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簇桥乡、村建置沿革简表
1949年以前(乡、镇、保、甲) ，

簇锦镇(双淀县东四甲二江乡，联保) 华兴乡(华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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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团锦簇话簇桥

代序

位于成都西南郊的簇桥，是川藏线上一座咽喉重镇。它北起永丰，东邻石羊，南边和西

一 边与双流县的自家，金花、通江、机投四乡接壤，所辖面积30多平方公里。截止1990年，全

乡有耕地23234亩，城乡人口共42139人。

簇桥乡地处川西平原，属天府腹心地带，境内共3条支渠，18条斗渠，引灌县都江堰的

江安河，走马河两渠之水，顺西北高、东南低地势，自流灌溉。

簇桥镇位于全乡中心，距成都约6公里，场镇全长1．6公里，面积1．t：q-方公里。此场呈

如船形，沿街店铺林立，多为木结构瓦房，犹存古镇风貌。

相传秦汉以来，锦城(成都)已为蜀锦生产的中心之地，而丝织品和蚕丝的交易，却多

在簇桥。随着丝绸交易市场的扩大，外地客商在簇桥镇上相继建立起一批会馆，如江西馆、

贵州馆，陕西馆、湖北馆等。与此同时，簇桥镇上先后建成一大批丝业作坊，单缫丝织锦的

就有上百家。在场镇中段，规模较大的丝店就有七八家。现在多数丝店旧舍尚存。

关于簇桥的得名，据资料记载，秦代此为笮人之地，河上架竹索桥，汉代称之为笮桥。

到了唐代，此地为蚕丝交易之大市，故将桥和场镇均称为蔟(蚕蔟)桥。到了清代初期，此

地的丝绸交易市场更加繁荣，便改“蔟力为搿簇一，取其繁荣集聚之意，由此，鼻簇桥"之

名沿用至今。 ．

簇桥作为场镇名，亦称簇锦镇。据《三国志》载·距城约20里有一乡镇，属民众的自由

．交易市场，称为簇锦镇。由于位于天府腹心之地，周围又盛产桑臁，人们自产自销于此，因

而与锦城齐名。远在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便提出“夷、邛，笮(指簇锦镇)可置郡，，，足

见其繁荣富庶之程度。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蜀川任职时，自江源(今属崇庆县)过双流簇桥

时，曾写有吟咏簇锦风物的诗句· “晓月有余光，秋时无浓影。野烟浩无际，坡路行愈永。

堰声何澎湃。露气正凄冷。忽然客愁破，更觉诗律整。扫

明清以来，簇桥场镇上先后建起一批庙宇，乡问基本村村有庙。场镇的庙宇规模较大，

如三圣宫，关帝庙，木鱼庙，儒林祠等。还兴建四五处供庙会唱戏的万年台。一批古建筑如

灵观楼，碑亭子也先后修建起来。

民国时期，簇桥场镇分属两县两乡管辖，场镇上以中栅子(，今邮政所一衡)为界，北首

为华兴场，属华阳县的华兴乡，南头为簇锦镇，属双流县的簇桥乡。1954年，华阳县撤销，华

兴乡合并于簇桥乡，属双流县管辖。1956年，乡镇合一，统称簇桥乡。1959年7月，簇桥公

社划归温江县，同年12月又划归成都市郊区。1960年4月，建立金牛区后，簇桥乡归属金牛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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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簇桥乡镇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近十多年来，全乡上下把主要力量集中在经

济建设上，兴办了一大批乡镇企业，村办企业，联合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商业，手工业，

家庭的种，养殖业，也有较大发展，连年取得较突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集体经济不

断壮大，人民生活日益提高。1988年至1990年，簇桥乡镇企业总产值连续超亿元。与此同

时，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可喜成绩。

(。叠盛世修志"，编写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传统。古人云· 搿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

郡国者以志为鉴。彦一个地区的地方志，是一个地区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有机组

成部分，是社会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具有“资治．教化、存史黟的功能，它还将为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为推进改革，开放，为本地区各项事业的进

步和繁荣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近些年来，簇桥人民越来越关心簇桥，热爱簇桥，希望自己的家乡日渐繁荣美好，而众

