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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多

《金坞滩乡志》，是以马列主艾观点和社会主义新志书要求，蝙纂出的榆林昙第一部'

<镇)志。它的问世，是榆林县方志煽纂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有益的事情。
’

蛊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前人谓方志是矗一方的全史力或“地方的百科全

书"。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将历史史实缡纂成志，反映当地历史状况，总结生产经验教训，

揭示事物发展规律，以史为鉴， “存史静，口资治"，达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目的。

金鸡滩，是榆林长城东北部的沙漠地区。居住在这里的人民，勤劳勇敢，敦厚朴实。他

们凭着自己劳动的双手，同大自然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然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由于

社会制度的制约，自然灾害的侵袭，民不聊生，世代斗争的结果始终未能摆脱贫困境地，群

众处在“风刮黄沙难睁眼，庄稼苗苗出不全，男人逃荒走口外，妻儿含泪吞搪幕”的悲惨境

况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翻身作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兴修水利。植树遭

林．治沙治滩，发展农业生产。农林生产建设成就辉煌，牧副业发展迅速，荒凉沙区，沧桑

巨变。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金鸡滩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沙漠变绿洲，荒滩成良田，农林牧副并举，生机盎然，把一个贫困的沙区初步建设成繁

荣昌盛的新乡村。
’

修编方志，是一项历史性的文献工程，涉及面广，内客浩繁。《金鸡滩乡志》的煽纂，

得到中共榆林县委，县人民政府，金鸡滩乡党委和乡人民政府大力支持，在县政协积极参与

下完成的。编纂中，许多老同志，不顾年事已高，走访群众调查资料，实地考察．反复印

证，广泛同曾在这里工作过的同志翔实史实，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本着搿通贯古

今，详今略古黟的原则，立足史实．着眼区域特点，反映乡土气息，体现历史借鉴，以期教

育人民，启迪后代。

《金鸡滩乡志》，较详尽地反映了金鸡滩的乡情民俗，具体翔实地记载了沙漠巨变和人

氏的创业历史，分析总结了治理沙害．发展生产的经验教训及自然客观规律。可以说它是耩

林沙区乡村巨变的典型和缩影。人们将从这部小志中，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土

叉的宏伟力量，感受到社会主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乡志的刊行．对推动社会主叉两个文明

建设，将起到有益的作用。

志书。是一种具有特定体我的著述。缟纂乡志。在我县是一件新事．由于资料残缺，尚

膏遗漏和不足之处，恳切希望方志专寡、学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

姆 管

1988年7月



凡 例

《金鸡滩乡志》编纂，‘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因事而异，以事为经，分门剐类记述史

实，与追溯源流，上限不定，下限断于1988年。

志书结构，前列凡例，卷首大亨记，概述独立，正文设章，章下统节，章节掾题，简明扼

要，准确揭示核心内容。全书共计十八章，．五十二节，卷末附录，后置编志始末。

志书编纂体例，采用记、志、图、表、录、照片六种体裁。除大事记、概逆、艺文篇章

外，其余章节，横排纵述，尽量做到章节结构合理，内容丰富翔实，文字简洁明了。

志书编纂资料，历史时期，参考文献有《榆林府怎》、《榆林县志》、《榆林县乡土

志》、《榆林县志资料》、《榆林文史资料》，当代资料参阅；《榆林县水利区划》、《榆

林县林业区划》、《榆林县畜牧区划》，《榆林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金鸡滩乡政府档案案

卷及有关报刊杂志等。

志书撰写行文，力求符合《陕西省地方志》编写规约。特殊情况，简作说明：

l、时间表述，大亨记采用公元纪年I历史时期，括号内注明夏历纪年，正文行文中，

凡公元前年代注明“前"，公元后年代一律略去搿公元万字样，括号内注明夏历纪年。

2、称谓表述，历史朝代用正称．中华民国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后)

称解放前(后)。地名称谓，甩现今叫法，弓l甩憎志、史料等记述，括号内注明今称。

3，数宁表述，世纪、夏历年月日、历史朝代年号、星期一律用汉文，专用名词，用汉

文I公元年、月、日、时、分，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计量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二与两，区羽

应用，一般按口语习惯书写I社、队、人，户等数字，除注明年代的外．其余均为1985年底

兢计数据。

计量单位，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统一规定的计量单位，行文单位代号均用汉

字，引用历史资料，照实记载，保持原制。

引文注释，忠实原文原意．不断章取意。注释用引文句前提明出处，或引文句后括号注

明出处，特定事物．采用页末注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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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572年(明隆庆六年)，陕北大旱，饥民相食。本乡亦然。

