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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盛世修志，功在当代，惠及后人。
《东马圈镇志》的问世，既彰显了地区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又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宝贵的精
神财富，对全区历史文化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东马圈镇志》的编修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唯物史观，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还历史于本
真，书时事以确凿，秉笔直书。
内容兼具史地、注重人文，详今略古，纪实求真，既有横断面，又有纵切面。
作为地方志，该书反映了当地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真实记录了该地区历史演变。
同时采取志、记、传、图、表、录等形式，详实记录了东马圈镇自元代至今的建制沿革、民风民俗、
历史人物、重要事件等诸多方面，重点记述了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史实，突出了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的重要事件，体现了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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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马圈镇志》的问世，既彰显了地区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又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宝贵
的精神财富，对全区历史文化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东马圈镇志》的编修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唯物史观，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还历史
于本真，书时事以确凿，秉笔直书。
内容兼具史地、注重人文，详今略古，纪实求真，既有横断面，又有纵切面。
作为地方志，该书反映了当地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真实记录了该地区历史演变。
同时采取志、记、传、图、表、录等形式，详实记录了东马圈镇自元代至今的建制沿革、民风民俗、
历史人物、重要事件等诸多方面，重点记述了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史实，突出了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的重要事件，体现了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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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初五为“破五”。
“破”指破那些烂事、乱事、财源和人丁不旺等不顺心事儿。
初五要吃饺子，把“破事”当馅包起来吃了，煮饺子不能煮破，取今年不出现（馅）之意。
初五这天吃饺子，又有表示新春贺拜暂告段落，大年之后家人再小聚一番，吃顿团圆水饺，在外做事
者便要告别亲人远行了。
初五这天，按习俗不吃烙饼和炒菜。
这两种饭、菜要爆干锅儿，说是会把庄稼苗爆死。
初七初八又是不许做针工的日子。
传说“七七八八老鸹拔苗”，因针工动作像拔苗，老鸹会学着做针线活的动作去拔苗。
民间习俗，为防止老鸹拔苗，吃捏饺子或馅饽饽，称“捏老鸹嘴”。
初七这一天，一般店家开小市。
元宵节。
正月十五这天有两个节日，白天叫上元节，晚上叫元宵节（取上元节之夜的意思）。
也叫灯节。
十四日为试灯，十五日为正灯，十六日为残灯。
十五这天非常热闹，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有的村还办灯会或演戏。
晚上，家人围坐一起吃元宵。
元宵多为“糜黍”面制成，中间多为豆沙馅。
讲究的人家里面放白糖、桂花、青丝、玫瑰等，元宵多为煮食，也有蒸和炸的。
正月十五晚上，人们还有散灯花的习惯。
把纸裁成小小方块，捏成馄饨状，用食油在碗中拌好，提着灯，端着碗，用筷子夹着在灯上点着，放
在屋里的各个角落或街里的井、碾、磨房，这就是“散灯花”。
正月十五还有请周公一说。
天刚蒙蒙亮时到村外井旁，围着井正转三周，反转三周，然后用十几根筷子在井旁搭一个架子，边搭
边祈祷，问一年内的吉凶祸福、旱涝丰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马圈镇志>>

后记

旧志说明1985年，在武清县修县志之时，东马圈曾修一简志，约2万宇，对境内概况做一简介。
本次修志，引用部分旧志资料。
东马圈旧志编修人员为：徐国良、屈振华、王宝柱。
电子版打印李存昌。
修志赘语志稿初定，余兴未消，累赘几句以为后记，仅供后来修志者参考。
2007年春节过后，党委经过反复研究，认为东马圈文化底蕴深厚，目前正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攻坚
阶段，党委政府有必要对东马圈的历史进行认真总结，以励后人。
基于此，党委决定编修《东马圈镇志》，并成立地方志编修委会员，党委书记陈勇任主任，镇长王立
山、党委副书记刘希叁任副主任，成员由郭凤敏、刘仲民、张玉坤、郭建敏、刘国忠、任凤军、兰永
清、张久清、卞景墩、魏玉忠组成。
编修委员会下设编辑室，主任马敬福，副主任李存昌、王学仁。
整个镇志编修分为五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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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马圈镇志》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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