多中青年人因对家乡的过去缺乏了解而感憾意。不少干部群众迫切要求编纂一部全面而完整

地反映簇桥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自然、人文、社会等概貌的志书，为此， 《簇桥乡志》

很快酝酿编纂成书。

《簇桥乡志》记述了簇桥地区近八十年发展演变的概况，记载了从经济到社会等多方面

的史实。但是，因本地的志书年久未修，史料奇缺，加之此地区的历史源远流长，演变复

杂舢不少资料又无法搜集，只好本着。略古详今”的原则，尽可能展现历史原貌。为此，我

们力求傲到史事有据，数字准确。在表现手法上，寓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予一体，增强

可读性，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为一个簇桥的人，作为一个关心热爱簇桥而又对其缺乏了解的同志和朋友，读读这部

志书，将会大有裨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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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簇桥乡人民政府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 5 。



目 录

《簇桥乡志》编篡委员会⋯⋯⋯⋯⋯⋯⋯⋯⋯⋯⋯⋯⋯⋯⋯⋯⋯⋯⋯⋯⋯⋯⋯⋯⋯(1)

簇桥乡行政区划示意图⋯⋯⋯⋯⋯⋯⋯⋯⋯⋯⋯⋯⋯⋯⋯⋯⋯⋯⋯⋯⋯⋯⋯⋯⋯⋯(2)

簇桥乡，村沿革简图⋯⋯⋯⋯⋯⋯⋯⋯⋯⋯⋯⋯⋯⋯⋯⋯⋯⋯⋯⋯⋯⋯⋯⋯⋯⋯⋯(3)

‘(花团锦簇话簇桥》一一代序⋯⋯⋯⋯⋯⋯⋯⋯⋯⋯⋯⋯⋯⋯⋯⋯⋯”⋯⋯⋯⋯⋯·(t)
。

目录⋯⋯⋯⋯⋯⋯⋯⋯⋯⋯⋯⋯⋯⋯⋯⋯⋯⋯⋯⋯⋯⋯⋯⋯⋯⋯⋯⋯⋯⋯⋯⋯“’?“‘6)

凡例⋯⋯⋯⋯⋯⋯⋯⋯⋯⋯⋯⋯⋯⋯⋯⋯⋯⋯⋯⋯⋯⋯⋯⋯⋯⋯⋯⋯⋯⋯⋯⋯“·⋯(12)

大事记⋯⋯⋯⋯⋯⋯⋯⋯⋯⋯⋯⋯⋯⋯⋯⋯⋯⋯⋯“⋯⋯⋯⋯⋯⋯⋯⋯⋯⋯⋯⋯⋯‘(13)

附l部分重大史事⋯⋯⋯⋯⋯⋯⋯⋯⋯⋯⋯⋯⋯⋯⋯⋯⋯⋯⋯⋯⋯⋯⋯⋯⋯⋯“⋯·(26)

第一篇地理概貌

第一章位置，面积，人口和民族⋯⋯⋯⋯⋯⋯⋯⋯⋯⋯⋯⋯⋯⋯⋯⋯⋯⋯⋯⋯⋯(31)

第一节位置和面积⋯⋯⋯⋯⋯⋯⋯⋯⋯⋯⋯⋯⋯⋯⋯⋯⋯⋯⋯⋯⋯⋯⋯⋯一⋯·(31)

第二节人口，姓氏和民族⋯⋯⋯⋯⋯⋯⋯⋯⋯⋯⋯⋯⋯⋯⋯⋯⋯⋯⋯⋯⋯⋯⋯(31)

‘第三节人力资源⋯⋯⋯⋯⋯⋯⋯⋯⋯⋯⋯⋯⋯⋯⋯⋯⋯⋯⋯⋯⋯⋯⋯⋯⋯⋯”(34)
第四节驻乡单位，厂矿⋯⋯⋯⋯⋯⋯⋯⋯⋯⋯⋯⋯⋯⋯⋯⋯⋯⋯⋯⋯⋯⋯⋯⋯(35)

第五节台属和侨眷⋯⋯⋯⋯⋯⋯⋯⋯⋯⋯⋯⋯⋯⋯⋯⋯⋯⋯⋯⋯⋯⋯⋯⋯⋯⋯(36)

