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官

军井镇地方志是在全国机构改革，各级领导班子实现

四化，经济体制大变革，农工商实行承包责任制，国民经

济欣欣向浆的大好形势下编写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工作重点由过去孤阶

级斗书·转向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要搞好经济建设，就要有

很多历史资料，进行调查研究，指导工作，--；Sf,七九年七

月胡耀邦总书记就编志修志工作，作了重要批示。一九八

。年四月胡乔术同志在中困史学会上作了关于修志工作的

重要讲话，他说：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要用新的观

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写好地志。以上情况充分说明，

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编志修志工作是非常重视和支持的。

编写地方志的目的：一是记载大事，积累经验，后代

入作为借鉴，领导机关根据记载资料，决定大政方针，发

挥优势，把本部门，本地区的工作搞好。二是给后代人进

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好教

材。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

命和扯会主义建没的辉煌成就，我们有责任记载下来，传

给子孙后代，激励他们奋发前进。 一

镇党委，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县委指示，县志

馆业务指导，。组织力量，由刘胜利、樊来科、张春生负

责，抽调了安置在我社离退休老干部冀俊亭，弥丙印，弥理

艇，王志杰、王增春等十一名同志，由冀俊亭、弥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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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理顺三位同志执笔编稿，其余同志采访资料。一九八三

年四、五月搞了一段，主要学习文件，编写提纲，搜集资

料。一九八四年镇党委成立后，在八三年编写的基础上，

又组织原执笔编稿三位同志做了完善工作。其内容：为地

理、政治、经济、文教卫生，人物大事记五章。

在编纂的过程中，由于解放后体制多次变革，工作人

员变化大，档案制度不健全，特别是十年内乱期间，裆案

资料遭到了破坏，碑文记载被破四暇时打碎，无法查找，

再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某些章节在时间衔接上，资料的

完整上，有不少缺陷。，请读者看后提出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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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地 理

第一节罕井的产生及其形成

一、罕井的由来

罕井这个名称，由来已久。据传说，南宋时金兵南

侵，此地沦为金占区，金将完颜粘罕曾在此地驻军。因此

地旱原缺水，金军掘井数眼，唯一井得水。因系金军首领

粘罕掘井，因命井名为罕井，随后并以井名为地名，沿用

至今。

据传说，所掘之井在弥家与樊家交界处。即原张埝坡

东西大路之南侧，由张埝坡向南岔路起点之西侧，即两路

交叉三角处。也就是樊子清耕地之东北角埝下，樊清荣地

之东南角下大路南侧。井址约三分地，此块地为弥振奎所

耩。一九五九年修建罕井大公社时，划为公社基地，在现

岱社之西南角，即现税务分局院内。

’过去寺庙、祠堂和祖坟之石碑，对罕井这个名称，虽

，番记载，解放后破除迷信中，石碑已被拆除，多数已被打
最哨泔去向不明，无法考察。据说，石碑记载，樊家过
去曾有韩京、汉京、桥东之称。据仅存的“后土庙帮破碑

记载，．。上款为：一“蒲城县贤相乡罕井村重修庙(碑)

记夥，’’落款目。间为： “时大定二十四年崴次(甲)原孟夏

望目黟i此碑现被搬到北城村原城门旧址内东边作为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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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碑上半截被打碎一部分，碑文已残缺不全。据《中国

历史年代简表》查对， “大定"系金世宗完颜雍年号，大

定二十图年即南宋孝宗赵馕蒋熙十一每；，为公元1185年甲

辰。碑上时间“岁次辰野，应为“甲辰"，原缺一“甲"

字。从这一碑文看出， “大定"既是金世宗年号，为什么

所翔在南宋所统辖地方的石碑上呢?这说明金兵南侵，这

里沦为金占区，完颜粘罕在这里驻军应是事实。又据弥家

始祖坟碑查证，碑文刊载： “弥氏住后北乡．罕井自大唐迄

我朝定鼎，世代久远⋯⋯"。石碑之主文为： “大唐处j二

始祖心齐弥公以下三世叙葬之墓”。立碑时间为： “清道

光十一年清明谷旦"。 ：。÷
、。

． ．
t～

据以上两个石碑记载来看，樊家。弥家过去均名罕

井。这个名称由来已久，看来，过去称弥家街道为东罕井，

樊家原街道为西罕井是有根据的。

=、集镇的形成： 一

弥家、樊家俱有集镇，始于何时，无从稽考o．原弥家

街遭称东罕井，地当南北交通之要冲。至民国二十年前后

尚有东马大店四座，小饭店四座卜杂货铺三家。据传说清

同治年间一月两会(初二、十四)，隔日一集，市场繁

荣，生意兴隆，为最盛时期。平时，往来车辆多系贩运粮

食为主，由出山口—一白水县尧禾镇贩运粮食至蒲城、富
平、大力、渭南、临瀵以至省西一带出售，车水马龙，络

绎不绝。还有运煤车马租驮驴队，骆驼群卜推车等往来不
断。每年夏收时赶集人云集一时，约数千人，挤满街衢，。
厨围数千里之农民皆在此雇请“麦客"，直至麦子割完，

集市方散。至民国三十年新修渭(南)清(涧)公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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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西移，东罕井街道车马停行，市容急剧衰落，衡市一变

