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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立新，政府 ②立新，文化站

③立新9粮管所

_’”月’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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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立新9综合厂

⑦立新9医院

④立新9合作食店

⑥立新，信用社

⑧立新供销杜



@党政领导厦，志写人员

⑩高帖帽水库

⑥王￡旗水库一角



f i

蠼，

爹
聃’

立新乡行政区划图

’

～．垂o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 ．．

哆
≯：‘!

；
’

‘ L

o ，J，
凡 ’．例。J

’ r’

J
’

一，本志断限上至一九一一年，．下至一九A,---．-年(如建置沿革，社会，宗教不受此
限。J ，

二，本志记述以口志胗 。记矛 ’“传参 。崔图一 矗表秽五种记叙方法。

三，本志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则，不为尊者褒，卑者贬。，
．

四。志中记述对康熙，乾隆，道光一律直呼其名括弧注明公元年号o
’

●

■If

1

i_㈡

_■1严0



‘
k

警
津

。’ 。

．

～

．
_●

+

’、， ．’⋯j一目1．录‘：一．：
t。 ．!、 i ： ； ： ：

一：．． 概逮． 、
’， ，I

’

，、第一篇 建置沿簟 ．．
．

， ．

‘j·‘：
。

第一章清未明初⋯⋯⋯_⋯⋯⋯⋯⋯⋯⋯⋯⋯一j⋯··一⋯⋯⋯⋯“f 1)f。’

．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l，1，’．：
’

’’
·-’第三章建国以后⋯⋯．．．⋯⋯一⋯叶o．．．eeee ooo oe

eee⋯⋯⋯⋯⋯⋯··“(2) ‘’。

、i·。．． 附·场镇概况⋯⋯⋯⋯⋯⋯⋯⋯，⋯⋯⋯⋯．．．⋯m⋯⋯⋯．¨·”(2≯

i一第=篇 自然地理⋯⋯⋯⋯⋯⋯⋯⋯⋯⋯⋯⋯⋯山．．．⋯⋯⋯⋯，⋯⋯””⋯一(4)
’。： 第一章地表土壤⋯⋯⋯⋯⋯⋯⋯⋯⋯⋯⋯_⋯⋯-¨⋯⋯"⋯”一(4)'
。．， 第二章灌溉水系⋯⋯⋯⋯⋯⋯⋯⋯⋯“．-。eo ooo&eeO eO O?”一⋯⋯⋯⋯⋯·(5)t

-；。 -一t第三章气象⋯·^⋯⋯⋯⋯⋯一⋯．．．⋯⋯⋯√⋯⋯⋯·一⋯⋯⋯⋯⋯·《6)一
，； ．． 第一节 气温 降雨量 ”千湿度68a@@g OoQ ooo@⋯⋯⋯⋯．．．=”(4)

、
。， 第=节‘ 照明 风霜雪 无霜期⋯⋯⋯⋯⋯．．．⋯⋯⋯⋯(7)

·f j·， 第四章。⋯灾害⋯⋯⋯⋯⋯⋯⋯⋯”⋯“t⋯⋯⋯⋯⋯⋯·⋯⋯．．．⋯⋯(7)
· ·附’l地名录⋯⋯⋯⋯”·oeeee^⋯⋯⋯⋯⋯⋯⋯⋯⋯⋯⋯⋯一·(8。J ’

第三篇致治⋯⋯一⋯⋯⋯⋯⋯⋯⋯⋯⋯⋯⋯⋯⋯⋯⋯⋯⋯⋯⋯⋯⋯·一⋯·⋯(9) ，．

～，一j～，第一章国民党三青团⋯⋯⋯⋯⋯⋯⋯一·。一⋯⋯⋯⋯⋯⋯⋯⋯j“<lO】 ，

一。
．， ·第一节国民党⋯⋯··j⋯⋯⋯厶⋯⋯⋯⋯：⋯⋯⋯·一⋯．．．⋯《lO)

’

‘

r一·．，第二节兰青团．．．⋯⋯⋯⋯⋯⋯⋯⋯⋯·一⋯⋯⋯⋯⋯⋯⋯f10)
7

· 第二章建国以后的政事⋯⋯⋯～⋯⋯·一·；⋯⋯⋯⋯⋯⋯⋯⋯⋯⋯·(12)
·． 第一节党政群团⋯⋯⋯·⋯⋯⋯⋯⋯⋯⋯⋯⋯⋯⋯⋯⋯”(12)

·，
·～ 一，党的建设一⋯⋯“⋯⋯⋯⋯⋯⋯⋯⋯⋯⋯⋯⋯(12’

