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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读《村志》可知村之变异，人之承传，经马智堂编写的《志》，在马家山的历史

上，前无古人。鬈志》纵横千余年，史实翔尽，把马家山村的历代重要人物、大事件等

再现在人们眼前，有助于后者发扬光大，代代传写下去，这非常有意义。<志》得以

面世，归功于马智堂病魔缠身的情况下，以坚定的毅力，矢志不渝的调查、考证、鉴

定、确认才编纂而成，种下《志》的善果。除启迪后人励精图治外，历代列祖历宗定

会得到安慰。

较系统全面的村志，上至村貌地理、民俗风情，下至千余年浓缩的村人活动纪

实，举凡村人日常生活重大事件。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很高的参考与收藏价值，不

失为村人婚丧嫁娶，认祖归宗的工具书，其中揭示的史实，最具有村人特色。

马师儒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九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马氏家族格言

马家骐 马稳根整理

昔我祖先

开荒殖地

今我后人

艰苦创业

俭朴勤劳

以德为先

尊老爱幼

孝敬公婆

子女读书

人口控制

集体事业

文明礼貌

改革开放

抓住机遇

建设新村

繁荣马山，

离晋来绥，

功业至伟。

继承先辈，

求进莫退。

家传不废，

有法不违。

夫唱妇随，

聪明贤惠。

谆谆教诲，

不可背离。

人人护维，

明辨事理。

大势所趋，

大有可为。

山川秀美，

舍我其谁。



乌客山村赢

作 者 简 介

马智堂，生于一九三七年农历六月六

日。于一九九九年农历正月十三日病逝，享

年62岁。娶妻李玉芝，生有两男两女。陕师

大化学专科函授毕业，大专学历，中共党

员，正科级干部。

其父马汝江，勤劳善良，务家为生。生

有八男一女。智堂为第／k)L，故村人长辈者

一直习惯叫。八儿”。

智堂的童年是很不幸的，极其苦涩的，

因家大人多，兄妹八九人，当时正处在日本

帝国主义入侵，国内军阀混战，加之水、蝗、

旱、疫的多种灾难。家中生活极度困难，吞

糠咽菜，忍肌受寒，兄妹之间因吃穿争吵闹

架，他在五岁前，一年四季基本一丝不挂，

光着屁股长大，不幸五岁那年，身染大病，即“腰椎结核”，时好时坏，白天轻夜晚

重，当时医疗条件差，医生水平低，加之家贫无钱医治，任其发展，约一年多，病情

好转，但留有弯腰驼背的终身残疾，使之幼小的心灵蒙受着难以忍受的巨大痛苦。

他聪明过人。少年时代，勤学苦练，博学众书，深受学校和老师的庞爱。一九五

一年以优异的成绩一举考取米脂中学，但由于身患残疾，未被录取，他心情十分沉

重，恨身体不争气。

一九五三年，十六七岁时在马家山任教，同年，吉镇区进行会考。他的教学得

了全区第一名桂冠．当时吉镇区长任守贞。介绍他转为公办小学教师，从此也就正

式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十一月，他终于第二次考取了佳县乌龙铺中学，圆了他的中

学梦。在中学的三年里，功课门门成绩优良。初中毕业经考试，又考取了绥德县工

农速成高中班，在高中学习紧张而有序，考试成绩经常名列年级榜首，受到学校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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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高度赞扬。考大学即将临近，夜以继日，扎扎实实地处于紧张的复习阶段。高

