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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寿镇志

开头 语

当今我们美好的幸福生活，是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历经艰辛苦难换来的，来之

不易 。 请大家不要忘了他们，耐心地去收集那些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付出牺牲的人

的事迹吧 !

更加光明美好的 日 子将要到来，到那时今天将成为过去，人们将谈论着伟大的时代

和那些创造历史的无名英雄。 ......

每一个忠实地为将来的生存、为争取美好未来而牺牲的人，都将是一尊镑刻在人们

心中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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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 言

在"孕奇蓄秀"的眉山东郊，在这一带广阔的平原上有一古老集镇一一永寿镇 。

这里的人民勤劳勇敢，聪明善良。他们喝着眠江水，吃着自种粮，创造了非凡神奇的业

绩，把家乡建设得美丽富饶 。 古往今来，这里人才辈出 。 有高风亮节的文臣，有挠勇善

战的将士，有德高望重的学者，有举世闻名的画家，还有出生入死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功

勋卓著的全国劳模 。 即使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也为家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 特别是近代的先贤志士们，为祖国、为人民告别亲人，离开家乡，去追求真理，寻

找光明，在茫茫黑夜中求索不止。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在险恶的环境中坚持革

命信念去夺取胜利，他们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应当人人知晓，代代铭记，彪炳千秋。

为此，永寿镇健在的老人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满腔热情，不遗余力地劳碌奔

波，收集资料，经过严格筛选，整理成书 。 此书内容丰富，通俗易读、真实可信，是一

本乡情教育的好教材。

我们的祖国一一礼义之邦，文明中华，历朝历代都重视德育教育。 奴隶社会有学官

主持"五教" 一一以父为义，以母为慈，以兄为友，以弟为恭，以子为孝。 春秋时期，

孔夫子主张"为政以德" 要求学生"人则孝 出则佛，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

余力，则以学文。 "汉朝董仲舒主张"罢黝百家，独尊儒术'\把封建伦理道德作为人

们思想言行的准则 。 近代孙中山提倡"礼义廉耻"、 "忠孝 、 仁爱 、 信义 、 和平"蒋

介石把这"四维八德"作为国训 。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说"应

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 、 智育、 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 、 有文化

的劳动者。 "先贤们都把道德修养放在首位。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更是确定了

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培养 "有理想 、 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

义新人"作为基本国策。 共产党员要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人民的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为党和国家、 集体及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 公职人员应当"诚实 、

守信 、 爱岗、敬业" 一切公民应该尊老爱幼，助人为乐，见义勇为，遵守社会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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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荣辱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

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经济竞争时代，钱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 。 钱越多，生

活越富裕。 但人活着，不应该仅仅是为自己发财。 永寿镇古往今来，在中华民族道德传

统的熏陶下，有拒绝高官厚禄，保持高风亮节的;有为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而献身

的;有追求光明，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坐牢 、 牺性的。 他们何曾计较过个人安危?还有那

些舍身救人的小人物，又何曾想到过自己的得失?那些为家乡建设甘愿慷慨解囊的人

士，无私无畏，乐于奉献，他们的人生价值是金钱能估量的吗?

《永寿镇志》就是这样一批老人怀着一腔赤诚，不计报酬，不辞辛劳，收集整理的

成果。 借以弘扬先贤革命精神，启发后人奋发有为，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至于书中景观传说， 一是为表现家乡的美，二是为反映人民的美好愿望， 三是体现

劳动者的创造和智慧，发人深省而耐人寻味。

书名用全国重点镇，突出"永寿"当今的地位，昭示人们建设家乡的重大责任。 用

志概括记载史事，真实可信。 作为家乡人应知家乡事，此书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永寿镇，

让后代传承和续写下去，对促进永寿繁荣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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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永寿集镇历史概况

第一章永寿集镇历史概况

第一节永寿沿革

柳圣并人永寿镇建永寿人民公社，成为大公社;

次年撤销大公社，以原乡建人民公社，仍恢复永

寿人民公社和永寿镇建制。 1977年，永寿镇与光

华(崇礼区划出)人民公社、石伏公社合并p 改

名为"光华人民公社" 0 1980年光华划归崇礼管

永寿集镇位于眉山东南6公里，地处山民江河 辖，重新恢复为"永寿人民公社" 0 1984年，永

畔，与蟆颐观相邻。 这里山青水秀，物产丰富， 寿人民公社设立人民政府，改建为"永寿乡" 。

百业兴旺，是农工贸发展的好地方。 1985年"乡镇合一 方与永寿镇合并建镇，实

古时，大约在隋唐时期， 由民江流经眉山， 行镇辖村建制。

沿龙泉山脉顺大旺山边往南流去。 那时河东交通

中心在复兴(古名 : 班子场) ，后历经自然变

迁，由民江主河道西移。 北宋时期，在蟆颐堪沟西

岸，山民江支流玻璃江东岸，开始沿河建立集市，

并逐渐繁荣。 集市由北向南，绵延在一条半华里

第二节 王家场、 杜家行 (龙形集镇)

