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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丰乡位于成都市南郊．方圆十八平方公里．有耕地一万四千余亩。是一个城乡结

合的乡。有农业人口三万二千余人。城镇人口一万三千余人．境内常住总人口每平方公

里二千五百一十七人的密度。有十一个村落．一百余个公共单位．我乡历来是一个以种

蔬菜为主，种粮食为辅的半菜，半农的乡。乡的历史悠久，建场四百六十余年．建乡七

十五年．乡内气侯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瓜菜满园，稻满村；河流纵横交错。引

清水河水灌溉良田。境内一环城干道，川藏公路．乡村机耕道四通八达。有著名的名胜

古迹武侯祠，龙爪堰，汉墓。有风景公园百花潭、南郊公园；有革命烈士抗日将领李家

钰将军之墓园。这些地方，风景优美，绿荫缤纷．游人络绎不绝。乡内集市有古场红牌

楼，神仙树街．现代集市衣冠庙农贸市场．商业，农副产品交易呈现一幕繁荣景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富民政策的光辉照糟在永丰乡的土地上．使我乡农，

工．商，企，副五业兴旺．五谷丰收，全乡总产值连续三年上亿元，人年均收入一千二百

八十五元，比十年前增长五倍．党的政策温暖着入民的心田。农民生活大提高．有百分

之八十的群众盖起了新房．住进了楼房瓦屋小独院，农朽I＼的卫生面貌焕然一新。农村作

坊千家万户．村民劳动生产，务工经商真忙，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家电用品进入

了每个家庭．今日农民过着安居落业的幸福生活，展现一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丽憧

景．

我乡过去没有立志，今逢盛世，承蒙各级党委政府及领导的重视．根据全国修志戴

工作资料和金牛区府办发(88)53号编写《乡镇简情》的通知精神，新编纂此《乡志》．

在乡党委，政府及领导的亲自主持．亲自审查志稿．并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

照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作为指导思想和编纂法规．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较为准确地再现我乡史志的本来面貌．我们编纂组从一九八八

年十二月开始，经过走访，采取通过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的方法．查阅档案．收集资

料，编纂，座谈审稿，到一九八九年八月．历时八个多月基本完成此志。

编写《乡志》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对于总结我乡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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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绩和进步．以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奋斗，朝着二ooo年小康生活水平目标前进．总结

我们的一些失误，以利吸取教训．把工作做得更扎实一些，避免再走弯路。回顾我乡所
，

走过的艰难历程。方知今日的美好富裕生活来之不易．温故而知新，展望未来前景更加

光辉灿烂。 ，

’

、编写《乡志》适逢我乡大好形势。值得书颂一番．特别是十年改革给我乡人民带来

的巨大变化．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农村制定的搞活、开放．宽松

的政策，也就没有今天全乡人民的好生活。 ．

．．编写。《乡志》乘我乡许多老干部都还健在的情况下．能提供许多宝贵的口碑材料，

现在写比今后写更为适时和有利。因此我乡决定及早完成，对后人也有个历史的交待。

《乡志》记述了我乡所经历的七十多年来的沧桑．内涵许多珍贵的史料。它把我乡

的历史、自然、地理．政治．经济、人口，教育，卫生、文物，古迹一一展现在我们的

跟前。《乡志》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思想性。知识性，科学性较强．但也有故事性和

趣味性．它是我乡的活字典．是乡“通”，值得在工余：饭后一读，励志途新。

永丰乡政府

一九八九年八月八B



编辑说明

一．《乡志》上限一九一一年．下限一九}kJk年(自然地理，建置沿革，文化、文

物古迹不受此限)．根据详近略远．详今略古的原贝}j．编纂的重点是建国以后的三十八

年。

二，《乡志》对人对事一概秉笔直书。直称其姓名．写其事实。
‘

三、体例包括。志”。图”“表“。记”。考”“传”六种。以志为主．记述有

据。行文忠实．查卷二百余。走访三十余人。力求真实准确。

四．历史朝代一律沿用旧称如(·。明”。清”。民国”)，一般不加政治性定i再，

如：。敌”。伪”等字样。

五、记时．民国时期用民国记年加注(公元)。解放后使用公元历记年．

六、地名普查后的名称，记过去的事．用当时的地名。

七．乡．村级领导干部名录，记到正副职，以正职为主。任职期记年月．未记年月

者按任职先后排例，干部任职期只作乡志使用．
’

