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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场镇，自北宋时期建置至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它在祖国的大地上．虽然仅是个

弹丸之地，一基层的行政区域，但是在漫长的岁月中，经过本镇历代劳动人民的辛勤营建，

，不仅使它在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社会福利等方面，与其他乡镇有了共性，而且创建了特

色。建国前就成为天府之国的首善之区··华阳县(1965年与双流县合并)东山的。旱码

头_j 一“ ．

‘

。

建国后，太平场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排除了。左”和

右的各种干扰，战胜了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j取得了可

喜的成绩，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

镇人民团结战斗，取得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胜利，形势十分喜人。一。。r

。太平场镇近千年来的历史，是一轴战天斗地的画卷；是一曲振奋人心的凯歌：是一面鉴

7古观今的明镜。可惜过去没有编写过地方志，县志对本镇史实的记载也很少，这对今天的四化

建设来说，也是一件憾事。
～

? 地方志是。一方之全书”．它能起到。补史之缺。纠史之误，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作

用。故古人说：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的伟大作用可想而

一知．
’

．．

一

一

， 盛世修志，是祖国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扬了这一光荣传统．我镇在上级党

委，政府的领导下和县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编写了《双流县太平场镇志》它广泛翔实地

记述了本镇的建置沿革、行政区划、工农业生产．山川资源、文教卫生，，交通邮电，社会风

俗，人物古迹等。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希望读者能从中全面．系统，’科学地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探索规律，继往开来。使这个地方小志能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些作用j这

便是我镇修志的目的．

汤炳清

19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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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气
。， 双流县太平场镇，又名窑子坝．地理座标东经log 12，，北纬30。25，，东与简阳县老君

乡相连，南与合江乡接壤，西与白沙坡乡毗邻，北与成都市龙泉驿区的柏合寺乡隔河相望．

西距双流县城关40公哩，距成都市4I公里。 ，

．本镇历史悠久：名称更迭频繁，远在北宋治平三年(1066)以前，即有此镇，名衡山

镇。后在元丰年同(1078—1085)改称盘自窑镇．明末始有太平镇的记载，此名沿用至解放．

建国后，1950年成立农民协会，改弥华阳县太平乡农民协会；1952年土改后建政，改称华阳

县太平乡人民政府；1954年普选后，改称太平乡人民委员会；1958年人民公社化，改称太平

人民公社，1965年华阳县与双流县合并，改称双流县太平区太平人民公社；1969年文化大革

命期间，改称双流县太平公社革命委员会；1981年体制改革，改称双流县太平场乡人民政府；

1985年撤乡建镇，又改称双流县太平镇场人民政府．
‘

本镇地处龙泉山脉中段，地势东高西低，河流都发源于本镇低山区的各山岭，且多为山

溪小河，山洪暴发，经常成灾，’少雨季节则只有涓涓细流，或完全干涸，故此水栽插水稻时

利用价值不高，但可在洪水之后修筑拦水河埝，引细流灌埝或浇灌作物，确是一重要的水利资

源，六十年代后有所忽视。
71

境内气候温和．平均气温16．7。C．雨量充沛，年平均雨量为921．6毫米．．、春早，夏热无

酷署，秋凉，冬暖无严霜，无霜期长，累计年平均为287天，宜于农作物的生长：“

全镇面积42．52平方公里，(浅丘25．08平方公里，低山17．44平方公里)，人1：12469

人，只有藏族2人，土家族1人，其余全系汉族．下属13个村和一个场镇居民委员会，共有

127个生产队(组)和四个居民小组。有五个村属于低山区，八个树属于浅丘区，最高海拔

951．4米’，最低海拔490米．
’

