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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峰乡地处彭县西北边缘，山区、气候温和，适应多种农作物生长，矿藏(特别是煤

炭)资源较为丰富，人民群众十分勤劳。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由于反动派政府横征暴

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欺压盘剥，因而农村破产，工矿凋零，民不聊生。

解放后，磁峰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山区面貌

发生了根本变化。

三十二年来，我乡农业生产的发展虽然几经挫折，但总的趋势仍是一年强似一年，人民的

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率领全国人民拨乱反

正，纠正了“左"倾错误，调整和放宽了农村经济政策，改善和加强了农村经济管理，实行各种

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促进了农、林、

牧、付、工商、各业生产大发展。一九八三年，我乡粮食总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实现了多

年来想实现而未得以实现的粮食总产一千另三十八万斤，相当于一九四九年全乡粮食总产三

百八十六万斤的二点六九倍。同时，我乡以煤炭为主的社队企业生产从无到有，}k--年也达到

年总产值三百七十九万八千元，农村人平总收入达到三百元，人平口粮达到五百五十三斤。

广大人民群众在建设物质文明同时，积极建设精神文明，以文化站为中心，建立了广播

站，电影队、影剧院、电视室、图书室、业余川剧团、中小学、农校，并相继开展了有益于

人民身心健康的各种文体活动，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也得到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的新

道德、新风尚正在逐步树立和形成。

今通盛世，全国兴起“修志”高潮，我乡人民也盼望篡出一部《乡志》。总结历史经

验，为“四化”建设事业提供参考，我乡按照上级党和政府部署，组织编写小组，在有关单

位和全乡干部群众大力支持下，通过查史料、访口碑，走访座谈，收集文稿等方式，对我乡

近几十年来的政治历史和自然经济状况，及风物民情，历史人物，进行了大量的收集和编篡

工作，初步撰写中，我们要求编写人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六中全会为

指针，力求实事求是，体现历史本来面目，同时在自然经济状况上力求突出本地优势和特

点。但是由于有的史料年代久远，难于回忆，有的资料残缺不全，加之时间有限，查考和撰

写皆很匆忙，再加之认识事物明辨是非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较差，因而遗漏，错误

(包括史实实真)在所难免，敬告读者不吝指正。

在编写过程中，刘克纯、杨绍春、高一本、冷加平等同志(特别是刘克纯同志)付出了

辛勤的劳动，做出了贡献，各有关单位，特别是重庆博物馆陈风琼同志和为《磁峰乡志》提

供资料的有关同志给予了热情帮助和支持，使本志得以完成，在此，我代表公社党委和管委

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八三年六月三日



编辑说 明

一、 《磁举公社志》上限为1 7 51年，下限为1 985年。

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尊重史实，秉笔直书，

详今略古，突出本社特点。

三、体例包括“志”图“传"表、记。

四、现有地名和大队名称，一律用地名普查中确定的标准名称。

五、历史朝代一律沿用旧称，如、 “元"“明"“清"“民国"。

一般不加政治性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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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县磁峰乡行政草图



磁峰影剧院

磁蜂多十部台蟛



磁峰中心文化站

磁峰乡政府



黔飘黟静嘲
磁峰中心小学

；溺黼

磁峰煤矿部份煤炭



磁峰古树(思李子树)



磁峰棕场

磁蜂玻璃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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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峰矸砖厂生产车间

磁峰水泥厂



磁峰土陶广部份产品

磁峰煤矿炼礁厂



磁峰化工r

磁峰煤矿



目 录

序 言

。编辑说明

编写领导小组和编写人员

磁峰公社地图

照 片

第一篇概 述

第二篇建遥沿革

第一章历史时期建置简述⋯⋯⋯⋯⋯⋯⋯⋯⋯⋯⋯．⋯⋯⋯⋯⋯⋯⋯⋯⋯⋯⋯⋯⋯··(8)

