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筒阳县志
四川省简阳县志编纂委员会 编纂

邑 蜀穗以



＼

、简．阳县志◎

四川省简阳县志编纂委员会

编纂

幺

蜀．唁以一九九五年．成都



心

《简阳县志》编纂人员

简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 马贵华 市委副书记、市长

副主任委员陶万恒 市委副书记
?

袁世钊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傅文洪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陈林立 市委办公室主任

傅绍坤 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

·． 马高文 市志办主任、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委 员 苏宗晓 市计委主任

李国强：市经委主任

毛绍君 市农办主任

宁佐卿 市财办主任

．李崇喜 市财政局局长

陈仲君。市人事局局长

。
一 蒋国良 市教委主任

施劲松 市科委主任
。+

黄贵兰 市保密局局长、市委办副主任

彭 德 市档案局局长 ．

陈揖明 市工商联党组书记

张存智 市政协副秘书长 ．

徐正唯 市志办主编 市志办副主任

王旭华 市志办兼职副主编

顾 问 黄先荣 市委书记

陈元忠原内江市政协副主席

姜寿生原内江市人大常委委员

谢正杰 市人大主任

曾宗枢 市政协主席 ，

，。a

牡

l’’卜【c。。。’‘‘。。‘’l。—r’l—7。。。fh}I『l’l。‘‘。。。。。——7。’【l



1√{．●1



C、．

‘、_

工业志

交通邮电志

财税志

金融志 ．

商业贸易志

城乡建设志

政党群团志．

中国共产党简

阳地方组织志

政权志

政协志

政法志

军事志 ‘

人事志

教育志

体育志

文化志，

科技志

医药卫生志

社会风土志
-‘．．L_-----
力置志

人物志

附 录

后 记

徐正唯l杨诞孚I
伍保均 ”

庄彦 l罗仲王番I
钟自强

胡俊渊圆圈
张存智 陈揖明

陈明远

汪向东

庄．彦

钟自强 ，

汪文进甘立德

伍保均

张存智

陈揖明 张存智

l杨诞孚I赖祥奇 陈揖明

张存智 张存智

陆文宪 陆文宪

陆文宪 陈揖明

甘立德 汪向东
．

陈学明

周 平 汪文进 陆文宪

周 平 汪文进 王盛邦

徐蜀江I扬诞孚I 周维和 陆文宪

徐蜀江 杨显国
‘

李乃天 李乃天

孙成桂 孙成桂

孙成桂
‘ 孙成桂

(以传文为序) 汪向东 陈揖明

陈揖明 王旭华

姜寿生蒯千里

赖祥奇汪文进

徐正唯胡 兰

刘存品 张存智

曾明经 徐蜀江

甘立德

徐正唯甘立德

汪文进

汪文进

!l}。■■■r。l-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周维顺邓茂根

李永华．程季男 冯立蜂

吴成英 汤 杰 陈泽义 高模芳

朱燕莉 姚新生 王素芬

汤 杰 吴成英．徐正唯 甘立德

汪文进



前 一1．

日

，

、

自公元前115年至公元1995年，时光嬗递，岁月悠悠。简阳在中华大地上已经存在二千一

百多年了。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简阳人民世世代代辛勤耕耘，艰苦奋斗，用心血和汗水写下了

自己可歌可泣的历史。
、

从辛亥革命前后到1985年．一百来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短暂而漫长。简阳县在这期间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其间在每次重大变

革中，简阳人民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编《简阳县志》就是这近

百年史的真实记载。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盛世修志，有益当代．惠及后世。新编《简阳县

志》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力求客观准确地反映简阳近百年来的历史全貌。坚持详今略古的

原则。重点记述了建国以来简阳县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以起到存史、资政的作用。

志书观点鲜明，内容丰富，体例得当，文风端正。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值此《简阳县志》正式

出版之际，我谨向所有参加县志编纂工作的同志，向支持帮助过县志编纂工作的单位和个人，

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在二十世纪最后

五年和二十一世纪即将来l|缶之际，机遇与挑战同在，优势和困难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西移，成渝高等级公路的开通，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