、
：． ，。，·

’。

···二，群团组织．．．⋯⋯⋯⋯·一⋯⋯⋯⋯⋯⋯⋯⋯⋯⋯f13J

，、’、

、

r第二节政权建设⋯⋯⋯⋯⋯⋯⋯⋯．．．⋯⋯⋯⋯⋯⋯⋯⋯(16>
1。．

· ’第三节民政⋯⋯⋯⋯⋯⋯⋯?⋯⋯⋯⋯⋯⋯⋯⋯··一⋯⋯(18) 一

·’ 第四节公安司法⋯⋯⋯⋯⋯．．．；⋯⋯⋯⋯⋯⋯⋯⋯⋯⋯一(18)，

第三章政事⋯⋯⋯⋯⋯⋯⋯⋯⋯．．．””⋯⋯··一⋯一．．．⋯⋯⋯⋯·一(18>√、
‘

· ’第一节立新解放⋯·一⋯⋯“一“⋯⋯⋯⋯⋯⋯⋯⋯⋯⋯·(18)，

： ，· ‘， 第二节抗美援朝⋯⋯⋯出⋯一⋯一⋯⋯⋯⋯．．．⋯⋯⋯⋯·(18)

。·第L----"节减租退压，清匪反霸⋯·一一⋯⋯⋯⋯⋯⋯⋯⋯⋯·、(19)

第四节土地改革⋯”一．I．⋯⋯?⋯⋯”⋯⋯⋯⋯⋯⋯⋯··．．(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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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整风反右⋯⋯⋯⋯⋯“一⋯⋯⋯⋯⋯⋯⋯⋯⋯⋯⋯(21)

第六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一(22)

第七：秒文化大革命运动⋯一⋯⋯⋯⋯⋯⋯⋯⋯⋯⋯⋯”(23)。
、， 第八节历史的伟大转折⋯⋯⋯⋯⋯⋯⋯⋯⋯⋯⋯⋯⋯”(23)

第四篇农业⋯⋯⋯⋯⋯⋯⋯!掣⋯⋯⋯⋯⋯．．．一⋯⋯⋯⋯⋯⋯⋯⋯⋯⋯．．．·(25'，
第一章 民国时期·o砖”⋯⋯⋯⋯⋯一泰⋯⋯⋯⋯⋯⋯⋯⋯⋯⋯”(25)，

第一节土地关系⋯⋯⋯⋯一．_⋯⋯⋯⋯⋯⋯⋯⋯⋯⋯⋯·(2s)
’

第二节主要农作物⋯⋯⋯⋯⋯⋯⋯一⋯⋯⋯⋯⋯⋯⋯⋯·(25)

一、水稻⋯⋯⋯⋯⋯⋯⋯⋯⋯⋯⋯⋯⋯⋯一沁⋯⋯(25)

二、玉米⋯⋯⋯⋯⋯·⋯⋯⋯⋯·一⋯·-．e fl一⋯·粕(26)

··兰、红苕⋯⋯⋯⋯一⋯·’一⋯一?一?⋯⋯·”⋯⋯⋯⋯··(26)
．：j． ，，，一·四、花生⋯⋯⋯⋯⋯⋯·一}⋯⋯⋯⋯···⋯⋯⋯⋯··(27> ’

r．t· ’· ·⋯五、棉花⋯⋯⋯⋯⋯⋯一j··二·_：．．⋯⋯～⋯⋯⋯⋯一(27)
一 一·‘ 六、小麦⋯⋯⋯⋯⋯～⋯⋯⋯一一～⋯⋯⋯⋯⋯⋯-(26)

‘c ⋯⋯·七、油芽⋯⋯⋯⋯⋯⋯⋯⋯一⋯⋯⋯”k⋯⋯⋯·h(26)
√ 第二章建国后的农业⋯⋯⋯⋯⋯⋯⋯⋯⋯⋯⋯h⋯^．-，⋯⋯⋯⋯⋯⋯⋯··(27)
‘‘! ⋯． ·· +第一节．生产体制韵变亿⋯⋯·一”j⋯～⋯⋯⋯⋯⋯⋯⋯⋯(27，

‘

：0 ·

、 ， -一i r土地改革及互助合作⋯一⋯⋯⋯；⋯⋯⋯⋯⋯1 28)

．、，⋯．
， ⋯=、农业合作化⋯⋯·～⋯⋯一⋯··j·一⋯⋯⋯⋯⋯·(28)

．1
·．， 、 · ⋯、一三：一人民公桂⋯⋯⋯一．t．⋯⋯^⋯⋯⋯⋯⋯⋯⋯⋯(28)

07
⋯ ，⋯鹏、建立生产责任铆⋯⋯⋯．．．⋯⋯⋯⋯·．¨⋯⋯⋯．．(30)

j：‘j ·，⋯ ， ·，，第二节主要农作物⋯⋯⋯鬯⋯⋯一⋯¨⋯⋯⋯⋯⋯⋯⋯·(s1)

；‘：
，t ．·，一i水稻⋯⋯⋯⋯⋯⋯⋯⋯⋯⋯一1⋯⋯“，⋯·一(31)．

0 7．
i⋯· ⋯，· ·√·三一玉米⋯⋯⋯⋯·一⋯⋯⋯⋯⋯i～⋯·?⋯⋯⋯⋯(ss)

