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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志》，是峨眉地方政权的一部专志，记述

了峨眉山市地方政权近七十多年走过的一段路程。既有史料性，

又有现实性。

在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地方和单位的领导，熟悉

和了解本地区本单位的历史和现状，至关重要，不可轻视，可以说

是一个领导者应有的“基本功"。过去的县官都称“知县"或“知

事"，大概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吧!

峨眉建县于隋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峨眉地方政权的存

在，至今已有1396年的历史。由于《峨眉县志》，自民国以来，已

断修七十余年。峨眉地方政权的史料和资料，迫切需要收集整理。

特别是民国三十二年(1943)，峨眉城“六、八"火灾，所藏旧政权历

史档案化为灰烬。如不即时抢救和发掘，将有中断这段历史记载的

可能。为此，县人民政府多次发出编写专业志和部门志的通知。

《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志》，现作为其中的一部专业志和部门志，同

大家见面了。以供政府和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阅读

和工作参考。同时，也为新编《峨眉县志》提供资料，详县志之所

略，补县志之所遗。

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市长

何征修

198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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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述

蛾眉历史上溯到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楱息。春秋中期为蜀国领地。秦

为蜀郡南安县领地。汉为益州犍为郡南安县领地。南安县辖地较广，含今之乐山、犍

为、夹江、洪雅、蛾眉、蛾边、威远、荣县、井研等地。南北朝时，南安县属地“皆

以僚故，荒废二百余年，，。

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 6 1)置平羌县，治地在龙游(今乐山)。隋开皇三年(583)

改名峨眉县，九年，改名青衣县。开皇十三年(5 9 3)，在峨眉山麓别置峨眉县。唐乾

元三年(7 6 0)獠叛，移就峨眉观东，即今县治。

隋大业十二年(6 1 6)，在县境内置绥山县。唐麟德二年(66 5)，置沐州、罗目

县。唐久视元年(700)，析绥山分置乐都县(寻废)。统属益州总管府的嘉州领辖。宋

乾德四年(966)废绥山、罗目入峨眉，属成都府路嘉定州。南宋庆元二年(1196)州改

为府，蛾眉属嘉定府。元代属四川行中书省嘉定府路。明代属四川布政使司嘉定州。清

代，属四川省上南道嘉定府。中华民国元年属四川建昌道嘉定府。民国二十四年属四川省

第五行政督察区。1949年12月解放后，属川南行政公署乐山专区。1985年改属乐山市。

1988年，蛾眉县改建为蛾眉山市，跨入全国381个城市的行列。为省辖(县级)市，由乐

山市代管。

蛾眉经济发端于手工业。《元和郡县志》： “峨眉符汶出布，今处处有之”。唐时

手工纺织业已经盛行。铁器生产，东汉时已较发达，1977年双福出土“东汉石俑”呈现

出的精雕技艺，足证铁器生产已达到雕刻所需工具的制造。1957年县工业科，在县境内

发现冶炼遗址15处，广布于龙池、龙门、沙溪、净水、城南等偏僻之地。通过调查认

为： “峨眉冶炼，先铜后铁，炼铜技术，唐时就有，铁器生产，宋时蛾眉城北已形成铁

匠街”。根据地物、遗址，史料互相考据、印证，可见峨眉地下资源丰富，为先民们提

供了物质条件，一经发现，必由少到多，由小到大，逐渐发展，从手工生产扩‘大为地方

工业。县内有煤、铁、磷、铜、石膏、芒硝、花岗岩、石灰石，分布在龙池、高桥、川

主等地，储量2320万吨，铁分布于苦藁坪、浸口林等处，储量3080万吨，磷储量72 1万

吨。

到了清代，有史可稽的地方工地，则有罗碗厂、龙池黑坝铁厂，高桥二道河锅厂。

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派有铜官，镇守开采"。

民国时期，峨眉工业有所发展，盐锅、饭锅、碗厂发展到25家，炼铁年产100多吨，

各类盐、饭锅100多担，铁厂有8家、金属，陶瓷、造纸、制革、服装、纺织、印染，建

筑、修理等12类，手工业已发展N830F。、3730人，加上净水、龙池、高桥等地的小煤窑，

基础还是比较薄弱，后因通货膨涨，一些企业倒闭，全县工业总产值只有94万元。



农业，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分配不合理，占总人口54．4％的贫苦农民，人平只有耕

