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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念

忧
心

大型KTV转售
因拓展其他行业，

现转售新区大型 KTV
50余间，进口顶级设
备，营业中场所并且拥
有良好的知名度及效
益，客源稳定。
李先生18037363278

出 租
高新区辛店白营爱

民路现有空厂房600m2，
厂房内有天车2台，办公
楼有办公室6间，水电齐
全。18903886289李

现铺出售
洛阳市珠江路商业

街 ，240m2~320m2，临
街一手旺铺即买即租，
周边配套成熟，有意者
联系：18695990591

联系电话：13623895640
13603967031

招 租
洛阳市洛龙区北

王村段（紧邻在建东环
路西）南北长 67米，东
西宽50米，大约6亩集
体建设用地，可建门面
房，现面向社会公开招
租或联合开发。

出租转让广告热线：65139988

坚
持

写村史不是件容易事儿，当时
已经77岁的张乐行所做的准备工
作，对长期受坐骨神经痛折磨、拐杖
不离身的他来说更为艰难——去县
志办查资料、反复在村里寻找每一
块碑、走访旧址、约访村中老人。

张乐行说，寻古探旧的每一步

他都“使出了浑身的劲儿”，常常走
一百米就大汗淋漓。

地理范围、地形特征、历史变
迁、姓氏来源、名人事迹……5年
里，张乐行手写了7万余字的村
史，时间从明朝初期到现在，涵盖
村庄的自然、人文等各个方面，收

录图片几十幅。
李村这个名字从何而来？第

一个来到李村安家落户的家族姓
什么？他们从哪里搬来？村中12
大姓氏的祖籍各在哪里？李村人
为啥爱听戏？这些问题，在他即将
印刷成册的村史中，都能找到答案。

寻古探旧，5年手写7万余字村史

本月13日上午，天空飘着蒙
蒙细雨，在新安县南李村镇李村社
区这片张乐行老人生活了一辈子
的土地上，我们见面了。

在张家，老人把一本本手写
的稿纸摊开在我们面前——这并
不仅仅是珍贵的史料，还是老人5
年的心血。

“我老了，村里和我同辈的老
人也越来越少了，有些事儿要抓紧

做。”张乐行口中的“有些事儿”就
是撰写村史。

张乐行说，村里的老屋越来越
少，一些从前热闹的老屋现在只剩
下残垣断壁，村中的大部分青壮年
都去了城市打工，就连刚刚上学的
孩子也已不会唱从前村子里流传
的童谣。

让他真正开始揣上纸和笔，
走访村中老人、捡拾记忆的契机，

是2012年的那次庙会，“那天村
里很多老人坐在大槐树下闲聊，
很多人都说想为村子写点儿啥，
但有心无力”。

张乐行这辈人生于20世纪30年
代，村庄的一些历史如今只零星地散
落在村中老人们的记忆深处，一旦他
们“远行”，这段历史就将成为空白。

“不行那就我来写”，张乐行主
动挑起了这副担子。

时光易逝永不回 往事笔下可回味
害怕历史被后人遗忘、传统被时间冲淡，历时5年，耄耋老人为家乡写成7万余字村史

核心提示

□记者 王若馨 通讯
员 李志华 张茹 贾文
文 文/图

村口的石碑上，字
迹渐渐变得模糊；曾经
喧闹的晒谷场，不知何
时已荒草丛生；只有春
节才回乡的年轻人，对
这片土地的过去一无
所知……

新安县南李村镇的
张乐行用近两千个日
夜，于今年写成 7 万余
字的村史，为家乡找回
遗失的美好。

追根溯源，让子孙知道家乡历史

张春安是李村社区的党支部副书记。
张乐行2014年年底完成的第一版村史材
料就是直接交给他的。

“很惊讶，也很感动。”张春安说，这是
他当时捧着这部村史的第一感觉，“内容很
详细，老人岁数那么大了，身体也不太好，
还义务去做这件事儿”。在接受这部村史
后，张春安并没有将它束之高阁，而是认真
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比如增加村里“名
人”事迹等。就这样，在此后的两年里，张
乐行又一遍遍地修改、完善这部村史，直到
符合印刷标准。

“写村史既没报酬又费时费力”，起初，
在张乐行身边的很多人看来，他“真是闲着
没事儿干了”，甚至连他老伴儿都抱怨他“不
把写村史的劲儿使在家里”。

张乐行却说，他不管、也不听别人怎么
说，因为做这件事儿他是有信念的——要
让子孙后代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张乐行也遇过
困难。有一次，他趁着春节去采访一名从
李村走出去的优秀干部，对方以“没啥好说
的，只做了分内的事儿”为由，拒绝了他的
采访，张乐行就连着几天拄着拐杖去对方
家里闲聊，最后对方招架不住“缴械投降”，
说“没见过像你这么执着的老人，你问啥我
都回答行不行”。

张春安说，张乐行撰写的村史具有很
高的历史价值，村里已经决定在2017年春
节前后印刷出版。

张乐行也有了新的目标：接下来，他要
为从村里走出去的老红军办个资料照片展，
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让后人记住他们。

触景生情，村庄的记忆正在消失

张乐行在查看自己写的村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