一’-、，、⋯⋯ 三，·红巷⋯⋯·■⋯一⋯．．．⋯一⋯⋯⋯⋯⋯⋯⋯⋯fss)

-：．1 ···． ．．·⋯·四，，花生⋯”·一”··一一⋯⋯⋯⋯：⋯一⋯⋯⋯⋯⋯··()
‘?’，

⋯ ··，五，棉花⋯⋯·一⋯·一⋯’，7．．．·：⋯⋯⋯··!⋯⋯⋯⋯(>

j ：， 一· 六，小麦⋯⋯⋯⋯⋯⋯·-⋯⋯⋯⋯⋯⋯⋯⋯⋯⋯(32)

一j·t一，·t ， ，一 七、油菜·一；·p·_“⋯⋯⋯⋯⋯⋯⋯⋯⋯⋯⋯⋯一(33)
7 ·

，一 ·，第三带农田基本建设-一⋯⋯⋯⋯⋯⋯⋯⋯⋯⋯⋯⋯⋯-(34)
、．， ·一、水秘建设⋯⋯⋯⋯⋯⋯小⋯⋯⋯⋯⋯⋯⋯“(34)

，， t ·一一 -’二、改田改土⋯⋯⋯⋯·■⋯⋯⋯⋯⋯⋯⋯⋯⋯·(34)
⋯一 第田节农业机械⋯⋯⋯⋯·．．?⋯⋯⋯⋯⋯⋯⋯⋯⋯⋯“(35)

．．．—k农机站⋯一一．”一。～⋯⋯⋯⋯⋯一⋯⋯⋯⋯(35)
．‘二j农机具⋯⋯．．．⋯⋯⋯⋯⋯⋯⋯⋯⋯⋯⋯⋯⋯(35)

第五节农业科研⋯”⋯⋯⋯⋯⋯⋯⋯⋯⋯⋯⋯⋯⋯⋯⋯a(35)
t．1农科站⋯⋯一一⋯⋯t一⋯⋯⋯⋯⋯⋯⋯⋯一(35J

．．， ．：★农技班·一·“”·一·⋯·”“，”””·，···”“”··⋯⋯⋯(36)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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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 ．第六节．畜牧e oo eqe eve 0ee o．．．1．．．．，．·．．．⋯．．．·嘲∥??一⋯中“，。(36)

r(第三章多种经营oeoooB o Oe．eot，roB⋯⋯⋯⋯⋯⋯一．-一：．．．?·1·'-，．‘’⋯⋯·一⋯¨．⋯·(37)
t。 )⋯，。 ⋯。． 第一节、集体种植OBg gB$QQI g⋯¨．一一?”"⋯⋯·一⋯．．．⋯⋯⋯·(38)

、 ． 第二节集体养殖⋯⋯⋯甲⋯⋯，竹·一⋯⋯⋯·■：⋯⋯⋯⋯·”(38)
．’’ ．第三节 家庭副业⋯⋯⋯一·～“．．．．．·?·!“叩·“⋯·。叩·罄⋯“(38)

第五篇经济·一⋯⋯．．，⋯⋯t．．⋯⋯⋯⋯⋯”一r．．叩—-“⋯⋯⋯．．．．．．m⋯^⋯·(39>

¨、 第一章民国时期⋯·叩⋯⋯⋯⋯．．．⋯⋯⋯”··，．．m⋯⋯⋯⋯．t．．．．⋯⋯“(朝兔

第二章建国以后⋯⋯⋯⋯⋯·⋯·⋯···’·_·，·．．1～～·，⋯“m⋯⋯⋯⋯⋯·(40)

·-j ．． ． 第一节．供销合作事业”_⋯⋯·．=．⋯⋯⋯⋯⋯⋯⋯⋯⋯⋯”(40，

．：‘ ．． 一第二节粮管所．．．⋯⋯”．．．⋯”，叫r⋯··：一⋯·“⋯⋯⋯”(47)

i t：j⋯．⋯． ⋯． 第三节食品点⋯．．．”⋯如⋯!．．，一即●nt??··y⋯⋯⋯⋯⋯··《43)

：夸、．． ⋯．⋯⋯ 第四节信贷事业⋯⋯．．．．．．⋯仰·|．·io·e··ee．，w·⋯·V：々··一一叩i1(44)
。

，：) ‘，． ：，i ⋯⋯一，监督机构⋯··：⋯⋯⋯”．．．¨忡⋯⋯⋯”一“⋯·“4>

．， ‘：
⋯ j． ⋯二，业务及经营状况⋯⋯⋯⋯⋯⋯⋯⋯一■⋯⋯(44)

{·j ⋯⋯⋯⋯ ． ． ．三．材信用站的建立⋯⋯⋯··甲·一“⋯··．|．一'．．一⋯·(45)

i ’’ √．．．第五苇社办企业．．．⋯．．．!．．．⋯·：⋯⋯⋯～⋯⋯⋯．．．”一⋯·(45)
：。、 ：。、． 第六节交通邮电⋯⋯．，．⋯．．．⋯⋯，¨一⋯⋯．．．··?·⋯⋯⋯·‘46)
一’ ．． ．． ． 一，交通运输⋯⋯⋯．．．⋯n一一⋯⋯m”⋯⋯⋯⋯·t47)

