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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志》就要出版了，这无疑是可喜可贺的。

几年来，板桥镇修志工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计报酬，一丝不苟地专注于

修志事业，为大家奉献出板桥历史上的第一本志书，精神真的难能可贵。可以说这本志书

既是灿烂板桥历史的再现，更是修志者心血的结晶。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修志"就是编写文字记录，似乎很简单。然而，修

志这个系统工程是不能和修桥w修路、修房子同日而语的。从事《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

志》编修工作的，主要是熟悉板桥情况，工作经历寺富的同志，有的已退休，有的即将退

休，他们都没有修志的经验，只能摸索着前进。他们为修志而精心收集史料、夜以继日撰

稿、逐字逐句校对，几多反复，几多艰辛。尽管这本志书无法穷尽板桥历史上应该记述的

大事，有限的篇幅也难免顾此失彼，但读志书者完全应该饱含饮水思源之情，宽容地看待

美中之不足，毕竟修志者主观上是希望尽善尽美的。

遵义的地方志工作是有辉煌历史的， (遵义府志》被梁启超称为"天下府志第一"，

历年来出版的各类优秀志书也为《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志》的编修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最

根本的是板桥古镇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有故事，有特色，加上修志工作者的呕心沥血，

使这本志书体现了地方特色，可读性强，参考价值大。

修志的目的在于用志。《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志》的出版发行，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有利于镇村干部站在历史这个巨人的肩膀上，深化镇情认识，降低探索成本，少走弯路错

路，加'快镇域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上级对下级的指导;有利于扩大对外宣传，让社会各

界了解板桥，走进板桥，共建板桥。

我在板桥镇工作近三年，刚来板桥时很希望用尽短的时间全面了解镇情，遗憾的是那

时没有一本《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志》。直到现在看了书稿，才发现在板桥工作期间还有

许多不了解的板桥重要历史。所以，志书的出版于己于人都应该值得欣慰。在基层工作，

尤其是一个地方的当家人，谁不希望对这片土地如数家珍。愿《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志》

能充分发挥资治、存史、借鉴之功能，成为板桥建设者的有益工具。

发佳先生嘱我作序，序实难作，略表感怀。

A唠
2∞9 年 6 月



序二

1935 年，一代伟人毛泽东伫立委山关，以一阕声情激越的《忆秦娥·委山关》将这

千古雄关定格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今天，一部《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志》又把委山关这方

热土的沧桑巨变，展现在我们面前。

方志，不仅是对地方历史的钩沉和书写，更是人们对地方发展历程的思考和体悟。所

以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通过修志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遵

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志》以详实的资料、丰富的内容、平实的笔触，客观地记述了板桥镇从

蛮荒到文明、从无序到有序、从贫癖到安康的全过程。从中，我们既可借鉴到成功之所以

为成功的经验，也能领悟到挫折之所以为挫折的教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一部拓荒

志，反映了历代志士仁人和一方民众不屈不挠的奋斗历程;它又是一本教科书，为我们做

好今后的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教益。

板桥镇躺在大委山的怀抱中静静地迎送岁月。历史上，委山关前多少回喧嚣的砍杀声

总是骤起骤落，终归沉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华民族奔向

四个现代化的建然足音，才真正将她唤醒。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全镇人民的艰苦

奋斗，才赢得如今板桥镇生机勃勃、交通便捷、百业俱兴、安定团结的喜人局面。
毋庸置疑，板桥镇将同中国西部的广袤农村一样，继续发展繁荣。这种繁荣虽然不会

有摩天高楼的城市景观，然而她的乡土本质决定其必然是更加温馨的、和谐的。岁月不

居，天道酬勤。板桥将以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为追求繁荣的目标，在科学发展观指

导下，建成繁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安康的新乡土。 ..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0 70 多年前毛泽东主席吟颂的豪迈诗句，至今

并将永远激励我们，为描绘板桥镇的美好明天而努力奋斗。

气充响 矗
2009 年 11 月 30 日



凡例

' 
一、本志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

展现的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和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记述

嘈 板桥镇各个历史时期的史实。
二、本志时限上不设限，为追本溯源，根据资料占有、实物考证，尽量上溯;下限于

2007 年 12 月。图片资料收集到 2∞9 年 12 月。

三、板桥镇是原板桥区公所所在地，记述 1992 年前的史实与数据来源于板桥区的有

关资料，力求系统地、完整地反映板桥镇的历史。

四、本志体例采用篇、章、节、目等结构，横排竖写、纵横结合。首列概述，大事记

统摄全书;分设地理、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 5 篇 31 章 156 节，卷未置人物、