的高埂上。 场头有"牛市巷" 、 "川主宫还 清朝道光年间，王家场毁于大火。 乾隆年间

有"盘龙庙"、 "洪庙" 。 这些斑斑旧迹至今可 迁来的杜姓也是旺族，传到杜大玉之后，便有八

寻，文物可证(种地的农民曾挖出张献忠的铜币 大房，人多势众，并有"文魁" 、 "武魁"的功

"大顺通宝"、明代葬品"酒杯" 、 北宋货币 名地位。 杜姓提出王家场旧址土薄、水域差(因

"崇宁通宝" ) 。 据世代传闻:明末，张献忠的 由民江主河道逐渐西移，水路不如先前) ，不宜建

忠义军人川 占领眉山， 一支队伍就驻扎在大旺寺 场 ， 想在所控地盘上新建 。 由此与王姓发生争

山下，沿石佛站一带与官军激战，双方伤亡惨 执，相持不下，双方向官府告状并同时向官府行

重，致使人烟稀少。 清初，由湖广麻城、孝感移 贿。 官府为难，决定取土量重。 杜姓所在地，土

民到四川 I (即所谓"湖广填四川 1 " ) ，先期到达 含泥较重，加之在土中掺了铁砂，杜姓赢了官司

此地的移民中，王姓旺族，人多势盛，把集市更 获得建场权。 但王姓不甘示弱，再向官府申诉，

名为"王家场控制场权。 后起的何姓、 冷姓 官府最后再次决定 : 坚持场名不变，集市杜姓当

也不敢与之争斗，因此"王家场"的场名长期沿 行(即行钱由杜姓收管) ，故有"王家场、杜家

袭不变。 行"之说。

所谓"永寿就是永远长寿之意。 道光十九年( 1839年)官府批文一下，杜姓

民国二年，设置永寿镇;民国九年，改名 土地上开始建房修街，各姓俱来，旧场住户迁来

为"寿字保民国二十三年，复改称"永寿 建房者，出土地费八百文，每年九月九日上交杜

镇民国二十九年又改名为"永寿乡解放 宗祠堂。

后仍为"永寿乡 o 1954年规划永寿乡集市区， 新建的王家场，沿河沟顺自然方向，由东北

建立了乡级永寿镇。 1958年复兴、 太平 、 金花、 向西南 、 再向东南成弓形，长800米、宽1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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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唐代至民国大事记