地T分，占总人仅6．5％的地主，人平竞达13．6亩，贫富悬殊，人民生活贫困，哪有积极

性从正生产。统治者当局，一切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出发。生产发展缓慢，甚至停

滞不前。

交通，县外公路二条：夹峨、乐西(横穿县境)。碎石路面两米宽度，晴天颠波，

遇雨泥泞。县内公路只有报国、鞠青公路两条，都是民国十=：『L年后修建的，以前就只好

沿着山麓，顺着河岸，跋山涉水，负重远行。至于运输工具，主要有小量包车、滑竿、

独轮鸡公车、架架车等。绝犬部分是肩挑背磨，和一些驴马驮运。

城乡建设：1929年折考棚街建新市街，1939年开新东门和新东门街，1943年全城大

火舌，扩建东西干道，南北干道172米，将南门至小南门沿三台【LI下102亩良田，嘲为新

市区，从此县城面积由O，．96平方公里，扩大为1．1平方公里，整座县城，没有电灯，没有

自来水、没有i葛偻大厦，只有一些一楼～底的砖木建筑和较多瓦房、草房。城乡建筑面

积总数只有203．1 u19平方米。

文教卫生：有幼稚园一所、公立小学8所、初级小学76所、私立小学5所。1944年

成立保校，最高达166)听，初级中学有峨中一所、简易师范1所，高中只有后期师范，在

民圈时期只办了5个班。大学，川大在报国寺办过4年多(1939-41943)。

卫生设施：19 i15为修乐西公路，成立了乐西公路卫生院1所，以后转为县医院，

属乙等卫生院，除住院部设15张病床外，门诊设有内、外、妇科，有主任医师、护士长

各1人，护士4人、助产士、药剂士、卫生稽查员1人，此外坐堂行医私人诊所了处，

咀片铺6个，设备和医疗技术，简单守旧，多以望闻问切诊断治病，当堂看病，按方取

药，纯为中医，各行其是。

1949年12月17日，峨眉解放。24日，县人民政府成立，全县人民从此翻身作了主

人，在上级党和政府领导下，经过全县人民的艰苦奋斗，蛾眉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四十年来，在农业方面，历经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特别

是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农业上实行了“联产承包

责任制，由包产到组、到户、大包干等，使农民全年收益，由过去的人平几十元达到

：0 8元。他们交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全县农民已解决温饱问题，

分粮由人民公社时期的400斤，上升到700斤左右，农村出现富余劳动力，向加工、第三

产业转化，副业生产如养殖业、运输业、建筑业⋯⋯等等，已由个体生产、小组联办，

逐步扩大为中小型企业。

工业、交通、城市建设、旅游、文教、卫生、财贸等各行各业，都有迅猛发展和显

著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大大改观。特别是1988年，峨眉撤县建市后，变化

更快更大，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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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机 构

第一章政府机构

第一节 中华民国时期

民国元年，沿袭清末建制，县设知事、官阶七品。掌一县政今，平籴赋役，处理诉

讼，励治教化。知事办公地点叫县公署(俗称衙f-j)，另有主簿，典史、教谕、训导辅

佐其事。

主簿：正九品，分掌财粮、马政，赋税，户籍，巡捕等事宜． ．

典史：官阶九品(九品以下未入流)，掌管监察，狱囚等事。

教谕、训导：皆为为学官，主管县学，主持文庙祭典，宣扬儒家经论，约束境内生

员。

县公署机构设三班六房。

三班为：皂班(衙役，仆从)，快班(马快，步快，捕役)，壮班(亲兵)。

六房为：吏书，户书、礼书、兵书、刑书、工书。每房有书吏(如典吏、胥吏

等)。

班房役吏不是朝庭命官，由知县选定。除此还有门子、差役、铺兵、禁子、刽子

手、仵作、稳婆等佐杂人员，全衙门员额大约50人。

县署长官可聘请两名有真才实学的人员为幕阅．俗称师爷，分管钱粮和刑名，为定

员外帮办。

民国二年，县署机构废三班六房，改设案牍、学务、统计、庶务四科f又称四课)。

另设警察所、征收所、劝学所。

附表：1912一一1930年历届知事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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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历届知事一览表

