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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县中新乡志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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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我们在上级有关部

具体帮助下，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建国以来党的苦干

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进行了《中新乡志》的编篡工作。

《中新乡志》全面地记述了我乡自然、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社会风物等各方面数十

的沧桑之变，供我们观今鉴古，继往开来，更能为新的历史时期的革命和建设提供宝贵

料，实为我乡的一件开拓性的大事l由于年代久远，资料不全，考证较难，加上我们的

文化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尽管在编篡中，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广征博采史料，但挂

万，肯定不少，敬请指正。

在编写中王瑞生、冯元举、游天尧老师沤心沥血，日夜操劳，力促其成。在成书之际，

级有关部门和兄弟单位的热情帮助，我们以党委的名义顺致谢意l

中共三台县中新乡委员会书记羊衍明

一九八四年七月一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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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乡人民久已盼望编写一部前所未有的《中新乡志》。曾几经起落仍未成书；仅存

《中兴乡地方事迹百年概况志》资料一卷。 ‘

■， ‘-一：
．! y 一

近日得读中共中新乡党委会，中新乡人民政府主编的《中新乡志》它记载了从一九一一
．于‘? ’∥‘ ．蔓 ·“． -‘’ 。j

j

j：_’· j 。7
。

11-4

至_九Jk'--年七十余年的历史岛此皆全乡人民同心协力，精诚所致，填补了《中新乡袁》蔗
．．

．：
’

．⋯’{二．； ． i ．
：

缺，篡写了本地百年大事，实记了社会主鬈韵辉煌成就，展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

伟大真理。’仓一代芷每，．昏年秋受_业。 。’’?‘_-”。? 。·

‘

：j·’j‘ ?

一。～： ’。‘；’⋯ ·

’0． 一． 。：i：’
。

《中新乡志》以求实精神，荟集一方之事，力求致用，以资鉴戒，激励来者，为社会主

义“四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历史服务．一于功于德，二者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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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台县琴泉区委员会书记李植模
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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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中新地区土地肥沃，资

成倍增长，工业如雨后春

高。

现为

人的后代，不愧于后代的

档案局、人民法院、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__

、

．
^ 、‘l

编．、辑 说、：明

一、《乡志》断限时间从一九一一年起到一九八三年止。有关历史，古迹则不受此限，

如常乐寺则略溯及明清两代。乡村政权及其他机构建置到一九八四年二月。1‘

二，《乡志》中的搿中兴一、。中新，，是根据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五日全县统一定名而
-_，．．

’“

来，涉及定名前的中新，仍为“中兴，刀定名后的“中新∥，则为口中新’’。
⋯一’

r

三、“解放彦一词在表示建置上完全使用“建国黟，民国纪年只在首次出现用了口中华
’ ‘-

’

民国"，公元纪年，首次出现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都以“建国前"、叠建国后"

。

， ／h⋯．j 一

以示区别。
～～1 一‘’ 一

●，

四，文中人物一律直书姓名，。不加职称。“ 。一 。。。
。。。

五、人物编除按要求收入县团级以上人员外，

干部也作了收录。‘

我们将建国后担任乡党委书记以上的党政

：7、‘0j t。：

六、《乡志》中的人和事凡属建国后的包括减退，土改及各种统计数据，均不包括现慕

禹乡及百顷乡七、八村。

七、本志未单独列经济编．实则以农业，多种经营、工业、商业、金融财税、邮电交

通等六编反映经济。

八，本志中的简体字一律以国务院公布的一，二批简化汉字为准I地名以一九八一年十

月十五日全县统一定名为准。



中新乡党政领导成员
～ ～ 。 ，

王德发㈠黄耜书 ，蒋光和 李挂兰 一。

黄相书

徐子林 蒋清明 王德全 徐飞云 蒋宗义： 李



⋯．《中新乡志》

组长。羊衍明

Ⅱ

编写领导小组
‘ i

。
‘ ■

副组长。‘鲍光，义、一尹爱曲 ．：。；一， ：，

。。⋯一 ．

组员·王德发 黄相书 徐辉云．王瑞生

编写纽：， _．’，， ’：7．： ：’ 、
-

。．j：．4 i0-、． 。

组长。鲍光义
． ．

r．：

主笔I‘壬瑞生．：7j一二：，。～!
‘’巧、． ‘F j o卜‘．
副主笔。冯元举 游天尧

。。。封面设计·王文涛 蒋盛洁

·封面题字。蒋盛洁，

摄影。袁成松

。’

、

绘图·蒋盛洁

●

，

‘篆刻I刘松林：t!

