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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之一。它是具有区域性，广泛性、连续性和资料性

的地方文献。前人认为地方志的作用是“以表一方之风物，以昭百世之是非黟。它能起

到曩补史之缺，纠史之错，详史之略黟的重要作用。

编写地方志的工作，不仅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而且也是、_项系统工程。对此，中

央有指示，各级领导也很重视。简阳县委为编写地方志，在一九八三年九月就对全县编

写骨干进行了培训，并为地方志的编写工作提出了方案和要求。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比较

全面地记述了我区七十多年来的政治、经济，历史大事，文教卫生、自然地理、人物等

史实。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史料不全，有的无从查考，加之编写人员水平有限，放错

漏的地方在所难免，敬祈阅者斧劈更正。

．《区志》一书，．在区委的领导下，于一九八四年十月动笔纂写，八五年五月完成初

稿，十--71修改脱稿付印。在全部工作中，全区广大干部、群众给予了大力支持，县志

办进行了具体指导。在此，一并致以衷心地谢意。

石板区《区志》编写小组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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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志按篇、章，节，目四个级次排列。篇，章，节，标出级别，序次，目，只

标序次。在正文之首。

2．本志重点在现代部份的记述。时限原则上起于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下限于

公元一九八四年。但遇必须追述者，可以超过上限，必须延伸者，可以到搁笔为止。

3．在记叙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准绳。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不为贤者讳，尊者史实，秉笔直书。

4．本志文体以语体文记述，文字记叙为主，并充分使用图，表。图，集中列在卷

首，少量列在篇中，表，分别在各有关正文之中和之后。

5．历史朝代沿用习惯称呼。朝代纪年，统用汉字。记叙人物，直书姓名。遵循生

不列传，不加政治定语，褒贬之词的原则。已故人物该列传则列传。

6．地名用普查后名称。人口以全国第三次普查为准。

7．凡属附录材料，都加标“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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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板区为简阳县所辖，位于县城的西南部，距离县城一十二点五公里，一东邻红塔

区；·南连资阳县，西界镇金区，北接三岔区，地理位置北纬39。197，·东经104。297。总

面积一百九十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十分之零点八七。，其中耕地面积一十四万七千

四百六十三亩七分九厘。有二万五千九百九十六户。，人口一十_万零八百九十六人，全

系汉族。其中，非农业人口二千零六十二人6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五百八十三人。石

