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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乡志，是上承祖宗事业，下为子孙负责，现为“四

．建设服务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乡古往今来的创举。

七街从它诞生以来，我们的先辈在这块土地上进行了艰

绝的奋斗，给我们留下了肥沃的田地，美丽的家园，给

，门谱写了可歌可泣的阶级斗争历史，留下了发达的文化：

静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各项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义不容辞，我们有

义务把它们记载下来。

《七街乡志》，由于觉支部、乡政府的重视，经杨文权

口几位老同志的辛苦努力，运用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

谇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全面记

盎了我乡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吠，为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家

乡，热爱家乡，奋发建设家乡，提供了丰富的史实和依据。

希望全乡人民观今鉴古，继往开来，齐心合力，把我们的家

乡建设得更好。

中共七街乡党支部二眵记公孙友

七街乡人民政府乡长 常朝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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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志编纂人员名单

编纂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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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侈哇

．一，本乡志按篇、章。i节、目4个档次封乍列，并标出级

另Ijl、!次某乌志各篇，多数按内容分门别类横排，．以条目为二、本乡志各篇，多数按内容分门别荚模稍F，‘以参日79

_．基本单位竖写；少数篇章按其时间，作纵向排列。

三、本乡志对历史纪年用当时通用记法，在括号内加注

．公元纪年；地名用当时名称，‘在括号内加注今地名。⋯一

四、本乡志上起七街集市、七街村的形成，下限到1
9

8．5

．钷底I卜·个别到l 98 6年。
‘

●

‘

三、≤乡志以文字记叙为主，结合使用图、．表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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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圣

．酾淤武三-}一五年(1曲2)左右一

吴姓始祖吴迪，首先来七街定居，开创东柳村·

酮漤武三十年(1 3 97)左右

普姓始祖普于朝，来七街：西头定居，．开创白石甸村·

职．万历年间(_15 73～-l 62 0)，

七街乡盖第一所寺庙龙海寺(先Hq龙海禅院)_，、有僧住

持到清末。 一

清乾隆曼十六年(1 7 7 1)．，

在臭周泰、杨铨、公孙铭、吴位昌、．公孙琰等王?9人的主

持下一改旧河为新河，历经2O余年·

清乾隆三十八年(1 7 73)

大地震，七街等28村受灾严重，知县郝敬修‘．督抚吴亲

j鼯看验，奏请赈恤¨：一

．清乾隆四十=年，四十四年(1 7 77、1 779)

丁酉、己亥科向宗豳、』向贻善‘向宗昆，．向宗岱弟兄4

人中举，。世称“四风齐鸣_．· 。]

清嘉庆二十二年、(1_8 l 7．j)

丁丑科公孙锐(钬赐)文进士。

清威章六年，(1 8．5 6)

、在．清政府挑唆酌回。汉斗．，杀．f_p∥公．孙烁』代．i式：东乡3 6
7
1

． 一 n 、。-
“ 一

。

i1



营团绅与回族协商，达成保证互相不斗杀的协议(世称回汉

互保)，使回汉鼹族人民团结和睦，免遭斗杀灾难。事后，

回方送给七街“和气致祥”匾，后石刻镶在龙海寺门外照壁

上；汉方送给回方“屏藩东里”匾。回方代表纳赛荣还送给

公孙烁一幅钱南园的瘦马画作纪念。

清同治十二年(1873。)

癸酉带补辛酉科，公孙和中武举人，后由举人任云南、

贵州两省驻京提塘。

秋九月抚滇使者岑毓英给七街题词“仁里可风”。光绪

三年(1877)．，贡生常尚书。仁里可风”4个大字，石刻后

阁村绅啻士庶敬立于斗母阀前照壁上(现存合作医疗室)。

清光绪七年(1881)

七月十七Et，七街乡遭受严重的冰雹灾，冰雹大如鸡蛋，

地上厚l尺多，田中禾苗打扑无收。

清光绪十六、十七年(1890、1891)

在公孙和等人主持与亲自指挥下，改新河为新开河，使

河水从老道坡淌向西边。

清光绪十九年(1893)

大淹海田，七街村南边进水，大沟路、官家井为赶街上

船处。

民国l 6年(1927)

