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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这个村志写得好．祝贺写得成功．对于了

解前代历史，教育后代子孙，都有较大的作用．

沙峁村历史久远，人杰地灵．后枕崇山，

前临窟野。‘左右两旁，．山溪通流，犹如二龙吐

水，象征兴旺发达．

全国解放后．政府领导人民建成第---2惠

渠，沿着窟野河灌灌溉无论天旱雨涝，农业生
产年年丰收，沙峁人民，受益很广．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沙峁村是一九三三

年开辟的，继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土地革

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沙峁村人民群众
为党、为国、为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有的还
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实为后代自豪而又继

志前进的榜样。
‘

当这个村志付印之前，要我写序言，我是
很高兴的．因为她是哺育我成长的家乡，永远

在怀念中， 自然是有着不可言喻的感情．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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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李商隐有两句名言： “沧海明月珠有泪，

兰田日暖玉生烟”．希望我们的后代如沧海明

珠和兰田生烟的美玉一样，世世代代绵延发展

成长，为建设祖国贡献出自己应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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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理环境

第一节 地理环境

沙峁村，因地形而名，清初建村，民国设

镇．地处神木县南四十五公里窟野河下游东岸。

村南有东西走向的边家沟与杨家渠和王仓塔地

土相连．村北也有东西走向的大石头沟和韩家

沟，在两沟交并处以石虎嫣与石角塔紧邻，相

距不足一公里。村东紧依马坪包土山，修窑筑

街，面南背北．村西即窟野河，与清水坪沟南

刘姓老村刘家坡隔河相望，声息与闻。村中地

势东高西低，南北窄长。清代至民国，逐渐形

成一条东西短而南北长的丁字街面．全村一百

二十五户，六百余人，刘姓为多，也有张、王、

李诸姓，均为汉族．

第二节 自然资源

一、土地资源

沙峁村海拔高度为79 3米至1 044．8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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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面积1 271 6亩。其中农耕地占I 652亩(内

有川水地409亩，旱坝地88。8亩，旱坡地1051。9

亩，旱坡抓地1 02．6亩)，林地7 30．1亩(内有

成片林45亩，柠条林1 60亩，乔灌混交林32 5．1

亩，稀疏乔木林200亩)，草地2319．9亩(内有

天然草场2 1 69．4亩，苜蓿22．5亩．疏林草地
l 28亩)，村庄占地1 57亩，农村道路170亩，

水域用地71 4．6亩(内有河流占地362．6亩，水

渠占地352亩)，岩石砾地66 39．8亩(内有石

崖1 800亩，石坡206 3．9亩，土石坡2775．9亩)，

未利用地33 3亩(内有干沟床200亩，荒坡地
l 33亩)．

二、．地面水资源

(一)窟野河

窟野河系沙峁村的过境河流，境内流程五

百余米。最大流量1 3800m3／秒(1 976#-8月2

日)，最小流量为0(1 975年7月l 7日和197 6年

6月1 5日)，平均流量是33．09 m3／秒。由于

河低地高，且枯洪期水流量变幅大，所以。解

放以前沙峁村对窟野河水的利用率极低。清道



光以后，官府允许种大烟，因为鸦片宜于水地

生长且获利甚大，沙峁村一些富户人家开始在

川塌滩畔修井引灌或车吊浇田，．但大多浇地有

限，费时费力，每遇洪水暴发，常常冲走人畜，

摧毁田园，沿河人民，苦不堪言。只是解放以

后．二云开通，才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沙峁

村人民引水灌田，连年增产，窟野河由患化利，
造福人民。

其次，沙峁村及沿川地带历来缺柴少炭，

燃料困难，而窟野河每到汛期，却从上游冲来
大量柴炭，这实在是沿川人民得天独厚的自然

资源。所以这里的群众自古以来，就有在窟野

河上捞炭的习惯。’每当洪水将至，全村老少，

一齐出动，场面十分壮观。男人赤身裸体，下

水打捞。女人毫不回避，鼽盈转运。劳力强、
人手多的人家，往往一次可打捞上万斤，解决

全年燃火用炭，有的还将多余的部分换粮换物。

另外，冬季结冰之后，窟野河又变成了当地群

众的运煤专线，他们利用自制的拖子，穿着特

制的冰爪鞋，到神木城西沟煤窑拉炭，省力省

时，运载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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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二)小河岔口

小河岔口位于沙峁村北，从东向西，是由

韩家沟和大石头沟两条支沟汇集而成的季节性

水沟．全长十余里，至沙峁村入窟野河．此沟

水流不大，遇旱干涸。过去只在沟两侧有些零

星台田、水地，大不足亩．汲水而灌．解放后，

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沙峁村人民在此沟钻洞引

水，淤地打坝，修成坝地五十余亩．

(三)边家沟

边家沟在沙峁村南，与小河岔口同向对称

流入窟野河。此沟也是季节性水渠，起水场家

塔．全长十余里，水流不大，遇旱枯涸．过去

只能汲灌一些零星水地．合作化后，沙峁群众

依靠集体的力量，已在沟内修成坝地!删十余亩。

三、雨量气温

沙峁村年平均降雨量力4 39．8毫米． 年平

均气温在9．8。C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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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建置沿革