考过后，高兴的回家，等待录取佳音，但最终还是因身体不合格未被录取。他心恢

意冷，情绪低沉，曾想过死。后来收到省教育厅的通知，“马智堂同志你被录取参加

工作，到绥德县文卫局报到分配工作"。

一九五九年九月他第二次参加革命工作，分配到吉镇中学任教，主讲了物理、

化学等，采取了重点突击，深入浅出的方法，得到学生、学校及上级部门的好评，于

同年十二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举国上下轰轰烈烈的大搞运动，人人参于批斗、

串联、写大字报等，而他颇有远见，从未介入，更没有批斗，平平安安渡过“十年浩

劫’’。

一九七一年元月，他从教育战线调到绥德县综合厂，任命为政工组长兼办公

室主任。在综合厂工作四年之久，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及优秀共产党员。

一九七六年，由于工作需要调入轻工业局任办公室主任，八九年任轻工业系

统专职工会主席，正科级。主搞文书档案、人事劳资及后期的工会工作，编撰了《绥

德县轻手工业县志》，全书约3万字。在轻工局20余年，是他人生中的黄金时段，

一生三分之一时间奉献于轻工业系统，曾多次受奖，得到政府领导的好评。

马智堂一生虽是平凡而普通的一生，但他为人正派，学识渊博，忠厚善良，乐

于助人，深受马家山人的爱戴。在轻工局特别困难时期，马家山村里和外出人经过

县城，总在他那吃住，人称“马家山旅馆”；马家山人进城看病，他总是跑医院、找大

夫、取药送饭、甚至垫线等，人称“马家山联络员"；马家山人一有事，就去找他，他

总是热情接待，尽力帮助，耐心解释，多方开导，出谋划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人

称“马家山人的贴心人”。

特别他在退休后，本应安度晚年，享天伦之乐。可他虽年过花甲，身为残疾，患

有严重的肺心病，但想到马家山人杰地灵，人口众多，历代名人辈出，在周边四县

中赫赫有名，人常说“绥德马家山"无人不知。但追询历史，查祖寻根，毫无依据，也

就是说从清朝末年至今马家山无有家谱，实为遗憾。于是他萌发编写村志家谱的

雄心壮志。他专程几回马家山，跑遍马家山的山山峁峁、庙宇、老坟、新坟、查看抄

写碑文，与老年寿星们询问各家各户的祖上情况，但痛惜“文革’’破坏了许许多多

庙宇坟碑，有些历史无法考证，断断续续，为了尽量完善家谱，他亲自去杨家沟、梁

家甲、王常山等地，查找于“山马家"有关资料，寻根访友，核实历史，并多次查阅县
·3。



与豕山村志

志。历时四个春秋，终于编撰出了《马家山村志》一书，约5—6万字。马智堂同志为

了编写村志家谱，东奔西忙，不为名不为利，忍饥饿，冒严寒，战病魔，为了村志，由

于过度劳累，几经住院治疗，花费了不少医药费，使之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

霜。

马智堂同志为了马家山人做了一件史无前例，平凡而伟大的事业，为马家山

的历史铸造出了伟大的丰碑，确实可歌可贺，马家山人不会忘记他，马家山的子孙

后代，永远怀念他。马家山后继有入，生活蒸蒸日上，科学教育空前高涨，真是长江

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的马家山将成为团结文明、繁荣富裕的新马家

山，让他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马家骐整理

二00一年八月十六El于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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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山村志》

马智堂

马家山村现属陕西省绥德县吉镇镇管辖。千百年老祖先为了生存，在这块贫

瘠的土地上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发展了生产、创造了财富，获得繁衍生息。且

人文荟萃，俊彦迭出，谱写了一篇光辉的历史。

一、地理位置：

马家山村位于陕北黄土高原绥德县的东北角。约在北纬37。41，东径110。30，

与吴堡、佳县、米脂等县相邻，地域相连、鸡犬相闻。距吉镇5公里。全村326户，

1267人，占地5平方公里，人口平均密度253人／平方公里。

这里是绥德县的北大门，古为屯兵重地和商贾通道。解放前是秦晋两省交通

要道，故有“日行两省六州县，赶黑歇到吉镇店"之说。是碛口至镇川的物资中转站

和集散地，故素有“旱码头"之称。

二、自然条件。

本村地形西北高东南低，海拔在580米至1050米之间，最高的庙圪塔山和猪

脑坡山，均在1000米以上，可与全县最高的主天山(1287)相媲美。屑黄土高原丘

陵沟壑第一附。一公里以上的沟道有两条：一条是本村河，一条是五里峁河，支沟

十七条。地貌结构以峁、梁、沟、坡为主，其中以坡地为主，坡地中又以25。以上的陡

坡为主，因此峁梁起伏，沟壑纵横，大地支离破碎，植被破坏，土壤裸露，水土流失

严重。

这里属温带大陆性半干旱气候。年平均气温9．7。C，七月份最热，平均气温24。

c，一月份最冷，平均气温一7．5。C。年极端高温38．4。C，年极端低温一25．4。C

(1954)。年日照时数平均2615．2小时，早霜最早9月15日(1975)，最迟为10月

28日(1961)。晚霜终日最早3月14日(1972)，最迟为5月22日(1959)，平均无霜

期165天，年平均降水486mm，7月降水最多，俗称“大暑小署，灌死老鼠”。12月降

水量少，65％的降水集中在7至9月，春季多风，占总数的41％，春秋冬季的西北

·S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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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具有范围大，风力强，持续时间长，伴有剧烈降温等特点。