，，j ．． =，邮电事业⋯⋯⋯⋯⋯?”一·一⋯⋯．-．·7·“⋯·()

：·-． 第七节．电力事业⋯⋯⋯⋯⋯·⋯⋯”“⋯⋯一⋯，·“⋯⋯⋯(47)
i‘第六篇文化教育·e o．oo．e ee e 00·coo4Joe·0．．-⋯⋯⋯⋯，．．⋯⋯一⋯⋯⋯⋯·?··一⋯⋯⋯(48)
j．?i 第一章 民国时期⋯⋯⋯⋯⋯⋯⋯⋯·⋯，，．⋯⋯·，．．．⋯⋯·：一．．．⋯⋯⋯·，(48)

、，：：卜．，第一节．．文化⋯⋯．．．⋯一’U⋯⋯州一·，一：：··?⋯⋯⋯⋯⋯÷h⋯⋯⋯·(48≯

rf：：’，⋯．．．第二节．教育·”⋯⋯一⋯一⋯．．．．，．，，，．．，呐m一⋯⋯⋯⋯⋯-⋯⋯⋯(48)
f 7々’：．．， ． ．—一，私塾⋯··”一”一”··”·”'·”··??”·”·?··”-^吁¨··甘⋯⋯?·7．．·．．”“(48)

一i 二，官学．．．⋯．．．”¨．⋯⋯⋯⋯⋯⋯⋯⋯．．．·!’⋯一岫⋯-，⋯⋯⋯(49)
第二章 建国后的文化教育⋯⋯．．．⋯⋯⋯⋯⋯”．．．⋯⋯⋯⋯·?⋯⋯⋯“(50)‘

：‘‘， ⋯‘第一节，，文化事业一．．．⋯⋯⋯⋯⋯?⋯⋯!’●一⋯·一⋯⋯⋯”?j．．．“(50)e
，．．．’． ．、 一，广播站⋯⋯⋯⋯⋯⋯．．．m⋯．．．．．Ⅲ⋯⋯·“·一⋯⋯·一·“m⋯(51) ／

．

’

．，．．二电影队⋯．．．⋯·叶⋯⋯⋯⋯⋯⋯⋯⋯咐⋯⋯⋯一⋯·一⋯⋯⋯·(51)
I．‘i． ：．．三，电影院⋯⋯⋯⋯．．．⋯⋯⋯⋯⋯⋯"⋯⋯⋯⋯⋯⋯⋯⋯⋯·(52)
一j ．．． 四．文化站⋯⋯⋯一⋯⋯⋯?⋯⋯⋯⋯””·一eeo e eJe ees oe6“⋯⋯⋯·(52)} ．

：、 ．第二节。教育⋯．．，⋯⋯⋯⋯⋯．．．⋯⋯⋯m⋯⋯⋯⋯⋯”!·?汕．．．⋯(52)
一。幼儿园⋯．．．⋯⋯⋯⋯⋯·：⋯⋯⋯⋯⋯⋯⋯⋯·_⋯⋯⋯⋯⋯(53)

二，小学·””··“u⋯”t⋯⋯·。”‘·t··t”·一·．．··j⋯⋯·”j一一·”“”⋯·(54，

三，中学⋯．．．⋯⋯⋯。坩⋯⋯⋯⋯⋯⋯“?””⋯⋯“??⋯．t．⋯⋯一(56)

四，业余教育⋯⋯⋯⋯⋯⋯⋯一⋯．．．⋯．．．，⋯．．．⋯-．，．譬一?·．⋯·_一．《57)

五，知识青午上山下乡．．．⋯．．t⋯⋯一·?··?⋯t：，··：唧⋯⋯⋯⋯⋯(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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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卫生体膏⋯⋯⋯⋯⋯；⋯⋯⋯⋯⋯⋯⋯”一⋯n⋯-一⋯．．．⋯⋯⋯⋯⋯(59)
、

第一章 民问卫生体育⋯⋯．．．⋯⋯⋯一⋯⋯．．．⋯一⋯⋯⋯⋯·～⋯⋯⋯(59)

第一节 、民阿医疗⋯⋯⋯⋯⋯⋯⋯～⋯⋯～⋯～⋯⋯⋯⋯⋯⋯”()
第二节 群众体育活动⋯⋯⋯一⋯⋯·“⋯⋯⋯⋯⋯⋯⋯⋯⋯⋯⋯r()

第三章乡卫q生院及合作医疗-,e6 e e·e e ePeee一⋯⋯⋯⋯⋯⋯⋯⋯⋯⋯⋯⋯”(59)
第一节 卫生院⋯⋯⋯⋯⋯⋯“⋯⋯⋯⋯⋯nn．．⋯“⋯一一⋯一“·《)