全面启动、支持简阳经济的发展。简阳市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农业开发早，物产丰富；工业实

力强，产品繁多；城市基础设施好，水电邮气路畅通；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大，“两湖”热指日可待。

这些，都为简阳经济和社会事业的更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我们一定要在党的领

导下，带领全市一百多万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才是硬道

理，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用我们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把简阳建

设得更加美丽，让简阳更加富饶，将简阳历史谱写得更加辉煌。 ’

’

简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马贵华
‘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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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方针政策为准绳，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依据，按照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原则和方

法，力图实事求是反映简阳县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取事一般从1911年起，下限大体为1985年．概述、建置沿革、自然地理、人口、经

济、文化、社会风土诸志某些章节内容作适当追溯；个别史事延至下限之后方才告一段落者，则’

稍作延伸、终记其事． ． ： 。． ．

三，本志按事类分设，除篇首、卷尾，共设概述、大事记述、各专志、附录等32个部分：其中

专志29个．

各专志分设章、节、目3个层次，某些章节根据记述需要，可再设小目，为4个层次．

多数专志横排门类，纵写史实，以横为主．以志为主，辅以必要的考辨．

各专志或径设章、节，或冠以导语式提要说明文字．

．‘全志并用纪、志、传、图、表、录、考等传统修志体裁．

四、本志首列概述，概要综述简阳历史和现状，为全志之纲，以统率全志。．

五、大事记述，上限定在辛亥革命后，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编年之下，

顺时记事，时间跨度较长的事，相对集中记述． 、

六、建置沿革，附设重要乡镇概况．简要介绍地理沿革、政治经济情况。

七氇游各志为新修地方志的重点和特点，为了对简阳经济发展有一整体认识和记述，故
先立经济综志．简阳以产棉著称于蜀中，棉花生产在全县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故立棉花

志。龙泉山引水工程改变了简阳的历史和自然面貌，故立龙泉山引水工程志。中国共产党简阳

地方组织志，本应归政党群团志．但一志之内．层次局限．难以记述，故另设专志于后：方言志由

社会风土志析出，独立设志． ．‘

’
·

八．人物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只写传记、传略，并收名表。以本籍为主，兼收客籍。传主

在原籍行政区域划出本县前去世者，仍视其为本籍人物立传入志。以免遗漏。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市、县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县属及驻县市属以上各单位部门志、档

案资料及I：I碑．成稿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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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引文例外)。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洁、漪饧。做到语

言．文字、标点规范化。 n

十一、本志清代以前的历史朝代、年号、纪年、干支一律沿用汉字．括号加注阿拉伯数字公

元纪年，相同年号在各章节中可以类推者。则只注首次l中华民国一律简称民国，民国纪年一律

用阿拉伯数字，各志各章节只在首次出现时加注，此后记述只用公元纪年；自1949年10月1

日起，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本志行文中年、月、日出现公历、夏历混用时。公历用阿拉伯数字。夏历用汉字数字书写，以

示区别。

十二、本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简称“建国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

国后”，简阳县于．1949年12月15日解放，本志行文中“解放前”、?解放后”特指这一时间概念．

十三，本志使用“境内”一词，涵盖历史上所有曾经属于历史辖区之境，以及现在行政区划

内市属以上单位一切人、事，。县内”一词，则专指现在行政区划内县属及以下一切入、事。

十四、本志地理名称、历代政府机构、行政区划、职官以及其他事物称谓。沿用历史通称。古

今地名不同者，加注今名。‘今名一律以《四川省简阳县地名录》为准。记述人物直书其名，不加

职衔和褒贬词。专有名词、术语过长者，各章节中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用简称。

十五、本志数字书写，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制定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十六、本志使用简化汉字，以国家语委1986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f标点符号，

以国家语委、新闻出版署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十七、本志行文使用的计量单位、符号以及其他符号、代号，除记述历史情况时沿用历史

习惯用法并括号加注外．一般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各专业学科的计量单位、符号等，按照各

学科统一通行的原则使用。

十八、本志使用照片，因受诸多因素限制，拍摄时间下限多有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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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阳县位于四川盆地西部，龙泉山脉东麓，沱江中游地段。地理位置东径,104。11 734”"--104。