马家山属黄河水系，泉源本村，全长50华里。经螅镇入黄河，这里水资源匮

乏，河床干涸时间较长，一遇天旱，人畜无水。只得到五里外的五里峁河去拉水，自

然灾害十分严重。主要是干旱、暴雨、大风、冰雹和霜冻，占总灾害的90％以上。特

别是干旱最为严重。几乎是“十年九旱"。一般情况下是春旱少雨，庄稼缺苗，夏秋

洪涝、秋霜早冻，造成“十年九旱九年荒，一年洪涝霜冻早"。仍然是靠天吃饭、自然

条件十分严峻。历史上曾发生过光绪三年、民国十七年、十八年、1948年、1961年、

1970年和1997年等多次特大旱灾。光绪三年曾饿死许多人。

三、政区沿革：

绥德古属雍州，为赤狄、白狄之地。春秋归晋，战国属魏。秦汉时置上郡肤施

县。历史上曾被匈奴、大夏、西夏、金等少数民族占据。隋、唐、宋、元时绥德建制为

州、城、军、路、县，下属关、寨、堡。明清时定为州县里甲制。马家山村属义让里八

甲。民国初废州设县，二十四年成立陕西省第二行政监督专员公署，辖九县。实行

区乡职保制。当时马家山村还分前后两个行政村。上寨则后才合并为一个行政村。

1940年绥德解放，设绥德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隶属陕甘宁边区，马家山村属绥

德县吉镇(七)区一乡管辖。1956年10月，撤绥德专区，划属榆林专区。1958年12

月，子洲、清涧、吴堡并入绥德。1961年10月又分开。马家山村一直隶属绥德县吉

镇区(乡)管辖。1958年改为人民公社、生产大队。1968年改为革命委员会，1980年

改为管理委员会，1984年后废除人民公社，恢复乡镇和行政村。

四、居民组成：

马家山村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这里林草丰茂，松柏成林，野

兽出没，人烟稀少。人类早已在此繁衍生息，至今全村发现有十几处人畜居住过的

炕洞、烟囱和传说中的米面汤等遗址。还有王三岔、杏家庙、张家墙、王家畔、碾盘

湾、白条等自然村落的名称和痕迹。柏殿寺佛家庙上挂一口明正德年铸钟，载有

。绥德州义让里柏林村人"等字样，其中自性、王姓、郝姓居多，马姓居少。可见本村

还不叫马家山，而是叫“柏林村"或。白林村"。因为至今柏殿寺山上仍然置留满山

柏树。马姓氏族何时来此栖息，有两种传说。一据史载，元末明初直至万历年止，统

治者有计划地组织中原百姓集体移民。在原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枸杞杞畔等地集

中，西渡黄河，迁居陕北各地，先后达七次之多。另一种传说是明初山西临县碛口

镇马家山村有马氏伯、叔、兄、弟几代数人，迫于生计，西渡黄河，迁居陕北，分住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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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马家山村和周边村庄。后随着马氏人口增多，其他姓氏人口减少，才改为马

