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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这是一部翔实记载一乡(社)历史变迁，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

来盛衰发展基础资料的基层志书．

它虽有不足，亦有失调。但它用统计手段反映了该地新中国成

立初的情况，记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4 0年艰苦奋斗

的历程一一战胜穷困、互助合作、壮大集体经济、实行承包经营等道

路上，不仅有人与天、人与大自然的长期斗争，也有先进与落后、

文明与愚昧、变革与守旧，公心与私欲的斗争，特别是科技进步过

程中，观望、等待⋯⋯直到一些思想解放者捷走先登，取得显著成

果与效益，于是纷纷效仿。志书不是记实文学，无法描写4 0年历

程的辛酸、痛苦、幸福、欢乐⋯⋯但，数字是最能教育和说服人

的。本书最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他提供了便于人们研究一个共产

党基层政权建置以来的系统资料，这就不难从中寻得起伏曲折规

律．

农业合作化是社会主义中国历史上不平常的一段历程，他的意

义、作用、功过如何，尚待评价．本书历史地保存了这一段的珍贵

经济资料．为研究农业合作化问题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史料．但因一

些数字资料的保存缺乏连续性，以致统计表中缺档，实为憾事．

编辑这样的乡志，作者是第一次，可以说是尝试。志书功在资

料，利在实用．故而本书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工具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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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窑头是阳高县比较富裕的地区，特别是农业生产责任制以

后，乡党委、乡政府大胆改革，开拓进取，积极开发，科技致富，

使生产水平有了明显提高。通过4 0年的回顾总结，从本乡今昔对

比的巨大变化中，给人以启示一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

新科技就没有高水平。

让我们利用历史资料作借鉴，深化认识，深化改革，把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把祖国的乡乡村村、山山水水搞得更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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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说 明

一、本志以反映新中国成就为目的，旨在给今人、后人留下一

部可供人们思索的资料。由于历史上的落后、穷困、愚味，乡村无

法保存史料，只能追忆，但那毕竟是事实，无可否认。

二、新中国以来的叙述本应详尽，但作为一部全面反映一地经

济发展的资料工具书来说，泛泛而谈难尽其意，也不可能逐年去

说。为给研究者留下依据，本志用了大量的统计表，虽犯志体之

嫌，却有使用价值。

三、志本百科之集成，然而有些内容与全县大致相同，为避免

重复之劳，这里从略。即如风俗民情，本乡与阳高北部无多少差

异，故不赘述。

四、一地之志应包罗万象。但因资料甚缺，亦因诸事无入志之

必要，故而简略。此志为初创，实难周金，有待当地之贤士续而善

之。

五、为求叙事完整，统计资料均作附录。因资料保存的关系，

不少年份的数字查找不到，只好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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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编

第一章 地 理

第一节 位置四至

朱家窑头乡位于阳高县南偏西l 5度。东径1 1 3。3 8’～

l l 3。4 7’，北纬4 0。0 9’～4 0。l l 7。距县城2 2．5公里。

东与张官屯乡、下深井乡相邻，南、西南与大同县以山丘为界，西

去大同聚乐堡，北接本县王宫屯。西侧有京包铁路、张同公路并行

而过。

第二节 面积人口

本乡总面积9 3．9平方公里。1 9 8 8年总户数2 4 9 3户，

其中非农户l 9户。总人口l 0 1 l 8人，其中男5 3 7 7人，女

4 7 4 1人，非农业人口1 2 7人。人口自然增长率6．4 4‰。

附：近l 0年人口情况表(表l见下页)

全乡各村几个年份人口表(表2见3页)

第三节 地质地貌

朱家窑头乡古为“大同湖”水域。由于新构造运动的继承性活

动，地壳整体抬高，封闭式山口裂开，湖水退出，而且中部加速隆

It



近1 0年人口情况表
(表1)

在总人 自然 迁入 迁出

总户数 总人口 口中： 出 生 死 亡 增长
非农业
人口 率(‰) 人数 人数

合计 其中 出 生 死 亡
非农户

合计 男 女 人数 人数率(‰) 数(‰)