名 籍
姓 名 }职务 任职期限 备 注

称 贯

县公署 徐玉照 护 印 四川峨眉 1912．2—6 曾任柳林镇守备。由本
县士绅公举接印。

县公署 陈 锡 知 事 四川大足 1912．6～1912．12 同盟会会员

县公署 张伯英 知 事 1913．1～1913．12

县公署 姜怀堂 知事 1914～1915

县公署 徐学耕 知 事 四川新津 1916．1～1917．6 举人出身

县公署 张富安 知 事 四川犍为 1917．6～1917．12

县公署 陈余庆 代知事 1918．1～1919．12 征收局长代理

县公署 何绍南 兼知事 四川洪雅 1920．1～1921．1 陈洪范师辎重营营长兼

县公署 唐云龙 知事 四川大邑 1921．2——1922．12

县公署 冷曝东 知事 四川宜宾 1923．1～1924．】

县公署 刘东屏 知事 1924．2--1925．1

县公署 金象鼎 知事 四川乐山 1925．2—1926．12

县公署 吴鸿寿 知事 1927．1～1928．1

县公署 余文寿 知事 四川隆昌 1928．2L1930．2

民国十九年(1930年)三月六日，改县公署为县政府，改县知事为县长，科局有所

增减，但职能无实质性变化。蛾眉县属四川省嘉定府管辖，当时为二十四军刘文辉势力

范围，实行军政合一、以军代政、有的县长由军部或师部委任或直接派团营长兼任。

民N---t。四年(1935年)实行川政统～，在乐山建四川省第五行政督察区、设专员公

署和保安司令部，专员兼保安司令。蛾眉县属第五行政督察区，其时县级机构有较大调

整，裁局设科，以民(政)财(政)教(育)建(设)为基本职能，或以序列为科名。

如民政为一科、财改为二科，教育为三科、建设为四科。先后没置的机构为：

秘书室：设秘二侈、协助县长工作。管理、收发、撰写文稿、布告等。

民政科，初韵：户房，十六年称民政局，三十六年裁局改科。

lj{4政{1．，}口腻』1，一j， 一．一f+／、i{}：＆f·f。

教育科，民因元年称劝学所，十六年没教育局，二十六年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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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科，民国元年设蚕桑局，后改实业局，十六年改建设局，二十六年改科。

粮政科，二十六年设。

军事科，二十六年设兵役科，三十一年改军事科。

会计室，二十六年设。管理庶务，钱粮收支，物品保管，以及府内小项建筑等。

统计室，三十一年设。

教育视导室，二十八年设，三十年撤，改设督学三人。

军法室，三十一年设，审理政治、民刑案件。县长兼任军法官，另配承审员、书记

员、检验员，受理日常工作。

警察局，民国元年称警察署，十八年改公安局，二十六年改警佐室，三十年改警察局。

征收局，十六年设，二十六年改田赋管理处。

税务局，三十一年设。

防护团，三十一年设。

县团局，十六设，十九年改保卫团办事处，二十二年改团务委员会，三十年改国民

兵团。

县银行，二十六设。

民众教育馆，二十六年设图书馆，三十一年改民众教育馆。

动员委员会，二十六年设，后撤。

邮政局，民国元年设。

还设户籍室、合作指导室等。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正式成立蛾眉县地方法院，实行行政与司法分家，司法独

立行使职权，直接由四川省高等法院委托乐山分院领导。另在地方法院中设首席检察

官、负责司法监督。

另外县长依据法律、法令和上级指令，还可兼任以下各职。

一、县田粮督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二、国民兵团团长

三、戡乱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

四、特种委员会主任委员

五、省县公职候选人应考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六、地方自治工作辅导团团长

七、县行政干部训练所所长

八、县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九，县市公有财产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十、点放委员会主任委员

十一、军法室军法官

十二、司法处检察官

十：i、彰镇公所职j_：：rj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十四，县地籍整理办事处处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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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国民义务劳动服务团团长

十六、烟毒调验所所长

十七、节约建国储蓄劝募分队长

十八、公债募捐队队长

十九、民众组训会议主任委员

二十、中等学校学生助学贷金委员会主任委员

二十一、粮食增产总指导团总指导

二十二、物价评议委员会主任委员

二十三、兵役协会主任委员

二十四、防护团团长

二十五、补给分会主任委员

附表：民国时期县长任职表(1930～1949)