家山村的。据传说马氏家庭生活安定，人口增多后，回原籍搬迁其祖宗遗骨来陕安

葬，但原籍子孙不允，双方反目，结果陕西马氏抢了个身躯，(后配了个铁脑)，山西

马氏抢了个头颅，至今山西马氏称陕西马氏为“铁脑马家"。据此分析，两种传说也

许就是一回事。马氏家族来陕后，繁衍出梁家甲、山柏树、狮子塄、马家圪凹、冯家

岔、杨家沟等村庄。马家山马氏居民共分七大门部。前村四门部，后村三门部。怎

样形成如此格局，除第一门部有据可考外其他门部因资料残缺不全，须考证查询

后予以补证。

清末马氏家谱丢失，文革中庙宇碑记和宗祠神主被毁，现以五里峁播、杜梨

塌、元山、楼子峁、庙湾等多处坟地残存的墓碑考证和寿星老人座谈回忆，以及知

情人的讲述，断断续续追溯到部分宗族情况，另据明正德年和万历四十七年，以及

清乾隆十三年残存的部分庙碑上看出，当时马希△、马存△、马化△、马体△、马世

△、马自△、马秉△、马士△、马云△、马先△辈的人很多，还有许多单名字辈的如。

马龙、马虎、马豹、马麒、马麟以及木字榜的单名辈有马柄、马梧、马桐、马桂、马桥、

马槐等等。但怎样排辈，无据可考。

第一门部共有五大支系，第二支系迁往米脂县杨家沟，第四支系迁往子州等

地。第三、五支系失考，只有第一支系留居马家山、共计十六代。

第二和第三门部大部迁往外地，如冯家岔、子州、吴堡等地。人口特少，目前仅

存两户。

第四门部即砖窑圪堵门部，人多户重，因人员外迁少，比较集中，主系考证亦

完整。能考查到十二代。

第五、六、七门部住在后沟。很明显原来是一个支系。只能考查到九代。其他

姓氏现有王、李、赵、刘、冯、康等十数家，多系投亲靠友来此定居的。

马家山村是一个多民族(包括汉、藏、回)多户族、多姓氏组成的大家庭。全村

三百多户，一千二三百口人。大家相互帮助，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共同创造了美好

的生活和光辉的历史。

五、政治历史。

马家山村历来隶属于绥德管辖。因地理位置重要，古为商贾通道，是“秦汉名

邦"、“天下名州"属地，故人文荟萃，英才辈出。不仅具有璀璨的文化，而且具有光

荣的革命传统。清代曾出过浙江宁绍台总兵马士秀和礼部员外郎马士贞，以及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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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文武秀才禀生、贡生、太学生、监生等文人学士。

同治八年(1869年)回民马化龙于甘肃金积堡(今宁夏吴忠市)起义，进军陕

北。为防回乱，在前村修了山寨。山寨上有住宿窑洞和御敌炮台，地势险要，易守难

攻。后村曾修建崖窑，保护了全村人民的安全。

1、土地革命时期：

三十年代初，本村已开始闹红，国民党为了镇压革命，围剿红军，步步为营，到

处驻军(如当时在吉镇、楼坪、沙坪上、延家川、辛家沟、螅镇等地都驻扎部队)同时

强迫农民修寨子，企图把群众和红军隔开。马家山的寨子是在同治年修建的。1933

年在原基础上重新进行了修建。形似城堡，有寨门、有城墙、有垛口、有炮台、有陈

望塔，并修建了一排排、一层层土窑洞。强迫农民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回寨子藏红。

国民党在每个寨子上住有一名军事教官，组织操练民兵(叫铲共义勇队)，以对付

红军的赤卫队。当时全村仅有500人，100多户，凡青壮年都强迫参加训练。而此时

公开参加红军游击武装支队的有马建雄(黑柱)、马师增(英山)两人。暗中随红的

有马云禄、马九增、马云昌等人。红军屡攻寨子不克，后派马占武利用家族关系宣

传随红也未成功，最后红军伪装成白匪，把战士马健雄捆上，推至寨门下大喊：“快

开寨门，我们把黑柱(马建雄乳名)捉回来了"。诓开寨门，把最恨红军的反动分子

杀了。上寨子仅两年，1936年下寨子，从此寨子失去了阻隔红军与人民群众联系的

作用，只能作为历史见证教育后人。

2、抗日战争时期：

在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参加革命工作的有马九增、马云昌、马云禄等，

1940年解放后，当年第一次征兵，全村只去了马仁堂一人。此后投奔延安参加革命

工作的有马九江、马毅(马师援之女)，还有马飞洲也在地方参加了革命工作。当时

边区政府在政治上实行_三三制"，马升岭曾担任村行政主任多年，1943年还被选

为参议员。在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团结对外，一致抗日。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减轻了农民负担。为了粉碎封锁，组织农民种桑养蚕，开荒种棉，实行自己动手，丰

衣足食。

3、解放战争时期：

1947年胡宗南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延安。当年2月、5月两次征

兵，全村参军的人达20多人。另有抬担架，赶毛驴支差的共几批几十个人，都投身

于解放战争之中。在同期参加革命的有马晋、马师儒、马忠堂、马汝银、马礼堂、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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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章、马继福、马克亮、马弟堂、马秉权人。经过攻打榆林、沙家店、宜川、运城、宝鸡

等战役，共致残两人：马九启、马礼堂，牺牲四人。马生昌、马兴贵、马飞鹏、李仲春。

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两人：马仁堂、马继福。原在国民党当兵，1949年去台湾一人，