八，《乡志》摘抄并编辑了。市，区文史资料”有关永丰乡的重要史料。使用了

本乡一九六二年编写的。社史”和一九八七年编写的。永丰乡组织史资料”．及其。资

料卡”中的部份材料。使本志较为详实可靠，特此说明．对前作者表示鸣谢f

九．《乡志》共九篇．按分章．节写成，为层次清楚．又例一、二。篇目顺序：建

置沿革篇；政治篇；自然地理篇；农业篇；工交．财贸篇；教育，卫生篇；文化、文物，

古迹篇；人物篇。辖区单位篇。本志共八万余字。 ．‘

十．根据。篇目精炼．文章要压缩”的要求。‘省略一些预定篇。节。本志只写序言

和此说明，省去凡例稻概述，作为乡志未勉不可．

永丰乡政府乡志编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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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丰乡人民政府合作化时期

1953．5月起到1958．6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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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丰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址

永丰乡政府大院



永丰乡南郊小学校新址

永丰乡敬老院新址



永丰乡建筑工程公司办公楼

成都华西农药厂址



成都神仙树锅炉厂

李宋钰烈士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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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丰乡行政区域图



目 录

序言

编辑说明

照片

地图

建置沿革图

第一篇建置沿革⋯⋯⋯⋯⋯⋯⋯⋯⋯⋯⋯⋯⋯⋯⋯⋯⋯⋯⋯⋯⋯⋯⋯⋯⋯⋯(1)

第一章建置⋯⋯⋯⋯⋯⋯⋯⋯⋯⋯⋯⋯⋯⋯⋯⋯⋯⋯⋯⋯⋯⋯⋯⋯⋯⋯⋯(1)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建置⋯⋯⋯⋯⋯⋯⋯⋯⋯⋯⋯⋯⋯⋯⋯⋯⋯⋯⋯⋯⋯(1)

一永丰乡建置考⋯⋯⋯⋯⋯⋯⋯⋯⋯⋯⋯⋯⋯⋯⋯⋯⋯⋯⋯⋯⋯⋯⋯(1)

二永丰乡的建置⋯⋯⋯⋯⋯⋯⋯⋯⋯⋯⋯⋯⋯⋯⋯⋯⋯⋯⋯⋯⋯⋯⋯(1)

·第二节建国后的建置⋯⋯⋯⋯⋯⋯⋯⋯⋯⋯⋯⋯⋯⋯⋯⋯⋯⋯⋯⋯⋯⋯(1)

一，永丰乡建置沿革⋯⋯⋯⋯⋯⋯⋯⋯⋯⋯⋯⋯⋯⋯⋯⋯⋯⋯⋯⋯⋯⋯(1)

二，永丰乡、村，组建置变化情况⋯⋯⋯⋯⋯⋯⋯⋯⋯⋯⋯⋯⋯⋯⋯⋯(2)

第二麓政治⋯⋯⋯⋯⋯⋯⋯⋯⋯⋯⋯⋯⋯⋯⋯⋯”⋯⋯⋯⋯⋯⋯⋯⋯⋯⋯⋯·(4)

第一章 水丰乡，乡村政权设置⋯⋯⋯⋯⋯⋯⋯⋯⋯⋯⋯⋯⋯⋯⋯⋯⋯⋯⋯(4)

第一节 民国时期乡，村政权设置和人事更选⋯⋯⋯⋯⋯⋯⋯⋯⋯⋯⋯⋯(4)

一乡．村政权设置⋯⋯⋯⋯⋯⋯⋯⋯⋯⋯⋯⋯⋯⋯⋯⋯⋯⋯⋯⋯⋯⋯(4)

二乡，村政权的主要人事更迭⋯⋯⋯⋯⋯⋯⋯⋯⋯⋯⋯⋯⋯⋯⋯⋯⋯(4)

第二节建国后的乡，村政权设置和人事更迭⋯⋯⋯⋯⋯‘⋯⋯⋯⋯⋯⋯(5)

一永丰乡政权的设置⋯⋯⋯⋯⋯⋯⋯⋯⋯⋯⋯⋯⋯⋯⋯⋯⋯⋯⋯⋯⋯(5)

