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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全国兴起盛世修志，各条战线捷报频传，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在此大好形势

下，我乡有史以来第一部《打鼓乡志>)出版问世，这是全乡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古人说：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疗志素有“鉴往乃、“识今黟

和“资政"、“存史咿，“教化"的功能。编写折地方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

部分，．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打鼓自明代建场以来，已有三百余年

历史，在这片土地上，留有祖辈开拓，创业的足迹。在旧社会漫长的岁月重，打鼓人民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全乡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经历了块坷曲折

的道路，逐步改变了贫穷落后面貌，特别是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贯彻落实党中央一系

列方针政策，打鼓面貌发生了令人振奋的可喜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编写第一部

《打鼓乡志》，如实反映我乡的历史和现状，服务现实，存史传代，教育青少年爱国爱乡，

是全乡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为将打鼓几十年来的兴衰变化载入史册，乡党委于1984年冬，成立《打鼓乡志》编写小

组，经过宣传动员，查阅档案，采访口碑，汇集资料，在县志办公室指导下，编写人员迎准

而进，勤奋笔耕，三易其稿，历时三年，终成志稿。编写过程中，我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匀求做到思：硅i科学性、资料性相

统一，为我乡今后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

+值此志成之际，我代表中共打鼓乡党委，乡人民政府并以毳个人名义，向作具体指导的

县志办同志，付出辛勤劳动的编写人员和所有提供资料，给予支持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

感谢。 ，

，

由于我们知识有限，写作水平较低，资料采集不全，谬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
正．‘

～

中共打鼓乡党委副书记

。雍定远

打鼓乡人民政府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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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上限从1911年起，下限至1985年底。部分内容适当上溯，个别地方突破下限， ’
以求反映历史全貌。 ， ．。 ．，7 ：

．．

：、‘本志采用篇、章、节、目体，按事分类，磺排纵述。全志除概述、大事记、附录 一

外，设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风俗、人物等六篇，共二十二章，六十五节，约十二
：

万字。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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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k
。 三、体裁以志为主，辅以记、图、表、录，力求图文并茂。各篇内容，尽力避免重复，

尸

必要的交叉，详此略彼，各有侧重．．各篇、+章、节的篇幅长短，因事而异，不强求一致。。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规范化的简体字及标点符号，力求筒明流畅，用资料说． 一 -．

，
，

、话·
一

一 ” ． o!’． ，

．

五、为避免重复，历次政治运动敖见于《大事记》及有关篇章，不另立专篇。。

六、本志立传人物，为革命烈士、已故的能工巧匠和个别影n向较大的已故人物，对有贡 、

献的在世人物，以事系人，记入有关篇章。 ．． ．
．． '。|、

·t

七、按_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伊，原则，本志着重记述解放后35年的史实。为突出本乡特

点i与全县全省相同之事从简。 t ．． 。，

‘，八，本志所记历史朝代，沿用}1t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简称解放前后。解放前

纪年加注公元，解放后以公元纪年一 ⋯ ’、 ．’，， 。、 ．

九、涉及数字(含时间、长度、重量、年代、记数、百分比、倍数等)均用阿拉伯数

字，其余用汉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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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全志材料，主要录自本乡档案、台账和纳溪、叙永、赤水旧县志及各单位提供的史

‘料。日碑资料约占1／3。 ’．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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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鼓乡位于北纬280307"-'28。377，’东经10矿287"-'105。-'-,347之间，地处纳溪县东南角，’

砸县城57公里，距贵州赤水县城30公里。东与合江五堪乡为界，南接叙永县向林乡，西邻自

合乡，北与大旺、三华乡缘连。面积7r8平方公里，平均海拔678米，境内普照山是纳溪县最高／

蜂，海拔963米。全乡地形属低山槽地，南北高岩对峙，中部漫丘横亘，山区占35％，丘陵占

65％，林地面积占46．33％，成片林11538亩，林产以松、杉杂竹为主。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

沛，土地肥沃，农产以水稻为主，次产玉米、小麦、红苕i主要水利工程有打鼓，工农，云

回等3座水库，蓄水570余万立方米，灌两达11500亩。矿藏有天然气及少量的锕，铁、盐．

打鼓地区，古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北宋时为纯州九支县辖地，元属永宁宣抚司，明洪

武五年属贵州都司永宁卫，清初属贵州威宁府永宁卫，清雍正时改属四川叙州府永宁县，民

国2年属叙永县叙蓬乡后为叙永第四区辖地。解放后1951年春划归纳溪县为第五区，1958年

成立打鼓人民公社，属护国区，1984年改社为乡。

：打鼓是川黔交通要道，鼓为兵家常争之地，明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在此活动频繁，清同