唐朝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 ，益州刺

史章仇兼琼开凿蟆颐堪水利工程，引水灌眉山永

寿、青神数万亩良田，永寿全境受益。

宋朝北宋期间，永寿建设集镇。 取名"永

寿"是因辖地介于眉山与仁寿之间， << 诗经 》

上有"以介眉寿"之说，故名曰"永寿直至

元、明两朝。 就是祈愿庶民永远长寿。

清朝嘉庆五年(公元1 800年)调整辖区，永

寿管辖永寿集镇、石佛、复盛、新华 、 家相、光

华、崇礼、富牛等地 ; 后又更名为"青衣乡

管辖罗平、复兴、五皇、柳圣、金花。 光绪九年

(公元1883年) ，州官傅廉倡导在眉州四周栽桑

养蚕，桑务局设在城东五圣祠，永寿乡牛角沱建

种桑试验场(文昌宫侧桑园基地) 。 光绪二十八

年(公元1902年) ，州官尹昌衡委州绅龙文修复

蟆颐堪。 永寿集镇(王家场)设蟆颐堪水利局征

收水费，堪得复兴。

第一节 '蟆颐堪的开凿

民国二年(公元1 9 13年) ，局绅何之祯倡导

募捐修堪资金。 凡堪区有田20亩以上者，捐银二

两 、 钱二千余，使蟆颐堪储备了三年的维修资

金。 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 ， 霍乱流行，

永寿死亡人数达400余人。 民国二十二年( 公元

1933年) ，刘湘的二十一军与刘文辉的二十四军

在眉山境内沿眠江河一带作战，各拒守一岸，对

峙七十余天，向民众摊派粮款。 民国二十三年

(公元1 934年)春，天花、 麻痊流行，人口死亡

高达500余人。

第二节集镇奇事

l. 清朝光绪九年 (公元1883年) ，太平场

(今"罗平萧公庙内左右各有银杏树一株，

左株忽然出现一缕烟雾，远望如炊烟， 三天三夜

后才消失 。 但杏树仍如前，繁茂无损 。 清朝宣

统二年(公元1 9 10年)四月，梅花一年内春季、

秋季两次开花。 清朝宣统三年(公元19 11年)六

月，慧星经过。 半夜有大星一颗，光芒四射，既

有声音，又有臭味，经十几夜后才消失。 同年八

月中旬的一天中午时分，王家场(今"永寿集

镇" )以南半里许，地鸣如牛吼。

2. 民国八年(公元1 9 1 8年)立夏后，由民江

沿岸出现黑虫，大如蚕豆，遮天蔽日，黑压压的

一片，沿江桑叶几乎被吃尽。 立冬后一日，雷声

大震，大雨如注，然两分钟后却放睛。

3. "新米饭先喂狗"的由来

传说从前有一只狗，从海上浮水回来，尾巴

上带了几粒谷种。 它上岸后抖身上的水时，将谷

种拌抖落在地，后来长成了谷子。 经农夫们将谷

用作种子逐年发展，种稻谷才普遍起来;故有饭

吃，不要忘了狗的恩惠。 解放前 ， 秋收后吃第一

顿新米饭时，人们都会先盛一碗饭去喂狗，然后

才开席人吃。 解放后，此习俗逐渐消失，今已未

见流传。

4. 人市"的形成

解放前，秋收时到河西打短工的人都身穿短

衣，头戴半笠，手拿镰刀，身缠围腰，纷纷五人

一组(二人割、二人挝、一人挑)来到眉山西门

的通惠桥上卖劳力 。 天刚亮，由于来这里的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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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永寿的地理环境优势

第一节 永寿地理概况

永寿镇位于四川盆地的川西地区，东经

103 .35 1 - 103.01 1 ，北纬29.511 - 29.02 1 ，地

势北高南低，具有平原优势 。 山民江主干道由北

向南纵贯全境，南北长约 10公里，东西宽约7公

里，距眉山县城约10公里 ; 海拔高度在420 - 437 

米左右，最低点为山民江的筷子渡河心，海拔仅

39 1.4米 。 )1顶山民江一带的土壤半沙半泥，属油沙

土 ， 俗称 "河坝为经作区。 由民江支流 、 蟆颐

堪沟及大小渠道所灌溉的地方，多为壤土，少量

粘土，俗称"田坝为粮产区 。 永寿地势平

坦，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物产丰富 。 田坝区

以粮食生产为主，主要是优质水稻 、 玉米 、 小

麦、油菜等，也有红苦、豆子、 胡豆、 豌豆、 蔬

菜等。 建国后，粮食连年增产。 据统计，总产量

在2005年达到235600吨。 河坝地区主产元公害蔬

菜、 叶烟 、 甘震 、 花生等，近年也有种药材、花

木和蓄水养鱼的。

永寿地区房前屋后、沟边路旁、 河滩荒地 ，

到处可见竹林树木 。 慈竹 、 斑竹 、 硬头黄 、 杉

树 、 按树 、 柏杨 、 垂柳 、 香棒 、 麻柳等竹木，资

源丰富，为发展编织和做木器提供了有利条件。

右，冬干、春旱较明显;光照条件较好，能满足

大小春农作物的生长需要。

一、气温:年平均气温在17"C左右，最热的

时间在7月、 8月份，月平均温度达到26"C左右;

最冷的时间是1月份，平均气温仅6.6"C左右，最

低气温在O"C以下 。 春季气温为 10 - 22"C，夏季

气温为22-38"C，秋季气温为10 - 22"C，冬季气

温在10 - O"C以下 。

二、降雨: 年均降水量 1060毫米，最多为

1700毫米，最少为 1969年的769毫米。 夏季雨量

集中，占全年总量的6 1% ; 冬季雨量少，占全年

总量的3%; 春季降水量占全年的169毛;秋季降水

量为全年的20%。 最多降水月是1966年8月的557

毫米，最少降水月为民国25年( 1936年) 1月的

0.2毫米。

三、霜雪: 年霜日平均6 -8天， 一般在 12月

至次年的2月 。 一年中的无霜期长达318天，最少

年份有279天。 雪日少见，年均有 1 - 3天。

四 、 日照 1959年至 1987年，年均日照为

11611J、时。 最多年份是1963年的 1 392.5小时 ， 最

少年份是1982年的904小时。 全年中8月的日照最

多，长达175小时 12月 最少，平均50小时 。 四

季中，夏季占全年的399毛，冬季只占 15%。

五 、 气压 1965年至1985年，平均为964. 8百

帕，最高的为966.8百帕，最低为963百帕 。 一般

12月份最高， 7月最低。

六 、 凤 1959年至1987年平均风速为每秒14

米，风向以北风为多，风速为每秒17米;风力8

第二节气候变化状况 级以上称"大风 o 1986年8月 8 日晚，风力达到8

级并伴有冰雹，灾害损失达45万元。 1983年4月 25

日上午9点，风力达11级并伴有暴雨冰雹，永寿

永寿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常温在17 "C左右， 公社500多亩作物受到损失，街道工业(如:纸

春 、 夏、秋 、 冬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 箱厂 、 石膏制品厂) 等共损失 120多万元，属历

暑;少霜雪，雨量充沛，常年平均900毫米左 史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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