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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芯掷江乡志》从一九八二年四月起草，到一九八三年三月写

戍，历时二年半时间。初稿形成后，经编写小组多次修改、由当时
、

的公社牮委有关人员集中审查定稿。因多种原因未能及时出版闻
世。

后，很多关心这部历史的人士常来过问，希望早日见到乡

第五届邮江乡人民政府成立后，认为这部乡志是本乡历史

较全面记载邮江历史的重要资料，应让它尽快与读者见

乡志出版工作立入了乡政府的议事日程。经多方努力，

《邺江乡志》才出版传世，供广大读者参考。

邮江乡人民政府

一九八七年+二月



邮，江乡乡志
．1￡‘

刖
_JL●

日

邮江乡乡志的编写，是在党委领导下，予一九八一年九月份着手筹建领导班子，开始

工作。经调查，口碑，查文献、座谈，了解、搜集，整理七个方面的工作，由一九八二年

四月份起草，到一九八三年三月底结束，历时一年零六个月。

编写这部乡志，是为了总结七十年的历史经验，教训，立下文存。将成功的经验，留

作后人学习和参考，给四化建设，提供可靠数据，让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

这是乡史资料上新篇章。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我们编写这部志，是按照

“详今略吉”的原则；志重调查，志贵周详的要求，着重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二年

的史实叙述清楚，既要讲明过去，又要突出现在，这是志内重要内容。

乡志的编成，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几经周折，由于过去时间慢长，经历史实繁多，

知情者较少，素材搜集，颇感困难。在党的“三中全会’’， “六中全会’’精神指引下，经

编写组同志多方努力，得到知情者相助，再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乡志方告就绪，汇集成

册。本志共分十篇，四十一章，二O一节，约十六万字，地图二张，照片二十三张。从此，

邮江乡第一部乡志，宣告诞生。

乡志在编写过程中，由于我们编写组同志，处在基层，学习较差，水平有限，又是新

工作，兼之素材搜集困难，编写时间仓促，可能有典型史实未列入，或许列入史实有出

入，是所难免。在县志办及时指导，承蒙各单位大力支持，知情者提供材料，才汇成此

稿。这一点，望读者鉴凉，敬希指正。

谨此敬谢

编写小组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五日
，



《邮江乡志》编写工作人员

组长：杨旭成

付组长：汪仲良

组员：李秀华、钱世贵、云仕乾

编写：刘远贵，孔祥文、刘德兴

绘图：曾启龄

摄影：戴学中(一九八七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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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 述