治年间，太平天国起义军曾三进三出打鼓地区，在打鼓留下了战斗足迹，民初护国军转战打

鼓，当地民众踊跃支援了护国反袁战争，1935年余泽鸿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在打鼓播下了革

命的火种。1949年初，打鼓建立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解放前夕，共产党员

何定信为了革命事业，壮烈牺牲。解放后，打鼓人民踊跃支前，为征粮剿匪，巩固新生政

权，做出了积极贡献，迎来了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三十多年来，打鼓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奋发图强，建设家园，工农业生产虽遭受了极

左思潮的干扰，几经曲折，但仍在艰苦中得到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各

项政策，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和科学种田，粮食连年丰收，人民生活水平迢速提高，工农业

生产有较大幅度增长，1985年粮食总产量达1759万斤，人平产粮1011斤，人平口粮603斤。比

1957年分别增长1．69倍、1．1倍和2．5倍。兴薪的专业户6户、经济联合体发展到3个，全乡

工农业总收入729．8万元，是1950年的19。23倍。

解放前，打鼓仅有少数手工撄作的油房、t面房、纸槽房等。解放后三十多年来，逐步发

展了供销合作事业和粮站、食品站等国营商业。特别是1978年以后，乡村企业发展很快，已

建立起机砖厂、榨油厂、予制厂，洒厂、电厂、农机站、林场、渔场等34个企业，并成立了

打鼓乡农工商企业联合公司。1985年，乡办企业总收入达{18．7万元，是1978年的4．1倍，比

1958年增长75倍，占全乡工农业总收入的16．23％。 ’。

旧时，境内仅有石板驿道通泸州、赤水、叙永。运输靠肩挑背扛。而今，大，赤公路

上，每日有数班客车往返泸州、赤水。打鼓乡汽车队拥有客车2辆，货车7辆，驾驶员12

人毒1985年，汽车运输收入达17．2万元。

民国时期，打鼓仅有中心国民小学1所，保国民小学13所，1885年全乡有中心完小2

所，村小17所，戴帽初中班8个，打鼓幼儿班1个。小学普及率达92．8％。另有中心文化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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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5月．境内向蛾聚飞，遮天蔽日，由北向南飞去。
。：

一、

’

：。 民国3年(1魏4)

黔军团长和绍孔，招安川、黔边区土匪五百余人，将其全部枪杀于赤水。本地士匪搅扰

暂时平息。 J+

民国5年(1916) 一

’
’‘

，2月，护国军司令部一路人马，由叙永天池，经打鼓、叙蓬溪到纳溪总部督战。

． 8月上旬，反袁护国军之左测卫金汉鼎支队，经双河场、自节滩进驻打鼓场。
“

民国8年(1917) 一
；’

匪患猖獗，北三区(打鼓)区长雍晓蜂被迫潜逃赤水，乡丁四散躲避。匪首梁树清(绰

号“冰老么黟)率匪盘踞打鼓场，社会秩序混乱。 ，+
．

· 民国7年(1两8)

．．黔军营长许竹青来打鼓清乡，一次枪杀土匪40余人t石梯坡，匪患平息，乡民为之立
“德政碑"，以记其事。 ， ．

民国14年(1925)

川军杨春芳部设防打鼓地区，招安土匪，鱼肉乡民。同年6月，黔军周西城调兵三路袭

击杨部，两军激战于石栏杆、老碾子一带，双方伤亡惨重，杨部败退叙蓬溪。此后．周西城

驻防打鼓。 ：

．是年春，大早，久晴不雨，农田只栽一半，粮食欠收，斗米价二千文，饥民食自泥度
’

日。 。
+，

一
、 ．|

“E

“。

’
民国15年(1926)

·

政府强迫本地农民大种晷粟，种者计窝征税，不种者罚“懒捐黟，吸食鸦片者收烟捐．

民国16年(1927)

4月29日，境内暴风雨央冰雹，房屋、庄稼损失惨重。

民国17年(1928)
。

．周西城倡筑叙(永)赤(水)马路，本地民工自带13粮修路，后因黔军移防而停修．

是年春，大风雨兼地震，部分房屋、树木被毁。同年禾苗遭虫灾。粮食欠收，年景不

好。
’

民国18年(1929)-，

一。驾设二里场经打鼓至叙永县城的电话线，打鼓乡公所第一次安装电话机。

是年、本地废区保甲制为团、段，甲制。

民国19年(1930)