1950年被镇压一人。不少人参加解放军后复员退伍还乡，也少部分人自动脱伍回

乡参加农业生产。

建国前参加工作处级以上干部：

马负图 38年工作 省检察院检察长、顾问 厅 级

马仁堂 40年工作 志愿军某部卫生队长、医院院长、702医院院长书记 副厅级

汉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正处级马九江 40年工作 汉中地区药材公司经理 副厅级待遇
正处级

马飞洲 43年工作 华阴县长、宝鸡地区运司经理 副厅级待遇
正处级

马瑞章 47年工作 省委科教部宣传处处长 副厅级待遇
正处级

马克亮 47年工作 喀什地区计委主任 副厅级待遇
正处级

马忠堂 46年工作 临夏县委书记、州委农工部长、州种子公司党委书记 副厅级待遇

马汝银 46年工作 车兆某部校级军官 团 级

马师禄 47年工作 喀什农建师处级干部 正处级

马九增 36年入党工作 乡指导员、部队司务长、地方粮站主任 处级待遇

马毅 四十年代禾征刑嗣呆鄙仕恁猖寻员庙调It．q川还县上 处级待遇(女) 43年工作 作

马师儒 46年工作 中学校长 处级待遇

马弟堂 47年工作 伊犁军马场总场后勤部 处级待遇

马秉权 48年工作 乡长、粮站主任 处级待遇

附：建国后参加工作的还有(已故)

马飞龙 52年工作 乡长，义合地段医院书记、粮油加工厂书记 正科级

马汝前 55年工作 义合中学教师 正科待遇

4、土地改革；

这是广大农民经千百年来的封建剥削压迫下获得彻底解放的一次伟大的革

命运动。四七年冬实行土地改革，平分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运动中一度时期执

行了“贫农团说怎办就怎办”的左倾路线，成份上捞，伤害了部分中农阶级利益。当

时全村定了七户地主，有马维云、马师丰、马九林、“金圣堂"、马义吉、“复升泰"(经

营地主)马维周(逃亡地主)等。杨家沟会议后实行纠偏，工作队长刘应瑞在染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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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大会上宣布：全村只定两户地主，即马师丰、。金圣堂"，其他的改定为中农。原

定的几户富农亦同时纠偏为中农。在唯阶级成份论的桎梏下，不少村民蒙冤受辱，

吃了不少苦。贫农团是土改运动最基层的领导组织。第一任团长马永斌仅十多天

不干了，第二任是马云昌，副团长马师忠，委员若干组成。这次运动使生产关系改

变，生产资料重新分配，生产力获得解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农民获得

了彻底翻身解放。

5、农业合作化运动：

毛主席根据苏联的经验，提出农业走集体化道路。五四年开始组织互助组，五

五年组织初级农业社，五六年转为高级农业社。取消土地分配制，实行生产资料全

部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在当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6、人民公社： ．

一九五八年实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区(乡)改为人民公社，村改为生产大队。马

家山大队分七个生产小队，后又划分成14个小队。虽然当时曾出现过打钟砸锅大

炼钢铁、吃食堂饭、种高产田、乘火箭上卫星，“三面红旗"、“一大、二公、三浮夸’’、

超英赶美等左倾超前问题，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政治热情还是很高

的。“大战圪洞湾，新修梯田一百亩”，曾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署名的《全国农业水

土保持先进集体》奖状一块，这是全村人民的最大光荣。

7、文化大革命：

三年自然灾害刚过，经过“四清”社教，工农业生产经过调整、巩固，走上了正

常轨道。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开始了，最初是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后出现了学生红

卫兵运动，发展到人人卷入的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斗争。所谓的造反派与

保守派大规模的武装斗争。马家山村基本一个观点，没有参与武斗，只有一人伤

亡。邻村造反派称马家山村为老保黑窝，有几名村干部还受到外县外村造反派的

殴打伤害。一九六八年大队革委会成立，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原党支书马继祖被结

合进领导班子，马文祖任大队革委会主任。期间还修了梯田，打了坝，修了井，做了

一些工作。可惜文革初以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一切带有传统文化色彩

的东西彻底摧毁了，实在可惜。

8、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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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于1979年推行联产计酬作业组，当年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1980年，又

实行了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单干了，

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风调雨顺，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同年，大队革委会

改称大队管理委员会，随着农村经营体制的变革，长期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

社体制很快名存实亡。1984年，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实行政社分设，建立了乡政

