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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山县青龙镇志

四川省彭山县青龙镇人民政府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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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周嘉祥 周景柏

工作人员：苏怀德李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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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山县青龙镇志 序

愿我们无愧于先辈更无愧于子孙

序《青龙镇志》
王 涛

我们有幸处在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正在努力创造一

个美好的未来。当我们豪情满怀、一往无前地迈向明天的时

候，切莫忘记把冷静、理智的目光投向已经逝去的历史。因

为古往今来，无数先贤倾注了心血和汗水、贡献了智慧和力
‘

量，为我们创造了丰富而宝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使我们的

事业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使我们的发展可以少走弯路。我

以为，这也是修志的必要性和学志、用志的关键所在。我相

信，在《青龙镇志》面世之际，青龙人不仅会感谢创造了青

龙历史的先辈，也会感谢负责编写和为之提供帮助的所有

人们。 ，

，

历史的前进是一个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否定之否定

- 过程。当接力捧交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的时候，随之而来的

不仅有前人的成就和经验，还有殷切的希望和沉重的责任。

我们惟有竭心尽力、艰苦奋斗，使青龙朝着繁荣、富裕、文

； 明的方向蓬勃发展，方能无愧于先辈，更无愧于子孙!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日

H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彭山县青龙镇志 凡 移J

凡 例

一、《青龙镇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针，遵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的观点，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青龙镇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历

史和现状。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等组成。概述综述镇情，总摄全书；

大事记纵贯古今，记述大事、要事；专志横分门类，纵述历史。全书共设27

章，109节。
7

三、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解放后

的现状。上限一般断至1911年，下限断至1993年，对有些需要溯源的事物，

则适当上溯。

四、政区及机关、学校、地名，均用当时名称，如有变更，夹注新名。

五、纪年：清代以前的朝代、年号、年份用汉字书写，同一节中，第一次

出现时加注公元纪年，以后不屡注。中华民国简称“民国"，用阿拉伯数字书

写。“年代’’前不冠“世纪"的，皆为本世纪(--十世纪)。本志所称“解放

后”，系指1949年12月18日彭山解放后。
’

六、计量：解放前用当时通用计量，解放后用公制记量单位。

七、数词：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成语、专门名称和

表述性语言，一律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字，小数点后一般保留两位。

八、名词、术语需夹注者，只在首次出现时夹注。

九、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大事记，按年代次序编写，专志，用记叙文体，

只记事实，不作评议。全书一律用语体文，力求严谨、简洁、朴实、流畅。

十、本志材料来自档案、新旧县志、部门志及有关人士提供的文字或口碑

材料。

十一、本志涉及年代久远，辖区变化较为频繁，所涉内容按实记述，即分

者不述，合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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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镇位于彭山县城北13公里，地处成都平原边缘，是彭山县和乐山市的北大门。

东与牧马乡隔南河相望，南与公义、观音两镇接壤，西和保胜乡连接．北与新津县交界。

南北长8．5公里，东西宽7．5公里，幅员面积42．8平方公里。通济堰由北向南穿境而过，

将全镇分为东西两片，东为广阔平原，西为起伏丘陵．海拔高度在436．4至503米之间。

镇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平均温度16．9"C．年降雨量980．3毫米，日照时

数1242小时，无霜期302天．

青龙镇古称漆家街．清嘉庆六年(1808年)，始定名青龙场．清朝属武阳乡．民国29

年改为青龙镇，民国32年改镇为乡．解放初期，仍设青龙乡．1953年划出街村，增设青

龙镇。1956年镇并入乡．1961年，又分出街村复置青龙镇。1962年，从青龙人民公社划

出8个大队，新设同乐人民公社．1985年，撤销青龙乡和青龙镇，重新设置镇辖村的青

龙镇人民政府。1992年，撤销同乐乡人民政府．将其所辖政区全部划归青龙镇人民政府

管辖。1993年，全镇辖17个村民委员会、147个村民小组．2个居民委员会、21个居民

小组，共9782户．34825人(其中农业户8442户，农业人口30273人)．

全镇耕地面积约占全县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1952年有耕地35078亩(田23090亩，

地11928亩)，人平耕地1．62亩。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和国家建设等的需要，耕地逐年有

所减少。1993年有耕地27451亩(其中田21879亩，地5572亩)，人平耕地0．91亩．

解放后，青龙人民在中共彭山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全镇国民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了

以户营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之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形势更加喜人。1993年．

全镇工农业总产值达3．89亿元，比解放初期增长10多倍。

解放前，全镇农业生产比较落后，劳动人民一直没有摆脱贫困境地。解放后，经过

减租退押、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等一系列运动，贯彻执行了党和国家发展农业的方针、政

策，。使农林牧副渔业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

由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化农业转化。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落实，科学种田水平的不断提

高，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高涨，加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农业生产取得了可喜的

成就。1993年，全镇粮食总产达1654．65万公斤．比1958年的734万公斤，增长了1．25

倍。油菜、花生、土菸、甘蔗等经济作物，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以养猪为主的养殖业，

已经形成了一大支柱产业．林业、副业、渔业等也有较大的发展。1993年，全镇农业总

产值已达8544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由解放初期的几十元，增加到850元．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已经成为青龙镇经济的主要成份。解放初期，青龙场只有几家

手工作坊，七十年代前乡镇企业虽有发展，但并未形成规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加

快了乡镇企业发展步伐，到1993年乡镇企业中的镇办企业已发展到32个，村办企业258

个，联办企业179个，个体企业2039个，共转移农村劳动力5000多人。产品由过去单

靠手工生产的铁、木农具．加工米、面、油等农副产品，发展成为能生产水泥、预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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