第二章地势，河流和气候⋯⋯⋯⋯⋯⋯⋯⋯⋯⋯⋯⋯⋯⋯⋯⋯⋯⋯⋯⋯⋯⋯⋯⋯(37)

第一节地势⋯⋯⋯⋯⋯⋯⋯⋯⋯⋯⋯⋯⋯⋯⋯⋯⋯⋯⋯⋯⋯⋯⋯⋯⋯⋯⋯⋯⋯(37)

第二节河流，灌溉⋯⋯⋯⋯⋯⋯⋯⋯⋯⋯⋯⋯⋯⋯⋯⋯⋯⋯⋯⋯⋯⋯⋯⋯“⋯‘(38)

第三节水碾⋯⋯⋯⋯⋯⋯⋯⋯⋯⋯⋯⋯⋯⋯⋯⋯⋯⋯⋯⋯⋯⋯⋯⋯⋯⋯⋯⋯⋯(38)

第四节气候和农时季节⋯⋯⋯⋯⋯⋯⋯⋯⋯⋯⋯⋯⋯⋯⋯⋯⋯⋯⋯⋯⋯⋯⋯⋯(39)

第五节土壤和土肥⋯⋯⋯⋯⋯⋯⋯⋯⋯⋯⋯⋯⋯⋯⋯⋯⋯⋯⋯⋯⋯⋯⋯⋯”⋯·(41)

第六节病虫害及其防治⋯⋯⋯⋯”：⋯⋯⋯⋯⋯⋯⋯⋯⋯⋯⋯⋯⋯⋯⋯⋯⋯⋯⋯(42)

第三章地名和交通⋯⋯⋯⋯⋯⋯⋯⋯⋯⋯⋯⋯⋯⋯⋯⋯⋯⋯⋯⋯⋯⋯一⋯⋯⋯⋯(43)
第一节地名⋯⋯⋯⋯⋯⋯⋯⋯⋯⋯⋯⋯⋯⋯⋯⋯⋯⋯⋯⋯⋯⋯⋯⋯⋯⋯⋯⋯⋯(43>

第二节交通和运输⋯⋯⋯⋯⋯⋯‘⋯⋯⋯⋯⋯⋯⋯⋯⋯⋯⋯⋯⋯⋯⋯⋯⋯⋯⋯⋯(45)

第三节电力、电讯、广播⋯⋯⋯⋯⋯⋯⋯⋯⋯⋯⋯⋯⋯⋯⋯⋯⋯⋯⋯⋯⋯⋯⋯(47)

第四章植 被⋯⋯⋯⋯⋯⋯⋯⋯⋯⋯⋯⋯⋯⋯⋯⋯⋯⋯⋯⋯⋯⋯⋯⋯!⋯⋯⋯”(48)

第一节花卉，竹木⋯⋯⋯⋯⋯⋯⋯⋯⋯⋯⋯⋯⋯⋯⋯⋯⋯⋯⋯⋯⋯⋯⋯⋯⋯⋯(48)

弟二节植树造林⋯⋯⋯⋯⋯⋯⋯⋯⋯⋯⋯⋯⋯⋯⋯⋯⋯⋯⋯⋯⋯⋯⋯⋯⋯⋯⋯(19)

第三节粮食作物⋯⋯⋯⋯⋯⋯⋯⋯⋯⋯⋯⋯⋯⋯⋯⋯⋯⋯⋯⋯⋯⋯⋯⋯⋯⋯⋯(50>

， 6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四节经济作物⋯⋯⋯．．．”⋯⋯叼Ⅵ”⋯⋯⋯⋯⋯⋯⋯⋯⋯⋯⋯⋯⋯⋯⋯⋯⋯(51)

第五章动物和家禽家畜⋯⋯⋯⋯⋯．．．_．．．⋯⋯⋯．．．⋯⋯⋯⋯．．．⋯⋯_⋯⋯⋯⋯⋯‘52>

第一节鸟类⋯．．．一_⋯¨⋯⋯⋯⋯_⋯⋯⋯⋯⋯⋯⋯⋯⋯．．．⋯．．．⋯．．．⋯⋯⋯⋯(52)

