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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5 月 15 自上午 8 点，我骑自行车到石灵乡政府机关报到上

班，之后在十睦学习、生活、工作 22 年。明年是十陵从西泻乡划出成立

青龙乡人民委员会，整整六十属年，恰似人生花甲之年。我作为十睦的一

名机关干部，心里时刻牢记是共产党培养了我，是十陵人民养育了我，是

十棱这片热土锻嫁了我。我随时都在想着如何报答共产党的思，报答十陵

人民的爱，摄答十霞大地的墨、赐。回顾在十睦的每一天，我热血沸腾，一

般激情与灵感缸使我坐在办公桌的电脑前，开始了《十陵纪事》资料、照

片的收集、整理等工件。

十陵著名的民营企业家朱世荣先生，热爱文化、热心实业、热诚做

事、热衷报崽。记得那是 2008 年 10 月 28 日，我们在三圣乡东篱菊园相

聚，朱世荣先生建议我牵头编撰十睦发展史，让人们知道十霞从昨天的农

村到今天的城市的演变过程。 2009 年元月 11 日，在成都市龙呆驿区"两

代"会期间，朱世荣先生耳次提起编撰十棱发展史的事情。当时，我感到

非常震撼，朱世荣先生的心罩、也是十陵人民的心愿，我的双眼载时充满了

感恩的?吕京。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的民营企业家，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多次

提及此事并提出在资金上给予一定的支持，是多么难能可贵啊!我想他是

在报翠，摄答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之患，报答十陵人民的养育之恩。我

没有理由芜绝他的建议，也深知编撰十暖发震史的珉难，没有编撰的组织

机拘、没有专业人员、没有专项经费等。我思索是久，此书既不是志书，

也不同于小说，却要求资耗真实。但是，收集资料极为困难，采访成本较

高，编辑出版书籍经费也高。好在许多老干部，如张武才、曾明松、冯励

云等，帮我联系在十霞工作、生活过的老干部、老知青。张武才老人听说

我在编撰十陵发展史，主动将自己保存的《石灵乡组织史》和一垫老照片

送给我，不久因病去世;来龙村老文书肖金先老人，陪同我到农村核实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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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的!司组，不久因意外事故去世。他们没有看到《十陵纪事》的出援，

我深表遗憾。还有热爱国学文化的朱文国先生，主动提供大量的老照片;

村干部钟培全国志，长期从事地方客家~俗收集，传承客家文化，记录客

家人的风土人靖;原石灵国社提灌站站长、退休人员卢光松先生，不顾年

老体弱，不计个人报酶，长期同我一道深入基层，参加座谈，收集资料;

国营第五六四厂退休干部戏志新同志，不辞辛劳，修改初稿:龙泉驿区地

方文化研究者、龙呆中学校胡开全老师，积极指点，帮助修改:摄影家杜

建春同志帮助翻拍i日黑片;因JII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谢桃坊老

先生，积极指导，建议书名，等等。他们的热情让我感慨，他们的帮助让

我感动，我不能辜负他们的希望，更不能辜负十睦人民的期望，只有尽自

己最大的努力，写好《十陵纪事》这本书，以奉献给十霞人民，奉献给十

霞街道行政区域建量六十周年。

2009 年 4 月 13 日，我在大梁山上的正觉山崖，邀请原十陵国社提灌

站的老同志参加座谈。 2011 年 4 月 19 吕，同来龙村 1 组陈大松座谈结

束，完成《十鼓纪事》的田野调查。 2011 年 4 月 21 日上午 11 点，写完

《客家饮食)>.基本完成《十陵纪事》第一穰的文字编篡工作。在近三年的

时间里，我背着相机、携带笔记本，与农转的老干部、老教师、老艺人等

崖渎，记录半天，回到办公室整理资料往往需要一周时间，写好后又要反

复征求意见，才能完成一第初稿。我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到深夜才步行国

家。由于长期在电脑前编辑资料，我看远处物体都成为模糊的影子，只好

盟上眼镜继续写《十撞纪事L

《十陵纪事》虽然不是志书，但也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十陵从 1950

年元月到现在，长达六十年的变化。《社会第》反映了十陵的自然、历史、

政治、经济、教育、卫生、文化、族潜等。我先后查阅《龙泉驿区志上

《龙泉葬区握主只史》、《民政志上《林~立志》、《城乡建设志》、《商业供销志》

等等，较集筛选大量的资料，认真辨识资料的真伪。《村社篇》记述了各

村、社区的发展过程，描述了过去农村的塘疆、院落、道路，给人们展示

了十睦的乡村[EI貌。《民俗篇>) ìê述了十陵客家人的往事，展现出客家人

的风采。《图'忆篇》是十陵乡费锺士从不同角度吕忆十陵不同时代的往事。

《十陵纪事》中，众多的人、物、事纵横交错、纷繁复杂，联系起来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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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陵的发展历史。

随着时间的飞逝，离楼林立代替了花墙中青瓦的镜落，宽敞街道代替

了弯曲混泞的小路，道店商场代替了泥土芳香的田野，人帮喧嚣代替了回

间农民劳动的身影。过去放嬉臻绕的农家小院，蛙声蝉鸣的禾臣树林，牛

背牧童的悠扬笛声，小河鱼儿的悟静觅食，一幅幅美丽的十陵乡村画卷，

都会在十陵人的黯海中久久回荡。

《十陵纪事》讲述十陵从何丽来，标示十棱混在街处，颈见十陵将向

伺去。无论是直接的还是民接的，无论是惑性的还是理性的，无论是粗浅

的还是深刻的，对于热爱十睦的人们，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谢惠祥

2011 年 7 月 IS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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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一篇 每t舍F寿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十陵属华阳县西河乡。 1952 年 4

