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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昂首阔步跨入 21 世纪之际，{马楼村志》付梓

问世了 。 这一重大的文化工程，是马楼村历史上的一件

大事，也是马楼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可喜可贺!

马楼村有数百年的建村史，解放前的马楼，兵焚交

加、黄患频仍、土地凸凹、碱滩连片、煌洪肆芜、灾荒连年，

致使民生凋敝、生灵涂炭 。 勤劳勇敢的先辈们曾不断地

抗争，却改变不了悲惨的命运 ;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马楼村民群策群力、励精图治 ，使这块土地沧桑

巨变，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村

干群更新观念、开拓创新，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先后成为

"亿元村"、"徐州工业百强村"、徐州市"小康示范村" 。

现在的马楼，村容整洁、道路硬化、农田成方、林茂粮丰、

瓜果飘香，全村党风正、民风淳，人民生活在欢乐祥和的

环境中，成为铜山大地上的一颗璀碟明珠。

盛世修志，可起到"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为弘扬

马楼村历史光点，凝聚人气，彰往昭来，村决定编篡《马楼

村志》 。

《马楼村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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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略古详

今，立足当代，以浓缩洗练之笔，择精选要，纵书数百年的

璀喋历史，横记百业俱兴的光辉业绩。可谓马楼村的一

部"百科全书"为村民察古通今、了解村情提供历史借鉴

和详实资料，也是向侨居外地的乡亲和各界朋友提供了

解家乡、熟悉马楼、增进亲情和友谊，加强交流和合作的

窗口及渠道。

《马楼村志》的编写，从 1999 年 10 月始，在短短的二

年中，编辑人员博览典籍、广集资料、谋划布局、挑灯加

班、笔耕不辍，并荣幸地得到国家国史学会副秘书长李永

田教授的指导和支持，~铜山日报》社张震峰、徐心光，铜

山县政协董尧等同志鼎立相助，~马楼村志》是全体干群

通力合作的产物，是各级领导、学者、专家支持的结果，也

是编辑人员心血汗水的结晶 O

"往事越千年"马楼人贫穷依旧，建国仅 50 年就取

得骄人的业绩，而今，跨入了 21 世纪信息时代，展望未

来，既感到任重道远又信心百倍，让我们承前启 后 、披荆

斩棘，在时代的大潮中，搏击风浪、扬帆远航。 我们坚信，

一个现代化的新马楼将很快屹立在铜山大地上 。

铜山县柳新镇镇长张 毅

中共马楼村总支书记 张光浩

马楼村民委员会主任 陈正文



凡例

凡例

一、本志编篡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

地记述全村的自然、社会、历史及现状 。 力求做到思想

性、知识性、资料性相统一 。

二、本志的记述时间，上限为 1630 年 ， 下限至 1999 年

12 月 。 大事记及荣誉录则止于 2000 年底 。 为了保持事

件的完整性，有关章节，上限适当追湖 。

三 、本志略古详今，立足当代，贯通古今，以时为经，

以事为纬，横排门类，纵写史实 。 按章节排列，首冠概述，

次设大事记，有些重大事件不设专述，可散见于大事记及

有关章节 。

四、本志一律使用语体文，体裁采用述、记、志、传、

图、表、录并用，以志为主体，图表插附于记述中，专述附

录安排在有关章节之后，共性章节附录则排在志后 。 原

文中说错处，编辑时予以更正 。

五 、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对为革命做出贡献或影

响较大的村籍过世者立传，在世者作简介。 简介限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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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以上。

六、时间表述，民国前朝代用汉字纪年，并加注公元

纪年。 从民国始一律用公元纪年。 采用阿拉伯数字 o

七、志中的政区、地名、人物取称，均以当时称呼记

载 。 "解放"系指 1948 年 10 月底"建国刊系指 1949 年 10

月 1 日 。

八、本志资料来源:村及有关单位档案 ; 县、乡志，族

谱;在世老同志、老党员及部分群众 ;会计服务站、工办室

年报。 各种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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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概述