二永丰乡历届人代会纪要⋯⋯⋯⋯⋯⋯⋯⋯⋯⋯一⋯⋯⋯⋯⋯⋯⋯⋯(5)

‘三永丰乡历届政权主要干部更迭序列⋯⋯⋯⋯⋯⋯⋯⋯⋯⋯．．．⋯⋯⋯(9)

四永丰乡以下，村一级干部名单⋯⋯⋯⋯⋯⋯⋯⋯⋯．．．⋯⋯⋯⋯⋯⋯(11)

第二章永丰乡的武装组织?⋯⋯⋯⋯⋯⋯⋯⋯⋯⋯⋯⋯⋯⋯⋯⋯⋯⋯⋯⋯··(17)

l



第一节解放后永丰乡武装组织的概况⋯⋯⋯⋯⋯⋯⋯⋯“⋯⋯⋯⋯⋯⋯·(17)

第二节永丰乡历任武装委员、部长更迭情况⋯⋯⋯⋯⋯⋯⋯⋯⋯⋯⋯⋯(17)

第三章 公安，政法．民政⋯⋯⋯⋯⋯⋯⋯⋯⋯⋯⋯⋯⋯⋯⋯⋯⋯⋯⋯⋯⋯(18)

第一节永丰派出所⋯⋯⋯⋯⋯⋯⋯⋯⋯⋯⋯⋯⋯⋯⋯⋯⋯⋯⋯⋯⋯⋯⋯(18)

第二节永丰法庭⋯⋯⋯⋯⋯⋯⋯⋯⋯⋯⋯⋯⋯⋯⋯⋯⋯⋯⋯⋯⋯⋯⋯⋯(19)

第三节民政⋯⋯⋯⋯⋯⋯⋯⋯⋯⋯⋯⋯⋯⋯⋯⋯⋯⋯⋯⋯⋯⋯⋯⋯⋯⋯(19)

一永丰敬老i宅⋯⋯⋯⋯⋯⋯⋯⋯⋯⋯⋯⋯⋯⋯⋯⋯⋯⋯⋯⋯⋯⋯⋯⋯(19)

第四章 党、团、群组织⋯⋯⋯⋯⋯⋯⋯⋯⋯⋯⋯⋯⋯⋯⋯⋯⋯⋯⋯⋯⋯⋯(20)

第二节 民国时期⋯⋯⋯⋯⋯⋯⋯⋯⋯⋯⋯⋯⋯⋯⋯⋯⋯⋯⋯⋯⋯⋯⋯⋯(20)

一 I。；l因幽民党⋯⋯⋯⋯⋯⋯⋯⋯一⋯⋯⋯⋯⋯⋯⋯⋯⋯⋯⋯⋯⋯⋯⋯(20)

第二节 建国后的党、团．妇组织⋯⋯⋯⋯⋯⋯⋯⋯⋯⋯⋯⋯⋯⋯⋯⋯⋯(20)

一 一ll!姿永丰乡委员会组织史⋯⋯⋯⋯⋯⋯⋯⋯⋯⋯⋯⋯⋯⋯⋯⋯⋯⋯(20)

二 中国共严主义青年团⋯⋯⋯⋯⋯⋯⋯⋯⋯⋯⋯⋯⋯⋯⋯⋯⋯⋯⋯⋯(24)

二三 永丰乡妇女联合会的发展及现状⋯⋯⋯⋯⋯⋯⋯⋯⋯⋯⋯⋯⋯⋯⋯(25)

第五章 主要政事⋯⋯⋯⋯⋯⋯⋯⋯⋯⋯⋯⋯⋯⋯⋯⋯⋯⋯⋯⋯⋯⋯⋯⋯⋯(27)

第一节 民国时期⋯⋯⋯⋯⋯⋯⋯⋯⋯⋯⋯⋯⋯⋯⋯⋯⋯⋯⋯⋯⋯⋯⋯⋯(27)

第二节建国后的主要政事⋯⋯⋯⋯⋯⋯⋯⋯⋯⋯⋯⋯⋯⋯⋯⋯⋯⋯⋯⋯(27)

一 征粮工作和?四大运动”⋯⋯⋯⋯⋯⋯⋯⋯⋯⋯⋯⋯⋯⋯⋯⋯⋯⋯(27)