53’36”，北纬30。4728”～30。3970”。东邻乐至县．南接资阳县，西连双流县和仁寿县．北倚成都市

龙泉驿区和金堂县。全县面积2210．3平方公里。1985年底，全县为11个区、88个乡、9个镇

(乡级)。人口130余万，汉族占99．97％；有回、藏、满、壮，苗、朝鲜、蒙古、彝、布依、土家等18

个少数民族，人口300人左右；县城简城镇位于县境中心，距成都市区70公里，至内江市140

公里．

一

(一)

简阳县地貌以浅丘为主，其次为低山和河坝冲积平原，丘陵约占总面积的88．13％．沱江

自北向南流经县境，将境内丘陵分割为东西两都份。东部丘陵以中丘中谷、深丘中谷为主，兼有

浅丘宽谷，地势由北向南倾斜。海拔一般在400米至580米之间，绝大部份为棕紫泥土壤。西部

丘陵以浅丘宽谷为主．兼有部份缓丘带坝和中丘中谷，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369米至

500米，土壤多为棕紫泥和黄红紫泥。简阳县境西北辖有龙泉山脉中段的一部份山区，占全县

总面积的7．76％，地势向东南倾斜，海拔一般为500米至900米，最高峰1059米；红棕紫泥和

黄红紫泥、灰棕紫泥和棕紫泥分别约占60％、40％．境内沱江沿岸为分散河坝地，约占总面积

的4．1l％。沿江有较大的河坝16处。地势低平开阔，沱江入境处海拔401米，出境处海拔359

米。土壤多为灰棕冲积土。 ．

境内有耕地面积150多万亩，其中旱地约占73％，田约占27％。另有各林种土地45万多

亩，森林覆盖率为13．7％。县境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类型。冬季多偏北风．夏季多偏南风。年

平均气温17．7"C，累年平均降水量882：9毫米．年平均无霜期300天，适合多种生物生长繁

衍。

沱江是简阳最大的过境河流，为长江l级支流．北自金堂县入境，南入资阳县境。在简阳

境内流长84．9公里。平均流量为255立米／秒至275立米／秒。沱江东岸有支流环溪河(又称

资水河)，主干发源于金堂县竹篙区，支干索溪河发源于乐至县宝林区．县境内环溪流长46．8

公里，索溪流长23．4公里，系洪枯水位变幅较大的季节性溪河。沱江西岸有支流绛溪河，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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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龙泉山脉的仁寿县境内，在简城注入沱江，于流长71．5公里。分别从贾家区、养马区接纳支