7全镇有耕地25962亩．其中低山区占81 30亩，每人平均I．57亩。浅丘区占17832亩，每1

人平均I．05亩．以土壤分区比例划分，浅丘薄土坡地区占34．92％，是旱地作物的主产区；

洪积坝土区占46．22％，是粮油作物的主产区；浅丘黄泥土区占18．6％，是经济作物的主产

’区。以紫红色砂页岩为主体的山坡是发展林、牧．果药的良好基地．．

、 太平境内还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用途广泛的工业原料——膨润土；有质地坚硬的石

料；有发展渔业的宽阔水面；有潜力很大的山岭坡地：有品种繁多的野生药材；有营养极丰

富的野生刺梨。这些资源都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 ．

一

尽管太平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经济优势，但由于建国前长期受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

生产力得不到发挥。1952年土地改革时，全乡地主人口只占总人口的4．7％．而占有的土地

却占田地总面积的25．24％。因此生产水平极低。1949年，水稻平均亩产360斤，小麦平均亩．

产74斤，油菜籽平均亩产74斤．正常年景}且只少数农民能达到温饱的水平．如遇灾年，则大

多数农民过着糠莱半年粮的悲渗生活，甚至有少数农户逼得妻离子散，家破k亡，沦为乞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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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49年12月1 7日．太平获得解放。．太平镇成为太平区的所在地，成立了相应的区级单
‘

‘

位——公安派出所、区人民法庭、农业银行营业所、税务所、工商所、粮油管理站、食品

，经营站(国营屠场)，邮电所、区卫生院等。随着生产的发展，镇属企业——农机站、农技

站，兽防站、电管站．乡卫生院、供销社，信用社，油厂、、酿造厂。糖果厂、熔炼厂也蓬勃
’

．兴起，商业兴旺，市场繁荣，‘1 985年上市的农副土特产品有十一大类，一百五十多个品种． ．．

集镇建设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昔日低矮简陋的草房基本绝迹，土木结构的瓦屋，大部份已 ·

．改造成砖木结构的平房或楼房。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也与日俱增地拔地而起．现在场镇上
7

。

各种企事业用房占地86118．8平：疗米，建筑面积34，837平方米。 、：．，‘． _’! 、，

．在农业生产上，太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发展生产，走社会主义道路。在“
-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产生了”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不是遥远将来的

事情。的轻率估计，曾·度导致了二平二调．虚报浮夸．命令主义和瞎指挥的“左”倾错误。

”1 961年粮食产量降到历史最低水平，(593．2万斤)、．这一错误在1961年贯彻。调整，巩 j

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时，很快得到了纠正。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我镇受极 ．

“左”思潮的影响，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扼杀农民正当的家庭副业：批判工分挂帅，

物质刺激，分配上搞绝对平均主义；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忽视全面发展，使一些生产队大幅

度地减产。最低的队每个劳动日仅值九分饯，百分之八十的农户补钱取口粮。。但是大多数的社．

员和干部都抵制了这股歪风，坚决贯彻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的方针．依靠和发挥集体力量，夺得农业生产的全面胜利． 一 。

，

1 978年1 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 。从l 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党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正本

清源，拨乱反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生产结构进行调整，对工，商业进行改革．

全镇呈现了政通人和经济腾飞的喜人景象。 ‘一

-- 太平场镇，无论从历史和现状看，都是个以农业为主的乡镇。农业生产的命脉是水，建
国前(1 949年)全镇有田l 561 6亩．’其中冬水lt]4200亩，全靠塘埝蓄水灌溉，栽插水稻无保

障。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三十六年来，除对原有埝塘进行培修外，。在山湾 。‘．

峡谷新建塘埝22口，筑拦水河埝27道，还先后新建了土门子．塔寺沟、两河口、大河心和高
’‘

峰五座水库。到1 985年，全镇冬水田面积减少到447亩。新建电力提灌站47处，‘新开和维修

水沟舀条，加上东风灌渠的建成，这些水利设施可使全镇水田基本作到满栽满插． ，
’。’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地，建国后太平镇狠抓了改田，改土工作，对全镇5744亩低产田
’

