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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欣逢盛世文运昌，精修镇志惠泽长。回澜佳话久传闻，编写华章破天

荒。史无前例的《回澜镇志》的编纂工作从2005年8月启动以来，得到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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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修领导组、主编人员历时一年多的呕心沥血，辛勤笔耕，于2007年3月

底以前首次打印报县审查，批准付印。
、

镇志是历史和现状的全方位写照。它载述了回澜镇的自然、地理、政

治、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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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简意赅，是一部反映回澜镇情的百科全书。

回澜镇人民世世代代艰辛劳作，奋发图强，发展了经济，创造了具有

地方特色的文化，培育了淳朴、勇敢无畏的民风。然而，回澜历史光辉灿

烂的新篇章，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当代回澜人民谱写的。解放后

的56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可谓弹指一挥间。但回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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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充满时代精神的

壮丽乐章。特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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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把回澜

的事业全面向前推进。20多年来，回澜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产业结构调整

步伐不断加快，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较大改善，乡镇企业、民营经济长

足发展，扶贫攻坚任务全面实现，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工、农、

商、学、兵共同发展，教、科、文、卫、体等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全镇经

济发展，社会安定和谐，百业兴旺，人民幸福，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

象。

-1·



通观回澜的发展轨迹，就是一部壮丽的史诗。而今用志书的形式，实

事求是地记录下来，具体形象地总结了回澜的兴衰得失，经验教训。是回

澜进行“三个文明”建设可资借鉴的重要文献。它的问世，必能裨益当代，

惠及子孙。

《回澜镇志》的编修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涉及面广，时间跨

度大，资料残缺，加之行政区域变化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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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征博采，伏案疾书，六易其

稿三改篇目，回澜有史以来的第一部《镇志》终于成书。我们代表全镇人

民对关心、支持和参与《回澜镇志》编修工作的人们表示诚挚的谢意。虽

志成书就，但记甚挂漏，在所难免，望有识者教正。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

可以知兴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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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改

革开放，就没有回澜的今天。我们正处在新世纪之初，应从《回澜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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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个更加开放、文明、和谐、富裕的回澜镇展现在川中丘陵

地区，让它像一颗璀灿的明珠，永远闪烁在祖国的大地上。我们深信不疑，

回澜未来的历史篇章，将更加辉煌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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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l、回澜镇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用历史唯

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载回澜镇自然、社会历

史和现状。

2、志书上限起自1986年(部分篇章史实不在此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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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志篇：

概述揽志书概况，书之纲；大事记：取编年体，记略回澜历史上的大事、

新事、要事、首事；专志23篇：分别从山、水、林、田、路，人、文、钱、

粮、住，农、工、商、学、兵、建、运、饮、服等项，分归地理、经济、

政治、文化等篇章。篇设章、节、目层次，纵横结合，横述纵叙，突出地

方特色、专业特点、时代特征。附录辑录1986至2005年部分文存目录和

杂记。辅之图表。

5、志书史料：主要来源于镇政府档案文献；次源于县档案局资料，参

阅《乐至县志》(1995年版)、《乐至地名录》与其它史料和采访口碑资料。

6、志书所用数据，以县统计资料载存数据为主，辅之部门及参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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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成立后"、“建国后’’均指1949年以

后；之前称“解放前"(或旧社会)。

8、志书中“回澜"政区名号，在不同的时间所含空间有大小之别，书

中：1992年及后的“回澜”均指现行政区域；以前的“回澜"系指回澜区

原属辖地。“境内"一词均指现回澜镇行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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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志书中的行政单位名称：1958年至1983年间，称“公社、大队、

生产队”，1984年3月始称“乡、村、组”，1992年8月以后称“镇、村、

组"。行政单位名称，按不同时期的称号为载。

lO、志书中涉及的年序，计量数字用阿拉伯字，民国及以前出现的不

同年号加注公元年号(公元年号用阿拉伯字写出，省略了“公元"二字)。

地理名称、历史政权和官职等，一律沿历史通称。古地名在括号内加

注今名。人物直书其名，不加褒贬之词。

全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为“共和国”，“乐至县"简为“县"，

“回澜镇"简为“镇”。

ll、本志所用度量衡单位，统一为法定公制单位。

12、志书中回澜总面积、坐标方位、倒流河资料状况，以1992年土地

详查为据。

13、志书中涉及年度耕地面积均为习惯亩计。林场、桑园、经济林木

面积以折合丈量为计。

14、1986年至1992年7月，原回澜区所辖的龙溪乡、东山乡、新中

乡的史实，有的篇章叙述了，有的未叙述，未叙述的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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