第二章民国时期建置概况⋯⋯⋯⋯⋯⋯⋯⋯⋯⋯⋯⋯⋯⋯⋯⋯⋯⋯·_⋯“·⋯⋯⋯“，(4)

第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建置⋯⋯“⋯⋯⋯⋯⋯⋯⋯⋯⋯⋯⋯⋯⋯·⋯⋯⋯⋯一⋯。(5)

第四章大队及重要地名录⋯⋯⋯⋯⋯⋯⋯⋯⋯⋯⋯⋯⋯⋯⋯⋯⋯⋯⋯⋯⋯⋯⋯⋯⋯(8)

第三篇囱然地理

第一章地形、地貌、地质、土壤⋯⋯·⋯⋯⋯⋯⋯⋯⋯⋯⋯⋯⋯⋯⋯⋯⋯⋯⋯⋯⋯”(14)

第一节地形地貌·⋯⋯⋯·⋯⋯⋯”⋯⋯⋯·⋯⋯⋯⋯⋯⋯⋯⋯⋯⋯⋯⋯⋯··“(14)

g---节地质、上壤．．⋯⋯．⋯⋯⋯⋯⋯⋯⋯⋯⋯⋯··⋯⋯一⋯⋯⋯⋯⋯⋯⋯··(14)
●

第=章河流、渠系、塘埝⋯⋯⋯⋯⋯⋯⋯⋯⋯··⋯··⋯⋯⋯⋯⋯⋯⋯⋯⋯⋯⋯⋯·⋯‘(15)

第三章、气候⋯⋯：⋯⋯⋯．⋯⋯⋯⋯⋯⋯⋯⋯⋯⋯⋯⋯⋯⋯⋯·：⋯⋯⋯⋯⋯⋯⋯⋯·⋯·(16)

第匹f章自然资源⋯⋯⋯⋯⋯⋯⋯⋯⋯⋯⋯⋯⋯⋯⋯⋯⋯⋯⋯⋯⋯⋯⋯⋯⋯⋯⋯⋯⋯(16)

昧一节 土地资源：⋯⋯⋯⋯⋯．⋯⋯⋯⋯⋯⋯．．⋯⋯⋯．：⋯⋯⋯⋯⋯⋯⋯⋯⋯(16)

第二节生物资源”一⋯⋯⋯⋯⋯⋯··⋯⋯·⋯⋯···⋯⋯一m⋯⋯⋯⋯⋯⋯⋯··。(19)

第三节矿产资源⋯⋯⋯⋯⋯⋯⋯⋯⋯⋯⋯⋯⋯⋯．：．⋯⋯⋯⋯⋯⋯⋯⋯⋯⋯(19)

第四篇政治篇

，上 篇 中华民国及民国以前的政事活动

第一章政权机构⋯⋯⋯⋯⋯⋯⋯．．一⋯·⋯⋯⋯⋯⋯⋯⋯⋯⋯⋯⋯⋯⋯⋯⋯⋯⋯⋯⋯‘(21)

～t“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民国时期的政治简况⋯．．⋯⋯⋯⋯⋯⋯⋯·⋯⋯⋯⋯⋯一⋯⋯一⋯⋯⋯⋯⋯⋯”(21)

第一节 拉宗派、争权夺位⋯⋯⋯⋯⋯⋯⋯⋯⋯⋯⋯⋯⋯⋯⋯⋯⋯⋯⋯⋯⋯(21)

第二节 国民党的刑法⋯⋯⋯⋯．．⋯⋯⋯⋯⋯一⋯⋯⋯⋯”⋯⋯⋯⋯⋯⋯⋯⋯(22)

第三节 横征暴敛⋯⋯⋯it?一、⋯⋯·⋯⋯⋯⋯·o⋯⋯⋯⋯⋯⋯⋯⋯⋯⋯⋯⋯·‘(22)