地，采取了坡改梯．瘦改肥，薄改厚。+陡改缓．一熟改两熟．旱改水等措施。 ‘、：

．|。由于农业基本建设扎实，生产逐年上升，1985年粮食总产达2565．27万斤，比1 949年增

。加了1 722．87万斤，为l 949年的3．05倍，‘油菜籽总产1 47．59万斤，为1949年的19．7倍．
“

；建国后，在狠抓农业生产的同时，重视发展多种经营。调整农业结构，迄至l 985年有 j

各种果树22．465万株，果类年产l 75．55万斤；有林地面积10794．8亩，森林覆盖率1 6．4呖，
’

总蓄积量j 2091 8立方米，人乎蓄积量0．4048立方米。1985年存栏毛猪1 8336头，为1 949年的 j

5。76倍。1 985年养鱼水面1 033亩，收成鱼67760斤．
“。

√’’
‘

：．

．·

．． 在手工业生产中，草辫草帽是我镇的传统家庭副业，原料丰富，做工精细，远销省内_’

。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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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仅1 985年，收购草辫金额达41．2X元，加工为草帽后约值l 00万元．
’

豆腐皮也是本镇名特产品，远近驰名，是极有经济潜力的副业． _．’

建国前，太平镇只有一些个体手工业，生产竹，木．，。铁，石等小型农具和生活用具。十
． 多家榨油、酿造作坊，生产水平低下。建国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各种工业迅速发展起

来，I 984年全镇已有个体手工业ll 3户，街道企业8个，二轻工业3个，镇办企业4个．村组

办工副业1 6个，其中从业人员662人，年产值达291．78万元．

、 建国后，太平场镇约电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在全镇通电，用电户苫总户数的

98％，农副产品加工和提灌，都实现了电气化。。 一

矗 交通运输事业也迅猛发展，现有主干公路4条，长34公里，机耕道22条，长41公里，在

境内已形成交通网，搬运重物，基本上实现了汽车化。每天有通往成都市、双流县城等地的

’客运班车二十一次，运送乘客约1 000人次． t

一
． 经济的繁荣，促进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畏。I 949年全镇仅有完小一所，附设幼

一

儿班二个，保国民学校九所，在校学生840名，教师28名．1 985年有小学I 4所，(完小’一
’

“所，附设幼儿园一所)在校学生3591人，教师I 33名，小学入学普及率达96．6％，入学率达

97．8％。 +、。

一
。

’

I 949年太平中学只有9个班．学生400人左右，I 954年复校时，有6个班，学生330人，

教职工21人。．1985年我镇中学发展为三所，(完中、镇中和民中各一所)，共有2 5个班(高

中6个班)学生1262人，教职工86人。
’

。

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后太平镇中，小学为大专院校输送学生80多人，其中有县团级以上

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讲师，教授等1 6人。．-·

建国前，-太平人民的文化生活十分贫乏，．致能看看川戏，偶尔有文明戏(话剧)演出．

现有线广播除牛心村外，遍布全镇，收音机，收录机、电视机大量涌进家庭，影剧院经常放

映电影，各种文体活动时常开展，人民文化生活较为丰富．

医疗卫生面貌大为改观，I 949年，全镇有医生28X．每千人中平均有医生1．6人．1 985

年全镇有医生77人，平均每千人中有医生3．I入，有病床80张，比建国前增JJⅡ了百分之百．

在血吸虫病的防治上．开展了三次大的灭螺浅役，我镇钉螺大部份被消灭。由于医药条件的

改善，过去的几种流行疾病基本消灭，人民健康水平提高，。死亡率下降，长寿老人增多，

+I 985年Io月统计，有八十岁以上的老人226人。
f。

从I 965年起，加强了计划生育工作，1984年人口出生率为8．98‰，自然增长率为

．37‰，独生子女申请领证率为86．39％． ·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提高，l 985年人平投入(农村人平)