马楼村地处徐州市北郊，距中外闻名的丸里山古战场 6 公里，

往北 5 公里即为微山湖畔。 整个行政村由黄屯、司楼、马楼三个自

然村组成。 总面积 2.5 平方公里，村民全系汉族， 1999 年底共有

2285 人 。

相传宋朝之前这里名叫黄集，是一个集市。黄河决口淹没淤

积了这片土地。 近几十年来出土大量的土陶器，发现染坊遗迹、遗

址，并在马楼发现井下井的奇观。 元末明初，马姓人家迁来建村，

马楼原隶属孙庄寨 。 民国后为柳新区均安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先后隶属孙庄乡、陈塘乡、柳新乡 。 合作化后以社代村，被

划为光明社第一、第二大队，后改为 1 - 5 五个生产队。 公社化后

光明社改为杜楼大队。 1966 年三个自然村组成向阳大队。 人民

公社取消后改为马楼村，设有 5 个村民小组。

马楼村域为黄泛冲积平原，南北边境分别有老牛河、调城河从

西向东流去。 除低洼处有少量淤土和两合土外，全村大都为碱沙

土。 土表原貌凹凸不平 ，碱重地薄， 70 年代改造成为大不平小平

的水浇田，适宜种麦、稻、豆、薯、杂粮、棉花 、瓜菜等作物。

马楼村地处北纬 34 09' ， 东经 117 0 11' ，属暖温带湿润和半湿润

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冬夏气温差异较大 ，夏季降水多，其它三季

较少。 建国前属自然灾害多发地区;建国后随着经济发展，抵御自

然灾害能力有所增强，自然灾害发生频率降低，量级减轻。

马楼村过去种植农作物有麦类、豆类、花生、棉花、山芋 、杂粮

等。 旱改水后， 以麦、稻 、棉三大作物为主。 蔬菜以旱作大路菜为

主，韭黄和黄花菜是马楼的特产，有二百多年栽培历史，产品曾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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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天津、南京等地。 村民有饲养畜禽的传统，当前趋向专业户发

展。近年来利用有限水面，发展了水产业。 回头地边多栽祀柳，村

西部和南部地下有煤田 。 地下水资源较为丰富。

马楼原是交通要道。 村东边是微山湖畔去徐州的宫道。 村内

原有一条东南西北向、从鲁西南去徐州的古道，直到抗日战争时才

中断。 1999 年柳新至徐州有一条水泥路穿村而过，公交车班次增

多，外出便利 。 村内道路进行了改造，水泥路直通到户 。

马楼村内原有两座寺庙。 村东俗称老庙于抗日战争前毁掉;

村东庙的后楼于 1956 年扒掉，现尚存观音庵，为清康熙三十年所

建，至今保存完好;庙院内有三间罗祖殿，系理发业同仁捐资修

建。 该殿于 1958 年扒掉。

徐州乃兵家必争之地，从东汉到清末，大小战事百多起，致使

生灵涂炭，百姓饱受战乱之苦。 民国初年奉军争夺徐州，曾盘踞马

楼多日，百姓惶惶不可终日 。 抗日战争中，日本鬼子多次掠袭马

楼，马尔盔、孙式孰、孙敬斋等地方势力滋扰，加上散兵游勇掠夺，

匪盗打劫，弄得民不聊生。 村东老庙周围，俗称"营部先后有数

十人在此被活埋。

马楼人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抗日战争中，全村先后有 20 多人

参加抗日武装，枪杀日本特务安田，深入柳新集枪打伪中队长"赵

大鼻子夜袭徐州北关师范学校驻扎的伪军。 在商山和日本鬼

子开展组击战。 1948 年解放后，民兵参加反特、反霸、剿匪、保卫

人民政权活动。 抗美援朝时，全村人民捐钱、捐物、支援前线，郭少

金赴朝作战，英勇负伤，立功受奖。 陈玉坷参军赴朝，火线入党。

黄诗祥赴朝开汽车，奔驰在钢铁运输线上。 杨有柱投笔从戎，在昆

山受训待命赴朝。 朝鲜停战后， 董继清赴朝帮助恢复建设，归来

后又参加青海平叛战斗，充分展现出马楼人的爱国热情。

建国后，马楼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剿匪平乱，镇压反革

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 三反"、"五反"等运动后，又响应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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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互助合作道路，率先成立了"建国 " "建华"两个初级农业合作