第二节．．鱼，虫类w?⋯⋯⋯w⋯．．．．．．”⋯．．．⋯⋯⋯⋯．．．”⋯⋯⋯⋯⋯⋯⋯⋯⋯”(52>

第三节．，家禽家畜一⋯⋯⋯⋯⋯⋯⋯⋯⋯⋯⋯⋯⋯⋯．．．⋯．．．．．．⋯⋯⋯⋯⋯⋯．．．⋯(53≥

第四节其它动物．⋯⋯⋯．．．⋯⋯⋯⋯⋯⋯⋯⋯．．．．．．．⋯⋯⋯?⋯⋯⋯⋯⋯⋯⋯一⋯⋯(54)

第六章环境的建设和保护_⋯⋯⋯⋯⋯⋯⋯⋯⋯⋯⋯⋯一心·”⋯⋯⋯⋯⋯⋯⋯“‘54)

第一节环境现状一?⋯⋯·????⋯⋯⋯⋯⋯⋯⋯⋯⋯⋯?⋯?⋯7．．．··??⋯一⋯⋯⋯⋯⋯·(54)

第二节．环境保护．???”⋯“?7．．．⋯⋯．．．?⋯⋯⋯⋯⋯．．．⋯⋯··?：?⋯⋯⋯⋯⋯“一⋯⋯·‘54)

第三节沼气建设⋯⋯⋯⋯⋯”⋯⋯⋯一⋯⋯7．．．⋯⋯．．．⋯⋯⋯⋯⋯⋯⋯⋯⋯⋯⋯(55)
’ ⋯‘．●． ． ·．

．．．。

一．
一 ⋯⋯ 第二篇建置沿革一⋯ 一，

第一章．．建国前的建罩”i⋯⋯⋯．．i⋯⋯⋯⋯⋯⋯⋯⋯”：⋯⋯⋯?“?⋯”．．．．⋯⋯⋯⋯⋯(57)，
第一节民国前的建置⋯⋯⋯⋯⋯⋯”?i⋯··?ii⋯·．⋯⋯⋯··!：⋯⋯⋯⋯⋯⋯⋯一⋯·(57>

第二节民国至新中国成立的建置⋯·■·7．⋯⋯⋯⋯?⋯⋯⋯”?!·：???·?⋯⋯⋯⋯⋯⋯(57)

第二章建国以来的簇桥乡建置·：：⋯⋯⋯：⋯⋯··：⋯⋯”：··：：：⋯⋯⋯⋯⋯·：⋯⋯⋯⋯·(59)

，第一节．人民公社化前的建置⋯⋯?·?⋯⋯?·：⋯：：⋯⋯⋯⋯·：：：⋯⋯⋯⋯⋯⋯⋯．．．⋯(59)

第二节人民公社建置⋯：·：⋯⋯⋯⋯⋯⋯⋯⋯⋯⋯⋯⋯?：：··?⋯·：⋯⋯⋯⋯⋯⋯⋯·(59)

第三节文革中的建置“!⋯⋯⋯⋯”：·!⋯··：：⋯⋯⋯··?·?⋯⋯⋯⋯⋯⋯一⋯⋯⋯⋯·(60)

第四节～文革以后的建置⋯⋯⋯⋯⋯⋯⋯⋯⋯?”???⋯?“???!!⋯⋯⋯⋯⋯⋯⋯⋯⋯·(61)

t
⋯ ⋯ ⋯‘ ⋯‘。

’’⋯．‘’。 i

·，．·第三篇政权设置⋯⋯ ⋯ ，

●’’’●
’。 ’’⋯●‘‘。 ’‘⋯

第一章乡、村政权设置⋯·!：⋯·!·j．．⋯·：：⋯·：：·：⋯··：··：·：“：·：⋯：：：⋯⋯⋯⋯⋯⋯⋯⋯(63>

第一节，民国年间简况··!⋯⋯”：：⋯⋯·?·：⋯：：⋯··?⋯⋯⋯··：：：：··：：⋯⋯⋯⋯⋯⋯⋯(63)
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一(65)
第三节乡机关机构设置⋯⋯⋯，⋯⋯·⋯⋯⋯⋯⋯⋯⋯⋯⋯⋯⋯⋯⋯⋯⋯⋯⋯⋯“(72)

