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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共蟠龙镇党委书记邓华

欣逢盛世，汇史成书。史无前例的《蟠龙镇志》的编纂工作从2006年

6月初开始编纂以来，得到了镇属各单位、县级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社

会各界有识之士的指点帮助，经主编邓祖俊同志lO个半月的呕心沥血，无

悔躬耕，于2007年3月中旬将第一部送审稿打印报县审查后，再经三番五

次修改完善后至批准出版。

《蟠龙镇志》的编纂是一件浩繁的工程，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资

料残缺，加之行政区域变化较大，增大了编志工作的难度。但是主编仍然

不畏艰难、跋山涉水、走村串户调查访问，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工作，

把一批即将被人们遗忘或被浩瀚史海淹没的珍贵史料提炼整理出来，辛勤

笔耕，反复修改，一代《镇志》终成卷属。

《蟠龙镇志》载述了蟠龙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社会诸方面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内容丰富，详细贴切，条理清晰，言简

意赅，是一部反映蟠龙镇的百科全书。

蟠龙的历史写人民，蟠龙的人民写历史。我们的祖先栉风沐雨，披荆

斩棘，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历史画卷，繁衍生息，哺育了一代代蟠龙儿女，

培养了一批批祖国建设人才，他们无愧为蟠龙人民的骄傲。

解放后的56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可谓弹指一挥间。蟠龙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主人翁的姿态，精诚团结、齐心协力，艰苦创业，取

得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一个又一个新成就。谱写了一曲曲充满时代精

神的壮丽乐章。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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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中

把蟠龙的事业全面向前推进。20多年来，蟠龙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产业结

构调整步伐不断加快，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较大改善，农村经济，乡镇

企业、民营经济长足发展，扶贫攻坚任务全面实现，山、水、林、田、路

综合治理，工、农、商、学、兵共同发展，教、科、文、卫、体等社会事

业全面进步，全镇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民族

团结，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通观蟠龙的发展轨迹，就是一部壮丽的史诗。其特征是：艰辛的历程，

不倦的开拓，曲折的前进，巨大的变化，显著的成绩。而今用志书的形式，

实事求是的记录下来，鞭策后人，指导实践，再展宏图，具有深远的历史

意义和现实意义。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历史总是给我们以启迪、经验、教训、

智慧和力量。回顾逝去的艰难岁月，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才有新中国的今天，只有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才有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只有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以人为

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我们的事业才能不断取得辉煌的成

就。我们正处盛世，应从《蟠龙镇志》中吸取营养，引发思考，从而振奋

精神，与时俱进，团结拼搏，以崭新的精神风貌，继往开来，把一个更加

开放、文明、富裕的蟠龙镇带入光辉的二十一世纪。

蟠龙的今天，就是明天的历史。让我们每一个蟠龙人和所有关心支持

蟠龙的能人志士，都浓墨重彩地为蟠龙的历史写下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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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蟠龙镇人民政府镇长邓小海

盛世写志，彪炳千秋。《蟠龙镇志》的编纂自2006年6月初启动以来，

在县志办的指导帮助和县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在镇直各部门、各单位

的通力协作下，通过主编的艰苦努力，历经10个半月时间，终于在2007

年3月底汇集成书。志书客观、精要地记载了蟠龙过去(特别是解放后56

年)的重大发展变化。务实避虚，存真去伪，载述了蟠龙人民的创业轨迹

和发展旅程。为蟠龙当代人及子孙后代提供了创新的历史，追求美好明天

的借鉴。它是蟠龙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一项丰硕之果，是全镇人民政治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蟠龙镇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坚持

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胡锦涛总书记人本观念，继承历

史文化遗产，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公证、全面、系统、准确地叙述新中

国成立后56年蟠龙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诸方面的历史

发展和现实状况。详实地反映蟠龙现代史上闪光的年代和艰辛的岁月。以

期更好地发挥镇志的“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而使镇志为蟠龙广

大干群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丰富的乡土教材。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辉煌的历史长河中：蟠龙人民为中华民族的文

明诗篇曾写下光辉的一笔，祖先们含辛茹苦，耕耘在这片39．82平方公里

绿色的土地上，以聪明、智慧描绘锦绣山川。他们伴随大自然，生息繁衍，

养育一代代蟠龙儿女，培养一批批能人志士。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批

铁血男儿告别父老乡亲，奔赴朝鲜战场、保家卫国，有的进藏平叛，凉山

剿匪，牺牲在异国他乡。而今仍有许多人战斗在祖国四面八方的各条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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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他们不愧是我镇人民的榜样和骄傲。此外还有仍在部队服兵役的指战

员，为社会主义事业保驾护航。他们用鲜血与生命滋润蟠龙的山山水水。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他们的伟绩，蟠龙人民将永远铭刻，

载入史册。

解放后，蟠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励精图治，团结奋斗，艰

苦创业，求索进取，为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不懈拼搏，为社会主义两个文

明建设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从而彻底改变旧社会刀耕火种，肩挑背磨，

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病无医药，学无保障的窘困旧貌。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围绕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真工作，使党风廉政、政权建设、