第二节合作医疗⋯⋯‰一⋯⋯⋯⋯一一m·一⋯～⋯⋯·“．⋯⋯⋯(80)

第三节防疫保健及计划生育⋯⋯⋯⋯⋯⋯⋯一一“⋯“⋯⋯⋯”()
‘ 一，仿疫工作⋯⋯⋯⋯⋯⋯一··一一n⋯⋯⋯一⋯⋯⋯⋯⋯⋯¨．(61)

’‘二，妇幼保健⋯⋯·“⋯⋯⋯“～“一“⋯”一⋯⋯⋯⋯⋯⋯·¨．⋯(61)
三，计期生育·⋯⋯⋯⋯⋯⋯⋯⋯“一⋯～⋯⋯⋯⋯⋯⋯⋯⋯⋯(61)

第八篇社会风±⋯⋯⋯⋯k⋯⋯⋯⋯⋯一一⋯⋯⋯·“⋯⋯⋯⋯⋯⋯⋯⋯⋯·(∞)

第一章宗教信仰⋯⋯．．．k“·“⋯·一一⋯．．．⋯⋯⋯⋯⋯⋯⋯⋯⋯⋯⋯(63)

第二章 社会组织⋯⋯“一⋯⋯⋯～⋯⋯⋯⋯⋯⋯⋯⋯⋯⋯⋯⋯“(63)
一第三章 宗褐⋯⋯⋯⋯一·～⋯～⋯⋯⋯⋯⋯⋯⋯⋯⋯⋯⋯⋯⋯⋯⋯一·(64)

第四章 庙宇⋯⋯⋯⋯··_⋯⋯⋯⋯·一⋯““⋯⋯⋯⋯⋯⋯⋯⋯⋯⋯·(65)
第一节 庙宇⋯⋯⋯k⋯⋯‰一-一·一⋯⋯⋯⋯．．．⋯⋯⋯⋯⋯一⋯·(65)

‘
一 第二节 庙会⋯⋯⋯⋯⋯～⋯·“⋯⋯⋯⋯⋯⋯⋯⋯⋯⋯⋯⋯⋯⋯(66)

第五章 风土习惯⋯⋯⋯k⋯一”·”⋯⋯一⋯⋯⋯⋯⋯⋯⋯⋯⋯⋯⋯·(66)
’

第一节 婚嫁⋯‰“⋯⋯⋯⋯～一“-～⋯⋯⋯m⋯⋯⋯⋯⋯⋯“(66)
第二节 f丧葬⋯⋯⋯⋯一⋯一⋯“⋯．．．．．．⋯．．．⋯·南一·、；“⋯·‰一‘67)

； “
第三节 祝寿⋯⋯⋯⋯⋯⋯⋯⋯一⋯⋯⋯o·山⋯⋯⋯⋯一⋯·m⋯(68)

：⋯’第四节’‘民闻节四⋯⋯m．．．一⋯⋯·““一··吖⋯⋯⋯o一椭⋯⋯⋯(69)
7～ 一

第五节 民闯传说．．．m．．．．．．．．．．．．．．．．．．-．．“·一～⋯⋯“．⋯一⋯⋯⋯(70)
·：j 第六章 社会福利⋯⋯⋯⋯⋯．．．⋯一一．．．．．．．．．m一⋯⋯一⋯⋯⋯⋯⋯(71)
·· 第一节’敬老院⋯⋯⋯⋯⋯⋯⋯⋯一一．．．⋯⋯n¨．．．⋯⋯⋯⋯⋯·(71)
’

．1 第二节 五保户⋯⋯m⋯山⋯m⋯“⋯⋯⋯⋯⋯．．．⋯⋯⋯⋯⋯⋯(71)
：

第七章 杜会新风⋯⋯“⋯⋯⋯⋯⋯⋯⋯·”一⋯一⋯⋯晶⋯⋯⋯⋯⋯(71)

、．第八章 服饰 建筑：饮食⋯⋯⋯⋯⋯一⋯”⋯⋯⋯”!⋯⋯⋯⋯·(72)
’ 第一节 服饰⋯⋯⋯⋯⋯⋯⋯⋯⋯⋯⋯m．．．⋯⋯⋯⋯“⋯⋯⋯⋯·(72)
? 第二节 建筑⋯⋯⋯⋯⋯⋯⋯·“‰一一⋯⋯⋯⋯⋯·⋯⋯⋯⋯⋯”(72)
i

第三节 饮食⋯⋯⋯⋯⋯⋯⋯⋯“一．．．⋯⋯⋯⋯⋯⋯⋯⋯⋯⋯⋯“(73)

第九章 谚语 民歌 方言⋯⋯⋯⋯⋯⋯“?⋯⋯“一⋯⋯⋯⋯⋯(73)
j 第o， 谚语⋯⋯⋯⋯⋯⋯⋯⋯⋯⋯⋯⋯⋯⋯⋯”⋯⋯⋯⋯⋯⋯。(73)

·’

