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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园沟是神木南部的一个大村庄。这里土地肥

沃，物产丰富，是1934年就建立革命政权的老区。村

人世代勤于耕作，淳朴厚道，相互礼让， “七姓”团

结。在革命战争年代，这里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出生人死，前赴后继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同

时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为了保护红军，十八位英烈

宁死不屈，一个个倒在敌人的铡刀下，鲜血染红了大

地。全国解放后，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本村山川

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生产条件有了根本改善；同时

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也有了很大提高。为了总结

历史，启迪后人，传承文明，继往开来，特编写《菜

园沟村志》。

“村志”是～部“七姓”家族的发展史，也是一

部村人祖祖辈辈的生存抗争史。“村志”记述了“七

姓”家族的形成、繁衍和发展的关系，同时也记述了

不同时期各类人物的简志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全

村发生、变迁的大事。 “村志”的出版，便于今人和

后人了解过去，继承和发扬前辈的传统美德，从而激

励自己，奋发向上。
‘

菜园沟村原来有一部完整的家谱，可惜在战乱时

代散失了，这就给续写家族史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现

在只能按各家各户自排的宗辈续起。为了编写好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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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刘振英、刘尚明、刘忠奎、郭晋考等人多方面收

集资料，逐户登记、走访座谈、精心编写。这种奉献

精神，受到了村人的尊敬和大力支持。随着时代的推

移， “村志”将成为我们“七姓”家族的一份珍贵史

料，也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我出生在这块土地上，是喝这里的水，吃这里粮

长大的，是从这里走出山沟、踏上革命道路的。因此

我对菜园沟有着难以割舍的情份。这里的一山一水、

一草一木及各位父老乡亲我都感到格外亲切。由于这

种特殊的感情，自然我对村里的经济、教育和文化建

设特别予以关注，不论在工作岗位上，还是离休后，

总是想方设法、争取项目、筹集资金，先后帮助村里

修通公路、兴建学校、架设农电线路、挖掘水井、打

坝淤地、发展水利、搞人畜饮水工程、购置秧歌服装

道具⋯⋯做了一些我份内应做的事，也是对故土和父

老乡亲养育之恩的回报。随着历史的发展，上述基础

设施的生命力会显得更为强大，像山坡上生长的春

苗，秋后一定会结出金黄的颗粒。

我衷心希望菜园沟“七姓”村民团结一致，同心

同德，爱国爱家，与时俱进，发奋图强，全面建设小

康村庄，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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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建设大事记●

发展建设大事记

约400年前(明朝中后期)，刘姓人由刘家坝移居

村内；郭姓老祖栖居今沙坪梁。本村出现可考的最早

的居民。

约380年前(明朝后期)，杨姓人由山西兴县杨家

坡移居村内。

约200年前(清中后期)，黄姓人由黄家嫣移居村

内。

约70年前(公元l 930年前后)，闰、尚、王姓人

分别由闫家堡、尚家塌和寨子沟移居村内。

1933年，村内先后创建了党支部、赤卫队。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国民党实行联保制，全

县划分为34个联保，菜园沟属其中之一。

1934年8月2日．村地下党和赤卫队在广教寺设伏，

夺了国民党驻神木五一四团从太原购置的军需物资，

并缴获了押运兵的枪支。

8日，军民挫败了敌人的报复行动。

14日，穷凶极恶的敌人制造了“菜园沟血案”，残

杀我村民18人。

1936年，菜园沟小学成立o

1942年，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八路军一二O师卫生

三所(第四军医大学前身)、被服厂、晋绥公安总局

后方监狱等机关先后设置村内o l 944年后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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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刘立玉、刘立业被授予“劳动英雄”称

