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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八月



前 言

刘家营，滨涪江西岸，距城约五十里。相传汉绍烈帝人蜀，与刘璋相距，屯兵于此。

故得名。俯瞰乡境，岗峦起伏，卧虎藏龙I绵渝公路穿境而过，巧分两弯新月I江水萦洄，

沃野千顷。鱼米之乡，流金淌玉·古镇月崖，依山傍水，如今工厂林立，高楼对峙，洵属天

然形胜。桑梓英才，层出不穷I历代商家，满载而来，鼓囊而归。骚人赞之日。钟灵毓秀，

地杰人英。这就是《刘营乡志》为你展开的画轴也是刘营乡壮丽山水的真实写照。

轻启《刘营乡志》的扉页，你还会发现。古代的金戈铁马，近代的军阀争雄，当年兵匪

逐鹿，当今的龙腾虎跃，怒吼的关山阴魂，荡荡的涪江激流，日异月新的农村新貌。沧海桑

田，历史变迁，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乡志》卷帙浩繁，洋洋近二十万言，囊括古今，

是本乡从自然到社会、从经济到政治各方面历史的、现实的百科全书。它热情地讴歌了先辈

的勤劳、智慧和勇敢，赞美了全乡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振兴家国，绘制家乡壮丽蓝图不屈的

奋斗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t《刘营乡志》在追功先驱，鞭策我辈、教育子孙后代，为四

化建设服务方面，将起到深远的历史影响和积极的现实推动作用。

乡镇史公谱新志，一代正音垂千秋。亲爱的父老子弟，当你捧读《刘营乡志》为家乡悠

久、光荣的历史自豪、骄傲的时候，当你被历代英雄俊杰鞭策，要为绘制家乡宏图，振兴中

华拍案而起的时候，可曾知道，这使你受益非浅的史册是谁编写的?我要告诉你，他们是刘

营乡退休干部和退休教师——钟世泽、叶明新、姚作顺、任建初四位同志。七个多月来，四

位同志肩负神圣的使命，不辜众盼，走村串户，，访老会贤，考查地形，核对资料，不辞劳

苦。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写稿改稿，斗严寒，战酷暑，潜心修志。正是t“宝剑锋从磨砺

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刘营乡志》终于在前无古人留简的情况下问世了。其次，参加初

审乡志稿件的杨铭，赖永风两位老师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乡党委乡政府的主要领导自始至终

把乡志编写工作放在议事日程上，各机关单位通力协作，为乡志编写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坚

信，创造历史的先辈流芳百世，永蕈史册，然而秉“信史”之笔的史公们也将在人民心中建

立起自己的丰碑，受到子孙后代的嘉奖。

乡长卢知春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编辑说明

一，《乡志》上限为一九一一年，下限为一九八三年(自然地理、建置沿革，文物古

迹、宗教信仰、风土人情不受此限)。根据详近略茹，详今略古的原则，编纂重点是建国以

后的三十四年。 ，

二，《乡志》对人对事一概秉笔直书，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不为贤者讳。

三，体倒包括“志’’“图”“表"“记万。考一“传一六种。以志为主，记述有据，行

文忠实。

四、历史朝代一律用1日称如(“明”“清"“民国’’)，‘般不加政治性定语，如“敌"

“伪一等字样。

五，对帝王称其年号，如光绪、宣统、对人物一律直称姓名。

六、重见的史实注明重见之处，分清主次，叙述有详_白．略。

七，记时，解放后用公历。解放前用旧历，在括号内注明公历年月。

八，地名用普查后的名称，记述过去的事，用当时的地名，在括号内注明现在的名称。

《刘营乡志》编写领导小组



《刘营乡志》编写领导小组

组长·卢知春

副组长。李志孝，赖如正、唐武高

组员。王志光、王久华、钟世泽、姚作顺、任建初、叶明新

编写组

主编。叶明新

副主编t姚怍顺、任建初、钟世泽

封面设计t谭定轩

封面题字t谭定轩

摄影。敬显明、敬显伦

绘图。张继元、蒋继明

校对，郭建忠，陈正、李代明、赖权勇

印刷。三台县印刷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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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营9政府干部合影

村 民之家



刘营医院

刘营中a小学校



刘营9人民政府大楼



§志蝙纂小组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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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刘营乡原名刘家营．座落在乐家山和北塔山之间，满清乾隆年间就兴市赶场，距县城五

十垦。东径105。，北纬31。06分线上。南北长约四公里，东西宽约三公里，总面积约一十二

平方公里，全境半山半坝，人口共卜-万三千八百七十七人(1983年底)除两户六人是回族外

余为汉族。

民国初年刘营乡取名箕水乡(范围即现在的转江乡、安宁乡和芦溪乡的一部分)。

民国九年(1920年)刘营分箕水上乡和箕水下乡，共辖六个大保，一九四九年前为十二

保半，现辖七个村共七十五个村民小组。
’

·

刘营乡东邻涪江，北与安宁接壤，西与转江乡相邻，南接灵兴乡，以平桥湾为界。绵渝

公路穿境而过，乡村公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从古到今刘营场镇均为邻近乡村农础产品和

生产生活资料的集散地。

刘营乡是钟灵毓秀，地杰人英之乡，但在建国以前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

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工农业生产长期落后，人民群众处予水深火热之中。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刘营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农业生产虽几经曲折，但始终在发展的道路上持续前进，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普遍建立了家庭承包的生产责任制，从而使农业内部结构趋予合理农、林，牧，酗

渔各业全面发展，单产和总产都创历史最高水平。 n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几十年来全乡有二十多名大学毕业生分布在全国各条战线上。中专

高中毕业生更多，自学成才的也不乏其人。
‘

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消灭了过去多种常年流行传染病，保护了人民健康。

计划生育的大力开展，人口净增率已降低到千分之四点九。

邮电、广播，电影事业的日益发展，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银行、信用、供销等事业的日益发展，繁荣了市场，活跃了农村经济。收音机，录音机

在农村也普遍了，戴手表的也多了，自行车在农村广泛了，大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

刘营建国前是一穷二白，建国后百业兴旺、物阜民安，生活上已从图求温饱上，向住的

讲宽敞，用的讲高档，穿的讲漂亮，吃的讲营养一的小康生活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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