1591年(明万历十九年)8月，霜冻成灾，千里禾枯，乡民大饥．
， 1813年(清嘉庆十八年)8月，冻灾，荞麦、糜子无收。

1858年(清成丰八年)夏秋之际，蝗灾。蝗蝻数日，收成极微。

1877年(清光绪三年)，陕北各地久旱不雨，饿殍遍野，路有遗尸。本乡亦然。

1885年(光绪十一年)，干旱，歉收，户民背井离乡，外逃度荒者日众。

1889年(光绪十五年)，涝灾，滩地汪涝，无收成。

、191 1年(宣统三年)，白f}台牛滩村民徐世果、方成元等加入。哥老会力，在今神木县大

保当一带参加辛亥革命活动。后徐世果被囝民党军官种振罔(字宝卿绰号阎王)枪杀。

1921年(民国十年)，水灾．滩地成泽。次年八月无雨，地多未下种。

1929年(民同十八年)，头年大旱，颗粒无收。至春，饥民外出逃生者不计其数。

土匪赵有录多次骚扰，奸淫，烧杀。

1930年(民国十九年)，1 2月29日，中共地下党员高学孔、常翔峰、袁褊禄，郭秉全等

策动神木国民党高志清部手枪连90多人起义，投奔陕北红军刘志丹，途经本乡住宿一夜。

1931年，因灾害连年，致有疫病流行。次年连遭风、沙、干旱、汪涝灾害，出外逃荒者

众。
’

1 934年前后，土匪杨猴小等连年轮番骚乱，抢劫，奸淫，绑票拉人，无恶不作。7其匪部

曾强奸一幼女后，又枪逼其父淫其亲女。

1938年8月中旬，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率总参议高志清，参议寇子严，《大

公报》记者杨令德等应傅作义将军之请，赴山西河曲参加联合抗日有关会议，途经榆树湾村

住宿一日。

1939—1941年，连续三年旱灾，树皮、草根食净，继以牛粪为食。

l 945年前后，国民党政府组织自卫队，乡域参加者十余人。乡域属榆林县四区金鸡乡，

驻地金鸡滩。
‘

1947年，国民党、三青团在保长，自卫队骨干中发展成员。

乡域喇嘛滩部分村解放。

秋、冬，乡域未解放地区．一贯道传入。同年，春旱，秋涝，阴雨40余日，无收成，灾

村有饿殍，路有遗骨。

1949年6月1日，全县解放．金鸡滩建立乡政权，组织群众安定社会秩序，开展生产运

动．

原自卫队高怀雄部．拒绝起义投诚．流窜于内蒙、榆、神边缘地区，时来骚扰侵害。

lO月，解放军出外执勤战士张栩春等四人被自卫队张世0}残匪枪杀于小坟滩处。

秋，全乡遭旱，冻灾害，粮食作物损失惨重。人民政府拨款放粮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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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金鸡滞乡建中共党小组。

群众积极参加和平签名运动，捐献支援抗美援朝。

1951年，土地改革。11月成立农会，12月大会斗争地，富，

镇压反革命运动，取缔一贯道，道徒自动向政府登记。

组织群众治沙造林。海流滩率先起步。

建起长年互助组7个，临时互助组61个，护林组14个。

同年，春旱，秋涝，水汪成灾。乡政府组织生产自救，安全度过灾荒。

冬季，办冬学1 8处，入学儿童、青年396人。 。

1952年11月，七区三乡(榆树湾乡)召开乡人民代表会。

1953年春，第一次人口普查。

3月，举行普选。召开河东区金鸡滩乡首届乡人民代表大会。

8月，开展贯彻婚姻法，查田定产等项工作。

1954年4月，召开金鸡滩乡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乡长李锦春，副乡长慕应凯．出

县代表马柱才。

秋，连降大雨20多天，除马家伙场外，全乡遭受严重涝灾．

建金鸡滩乡信用站。

1955年春，县委在金鸡滩召开现场会．向全县滩地区推广金鸡滩上排下灌的治滩经
验。

夏、秋，建周纪伙场、柳I-滩等1 1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

兴办牛家梁供销社金鸡滩分销店。

1271，改乡人民政府为乡人民委员会。

1956年3月，全乡建起金鸡滩等14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年底扩大到19个·

6月，乡改属孟家湾(十区)。

秋，召开第三届乡人代会。

秋，马树林出席陕西省水土保持造林护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秋，杨挂英出席陕西省妇女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