月，华阳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青龙乡人民委员会，一个新的行

政区域诞生。经过六十年的漫长岁月，十陵曾先后更名为青龙

人民公社、石灵人民公社、东风人民公社、石灵人民公社革命

委员会、石灵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石灵乡人民政府、十陵镇

人民政府、龙泉驿区人民政府十鼓街道办事处等。

本篇通过对老干部、老教萍、老同志等的采访及与其座谈，

记录、整理资科而完成。

本篇内容丰富翔实，文化底蕴深厚，分绍了十陵的历史沿

革、台然地理、农业生产、水利建设、教育事业、卫生防疫、

金融服务、邮政通信、文化或蒋、域市建设、交通运输、工业

生产、服务行业等，展示了十竣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团结一致，辛勤劳动，共同奋斗，谱写了十棱发展的新篇章。

本篇反映了十鼓的发展变化，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十躁，熟

悉十躁，热爱十鼓，建设十躁，进而为十段的明天更加和谐、

美好而努力奋斗o





第一章历史泪草回四百

第一章历史沿革

第一节建制沿革

费初时期，十鼓隶露华在E县军民善乡(觅《大萌蜀僵王扩志))) 0 

清照治至嘉庆为华南县三甲，嘉庆二十年〈公元 1815 年〉至光绪为

华南县西海镇(三区)。

清宣统三年(公元 1911 年)，华南县分置 9 区§镇 3 乡，西河镇为 6

镇之一，十陵属西河辖区。

哥国初期，华阳县乡3辖 9 区 6 镇 3 乡 38 场。第八区区署驻西河场，

辖西河镇、大面镇。员国 24 年(公元 1935 年) ，华阳县分区设置，全县

辖 4 区 27 乡。西海、大菌乡属第一区，区署驻窿兴镇(现龙潭寺〉。民国

26 年(公元 1937 年九乡政称联保。民国 30 年〈公元 1941 年) ，华陆县

整编保甲，政联保为乡，西河乡辖 31 保。民昌 31 年(公元 1942 年) ，华

阳县调整 4 区为 6 擂导区，茵河乡政属第三区。

1949 年 12 月 27 日，成都和平解放。华阳县辖 8 个区，西湾乡属第

八区。

1950 年上半年，华陆县武工队进入第八区，全面开展减租退挥工作。

8 月，成立茵河乡农民势会，下设西河乡农民协会xx分会、 xx农协小

组，当时西河乡辖 14 个分会。同时废除乡、操、甲制。

1952 年 4 月 11 日，华阻县人民政府都行字第 2 号文件批准，十陵从

茵河乡划出，驻地青龙埂〈班位于成洛路以南)，定名为青龙乡，辖 7 个

村，即青龙、农家、太平、石灵、大梁、松椅、千弓，人口 15141 人。乡

政府办公室选在青龙村 1 组的苏海帆(清贡生，生于 1865 年，卒于 1950

年)大院。 1973 年，该地被四川锅炉厂征用，现垃于成洛大道与东风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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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徨缸事… Jishi

交界的西南位置。

1953 年元月，华国县实行乡镇分置，青龙乡增设来龙、和平、双林、

天平 4 个村，辖 11 个村，即青龙、来龙、农家、和平、太平、石灵、大

梁、松树、千弓、天平(后为平桥)、双林村。

1954 年 8 月，华陪县谓整区划，撤销第八区，青龙乡隶属第三区，

区公所驻大面镇。

1956 年，华阳县撤销第三区，由县直管青龙乡。

1958 年 10 月 1 日，成立青龙人民公社。

1959 年 10 丹 31 日，经中共四)IJ省委总号 [1959J 503 号文件批准，

将温江专区华阳县第三军和内江专区简妇丢龙泉驿区划成都市管辖，建立

成都市龙泉驿区，青龙人民公社从华南丢划归成都市龙泉驿区管辖。

1961 年 2 月，青龙人民公社因与金牛这青龙人民公社罚名，旦境内

有石灵寺，故更名为石灵人民公社。

1961 年 5 月，公社原管理这统改为xx生产大队，原管理区的作业小

组统玫为xx生产队。 7 月 5 a ，石灵人民公社改名为石灵人民公社管理

委员会，并后南新印章。

1962 年 4 月，石灵人民公社xx生产大队统改为石灵人民公社xx大

队管理委员会，共 11 个大队 97 个生产队，部青龙〈的、来龙 (7) 、农家

(9) 、和平(川、太平门的、石灵 (9) 、大梁(10) 、桂树 (8人天平

(8)、干弓口的、双林〈的。

1968 年 7 月 21 吕，经龙泉驿区革命委员会 [1968J 12 号文件批准成

立东风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 7 丹 26 a 正式成立。下设政工组、生产指

挥组、保卫篮。

1971 年 6 月，理东风公社同名较多，引起通信混乱，模复石灵人民

公社革命委员会。

1974 年，园地被囚JII锅炉厂征用，石灵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办公地

址从青龙埂搬迁至石灵寺。

1980 年 8 月，石灵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更名为石灵人民公社管理委

员会。

1983 年 12 月，石灵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按复为石灵乡人民政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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