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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编写《探马庄村志》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以

共建和谐社会为目的，实事求是地记录村的历史和现状。其上限追

溯到有据可查的明朝初期，其下限至2006年6月。

二、本志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七体并举，专志本

着概而不漏，述而不繁的要求，分门别类予以记载。本志采用章、

节、条目体，节下下分一、二、三⋯⋯若干条目。共设十一章五十

一节，其主要内容为村区位、环境、人口、姓氏、经济、文化、教

育、民俗等。前有凡例、概述、大事记，后设后记、编委等。

三、《大事记》记述内容贯通古今，详今略古。《概述》从客观

上反映全村的基本概况。《附录》收集一些有关便民的资料供参

阅o

．四、《人物》分人物简介、人物名表。收录人物的原则以村党

支部书记、村长、村籍在外工作人员中的乡、排级以上党、政、军

干部，初中教师、乡市(县)劳动模范、民间艺人等。简介人物以

生卒年月先后为序排列。

五、志中述事，称呼以各历史习惯称谓，不加政治褒贬定语。

六、姓氏宗谱从迁人记载，谱系中留有空页，以备后续积存资

料。

七、志中所说“解放前”、“解放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
巴
，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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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探马庄村地处济源市下冶乡的东南部，与大峪镇小横岭村相

邻，距下冶乡政府4公里，距黄河2公里，距济源市区60公里。

全村106户，459口人，均为汉族，分为4个居民组，散居在10个

自然庄。总面积1．8平方公里，其中山坡梯田500亩，人工疏林

500亩，余为岩石裸露区。境内有5条沟、6道岭、7个山洼、8面

坡和lO个山头，是个典型的山区小村，到2002年仍是省定的贫困

村。

村里自明代初才有移民居住，至清代中期近五百年间只有数户

人家，几十口人。1840年后，陆续有崔、卢、刘姓迁来，其后裔

发展到四百多人。解放前后探马庄为横岭村的一部分，1958年成

为行政村建制，归下冶乡管辖。

境内资源丰富，地下有煤炭、硫铁、铝土矿藏；地表有野生的

乔、灌、草等植物50余种以及中草药20多种；山间有野生动物、

鸟类30余种。境内土地瘠薄，水源奇缺，虽有五处山泉、四条溪

水，但逢旱年便断流或干枯，99％的土地得不到灌溉。村里通向外

界是羊肠小道，交通、信息闭塞。近三十年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生产、生活条件有了较大改变。1974年4月通了大电，1 993年4

月用上了自来水，2001年架通了程控电话，2004年冬修建了水泥

路。村里教育事业也比较滞后，村民受教育层次相对较低，1935

年有私塾小学，日本占领时学校停办，1958年办起了村小学，

·，)·



1991年建成新校舍，儿童人学率达到100％。村民们经历了扫盲和

常规的科普教育，能够掌握常规的农业生产技术。近年来村民们醒

悟到再穷不能穷教育的道理，重视了子女们的学业，目前中等以上

学历人员54人，占人口比例的12％。

党的十一屑三中全会以后，全村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一系列富民

政策，村民的思想观念有了较大转变，农业生产水平有了较大提

高，粮食年单产由解放前的1 14公斤提高到2005年的500公斤左

右。人们的择业门路也较为广阔，从事采矿业、运输业、第三产业

的收人占了大头，农业收入比例由95％降到3 1％，农民人均纯收

入由文化大革命前的70元提高到现在的870元。随着农民收人的

增加，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全村人均住房面积35m2，

人均宅基60m2；十分之一的户有了汽车；二分之一的户装了程控电

话；户户有了摩托车和三轮车；时髦家具、家用电器正在进入农

家。探马庄的村民们勤劳善良、顾全大局、遵纪守法、相处融洽、

和谐友爱，社会治安状况良好，解放以来未出现狂人恶事，没有发

生刑事案件。人们正是在这稳定的局面下奋力拼搏，积极营造物质

文明、精神文明的小天地，正在抢抓机遇，以主力军的姿态向小康

社会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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