。 。264．23元，比1961年增加了百分之百，为I 978年的2．9倍。农民新建平房和楼房的越来越

鼍 +多，高档商品，涌入人民家庭，仅电视机，全镇就有I 254台，(其中彩电76台)，平均每百

户中拥有电视机20．5台．手表，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已成为人民生活必需品． ， ～

主 ．

，一

I 958年，太平镇办起了敬老院，使一些孤寡老人能欢度晚年． 一， 』

7

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科学知识的普及，使人民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陋习，也有较大的改

变。建国前人民迷信思想普遍，境内七八座庙宇，香火兴旺，婚，丧礼仪封建迷信色彩浓

厚．建国后信奉鬼神的人，越来越少，寺庙颓废，僧尼还俗．三中全会后，我镇落实了宗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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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

、’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十--yj，大丞相张文忠公来摄华阳县衡山镇(即太平镇)的

征官．0 o‘。。
。

． 宋神祟无丰年间(1078一1085)改衡山镇为i自窑镇(现太平镇)，
’， ’

清光绪三十四年(1 908年)华阳县第七区太平镇小学开始创办。校址设太平场镇后街

(文庙街)文昌宫内． 。

． ‘：。

、

j 民国四年(1 91 5年)太平镇警察分所被简阳等地土匪抢劫，意在抢劫警察分所的武器．_

由于土匪地形不熟，没有找到江西馆(警察分所所址)，时间过久。又值拂晓之际，被警察

发觉，始狼狈逃窜． ，

．

一

同年，四川旱灾。太平地区，一年无雨，贫民采食草根树皮充饥。 ．i

， 民国十三年(1 924年)太平镇创办女子小学，校址设在南华宫(现镇人民政府所在地)． ．

同年．太平区团总张达五组织学兵队，训练地方武装。
、 ‘

。民国十五年(1 926)太平镇整修街道，把石板路面改修成三合土路面．、并集资新修街房

(现在的新街)． ， “+、

同年六月，川康混成旅驻军的一个司务长夥同太平镇团防的一个队员陈方戏侮了太平镇

7民女。张达五(当时的团总)得悉后，，与驻军谈判要军队把戏侮犯交给地方，子同年秋连同．

陈方被枪决于小学操场．‘
7

一

，

’同年二月，张达五率团防围歼了东阳桥土匪窝一：
’

。 一‘

同年，全县改团防区为联保制。太平境内发现烟(鸦片烟)苗，有违禁烟法令，联保主

任曾渐逵被华阳县政府拘捕坐牢三个月．’
“：

。

、+ ．

。

同年，华阳县在太平设第七区区公所，区长马玉泉。。
。

’．

‘

～

同年，太平镇奉命强迫民工在二郎坝(现二郎村)、、江西官山(现二郎村)，红花堰
(现柏林村)等处修碉堡三座．7 ，

民国二十五年(1 936年)，太平地区遭受雹灾．“
。

，+。

， ，-民国二十八年(1 939年)三月二十一日，同心村四组(枣子园)落下飞机一架，’机毁

人亡．，
一’

’

’

． 民国二十九年(1 940年)正月，匪首王四兴被捕． j’

r 民国三十年(1 941年)，创建太平中学．同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平遭冰雹危害． ，

7．·- ’：民国三十二年(1 943年)，东山一带，频遭旱灾，灾情严重，小春无收，大春也栽秧无

1 望．， ，’

。

’

民国三十三年(1 944年)，太平乡公所奉命调民工到新津培修机场．。，
民国三十六年(1 947年)四月。张飞营一带遭受雹灾，雹大如葫豆，小如豌豆．

、

同年九月，太平中学学潮爆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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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月，恶霸地主陈锡文残杀陈永年事件，轰动全乡，骇人听

闻． 二。'

。
、

j ．

一 ”

。‘， ，’

j

?