靶王毪'冯霉警黄挚成_·∥，心、二I，tI：√’：j
印刷t四川省中江县印刷厂



中新乡供销社。“ 中新乡卫生院

中新场全景

((中新乡志g编写领导

小组及编写组成员中新乡党政领导成员

中新乡学校

中新乡人民政府



中新乡税工组
中新乡粮油管理所

中断乡j姐收兽医站

中新乡信用社

中新乡蚕茧站

中新缫丝厂

中新乡食品组

中新乡农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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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乡原名中兴乡，位孚真城之南+六公里：’东经 。7,-105 ，‘北纬3l。线上，南北长约十四中新乡原名中兴乡，位于县城之南十六公里，东经
。

，北纬3l。线上，南北长约十四

公里，东西宽约八公里，总面积约三十七平方公里，全境为浅丘陵，人口共=万零六百四十

人(1 9 8 3年底)全为汉族。

民国初年中新属危月乡(即现乐嘉乡)。

民国九年(公元l 9 2 0)分乡后，中新为危月上乡，辖一、二、四，三个大保。一九

四九年前夕为十四个保。现辖十五个村，一百四十三个生产趴。

中新场是解放前后乡治所在地，早年为常乐寺。

中新乡是一个人杰地灵之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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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f’●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新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

三十五年来，农业生产虽几经曲折，但始终在发展的道路上持续前进，特别是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一年比一年大幅度增产。一九八三年粮食总产达一千五百四十万零六千七百

斤，平均单产达九百零二斤，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三倍多。
_。

中新丝厂的产品远销国内外。一九八三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一百四十六万五千三百五十

元，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五。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三十五年来全乡有六十名大专院校毕业生分布在全国各条战线上，中

专，高中毕业生更多，自学成材的也不乏其人。 -，

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消灭了过去多种常年流行性传染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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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供销，信用、邮电、广播等事业的13益发展，大大地繁荣了农村经济，提高了人民群众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中新乡已由解放前的一穷=白，变为了百业兴旺，物阜民安之地。温饱已不是人民生活

的目标了。

展望未来，前程似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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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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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1’7。‘一一⋯⋯1。⋯’’⋯7’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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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编姆说明一
’⋯f’ ⋯’⋯¨ ’f ⋯¨ ⋯⋯ ⋯⋯。’’+’jj’：o：r?__7

。’7中新乡党政领导成员⋯⋯’一‘’一‘ “⋯⋯’‘。。’+o 一

编写领导小组及编写组人员⋯⋯’⋯⋯‘⋯⋯一joi
7‘ _一l，，’ ：’-。： ?’。j，j‘：

。中新乡地图“：‰：⋯i：_：__蹦i：⋯“；蹦厶⋯⋯“⋯j⋯。⋯％Ⅲ“；”；一⋯⋯，．．二⋯小⋯封底

·，照片··_⋯··：：：；：：j：：··：··：：；：j?：·i：；?··i·；i“j；·j；⋯·i··i“；⋯··?··i；⋯⋯·：．．．⋯·-；．．．⋯。·i封二，三

一‘概述⋯⋯⋯’⋯’’⋯⋯⋯⋯⋯⋯”。⋯⋯。一⋯一’一“⋯。一’c’：’‘ r7

第一编7建置沿革1‘∞m‘“7m’m山m’“^m’“m⋯m“⋯州幽⋯⋯⋯山⋯^⋯⋯O
mL O Ot⋯(1)

九：，第j章建置．：j．～j．·：。·wm．．．⋯·“_’m。厶儿、^．．_．二·‘ij“肼．．．⋯“m⋯j·：：·j··：j⋯tO*二_·(1)

i，’、第二章中新场出⋯mm协越⋯越．．．’⋯“m“肼m·’⋯‰“m·w““·：0“⋯：j·：i⋯·(3)

第=缉自然地理⋯_．．．⋯山+厶_‘山．．．．⋯⋯⋯mmm’‰·⋯⋯⋯j“。j⋯·：：·_··：：⋯一⋯”(6)