民国时期县长任职表

名 姓
职务 籍 贯 学 历 任职期限 备 注

称 名

县政府 罗崇雅 县长 四川中江 四川政法学校毕业 1930．G一】931．11

县政府 黄泽荣 县长 四川崇庆 1931．1l一1933．1

县政府 敖锡元 县长 1933．2—1933．11

县政府 甘明蜀 县长 四川荣昌 1933．12—1934．11

县政府 赵明松 县长 四川南充 1934．12—1937．9

县政府 方勉耕 县长 四川忠县 南京高等师院毕业 1937．9一】938．5

县政府 沈功甫 县长 浙江箫山 四川政法学校毕业 1938．5—1940．4

县政府 张镜蓉 县长 广东新会 四川政法学校毕业 1940．4～1941．5
“六八”火灾应

县政府 叶青 县长 浙江 1941．5—1943．6 变无方，撤职。

县政府 孙业震 县长 湖北孝感 湖北政法学校毕业 1943．6一1945．4

县政府 朱焕北 县长 四川屏山 国立政法大学毕业 1945．4一】947．6

县政府 王源学 县长 江苏沭阳 国立政法大学毕业 194'7．7—1948．2

县政府 陈忠荩 县长 四川永川 四川大学毕业 1948．3—1949．4

县政府 陈富刚 县长 四川铜梁 中央党务学校毕业 1949．4—1949．9

县政府 邵一阳 县长 四川青神 1949．10一19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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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长

秘 书

助理秘书

民政科长

财政科长

教育科长

孙业震

黄德富

谢运明

王伦方

李光季

蔡鼎

民国三十二年县政府官员职务名单

建设科长 贾开仕

军事科长 张亚伟

粮政科长 谢时安

社会科长 朱尘根

合作指导室指导员 沈登宣 汪德培

户籍室主任沈第高

民国三十四年县政府官员职责表

县 长 朱焕北

秘 书 杨楚翘 审核文稿、管理人事、典守印信、编制年度行政预决算、

处理公有财产。

助理秘书 邹泰华 协助秘书，秘书因公外出或病事假，可代行秘书工作。

民政科长 李明梭 管理乡镇保甲、乡镇产业，组建民意机构及卫生、警察、

行政、礼俗、宗教等。

财政科长 萧明仁 掌管财政机构，整理地方财政、推行国税及其他奉办事项。

教育科长 丁宗瑛 分管县属中等教育、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及其他奉办事项。

建设科长 欧会铭 掌管农林水利、交通、合作事业、城市及其他公益事业

建设。

地政科长 吴 桐

军事科长 吴泽铭 征募壮丁、调查兵役、军人家属的慰问、优抚及其他防空、

保安、军事调查等。

军法室

承审员 张泽棠 接受审理民刑诉讼

户籍室主任 欧金铸 办理全县户口登记、户籍管珲

统计室主任 王裕吕 主办统计事宜

会计室主任 方钜成 总汇全县会计事宜

了



民国三十四年县境内各党政机关法团情况一览表

(县属部分)

负责人
单 位 职务 员 额 办公地

姓 名

国民党蛾眉县党部 书记长 席松如 8人 张爷

临时参议会 参议长 万树芳 15 绥山公

三青团峨眉分团 书 记 张元量 10 张爷

地方法院 院长 李树滋 大佛

首席检察官 聂道隆 大佛

峨眉警察局 局长 王树仁 14 县政

蛾眉防护团 副团长 魏德锃

国民兵团 副团长 刘紫风 17 东外大佛

民众教育馆 馆长 刘翰萍 8 绥山公

农业推广所 所长 徐兴恒 4 东外文吕

县经收处 主 任 尹克宽 40 文庙

蛾眉县银行 经 理 魏霁峰 10 文庙

蛾眉县公库 主任 黄学尚

税捐稽征处 处长 张时泰

田赋管理处 处长 赵映江

址

庙

园

庙

殿

殿

府

殿

园

祠

街

街



民国三十四年县境内各机关法团情况一览表

(含中央和省在蛾眉的办事机构)

职
口

单 位 姓 名
贝

办公地点
务 额

四川公路局蛾眉卫生站 站长 戴鸿福 南外壁山庙

蛾眉邮政局 局长 熊之杰 16 南正街

田赋管理处 处长 周昌明 55 文庙 街

合作金库 主任 张新民

优待委员会 主任 李云从 2 自炭市街

西J|i电信局峨屑电报局 局长 陶宗侃 三教寺

四川省银行蛾眉办事处 主任 官大中 西 门 外

司法处 处长 陈志远 大佛殿

峨眉集中仓库 主任 王永绍
52 紫 云宫

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 主任 那志良 南外土主祠

军政部仓库 主任 石文质

卅二补工兵营 营长 何可今 绥山公园

川南林业局蛾眉林场 场长 梁仁风 报国寺

蛾眉山测候所 所长 顾 侠 南外园通寺

赈济会 兼 朱尘根 2 文庙 街

直接税查征所 所长 晏孝祺 一●仆i 观yL

缉 私 队 队长 朱天民

粮食储运处 处长 杜文博

西川税务局蛾眉查征所 所长 陈 琼

荣军垦殖团蛾眉通讯处 主任 刘瑞图

军委会独立营第二连 连长 冯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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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构中，各科室除了科长、主任(只设正职>外，尚有科员、办事员(或称事