陈锡文虐待媳妇，媳妇不堪忍受外逃。陈锡文以媳妇是陈永年的外孙女关系，‘求其帮

忙．陈永年受媳妇娘家的嘱咐，要陈锡文立约，’写明今后不再虐待媳妇，并须陈锡文签字．、

但陈锡文不同意，因而发生争斗¨‘陈永年被打成休克，直到当晚鸡叫时，尚未醒转。陈锡文

使用钉子钉入陈永年耳内，以致毙命。陈永年家属上控，因法院受贿，反被判为诬告．陈永

年家属无钱再上控，在太平乡乡长张万里支持下，率人抄了冻锡文的家，得黄谷二十石，安 ?；。

葬其父．’解放后，此案才被澄清，凶手陈锡文被处枪决。’
一。 7

⋯j

’

民国三十七年(I 948年)十--#j，抢劫犯陈世全被枪决。 - ’一*-，
，

太平场陈世全夥同其堂弟陈世周做糖生意，卖完糖在返回太平途中(现二郎村三组)，，，， ．譬

陈世全为了独得钱财，把陈世周杀死，将杀人IX_l器，用血衣裹住j“藏在自家磨子底下，，去
“一

’乡公所报案说被人抢劫。但在报案时。被乡公所的人发现其鞋沾有血迹j引起怀疑。‘经查。．，*

在其家里，’发现了暗藏的凶器和血衣。陈世全在确凿证据面前，供认不讳，．。立即被捕，报请 ‘．

司法部门批准于1948年l2月28日j枪决于二郎村公路侧边。 ．．‘．i。 。 。。，

民国三十八年(1 949年)二月上旬，太平合江地处深丘的几个村饥民四百多人到太平二

郎村摘苕尖充饥。部分妇女受到当地流氓猥亵凌辱。。，V 、，

⋯
．

．， ‘。‘：： 。

，。’同年，十月=十八日(I 949年I 2月l了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十一军三十三师九。7

十九团■营二连奉命从简阳县贾家场沿太平进军成都，在太平地区消灭亍胡宗南残部，解放‘

了太平．太平人民，敲锣打鼓，’鞭炮齐鸣，迎接解放军． ．．+ ，．i。：，

。

-‘

．，一，

-‘

‘，·
．

√ 。

一 。j _．。‘。。‘
．t

。‘ ⋯u、 ’。‘ 5

。4一九五O年i’’ 一‘二≯ 、。、^_：5 1、。。 一
，；

．，‘t ： ．“，一’—‘ ，一 ，⋯。． ⋯
。。?7。· ．。、+

-‘

r、：一j’．一

一九五O年元月一日，中共华阳县委成立。太平庆祝解放。是自，在县区乡人民政府尚

未成立的情况下，由中共地下党员陈益民主持，原山区各乡乡长齐集在太平乡乡公所，召开

了庆祝解放的会议。会上陈益民提出：。’．“约法三章“，要求各乡童长维持好地方治安，不得有 。一

、任何暴乱枪劫行为，保护好仓库物资及枪支弹药，不得失散；：造好移交清单，并向人民政府 一

办理移交．”会后，r各保召开群众会议，宣传党的政策，起到了安定民心，维护地方治安的

。作用． 0 1|．
，： _

”

_v，一，～～，o’，．．
‘

，

’

：+同年，+一月四日，华阳县人民政府成立，太平中学停办，与华阳县职业中学，师范学 ‘．

校．乐育中学合并成华阳县联合中学，校址奄中兴镇．． ： r，．
‘一：．⋯ 一 ～．·

同年，一月八日，华阳县人民政府派工作组到太平镇开展工作。组长王桂林。工作组的’． ++

主要任务是征收I 949年公粮。 ’”'

．
． ，t

一，

，

。。

同年三月三日，太平区武装工作队成立，．队长王桂林。副队长陈益民．’ ，，一． 一‘

同年四月十八日，太平地区土匪叛乱。、。． 一，、‘， ．．
：： 。’。

同年四月二十日，太平地区土匪攻打永兴，被华阳县第七武工队迎头痛击，当场击毙一 ，、 。’