第四节 征丁、拉丁⋯⋯⋯⋯⋯⋯⋯⋯⋯⋯⋯⋯⋯⋯⋯⋯⋯⋯⋯⋯⋯⋯⋯⋯(23)

第五节 修碉堡⋯¨t·⋯⋯⋯⋯⋯⋯⋯⋯⋯⋯⋯⋯⋯⋯⋯⋯⋯⋯⋯⋯⋯⋯⋯“(23)

第六节 兵匪殃民⋯⋯⋯⋯⋯·⋯⋯⋯⋯⋯⋯⋯⋯··⋯⋯⋯⋯⋯⋯⋯⋯⋯⋯一：|(23)

西山民变抗暴斗争⋯⋯⋯⋯·⋯⋯⋯⋯⋯⋯⋯⋯⋯⋯⋯⋯．．⋯·⋯·⋯⋯⋯⋯⋯·(24)

弊政例举⋯⋯⋯⋯⋯··⋯⋯·⋯⋯⋯⋯⋯⋯⋯⋯⋯⋯⋯“⋯⋯⋯⋯⋯⋯⋯⋯⋯·(25)

中共地下党的活动⋯·⋯_⋯⋯⋯⋯⋯⋯⋯⋯⋯⋯··⋯．．一：·⋯⋯⋯⋯⋯⋯⋯⋯(26)

下 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政治

第一章党政机构的建设和发展⋯⋯⋯⋯⋯⋯⋯·Q g．O U⋯⋯”⋯⋯⋯⋯⋯⋯⋯⋯⋯⋯⋯’(29)

第一节 党的建设⋯⋯⋯⋯⋯⋯”⋯⋯⋯⋯⋯⋯⋯··⋯⋯⋯⋯⋯⋯⋯⋯⋯⋯⋯(29)

第二节 乡村政权建设⋯⋯⋯⋯⋯⋯⋯⋯⋯⋯⋯⋯⋯⋯·⋯⋯⋯⋯⋯⋯·⋯⋯·(31)

第三节 历届乡人民代表大会⋯⋯⋯⋯⋯⋯⋯⋯⋯⋯‘．”一+⋯⋯⋯⋯⋯⋯⋯?·董(35)

第二章群团组织⋯⋯⋯⋯⋯⋯⋯⋯⋯·⋯⋯⋯⋯⋯·⋯⋯⋯·”⋯⋯⋯⋯·⋯⋯⋯⋯⋯⋯(36)

第一节 农会⋯⋯⋯⋯⋯⋯⋯⋯⋯⋯⋯⋯⋯⋯⋯⋯⋯⋯，⋯⋯⋯⋯⋯⋯⋯⋯，(36)

第二节 共青团⋯⋯⋯⋯⋯⋯⋯⋯⋯⋯⋯⋯⋯⋯⋯⋯⋯⋯⋯一⋯⋯⋯⋯⋯⋯·(37)

第三节 妇代会的建立和发展⋯⋯⋯⋯⋯⋯⋯⋯⋯⋯⋯·⋯¨⋯⋯⋯⋯⋯⋯⋯(40)

第三章民政、公安政法、民兵⋯⋯⋯⋯⋯⋯⋯⋯⋯⋯⋯⋯⋯⋯⋯⋯⋯⋯⋯⋯⋯⋯⋯<4Z)

第一节 民政⋯⋯⋯⋯⋯⋯⋯⋯⋯⋯⋯⋯⋯⋯⋯⋯⋯··‘一9⋯”v⋯⋯⋯·⋯⋯(42)

第二节 民兵建设⋯⋯⋯⋯⋯一‘··?⋯⋯⋯⋯⋯⋯⋯⋯⋯⋯⋯t·i⋯⋯⋯⋯⋯⋯(44)

第三节公安政法⋯⋯⋯⋯⋯⋯⋯⋯⋯⋯⋯⋯⋯⋯···⋯．．．⋯⋯⋯⋯⋯⋯⋯⋯(46)