务员)雇员之别，科员、办事员中、又分一、二、三等，根据学历、资历考铨甄审合

格，量才录用。

一等科员的主要职责是撰拟出纳、庶务文稿，对科长批拟之办法认为有未尽之处，

可向主管人谏议，陈述个人意见。科长外出或临时交办文稿，具领、保管本处之公款，

办理本科年度预决算，登记出纳款项及其他交办事宜。

二等科员的主要职责是发放本科员工薪饷，填报现金收支。

一等办事员的主要职责是编拟本科室及会计室收支编号，上级来文、本科发文的登

记，负责政府内各部门之间的文书传送。

二等办事员(或雇员)的主要职责是检查发文字号，编补及移交经办者改编的收文

簿，密件、电报及其他杂件的登记、呈送；缮写呈文等。

职 务

督 学

指导员

农林技士

水利技士

地政技佐

合作指导员

禁烟科员

粮食调查员

一等审核员

统计科员

一等科员

二科科员

三等科员

一等事务员

二等事务员

10

民国三十二年县政府职员名单

姓 名

黄李婧任承桢刘绍明

李俊藩丁固初张本立

陈燮和

蓝世杰

刘华辉

沈登宣汪德培

李慎原

屠琼芳

邓克明范怀安

唐贵云李旭临

孙声赵爵三廖秉珍

李先俊杨蜀林杨苍萍

陈塞垣颜天锡刘慧明
凌肇宗吴耀东

宿华轩程乐道王辑熙

王俊华叶彦初谭正荣

喻介吾刘俊华张泽浓

刘宗秀刘文鼎 邹贻安罗致中

石时明 杨钧海张民锋

童树良魏国秀李希孔连汉扶



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年12月17日，蛾眉解放。1949年12月24日，成立蛾眉县人民政府，上级任命宋

芝仲为副县长，当时无县长，实为蛾眉县第一任县长。(县人民政府正副县长，1955年

9月以前，由上级任命，1955年9月以后，由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1950年1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军三十师八十九团，进驻峨眉，该团团长张见礼

兼任蛾眉县长。2月，宋芝仲调离蛾眉，田中原任副县长。1951年2月，张见礼调离，

田中原任县长。1952年lOy]，牛银山任副县长。1953年1月，王世令任县长。1953年6

月，张追光任县长。1953年8月，王子明任县长。1954年7月，刘茂盛任县长。1955年

1月，王忠任县长。

1955年9月12日，蛾眉县人民政府改称蛾眉县人民委员会。

在1955年9月ll～12日，召开的蛾眉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选举出

蛾眉县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

县长王 忠

副县长牛银山李伏伽

委 员 王朝忠李子钦李宗颀李德铨孟庆和 陈友文徐秀英曹文龙

彭靓张允中靳文元杨万明 刘平安罗永成

省人民代表扬万明

1956年12月2‘2—2。4日，峨眉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

县长牛银山

副县长李伏伽

委 员杨万明李子钦陈风鸣徐崇林 曾慧明赵先伦 王朝忠李友富

赵琦黄品仙 熊禹门 李宗颀曹文龙万志清李洛夫杨玉山 黄国瑛

1957年6月27—29日，第二属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增选刘德武为副县长。

1958年4月15—16日，峨眉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

县长牛银山

副县长刘德武李伏伽

委 员万志清孟庆和王家荣赵琦李明清刘加淑胡修成任仕友

徐淑瑶张树振曹文龙罗永责黄国瑛

省人民代表牛银山汪绍臣江淑娥

1959年3月13—15日，第三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接受并同意刘德武、李伏伽辞去

副县长的请求。补选赵琦为副县长。

1959年8月1 3—16日，第三届人代会第三次会议，选举陈瑞林为副县长。

1961年6月29日至7月1日，蛾眉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

县长牛银山

副县长陈瑞林赵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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