名±匪，其余匪众狼狈逃窜。+ 2， 一 ．一 ’：

同年四月二十九日，华阳县第七武工队随同解放军打回太平，窑子坝又获解放．。 一《

，

同年九月，‘太平乡农民协会成立。 ．。 、一⋯ _。。+ ：， ’⋯ ，

‘同年十一月一日开始。为因黄河泛滥成灾的受灾同胞捐献寒衣．太平小学二十五位教师

j

s一 。。，

。

：7⋯’ 。～、1

．_
。

V
．

’

：’

’ ，



捐献入民币(旧币)107，500元，寒衣十四件． +．

同年十二月十_二日，太平小学教师响应华阳县小学教师联合会号召，积极开展抗美援朝
-一 宣传． ”：’ ；：’，，‘：”⋯．．’H，一“ ’，’；’

‘+ ，J

-

一

’ ”
． ，

。一九五一年 ．， ⋯．
， ，

’

j ， l 951年2月26日，华阳县人民政府命令第七武工队正式改称华阳县第七区区公所，原武
r

． 工队队长王桂林为区长． -1～”
。

～ 同年三月，太平区正式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

同年七月中旬，太平乡农民协会，在各村召开会议，宣传照顾烈，军属和缺乏劳力的农
，

民干部代耕．
'·

’

：—’

。 ：
， ·

一．

’

～

‘

*

’

一九五=年’．
·一 ’’一一T ‘

1， 一一¨， ．：*
!

．“‘ ， ·’·
’7．-7

．

．‘ l 952年1月，全乡小学教师参加县级机关的。三反。， 。五反’学习．．．、
． i i’ 同年2月起至5月止，太平乡开展士地改革运动．，一，‘、 ， 、．，‘。，；-

．， 同年5月，土地改革结束后，建立太平乡人民政府．太平供销社。兽医协会．太早乡卫‘

， 。生工作者协会，太平乡妇女代表会，太平区银行先后成立。 ．
。．。

同年5月23日午后，天降大如李子，鸡蛋的冰雹，平地积雹3—4寸． ’+

同年7月，浆粉村范家垮_带玉米初熟，水稻刚吐穗，遭到冰雹的严重袭击，减产约

。 50％，县区乡干部亲临现场救灾． ： ： 。． ．^ 。

．』”

，．．。
同年8月l 3日，．太平乡人民政府派钟青云率领200名民工运粮支援解放军黑水平叛．分

队长文金同被评为支前模范． ，。
、

”

同年8月31目，建立中国共产党太平乡支部。’ ，：二 ，≥一
一

．．
1 951年12月到1952年3月，雨水稀少，，早象严重，约1 000亩多水田不错插秧。． ·

__
’’ 1

‘ ∥-一。 ， ．-。 l’ -r
．

一 一九五三年i
～

“．

一

。

’

’‘‘7
， ，

， ’ 一

’ ”

元月一日，太平乡联合诊所成立。 一 ，．．? ⋯i， ：‘

． ．， ’三月十五日，太平镇成立华阳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太平区筹备分会． r

～

七月，太平镇(乡)全面开展人口普查工作．
、

’

’

十月十六日起，太平乡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

决议》，决定太平乡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 。- _ 、

n“
，．

．

同年建筑了中太公路。 。
。·。 ，

、一 十二月，经华阳县人民政府批准，太平场镇为建制镇．
‘

一+

、

： I’。’ o 。，

产
‘

一九五四年 ，
。

．．

?，

’

一，． +， 。

·

太平乡人民政府为了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先后在全乡普遍建立了半社会主义性质

≯ 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 ． ，t+

五月。太平乡信用社成立． 一 ．， 、．．

六月，太平中学恢复，秋季开始招生．太平小学建立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
’

，”
。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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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建立中国共产党太平乡总支委员会．’ ．o，，‘～，：“’：?r◆：√⋯o：一·a·j7
同年：华阳县第七区改为华阳县第五区．．：、 ”．，-_，一。。，．， 。，

