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子湖办事处
记录历史变迁
展现生活风貌

2016年 10月下旬，龙
子湖街道办事处全面启动
村志编写工作。在历时3个
月的集体编撰，办事处辖区
7个社区村志编写工作现已
圆满完成，目前首批印刷的
村志已全部分发至各社区。

此次村志编写工作，办
事处给予高度重视，成立专
项工作小组进行文字编辑，
并聘请专业老师指导各社
区村志编写工作。在各社
区成立村志编委会，组织熟
悉本社区历史的老干部、老
党员、老村民、老教师等相
关人士积极参与编写，他们
带着对村集体史实的尊重，
满怀重现历史荣光的热情，
严格执行实事求是，无据必
究的原则，通过查阅历史文
献、联系群众多方考证，深
入挖掘本社区文化底蕴，还
原了真实历史风貌。

根据各社区实际情况，
村志内容共设置 12至 14个
章节不等，以展示过去的生
产生活为主线，分别从村庄
起源、自然环境、物产资源、
村庄建置、村务管理、经济
建设、村容村貌、教育、医疗
卫生、文化、群众生活、荣
誉、人物、村庄改造等方面
全方位介绍了各社区的历
史变迁，展现了新时期社区
群众的生活风貌，是追溯龙
子湖文化发展的活化石，丰
富了辖区历史记忆载体，更
为群众认识乡村发展、传承
乡村文明提供了坚实平台。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牛亚超
张宇宁 文/图

故乡——从破旧老屋到都市高楼，我们眼中只有她现在的模样，却忘记了她旧时
的风采。她曾经的风情、曾经的荣光，她留给我们的记忆，经历了春秋还剩下多少？
作为历史文化演变的亲历者，不该就这样被遗忘。

即日起，本报将推出“郑东史志”系列报道。让我们做时间的记录者，留住历史，
留住乡愁，留住对家的回忆……

《贾岗村志》编撰工作自
2016年 10月份启动，发动数百
名群众搜集资料，组织编写人员
30多人整理史料，于2016年12
月审定初稿，历经3个多月，其
间编写人员不辞辛劳，走家串户
先后采访240多人，查阅各种文
书档案1000余宗，成书后共40

多万字，并于近期完成定稿。
村史馆的建设旨在生动

展现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果，真
实反映村落变迁过程，已于近
期开放，作为郑东新区首个投
入使用的村史馆，它真实记录
了贾岗村农民变市民、村庄变
社区的转变过程。

“看看，这是我们村自己
编写的村史！有了它，村子就
不会被遗忘了！”商都路办事
处南岗社区村民周国玉手捧
着新编村史高兴地说。

2016年 9月 28日，商都路
办事处组织成立了村庄变迁
史编写领导小组，秉承“纪实、
特色、传承”的原则，指导辖区
5个村改居社区和两个村全面
启动村庄变迁史编写工作，通
过对地理位置、历史文化、风
俗民情等13个方面进行记录，
立体式展现村庄历史变迁。
各村热情高涨，积极成立了由
本村教师、老干部、德高望重

老村民组成的村史编写小组，
辖区100余名“百事通”参与编
写工作，为“留住乡愁”献策献
力。截至 2月 15日，辖区 5个
村改居社区、两个村的村志均
已“新鲜出炉”。

“村史不仅记载着村庄历
史的变迁，更传承着乡村历史
文化。用文字记录，留住了乡
愁和回忆，激发了爱乡、思乡
的热情，这是一笔精神财富，
是时间永远也带不走、抹不去
的。”周云祥是五州汇富社区
土生土长的村干部，对本村的
一草一木了如指掌，编写村史
最合适不过。

“你看这些老照片，都是
我们四处查资料，或是从当时
拍下照片的老人那里拿到的，
如果没有这本标志，再过些
年，还能有谁会知道以前的村
落、房屋是这样的？”穆庄村
的一位村民如是说。为使村
史编写更加翔实，穆庄村 8名
参与编写工作的村民逐户采
风，不辞辛苦，大量考证、发
掘、校验、梳理资料。他们还
深入各地查询本村姓氏的由
来，到档案馆查询地方志等有
关资料，确保内容有根有据、
翔实可靠。

“咱们这代农民还能记着

村庄的故事，可我们的后代
就难说了。”白佛村的一位老
人端详着手里的《白佛村
志》，满心欢喜地告诉记者，
“有了我们自己的村史，孩子
们无论走多远，还能寻得到他
们的‘根’”。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范锴锴

近日，通过严格审核，金
光路办事处辖区5个村村史编
写圆满完成，准备付诸印刷。

村志是记载村史脉络、传
承乡村文化、反映风土人情，
展示农村发展变迁的有效载

体。村史编写工作开展以来，
金光路办事处高度重视，专门
成立了领导小组，各村也组建
了由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
等 50余人组成的编写小组。
在编写过程中，各小组成员废

寝忘食，加班加点，广泛调查，
共走访调查群众1000余人次，
收集图片资料 400余张，召开
专题会 5次，集中审查修订 4
次。通过广泛调查、集中评
审、反复修订，保证了村志图

文并茂、内容全面充实，并聘
请专门图文设计印刷公司制
订排版印刷方案，最终顺利通
过评审，高质量完成了村史编
写这项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刘小晖

“郑东史志”系列报道

郑东新区首家村史馆建成开放
为真实地记录农村向城市、农民向市民、村庄向

社区转变的历程，留下一份宝贵的财富，博学路办事
处组织贾岗社区编写《贾岗村志》，建立了郑东新区首
家村史馆。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崔慧娟 文/图

贾岗村史馆位于金水东
路与107辅道交叉口东北角的
贾岗社区便民服务站一层内，
占地140余平方米，场地不大，
但“五脏俱全”，从记忆、传承、
发展 3个层面设置了古村遗
韵、美丽乡愁、风情博物、希望
田野、沧桑巨变、人杰地灵等9
个版块。分别通过投影、文
字、图片、实物等形式展示了
贾岗村自明朝建村以来600多
年的历史变迁。

“看，这个叫碾子，那个叫
耧车，这儿还有食盒儿……”
走进贾岗村史馆，黑白电视
机、马灯、镰刀、扁担、老式纺
车……几十余件 20世纪七八
十年代的老物件在展厅里重
现风采，贾岗社区居民朱长发
两眼放光，兴致勃勃地给孙子
讲解一件件老式生产生活用
具，一同回味往日时光。

“老宅子拆了有 10多年，

东区的变化太大了，看着这些
老照片、老物件，心里美得很。”
朱长发说，原来的村民们现在
都住上了高楼大厦，待在阳台
上就能看见郑州东站，生活是
美了，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如今有了村史馆，不论城市发
展变化再快，到里面看看，就好
像原来的贾岗村不曾离开过。

在本次村史馆的设计建
设中，文字、图片资料的采集、
老物件的收集等工作，都得到
了村民们的大力支持，大家都
希望通过村史馆，充分展现贾
岗村的变化，记录贾岗村发展
的脚步，不但留住乡愁，也让
小一辈们了解自己的家乡，热
爱自己的家乡。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在
这处地方却可以让人慢下来
回望历史。满满的乡愁让贾
岗数千村民有了精神寄托和
归宿……

历经3个多月，发动数百名群众搜集资料

展示了贾岗村600多年的历史变迁

商都路办事处 留住乡愁回忆 激发爱乡热情

金光路办事处 记载村史脉络 传承乡村文化

“孩子们无论走多远，都能寻得到他们的‘根’”

一部村史 几多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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