流海螺河、赤水河．绛溪河亦属季节性溪河．以上河流纵横交错，遍布全县．为灌溉、发电等提

r。供了有利条件。境内有大、中、小型水库85处．蓄水面积较广。其中以三岔水库为最，正常库容

2．23亿立方米，石盘水库库容6960万立方米，张家岩水库有效库容1345万立方米．82座小型

水库总库容5385万立方米．沱江、绛溪、环溪、索溪、三岔水库、石盘水库均为通航水域。

简阳生物资源种类繁多，有各种生物上千种．其中动物约300种，植物600多种。粮食作物

以水稻为主，其次为小麦、玉米、红苕，还有豆类和小杂粮：经济作豺书，大春以棉花为主，小春

以油菜为主；此外，盛产水果、甘蔗、烤烟、花生、向日葵、辣椒、蕃茄、生姜、生漆、药材、茉莉、玫

瑰等．简阳红花色鲜质优．畅销国外。辣椒独具特色，耀受南洋诸国欢迎。红桔远销华北、西北、

东北等地。林木资源有针叶林、阔叶林、灌木林、竹林四种类型．常见的有：柏树、桉树、千丈、榆

树、泡桐、黄荆、马桑、慈竹、硬头黄竹等．经济林有上百个品种，以油桐、桑树、柑桔、梨、苹果、

桃、李i樱桃为主．此外还有棕榈、铁树、黄桷兰、塔柏等园林树木．

境内鱼类资源丰富．主要由沱江水系和岷江水系的鱼类组成，有6目16科99种。另有乌

龟、团鱼、青虾、田螺等十多种水生经济动物。。又从外地引进部分优良品种，现境内养殖的主要

品种有：鲢鱼、鳙鱼、草鱼、青鱼、镜鲤、荷源鲤、本地鲫、团头鲂、罗非鱼、革胡子鲶等．

家养动物以猪为主．猪种多属瘦肉型杂交猪，是全国闻名的商品猪生产基地之一．牛多为

本地种，曾引进摩拉牛进行改良。羊主要为大耳麻羊和无角黑羊．山羊板皮质量上幕，驰名国内

外．此外，蜜蜂、鸡、鸭、鹅、兔等家禽家畜的饲养较为普遍．

r境内植物资源丰富，农作物稿杆多；猪、牛饲养量大．为发展农村沼气提供了良好条件。

1979年以来．全县建有三结合池(1ip沼气池、猪圈、厕所)、圆小浅池20余万口．建沼气池的农

户达全县农户总数的76．1％．常年利用池有6．12万口，年产沼气1419万立方米，折合煤炭

i065"4吨，沼气池数量及沼气产量均居全国各县前列。连年被列为全国沼气建设重点县。

简阳县人文历史悠久，风景名胜、文物古迹遍布城乡，名播省内外．

久负盛名的。简州八景”至今尚存：建于宋代的胜德寺白塔，历经八百载沧桑仍巍然矗立于

城南。名为。一塔凌云”；沱江东岸的印、鳌二山，两山对峙．似捧托壁星．形成“印鳌拱壁”的胜

景-。金绛流虹”，是指入夏时金水(沱江)清、绛水(绛溪)浊，二水相汇．如长虹贯入江中I。四崖

泛月一．指东崖、西崖、南崖、北崖环列城郊，面临江水，月印江中的美景I“朝阳曙阁”．是城北沱

江边朝阳洞及洞前旧有的朝阳阁古迹；城西绛溪西岸有宋代状元许奕读书处的龙门洞．又因溪

水似锦。故名。龙门锦浪”，旧时每遇科考之年有中试者，简城公园内古学宫前池中即有荷花开

放，因此呼为。应第莲池”；简城金、绛二水会合处，常有渔舟聚集，朝出暮归，入夜则渔火似星辰

闪烁。故称。渔村暮艇”。 ．

简城西南32公里处，有著名风景区三岔湖(三岔水库)，为大型人工水库，具有馐溉、发电、

养殖，旅游等多种功能。湖面广阔，达4万余亩，湖岸线长达240公里，总蓄水量2．23亿立方

米，湖中有岛屿113个．湖水清澈，游鱼戏于碧波；小岛花树掩映，水鸟或栖息树丛，或翱翔长

天．湖周悬崖幽谷，层峦叠嶂，山光水色．蔚为壮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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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简城西北20公里，龙泉山下的龙泉湖(右盘水库)，是简阳又一中型人工水库．湖面

6000余亩，东西宽4公里．南北长10公里，蓄水6960万立方米。湖区有岛屿、半岛28个，峡谷

25处．龙泉湖山势奇异，峡谷幽深，林木蓊郁．每逢初春．桃花如云，满湖芬芳，令游人流连忘

返．

五凤山森林公园，在简阳望水乡东南3公里处，面积1．5平方公里。园内有珍奇的鸳鸯藤，

长数百米，每年四五月开花，花蕾酷似鸳鸯，十分艳丽．古刹黑水寺，保存有古代佛像及各种碑

刻，五凤山森林公园是一处理想的度假、旅游景点。 j‘

随着旅游资源的不断开发，简阳境内各风景名胜区设施正在加快完善．优美的风景、完善

的餐饮娱乐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二)

简阳县建置历史悠久，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置牛辑县，属犍为郡f治所在今简

城绛溪河北岸绛溪乡境内。西魏恭帝时，置阳安县～城址在今绛溪北岸人民公园西北端。隋、唐

先后置简州，直至宋、元时代．州治均在阳安旧址。元代简州及明初简县治地．在古牛辑县东一

里。古阳安县西二里．．明正德八年0513年)，简州治迁至绛溪南岸，即今简城镇．简阳建县迄

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素享天府雄州之美誉．
’