附录、编后记，力呈全貌。

五、本志体裁有志、述、记、传、图、照、录、图表等，图表分别附于有关篇、章，

编以代号。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

六、本志纪年，民国前及民国均用当时年号，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一律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所用计量，除夕数沿用当时计量外，使用国际标准计量记述。

八、本志中的"解放前"、"解放后"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板桥之日(即 1949 年

11 月 21 日)为分界线。

九、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对于历史人物人志，主要视其在历史进程中的贡

献、作用和影响大小而进选，以卒时为序，不依其官职大小、级别高低为人志的取舍条

件。《人物名录》是以板桥籍或对板桥有贡献的外籍县团级职官、高级工程师、研究生以

上人员和离休干部、台胞、教育世家、医药世家、企业人才及革命烈士、因公死亡人员而

人选。

十、本志资料来源，大部分录自《遵义府志》、《遵义县志》、遵义县部分专业志及遵

义县档案馆、镇档案室档案和各村、各单位提供的资料。一部分摘自有关史书，以及镇存

家谱和本志编辑人员的采访笔录。

十一、本志超越时限的重大事件、作品选录、奇闻传说、史考等收入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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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板桥镇位于遵义市汇川区北部，东接绥阳县视坝镇和蒲场镇，南邻本区泪渡镇，西毗

遵义县沙湾镇，北界桐梓县委山关镇、毛石乡。地理座标为北纬 27055'02"至 28 004'09" , 

东经 106 049'46"至 106065'08飞东西长 15 公里，南北宽 11 公里，总面积 138.02 平方公

里。 2∞7 年末，航测耕地面积 3077 公顷，习惯耕地面积 1575 公顷。辖 7 个村 1 个居(社

区)、 114 个村民小组 10 个居民小组。有 15 个民族， 228 个姓氏，共 7463 户 26033 人。

, 

板桥镇地处大委山脉之间，雄峰并列，基座相连，呈中山峡谷地貌，最高点委山关村

笋子山海拔 1784.5 米，最低点板桥村岩底庄海拔9∞米，相对高差 884.5 米。山下谷宽平

坦，土地肥沃。大委山赋予板桥镇隶属两个水系，白果村同心、田湾组属赤水河水系，其

他村、组属乌江水系。主要河流有仁江河、亮石河、永安漠。全镇森林面积 7977 公顷，

森林覆盖率 57.8% 。

镇境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热同季，无霜期长。年平均气

温在 13.5 't:至 15. 5't:之间，极端最高气温 34. 3 't: ，最低气温- 4. 2 't: ，常年降雨量 1∞0

毫米至 11∞毫米之间，空气相对湿度 81% ，无霜期 270 天左右。地貌形态复杂，气候垂

直地带性变化和小区分异明显，生态环境多种多样。优越的气候条件、良好的区位优势和

奇特的地质构造，为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旅游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境内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数十种珍稀植物中，特别以楠木、红豆杉、银杏等为

最。数千种中药材植物资源以天麻、黄连、杜仲、石斜、吴莱英五大名药为代表。金竹、

斑竹、慈竹、刺竹、方竹、水竹等竹类植物遍生于镇境内，高大乔木松、杉、柏、楠为山

区主要树种。楠木品质极佳，明、清时期运往北京作为修建皇宫的重要建筑材料。经济林

木中的油桐、漆树、棕榈、五倍子等可创造极高的经济效益。果类有梨、桃、李、栗、核

桃、狲猴桃等，口味香甜，誉享黔北。栽培粮食作物以水稻、玉米、土豆、红薯为主，经

济作物有油菜、烤烟等。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动物的有云豹、穿山甲、

红腹锦鸡、黔金丝猴等。鱼类主要品种有饵鱼、鲤鱼、就鱼、白甲鱼等，人工饲养的冷水

鱼有中华饵、俄罗斯饵、金蹲、红蹲等。家畜有黄牛、水牛、西南山地马、荣昌猪、长白

猪、杜洛克猪、黑山羊、麻羊、日本大耳白兔、新西兰肉兔、加利福尼亚兔、齐卡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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