第二节 民歌民谣⋯⋯籼⋯⋯⋯⋯⋯⋯一⋯⋯～⋯⋯”⋯⋯”⋯”(74)
：⋯

第三节 方言⋯⋯⋯⋯⋯⋯“·-“⋯⋯⋯一“～一⋯⋯．．⋯⋯⋯．¨’(75)
’第九麓人物i．．．⋯⋯⋯⋯⋯⋯⋯⋯⋯⋯⋯⋯⋯⋯⋯一⋯⋯⋯⋯k⋯⋯⋯⋯”(76)

．，‘‘‘ 。‘‘一，人物传记⋯一⋯．，．⋯⋯⋯．．．_一一-．_·⋯一一⋯⋯m⋯⋯⋯⋯·(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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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譬
0

二．英名录⋯⋯⋯．．．．．．⋯．．．⋯．．．⋯⋯．．．⋯．．．⋯⋯⋯⋯⋯⋯⋯”(77，
三、人物简介⋯⋯⋯⋯⋯“⋯⋯⋯⋯⋯⋯⋯⋯⋯⋯⋯⋯⋯⋯⋯·(77》

(一)，清代进士秀才⋯⋯一⋯⋯⋯⋯⋯⋯⋯⋯⋯⋯⋯⋯⋯⋯。(77)
+． ‘二)，县团级人物⋯⋯⋯“·一⋯⋯⋯⋯⋯⋯⋯⋯⋯⋯⋯⋯⋯’(77’

(三)，先进模范⋯⋯⋯⋯⋯·一⋯⋯⋯⋯⋯⋯⋯”一⋯⋯⋯⋯“

四、高零老人统计表···OQOQ～⋯⋯⋯⋯⋯⋯⋯⋯⋯”一·～⋯⋯(78’

第十篇大事年裹⋯⋯⋯⋯⋯⋯⋯⋯⋯⋯⋯⋯⋯⋯⋯⋯·”⋯⋯⋯⋯⋯⋯⋯⋯‘褥参

J旨记⋯”⋯⋯⋯··“·⋯···⋯⋯·一⋯⋯⋯⋯⋯“⋯⋯，”⋯“·⋯·”⋯⋯⋯··?”··””⋯一“(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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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立薪参位予兰台县北部，东与本县辉坪乡连界，西与巾江县黄鹿乡接堪，托与绵阳
’

：市玉皇乡相连，南与本县龙桥、黎曙为邻，。纵长九公野横宽4j5公里j‘西积4D．5平方； ’j
公里，耕地一万六千二百四十亩。传统农作物有水稻、小麦，玉米，红苕等。经济作物 ．”

有花生。棉花，油花。农户有二千四百九十七户(人口。一万零八百三十五人。其中包‘ ．。

1．． 括场镇集体户十一户，非农业人日八十袭人)‘三哥? ：’，．一 。? 、，’ ．．
、．1

本志共分为十篇，包括建置沿革、自然地理、政治，农业，经济，文化教育，体育1

．． 卫生、社会风土和人物。， 一?
，

∥一 “ ’

，． 一
’

建置沿革篇包括明未清初的建置。民国时期的建置，‘各时期的行政区域变化和场镇

的简要概况。 ． 一
‘、

’

自然地理篇包括本乡的气候、雨量．土垠，种类、霜雪雨雾变化及日照、灌溉水系．

和园林等。
“

1、一

政治篇以详今略古的手法记叙了解放前我乡农民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压迫下过。

着食不果腹，农不蔽体的悲惨生活，国民党采用抓壮丁’放高利货，滥发纸币，摊派苛
一

“。

捐杂税等方法对农民进行欺压和盘剥。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乡认真贯彻了党 ：

的方针政策，进行了清匪反霸，减租退压，抗美援朝，．整风反雀^大鸣大放、’反右倾、
· 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在运动中也犯过茹左玑倾错误，党的兰中全． ．，．

会以来。贯彻了党中央的《一九／k-》一号文件，髻一九八三》一号文件。建国初建立 。·

． 党、团。民兵及妇联组织。成立了农会，科普协会等群众性的组织。实行了计划生育，’ j

． 推广沼气等活动，本篇着重记叙了政治运动和这些组织活动的情况。‘， ～ ·

’， ：．． 农业篇，介绍了解放前的农业及土地关系。解放后实行农业互助合作，t合作化，人

民公社。贯彻在农业方面的各项政策组织起来后的变化，’人民公社化的“三高五风∥，6．·
⋯

· 一九六一年的“九权玎下下放，文化革命中农业学大寨运动及党的三中全会以后的显著
_’

。变化。着重记叙农业发展耕作技术和品种改良的情况。+ ’．一一 、 j

．经济篇记述了供销社．信用社，杜办企业及各种行业的成立和发展概况。同时记述‘一’一
‘

． 了合作食店、食品组、林场、渔场的建立和发展概况：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乡社办、联 ，j

一、如、私营商业、运输业、服务业的逐发展已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
’