。 数千年来，西蜀先民在简阳这片土地上，以其勤劳和智慧，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建国以

来，简阳县境内相继出土有西周、战国时期铜器，仅代铜铁器和陶器，五代、宋、明、清瓷器，反映

出各个时期简阳的社会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尤为珍贵的是，县境现存汉代崖墓173处416

座，其中以鬼头山崖墓和逍遥洞崖墓为世所罕见，足以证明汉代的简阳(牛辑)即具有相当高度．

的生产和文化水平。

简阳人杰地灵；历史上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后蜀状元王归璞、宋仁宗嘉祜八年(1063年)

状元许将、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状元张孝祥、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状元许奕均

为简州人，给后世留下不少诗文佳话。

活跃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简阳人也不少。1919年到1920年．简阳先后有刘子华、彭宝

珊、罗世安等14人赴法国勤工俭学。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简阳籍作家罗淑(罗世弥)、周克勤均

占有一席之位．简阳这片土地，既哺育了董朗、胡其恩、毛却非等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烈士．也

出现过刘存厚、陈书农、汪匣锋、方超等旧军警人物。建国以后。简阳县工农学商各界更是涌现

出许多先进模范人物．为社会主义建设努力作出贡献。．

简阳地处成都东大门，历为川中较为富庶的大县。清宣统二年(1910年)，境内粮食种植面

积88．09万亩，总产量7278．68万公斤。主要经济作物中，棉花种植4．54万亩，总产量21．47

万公斤．油菜9万亩，总产量185．40万公斤．其它如甘蔗、蚕桑、水果、烤烟、红花、海椒、生姜

等品种也得到广泛开发．1949年，按现有行政区划，全县粮食种植总面积193．53万亩，总产量

17403万公斤．主要经济作物中：棉花23．08万亩．产量279万公斤，糖料4．3万亩，产量9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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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斤I油料12．67万亩，产量513．5万公斤；烤烟1．88万亩，产量101．31万公斤．农业总产

值合计11429万元，其中粮食作物5206万元，经济作物2269万元。林业1697万元，畜牧业

1358万元，副业249万元，渔业7万元。

工业生产，境内制盐业开发最早，始于西汉时期。蚕丝业次之，蜀汉时期境内所产蚕丝已运7

往成都作蜀锦原料。到抗日战争时期，境内工业行业发展。产品增多。酒精、机械、卷烟、纺织，

食品、发电等行业已具一定规模，亦有制鞋、皮革、印刷、针织、染整等多种手工业。1945年制糖

业发展到高峰，境内32个乡镇有糖坊750家，年产红白糖2812万公斤。19．49年，境内原盐产

量200万公斤；有酒精厂5家，共年产酒精230吨；机械厂以“吉安铧厂”为最大，年产轧花机

50余部，铧1600件；火电厂3家，年发电量lo万度至20．万度；卷烟厂58家，其中“金山烟厂一

月产量45大件。1949年，全县以手工业为主的企业2700家，工业总产值901万元． ．

尽管如此，由于长时期的封建统治，以及生产资料绝大部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社会财富

为少数人所攫取，因而简阳的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简阳人民在封建势力压迫下，思想受到

禁锢，才智得不到充分发挥，生活十分贫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景况．随处可见。

在苦难漫长的岁月里，简阳人民开展了一次次反封建、反暴政的斗争。1911年，在革命浪

潮推动下，邑人樊雍甫等人，分率保路同志军二三千人，往攻成都，与清军在龙泉山展开激战，

革命党人夏之时，策动指挥驻龙泉驿新军230余人，反戈起义，枪口转向清廷。辛亥革命后，军

阀割据混战，简阳为兵家必争之地，社会动乱，经济受到破坏。第二．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简

阳青年纷纷外出，谋求救民救国之路。其中有北伐时任团长并率团参加南昌起义，后任红军第

二师师长，参加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董朗烈士，也有长征前参加红军的王保相同志。1929，