府，相应大队管委会又改称村民委员会。

近十几年，本村各届领导带领群众，在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的道路上都作出了

一定的贡献。特别是马明祖等同志在任期间修建了五里峁、后渠岔、学校坡底三座

公路桥，使公路进了村。还修通了各个山峁的架子车路，解脱了农民肩挑背扛的枷

锁。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劳动强度。同时还兴修了前后村连通水井，甚至可引

水上山，供全村人畜就近用水。另外还修砌了学校硷畔，新修了大门围墙，大门上

题有“为国育才"，校貌有所改观。特别是协助马福生任村书记时，拉通了电，给全

村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幸福，彻底改变了落后面貌。

9、党的组纪建设。

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马家山村有了地下党组织。最先入党的有马九增、马

云禄、马负图、马克亮等人。四七年冬前，觉组织未公开，处于秘密活动状态。乡建

支部，村建小组，村党小组长必须由乡党支部委员兼任。四七年冬党组织分开，四

九年冬以村建立党支部。至建国以前马家山村加入共产党的有：马九增、马云禄、

马负图、马克亮、马升堂、马升治、马生堂、马宗营、冯元宝、马师儒、马弟堂、马忠

堂、马仁堂、马继祖、马信堂、马永怀、马治图、马云昌、马永圣等人。所以本村老党

员多，参加革命工作的多，当领导干部的多，全村出外工作的多。

党组织及村领导沿革情况：

时 间 负责人 职 务 行政负责人 职务

马升岭 行政主任47年5月前 乡支部委员兼小组长 冯元宝马克亮

47年5月一至年底 马升堂 代组长 冯元宝 行政主任

47年底党员公开后 马继祖 乡支部委员兼组长 冯元宝 行政主任

冯元宝 行政主任
49—66正式建立党支部 马继祖 书记 马何图 村 长

66—67 马何图 书记 马树森 大队长

67—68．1 马树森 书记 马海昌 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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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负责人 职 务 行政负责人 职务

68．1—68．9 马升堂 书记 马树云 大队长

68．9—73恢复乡党支部 马继祖 书记 马文祖 文革主任

74—76 马树云 书记 马升堂 文革主任

76—77 马明祖 书记 马春祖(副) 文革主任

77—78 马汝虎 书记 马树森 文革主任

78—79 马树森 书记 马生堂 文革主任

79—80 马树云 书记 冯玉强 文革主任

80一86 马明祖 书记 马保林 村 长

86—87 马福生 书记 马保林 村 长

87—97．1 马明祖 书记 马保林 村 长

95．7一02．11 马喜林 书记 马智昌 村 长

02．11一 马喜林 书记 马三军 村 长

六、经济建设：

马家山村农民一直延用的是广种薄收，粗放耕作，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

式。至今仍沿用两千多年前的镢头、犁铧、耕牛等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生产方式，所

以生产水平低下，物质生活贫乏，加上地处边塞，连年征战，苦役繁杂，人民生活很

苦。明初这里一方面土地继续大量兼并，另一方面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逐步

发展，出现了占有大片耕地的地主和商贾巨富。到清代，贫富差别更大，土地更加

集中。乾隆年出现了大量土地拥有者“九犋牛"。道光年后硷门部出现了放赈救灾

巨富，同治年高圪堵马祯祥在吉镇开设“——"为商贾巨富。但因回乱致穷。同治
年后，洞上户族发富了，在吉镇开设了“泰来长"商行。咸丰年洞下户族又在吉镇开

设了“泰元长"商行。光绪年出现了土地大量拥有巨富马一元和马国俊。马国杰子

马守荣民国年间在吉镇开设“崇义永"钱粮庄，因善于经营，形成两大富户集团。都

拥有几百垧土地和兼商业。该人因待人友善，扶困济贫，在吉镇地区德高望重，乡

人盛其恩德，联系送金字红匾“望重乡间"。民国年又出现了“复升泰一等新兴商业

富户。至解放初，原有的富户都衰败了，只有马国杰的孙辈马师丰家还拥有270垧

土地。但生活也很俭朴，吃穿住用都很普通。四七年土改时土地被分，定为地主。四

零年解放以后，在减租减息政策下，佃户起家的马汝江和马建功两家因儿子多、劳

力充足，很快就翻身了。短短几年，不仅拥有了七八十垧土地，而且有了牛、驴和羊

只。因精耕细作，肥料充足，连年丰收，很快就富起来了。四七年土改时被定为中

农，是当时有名的两家新发户。期间，马汝江的八个儿子中先后有六个参加过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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