二土地改革⋯⋯⋯⋯⋯⋯⋯⋯⋯⋯⋯⋯⋯⋯⋯⋯⋯．．．⋯⋯⋯⋯⋯⋯⋯(29)

三 。统购统销”⋯⋯⋯⋯⋯⋯⋯⋯⋯⋯⋯⋯⋯⋯⋯⋯⋯⋯⋯⋯⋯⋯⋯(32)

必 农业合作化运动⋯⋯⋯⋯⋯⋯⋯⋯⋯⋯⋯⋯⋯⋯⋯⋯⋯⋯⋯⋯⋯⋯(32)

五人民公社化运动⋯⋯⋯⋯⋯⋯⋯⋯⋯⋯⋯⋯⋯⋯⋯⋯⋯⋯⋯⋯⋯⋯(36)

六 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一⋯⋯⋯⋯⋯⋯⋯⋯⋯·(37)

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38)

八 。文化大革命1运动⋯⋯⋯⋯⋯⋯⋯⋯⋯⋯⋯⋯⋯⋯⋯⋯⋯⋯⋯⋯(39)

九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41)

第三麓自然，地理⋯⋯⋯⋯⋯⋯⋯⋯·⋯⋯⋯⋯⋯⋯⋯⋯⋯⋯⋯⋯⋯⋯⋯⋯”(45)

第一章 区域概况⋯⋯⋯⋯⋯⋯⋯⋯⋯⋯⋯⋯⋯⋯⋯⋯⋯⋯⋯⋯⋯⋯⋯⋯⋯(45)

2



第一节’区域位置和地形、地势⋯⋯⋯⋯⋯⋯⋯⋯⋯⋯⋯⋯⋯⋯··⋯⋯⋯·(45)

第二节渠系⋯⋯··⋯⋯⋯⋯⋯⋯⋯⋯⋯⋯·：j⋯⋯⋯⋯⋯⋯⋯⋯⋯⋯⋯⋯·(45)

第三节人口，面积，民族⋯⋯⋯⋯⋯⋯⋯⋯⋯⋯⋯⋯⋯⋯⋯⋯⋯⋯⋯⋯(45)

一。人口⋯⋯⋯⋯⋯⋯⋯⋯j⋯⋯⋯⋯⋯⋯⋯⋯⋯⋯⋯⋯⋯⋯⋯⋯⋯·⋯·(45)

二面积⋯⋯⋯⋯⋯⋯⋯⋯⋯⋯⋯⋯⋯⋯⋯⋯⋯⋯⋯⋯⋯⋯⋯⋯⋯⋯⋯(46)

三 民族⋯⋯⋯⋯⋯⋯⋯⋯⋯⋯⋯⋯⋯⋯⋯⋯⋯⋯⋯⋯⋯⋯⋯⋯⋯⋯⋯(4．7)

第二章土壤和土地利用⋯⋯⋯⋯⋯⋯⋯⋯⋯⋯⋯⋯⋯⋯⋯⋯⋯⋯⋯⋯⋯⋯(4．7)

第一节土壤⋯⋯⋯⋯⋯⋯⋯⋯⋯⋯⋯⋯⋯⋯⋯⋯⋯⋯⋯⋯⋯⋯⋯⋯⋯⋯(47)

一水稻土⋯⋯⋯⋯⋯⋯⋯⋯⋯⋯⋯⋯⋯··：⋯·：⋯⋯⋯⋯⋯⋯⋯⋯⋯⋯：(4『8)

二旱作土⋯⋯⋯⋯⋯⋯⋯⋯⋯⋯⋯⋯⋯⋯⋯⋯⋯⋯⋯⋯⋯⋯⋯⋯⋯⋯(48)

第二节土地利用⋯⋯⋯⋯⋯⋯⋯⋯⋯⋯⋯⋯⋯⋯⋯⋯⋯⋯⋯⋯⋯⋯⋯⋯(49)

第三章气象⋯⋯⋯⋯⋯⋯⋯⋯⋯⋯⋯⋯⋯⋯⋯⋯⋯⋯⋯⋯⋯⋯⋯⋯⋯⋯⋯(49)

第一节气侯特点及温度．雨量⋯⋯⋯⋯⋯⋯⋯⋯⋯⋯⋯⋯⋯⋯⋯⋯⋯⋯(49)