板区共辖八个乡，七个集市，．六十五个村，五百八十六个组。：区公所驻石板凳镇。

境内属浅丘地带，沟谷交错，馒头山纵横。沟谷山河，百态千姿，最高地势海拔四

百七十四米’最低海拔四百零五米，高差六十九米。，沟谷相连，，隔山相应，其问农田广

布，．是今日农民的金库粮仓。 ，。’
．、

。．一

、；，山，有其形如斗的官斗山，状似雄鸡的鸡公山，：海拔最高的西峰山，，还有如狮，如

虎、．，如马，如蟹的山峦，形态毕肖。群山碧草如茵，‘．丛林掩映，绿叶剪影，翠柏傲霜
；四季景色俱备；勤劳，．勇敢、质朴，智慧的人民非常珍惜丘山如宝。 ：·

境内溪沟，随山就势，纵横相交，呈西东走向。蜿蜒曲折的石板河及永宁河为境内

的主要河道，均注入沱江。永宁河源远流长，．流经永宁乡集镇处，绕北，转东、’，南流，

把该地数丘圈成葫芦半岛，、奇特壮观。‘． ．j．二 √．

。。卜境内栖生和繁殖着数十种野禽的小兽。有尾似剪刀的候鸟燕子，有象征吉祥的喜

鹊，有朝叫要晴暮叫要雨的气象鸟山鹧，有飞则鸣行则摇的鹤鸽，有性情凶猛的鹞鹰。小

兽，以野兔为多，有危害母稼的拱猪，有入埘捕鸡的野猫，狡猾多疑的狐，．田鼠遍存，

獐，狐稀有，至于家鼠，繁殖极强，久捕难灭。：禽兽的盛衰，总是伴随子林木的兴败。

人们对生态更加重视，二十世纪末期可望鸟兽兴盛。’ ．．． ，．．。

㈡；‘坡间。路旁。房宅周围，生长着很多林术尹．薪炭林i风景林，经济林、用材林遍布

境内，．；在用材林木中，；价值较高的主要有木质坚细的柏树，有做箱柜能防蠹的香樟，．有

快速成材的泡桐，：有木质坚实的檀木等。竹类，以慈竹为大宗，茂密修长，遍于境内。

，近八十多年来，境内自然灾害频繁。壬寅(1902)年，小春作物因干早无收，床有

僵尸，路有饿殍。甲子(1924年，民国13年)年天早，贫民鸠形鹄面，，步履艰难。人民共

和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然灾害亦重，．先后出现井泽千涸，，溪河断流，倾

盆暴雨，房垣倒塌，．龙卷风为害，龙卷风所到之江源乡集镇附近，树折禾饲房倾人死。

1982年，，．石板．红旗，．江源等乡，遭逢大似鹅卵的冰雹袭击，使小春无收。由于党和政

。府及时赈济，。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如常。 ．。 ．

．．_．，近一个世纪来i、．区境内曾有较多大事件t三峰暴动，檄讨清廷，滇军进驻骚扰，区

民砸死其部卒四人，日机轰炸民房，曾文俊家受害，党派争夺乡权，票选终用碓选，．李



匪育林，夜劫江源，禁烟禁赌，普除恶习I民众捐款，抗美援朝，芦葭渡槽竣工，自流

灌溉农田，永宁电站落成，并网发电等。

清朝覆灭，中华民国成立(1911年)。民国政府实施“川人治川”之政策，终形成

军阀割据，为争地争城，战事不歇，官斗山曾为夺取简城的军事要地，多次挖战坑、扎

营房于此。士卒所及，派粮拉夫，捉鸡抢猪，奸淫妇女，群众夜宿山林躲避。战胜的军

阀，盘距城廊，暴敛横征，如烟捐杂捐随心指派，农税实行预征。区民殚地之出难清，

而军阀们的良田、大厦，美妾，娇妻，均饱含着劳动人民的血泪。“川人治川"，人称

,J11人祸川’’。．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禁种鸦片，停止了烟捐。抗日战争暴发后，壮丁款出台，

人民如牛负重。本地“信诚"，彤建安弦两大团体的势力遍及区境各乡，他们谋乡权，

相争相杀。袍(哥)政合一，匪政不分，独立山头，负隅称霸，行则前呼后拥，提枪助

威。侍卒逞横劫杀，警察不察，法院不法，相与狼狈为奸。政操刮地皮之权，治为肥私

之术。在三十八年的统治肘期内，为民无一石之建，一木之施。

·，·农业生产长期落后，产量很低。水源缺乏，灌溉靠天。旱则烧早魃，抬川主，耍水

龙，但终无济于事，而富绅趁此高利盘剥，多买田地。天灾战祸交加，民不聊生，即是

正常年景，亦有青黄不接者灶无炊烟。教育不兴，学校寥寥无几，穷苦儿童为糊口计，

丧失读书机会，社会文盲累累。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往来商旅皆苦于肩挑背磨于崎岖