。 一。．

。。

文化教育篇记述了解放前后教育概况。解放前教师教书是为了糊口，学生读书是为

’了升官发财．解放后党和政府对教育极端重视，．大力培训教师，改善办学条件，采取各’
‘．+

种措施促使教育事业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对教育事业的 一

破坏等内容。‘ 二

1．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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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卫生篇，记述了解放前后的体育卫生概况，贯彻毛主席把医药卫生工作的重点

放到农村去的指示，成立了合作医疗，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改变了解放前缺医少药见

病治病的状况。

社会风土篇，叙述解放前后的社会状况。建国前袍哥为封建把头组织，操社会。明未

清初农民修有庙宇，民国时期盛行．．解放后在党和政府宣传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

下，对婚嫁，丧葬，粮食种类、饮食，服饰都有了改变。以及“五讲"、“四美黟、

“三热爱矽和学习雷锋树新风。，。

人物篇，介绍了本乡著名人物及能工巧匠，恶霸地主等。同时对本乡有抗美援朝中

牺牲的烈士予以记述，还对清代的进士，举人和近时期的模范人物及长寿老人分别予以

介绍，同时列有大事年表供欣赏，借鉴。

组长l

主笔：

付主笔

采编人

组长。

付组长。

肖方玉

万文舒．

蔡星禄

文成明 白成富

万自顺

万文舒

缩写小组名簟

编审小组名簟

成员。文成明 李克让．谢尧传 毕朝建。 蔡星椽 白成富

封面设计： 唐启信 一

封面提字s ‘谢尧传．
．．

批 审。一 尹西全，· ·

校 对； 白成富 ，．

语言审查： 谢尧传 。。
，．

垒 、

．■■--1．●I，、

：



，第一篇’建置沿革 ．}

t J

立新乡位予三台县北路，地处三台、绵阳中江三县交界处，，芦黄公路由东而西横穿’

境内。东同本县辉坪公社接壤，西与中江县黄鹿公社相连，北与绵阳市玉皇多为邻-，南

靠本县龙桥黎曙。本乡现有八个村，六卡七个村民纽。， c

耳

+≮’
7

．、‘

一

。一。第一章清未民初
_ ：

明未清初，按封建的二：十八宿把全县所辖区域划为二十八乡，根据新民乡的地理位

置及二十八宿(角、亢，氏、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r’室，壁。奎，娄、

胄，昴、毕，嘴、参。并，鬼、柳。星、张。翼，轸)的名称划为昴日乡。昴日乡的规模

上至中江县黄鹿大垭日下至石碑河，北至丰谷，南同箕水乡连界。昴日乡又分上乡和下

乡。上乡上至黄鹿大垭口，下至辉坪乡打虎庙。新民乡属昴日上乡管辖、上乡设‘三个

保。据唐氏家谱记载： “因于康熙三十年(1692)移来潼川府三台县北路昴日乡，安插

雷家嘴，后至万家坝，征家沟攒。再次证明新民乡属昴日上乡。 ．-

”I’．第二章民国时期

民国初年(1912)，全县沿用原编制二十八乡分为四路，实行保甲制。新民属昂日、

乡。全乡有上三保，申二保，下三保之称，新民属上三保。乡设有团总。团总设有办事

机构，主持日常事务。办公地点设在老庙予(现已拆毁>-。保设团正，付团正，甲设甲

长。甲下为牌首。当时每10户左右为一牌，10牌左右为一甲，所以人称甲长为大甲长。

县下设乡，乡管保甲。， ·
·． 、 ÷；、 ．．

民国二十四年‘1935)川政统一，变乡邻错为保甲制。保下为甲，保以上设联保主

任。设有办事机构联僚办公处，办公地点在新庙场上老庙子内。称新庙场联保。

民凰二十九年(1940,)废除联保翩，实行新县钊，将原昴日乡所辖区域改为新民乡d，

、，雾&i1I

，t}-h}噙



第三章’建国以后

建国后，。1950年废保设村。将原保更为村一村就是原来的一保，二保ap--村，三保

即三村，四保即四村，五保即五村，六保即六村。

1952年复查运动，将我乡六个村划为九个村，直到1957年。．

1955年，进行政区域调整，把原栏河，新民，团结合并成一个大乡。新民和团结属

栏河乡管辖。五、六，八村离栏河较远，五、八村划为中江县黄鹿乡管辖。六村划为绵

阳市玉皇乡管辖。

1957年，我县行政区域调整，由于形势的需要，又将一个大乡划为三个乡。由于乡

的规模小，，又从原翻身乡拨来两个村(即现在的六，七村)我乡即有八个村。1961年3

月，公社便于经营管理，重新组合成新民、红旗、前锋、先锋、翻身，跃进、红星、上

游八个大队。1967年下年≯便于会计写表将原八个大队改成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大队，外部仍用旧名。

1981年10月，新民公社改为立新公社，将原八个大队分别更名为新民，千柏，万家

坝．自灵山、红星坝、石丫、鹤湾、新堰大队。

．

一 附：场镇概况 ·

，． ：·
’