．． 第四篇·政 治⋯ ·

⋯ ● ⋯ ⋯ ⋯_1’+’

第一章政 ．党⋯w⋯⋯⋯⋯⋯一⋯．．r⋯⋯⋯⋯．．．⋯“⋯．．．“?⋯⋯⋯⋯⋯⋯⋯⋯一‘75)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75)

第二节簇桥乡党组织⋯!：：⋯⋯⋯·：⋯⋯⋯：：：·：：：⋯⋯⋯⋯⋯?：?⋯⋯‘?⋯⋯⋯⋯⋯·(75>

第二章政．．权¨．⋯：：⋯·：：⋯⋯⋯⋯⋯·?⋯·???：：：?·：⋯一?⋯⋯⋯⋯?⋯‘?⋯⋯⋯⋯⋯⋯(81)
第一节

第二节

人民代表⋯⋯⋯⋯：⋯⋯⋯”：⋯⋯??：··?⋯··?：：⋯⋯·?：??：⋯⋯⋯⋯⋯⋯⋯⋯‘81)

人民代表大会．．．⋯⋯．．．⋯．．．⋯w⋯．．．⋯⋯⋯”i：’二口⋯·。?：：⋯⋯··”⋯⋯⋯(

· 7 ·



第三节乡政府⋯⋯⋯⋯⋯⋯⋯⋯：⋯：：：··：：··：·j．．．⋯⋯；⋯⋯⋯⋯⋯⋯⋯⋯⋯j⋯⋯(82)

第三章／政 法⋯⋯⋯⋯⋯⋯⋯⋯“⋯⋯⋯⋯⋯一⋯⋯⋯⋯⋯““⋯⋯⋯⋯⋯⋯⋯·(84)

第一节民政⋯⋯⋯⋯⋯⋯⋯⋯⋯⋯⋯；⋯⋯⋯⋯÷：；⋯⋯⋯⋯⋯⋯⋯⋯⋯⋯⋯⋯·(84)
第二节1治安，司法⋯⋯⋯⋯⋯⋯⋯“j⋯⋯⋯⋯⋯⋯⋯⋯⋯⋯⋯⋯⋯⋯⋯⋯⋯”(85)

第四章群众团体⋯⋯⋯⋯⋯⋯⋯⋯⋯⋯“：⋯⋯o⋯⋯⋯⋯⋯⋯⋯⋯⋯⋯⋯⋯⋯⋯(87)

第一节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小⋯⋯⋯⋯⋯⋯⋯⋯⋯“一⋯一⋯·(87)

’第二节贫下中农协会⋯⋯⋯⋯⋯⋯⋯⋯⋯⋯⋯⋯⋯⋯⋯⋯⋯⋯⋯⋯⋯⋯⋯⋯⋯(88)

第三节妇女联合会⋯⋯⋯⋯⋯⋯⋯⋯。山；o⋯⋯⋯⋯⋯⋯⋯⋯⋯⋯⋯⋯⋯⋯”(88)

第四节工会及其他协会⋯⋯⋯⋯⋯⋯⋯⋯⋯⋯⋯⋯⋯⋯⋯⋯⋯⋯⋯⋯⋯⋯⋯⋯(89)

第五节’中国少年先锋队⋯⋯⋯⋯⋯⋯⋯⋯⋯⋯⋯“⋯⋯⋯⋯⋯⋯⋯⋯·一⋯⋯⋯·(90)

第五章军 事⋯⋯⋯⋯⋯⋯⋯⋯⋯⋯⋯⋯⋯⋯⋯⋯⋯⋯⋯⋯⋯⋯⋯⋯⋯⋯⋯⋯(92)

第一节兵役⋯⋯⋯⋯⋯⋯⋯⋯⋯”⋯⋯⋯⋯⋯⋯⋯⋯⋯⋯⋯⋯⋯⋯⋯⋯⋯⋯⋯(92)

第二节地方武装⋯⋯⋯⋯⋯⋯⋯⋯⋯⋯⋯⋯⋯⋯⋯⋯⋯⋯⋯⋯⋯⋯⋯⋯⋯⋯⋯(94)