第四章历次重大运动⋯⋯⋯⋯⋯⋯⋯⋯⋯⋯⋯⋯⋯⋯⋯⋯⋯⋯⋯⋯⋯⋯⋯⋯⋯⋯⋯(47)

第一节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49)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49)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52)

第四节 伟大的历史转折⋯⋯⋯⋯⋯⋯⋯⋯⋯⋯⋯⋯⋯一⋯⋯⋯⋯··⋯⋯⋯·(52)

第五篇农业生产篇

上篇 中华民国时期的农业

第一章农业生产关系及剥削情况⋯⋯⋯··⋯⋯⋯··．．⋯⋯·⋯··：。．．⋯⋯⋯⋯⋯⋯⋯··⋯‘(55)

第一节 农村的租细剥削情况⋯⋯⋯···⋯⋯⋯⋯··：⋯。·_j·⋯⋯⋯⋯⋯⋯⋯··。·(55)

第二节 农业生产耕作产量分布概况⋯⋯⋯⋯⋯⋯⋯I．⋯：·⋯⋯⋯⋯”⋯⋯¨。-(56)

～2～



一一t第三节 农民的悲惨生活⋯⋯⋯⋯⋯⋯⋯⋯⋯⋯⋯⋯⋯⋯I⋯··⋯⋯⋯·一⋯⋯(57)

第二章农村土特产概况⋯⋯⋯”⋯⋯⋯⋯⋯⋯·⋯⋯⋯⋯⋯⋯⋯·⋯··⋯⋯⋯⋯⋯⋯⋯(57)

第一节 大茶、t苦丁茶⋯⋯⋯⋯⋯⋯⋯⋯⋯⋯⋯⋯”“．．．⋯⋯⋯⋯··⋯⋯⋯⋯(57)

第二节 棕皮、，燃心⋯⋯⋯⋯⋯⋯⋯⋯⋯⋯⋯⋯⋯‘_一·⋯⋯⋯⋯⋯⋯⋯⋯”(58)
第三节 魔芋、1_，(俗名鬼芋予)与芋片⋯⋯⋯⋯⋯⋯·⋯⋯⋯⋯⋯⋯⋯⋯⋯“(58)

第四节 土靛⋯··⋯⋯⋯⋯⋯⋯⋯⋯⋯⋯⋯⋯⋯⋯一．．，⋯⋯⋯⋯”⋯⋯⋯⋯⋯(59)

第五节 虫子、，与白蜡⋯⋯⋯⋯⋯⋯⋯⋯⋯⋯⋯⋯⋯⋯⋯⋯⋯⋯⋯⋯⋯⋯⋯(59)

第三章解放前的植保⋯⋯⋯⋯⋯⋯⋯⋯⋯··⋯⋯··⋯⋯⋯⋯⋯“⋯⋯⋯⋯⋯⋯．．．⋯⋯(59)

， 下 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农业生产

第一章土地关系的变化⋯⋯⋯⋯⋯⋯⋯⋯⋯⋯⋯⋯··⋯⋯⋯⋯⋯⋯⋯⋯⋯⋯一⋯⋯··(60)

第一节 土改前后⋯⋯⋯⋯⋯⋯⋯⋯⋯⋯⋯⋯⋯⋯·⋯⋯⋯⋯⋯⋯⋯⋯⋯⋯一(60)

第二节 合作化时期的土地关系变化⋯⋯⋯⋯⋯⋯⋯⋯⋯⋯⋯⋯⋯⋯⋯⋯⋯(60)

第三节 公社化时期⋯⋯⋯⋯⋯··⋯⋯⋯⋯⋯⋯⋯⋯⋯⋯⋯⋯⋯⋯⋯⋯·⋯⋯(61)

第二章农业政策的贯彻⋯⋯⋯⋯⋯⋯⋯⋯⋯⋯⋯⋯⋯⋯⋯··⋯⋯⋯⋯⋯⋯⋯⋯⋯⋯·(61)