第一章建置沿革

第一节情况概述

邮江场因地处邮江河畔而得名。周以前，这一带尚属沼泽地带。秦以前邮国地、秦朝

时，邮国自废为镇，清乾隆年问，正式名隆兴场，到清朝中期，隆兴已发展到有100多户

人家的小场，一九一八年为邮江镇，普称邮坝河．

据《华阳国志》记载为邮国，当立国时，晋城四脚，尚届沼泽地带·

《康熙字典》记叙，蜀西水名。

《辞海》载述，临邛之西有邮乡·

《大邑县志》国治版所载《邮水》，因此河有一石名邮石，故名。

《平云风》记载《邮水》，邮水发源于邑西，上流有二源：一名长河，由燕子岩．双

柏岩起水，下流至九层岩，总汇大飞水，小飞水(即水菜溪)两处瀑布。一由打索厂起名

大河，俗称飞水涧，至天车坡与小河子汇合，至双河场(又名两河口)与长河合流，下又

汇大、小龙溪、杨、李，黎沟谱水，至隆兴场(邮坝)遂名邮河，虎辟泉来汇，再十五里

为兰坝河，至清源市(即新场)分为头、二，三、四、五堰等河灌溉邑西南田亩，下流或

入斜江，或入临邛之南河，而总汇于泯江。

《大邑县志》记载《邮源桥碑记》，邛州举人东阿县知县胡瑶撰文云：⋯⋯惟志乘褶

沿，文入学士多因高之，将水以地名耶，抑_5】ll有所谓邮水者耶，均未容臆断也，侧西北七

十余里，有邮坝河者，古语流传代云久矣，夫蜀人予山路崎岖，地渐平旷，即谓之坝；溪

流汇合，水渐宽舒，皆名之日河坝而日邮；则自坝以上其为邮地可知也，河而日邮，则自

坝以下，其为邮水可信矣⋯⋯。

《邛崃州志》记载邮河，县西十五里，李元《蜀水经》、《邮水》源出风凰山之虎擘

泉，流经邮坝，故名邮水。东受风溪、源出横山为大飞水、小飞水，南流至睹佛台、西折

面合珞州之邛水为南河，东折而汇新津县宝子山入江。

《邛州直隶州志》记载《邮河》，县西六十里共二十堰，发源于大、小飞水，自九层

岩，老虎岩两水流三十里有大岩堰，小岩堰，在县三十里，县民灌田一千余商。自双河场

合大河直下隆兴场，再三十里至岛予街为头堰，县两三’卜卫，县民灌田四万余亩，余水下

十五里入焚-L垠，县两十五rI!，县民淞fU五千余商。水流车照石河折流县南关渡河，其正

河下二里为二堰，县西三十堕，县氏淞lⅡ四万四千亩零。十五里为三堰，县西-{．入墅，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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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灌I王I-"千余亩，下六里为四堰，县西二十里，县民灌田一千亩零。又上岩、下岩两堰，

分流一百二十里，县西八十里，有永道三堰，灌田-I-四7i亩零。下分中河至南四十里花果

园止，一至县南三十五里高山镇上o ．

上述系历史资料，说明郎江的来历，邮江历史悠久，有史底可考。鄢河邛，大两县群

众受益很大，其水能灌溉二十三万三千余亩良田，给国家贡献极大。
‘

酆江早年为邮国，．邮坝河。约在明朝末年遭兵灾瘟疫，一度成为荒芜之地?后经湖广

等地移民于此插业，人口逐渐增多，到清代乾隆年问，开始兴场，故有隆兴场之称，境内

有邮水，后设邮江乡，邮江镇。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张群亲书“邮江镇’’三字，拓

于场两头栅子门上面，故邮扛愿名为部坝河，隆兴场，邮江乡，邺江镇等。

邮江四周，围绕高山，中间低洼，象一个小盆子，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发达’

邮河纵贯其境，大双公路横穿其间，扼矿区咽喉，有繁荣的场镇I场的两端有二桥飞越，

上有大桥横跨，下有铁索高悬，有郎水，香泉，鱼泉，桂花(井)之胜；有虎岗之雄}有

桂榜(山)之秀，有七宝(山)之富；有孙家坡、鸡公咀之险’有田源，甘义，自沙，香

桂之富饶l有蕴藏量大，宜于大型开采的华山煤矿；有郑家河金矿。农业：盛产玉麦，‘水

稻，小麦，油菜，洋芋等，土特产：有茶，棕，木漆，’天麻等，有天然的森林，能产各种

木材。珍贵木材肴楠木、香樟、红豆、银杏，建筑木材：有杉木、柏木，坑木木材：有桤

木．杂木等，经济林有。红梅，板栗，核桃等}其中红梅巳列为县上基地，外贸出1：1已占

优势地位，远销日本国，换回外汇，既增加国家收入；又增添社员实惠。河内盛产有名嚣

细鲢鱼，繁殖力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人们食之，赞不绝口’还产稀有邮鱼(娃娃

鱼)‘，由于繁殖力弱，国家已列为重点保护，若政府不加以保护，濒予灭绝，世人难以观

见I其它尚产石巴子，花鱼子，龙灯鱼，红桃花，自桃花等细小鱼类，用菜油干煎，煎熟

食之，‘味道香，酥?脆，别有风味’邮河受成矿污染严重，煤渣倒入河内，河床逐渐淤

塞，长此下去，不但鱼类深受其害，而且人口亦遭其苦。都江还产成都麻羊，名闻全冒，
远销国际市场。 ，’

