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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珍，女，汉族，1927年7月生于镇宁丁旗刘
官堡村，一生务农，现居刘官堡村。

安顺·策划

马鞍山的故事（三）

我叫周文珍，是兔年六月
间（农历）年生的，90岁了。我
是从小在这里（刘官堡）长大
的，嫁到本村的蔡家。我是独
生女。小时家里恼火（困难）得
很，我爹土改那时是雇农。

旧社会那些年，土匪很凶，
那时有个周奎光（音），是土
匪，来抢的时候，我们就跑到
马鞍山上面去躲，当时我们的
头顶上就听到“砰砰砰”的枪
响。那些土匪来，见到什么抢
什么，那时候只有一个区政府
在管，管不过来，那时村里面
的腊肉和血豆腐这些东西都
被抢完了。解放后就没有人
敢来抢了。

解放后成立农会，是我家
幺孃们去组织的，我家幺孃叫
周皮氏，那时她去外面开会回
来后就开会动员大家成立农
会。成立农会是徐朝先当的
主席，我家幺孃好像是当妇女
委员吧。到后面来划成份的
时候，她被划成富农，就没当
领导了，后来是沈志英来当领
导的。

沈志英是解放前嫁到这个
村来的，忘了是哪一年了。因
为旧社会那些年，是各家管各
家，不会去哪一家聊天的。小
的时候，我们晚上的时候，只能
在家里面，扯点棉花，用棉花纺
布，我是 12岁的时候学的纺棉
花，15岁就学的织布。

沈志英嫁过来后我们经常

在一起玩。那时沈志英家的
条件要好一点，我们家条件要
差一点，我连衣服都没得穿
的，穿得破破烂烂的。那时我
们经常在现在的水池那里玩，
那时候这里是蔡家的坟。那
时我们寨子里面的小孩子全
都是在那里玩，沈志英好玩
（随和之意）。

沈志英来我们寨子的那个
时候，来得小。她比我要大三、
四岁。解放后沈志英是五队的
小队长，我是二队的小队长，那
时候我们是分开做工的。那个
时候活路（工作之意，此处指农
活）很多，我那时要挑粪到包
寨，十里路左右的路程，一天要
挑八回。

后来她是领导，经常主持
开会，我不识字，那时开会就是
去听一听而已。但我们很支持
她的工作，她叫我们做什么我
们肯定就要做什么，那时主要
都是做农活。她这个人为人
好，对寨子里的老人们也好。
她和我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从来没有闹过架。以前她还没
当领导，在我们小队是队友的
时候，我们叫她做什么她也都
去做的。

有一段时间，我们天天都
去炼硝，是在叫高卷大洞的那
个洞里炼的。后来拿炼硝的那
个泥巴，还挑粪去兑着做颗粒
肥料。我们每天都是早早的
去，天天做，而且都是做到天黑

了才回家的，具体是哪年记得
不太清楚了。还记得有一天
下冰雹，我们躲在做肥料的洞
里，有的村民在外面，当时还
担心他们被冰雹打死了呢。
那时的颗粒肥料拿来种玉米
非常好。

记得那时她还教我们唱歌
和打花棍，我们一起打的好像
是十二个人，那时我打花棍厉
害得很。平时我们练习，到赶
场和开会的时候，沈志英就带
我们出去打花棍。那时属我们
刘官打得好。

那一年她要去北京开会之
前，她就提前给家里面与群众
们安排，谁做什么工，要大家
各自做好各自的事情，随后她
才 告 诉 大 家 她 要 出 去 北 京
学习。

后来她带回来一些农具，
第一年是双轮双铧犁，后来又
得打谷机、喷雾器。那个双轮
双滑犁是有两边犁口，是毛主

席拿送的，记得那时抬来犁
田。沈志英是大队长，她的个
子大，力气大，她在田里用双轮
双铧犁犁田时，笑得非常开心，
后面沈志英还号召大家去打田
（犁田），但是我的力气小学不
会。当时修桂家河水库时男同
志全部都去了，家里的农活都
由我们女同志来做了。那个犁
好像是犁了一年多就坏了，主
要是大家不会用。

第二年又得一台打谷机，
后面就用打谷机去打，还记得
那时我和一个队友一起抬那
个打谷机去打稻子的时候，她
在那里翘着手指头玩，一个不
小 心 她 的 小 指 头 就 被 打 了
下来。

我有二十多岁的样子吧，
我们村打粉卖，打的是懒豆（绿
豆）粉，打了两三年后，又搞加
工米，做出来交给粮仓，粮仓给
我们加工费，每个人做一天得
五毛钱。这些算是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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