从旧历四、五月份起，李靖才匪部盘踞四、七街，视四、

七街一带为征服地，甚至活剥龚家嘴解家由的人皮，惨不忍

{睹。

六月初七日，六街土匪杨栋廷、杨良廷兄弟带领匪徒七

／＼人．身穿军装，在七街上抢走河西县城商民文泰运票洋

2



4000余．元，监将文捆去六街j勒索赎金·

十二月三十九日，河西县长邹经世亲自率领联合团围剿
李请才匪部。邹县长天黑到七街，由七街的1个中队(约四
五十人)，队长官兴堂、招旗常普兴带路，一举攻破李匪驻
四街村的老巢。后因李匪潜逃搬来吴学宪、龙恩·匪党300余

名顽抗，邹县长奋勇督率，带头前进，不幸于是夜8时中弹
身亡，七街中队亦有人受伤。 ．

民国28年(1 93 9) ，

由公孙炀等人出面，公孙寿负责收街捐，从龙海寺至龙

王阁镶石街街心路，宽3米，长300多米。‘
民国3 8年(1 9 49)

5月23日∈公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滇桂黔边纵队第
3 l0团解放了东兴镇、朝阳乡，七街第1次解放，后被国民
党2 79团吕营复占。

1 2月3日(公历．)，在七街中共地下党员吴春华等人的

领导下，全村200多个贫苦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参加起义，七
街第2次解放。 ．

1 9 5 O年 。

。。按管旧保公所，，设七街村政府。村长华维亮，农协会主
席苏秉义，副主席吴有顺，文书鲁本法。

抗美援朝，首先响应晋宁县小寨乡向志愿军捐献l架飞

机的倡议，群众踊跃捐款300多元。 ．。

人民政府首次派工作组张亚民、张玉媛进衬，开展征粮、
镇压反革命工作。

1 9 5 1年．
‘

· +：

县、．医委派工作组闻雪声等人进村，发动贫雇农进行减
．， ；-

’

3



租退押，清匪反霸，批斗地主董怀金。

．征自愿军，常发兴、常本云、华维喜3人参军，

村里第一次拉通电话。．‘

l 9 5 2年

士地改革，颁发土地证，分胜利果实。

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建立团支部。

发动贫雇农中农入股，成立供销社。

l 9 5 3年
‘

建立中国共产党七街村党支部。3月2 8日，华、维亮沈高

禄、龚文魁、杨绍金‘华永顺、杨丙寿、华维润，师桂仙，

赵学宾9人宣誓入党。
。

成立七街乡人民政府，乡长华维亮，，’副乡长赵学宾，胡

玉莲，文书官家珍，保管杨丙寿。 。。

征自愿军，全乡董怀兴等1 6人参军。

组织互助组，全乡共有宫家林，沈高禄、杨绍金-鲁成

华4个互助组。 ·．’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1 9 5 4年 o

实行义务兵役制，动员适龄青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成立信用合作社。
‘

～

l 9 5 5年
一

互助组转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

开始建立新河抽水站，用4 0匹马力煤气机抽水磨面◆．
1 9 5 6年

‘

成立七街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以团支部为核心，组织200多人去四寨乡绿槎塘开荒二

4



1 9—5 7卑’‘

整风，搞大鸣、大放、大辩论，：≥；查犏划地主、富农，苏

保义、臭有定、·华维政二官正从、杨学周等户．由富农划为地

主，官兴存曲富裕中农划为富农。．

由董怀兴带领4 00多人参加修窑冲河水库。

由本乡28户、5O多人参加，建立通海县竹器生产合作社。
●

●

l 9 S 8年

成立人民公社。七街为四街公社七街管理区，下设5个

生产队，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

．大炼钢铁铜。．由沈高禄带领30 0多人去老黑山炼铁，华维

，润带领6O多人去易门三矿炼钢∥张有进带2 00多人去饵苴坝

炼铁，全村参加大炼钢铁铜共6 0"0多人。

全管理区办1个伙食团，后又按5个生产队办5个伙食

圃。

由杨绍金带领i OO多入参加修三密闸水库；常宗亮带领

1 O0多人参加修六街迷冲水库口

农业大跃进中，多数寺唐申的泥塑神像被扒掉，’拆老房

子8 1．5间，把老墙土作肥料·、．

下半年开始刮冉五风”(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瞎指

．挥风、干部特殊化风)·

l。9 S’√9l一年．

大刮“五风一，粮食减产，群众生活困难·

反右倾、拔白旗，打狗，妇女剃头发压田，。消灭三类
抽 ’

尚·

出华永顾带领5 0’,'--'60人去十街参加围大龙潭·

|l’9 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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