社。 1955 年秋，全村实现了合作化，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高潮。

1957 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波及到农村。 1958 年" 三面红旗"、"共

产风等左倾错误蔓延。 "大办工业"、"大放卫星"、"大办食堂"、

"一天等于 20 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铺天盖地，生产上瞎

指挥，加上天灾人祸，导致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外流，老百姓

挨饿。 但全村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干群团结奋战，风雨同舟，共渡

难关，到 1961 年就初步恢复了"元气 o 1962 年贯彻"人民公社工

作条例"即六十条，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当时 3 个村划为 5

个生产队，各队自力更生，自负盈亏，生产开始回升，群众生活得到

改善。

1966 年"社教"运动后期，马楼、黄屯、司楼三个自然村从杜楼

大队分出，成立向阳大队，刚成立就遇上"文化大革命红卫兵、

"破四旧"、"夺权农村一片泪乱。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干部依靠

群众，齐心协力，以大寨为榜样抓革命，促生F-" ，架线通电，打

机井，平整土地，改变生产条件，成为当时县、乡"抓革命、促生产"

的样板。 1970 年"清队"和"一打三反给村干部扣上"不抓阶级

斗争"的大帽子，撤职批判，接着深挖" 5 . 16" ，无限上纲上线，乱

批乱斗，不到 2∞0 人的村子，先后有 150 人被关进"学习班" , 30 

余人受批判、批斗，有 l 人死在"学习班"中 。 村民提心吊胆，人人

自危，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

1975 年以后，全村人民在干部带领下，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扩

大水稻面积，组建农科队，推行"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

开展副业生产，发展村办企业，粮棉单产不断提高，总产年年增加。

1979 年麦过纲(500 斤)、稻过江 (8∞斤) 、皮棉超双纲 (1 60 斤) , 

一年一个台阶，成为公社、县乃至地区的农业样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1982 年底，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 马楼村干部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采用"统分结合，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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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的办法，强化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五统一 为农民提

供全方位服务，使马楼的农业驶向快车道，被徐州市政府定为农业

服务体系建设的样板村。 经过多年的努力，农田水利六沟配套成

网络，建成现代农业示范区，成为县政府和省、市妇联"双学双比"

指挥田、样板田 。 1992 年经职能部门验收，全村建成"吨粮田" 。

棉花水旱换茬轮作，多次夺取"江苏省丰收杯"奖。 村办企业投入

资金"反哺农业使农业实现了机械化。 根据村情，全村实行了

"双田制"。到 1999 年全村粮食总产 323.46 万斤，农业产值由

1966 年的 15. 8 万元上升到 1836 万元，增长了 116 倍。 农业机械

总动力 5466 马力 。 全村田成方、林成网、渠配套、路硬化、林茂粮

丰、瓜果飘香、六畜兴旺，盐碱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

马楼人先从小油坊、小铸造开始办企业， 1975 年办起了汽修

厂， 1976 年办起了粉末冶金厂， 1978 年办起纸箱厂等，到 1995 年

底，已建成 12 家村办企业，就业人数达 700 多人，工业产值超过亿

元，税利 400 余万元。 1996 年又把向阳造纸厂、大地食品厂、砖瓦

厂、铸造公司、包装厂、塑料厂等 12 家企业组成宝马集团(市级集

团) 0 1998 年宝马集团已拥有固定资产 3500 余万元，年产值 1. 5

亿元，创税利 850 多万元，职工 900 多人，各类专业人才和大中专

毕业生 105 人，生产 4 大类、 10 多个品种的产品 。

随着形势发展，马楼村先后对企业进行了改制，通过租赁承

包、入股、拍卖，使资产、人才合理流动重组，使企业焕发出新的活

力 。 同时优化"软"环境，鼓励支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 并提供优

惠条件，大力吸引外地商贾来本村办企业。 1999 年就新增 8 家个

体企业，新增固定资产 500 万元，创税利 150 万元，使个体经济成

为村经济新的增长点。

90 年代，村投资 45 万元改善小学办学条件，投资 30 万元建

了一座新颖漂亮的幼儿园，村也给予了乡办马楼联中物资支援，全

村儿童从幼儿园到上初中不出村，成人学校配齐电化教学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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