，

邮江在清代就是文人墨客聚居的地方；民国时期也出了一批人材’俱往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党、政、军、科学技术，人材倍出，屈指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邮江区区公所即设在邺江镇上，接着修粮站，建区供销

社，设立税务所，成立银行，修高中，初中等学校，它还不但是鄙江乡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而且是全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这就显示出邮江是山区的一个重镇，是农村土

特产集散地中心，市场繁荣，给人民生活带来幸福，充分体现在党的领导下，邮江人民自

己当家作主，建设自己的家园，呈现出新面貌o
、’

．

邮江流域沿河两岸，矿产丰富，工厂林立，特别是双河，天宫庙一带矿区，目睹工

厂，比比皆是，例如成都，大邑，邛眯等煤矿，系大型开采；其他社队办的小煤窑均建于

此，年产量大，对支援四化，建设祖国，起了重要的作用。充分利用水力资源，河内还修

建了大飞求、双河，安顺、邮江、三坝电坫，都是一仟个砸以上的电站，除邮江未投产

外，其他四个电站早已投产，为四化作出贡献。河上还修设钢筋水泥桥六座，卵石桥兰

座，铁索桥十座，交通无阻，四通八达，其他小沟小桥不计其数，给山区人民带来无限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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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河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着手绘蓝图，大兴水利，改进邮河水利计划，并派出技术人

员，在新场修邮江进水闸，于一九五六年邮江进水闸就告峻工，将邮河原来的头、二、

三、四、五堰老堰废掉，邮江进水闸下分若干支堰支渠，明确分水岭，分出水轮，制定管

水制度，专立机构，管理郫河水和，给郏河穿卜新装。换上新貌，标志着广大人民群众战

天斗地大无畏精神，叫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成为一代新人换旧人，旧山河变成新山

河。

第二节隶属关系，沿革演变

清朝前期：大邑分为兴隆，安乐二里，邮河届何里，不详矿 ，

乾隆初年，大邑县按东、南、西、北，分别以仁，义、忠、信，命名为东仁，西义，

南忠，北信四乡，邮江隶属大邑县两义乡所辖。

清代乾隆初年，邮江设甲，命名西一甲，隶属西义乡所辖。

清代乾隆十一年(公元一八四六年)，大邑县知县宋载重新编制区划，邮江仍属西一

甲。

清代同治初年，大邑县改为东、西，北、下南、上南五乡，邮江隶属西乡所辖，为西

一甲。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发生，时值丙寅年(公元一八五。年)清廷为了镇压这一运

动，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咸丰帝下诏：命全国各地，创办团练，西一甲下设十一个团，团

办事机构设在邮江，隶属大邑县西义乡所辖。

辛亥革命胜利，推翻了满清政府，成立国民政府，民国元年后，沿袭清朝体制，邮江

仍为西一甲，各级职称如旧，隶属西乡所辖。不久改倒实行区团制，将甲改为区团，区设

区芷，付区正；区以下设团，圃设团正，付团正，当时邮江为西一区，下辖十二个团，分

为上下各六团，上六团为双河乡，下六团为邮江乡。

民国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帮办NJll军务善后事宜刘文辉整理各县团务，将区

正改为团总，撤消区团总，邮江将上六团划出，邮江只辖六个团；即太平团，崇德团，吉

安团，安良团，里仁团，青顺团，团总办事处设邮江，隶属大邑所辖。

民国廿三年(公元一九三四年)，开始编查户IU，二十四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命令办理保甲制，调整行政区划，废团总制为联保铡，邮江设联保处，设联保主任，主任

下设保甲长，隶属大邑第四行政指导区管辖。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公元一九四O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复令整编保甲，改联保

制为乡保制，邮江于同年十月份开始改组，改联保办公处为镇公所，时年八月一日镇公所

宣布正式组成，隶属大邑第三行政指导区管辖。

民国卅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犬邑县城解放，一九五O年三月邮江乡解放，成立

临时治安委员会，设正付主任，下设树、村设正付村长。

--JL五一年由临时治安委员会改为盥f；江乡，设正付乡长，下设村，没正付村长，属第

六区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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