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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志出版
许家村村民欢天喜地请回家
7月 10日，对于许家村支部书

记许志强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日子。一本本厚重的《许家村志》整
整齐齐地摆放在支部办公室，各家
各户的村民代表，喜气洋洋地把村
志请回家。“这本书非常有用，把俺
村的人文、历史、地理、动物、植物、
现状，介绍得清清楚楚，尤其是十几
代人的名录，都在这本村志中，能找
到自己的根脉，连迁出许家村的人
的名字都有。”许志强说，“大伙领到
书，很珍惜，就跟过节似的。有迁出
许家村的人家，近邻就代领了，快递
给他们。”
许志强介绍说，6年前，村里启

动村志编纂工作，开始征集资料，大
家都非常配合。在许志强看来，《许
家村志》全面而丰富，其中有一个条
目，是许家村人使用过的农具。当许
志强把征集老农具的任务下达各家
各户后，大伙儿纷纷行动起来，找出
各种各样的老农具，贡献出来，拍个
照片，就为村庄留下了生产工具的
影像资料。
“许家村有一个特点，文化底蕴
丰厚，村民受教育程度高。自从民国
时期，村里就有小学，重视教育是俺
村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村志里
有获得副高以上职称人员的简介，
还有一个表格——— 大学专科以上学
历村民子女的名录，160多人。”许志
强说，他家的这本村志，被女儿许晓
梅看到，好奇地翻看起来，结果爱不
释手，把这本村志当作宝贝抢走了。
村志里也收录了她的名字，考入什
么大学，在什么单位任职，都写得很
清楚。
村民许家旭早就迁出许家村，

在原胶南县城定居。他领到这本村
志，“喜欢得不得了”。他的儿子许刚
获得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博士学位，
女儿许芳攻读北京大学人文地理博
士，名字和简介都收录到村志中。许

家旭认为，这本村志留下了村庄的
历史，也留下了美丽的乡愁，一本村
志就是一扇了解当代乡土中国的窗
口。

政策扶持
奖励村志出版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为弘

扬传统文化、保留“乡愁”记忆、助力
乡村振兴，积极推动史志工作向镇
村延伸，先后指导出版4部镇街志和
30余部村志，出版数量和质量均位
居青岛市前列。
4月 27日，在青岛西海岸新区

灵山卫街道办事处，齐鲁名镇志《灵
山卫街道志》正式发布。新华社的报
道中这样介绍：齐鲁名镇志《灵山卫
街道志》特色鲜明，记述准确，文字
精练，可读性强，是青岛市首部名镇
志。依托地方志体裁的独特优势，该
志客观记述了灵山卫街道的发展历
程、古城文化、产业特色，以留存历
史印记、提供现实借鉴、传承区域文
明。
7月 27日，《许家村志》举办首

发仪式，中国名镇志《海青镇志》编
修工作同步启动。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西海岸新区镇街志、村志编纂
与出版结出丰硕果实，和政府部门
的奖励措施分不开。据西海岸新区
工委党史研究中心（区地方史志研
究中心）一级调研员刘洪亮介绍：
“青岛西海岸新区高度重视史志工
作，积极推进基层修志工作的开展，
修志问道，以启未来。”
青岛西海岸新区率先实施“以

奖代补”政策，对按时按要求完成村
（社区）志的，由区财政补贴 8万元，
累计发放补贴280余万元。同时，坚
持“质量是志书的生命线”，强化精
品意识，严把质量关口，严格志书编
纂流程，完善志书初审、专家评审、
终审验收工作环节。为使基层志书
成为精品，在借鉴全国名镇名村志
的经验基础上，规范了装帧设计，使
全区基层志书风格统一、典雅大方。
《许家村志》就是最近出版的一
部村志精品，由线装书局出版发行。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后石沟村
志》正在出版社印刷之中，不久就会
出版发行。村志的编纂工作不仅仅
是保存历史，也是通向未来之路。后
石沟村风景美如画，电视连续剧《温
暖的味道》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成
为闻名遐迩的特色村庄。“村志编纂
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发现镇街、村庄
的特色，从而有的放矢地助力乡村

振兴。”刘洪亮说。

特色鲜明
一部志书里的乡土中国
《许家村志》由著名的大众报人
许衍刚担任主编，于2016年10月正
式启动编修。该村志历时近 6年，数
易其稿，最终成书面世，共计9篇35
章80万字。
在《许家村志》首发式上，省市

区史志专家，对这本村志给予高度
评价，认为这部村志“从宏大处着
眼，在细微处用功”。“既反映村庄建
设、生产经营、村民生活等目所能及
的变迁，又记述族群繁衍、人口迁
移、思想观念、办学育人等深层次变
化，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并注重数据佐
证、图文互补，特色鲜明，记述准确，
文风朴实，可读性强。”
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院（青

岛市地方史志研究院）从事史志编
撰工作的专家，在读过《许家村志》
后说：“这部志书的特色之一是以图
像证史，以表格辅志，借鉴运用了社
会学的调查分析和新闻学的叙事方
法。”
“编纂《许家村志》，一是要为许
家村人多留存一些集体记忆，要做
就做细，历史的真实往往体现在细
节之中；二是要为社会提供一个相
对完整的村庄研究样本，村志里隐
藏着几百年特别是土地改革70多年
来乡土中国的变迁历程。”《许家村
志》主编许衍刚表示，青岛西海岸新
区的大多数村庄都有 300年以上的
历史，每个村庄至少繁衍了十几代
人，都有写不完的故事，把几百年的
村庄变迁和村民经历记载下来，就
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一部最接地气的
教材。
“村志中安放着几代中国人的
乡愁，新时代的村志该保留什么东
西，《许家村志》进行了有益的尝
试。”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院（青
岛市地方史志研究院）的专家说，
“以往的村志编纂在人口这一块，没
有做得这么细，这说明编纂者把人
作为第一要素，工作做得细密、扎
实，下了大量的功夫。”
如何通过志书编纂挖掘乡土

文化资源？如何安放美丽的“乡
愁”？如何找到特色发展之路？青岛
市西海岸新区在镇街、村志的编纂
中，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在地方志编纂方面走在了青岛、乃
至全省的前列。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宜庆

近日，青岛西海岸新区《许家村志》出版并在海青镇举行首发式，来自
省市区的地方志专家对这部村志进行研讨。专家认为，《许家村志》是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一个缩影，留住历史，安放“乡愁”，堪称青岛村志编纂工作的
一个典范。这本村志是怎样编纂的呢？出版后，村民的反应如何？西海岸新
区为推进地方志的开展，出台了哪些奖励措施？记者进行了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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