第一节历史建置

沙峁村在明代末年，还是属于刘姓所有的

·片桑、麻、枣、柳混植的丘陵地段，景象荒

野，炊烟未燃．清朝顺治年间．刘姓老村刘家

坡第六代国字辈的刘国绪、刘国安等弟兄子侄．

为就便垦耕，以免涉水渡河之劳，始移家河东，

在沙峁修屋定居，渐成村落．按明制入编长乐

里三都三甲． 。

民国十五年(19 26)，全县分东、南、西

路编十三保镇，沙峁属东路第三保镇．

民国十八年(1 929)秋．沙峁设。神木县
第三区公所”，领属周围四乡一百二十余村，

并改称沙峁村为沙峁镇．
1 934年6月，沙峁村属神府第一区(即王

仓塔区)．
1 942年，沙峁村随神府县归属的变更，由

晋绥边区代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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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49年5月，神府县县委、县政府机关由

贺家川迁驻高家堡，王仓塔区交属神木县，沙

峁村也随同区划，归属神木县管辖．

第二节 当代建置

t 950年。沙峁村属王仓塔区为沙峁乡政府

驻地。一 ，

1 953年，沙峁重新设区，沙峁村为第二区

区政府所在地。
1 955年，沙峁由原来的行政村改为农业生

产合作社．
19 56年，沙峁区撤销，沙峁乡并入贺家川

区，乡政府驻地仍在沙峁。

1958年，神木府谷两县合并，沙峁村仍为

沙峁乡的乡政府驻地。
’

。

1958年底，沙峁乡改为沙峁人民公社，公

社下设管区，沙峁及附近沿川十数村合为一个

管区。
1 96 1年秋，神木府谷两县分设，沙峁村为

神木县沙峁人民公社的一个大队，下辖三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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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1 984年，人民公社改为乡(镇)人民政府，

沙峁公社改为沙峁乡，沙峁村为沙峁乡的一个

行政村．
‘

从l 936年到l 986年的五十年内，先后任过

村政权负责人的有：刘永昌、刘荣龄、刘锦孝、

刘长哲、刘长煜、张成荣、刘长裕、刘长利、

刘长美、刘长宽、刘长林、刘长谋、刘长欣、

刘玉璋、刘玉信、刘玉南、刘玉奇、李大锁、

张者全、刘付全、刘青田、刘玉会、刘玉忠、

刘亮忠、刘文考、王河等二十六人．

第三章 农业生产．

第一节 历史农业

沙峁村在清顺治之前，只有一些零星垦植

地块。随着老村刘家坡住户的东移，渐成村落，

才有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由于生产方式

落后．生产工具简陋，土地贫瘠，作业粗放，

产量极低。农民生活，十分贫困。到清末民初．

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促使沙峁村的耕地逐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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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少数富户手中，有近一半的贫苦农民靠租

田种地维持生计．加之频繁的自然灾害，无尽

的苛捐杂税。长期的战乱兵祸，迫使广大劳动

人民长期处于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悲惨境地．

每遇荒年则饥民遍地。民国十八年(1 92 9)，

陕北大灾，沙峁农田全部旱死．老百姓吞糠咽

菜且不能自顾，饥病而死者达二十余人．

1936年，沙峁解放，立即着手土地改革，

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实现了农民几千年来

所盼望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人均分地三

亩。翻身解放的喜悦，极大地调动了沙峁人民

的生产积极性。当年秋收，禾谷登场，喜获丰

收，多数人家已能生活自足．

抗战开始以后，国共合作．神府老区的和

平环境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时机。在边

区范围内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使沙

峁村的男女老少行动起来，广开荒地．多种棉

麻，多打粮食，不仅地方群众实现了丰衣足食，

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抗战．
1 947年，神府老区遭受特大旱灾．晚秋作

物又遭霜杀早冻，粮食作物受灾减产十之六、



七．是年秋后开始的二次土改，又发生了严重

的“左”的错误．天灾人祸，致使沙峁村在第

二年的春荒中灾重粮空，饥民甚多，尽管政府

拨出大量救灾粮款，沙峁村病饿而死者竟达九
人。 ．

·

第二节 当代农业

全国解放以后，沙峁村的农业生产进入了

⋯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农林牧各业协调发展，
‘粮食产量逐年提高。19 53年，全村组织起生产

互助组三个．粮食增产，畜牧发展，农业生产
有了明显的改观．1 955年，互助组转为初级农

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入股，劳力入社，按照农

业发展纲要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布置任

务，安排生产，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I 956年，组建高级农业合作社，土地集体所有，

牲畜作价入社，集体生产，按劳分红，小农经

济转化为集体所有制经济．沙峁高级社充分发

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

狠下功夫，取得了粮食连年增产、畜牧事业不

断发展的大好形势．1 958年至1 96 1年，三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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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时期，脱离实际，急躁冒进，搞穷过渡．

刮浮夸风，队干变动频繁，严重挫伤了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到1963年，全村粮食总产仅为跃
进前的40％，牲畜下降了一半，供应粮增加了
两倍。到1964年以后，这里的农业生产才逐渐

恢复了元气．文化大革命期I；q，沙峁村不少农
民脱离生产闹革命，田地荒芜，粮食减产，绝

大部分农民靠吃返销粮过日子． 从1970年到
1 976年，连续七年，大队领导带头．率领全村

社员苦干实干，兴修水利，科学种田，总产达
到二十一万斤，大畜增到三十余只(头)，羊

子存栏八百余只，创历史最高水平。农业机具
也大量增加，全队买回手扶拖拉机三台，柴油

机七台，电动机四台，碾米机、粉碎机、铡草
机各一台。全村四分之一的农耕地变成水地和

水漫地，实现了旱涝保收，自足有余。1 976年，

粮食总产达到二十五万余斤，上交公购粮三万
多斤，甩掉了吃供应粮的帽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落实农村各项

政策，普遍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解

放生产力。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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