丽为农民屠住之村落。 ．。

原樊家街道，称西罕井。街之东西两头俱系农户，中

间为街市。解放前徜有两家药铺，两家杂货铺还有一家粮

店，一家染坊等。为时最长的还算这两家药铺，一是百义

成，东家是樊家西城村樊秀灵，一是公盛亿，东家是蒲城

县城内羹家。因为街道不通交通要道，往来车马、行人

很少。周围群众因需而买，集会每月三次(农历初四、十

一、二十五)，五0年改为六会(即农历初五、十五、三二

十五，初十、二十、三十)，直至现在。‘

一九五八年蒲自矿务局开始修建，随之，予六0年罕

井大公社社址设此，因之，供销、银行、邮电、医院、食

堂以及矿区有关单位相继建立，罕井新街于弥樊之间开始

形成，、加之地处南北、东西之要道，且五El一会，商贾云

集，周围工人、农民赶集上会，街衢拥挤，摩肩接踵，约

在万人以上。渭南、富平、咸阳、大力、澄城、合阳、自

水、三门峡以及西安等地商店也来此赶集，市镇之繁荣，

史无前例。

第二节罕井公社的方位疆界

和建置沿革

一、方位、疆界

罕井公社地处北纬35。061，东经109。351，海拔670

5



米，位于县城以北1 8公里处。地势两北高东南低。西接

东党公社，北临白水城郊公社，东与白水雷村公社毗邻，

南与上王公社接壤j东西长l 8公里，南北宽1 4公里，

面积l 9 8平方公里。

公社驻地位于渭(南)清(涧)公路东南侧，因公社

治所设在罕井而得名。辖罕井、弥家、t唐原、王家、桥

西、南山、1“东、尧东、南白堤、北白堤、展王河、水

南、武仪、西南、高城和睦王河十六个大队，六十八个生

产队，三十二个自然村和一个居民委员会(系1 9 7 1年

建立起来，共3 5户l 0 6人)。

罕井公社大部分处于尧山之东党北麓，山坡倾斜，形

成梯田，西北部与东党公社中山大队东西文中交界处，沟

壑蜿蜒而东，濒临等九个大队(罕井、王家、唐原、北白

堤、南白堤、展王河、水南、睦王河、武仪等)，经武仪

大队曲折而去。沟壑边缘形成沟坡地。中部东西较为平

坦。地下水埋深l O O至／2 0米左右。

本社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冬春干旱，夏多暴雨，年

平均气温1 2．3。，极端最高温度4 O。，极端最低温度零

下l 5。。春夏多东南风，秋冬多西北风，最大六到七级。

春季风多雨少，易于干旱。三月平均温度可升至7。至

9。，四月气温通过l 3。逐渐升高，一般年分三月上旬由
雪转雨。年平均降水量573毫米左右。多集中七、八、九、

三个月。年曰照为2388．82JJ、时，平均年日照率为54．13％。

初霜一般在十月中旬左右，终霜一般在四月上句左右。无

霜期为200天左右。沿尧⋯北部东党川向东南一带．衰将成

熟时，有时出现冰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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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吝f：现有耕地55193亩，果园1295亩，荒山造林2030

亩。水利没施有展王河水库一座，小型抽水站五个，灌溉

农田2150亩。另有韩河干渠由东向西从公社境内穿过，可

供西南、高城、尧东、山东、罕井和桥西等大队人畜用水。

二、解放前的建置沿革

清光绪十五年本社辖境原北贤相乡。其中樊家、唐

原、桥西、山东头、庄东、王庄子、高埝、尧东和麻渠等

九个自然村，归下马星；王家、南山、东半山、西半山、

南白堤、陆家堡、下姚洼、上姚洼、北自堤、将家河、水

南、武仪、刘家、文化坡、西南、高城、高城新庄、睦王

河和展王河等十八个自然村，归兰泉里；弥家归陶池里；

尉家村归丁贤里。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乡联制，本社辖境属

北乡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一联。其中：

弥家属北乡十二联(设弥家)，樊家、尧东、麻渠、尉

家、南山等五个自然村，属十三联，(设樊家村)，山东

头、王庄子、庄东和离埝等四个自然村属十五联(设山东

头村)；南白堤、陆家堡、上姚洼、下姚洼、北自堤、将

家河、高城和高城新庄等，，L个自然村属十六联(设南自堤

村)；展王河、水南、武仪、刘家、文化坡、西南和展王

河等七个自然村属十七联(设武仪村)；唐原、王家、桥

西、南山、东半山和西半山等六个自然村，属二十一联(

没王家村)。

附乡联制各联联头更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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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联翱+：联联头更迭表

