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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播报 访谈

有口皆碑“举人村”都市农业先导区
——中牟县韩寺镇马家村的变迁

马家村位于韩寺镇政府西南5公里处，南临引黄灌区韩寺分干渠，西、南
与姚家镇许家、扬庄接壤，属于镇西南最边远的一个行政村，下辖马家、
黄坟两个自然村。全村6个村民组2468口人，人均耕地面积1.5亩。
王俊彦，今年59岁，是土生土长马家村人，从医40多年，现在在村里
开了一家诊所，专门为村里人瞧病，见的人多，聊的也多，对村里的传
说和故事知道的自然也就比别人多。“最早马家村分两部分，东头

村子叫马庄，西头叫龙王庙马，中间没有人家，60年代初
两边的村民往中间盖房，进而就合并为一个村，就

成了现在的马家村。”王俊彦说。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播报 谢鹏飞

通讯员 姚恩凯 文/图

虽然现在村子叫马家村，
但远一点的人并不熟悉这个名
字，更多的是知道龙王庙马，之
所以龙王庙马能被人所熟知，
是因为村里原本就有一座小庙，
就是龙王庙，“之前坐落在村西
头，现在已经没了，80 年代初被
彻底拆毁，小庙的旧址上建了一
个仓库，放有生产队的粮食。”王
俊彦说，起初马家村并不是一个
村子，不知道是在什么年代，据

说有一对兄弟叫马青龙、马黄
龙，他俩带着自己的家眷来到
此地，安家落户。时间久了慢
慢的就有了现在的马家村，“虽
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来的这
里，但是马家村的马姓村民却
和县里洞上村（现属东风路街
道）马姓村民同属一脉。”村里
人去县里时常会去洞上村唠唠
家常，他们也会来我们这里互
相走动和问候，非常亲切。

回忆起过去，王俊彦说：
“听村里老人讲，马家村以前有
个‘土匪’叫马天元，之所以称
为土匪，是因为常做一些欺压
百姓的事。”但这个土匪的名声
在方圆三十里内却又非常好，
为什么呢？据说，马天元有个
规矩，那便是不欺负附近的百
姓，而且还不允许外来人欺负
周围的乡亲，“马天元眼睛‘很
好使’，有一次，他坐在村外一
个大树下乘凉，突然从他面前
走过两人，怀里抱着一个小孩
儿，马天元从两人的神色和孩
子的哭闹声中感觉到事有蹊
跷，可能孩子不是亲生的，而是

偷来的，便立刻上前盘问，并得
知孩子真的是偷来的，马天元便
把孩子要过来，给人家送了回
去。”不仅是这件事，有很多关于
马天元做的好事都被人们所熟
知，所以方圆几十里的老人几乎
都知道马天元这个“好土匪”。

马家村还出过一名英雄，
但并不知道是叫什么名字，王
俊彦说，《红灯记》这出戏里有
个叫鸠山的人，当初逃跑的时
候就路过当时的刘张区，而在
刘张区任区长的便是马家村
人。据说，当鸠山路过刘张区
时被拦下，经过仔细盘查得知
是鸠山，便就地擒拿。

马家村自明代就有马姓居
住，原名洪地马家庄。清同治年
间，由龙王庙演名龙王庙马家。
民国年间简称马家至今。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黄河
龙王添了一个孩子名叫黑龙，
黑龙常化成一名英俊的少年在
河湾里玩。时间一长，他和一
个渔夫的姑娘相爱了。时不时
送一些鱼给父女俩。这事儿让
龙王知道了，便把黑龙打入冷
宫，后来经龙母多方求情才走
出冷宫。他独自一人驾着云走
到了中牟县东南离县城十五六
里的地方发现一个水潭，面积
很大，而且环境优美，就决定留
下来。

黑龙安顿下来以后，把水
潭 治 理 得 井 井 有 条 ，水 族 兴

旺。黑龙又生性善良，对周围
土地也调理得草木茂盛。好多
人家也由他乡迁来定居，马家村
也由东营南地迁到了潭边。村
庄多了，聚拢了人气，黑龙潭的
名字就叫起来了，村民们还在马
家村西头路北修了龙王庙，这就
是龙王庙马家村的来历。

旧社会的马家村是“沙岗
群，锅底坑，怕旱怕涝又怕风”，
村民缺衣少食，生活贫困。自
从引黄灌溉开通之后，黄河水
引进了县南，沙岗窝变成了胶
泥板，年年林茂粮丰，村民丰衣
足食，如今是杨桥引黄灌区5万
亩引黄示范区建设的中心区。
人们也不必求龙拜神了，引黄
灌区的引水系统要比当年的黑
龙王还灵验。

马家村有个自然村叫黄
坟，这个村子人口比较少，且村
里只有一个黄姓，今年 78 岁的
老人黄光田，是村里的老会计，
他对村子的发展非常熟悉。

相传清光绪年间，一户姓
黄的人家逃荒流落于此，发现
四周是连绵起伏的沙丘，其上
布满各种乔木和灌木，中间一
片平地可以种植庄稼，且北临
堤里小清河有水，有林，有土
地，适于生存，于是一家人就在
此地安家落户。清末原村被风
沙侵压，黄姓迁居祖坟旁成村，
故名黄坟，至今已发展为4个分
支，村内几乎没有其他杂姓。

说起黄坟村，黄光田讲，大
约在250年前，现在的黄坟村人
是属于村南三里地的许家村，
那时候，许家村周围是高大的
沙岗，黄姓人家就住在村子的
最外面，紧挨着沙岗，当时的沙
岗有个俗语叫“三十年反个个
儿”，意思就是风一吹，沙岗就
会慢慢飘落，继而慢慢移动，30
年过去，整个沙岗就会翻个位
置，由于黄姓人家住在沙岗旁，
风一吹房子就会被掩埋，没办
法，黄姓人家就往东营村的亲
戚那里借住，但借住也不是长
久之计，后来，有黄姓兄弟三人
便来到自家祖坟旁，决定在那

里安家落户，时间久了也就成
了现在的黄坟村。

黄光田说，从当初的那 3
位老祖宗，到现在村里最年轻
的一辈，已经整整 11 代人了，
自己是第七代。说起黄坟的
历史，黄光田叹了一口气说：

“那可真不容易，抗日战争时
期，日本兵就来过村里，把村
里的房子都烧了，村民四处躲
难，再回来的时候村里就剩下
3 间瓦房了。”黄坟村发展至今
已经有了近 300 口人。村民经
济收入不错，近年来，很多人
家又发展种植了蔬菜大棚，水
果大棚等。

马家村曾多次被评为郑州
市、中牟县水利建设先进村。
前不久被规划为郑州市都市型
现代农业示范区（韩寺镇）先导
区，现已建成有120座高效日光
温室，种植无公害反季节蔬菜、

草莓等。马家村人重视教育，
村内先后考出 40 多名大学生。
现有科级以上干部 14 名，被民
间誉为韩寺镇的“举人村”。

新型城镇化建设启动以
来，马家村被规划为合村并点

的新型社区，包括大李庄、西
营、刘庄、马家4个行政村，1435
户、6477口人，规划新社区面积
1245 亩。截至 2015 年 5 月底，
已建成联体别墅410户，工程正
在有序实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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