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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凤呜镇樾党代表大会全体代表(198,t阵)

共青团凤鸣镇第九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198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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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县城城墙遗址f公元I 4 7 4年)

清·县城城墙残存部分r公元18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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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山县玻璃厂(镇属企业)

川江电器厂一车问(镇属企业)



正在兴建的农民街——新南街

公园东路农贸综合审场



新建约岷江公园(1 9 8 9年)

≮泠

镇第一座铜塑一岷江曲(1 9 8 9年)



凤呜公园(1 9 9 1年重建)

岷江防洪大堤



“寿星节”开幕式，民俗文艺表演，凤呜镇长龙(长189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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畿蒹莉蔬菜生产地一角

氓江路汽车轮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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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鸣镇志》
、

，

●

编写领导小组 张德明 吴良泽 何永权

邓 策 罗成泽

审 稿 -5永前 黄吉光 苏文安 ．

●

． ．编 辑 周嘉祥，

制 、、 图 曹 勇 。
．

摄 影 ．吴天星

／



‘ 序

凤鸣镇历史悠久西魏废帝元钦二年(5 5 3午)即成为县治所

在地．至今己历l 4 4 0年·解放前，由于历代剥削阶级的残酷压遣

百业萧氛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饱受饥寒之苦．解放后，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全镇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特别是党矗勺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镇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坚持改

革开放，使凤鸣镇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l 9 9 1年镇境内，县属

工业企业(不合村以下工9总产值已达l 0 7 0 5万元，创利润14 5

、万元，产品销售税金4 3 7万元．分别占全县县属工业(不含村以下

工业)的4 3·6 3％、5 9。9 2％和4 O、0 2％。镇办工业，
● ．

I。

一 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现已有工业企业3 7家，从业人员l O 3 5九

产值l 4 0 3万元，利税总额l 3 6万元·集市贸易繁荣，．商品流通 ．。

活跃·交通发达，岷江，成(都)昆(明)铁路、成(都)乐(山)

公路穿境而过，县道东、南，西，北幅射全县各乡镇。城镇面貌日新

月异，新(扩)建街道比比皆是楼房林立，鳞次栉比。随着经济

的烧各项社会亭业蒸蒸日上：新型电影院、体育场、广播电视台、
自动电话相继建成．医疗卫生和各类学校设备进一步得到完善。新做)

建的岷江公园、凤呜公园，景色宜九游人不绝．现凤鸣镇人民正再

接再励，用勤劳的双手，在彭山锦秀大地上描绘更加灿烂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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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通人和，百韭兴盛．按照党中央和

国务院提出的“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以新的观点，新

，的资料，．新的方法，编写社会主义的新地方志’’的要求，我们充分发
，

．t

，

挥党政力量和社会力量，付出了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历时。裁
●

三易其稿，始成此书。
一

《凤鸣镇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翔实地记述了凤

鸣镇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执重点记叙了解放后凤鸣镇的政治，经
，

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变化及其经验教训。该书既为从政者在
，

深化经济改革中，认识政情，探求规律j正确决策，起到历史的借鉴

和现实依据的积极作用，又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中领．
●，

悟到前辈创业之艰辛，改革之艰臣从而振奋精神，为建设一个经济
●

繁荣、文化昌盛，生活更加美好的新凤呜镇而努力奋斗! ’

’：

《凤鸣镇志》是在县地方志办公室指导下，经修志人员的辛勤耢．

耘全镇各部门积极支持，通力合作下的成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

当此《凤呜镇志》出版之日，谨向为此书付出心血作出过贡献妩人{i’l
．： ．V

致以衷心的感谢!

●

‘，

。

中共彭山县凤鸣镇委员会书记’张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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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一，《凤鸣镇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锇政策为指针，‘遵照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凤鸣镇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
j

‘

．．

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

二，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遵循详今略古原则，著重写解

放后现状．上限-般断至l 9 l 1年，对有些需要溯源的事物，贝；j适

当上溯，下限断至l 9 9 1年． 一f_．

‘

三、政区及机关，学校、地名，均用当时名称，如右变更，_夹注

新名。

四，纪年：清代以前的朝代、午号、年份用汉字书写，同一节中，，
～

第一次出现时加注公元纪年，未改元者，不屡注；中华民国，简称民

国，用阿拉伯数字纪年，同一节中第一次出现时夹注公元纪午，以后4

不屡注·“年代”一律用汉字数字书写，前不冠：世纪"的皆为本世

纪(二十世纪)．本志所称“解放后”系指l 9 4 9年l 2月l 8日

彭山解放后。

五，计量：解放前用当时通用计量，解放后用公制计量单位。

六，数词：凡表示数量的—律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成语、专

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一律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字，小数点后一

，般保留两位·

． 七-名词，术语需夹注者，只在首次出现时夹注。
。

八本志材料来自档案、新旧县志，部门志及有关人士的文字或
口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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