号，刘子英被授予“纺织少年模范”，都出席了晋绥

边区在王家庄召开的“群英大会”，并受奖励。

1950年，菜园沟乡(三乡)成立，为王桑塔(一

区)所辖。

1951年，菜园沟分销店成立。

1953年，十户村民组建第一个农业生产社。刘成

生任村党支部书记。

1956年，流域治理第一座坝——梨树塔坝建成。

1957年，在每月逢八赶集的基础上，加立逢三集。

自此，隔五天有一集。

1958年，菜园沟医院成立。院长黄清祥。

9月，区划调整，改菜园沟乡为人民公社。管辖范

围有所扩大。

12月，撤销菜园沟人民公社建制，归马镇人民公

社管辖。

同年，农业社改为生产大队。首任大队长刘俊仁o

1959年夏，山洪暴发，淹没前沟多户人家。

1961年6月，恢复菜园沟人民公社建制，隶属神木

县委领导，下辖3卟生产大队。
1961年7月，刘润生考人延安大学，成为村里第一

个大学生。

1962年夏，再次发生洪灾。

1965年，国防线路通过村内，村里随及建成中国

人民解放军哨所一个。长驻通讯兵三五人，维护线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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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建设大事记●

路。1989年撤。

1 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村组织机构名存实

亡。刘镇达任文革组长。

1966年9月，撤销人民公社建制，其辖区由沙峁、

马镇公社瓜分。 ．

1968年，神盘简易公路绕山梁通过。

同年，韩绞清(刘富拴妻)积极响应计划生育政

策，主动到贺家川医院做了绝育手术。成为我村实施

女扎手术第一人。

同年，菜园沟学校由五年制小学改为七年制中

学。

1970年，有线广播开通。成为村民准时下地开展

农田基建的号角。

1974年，本村第一个赤脚医生刘底亮开始为村民

行医治病。

1975年夏，郭青义在修筑西座沟大坝时不幸牺

牲，年仅l 5周岁。村里在老爷庙院为他召开了隆重

的追悼大会。

1976年夏，神木县公安局在菜园沟召开了近万人

的“公捕大会”，会上共逮捕了八名嫌犯，本村民占

了六人。主要是因赌博而犯罪。

1977年，农电线路通过村西山梁。

1981年，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开始。

1983年夏，再次发生洪灾。

1984年，菜园沟七年制中学改为菜园沟完小(六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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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制)。

l 985年，农电线路架进村里，村民从此结束了

“点灯用油”的历史，并基本告别了用人、畜力进

行米面加工的艰难岁月。

1988年，寨子梁到村公路通车。

同年，村民王秀南买回第一辆汽车，搞起个体运

输。

1991年，村民刘尚南家买回第一台电视，村民从

此开始通过电视了解外面的世界。

1992年，在郭振荣努力下，从烽子梁经郭家坡的

到村公路贯通。

1993年，新学校一期工程开始。次年，搬到新址。

1995年，郭振荣带领县有线电视台工作人员为村

里安装一台卫星电视地面接收仪。自此，有线电视节

目信号覆盖全村。

1996年，王秀南家安装上本村第一部有线电话。

1999年，国家实行“退耕还林”政策，村民积极

响应。

2000年，新学校二期工程完工。至此，新学校全

部竣工。

同年，神盘二级公路贯通。

同年，完成了佛祖庙第一期工程，构筑了河槽护’

堤，翻修了厦院顶部等。

同年，村里展开大规模的填沟、伐树、挖井、修

路，村容村貌空前改观，穿村公路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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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春节，神木县委书记万恒慕名亲临村内，