叙永县府在本地预正三年田赋税。次年，改为预征四年。

是年，创办医立打鼓初级小学校。 ，‘，
，

7 民国20年(1931) 。

境内回归热流行，病死者多。

民国21年(1932)
。

农历5月12日傍晚，境内冰雹盏地，损坏庄稼严重．当年粮食欠收，斗米售价三千文．
． 民国22年(1933)。·

”

4月，政府明令禁用银元，改用法币。

3



●1

。 ’ ，‘
一

．“是年，废团，段、甲制为乡镇、间、。邻制·’ j”～一， ；≮‘t。J’。．：一 ⋯．
．

∥ 民国23年j(1934)_：。 ，

；。j0八县联防总藉挥肖镇南令打鼓乡队长何宏裕，强迫民众挖战壕，-‘筑碉堡，修寨f!l，亮岩 。

口，企图阻击红军入川。 ’j，
一’

。。

’

．’ _。：

．·冬年冬，罕见大雪，平地积兰苎，．=．-、?
’。

：j ．1，

“

。：‘
j

+一
。

i!民国24年(1935) ，、． 卜l 0～‘一；‘?4一，，，

‘9月21日，红军游击队余泽鸿舔三百余人进入打鼓，．乡丁团练争相逃命·红军开仓济．_’
贫，’惩处恶霸。在场上演文明戏，宣传政策，播下革命火种，本地青年谢会成、赵树荣等10 ．j 。4
余人参加红军。j “。i -'一‘j o’．：．：。’ ．．¨：’，．√-：。! 一．：， 。‘ ‘∥

．是年，改乡间邻制为联保、保，甲制。并编查户I：I．，发『1牌·，：’_f，，jt。7 o ，一．、j

是年农历腊月十八日下午，境内地震三次。’j。!y， 。

一
．‘。

‘：．． j ，，：民国25年(1936) ：。 -．’ ，一。：}⋯⋯+7

．一 春旱，农历三b二十九才下透雨，庄稼欠吱，不多乡民吃草根树皮、，·自渴充砚·．饿死者 弦’。

’众· ．

·4 7 j‘· 一：；t：
。

：农历4月29日晨，大地震。；。。。|‘一‘，；．1：，一 々r一¨。、，√．?5．：、： ∥：

io 6月2、日，本乡妇女百余人聚集打鼓场，砍倒场上大旗杆，群众谐吁为“六齐干I：·萝 ”，

√ 撕毁?青天自日旗"。’ ， ： ．
，’ ≯r-‘ 1

·二，：+ ‘|：
、

⋯
民国26年(1937)+：．：，卜 b ，水 √一

’’

抗日战争爆发．本乡小学师生上街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捐款，支援抗战· ．．．- ’】
’

民国27年(1938)．‘_’’“‘1 。

。国民政府在本乡征兵抗日，名为三丁抽一，五丁抽；，实为乱抓壮丁∥． ㈠

． 是年，本乡派民工近百人修筑川滇东路。 ?：，I：，。’誓
’。

o 民国28年(1939) ．。{．。：．午．，-
。o

。
：’．‘

夏，持续大旱，境内正冲田大都干裂。’ ·
·一≯j‘

‘

．

。 ．“。、’ ‘， -’民国29年(1940) ?i j t ，!．i。 j
∥

：j 本乡实行田赋征实，’重新丈量田土，按亩征赋。 ⋯，i、!一√一， ，，’ ．。j 0 ．

’

’ 民国31年(1942) ‘．． ．、

-r

实行新县制，废联保为乡、保、甲制，，本乡设9保‘931手Io ‘
一、

是年，调整插花地，原合江县白云乡一部分划归打鼓乡。：同时，本乡铁丰山属地划归合 弋4

江县五通乡。 ．； 一 o，。． o ．-

。|

·

．

·

。

民国33年(1944)．：：，

’打鼓乡副乡长张明坤无故殴打教师，小学生罢课抗议，j h ．、。，。：√．』

． 是年，本乡派民工80余人赴兰田坝修建飞机场。 j：： 。2 ，

’‘

是年．打鼓乡成立国民党区分部。 。： 一。．0 ．’一
，，

一 、一《，1

．1+

‘

‘． 民国34年(1945)+。 ～t — i，：。‘．，一

九月，打鼓场群众欢庆抗日战争胜利，大放鞭炮，耍青菜龙灯。。
’’ ‘。

’c 7
．．

．．

·’⋯ ：民国35年(1946)，，?+：‘，‘?‘：，“!．， i r：：} 1¨

境内天花病流行，民间种痘难，儿童死亡甚多。’，j{．I j ．

，

。

民国36年(1947)，一，。∥，一j_：：强‘，‘j A乱m，一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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