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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 速壅垒圭

欣逢盛世，汇史成书。史无前例的《凉水乡志》的纂编工作从2005

年7月开始编纂以来，得到了乡属各单位、县级有关部门的热忱支持，

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鼎力帮助，经编修领导小组、主编人员历时l 8

个月的呕心沥血，无悔躬耕，于2006年1 2月底首次打印报县审查，

批准付印。

((凉水乡志》的编纂是一件浩繁的工程，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

资料残缺，加之行政区域变化，更加大了修志工作的难度。但参编人

员不畏艰难、跋山涉水、走访调查、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工作，把

一批行将被人们遗忘或被浩瀚史海淹没的珍贵史料提炼整理出来，辛

勤笔耕，几易其稿，一代新志，终成卷属。它凝聚了编修人员的汗水

和心血，是他们的睿智的结晶。

((凉水乡志》载述了凉水乡的自然、地理、政治、军事、文化、

社会诸方面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内容丰富，详略贴切，条理清晰，

言筒意赅，是一部反映凉水乡情的百科全书。

凉水的历史写人民，凉水的人民写历史。我们的祖先栉风沐雨，

披荆斩棘，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历史画卷，繁衍生息，哺育了一代代凉

水儿女，培养了一批批祖国建设人才，他们无愧为凉水人民的骄傲。

建国后的66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可谓弹指一挥间。但凉水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主人翁的姿态，精诚团结，齐心协力，

艰苦创业，取得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一个又一个新成就，谱写了

一曲曲充满时代精神的壮丽乐章。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在稳定、改革、发展中把凉水的事业全面向前推进。20多年来，

凉水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不断加快，各项基础设施



曼 鎏坐丝鲞

建设得到较大改善，乡镇企业、民营经济较快发展，山、水、林、田、

路综合治理，农、工、商、贸共同发展，教、科、文、卫、体、计生

等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全乡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人

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通观凉水的发展轨迹，就是一部壮丽的史诗。其特征是：艰辛的

历程，不倦的开拓，曲折的前进，巨大的变化，显著的成绩。而今用

志书的形式，实事求是的记录下来，鞭策后人，指导实践，再展宏图，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历史总是给我们以启迪、经验、

教训、智慧和力量。回顾逝去的艰难岁月，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才有新中国的今天，只有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才有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我们的事业才能不断取得

辉煌的成就。我们正处在新世纪的开端，应从《凉水乡志》中吸取营

养，引发思考，从而振奋精神，团结拼搏，以崭新的精神风貌，继往

开来，把凉水建设成为一个更加开放、文明、富裕的新凉水。

凉水的今天，就是明天的历史。让我们每一个凉水人的所有关心

支持凉水的能人志士，都浓墨重彩的为凉水的历史写下光辉的一笔。

中共凉水乡委员会书记 罗正蓉

2006年lo月8日



曼逮丞鱼查

序2

盛世修志，彪炳千秋。《凉水乡志》的编纂自2005年启动以来，

在编纂领导小组的精心安排下，通过主编的艰苦努力，历经l 8个月，

终于在2006年l 2月底前打印汇集成书报县审查，批准出版。志书客

观、精要地记载了凉水过去(特别是解放后50年)的重大发展变化。

务实避虚，存真去伪，载述了凉水人民的创业轨迹和发展旅程。为凉

水当代人及子孙后代提供了创造新的历史，追求美好明天的借鉴。它

是凉水乡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一项丰硕之果，是全乡人民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凉水乡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

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

产，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公证、全面、系统、准确地叙述新中国成

立后50多年凉水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诸方面的

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翔实地反映凉水现代史上闪光的年代和艰辛的

岁月。以期更好地发挥乡志的“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而使

乡志为凉水广大干群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丰

富的乡土教材。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辉煌的历史长河中：凉水人为中华民族的

文明诗篇曾写下光辉的一笔，祖先们含辛茹苦，刀种耕耘在这片35．8

平方公里的绿色土地上，以聪明、智慧描绘锦绣的山川。他们伴随大

自然，生患繁衍，养育一代代凉水儿女，培养一批批能人志士。特别

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批铁血男儿告别父老乡亲，奔赴朝鲜战场，保家

卫国，有的进藏平叛，凉山剿匪，牺牲在异国他乡，他们不愧是凉水

人民的榜样和骄傲。“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他们的伟

绩，凉水人民将永远铭刻，载入史册。

建国后，凉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励精图治，团结奋斗，



曼 逮壅堑圭

艰苦创业，求索进取，为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不懈拼搏，为社会主义

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从而彻底改变旧社会刀耕火

种，肩挑背磨，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病无医药，学无保障的窘困旧

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坚持

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展工作，使

党风廉政、政权建设、人口控制、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完善与延包，产

业结构调整、农田基础设施的改善、经济林果的发展、乡镇企业的生

存与发展、土地资源的综合开发、交通邮电的改变、乡村环保意识的

加强、商品的广泛流通、财税金融体制的改革、全民国防意识的加强、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干群法制观念的增强、民政工作的巩固、群团组