：第一章地形’。地貌7地质“．．．m．1．m．．．．．．．．．．“m．．．⋯mm．．．m．．．⋯⋯⋯⋯⋯⋯(6)

j

7第二章水资源mm‘m‘_．．．mm‘mm‘⋯．．．⋯“m。·⋯⋯。‘一··?·：⋯一⋯··：·：：⋯⋯-j⋯：(6)

01’第一节小溪河‘小m一一．；．’⋯一⋯⋯h．．．⋯⋯一-．．⋯“．．．秘：．．．⋯⋯·_⋯·0⋯·(6)

。-0第二节‘‘t泉水m⋯⋯．．．一m．．．一一·：j一“·“⋯．．．·：·⋯·：⋯·二■···：·；i⋯_⋯·：⋯·(6)

’：第三节。冰渠7’水库1’塘‘攉⋯mm．．．⋯⋯．．．⋯一⋯·：．．．=⋯j⋯·j⋯⋯·．-．j·0⋯⋯(7)

第三章1气偾’‘⋯一一．．．1·?⋯⋯⋯⋯⋯⋯一⋯⋯⋯⋯⋯⋯⋯⋯⋯“⋯⋯z⋯厶·船⋯·(7)

j 第四章，自然资源⋯⋯”⋯．r．⋯⋯⋯⋯⋯⋯”⋯⋯⋯⋯·^·i⋯：1·，：⋯．．．·?⋯j⋯^·■一i⋯(8)

(‘j j第—节土壤．，．⋯⋯一⋯⋯⋯一⋯一⋯⋯r．．⋯⋯⋯⋯⋯⋯·曩⋯乩·‘j^⋯礴，“∞(13)

i—i j第二节t物产w一一一．．·，，．w一·?-．．⋯?⋯～?⋯一⋯一?-．．一·：⋯⋯··?·-?⋯：·．|!·；一～甜t“^i⋯(13)



第五章灾害⋯⋯⋯⋯⋯⋯⋯⋯⋯⋯⋯⋯⋯⋯⋯⋯⋯⋯⋯⋯⋯⋯⋯⋯⋯⋯⋯⋯⋯(15)

第一节水灾⋯⋯⋯⋯⋯⋯⋯⋯⋯⋯⋯⋯⋯⋯⋯⋯一⋯⋯⋯⋯⋯⋯⋯⋯⋯⋯⋯(15)

第二节旱灾⋯⋯⋯⋯⋯⋯⋯⋯⋯⋯⋯⋯．．．⋯⋯⋯⋯⋯⋯⋯⋯⋯⋯⋯⋯⋯⋯⋯(16)

第三节风灾⋯⋯⋯⋯⋯⋯⋯⋯⋯⋯⋯⋯⋯⋯⋯⋯⋯⋯⋯⋯⋯⋯⋯⋯⋯⋯⋯⋯(16)

第四节虫灾⋯⋯⋯⋯⋯⋯⋯⋯⋯⋯⋯⋯⋯⋯⋯⋯⋯⋯⋯⋯⋯⋯⋯⋯一⋯⋯⋯(16)

第五节地震⋯⋯⋯⋯⋯⋯⋯⋯⋯⋯⋯⋯⋯⋯⋯⋯⋯⋯⋯⋯⋯⋯⋯⋯⋯⋯⋯⋯(16)

第六节冰雹⋯⋯⋯⋯⋯⋯⋯⋯⋯⋯⋯⋯⋯⋯·⋯⋯⋯⋯⋯⋯⋯⋯⋯⋯⋯⋯⋯”(17)

第七节霜冻和倒春寒⋯⋯⋯⋯⋯⋯⋯⋯⋯⋯⋯⋯⋯⋯⋯⋯⋯⋯⋯⋯⋯⋯．．．⋯(17)

三编政治⋯⋯⋯⋯⋯⋯⋯⋯⋯⋯⋯⋯⋯⋯⋯⋯⋯⋯⋯⋯⋯⋯⋯⋯⋯⋯⋯⋯一．．．．．．(18)

第一章地方行政设置⋯⋯⋯⋯⋯⋯⋯⋯⋯⋯⋯⋯⋯⋯⋯⋯⋯⋯⋯⋯⋯⋯⋯⋯⋯(18)