第一节 互助合作政策⋯⋯⋯⋯⋯⋯⋯⋯⋯⋯⋯⋯⋯．．⋯⋯⋯⋯⋯⋯⋯⋯⋯·(61)

第二节 社会主叉建设耐期的农业政策⋯⋯·⋯⋯⋯·⋯⋯⋯⋯⋯⋯一⋯⋯··⋯(61)

第三章粮食作物·⋯⋯⋯·⋯⋯⋯⋯·⋯⋯⋯⋯⋯⋯⋯⋯⋯⋯⋯⋯⋯⋯⋯⋯⋯⋯⋯⋯⋯(63)

第四章复种指数及历年粮食作物产量情况⋯⋯⋯⋯⋯⋯⋯⋯⋯⋯⋯⋯⋯⋯⋯⋯⋯⋯(64)

第五章经济作物⋯⋯⋯⋯⋯⋯⋯⋯⋯⋯⋯⋯⋯⋯⋯⋯⋯⋯⋯⋯⋯⋯⋯⋯⋯⋯⋯⋯⋯(Z5)

第六章多种经营⋯⋯⋯·⋯⋯⋯⋯⋯⋯⋯··⋯⋯⋯⋯⋯⋯⋯⋯⋯⋯⋯⋯⋯⋯⋯⋯⋯⋯(75)

第一节林业⋯·⋯．．⋯⋯⋯⋯⋯⋯⋯⋯⋯⋯⋯⋯⋯⋯⋯“⋯⋯⋯⋯⋯⋯⋯⋯·(75)

第二节 果木⋯⋯··⋯⋯⋯⋯⋯⋯⋯⋯⋯⋯⋯⋯⋯··⋯⋯⋯⋯7⋯⋯⋯⋯⋯⋯·(75)

第三节 其它⋯⋯⋯¨⋯⋯⋯··⋯⋯⋯⋯·“⋯⋯⋯⋯⋯⋯⋯⋯⋯⋯⋯⋯⋯⋯·(76)

第四节 养殖业⋯·⋯⋯⋯⋯⋯⋯⋯⋯⋯⋯⋯⋯⋯⋯⋯⋯⋯t⋯⋯⋯⋯⋯⋯⋯·(76)

第五节 石灰砖的开拓和发展⋯⋯⋯⋯··⋯⋯⋯⋯⋯-⋯-⋯．．⋯⋯⋯⋯⋯⋯⋯(77)

第七章科学种圉⋯⋯⋯⋯⋯⋯⋯⋯⋯⋯⋯⋯⋯⋯⋯⋯⋯⋯⋯·⋯⋯⋯．．⋯⋯⋯⋯一⋯··(77)

第一节 良种推广·⋯⋯⋯⋯⋯⋯⋯⋯⋯⋯⋯⋯⋯⋯⋯⋯⋯⋯⋯⋯⋯⋯⋯⋯··(77)

第二节化肥的使用⋯⋯⋯⋯⋯⋯⋯⋯·⋯：⋯⋯⋯⋯⋯⋯．．．⋯⋯⋯⋯⋯⋯⋯·(78)

第三节植保工作⋯⋯⋯⋯⋯⋯⋯⋯⋯··⋯⋯⋯⋯······⋯⋯·⋯⋯⋯⋯⋯⋯⋯(78)

第八章水利、设施⋯⋯o⋯⋯⋯⋯··⋯⋯⋯⋯⋯⋯⋯⋯⋯⋯一⋯··⋯··⋯⋯⋯⋯⋯⋯·(791)

第六篇农村经济

上 篇 中华民国及民国以前的农村经济‘

第一章概述⋯⋯⋯⋯⋯⋯⋯⋯⋯⋯⋯⋯··⋯⋯⋯⋯⋯⋯⋯⋯．．⋯⋯，．¨·，⋯⋯⋯⋯“⋯．(81)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