年春，中共简州特支成立。1939年。中共简阳支部成立。此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在简城，平武、三

岔等地进行革命活动．领导人民开展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阳人民在中共简阳县委、简阳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经过减租退

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使人民民主政权得到巩固，建立了新的生产关

系，解放了生产力。简阳县的工农业生产得以稳步、协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但是，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在“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阶级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反右倾”等运动

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损失。1962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经济建设迅速恢复、发展。1966年，又发生了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

造成严重的混乱和损失．但在十年动乱中．简阳人民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仍然坚持发展工农

业生产。1978年以后，党中央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制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解放思想，改革

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根据中央政策，简阳县相继在农村、城镇开展全面

的经济体制改革，各项事业充满生机，国民经济得到迅猛发展。

农村经济发展迅速。自建国初期开始，简阳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振兴农业经济．下大

力气消除制约农业发展的不利因素，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大兴水利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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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基本建设，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逐步增加农业投入，使简阳的农村经济发生了日新月异的

变化．过去的简阳是十年九旱的地方．尽管全县江河成网．但因水利不兴，人们只能望水兴叹。

五十年代初期．简阳水利建设开始起步，主要修建塘、堰。六十年代掀起小型水库的建设高潮。

七十年代，简阳人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都江堰灌区龙泉山大型引水工程建设。用10年时间，建

成了三岔、石盘、张家岩等大中型水库．打通龙泉山隧洞引来都江银水，建成了配套渠系。在沱

江东部地区．利用沱江、环溪的丰富水源．建成了以电力提灌为主，塘、堰、库相连，提蓄结合的

一大批小型水利工程。目前，简阳已拥有水利工程8910处，其中大型水库1座，中型水库2座，

小型水库82座。引水渠一条，山平塘7642口，石河堰553处，电力提灌站512处，机电井108

眼。各类渠道2000多公里。总蓄引提灌能力53906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88．37万亩。基

本上实现了千百年来简阳人民梦寐以求的“水旱无忧”的愿望。发展农业，I靠政策，二靠科学。

简阳县自1979年以来，改革了农业经济体制，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认真贯彻“决不

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副业生产蒸蒸日

上。在此基础上．大力推广新技术，科技兴农热潮日益高涨。一是改革旱地耕作制度，变昔日的

一年两熟、三熟为四熟、五熟t--是推广规范化栽培，三是推行良种更新换代，粮食作物实现杂

万只．鸡鸭鹅兔244万只．。简阳调出的肥猪数量在全省一直名列前茅。水产养殖业得到大力发

展。全县有养殖水面10．69万亩，养殖面积72278亩，年产成鱼2549吨。为1949年的46．3倍。

森林资源在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破坏后，进行了十年大规模植树造林，全县各林种

在各地类的总面积已达45．94万亩．其中用材林40．62万亩，防护林7716亩，特种用材林

274．5亩·薪炭林1987．5亩．经济林43227亩。森林覆盖率13．7％。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村

工副业的发展，全县已建起蚕桑、果品、蔬菜，养殖等商品生产基地，已初步形成农、林、牧、副、

渔的综合发展体系。1985年，全县农民人均收入345元，人均粮食229．5公斤。不仅解决了温

饱问题，多数农民家有余粮余钱。不少农家修建了较为宽敞的砖木结构瓦房，有的还修建了砖

混结构的楼房．收录机、电视机、录像机已进入了部份农民家庭。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

化，使广大农民开始走上致富之路。

工业建设突飞猛进。简阳县具有较好的资源、地理、社会条件，发展工业有巨大的优势和潜

力。但在建国前的漫长历史中，工业生产发展缓慢，设备，技术落后。到1950年．全县有工业行．

业70余个，绝大多数为私营或个体手工作坊。主要生产蔗糖、酒精、简易轧花机、土布、土酒及

砖瓦等传统工业产品，工业总产值1227万元(1980年不变价)。新中国成立以后，简阳县工业

发展迅速。尤其是1978年以来，全县大力开展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初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

