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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山县观音镇志 序

序

古人云：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中共观音镇党委、政府，为

让全镇干部、群众进一步了解观音历史，扬长避短，寻求加速发展观音的最佳方案，决定

首编《观音镇志》。1993年3月成立编写领导小组，落实编写人员以来，历时一年半，

《观音镇志》今日问世，这是观音镇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值此欣喜之日，愚捉笔抒占，

以此为序。

观音镇始建于清，距今约三百年，幅员面积26．7平方公里。在长期社会发展中，有

兴有衰，有起有落，岁月悠悠，铸成历史。解放前，观音盗匪猖厥，百业凋零，人民处

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后‘，勤劳勇敢的观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牛，

艰苦奋斗，依靠科学技术，奋发努力，使观音发生了翻火覆地的变化。1992年，全镇粮

食总产在耕地面积锐减的情况下，实现1253．3万公斤，比1952年增产691．3万公斤，增

长1．2倍，比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的1979年增产253．3万公斤，增长25．3贴；乡镇企业迅猛

发展，实现总产值7050万元，比1988年2278万元增加4772万元，增长2．1倍；财政收入

107万元，比1988年27．34万元增加79．66万元，增长2．9倍。

1993年，观音镇党委和政府，在党的十四大、十四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同志南巡iJ!

话精神指引下，带领观音镇人民，抓着“一条线”发展的契机，致力于全镇经济建设和

社会事业发展，再次取得了好成绩。全年先后办起了长青印染厂等28家上业企业，引迷
了蜀港日化有限公司等3家中外合资企业，投入2千多万元新建彭山有包玻璃厂，年产值

上千万元。全镇工农业总产值实现1．76亿元，比上年增长18．5斯；工业产值实现7308万

元，比上年增长132账；财政收入实现189万元，比上年增长76．6账。全镇人均纯收入

795元，比上年增加154元，增长24％o教育实现了班班有教室，’学生有爪桌凳，消除了

危房；邮电实现全国联网，程控直拨；交通实现村村有机耕道；广插电视实现调频传输。

其它社会事业也有较大发展。

《观音镇志》是我镇首部总摄百科的地方志书，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力求详实记

录观音镇建国以来各方面发展变化的成功与失败。它是了解观音历史，弘扬正气，催人
奋进，决策参考的好教材。

《：观音镇忐》的编撰，史无前例，困难重重。但编撰人员不畏艰险，勇攀高峰，顶

烈日，冒严寒，横查纵访，终成此书。在此，我们代表观音镇党委和政府，向关心和参

与编撰此书的同志们表示慰问!编撰过程中，得到县档案馆等各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

特别是县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在此，向支持、指导编撰此书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

感谢。

中共观音镇党委书记王学康

观音镇人民政府镇长 倪昔芝

1994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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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山县观音镇志
’ 凡 例

凡 例

一、《观音镇忐》由慨述、大事记和专志组成，采用章节体，共设26章，97节。以

概述综述镇情，以大事记为全志之经，各章节为全志之纬，横分竖写，以文为主，辅以

图表c
●

二、本志上限至1911年，下限至1992年。个别特殊事件追述适当突破上限。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按“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原则，对每一事的起始变化，力

求作实事求是记述。

四、计量单位：原则上以公制统一，但因市制通行时问长，为了体现计量历史现实，

在文宁处理上，适当保留了一些市制单位。

五、表年份的数词：清代用汉字，民国时期至建国后一律用阿拉伯字c

六、数量词规范：凡表示数量，一律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成语、词汇、专门名

词手玎表述性语言，一律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字，几分之几用汉字。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彭山解放于1949年12月18 El，时差两

月余。在表述两个政权界限时，民国时期采用“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采用

“建国后一或“解放后”。根据地方实际，文中多用“解放后”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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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山县观音镇志， 概 述

概 述

观音镇位于彭山县心腹地带，东临南河，与江口、牧马两乡隔江相毕，南接凤呜镇，

西界公义镇，北与青龙镇接壤。南北长6．5公里，东西宽4公里，幅员面积26．7平方公里。

全为平原，海拔高度430米。

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平均温度17℃，年均降雨量980毫米，日照

时数1244／J、时c

观音镇由古驿站观音铺而得名，清嘉庆时期命名为观音场，属忠义乡。民国24年

(1935年)设观音联保，属第三区。民国29年改联保为镇。民国32年改观音镇为观音乡。

解放后仍设观音乡。1952年观音乡为第二区’区公所驻地o 1958年建大公社，成立观音人

民公社，．辖公义、保胜、青龙、凤呜、观音5个管区o 1959年划大公社为小公社，观音

管区升格为观音人民公社。1984年重建乡政权，改公社管理委员会为观音乡人民政府。

1992年9月调整建制，改观音乡为观音镇。辖13个村民委员会，127个农业社，1个街道

居民委员会，共7869户，农业人口25210人，非农业人口1093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953人o

