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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尹腾淑

石磨、纺线车、风箱……在高
唐县清平镇军户李村的一处宅院
里，承载着数十年乡村记忆的物件
有序陈列着。这里沉淀着军户李
村几代人的记忆，也见证着一个古
村的变迁，成为军户李村的新风
景。

11月9日，记者驾车沿着村里
的主干道行驶至村子的东南方，见
到了这座古色古香的乡村记忆
馆。走进记忆馆大门，一座青瓦白
墙的平房映入眼帘，古朴、大气，院
内郁郁葱葱，几朵小花不经意地开
在角落的草丛中，院落两侧各立着
一个老照片展示栏，几名村民边观
看老照片边畅谈着。

“这里是用我们村以前的村委
会办公大院改造的。”村党支部书
记李荣贵向记者介绍说，“您瞧，我
们这座记忆馆的几间屋占地一百
多平方米，里面陈列的老物件都是
从咱军户李村村民家里收集的‘古
董’。”

记忆馆有东、中、西三个房间，
中间的房间及西侧的房间里主要
存放着村里的老旧物件，按物品的
不同类别划分了多个区域，展示有
茶饮器具、照明器具、生产器具、农
耕器具等物件；东侧房间则以文图
形式展示了村庄历史沿革、村庄新
颜、村情概况、村情风貌、村贤名人
等。

军户李村隶属于高唐县清平
镇 ，占 地 面 积 2380 亩（1 亩 约 合
666.7平方米），地处清平镇东北方
向5公里，北接322省道，南至赵康
路，西至清平国家生态公园，环境
优美，资源丰富。

独特的村名，不仅深藏近千年
的岁月，也见证着时代变迁。

军户，是中国古代世代从军、
充当军差的人家。东晋南北朝时，
士兵及家属的户籍隶属于军府，称
为军户。军户制度在元、明两朝最
为完备。

军户李村，相传元末明初建
村，因黄河溃堤决口，此地为黄河
故道冲积平原，今山西省洪洞县的
部分居民迁移到此居住。因环境
恶劣，居民生产生活难以维持，故
而民众不愿意居住，迁移后外逃现
象严重。始祖李友贵在朝军功显
赫，皇封8000亩土地。皇帝任命李
友贵管理大迁移人员，那时候村庄
不大，不必上缴皇粮国税，只负责
征兵。村民们生性爱习武，三节
棍、七节鞭、长矛是当家兵器，个个
武艺高强，还曾出了李洪庆等侠义
名士。后期国营林场在村两次征
地，共征地 4000 亩，村内自留 4000
亩。

战乱时期，当地社会杂团横
行，抢夺绑架事件多有发生，民心
惶惶。军户李村有护村土围墙和
大寨门，形成了与外界的良好屏
障。军户李村还安排村民轮流站

岗值班，就算有坏人对村庄有想
法，也无法进入。曾有悍匪对邻村
朱小吴村虎视眈眈，看中了村内的
田地资产，多次进村掠夺。军户李
村直接派出青壮劳力将朱小吴全
村人接到本村居住，共同抵抗悍匪
的进攻，最终保护了朱小吴村村民
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两村人团结
协作互帮互助，也因此结下了良好
的情谊。

时代在变迁，村庄在进步。经
过一代代村民的艰苦奋斗，如今，军
户李村产业丰富、村民富足，是清平
镇首个年人均收入过万元的村庄。
村内建有文化大院、休闲广场等文
化娱乐设施，村民们自发组建了腰
鼓队、秧歌队、广场舞队等。军户李
村还拥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省级文明
村居”“省级法治建设示范村”“省
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等多个荣誉称
号，是人人羡慕的模范村。

村史馆里看变迁，老物件中忆
乡愁。“我们都是农民，现在生活条
件好了，很多人对以前的生活记忆
越来越模糊，对艰苦奋斗的历史记
忆也越来越模糊。这个记忆馆，不
仅可以帮助大家回顾艰苦奋斗的
历程，还可以让村民记住乡愁。”李
荣贵说，记忆馆建好后，参观者不
仅有本村村民，还有不少附近村子
的村民。记忆馆展示的物件，勾起
了他们共同的回忆，成为了周边村
民们的“打卡地”。

军户李村新风景里的旧时光
老物件唤醒乡村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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