织的强化、劳动人事制度的完善、教育“普六”、“普九”扫盲的实现，

初级医疗卫生网络的建设，文化体育的逐渐繁荣，科学技术的推广使

用，等等。凉水人民为经济的繁荣发展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百业兴，

家家富，万民乐”已成为今日凉水的写照。

值此，编纂《凉水乡志》时光流逝，历经l 8个月，亘古至今第一

部凉水志书终成竣集。

一代志书，纵横历史，揽百科，集凉水自然、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于一体，总揽凉水古今，凉水近、现代概况，阅社会主义建设之全

貌。

《凉水乡志》读之深受启发，在志即将书即将问世之际，认真翻

读获益匪浅。能帮助我们重温历史，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拓未来，

借鉴价值无疑十分重要。我愿与乡亲父老，同事或根在凉水或扎根在

凉水的仁人志士共勉，为开拓凉水乡未来，振兴凉水做出贡献。

凉水乡人民政府乡长 杨敏华

2006年lo月8日



■凉水乡志

凡 例

l、《凉水乡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发展

观实事求是地记载凉水乡自然、社会历史和现状。

2、志书上限起自建国初(1 958年)，下限断至2005年。

3、志书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实避虚”的原则，让史

实说话。

4、志书除卷首外。分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5类。

专志22篇。概述揽志书概况，书之纲；大事记，取编年体，略记凉

水历史上的大事、新事、要事、首事；专志篇分别从山、水、林、田、

路，入、文、钱、粮、住，农、工、商、学、兵，建、运、饮、服、

医等项。分归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科目。篇设章、节、目层次，

纵横结合，横竖纵叙，突出地方特色，专业特点，时代特征。附录辑

录部分文件目录和杂记。辅之图表。

5、志书史料主要来源于政府档案文献，次源于档案资料，参阅

《乐至县志》与其他史料和采访口碑资料。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八

十年代、九十年代，2个乡都先后将政府治所变更，l 992年撤区并乡

后固定资产搬迁变卖等诸多历史原因，档案残缺不足处难以补足，为

志书之缺陷。

6、志书所用数据，以乡统计资料数据为主，辅之相关部门及参

阅部分书中资料，其中乡镇企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人均纯收入，

均为当年价。

7、志书所称“解放后”(或建国后)均值l 949年以后；之前称

“解放前”(或旧社会)，

8、志书中涉及的年序、计量数字用阿拉伯字。

9、志书中所用计量单位，统一为法定公制单位。



概 述

凉水乡位于乐至县北部，与大佛镇、高寺镇、放生乡、劳动镇、简阳

的涌泉镇、平息乡为邻。乡治所距县城28．5公里。治地坐标，北纬464度

lo分，东经502度5分，南北长15公里，东西宽14公里，幅员面积35．8

平方公里。辖20个行政村，200个村民小组，总人口2．2万人。

凉水乡初名凉水铺。清时为传递信息，曾经设“递铺”，有古井，水极

凉爽，故名，清乾隆时建场。民国时期，凉水铺由乐至和简阳管，又名筒

乐场。建国后，为了便于领导，将简阳部分划归乐至。1958年建立凉水人

民公社，1961年由童家区划入大佛区管辖。1984年撤社复乡。乡人民政府

驻凉水铺。距县城28．5公里。翻水公社原名永安公社，因为与内江县的永

安公社同名，1981年地名普查中，根据境内有名的翻水坳而更名为翻水公

社。1949年l 2月解放，l 952年由凉水、翻水、大佛三个乡划出部分村组

建成永安乡。1955年，全乡建立了45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永

安乡并入凉水乡。同年，又恢复了永安乡，1958年建立永安人民公社。1992

年，撤区并乡建镇，凉水乡辖翻水、凉水两个办事处，两个总支委员会，

副科级，至2005年6月撤销两个办事处、两个总支委员会，隶凉水乡。

境内是中问高四周低，属沱涪两江分水岭上，大部分地属浅丘，少量

中丘地貌。海拔400—600米，由遂宁组泥岩和蓬莱镇组下段砂岩组成。沟

谷纵横；群丘林立，漕地棋布。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属中亚

热带湿润季风性气候。年平均温度16．7℃，年均降水量在800—900毫米，

常年自照时数1240小时，无霜期280一300天。

境内耕地面积16422亩，林地约17000亩，水域2000亩，居民聚居

和工业发展集中予凉水场镇，而凉水乡场镇功能较为完善，省道s106线穿

过辖区。有小一型、小二型水库各l座，山塘19口，平塘167口，石河偃

78处，集雨节灌蓄水池52口，红层找水打井63口，基本能保障农田有效

灌溉。

境内经济，地下资源贫乏，矿产极少。农产品资源丰富，自古为农业

乡。粮食主产水稻、玉米、小麦、红苕、黄(绿)豆、豌(葫)豆等；经

济作物产棉花、油莱、多种蔬菜、多种水果、蚕桑、药材等；养殖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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