现场观看秧歌演出，与民同乐，并给秧歌队奖励人民

币两千元。

2003年。全村人畜饮上自来水。

同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信号接收塔建成。村

内可以用上无线电话。

2004年5月(农历四月十二)，佛祖庙第二期工程

竣工，举行了隆重的佛祖开光盛典。

8月，《菜园沟村志》付梓。

一5一



第一章地理物产●

第一章 地理物产

第一节地貌概况

菜园沟位于东经1100 48’至东经1 100 50’，北

纬380 32’至38。35’。在神木县南部偏东方向，窟

野河之东、黄河之西约l哙里处，距县城四十七公
里。四界是：北至张神母沟南沿，南至大嫣北侧，西

至沙坪梁，东至西座沟。面积约九平方公里。

菜园沟地貌奇特，有十九沟(渠)、十四梁、七峁、

一山。

十九沟：华龙沟、沙塔沟、方圆沟、崖窑沟、打

虎沟、井沟渠、柳家沟、店沟、不浪沟、果树沟、养

麦沟、炉子沟、北臣沟、寨子沟、园子沟、羊道沟、

屈家沟、西座沟、张神母沟。

十四梁：烽子梁、马子梁、羊子梁、沙坪梁、大

沙梁、鼓楼梁、尚窠梁、黄沙梁、炉子梁、呼章梁、

尚家梁、大炮梁、寨子梁、老榆梁。

七峁：桑蒿峁、宋家峁、阳蒿峁、暮峁、郭家峁、

老狗家峁、龙爪峁。

一山：柱天山。

地处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交界边缘，属显著的

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周边沟壑起伏，重梁叠峁；

由于村子座落沟里，形成沟渠纵横交错、水源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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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浅的显著地理特征。自然环境时而温婉妩媚，时而

桀骜不驯：每当夏季，不少沟里都涌有泪泪清泉，涓

涓细流在主沟汇聚成潺潺小溪。小溪清澈见底，活蹦

乱跳，沟两岸绿柳成荫，凉风习习。走在蜿蜒曲折的

沟里，颇有“山重水复”、 “柳暗花明”的味道。充

足的水源使菜园沟成了“山上”(相对于西川、东川

村庄而言)少有的好地方。而每当雨季，山洪暴发，

猛浪若奔，肆意践踏，破坏性极强。1959年、1 962年

和1 983年三次大洪水，就曾使刘老三、刘尚民、刘富

成、刘忠甫、刘达狗、刘秋堂、刘镇达、刘双怀和刘

清怀九户人家遭受水患。近二十年来，随着全球自然

环境的日益恶化，村里的自然境况亦与日递减。从色

彩言，植被稀少，满目灰黄。从形态言，无节制的拓

荒、放牧和积年的山洪冲刷，使得水土流失相当严

重，沟越来越深长，地越来越不平，路越来越难行。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地无三尺平，出门就爬

坡，是对我村自然状况的准确概括。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特别是近几年以来，经过几

代人的因地制宜，努力奋斗，加上退耕还林等政策的

实施，村里的自然面貌有了一定的改观。详见《第五

章·基本建设》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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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物产资源

农作物类：谷物有谷子、糜子、黍子、玉米、养

麦、高梁、小麦等。其中高梁近年已经很少种植，二

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小麦(春麦)种植面积也较为可

观，自从取消粮食供应制，实行市场经济后，小麦种

植始绝迹。

豆类有黑豆、绿豆、豇豆、扁豆、小豆、豌豆

等。豆类几乎全部出售，作为农家主要经济收人的

一重要来源。

菜蔬类有马铃薯、蔓菁、苴莲、胡萝卜、地瓜、

茄子、西红柿、辣椒、黄瓜、窝瓜、豆角、白菜、包

菜、菠菜等。

油料类有葵花、芝麻、胡麻、蓖麻、黄芥、花生

等。其中花生种植较前有所减少。

林木业类：用材林木有柳树、杨树、梧桐树、槐

树、榆树等。其中柳树占绝大多数。主要分布在一些

沟沟岔岔尤其是主沟及两侧。2000年，村里填沟平地

时，大多数柳树都被砍伐。

经济林有枣树、杏树、苹果树、梨树、桃树等。

零零星星，分布不均。

薪炭林木主要以柠条为主。多见于坟茔地头。

畜牧业类：家禽以养鸡为主。家畜主要以养猪、

羊、牛为主。在交通不发达的时候，还养驴，用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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