一、新庙场的由来
，

．，

立新场镇位于我乡新民村所在地。

清朝同治年闻，当地人在现社办厂食店后面的山包上修起了一座庙宇。人们就称新

庙子同治九年，在庙前面(现学校内操场)修建了一座戏台子，每年六月二十四日，烧

香赶会的人络绎不绝，名叫“雷神会”。新庙子又是三台至罗江过往客商的必经之路，来

往行人很多。贾兴才的父亲在现新民渡槽右侧修建草房三四问，卖豆腐饮，又有人在现

李维洪住处开店一个卖豆腐饭。这样逐渐成为过往行人歇足的“么店子嚣。事后，经常

有人来卖鸡蛋、零花生。大约光绪25年，黎曙、新民，黄鹿的总舵把子肖孔招来此地宣

布新庙予正式开场。每逢二。五、八日附近人都来赶场。

=、场镇的今营 ．1

解放前．新庙场是个僻陋的小场镇，街房很少，民国十一，二年间，贾家、董家、

郭家相继在场上建房。房屋是矮小简陋的草房和瓦房。贾家从现付食店至生产店，郭家

从李维洪住处至现食店修了一些房子。有贾福初开药店一个名叫“红肇堂帮。万文明在

现社办厂食店下角开了一个“六成行黟铺面。贾福海在现学校伙食团搭了一个草棚，开

有茶馆一个，至此，仅有店铺10多家。居民务农经商。每到逢场便来场上搭棚摆摊。由

2



专．
，·

参
％

，

一 ：

予本小利微，难以糊口。民国二十九年(1s40)，国民党实行新县制，场上成立了乡政

权，乡公所设在场镇庙子内，神权，政权两条绳索残酷的捆在乡民身上。乡公所设有乡

警队，养有乡丁十多名。名日“冬防队’’。在场上搜刮民财，民国三十多年便征到五十 ．

多年的粮税。人民生活困苦，场上生意萧条。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立新场镇起了显著变化，。原住在场镇的十九户人家中，绝

大部份回村分了田地务农。有的在私营工商业改造中加入了工商联小组。

公社管委设在原新民乡舵把子董熙廷的药铺和公馆内。1983年修成砖木结构小青瓦

一楼一底的楼房，与街面相接。 、
，

j 解放前的乡公所1968年已经拆除，1983．年新修为社办饮食店，是一幢砖预结构一横
。

一底的商业用房。街中段的旧戏台于1971年拆除，改建为公社完小，现居饮食店对面。一”

过去伪联保主任的曲房，油房、中药店土改时投收，。现作公社供销社白货，生产门市

部。昔日的赌场和烟馆改建成今日的食品店。下场口，紧靠印台山，新修的粮管所，供销

社肥料仓库和医院梧连。 ．

～
；，

·’

，
’-

今日立新场的房屋，经过解放后的改建和新建，大多是砖木、砖石钢筋混凝土缮

构，企事业单位计有：供销社，合作商店、食品点，粮所，面粉综合厂鼻农机站，社办

队办机面加工厂、医院、中小学校，医疗站，兽防站，信用社，邮电代办所、文化站

等。 j一一 ．i’‘t、 j· ．|。 ，

市场陈列的国家经营，集体经售门市部的商品，种类繁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j

高购买力不断增长，销售额不断上升，市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第二篇 自然地理

我乡东低西高，从东到西4．5公里，扶南到北9公里。面秽40．5公里。介于东经

10矿51t至1054 547之间’。北纬-3lo 1：7 7至3l。21’。西北部高，最高处为高毡帽，海

拔9暑弓米；．格对高度为89米。

我乡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其主要特点是z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尚足，鹧季

分明春季气候回春早，但偶有冷空气袭来，有矗倒春寒’’之称，夏季气温较高，雨量集

中在七，八月日照尚足’秋季降温快，多绵雨，冬暖多雾，无霜期长。

第一章地表土壤

1983年我社总面移为26100亩。其中集体耕地16240亩，堰塘1320亩，水库890亩，

沟渠730亩公路400亩，农村各大队机耕道及大路1621亩，小河流591亩。果园4 1．4亩

f不包括82，83年新建果园)桑园56亩(不包括83年新建果园)。

县土壤普查工作组测定，我社土壤PH(酸碱性)一般为7至7．5。1土壤一般二泥

田，羊肝土居多，其次是二泥紫红土，紫黄泥，自河土泥母，冷侵不湿田。其分布列表

子后：

土壤种类 面 积 (亩) 分 布 情 况

二泥土 3573．09 一’一’n／、、Jk

二泥田 5216．重 三、六、八大队

白 沙土 175 二大队

紫红土 903．28 一i五，八大队

泥 二t： 240 一、四大队

泥 田 1617 四，六、大队

紫黄泥 825 三大队

羊肝土 3764．73 八犬队
冷侵下湿田

168．6 四，五。八大队
合 计 16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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