人口控制、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完善与延包，产业结构调整、农田基础设施

的改善、经济林果的发展、乡镇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土地资源的综合开发、

交通邮电的改变、乡镇环保意识的加强、商品的广泛流通、财税金融体制

改变、全民国防意识的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干群法制观念的增强、

民政工作进一步完善、劳动人事制度的改变、教育“普六"、“普九"扫盲

的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建立，文化体育的逐渐繁荣，科学技术的推

广使用，扶贫攻坚任务的完成等等。蟠龙人民为区域经济的繁荣发展迈出

了坚实的步伐。“百业兴，家家富，万民乐"已成为今日蟠龙的写照。

值此，编纂《蟠龙镇志》时光流逝，历经10个半月，亘古至今第一

部《蟠龙镇志》终成竣集。

一代志书，纵横历史，揽百科，集蟠龙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于一体，总揽蟠龙古今，浏蟠龙近、现代概况，阅社会主义建设之窥貌。

《蟠龙镇志》读之深受启迪，受益无穷。能帮助我们重温历史，认识

过去，珍惜现在，开拓未来，借鉴价值无疑十分重要。我愿与乡亲父老，

同事或根在蟠龙或扎根蟠龙的仁人志士共勉，为开拓蟠龙未来，振兴蟠龙，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努力奋斗!

2007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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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1、编写蟠龙镇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实事求是

地记载蟠龙镇的人文地理、社会历史和自然现状。

2、镇志上限起自1950年(部分篇章史实不在此限)，个别下限断至

2006年。

3、镇志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实避虚的原则，让史实说话。

4、镇志除卷首外，分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等共分二十三篇。志书

记略蟠龙历史上的大事、新事、要事、首事；专志篇分别从山、水、林、

田、路；人、文、钱、粮、住；工、商、学、兵、建、运、饮、服等项，

分归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科目，篇设章、节目层次，纵横结合，横

述纵叙，突出地方特色、专业特点、时代特征。

5、志书史料：主要来源于政府档案文献和走访、座谈、调查老干部老

街坊等知情人士的口碑资料。由于时代酿造的诸多历史原因，政府无一纸

档案文存，尤其是人物篇的志士仁人的年龄不准确，故残缺不足之处难以

补足，为志书之缺陷。万望读者海涵。

6、志书所用数据，以乡统计资料载存数据为主，辅之部门资料及参阅

部分书籍资料。其中乡镇企业发展很不景气，效益极低，因此其内容比较

粗略。

7、志书所称“解放后”或“建国后”均指1950年1月以后，之前称“解放

前”或“旧社会”。

8、志书中所称“蟠龙乡”、“蟠龙公社”、“蟠龙政府”均属1992年7月

30日以前的称号，1992年8月1日以后撤区并乡建镇后，蟠龙乡政府为蟠

龙镇(单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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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志书中的行政单位名称：1958年至1983年间称“公社、大队、生

产队”，以后称“乡、镇、村、组”。

10、志书中蟠龙镇总面积、总人口等基本情况依据镇农经部门2005年

末统计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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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蟠龙人民书

尊敬的蟠龙人民：

蟠龙的山水繁衍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儿女，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祖国建设

人才，你们不愧是蟠龙人民的骄傲，你们的业绩功载史册，将永铭蟠龙人

民心中。为了蟠龙人民世世代代地继承和发扬前入的优良传统，值此盛世，

《蟠龙镇志》编写工作在县志办的指导下，在蟠龙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在蟠龙镇志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艰辛工作下，从2006年6月初组织编写至

初稿形成，仅用了十个半月的时间。由于时间仓促，有许多情况和数据无

法查实和无人提供，所以在编写过程中，难免有许多错漏的地方，敬请指

教和宽谅，我深表谢意!

蟠龙人民写历史，蟠龙历史载人民。为了系统、全面、详实地反映蟠

龙解放前后的自然、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人物诸方面

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客观地再现历史的昨天、今天，以借鉴历史、激

励后人。真实、准确地反映镇情、写好镇志，谨望扎根蟠龙和根在蟠龙志

在四方，工作在蟠龙镇内外的志士能人，读镇志后请您提出宝贵意见和珍

贵历史资料，以供下次修志时应用，感谢您为修志工作献计献策，蟠龙镇

人民将真诚地感谢您的支持和指导!谢谢!

谨祝：全家欢乐，工作顺利，幸福安康!

蟠龙镇志主编邓祖俊

2007年6月20日



蟠龙镇2005年基本情况

村 小 总 总 总面积 耕地 其中 林地

组 产 人 面积 田面积 土面积 面积

别 数 数 口 (亩) (亩) (亩) (亩) (亩)

合计 179 5832 19226 34729．64 13669．24 5992．25 7676．99 21060．4

1 13 361 1065 1577．9 666．3 407．32 258．98 911．6

2 18 903 2764 2570．93 1260．13 560 700．13 1310．8

3 11 385 1299 2498．07 1000．57 454．34 546．23 1497．5

4 10 360 1147 2230．6 918．3 443．82 474．48 1312．3

5 15 357 1176 2813．41 904．41 262 642．41 1909

6 13 431 1323 2663．93 940．13 239．91 700．22 1723．8

7 13 443 1340 2915．15 1167．55 464．6 702．95 1747．6

8 17 480 1649 3117．74 988．24 586 402．24 2129．5

9 10 265 866 1826．98 979．48 469．54 509．94 847．5

10 14 505 1769 3283．42 1209．32 450 759．32 2074．1

11 12 367 1517 2861．75 1009．25 480 529．25 1852．5

12 14 361 1193 1938．43 1033．83 465．73 568．1 9(14．6

13 10 264 952 2152．15 730．05 318．85 411．2 1422．1

14 9 350 1166 2279．18 861．68 390．14 471．54 1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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