等科目，古店社区党支部
副书记辛德华曾是鹿淑江班里的学
生。“有的人写文章，前面是人名，后
面一堆四字成语形容词，还不如写一
件能真正反映这个人特点的实例，显
得更生动活泼。”在写村志的日子
里，他在夜里反复琢磨着材料是否属
实，是否还有地方需要改进。“耳朵
听的不一定是真的，不能听到什么就
写什么。”

鹿淑江说，在采写过程中，很多
人都帮助了他。党支部书记毛传军很
重视这件事，和他一起，带着编修人
员到各地学习经验。基本完成村志评
议稿后，他们按时上交了山东省史志
办公室，评审专家李迎春也提出宝贵
建议。期间，村志编修人员还根据肥
城市史志办副主任贾安东的修改意
见多次进行排版校对。

4400多多万万字字的的手手写写稿稿
老老人人们们抄抄改改五五遍遍

耳耳朵朵听听的的不不一一定定保保真真
多多问问多多走走弄弄准准确确

伊家沟村位于肥城市新城北，紧
依城区，为新城街道办事处所辖行政
村，东部略高于西部。

明洪武元年(1368)，伊氏、陈氏自
山西洪洞县迁来定居，曾以两姓氏命
名“伊陈村”。原村“关帝庙”碑文记载: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该村曾叫“伊陈
村”。后因该村东北大坑内有泉眼一
个，泉水和东来之水汇流穿村西去，天
长日久，冲击成一条小河沟，大家赞誉

“泉好水秀”。清初，以此定名为“伊家
沟村”，沿袭至今。

伊家沟村又是具有特殊政治背景

的老村庄。1948年10月，肥城县民主政
府进驻伊家沟村后，曾在这里召开了
全县万人庆祝国庆大典盛会 ;在这里
召开了肥城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
会 ;肥城县第一次表彰生产劳动模范
大会 ;肥城县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 ;新
民主主义青年团肥城县第一次代表大
会等均在这里召开。在这里组建了肥
城市(县)人民医院的前身——— 大众诊
所 ;建立了第一个肥城县合作社推进
社;在这里进行了建乡试点，选举产生
了肥城县第一个乡政府——— 伊家沟乡
政府。

葛伊家沟村

村龄有600余年，创多个肥城第一

在《古店村志》中，记录了这个村
的由来，现在古店行政村由古店、北军
寨两个自然村构成，位于肥城市西郊，
北与王瓜店镇蒋庄村相接，东与白云
村相连，南与西尚里接壤,西与王瓜店
镇南军寨为邻。

古店村历史悠久，据《鹿氏族谱》
记载，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鹿
氏先祖自王瓜店镇北仪仙迁此建村，
因坐落在一座古旅店遗址旁，故此取
村名“古店”。后来，随着其他姓氏的迁
入，古店村逐渐扩大。

据《李氏族谱》记载：明万历年间

(1573—1619年),李氏兄弟自本县老城镇
毛家小庄迁此建村，取村名镇扎(其含
义无据可考)。清咸丰年间(1851—1862
年)为防御兵乱,村民联防，曾筑寨台设
军寨，因该村居北，故取名“北军寨”。

2010年，古店村借肥城市城区西
扩之机，抢抓机遇，实施全村整体搬
迁，建设居民新社区。

在新社区内，记者见到了建起的
小高层居民楼。村里提高对村民的福
利待遇，建起的高层老年房，户均一
套。还建起了图书室、书画室、棋牌室、
舞蹈室等。

坐落古旅店旁得名，如今已搬进新社区

葛古店村

伊家沟村志编写成员的稿子摞成厚厚一摞。

伊家沟小区。

古店村入选首批齐鲁名镇名村志文化工程。

古店村社区新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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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名镇名村

依据四类标准
首批入选的16部名镇名村志，是根据去

年3月发布的《齐鲁名镇名村志文化工程实施
方案》，经过申报、评选、验收、推荐等环节最
终确定的。

在审核中，依据“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经济
名镇名村”“其他特色名镇名村”“新农村建设示
范(试点)村”四类标准，严格筛选申报村镇资质。

在编纂方面，在坚持志体的前提下，体裁
运用、篇目设置、资料选择等作了适当创新。
以记载镇、村域范围内的微观资料为主，根据
不同类型特点，有选择性地记述域内自然、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历史与现状，重
在突出“名”与“特”的内涵，使我省最具代表
性的村镇志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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