小路。由于民众经济贫乏，购买力弱，市场四季萧条。区卫条件很差，无西药治病，疾

病流行，听其自生自灭，婴儿死予破伤风，痘麻关者甚重，．迷信成风，祈神送鬼，畜病

亦找牛王，瘟猪菩萨佑免。

、 由于文化科学知识缺乏，民众对很多有害无益的东西分辨不清，盲目追求，把贫富

祸福归之于鬼神天命。其时，社会上的会道门有卡五种之多。政界对其宽容．假为愚民

工具。会门道首则蛊惑人民进香会庙会，借善男信女们秉烛焚香之机进行敲诈。算命看

相之徒利用群众信天命的弱点，投机取巧}骗人钱财，巫婆眼合，无事不鬼，．端公手

法，收放兵马，．．地舆相形，好坏由咀，择时择日，取吉舍凶，婚姻从媒妁之亩父母之命

而定。丧葬则念经拜忏，．超度死者升天a妇女有“三守叩陈风，社会有烟赌娼陋习。凡

此种种，千奇百怪，愚弄人民，为害非浅．o

-区境内丰衣足食的豪绅是少数，自给自足农户稍多，无地少地的农家要占农户的百

分之八十以上‘他们生活非常痛苦，．热天无蚊帐，冷天无棉被，破布遮身，饥饿无粮，

常以野菜、牛皮菜，红萝卜、大麦、玉米羹为食，住烂草房，漏雨透风，终年奔波，手

足胼胝。民众文化生活极差，虽棒棒戏亦很少到乡间寺庙演唱，其他如画册、．报纸，杂

志从未见过，集镇处亦属稀有。

_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石板区人民予同年十二月

十五日解放，云开雾散，喜见曙光，久旱苗枯，欣逢甘雨，载歌载舞，挟道欢迎亲人

～r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人民安定，疮痍满目，百业待兴。．饱受

蹂躏的人民为了彻底解放，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进行了征粮、剿匪，减租、退押．清

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农民走上了合作化道

路，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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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政策放宽。在裤会圭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

导下，工农业生产实行责任承包，，使生产得到了飞跃发展。，

，，农业生产，改良栽培技术，用化学、一生物防治瘴作物钧病虫害，引进培育优良品

种，。增施化肥，科学种田，．产量有很大提高P据一九八三年统计，．水棉亩产972厅，是解

放初期的百分之三百零一，小麦亩产539斤，是解放初期的百分之四百八十五，油菜籽亩

产245斤，是解放初期的百分之屯百二十l：，棉花亩产141斤，是解放初期的百分之六百四
十。 ?

：：鉴于本区地处龙泉山东麓，旱灾频频，．党和政府领导石板区人民进行水利开发工

程，完成了-山湾堰的修建和一乡一座水库的建设b．继又和全县人民一道，开发了东灌引

水工程。一九七三年，金区人民建成了跨长四百四十八米的芦葭渡槽，流长二十二公里

的江源千渠和棉丰乡，莲花堰多，。红旗乡，永宇乡至雷家乡，杨家乡等五条支渠，总长

四十八点九Jk--公里。，斗渠二十三条，总长一百零茸点五公里。龙渠三十八条，总长一

百零二点七公里。毛渠六十五条l总长七十九公里。渠渠相连，如脉胳交织。加以电提

灌补充，村村受水，户户得益。冬水田改为稻麦两熟，复种指数翻番。自此，岁熟年

丰-高产稳产，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福遗子孙，壮哉斯举l

为调节气候，防止水土流失，政府非常重视林业生产，一但几经烂伐，遭到摧残，而

今幼林多，，成材林少，呈疏块状。据一九八三年统计，有育苗面积七百七十九亩，由于

政策落实，谁栽谁得，林业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在经济林中，柑桔发展迅速，瑰伍境

内有柑桔面积一千二百七卡_亩，’分布在谷地和山丘，多已盛果。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空前增多。区境内养殖，以生猪为主，为农户的副业主

要收入。但在一九六零年，因灾害所及，粮食欠收，生猪存栏率大大下降。届此，党和

政府及时采取措施，生猪生产随粮食增收很快恢复发展。一九八三年统计，有猪只八万

九乇八百七十一头，出肥率在百分之三十六以上。．存栏率为解放初期的四点六六倍·由

于民众生活水平提高A农民吃肉亦避肥选瘦。，各级畜牧机构正为发展瘦肉型猪作不懈努

力：。

“鱼我所欲也”，古今如是。为了改善人们的食品结构，自一九五八年后，区辖的

堰库经先后成为渔业生j蚌基地，至_九八三年，金鹾有种鱼场三个，渔业专业户四十八

万户，年产鱼苗二十五万尾，成鱼三十万斤，．为渔业的规模生产奠定了基础。

．农业生产不断向前发展，农产品的输出量和农用物资的需求量均相应增多，党和政

府十分重视交通事业。一九五六年简(阳，镇(金->．公路通车，继又石(板)永(宁)

公路完成。同期，、村乡相接村组相连的机耕道竣王，据中九八妈年统计，全区有汽车二

十七辆，中型拖拉机五十九架六手拖二百五七台，摩托六十一·架，自行车六千六百二十

一架。数千年来民众长途负戴之苦初步结束。

区境内，在解放前只有小学六所，初小二十三所，教师五十九人，学生仅有千余

人。虽有私塾辅之，孔孟之道充斥，自然科学知识短缺《解放后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