：：’：j ．’，一’ ，

’十二月，前进村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4 o ，’·∥． h，． ．～n_- 。■ 。I

‘。i：0“ 一7．：。⋯t o、j。．。．一， ⋯’。～：：‘：。，．，，j。．。_?，。+ 。一7
·

“

“ o 一九五六年i。
5。

～．、。j 一，‘ ，、’．1⋯ 。．

：一 一五月三日，中国共毒党太平乡总支委员会召开党员大会改选总支委员会．一，． ，’

二一，‘，’．。，

4。‘’一同年j，太平乡人民政府迁到广东馆内办公．；：‘． _． 一， ；-一：≯．j“_：_’、 ：’，．

一r、 一： ’· ：一 ’．|。i j一，‘· ：∥’0鼍．“j一。， 、鲁

：．。．，．一-： ．，√：”， ．．?一 ‘．一九五七年．， ，：。 一 ．j 7．^√～+
● { ～．

， 太平小学，．中学，在县教育工会的领导下．改小学．中学教师联合会为中国教育工会太，‘． ．4

平中．小学基层委员会．·：： 一
，·+ !r．i，．，，’二。 ．_：，一7‘7⋯一4一，一 ‘．．．

，

，+’

+． 今年，党号召全国人民帮助党整风，太平乡的部分乡级、村级干部参加县委在姐儿埝召 ’．+·

。

‘．5开的扩干会l子小春播完后，太平乡的整风运动便展开了．，⋯ ”／ 。一．；，l：’’：

：-‘i：’、，‘|：。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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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中旬．‘全乡小学j-中学教师参加全县整风反右运动．’^m? 、， 。i”_
，，

，“

“。

一月十一日，动工修建土门子水库．同年八月二十七日基本竣工．。。÷__：一·一。?，一、： ，。|．。

：泛：’÷春末夏初，太平乡人民政府组织全乡人民开展。除四害”(麻雀．老鼠．蚊子，苍蝇)．“⋯，一

。运动．。 。。。1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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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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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华阳县第五区区公所撤销．7。 。。．j，， ，一：：i：、一4．二+．r’，|．，：7．r?o’：?”j，
十月，。建立了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以小队为单位办农民集体用’+ ：：

，。膳食堂1 69个，取消社员自留地和家庭畜禽饲养．”’⋯’-j7，·一’ ，。
’． i，

．‘一、 九月二十日●中共华阳县委工业跃进办公室劳动力调动指挥部通知太平公社应调民工√=，，-，-

+。’1200人到灌县大炼钢铁． ．‘．． ‘|‘· ．．÷．，’‘一。，’一，，-_．’’。‘，，j，j，；r，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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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年，太平人民公社干部到县参加反右倾会议，?。 ，i’ ¨一、’-一一+， “一’◆． j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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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二十四日(腊月三十日)，朱贤聪回家过春节，随身携带。强力士”手枪在太平公．一
一’

；社不慎走北误伤太平公社党委副书记陈跃章．当场毙命． ．。

+j ·

： 一，

县委派工作组到太平全面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整风整社运动．
。 。“

囊

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二日，天降暴雨，雨最达240毫米．
’’ ’4 1一 ，。‘ 一’

’，： 、，

一

。’

‘+ 1
。‘、

} ·一 ：。

0． ：．’r，一， ．． 。 ，·‘ 、．～。i ：』·．
。。．

，

u、‘。

～ ’。 、

一 ^，
一 。， ’·

’

：， ， ．一

。

．： ：

4 ’

i10 ’。一一，一 。’?’ ，： ’、’
一 一“r

J“”

．，

·

： 一：’ ，

～’

，+．

·⋯

：，
～ ”

，

”

?’ ’’．． 。
．

一。 √ 一一 一 5．．‘

z～ ’
”

+★ ‘‘，
’， 、‘一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