的工业行业体系。主要行业有：食品、机械电子、化学、纺织、建材、医药及非金属矿物制品、饲

料、印刷、家具、文教用品等。到1935年，境内独立核算的骨干工业企业325家，其中县属31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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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市属及以上15家．拥有固定资产原值31176．8万元．工业总产值27020万元。工业产品中，

。35A型粉碎机、1820A型辊式粉碎机、组合夹具、白钢车刀、机夹硬质合金刀具、各类压缩机、

塑料注射成型机，蛾眉工农一12型和峨眉一7型手扶拖拉机、制氧机、低温贮槽、试压泵、棉纱。
。

轮胎、化肥、饲料添加剂、水泥、预应力钢筋混凝土轨枕、钢筋混凝土标准梁、白砂糖、酒、右旋糖

酐、粉条等畅销省内外，一部份产品已进入国际市场，享誉海外．

交通、邮电、电力事业发展迅速。建国前，简阳仅有88公里泥结碎石公路，长期失修，破烂

不堪。运输主要靠沱江水运以及东大路、小川东路。通往乡镇的石板路，全凭人抬马驮、肩挑背

扛．建国后，成渝铁路通过县境。境内铁路长50．548公里。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县内掀起 ．

“公路化”热潮，公里里程增加到826．9公里．修筑机耕道1500余公里，兴建专用公路25．3公

里，全县乡乡通公路。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对境内公路进行加宽改造，提高质量，客货运输畅

通，基本做到了货畅其流．人便于行。在旧中国，简阳县邮电通信设施落后。1949年，全县电话

交换机容量合计不到100门，电报传递靠单机话传电码，邮件运输靠人工肩挑背负，步行传递。

解放后，境内邮电通信业务快速发展。1985年，全县拥有市话交换机总容量1240门，农话交换

机总容量1160门，长途电路22路，电报电路5路，邮政邮路总长5432公里，邮运车45辆。解

放前，简阳只有3个小火电厂，发电量很小，境内城乡人民多用植物油灯或煤油灯照明。解放

后，县内电力工业经历了一个由火力发电转变为水能发电的过程。目前，全县有水力发电站17

座，总装机容量达13005千瓦，年发电量达到7390万千瓦小时。县内输变电已形成网络。

99．9％的村、社均已通电．年供电量15246万千瓦小时，人均用电量117千瓦小时，基本满足了

全县工农业生产和城乡人民生活用电。 ．、

’

市场繁荣，商业贸易购销两旺。民国时期，简阳县境商业已具相当规模。1949年，石桥、简

城两镇有百货、食盐、棉花、烟草、山货等行业73个，2048户，占全县工商业户的14．1％。建国

初，重点建立以国合商业为主的百货、纺织、医药、煤建、烟草．食品、饮食等公司以及供销合作

社。对糖、棉、油等实行统购统销。市场繁荣、购销两旺。1958年至1978年之间，商品生产和销

售几经曲折，略有增长。1978年以后．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恢复和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多渠道流

通经营，增设国合商业网点，放开农村集市．鼓励城乡发展个体商业，全县市场和商业呈现一派

生机。1980年．全县商业产值为2211万元．1985年达到4918万元，年平均递增7．2％。1985年

与1978年比，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1．62倍．年平均递增14．7％。国合商业纯购进额增长1．16

倍，年平均递增11．6％I其中农副产品购进增长1．04倍，年平均递增lo．7％。国合商业纯销售

额增长96．4％，年平均递增10．1％。全县国营、集体和．个体经济，公平竞争，生意兴隆。行业门

类齐全，吃穿用配套，商业贸易繁荣兴旺。
。

教科文卫事业硕果累累。教育事业功在千秋，历来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各界人士的极大关

注．1985年，简阳完成了普及初等教育的历史使命。全县公、私幼儿园从1950年的20所发展

到1985年的600所，入园幼儿由1187人增加到21482人；全县公民办小学由1950年的384

所发展到872所，在校学生从24000多人增加到263000人，中学由1950年的6所发展到50

所，在校学生从854人增加到51865人。自1978年以来，简阳县先后向国家输送中专生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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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专生1871人．1982年人口普查，全县每万人口中有大专生319人，高中生1909人．1985