一气温⋯⋯⋯⋯⋯⋯⋯⋯⋯⋯⋯⋯⋯⋯⋯⋯⋯⋯⋯⋯⋯⋯⋯⋯⋯⋯⋯(49)

二雨量⋯⋯⋯⋯⋯⋯⋯⋯⋯⋯⋯⋯⋯⋯⋯⋯⋯⋯⋯⋯⋯⋯⋯⋯⋯⋯⋯(50)

第二节 自然灾害⋯⋯⋯⋯⋯⋯⋯⋯⋯⋯⋯⋯⋯⋯⋯⋯⋯⋯⋯⋯⋯⋯⋯⋯(50)

第四章牲畜，禽，植物⋯⋯⋯⋯⋯⋯⋯⋯⋯⋯⋯⋯⋯⋯⋯⋯⋯⋯⋯⋯⋯⋯(50)

第一节家禽、家畜⋯⋯⋯⋯⋯⋯⋯⋯⋯⋯⋯⋯⋯⋯⋯⋯⋯⋯⋯⋯⋯⋯⋯(50)

第二节植物⋯⋯⋯“⋯⋯⋯⋯⋯⋯⋯⋯⋯_⋯⋯⋯⋯⋯⋯⋯⋯⋯⋯⋯⋯(50)

第四篇农业⋯⋯⋯．．．⋯⋯⋯⋯⋯⋯⋯⋯⋯⋯⋯⋯⋯⋯⋯⋯⋯⋯⋯⋯⋯⋯⋯⋯(52)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农业⋯⋯⋯⋯⋯⋯⋯⋯⋯⋯⋯⋯⋯⋯⋯⋯⋯⋯⋯⋯⋯⋯(52)

第一节农业生产的概况⋯⋯⋯⋯⋯⋯⋯⋯⋯⋯⋯⋯⋯⋯⋯⋯⋯⋯⋯⋯⋯(52)

第二节主要作物及栽培技术⋯⋯⋯⋯⋯⋯⋯⋯⋯⋯⋯⋯⋯⋯⋯⋯⋯⋯⋯(52)

第二章 建国后的农业⋯⋯⋯⋯⋯⋯⋯⋯⋯⋯⋯⋯⋯⋯⋯⋯⋯⋯⋯⋯⋯⋯⋯(53)

第一节农业管理机构⋯⋯⋯⋯⋯⋯⋯⋯⋯⋯⋯⋯⋯⋯⋯⋯⋯⋯⋯⋯⋯⋯(53)

第二节农业生产体制的变革⋯⋯⋯⋯⋯⋯⋯⋯⋯⋯⋯⋯⋯⋯⋯·O··go·(53)

第三节农作物种类和产量⋯⋯⋯⋯⋯⋯⋯⋯⋯⋯⋯⋯⋯⋯⋯⋯⋯⋯⋯⋯(54)

一种类的演变⋯⋯⋯⋯⋯⋯⋯⋯⋯⋯⋯⋯⋯⋯⋯⋯⋯⋯⋯⋯⋯⋯⋯⋯(54)

3



二作物面积产量⋯⋯⋯⋯⋯⋯⋯⋯⋯⋯⋯⋯⋯⋯⋯一?⋯⋯⋯⋯⋯⋯“(55)
‘

第三章建国以来的多种经营⋯⋯⋯⋯⋯⋯⋯⋯⋯⋯⋯⋯⋯⋯⋯⋯⋯⋯⋯⋯(56)
、

第一节种植业⋯⋯⋯⋯⋯⋯⋯⋯⋯⋯·；⋯⋯⋯⋯⋯⋯⋯⋯⋯⋯⋯⋯⋯⋯·(56)

第二节养殖业⋯⋯⋯⋯⋯⋯⋯⋯⋯⋯⋯⋯⋯⋯⋯⋯⋯⋯⋯⋯⋯⋯⋯⋯⋯(57)

第四章农业机械的应用和发展⋯⋯⋯⋯⋯⋯⋯⋯⋯⋯⋯⋯⋯⋯⋯⋯⋯⋯⋯(57)

第一节农业机械管理站的发展⋯⋯⋯⋯⋯⋯⋯⋯⋯⋯⋯⋯⋯⋯⋯⋯⋯⋯(57)

第二节农业机械的应用和数量⋯⋯⋯⋯⋯⋯⋯⋯⋯⋯⋯⋯⋯⋯⋯⋯⋯⋯(57)