时 间 机构名称 姓 名 职务 备 注

1912年～ 十二联 弥芷l欣 联头
1920经

t921轭一 H ” 弥水赖
}} ”

1927年
1928年～ l} ” 弥世清 f} ”

1930诬
——

1931年～ ” " 弥水赖 ” }，

19339-

t934年 |} ” 王志成
辟 "

+三联联头更迭表

时 间 机构名称 姓 名 职 务 备 注

1925盘j～ 十三联 樊新jF 联岁：
1928年
1929钲～ 挣 " 樊成福

吁 时

1931年
1932年～ f} }j

樊金印
H "

1934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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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联联头更选表

11=_r闯 机构名称 §耋 锫 职务 ：备 注

1912年一 -I‘五联 张兆熊 联头
】916年
1917年一 ” f} 张永魁 ” ”

t919年
1920年一 ” " 张金玉 ”H

1930年
1931=f：l：～ 稽 }} 曹瑞峰 " I}

1933筇

193 i墨 ”” 张根庆 l} "

+六联联头更迭表

时 间 机构名称 姓 名；职务!备 注

1912年～ 十六联 马丙娃 联头
1929年
1930年一 H ” 李长兴 玎 ”

1931‘E

1932年～ }’ 辞

贺浆璋
挣 ”

1933年

】034年． 材 }{ 7j佰浆 ” H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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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联联头更迭表

时 间 机构名称 姓 名 职务 备 注

1919年一 十七联 王月明 联头1919年

1920年一 " " 张伯英 ” ”

1926年
1927年～ }} ” 缑禄娃 l} ”

1928焦
1929焦～ " l} 王顺郎 ” ”

1932焦

1934年 l} l} 缑双兴 " ”

=十一联联头更迭表

时 间 机构名称 姓 名 职务 备 注

1912矩一 二十一联 唐根道 联头1927年
『1928薤～ f} H

唐振江 " "

1930年

1931焦一 f} I}

张新盛 i F l}

1933年
————

1934年 ” H

王志成 {} 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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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引。匕年(，1928@)改乡联制为区乡制时，14-<{；i：三

十二个自然村，均属北再：区(设高阳镇)，尧山乡(设陶

池)管辖。

民圈二十暇年(1935年)，改联保制时，术社辖境属

北五区(没高阳镇)，上王联保(设上王镇)。其中：L【J

东头．、废东、EJ_)-予、尉家fIfl高埝等十瓦个自然卡寸归第

五保(没红士坡)，下属厄个甲；罕井、弥家、唐原、王

家、桥西、南lh、东半山、两半Il，I、尧东、麻渠等十个自

然村归六保(设罕井村，下属十四个甲)民国二十四年初

改联保制时，弥家、唐原、王家、尧东、麻渠等第一保。

罕井、桥两、南lU、东半山、两半I』_l为第二二保，当时归东

党联保，民国二十六年一、二保合并为第六保，归上王联

保)；南白堤、陆家堡、上姚洼、下姚洼、北自堤、蒋家

河、石沟、高城和高城新庄等九个自然村归第八保(设南

白堤)，下属九个甲；武仪、刘家、文化坡、西南、展王

河、水南、睦王河等七个自然村归第十保(设西南村)，

下属九个甲。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全县二十匕个联保的耩

础上缩编为十五个联保，上王联保与和平联保合为尧山联

保(设陶池)，本社辖境范围同上。

民国三十年(194 1年)，全县实行新县制，改联保为

乡镇直至解放，共没卜玑：个乡，术社辖境属尧L|l乡(没陶

池)，保和甲辖区同'|：。

附乡联制、保甲制罕井地区官员更迭表：



第六保保长更迭表

备 注

属东党联保

属上王联保



第八保保长更迭裘

I 机构 姓名 职务 备 注I时 间 名 称

1935年8月 第八保 王顺合 保 长
一1939年

1940年
" }I 关忠信

计H

1941耸一 ?。H q 壬E志荣 对 l} 。

1944钲

1945连、一 j—q|r 陆志欣
杼 "

46年6月
t946年1砖 q『『 王永清

∥∥

一47年5月．
1947年6 R v￡， 王哲夫

峙 }}

～48年6月，
1948年7月 t{ lj 王存林 H "

～48年9月
1948年10月 聪 ” 王明轩

" 针

一49年春

第十保保长更迭表

时 间 机构 姓 名 职务 备 注
名 称

t935年8月 第十保 王鹈公 保长
一46年5月
1946年6月 " 硅

王有正
"|}

～47年12月
1948年1月 l}H 刘孟林 壮 转

一48年7月
1948年8月 H n 王有正

” 娃

一48年12月

1949年春 " ¨ 王发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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