科学的要求迫切，政府对发展教育事业重视，教育空前发展。·据一九八三年统计，共有

小学七十三所，．学生二万一千零七十六名，；小学入学率是解放前的二十一倍。公办小学

教师一百六十七人，．民办小学教师四百七十五人1．。初中十所，?学生三千五百六十八人，

■■露j曩，

∥

．

拳



初中公办教师一百二十五入；初中民办教师五十三人’高中一所，学生一百---q。三人，

教师十一人。尽管如此，教育仍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据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

石板区每千人中，其有各种学历的比例是：大学毕业生占零点三四，肄业和在读生是零

点零六，高中生二十一点九，初中毕业一百六十点四四，小学程度为四百七十五点八

五。

：j民国时期，区境内没有企业，只有少数烧房、粉房等作坊和泥，木，石、盖、铁等

个体工匠。在中园共产党领导下，开办了社镇企业，但一时发展缓慢。一九七八年后，

有区乡联办、乡办、乡村合办，项目逐渐增多，有机械制造，食品加工，建筑材料制

造、+饮食服务等行业兴起。据一九八四年统计，乡镇企业已达一千三百二十九个，职工

四千零八十人。年产值一千三百八十六万零五百元，利润一百二十一万九千八百元。玻

璃厂于一九七五年开办，是区内企业的先行，经济效益较高，并向县外仲点多处。简阳

啤酒厂于一九八二年五月投产，为农产品的精加工带来启迪。江源机砖厂于一九八三年

破土奠基，八月竣工，九月三日投产，效益显著，两年内全区建成页岩机砖厂六座。全

区企业，发展迅猛，方兴未艾。

民因时期的商业，区境内以饮食副食为主，无布匹经销户，扯一尺“洋黟布，必到

县城。解放后，群众经济条件改善，购置力增强，先后办起了国营集体商业。群众集资

办起了供销合作社，经营项目繁多，商店应有尽有。一九Jk'-"年后，政策放宽，个体商

户兴起，摊扳拥唆街头，行商购销村野，四季繁荣，流通畅达。

懈放后，废除了部份扪税，农业税、工商税、所得税均按率计征。时有农民负担过

重，党政加以控制。以乡为单位，成立了信用社、区建营业所，群众取款存款方便，借

贷适时，利率平稳，有利于扶持工农业生产o

-四十年代之前，农村照明条件很差。点灯以菜油为主，多数贫穷人家，以桐麻杆，

火门纸照明引火，：有时还打黑摸。解放后不久，以煤油照明。一九七一年起，各乡先后

用电灯照明，未用电灯照明户，二百一十八。七十年代后期照明用电户百分之百。工农

业用电增长迅速。据统计，现有电动机三百八十台，容量三千八百零三点八配，照明动

力用电之和为五百四十万零四千四百二十四度o

．随着经济发展，医疗卫生业也随之发展。人民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区乡有卫生院，

村有医疗站。医院现有病床五十五张，医生护士93人，农村医生120人。农村实行新法

接生，确保了妇婴安全，人口净增率上升显著。为控制人口增长过快，一九七三年起开

展了计划生育工作。提倡晚婚，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成效显著。 ．

人民的文化生活，由贫乏而走向丰富多采。自一九六五年初建立公社广播站以来，

在七年之内，普及全区各户。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零年，各乡先后均建立了电影队。一

九八零年区电影院建成放映，同年区乡文化站建成开放。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已基

本普及农村。

民国时期，只有县区有电话装置，民间邮件靠邮差步行传递。民国十六年(1927年)，

只在石板、江源、芦葭三乡建立邮政代办所。永宁，瓦子铺(现棉丰乡)二乡设信箱。

由县城发信函至各乡，五、六日方到。解放后，邮电发展，信息快速。石板邮电支局建

成后，面目一新。一九八四年发行报刊杂志一百零一种，203，680件，其中杂志19，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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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I
荔

■

分。总机发出数四十五户，出入函件21，895佴f：，进出包裹941件，电报进出2349张，长

途电话进出1486张，汇兑进出5459张·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三十五年来，成就卓著，令人鼓舞。石板区地处天府心腹之

地，山河秀丽，泉甘土肥，雨量充沛，出产丰富。勤朴的十万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将在这片如画的大地上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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