第五章农田．水利建设⋯⋯⋯⋯⋯⋯⋯⋯⋯⋯⋯⋯⋯⋯⋯⋯⋯⋯⋯⋯⋯⋯(58)

第一节农田基本建设⋯⋯⋯⋯⋯⋯⋯⋯⋯⋯⋯⋯⋯⋯⋯⋯⋯⋯⋯⋯⋯⋯(58)

第二节 渠系改造⋯⋯⋯⋯000 Q 06900⋯⋯⋯⋯⋯⋯⋯⋯⋯⋯⋯⋯⋯⋯⋯⋯⋯(58、

第六章兽防⋯⋯⋯⋯⋯⋯⋯⋯⋯⋯⋯⋯⋯⋯⋯⋯⋯⋯⋯⋯⋯⋯⋯⋯⋯⋯⋯(59)

第一节解放前的兽防概况⋯⋯⋯⋯⋯⋯⋯⋯⋯⋯⋯⋯⋯⋯⋯⋯⋯⋯⋯⋯(59)

第二节解放后的兽防工作⋯⋯⋯⋯⋯⋯⋯⋯⋯⋯⋯⋯⋯⋯⋯⋯⋯⋯⋯⋯(59)

一永丰乡兽防站的沿革⋯⋯⋯⋯⋯⋯⋯⋯⋯⋯⋯⋯⋯⋯⋯⋯⋯⋯⋯⋯(59)

二兽防工作和任务⋯⋯⋯⋯⋯⋯⋯⋯⋯⋯⋯⋯⋯⋯⋯⋯⋯⋯⋯⋯⋯⋯(60)

第五篇工业、交通、财贸，邮电⋯⋯⋯⋯⋯⋯⋯⋯⋯⋯⋯⋯⋯⋯⋯⋯⋯⋯⋯(61)

第一章工业⋯⋯⋯．．．⋯⋯⋯⋯⋯⋯⋯⋯⋯⋯⋯⋯⋯⋯⋯⋯⋯⋯⋯⋯⋯⋯⋯(61)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工业概况⋯⋯⋯⋯⋯⋯⋯⋯⋯⋯⋯⋯⋯⋯⋯⋯⋯⋯⋯(61)

第二节建国后的工业⋯⋯⋯⋯⋯⋯⋯⋯⋯⋯⋯⋯⋯⋯⋯⋯⋯⋯⋯⋯⋯⋯(61)

第二章 交通⋯⋯⋯⋯⋯⋯⋯⋯⋯⋯⋯⋯⋯⋯⋯⋯⋯⋯⋯⋯⋯⋯⋯⋯⋯⋯⋯(63)

第一节 公路⋯⋯⋯⋯⋯⋯⋯⋯⋯⋯⋯⋯⋯⋯⋯⋯⋯⋯⋯⋯⋯⋯⋯⋯⋯⋯(63)

一川藏公路⋯⋯⋯?⋯⋯⋯⋯⋯⋯⋯⋯⋯⋯⋯⋯⋯⋯⋯⋯⋯⋯⋯⋯⋯··(63)

二成都市一环城公路⋯⋯⋯⋯⋯⋯⋯⋯⋯⋯⋯⋯⋯⋯⋯⋯⋯⋯⋯⋯⋯(63)

三永丰路⋯⋯⋯⋯⋯⋯⋯⋯⋯⋯⋯⋯⋯⋯⋯⋯⋯⋯⋯⋯⋯⋯⋯⋯⋯⋯(64)

四永丰至石羊公路⋯⋯⋯I mlI QO OOD 010 000⋯··：·?⋯⋯⋯⋯⋯⋯⋯⋯⋯⋯⋯·(64’)

五乡村公路及机耕道⋯⋯⋯⋯⋯⋯⋯⋯⋯⋯⋯⋯⋯⋯⋯⋯⋯⋯⋯⋯⋯(64)

第二节桥梁⋯⋯⋯⋯⋯⋯⋯⋯⋯B00 000⋯⋯⋯⋯⋯DmOllO QQO QOa⋯⋯⋯⋯⋯一(64)

一高升桥⋯⋯⋯⋯⋯⋯⋯⋯⋯⋯⋯⋯⋯⋯⋯⋯⋯⋯⋯⋯⋯⋯⋯⋯⋯⋯(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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