1964年，耕地面积22163亩，其中田16513亩，地5650亩，人平耕地1．29亩。由于人

口增加和历年交通、基建等占地，耕地逐年减少。1992年耕地减少为19348亩。其中田

16417亩，地2932亩，人平耕地0．77亩o ．

稚放前生产落后，广大劳动人民生活贫困。解放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进行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各项事业飞跃发展，变化喜人。

观音地区水利条什好，历来是粮食产区，主产水稻、小麦、玉米。1955年粮食总产
562万公斤，1992年总产1253．3万公斤，比1955年提高1．23倍。经济作物主产油菜、花

生、叶菸等。1966年油菜总产14．3万公斤，1992年提高到59．1万公斤，比1966年提高

3．13倍o ．

养殖业以猪只为主。1966年猪只存栏数6325头，1992年达到15456头，比1966年增

加9131头。鸡、鸭、鹅、免也有很大发展。1963年养鸣10346只，1992年提高到52600只，

增长4．07倍。观音水域宽广，沟渠纵横，流水养鱼、网筘养鱼、肥水养鱼初具规模o

1987年产鲜鱼89800公斤，收入21．14万元。

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全镇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各种形式的企业象

雨后春笋不断出现。现在已办起了具有一定规馍的中小型企业20余个，转移农村剩余劳

动力3200余人。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7050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7％。

观音有取之不尽的沙、石资源，每年可供采集4万立方米。

成乐公路、成昆铁路穿境而过，乡道纵横，四通八达，交通运输条什极为优越c

教育事业发展迅速，1953年全乡有中心小学1所，村小9所，学生2210人o 1984年普

及了小学教育，中学和幼儿教育从无到有。1958年开始办农业中学1所，1992年镇办中
学有15个班，学生710人，教职工47人。各村均有幼儿班c

l



彭山县观音镇志 概 述

随着生产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o 1957年人均占有口粮192．5公斤，1'986年人均

占有455．5公斤。经济上，1979年前农村全靠年终集体决算进钱。1964年全镇只有70知
的农户年终决算进饯，户平41．16元，1974年人平进饯97．80元，1992年人平均纯lI史入

641元。1986年全镇只有自行车5500辆，黑白电视机261台j 1992年有彩电247台，黑白

电视机3242台，收录机906台，洗衣机322台，电冰箱65台。经济收入大幅度增加，农村人

民的农、食、住、行都起了很大变化o 1979年前，全镇多数农民住房为泥培草盖顶的房

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逐步发展，农民住房开始变化o 1992年全镇已新

建住房的有3108户，占总户数的39．59／，其中楼房926户，占总户数的11．8州。

财政收入随全镇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o 1989年财政收入为32．30万元，1992年为107

万元，3年时问增加收入74．7万元，平均每年增收24．9万元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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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山县观音镇志 大事记

大‘事记

民国31年

一

2月22日，承包修建洪山寺飞机场工程队到达，准备施工。但县府拖延未发业主房
屋搬迁、地价、青苗等费，中共彭山党组织发动业主呜锣聚众，包围工地现场，阻止动
工，迫使县府答应及时发款c

3月3日，县府修洪山寺机场发款时扣了30斯作fi若金，并抽3斯的手续费。群众不同

意，与发款员发生冲突，包围工程处，并到县府请愿，县长李仲良被迫接受要求，如数

发款c

民国33年

3月24日，洪山寺机场扩建动工c

6月，洪山寺机场竣工o

1950仨

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中，恶霸、土匪李文康、张少高、曾光志、谢书桃、张 ／

元俊、熊兆州、王永康、王永泉、袁伯清、李竟成、帅栋臣、帅成章、杨汉成、姜禄凯、

何老李等被镇压。

1951年

6月20日，县委土改工作队到达观音，开始进行全县土地改革试点工作。
9月，土改结束o

1952芷

2月，梁河村建立全县第一个水稻生产互助组(刘汉章互助组)e不久，南刘汉章之

子刘子江任组长，年终被评为县和专区乙等劳动模范o

4月，在郭祠村成立徐荣江互助组。

1953仨

11月1日，县委派工作组在观音乡进行粮食统购统销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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