第二章党派团体⋯⋯⋯⋯⋯⋯⋯⋯⋯⋯⋯⋯⋯⋯⋯⋯⋯⋯⋯⋯．．．⋯⋯⋯⋯⋯⋯(20)

第一节国民党三青团⋯⋯⋯⋯⋯⋯⋯⋯⋯⋯⋯⋯⋯⋯⋯⋯⋯⋯⋯⋯⋯·一⋯(20)

第二节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一⋯⋯⋯”⋯·@e g Q·O⋯⋯(20)

．第三节农协会贫协会妇联工会⋯⋯⋯⋯⋯⋯⋯⋯．-．⋯．．．⋯⋯t．．⋯⋯一(24)

．第三章民政劳动⋯．，．⋯．．．．．．．．．一⋯⋯一．．．⋯⋯⋯⋯⋯⋯⋯⋯．．．⋯⋯⋯⋯⋯0 Q@181(25)

第一节民政⋯⋯⋯⋯⋯⋯⋯⋯⋯⋯⋯⋯⋯⋯⋯⋯⋯⋯⋯⋯⋯⋯⋯⋯⋯⋯⋯⋯(25)

第=节劳动就业和劳动保护⋯⋯⋯⋯⋯⋯⋯⋯一⋯⋯⋯⋯⋯⋯⋯⋯⋯⋯⋯⋯(27)

第四章治安司法⋯⋯⋯⋯⋯⋯⋯⋯⋯⋯⋯⋯⋯⋯⋯⋯⋯⋯⋯⋯⋯⋯．．．⋯．．．⋯⋯<27)

第五章军事⋯⋯⋯”⋯⋯⋯⋯⋯⋯⋯⋯⋯⋯⋯⋯⋯⋯⋯⋯⋯⋯⋯⋯⋯⋯⋯⋯⋯·<29)

第一节兵役翩⋯⋯⋯⋯⋯⋯⋯⋯⋯⋯⋯⋯⋯⋯⋯⋯⋯⋯⋯⋯⋯⋯⋯⋯．．．⋯．．．(29)

第二节民兵一⋯⋯⋯⋯⋯⋯⋯⋯⋯⋯．．．⋯⋯⋯⋯⋯”⋯⋯⋯⋯⋯⋯⋯⋯⋯⋯·<30)

第六章重大运动记事⋯⋯⋯⋯．，．⋯⋯⋯⋯⋯⋯⋯⋯⋯⋯⋯⋯⋯⋯⋯⋯⋯⋯⋯⋯(30)

第一节抗美援朝⋯⋯．．．一．．．wm⋯一一一⋯．．．一．．．⋯．．．⋯⋯⋯⋯．．．⋯⋯⋯⋯(30)

第二节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一⋯⋯⋯．．，一．．，⋯⋯．．．⋯⋯⋯⋯(31)

第三节粮油统购统销⋯．．．⋯⋯⋯⋯⋯⋯．．．⋯⋯⋯⋯”QI@'QQg⋯⋯⋯⋯⋯⋯⋯⋯(34)

第四节互助合作⋯⋯⋯⋯⋯⋯⋯⋯．．．⋯．．．⋯．．．·⋯⋯⋯⋯⋯⋯⋯⋯⋯⋯⋯⋯，·<35)

第五节大跃进人民公社⋯⋯⋯⋯⋯⋯⋯⋯．．．⋯⋯．．．⋯⋯⋯·一．．．⋯．．．⋯-”～(39)

第六节 “四清p运动⋯⋯·⋯⋯⋯⋯⋯⋯·⋯⋯·IIO·Q·⋯⋯⋯⋯”m⋯⋯⋯⋯一(40)

第七节农业学大寨⋯⋯⋯⋯⋯．．．．．．··?⋯⋯··7”：⋯?·f-．．·??··?··?”?n?⋯⋯⋯⋯⋯(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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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十年动乱⋯⋯⋯⋯⋯⋯⋯⋯⋯⋯⋯⋯⋯⋯⋯⋯⋯⋯⋯⋯⋯一⋯⋯⋯⋯(41)

第九节路线教育⋯⋯⋯⋯⋯⋯⋯⋯⋯⋯⋯一⋯⋯⋯⋯⋯⋯⋯⋯⋯⋯⋯⋯⋯⋯(44)

第十节拨乱反正⋯⋯⋯⋯⋯⋯⋯⋯⋯⋯⋯⋯⋯⋯⋯⋯⋯⋯⋯⋯⋯⋯⋯⋯⋯⋯(45)