1979 2371 9706 5099 4607 101 167 17．41 66 6．80 10．61 1 41 284

1980 2447 9800 5212 4588 143 179 1 8．3 56 5．7 】2．6 199 228

1981 2487 9891． 5237 4654 149 198 20．0 60 6．1 13．9 229 276

】98 2 2524 10065 5300 47 15 147 160 16．0 54 5．4 10．6 238 170

1983 2477 10012 5277 4735 138 140 66 7．3 69 193

l 98 4 2477 9960 5259 4701 133 113 1】．32 55 5．51 5．81 131 241

1 985 2502 997 4 5266 4708 13 1 143 14．35 58 5．82 8．54 84 155

1986 2467 7 10010 5299 4711 124 152 15．21 73 7．31 9．90 79 122

1987 2461 7 10078 5343 4 7，35 12l 152 15．23 57 5．67 9．56 126 153

1988 2493 19 10118 5377 4741 127 128 12．68 63 6．24 6．44 119 145

起，形成了山丘，丘下是沉积型新生代断陷式盆地。这种地形大约

形成于中世纪晚期。那时，整个山西拱曲上升，使老的断裂重新活

动。并且在大拱曲轴部派生张应力，造成一系列正断层?形成大断

裂谷地。它们所夹的地块相对隆起，成为浑园状山丘。这种岩层褶

皱构造是燕山运动的产物。

据地质部门对东常安堡、西常安堡的钻探调查，当地下更新统

分布广泛，山前地带黄土层下均为砂砾石，粗粒面相当厚，且丘陵

及倾斜平原冲沟均被切割出露。砂砾石层厚几十米。上面覆盖的淡

红色亚粘土，夹少量钙质结核，为中更新统。

据此，这里的地质形成于第四系。

本乡西南进入聚乐镇(大同县)境内，即丘陵西南侧有火山喷

溢的火成岩锥，已属休眠火山口。正是由于这些运动，导致了这里
。幺



1978 1982 1986 】988

户 数 人 口 户 数 人 口 户 数 人 口 户 数 人 口

合 计 2369 9605 2506 9888 246 0 9920 2465 9972

半 坡 1 90 656 190 690 160 690 166 694

东常安堡 336 1517 365 1549 365 1606 365 1616

西常安堡 133 542 143 564 154 586 153 593

上 泉 1 7r1 620 1 86 658 l 7，2 652 166 668

钱家堡 125 446 133 446 123 458 126 455

阎家台 44 181 51 198 62 223 62 228

随士营 224 841 220 832 21 5 763 215 756

河儿屯 1 14 525 121 549 125 557 125 567

马官屯 235 949 250 1037 26l 1072 269 10 7，7，

高墙框 81 325 77 328 75 306 74 305

鹅峰涧 7，4 320 76 321 8．0 314 80 315

正峰涧 125 537 131 554 130 557 130 561

东李家皂 1 64 691 170 665 162 635 160 62l

西李家皂 52 225 57 212 54 189 54 】98

两家营 76 333 84 329 82 334 85 343

朱家窑头 165 616 180 674 163 682 165 682

柳 沟 7，1 281 72 282 77 296 70 294

的复杂地形一一南部丘陵起伏，沟壑纵横，支离破碎；丘陵北侧为

河谷地和平川；沿河谷畔为沼泽碱滩。

第四节 地形分布

本乡总土地1 2 6 8 1 8亩。其中丘陵76 97 2亩，占6 0．7％，



在南部的正峰涧、鹅峰涧、东李家皂、西李家皂、两家营、高墙框

金属丘陵地；半坡、东常安堡、西常安堡、朱家窑头、柳沟、随士营

属半坡半川，村庄恰在丘陵脚下；钱家堡、上泉、阎家台在西部平

川上；马官屯、河儿屯属半川半滩；东常安堡亦有部分滩地。其余

为平川。整体地形南部高，东北低，故白登河二源头从这里溢出，

东北流去，汇入主河道。

第五节 山水滩泽

本乡南部丘陵最高海拔I 3 7 I米，丘峰至高点即是与大同县

的分水岭。正峰涧南面的丘峰海拔1 2 7 0米。此外，还有大小

l 0多个丘峰。

丘陵上因山水冲涮，形成无数条沟涧，最大的两条：一条是从

鹅峰涧村东北侧起，东北逐渐加深加宽，至柳沟北去；一条是从正

峰涧西的群峰小沟相聚，北去两家营。这两条深涧汇于朱家窑头村

南，沿村西折向东去，形成白登河的一条发源支流．因涧长、 涧

深。承压自流水沿两侧涌出，常年有清水。北部平川，西起马官

屯，汇集随士营以西，阎家台以西洪积扇冲沟的大小沟壑，沿河儿

屯北，向东北去，形成白登河另一发源支流。二支流为该河主要清

水流。二源在东常安堡北汇合通过。其地海拔l 0 6 0米左右，为

本境最低处，河西侧地下水位高，形成沼泽地，与阳高滩相连。滩

地面积万亩多，因矿化度较低，故滩区除部分可耕种外，其余均适

宜杨、柳树生长发育，成为茂密的林区。



第二章 气 候

本乡分两个气候区域，即丘陵区和平川区，平川区气候与阳高

盆地大致相同，年平均气温7． 1。 C，降雨量正常年4 l 0一一

4 3 0毫米，无霜期1 2 5一～l 3 0天。由于冬春多刮西北风，

所以这里风沙大，沿采凉山头没入的大风，直扑阎家台、钱家堡、

顺势侵入中部，随受东西横亘的丘陵阻塞，风势减弱。受这一气候

条件的影响，西部多沙地、沙河道；受这一气候条件的影响，这里

夏季多冰雹危害。

丘陵区较之川下，雨量、气温均偏低，无霜期稍短。但比丘陵

南气候条件要好得多。

第一节气温积温

本乡平川滩区年平均气温7．1。C，一月份平均气温一1 0。C，

七月份平均气温2 7 。C，平均日较差l 2．6 。Co丘陵区年平

均气温6。C，一月份平均气温～1 0。C，七月份平均气温2 5。Co

日照充足，年积温l 5 0多日，2 6 0 0一一2 9 0 0。Co

平川较高，适宜中、晚熟作物品种。丘陵稍低，适宜谷、黍、山药

生长。平川区无霜期较长，丘陵区约1 l 0天左右。

第二节 降水蒸发

本乡平川区降水量年平均4 l 0一一4 30毫米，丘陵区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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