年．全县有全民所有制单位专业科技人员2206人，其中工农业科技人员685人，他们大力推广

先进技术，进行技术革新。1973年到1985年，已取得重大科技成果62项。其中5项获省级科

技成果奖，8项获市级科技成果奖。荣获省重大推广成果奖的“杂交水稻高产综合技术推广”项

目。使简阳的水稻生产实现了第三次技术革毹红塔氮肥厂设计发明的“合成氨、碳铵生产水平·
衡装置”、“利用简易石灰窑气制取固体碳铵工业试验装置”，分别获得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三

等和四等奖．中共简阳县委、县政府一贯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重视文化工作。文化设施

遍布城乡。近年来，县直文化单位的基础设施得到完善，活动场所有较大改善。全县乡镇均有

文化站，区有文化中心。部份村有文化室，初步形成了四级文化网络体系。全县城乡电影、戏剧、

电视、图书阅览、音乐、文学创作，书画、摄影等文化艺术活动十分活跃。简阳县医疗卫生事业经

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建国初，全县仅有医疗机构3个，医疗用房不足1000平方米，卫生

技术人员仅200多人，且大多是中医。境内缺医少药，公共卫生条件差。建国后．经过三十多年

的努力，简阳的卫生面貌大大改观。县内除有省医科院附属医院、省结核病防治所等省级卫生

单位外，县级及县以下医疗机构已发展到176个，总人数3131人．业务用房仅城区即增加到

2．45万平方米．全县拥有病床1513张。此外，全县500多个村建立了卫生站，有乡村医生1400

余人，县，区、乡、村四级医疗卫生网已形成。人民群众的生、老、病、死问题得到基本解决。简阳

的体育活动有悠久的历史．但在解放前则比较单一，主要为武术运动。建国后，体育运动成为

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份．得到较快发展。全县以学校体育为重点，同时抓好职工群众参加多

形式、多层次、多项目的体育活动。学校体育成绩显著，全县中学生达标率达到90％以上，名列

省市前茅。残疾人体育充满生机，全县有5人9次参加省和全国比赛，获金、银牌各3枚，1人

打破1项全国记录。竞技体育成绩喜人。建国以来．全县向国家输送了13名优秀运动员，他们

在全国和国际比赛中多次取得好成绩，为祖国和家乡人民争了光。

(四)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简阳县加快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社会总产值、财政收入和

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增长。1985年，全县社会总产值10．217亿元(1980年不变价)，比1980年

增加近1倍；财政收入6710．2万元，比1980年增长145％}国民生产总值6．13亿元，比1980

年增长66．28％．人均达471．3元，全县职工人均年工资903元，比1979年增长60．67％；城乡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1981万元．比1976年的872．8万元增长12．72倍。人民的生活明显改善，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简阳县利用自身的区位、交

通、资源、人才优势，加大改革力度，使两个文明建设飞跃发展，已形成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

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局面。

简阳的今天异彩纷呈，简阳的明天灿烂辉煌l

坤。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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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述

1911年(清宣统三年)

立州议事会、州参事会。

邑人樊雍甫、邓戟门、段成舟、叶茂荣、王丕永等，分率同志军二三千人，往攻成都。八月，在

龙泉山一线与清军巡防军接战。

四川总督派驻龙泉驿新军230余人．在夏之时策动指挥下，十一月五日杀东路卫戍司令魏

楚藩．全军起义。

1912年(民国元年)

改州判和龙泉驿巡检为分知事。

吴桂馨、曾廷栋任临时省议会议员。

1913年

改简州为简阳县，属西川道。改知州为县知事，知州署为县知事公署。改吏目署为典狱署。
～

改龙泉驿分知事为县佐。改警务长为巡警厅长．

改正粮为正税，津贴捐输为副税。

李为纶、霍椿森任国会众议院议员．汪金相、鄢澍、游士风、方于彬、刘宗培、周烈光任第1

届省议会议员。

1914年

停止县议事会、县参事会。

改巡警厅长为警察局长．典狱署为管狱署j典狱官为管狱官。

加正、副税征解经费，加契税局费。

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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