秋．雹、雨侵袭，田禾损失严重。

1957年，开展全民整风运动，整党，整团，进行两条道路教育，批判坏分子。

、纪德荣出席全国农林水牧先进代表会，评为一等劳模。

国家计委派人调查总结海流滩村的造林经验。

1958年，榆东渠通水，流经海流滩，薛家庙滩。上河灌区种植水稻．

召开乡第四届人代会。 一

架设有线广播。

自辛备牛滩组建妇女火箭连．大搞农田基建．连长刘文芳出席省表彰会。

划上河、海流滩两乡来属。

纪德荣出席省、全国劳模会。

中央林业部，颁发海流滩“先进造林黟奖旗。

杨增占搞大面积上排下灌试验；开三条干渠，全长7华里，七条支渠，总长12华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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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为水浇地450亩。

．地区在金鸡滩召开现场会。
‘

秋，暴if；『猛袭两小时，淹没农田4000亩，减产七成以上。

1959年2月，马柱才、纪同栋出席省先进生产者代表会。 ．

3月，王生芳出席嵛“三八’’妇女先进代表大会。

金鸡滩被列为榆林地区命名、表彰fI勺1 8个绿化乡之一。

1960年元月，划金鸡滩乡归牛家梁农场管括，撤乡建制，设农场作业站。组建金鸡滩作

业站垲总支委员会。 ．

2月，马柱才，纪圄栋参加全国林业会议。

杨树山(自稽牛滩党支部书记)，出席陕西省五级干部会议。

“三反一运动。查出浪费人民币2315元，粮15万斤，偷分粮19万斤。人币3950元，粮票

I 223斤，布票50丈，贪污款450元。

第二次人口普查。 7

大、小队两级核算。 ，

冬，金鸡滩改为牛家粱农场金鸡滩分场。

分场建医务所。

分场组建民兵营。

． 1 964年，王占林出席省农业群英会。

3月．蒋存奴出席陕西省第一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

春、秋时，全国著铭水稻专家丁颖来乡考察，指导水稻种植，

．1965年3月，马树林、宋焕娃出席两北五省(区)青年造林积极分子f弋表大会。

4月至次年6月大旱，灾情严重，是陕北历史上特大灾年。政府救济稂款。灾年不饥·

5月，分场办兽医站。 ，

春，社教工作组进驻金鸡滩分场。 ．

10月，开辟乡邮路线，定点投送。，

1966年4月，社教处理反革命分子25名，补定了一批地主。富农分子·

1967年眷，“文化大革命”展开，群众分两大派，开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

论净。

秋，。文化大革命刀升级，批斗、游乡、轰闹，打、砸、抢盛i了。两派武斗．死伤致残

者不少．财产、物资损毁巨大。
、

1968年，“造反派，，夺权。党、团组织瘫痪。分场成立拓革命领导小组"。多数干部，

群众避打击和迫害。

1969年元月1日，农场移交县上管理，县委决定将金鸡滩分场改设金鸡滩公社，成立革

命委员会，辖上河、井界、柳卜滩、喇嘛滩、白％宣乍滩、海流滩七个大队。

元月，22名知识青年酋批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春，组建公社基千民兵连。专设公安特派贝<1984年后改设司法助理员)和民政干部．

整顿维护社会治安，调解民1。拜纠纷，办理优}允救济事宜。

兴建金鸡滩中学。公私集资修教窒10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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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月，西北局张考元、荆仁骥、马荣堂，徐德会、方加兰?‘j一20：’i■I?_及家属下放到本社