第四编农业⋯⋯⋯⋯⋯⋯⋯⋯⋯⋯⋯⋯⋯⋯⋯⋯⋯⋯⋯⋯⋯⋯⋯⋯⋯⋯⋯⋯⋯⋯⋯(49)

第一章农业生产概况⋯⋯⋯⋯⋯··：⋯⋯⋯⋯⋯⋯⋯⋯⋯⋯⋯⋯⋯⋯⋯⋯⋯⋯⋯(49)

第一节建国前的农业⋯⋯⋯⋯⋯⋯⋯⋯⋯m g'elI⋯⋯⋯⋯⋯⋯⋯⋯⋯⋯⋯⋯⋯(49)

第二节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j··：⋯⋯⋯⋯⋯(49)

第三节建国后的农业·?⋯⋯⋯⋯⋯⋯⋯⋯⋯⋯⋯⋯⋯⋯⋯：⋯··：：⋯⋯⋯“⋯一(52)

第二章农业生产技术的改革⋯⋯⋯⋯_⋯⋯⋯⋯⋯⋯⋯⋯⋯⋯⋯⋯⋯⋯⋯⋯⋯(53)

第一节良种的引进和推广⋯⋯⋯⋯⋯⋯⋯⋯⋯⋯⋯⋯⋯⋯⋯⋯⋯⋯⋯⋯⋯⋯(53)

第二节化学肥料的使用⋯⋯⋯⋯⋯⋯⋯⋯⋯⋯⋯⋯⋯⋯⋯⋯⋯⋯⋯⋯⋯⋯⋯(56)

第三节防治病虫害与农药的使用⋯⋯⋯⋯．一．．⋯⋯⋯⋯⋯⋯⋯⋯⋯⋯⋯一⋯⋯(57)

第四节耕作制度的改革和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58)

第三章农具改革和农田基本建设⋯⋯⋯⋯⋯”：⋯⋯⋯⋯。⋯⋯⋯⋯⋯⋯⋯⋯⋯⋯(66)

第一节农具改革⋯⋯⋯⋯⋯⋯⋯⋯⋯⋯⋯⋯⋯⋯⋯⋯⋯⋯⋯⋯⋯⋯一⋯⋯⋯(66)

第二节农田基本建设⋯⋯⋯⋯⋯⋯⋯··j⋯⋯⋯⋯⋯⋯⋯⋯⋯⋯⋯⋯⋯⋯⋯⋯(66)

第四章水利建设⋯⋯⋯⋯⋯⋯⋯⋯⋯⋯⋯⋯⋯⋯⋯⋯··j⋯⋯⋯一j⋯⋯⋯⋯⋯⋯(67)

第一节水利建设机构⋯⋯⋯⋯⋯⋯⋯⋯⋯⋯⋯⋯⋯⋯⋯⋯⋯⋯⋯⋯⋯⋯一⋯(67)

第二节兴建水利工程⋯⋯⋯⋯⋯⋯⋯⋯⋯⋯⋯⋯⋯⋯⋯⋯⋯⋯⋯⋯⋯吖⋯⋯(67)

第三节水利建设远景规划⋯⋯⋯⋯⋯⋯⋯⋯⋯⋯⋯⋯⋯⋯⋯⋯⋯⋯⋯⋯⋯⋯(72)

第五章沼气⋯⋯⋯⋯⋯⋯⋯⋯⋯⋯⋯⋯⋯⋯⋯⋯⋯⋯⋯⋯⋯⋯⋯⋯⋯⋯⋯⋯⋯(74)

第五编多种经营⋯⋯⋯⋯⋯⋯⋯⋯⋯⋯⋯⋯⋯⋯⋯⋯⋯⋯⋯⋯⋯⋯⋯⋯⋯⋯⋯⋯⋯(75)

第一章经济作物的种植⋯⋯⋯⋯⋯⋯⋯⋯⋯⋯⋯．．．⋯⋯⋯．．．．．．．⋯⋯⋯⋯⋯⋯⋯(75)

第二章林业⋯⋯⋯⋯⋯⋯⋯⋯⋯⋯⋯⋯⋯⋯⋯⋯⋯⋯⋯^⋯小⋯⋯⋯⋯⋯⋯⋯(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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