插队落户。

浙江大学医疗系毕业生李大立．(女) 来金鸡滩医院工作。

1970年6月，省、地、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进ij“两j：二建设"。

建广播放大站，喇叭入户。

增设喇嘛滩供销分销店，各大队设代销点。

12月，公社召开第三届党代大会。

解放军某部拉练到此。

1971年春．袁瓦滩等队遭冰雹袭击成灾，井界大队邋暴雨侵害，全?f：干部和中学生在刘

哲率领下，组织群众开展抗洪救灾，生产自救。

公社召开第一届共青用团代会。

总结推广蒋家伙场翻大粪种青稞获高产经验。平均亩产1．3石，最i岛亩产达1．7石。．

冬，为纪国栋平反，·恢复党籍．

建公社电影放映队。

建公社供销社，兴修社址。

地区卫生局，防疫站在井子湾大队召开地甲病防治现场会。

8月，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1973年春，开始搞农田林网化建设。

县委书记郝延寿在蒋家伙场种试验田，种高产洋芋12亩。平均亩产‘7000斤。

9月。成立公社牧场。

韩碧霞出席省知青先进会。

1974年春，公社党委和牛家梁林场联合组织全社群众在上河南沙开展千人万亩造林大会

战。

榆林县委号召，开展向草傩进军生产建设运动。

王占海出席地区先进教育工作会议。

省教育厅授予康占华“集资办学候范一称号．

金鸡滩，喇嘛滩大队，制定治滩规划。

省，地、县知青办在小坟滩知青林场召开现场会。

1975年春．举办问作套种科技学习班。

5月．喇嘛滩供销社被盗，公社公安特派员协助公安部门及：j r破获。

8月，学习小斩庄，公社举办赛诗会．文艺演出会。
’

县政府、召开机井建设现场会。

公社召开第二届团代会。
’

建社，队林场七个。
。

。

发展55拖拉机一台，手扶拖拉机22台。

建农机修配厂。 ·

冬，组织群众修通从郭家伙场到神木大绿当公路。

1976年．中学设高中班，增修教室。

●



1977年，公{匕中学改称“五七"中学，各大队投资3000余元扩建校舍。

建柳编厂。
⋯

11月，开展“一批两打"运动。

1978年2，I，公社=『{开群英会，dj席会议集体代表35人，先进个人300人．

县路线教-f『]_作队i堡驻公卒t各大队。

落实政策，平J乏冤、假，错棠。

公社丁J开第-『iFj人代会。
’

8月7 F{，4小Ht■如t-,1．，f1『150．2毫米，8000余亩作物受损，减产160万斤。

1979年6，J，至?游多：政策J：作组进驻公社，为受政治处分职1"30人平反，恢复党籍12

人，564、地、fi、，眨节舌?分予摘|}{i。

公社机，妥’、’j怍fi：薯；I?孔，礼堂7问，小会议室3间。

公社彳{开第一j：涉j代会。

公礼召开第三弱刚代会。

筹建公{：}=奶份厂。

秋，大雨f，‘j灾，’!’1食碱产32万斤。

1 980年，公?{：7p．‘：尊网届党代会。

公礼召，F芽六11^、f叫’弋表大会，改公社革委会为“管委会"。

秋，令社进冻灾，{：{失融食7l万斤。

1981年，第i?’：『_．E1吩奄。

奶份厂投j沁，E?：”I。’．DtL霉n会投资五万元，拨汽车一辆。 ，

1982年，把}j．o!：：也刈户，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

．兴t(：：“矧，一-t子”。只：雾、县政府召开现场会，在全县滩地区推广。

县政¨召"㈠：：小康，：j记j?j会议。

’柳卜i{|{：村，j．?。!’o，o一≯f2fJ余只。

1 98。年彳÷，公o’i⋯仑蹦哐．‘：队群众、机关、职1二，学生在南f瓜栽种油松12万株。
洋之!；：li米沟i 0}l|f，．f：增产，县委，县政府召开现场会推广。

召，i：并j i^l；女f l j匕参岁i≤?。

突击计划／j三o，扎{j：：j2例，上环96名，累计手术241例，上环8I 6名。

198 d年6 J J．f{厅#／I．·I；公7f：党代会，改公社为乡，选举产生金鸡滩委员会。

7月，召歹㈡H：¨：7j人K代走大会，成立了金鸡滩乡人民政府。
7月23日，rll央一i：f匕林、ij：局负责人来乡视察治沙造林。

8月，38个”L，．姒jj：?j：一：次也受冻雹袭击。23日下午四时最严最，降雹历时20分钟。小

者似核桃，火．1I，如础：Ii，打死j仁2只，鸡40余只。背风处冰雹堆积达尺许，次日尚未消融。

作物除二}：米、洋j‘：外．，n{矗几衙，损失粮食300余万斤．灾后，组织群众，积极展开生产自

救，未发_／j-j．jj、饿仙jl；。 、

8，J 26 I‘j．0政j—m‘0：乡-T跚5、弓I介业单位负责人，村委会干部39人，到西安、石家

庄、j匕片(、夕七“：．·』l。j／0一、≯≥』，"jfIJ‘1 8天。 ．’

秋，乡政腑与县林业局签订三年造林五万亩承包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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