第六章文化大革命1⋯⋯⋯⋯⋯⋯⋯⋯⋯⋯⋯⋯⋯⋯⋯⋯⋯⋯⋯⋯一一⋯⋯⋯⋯⋯(96)
第一节文化大革命前夕⋯⋯⋯⋯⋯⋯⋯⋯⋯·：：⋯⋯⋯⋯⋯⋯⋯⋯⋯⋯⋯⋯⋯⋯(96)

第二节组织机构⋯⋯⋯⋯⋯⋯⋯⋯⋯⋯⋯⋯⋯⋯⋯⋯⋯⋯⋯⋯⋯⋯⋯⋯⋯⋯⋯(97>

第三节文革中的主要活动⋯⋯⋯⋯⋯⋯⋯⋯⋯⋯⋯⋯⋯⋯⋯⋯⋯⋯⋯⋯⋯⋯⋯(97)

第四节文化大革命结束⋯⋯⋯⋯⋯⋯⋯⋯⋯⋯⋯⋯⋯⋯⋯⋯·@e BOO·@o⋯⋯⋯．．．⋯(99)

第七章精神文明⋯⋯⋯⋯⋯⋯⋯⋯⋯⋯⋯⋯⋯⋯⋯⋯⋯⋯⋯⋯⋯⋯⋯⋯⋯⋯⋯⋯(100)

第一节建国初农民积极分子⋯⋯⋯⋯⋯⋯⋯⋯⋯⋯⋯⋯⋯⋯⋯⋯⋯⋯⋯⋯⋯⋯(100)

第二节出席市劳模大会⋯⋯⋯⋯·。⋯⋯⋯⋯⋯⋯⋯⋯⋯⋯⋯⋯⋯⋯⋯⋯⋯⋯⋯”(102)

第三节农业学大寨的先进者⋯⋯⋯⋯⋯⋯⋯⋯⋯⋯⋯⋯⋯⋯⋯⋯⋯⋯⋯⋯⋯⋯(103)

第四节文明单位⋯⋯⋯⋯⋯··一“一⋯⋯⋯⋯⋯⋯⋯⋯⋯⋯⋯⋯⋯⋯⋯⋯⋯⋯⋯·(104)

第五节 “三户弦评选情况⋯⋯⋯⋯⋯⋯⋯⋯⋯⋯⋯⋯⋯⋯⋯⋯⋯⋯⋯e e C@@⋯⋯(104)

第六节一军民共建设施⋯⋯⋯⋯⋯⋯⋯”jj·j⋯⋯⋯⋯⋯⋯”j”j⋯⋯⋯⋯⋯⋯⋯·(105)
第七节’荣誉受奖⋯⋯⋯⋯⋯⋯：⋯⋯·j⋯⋯jjj··j⋯⋯⋯⋯⋯⋯⋯⋯⋯⋯⋯⋯⋯⋯(105)

第五篇经⋯济

第一章农 业⋯⋯⋯⋯⋯⋯⋯⋯⋯⋯”～⋯⋯⋯⋯⋯⋯⋯⋯⋯⋯⋯⋯⋯⋯⋯一(107)
第一节土地制度及生产组织⋯⋯⋯⋯⋯⋯⋯⋯⋯⋯⋯⋯⋯⋯⋯⋯⋯⋯⋯⋯⋯⋯(107)

第二节粮油生产⋯⋯⋯⋯．．．⋯⋯⋯⋯⋯⋯．．．⋯⋯⋯⋯⋯⋯⋯⋯⋯ij_⋯⋯⋯⋯·(111)

第三节‘种植业⋯⋯⋯．．．⋯⋯而··j⋯⋯⋯⋯“一‰·jj⋯⋯⋯⋯⋯⋯⋯⋯⋯⋯·“⋯·(115) ·

第四节养殖业⋯⋯⋯⋯_⋯⋯⋯⋯⋯⋯⋯⋯⋯⋯⋯⋯⋯⋯⋯⋯⋯⋯⋯⋯⋯⋯⋯(116)

第五节多种经营⋯⋯⋯⋯⋯⋯⋯⋯⋯⋯⋯⋯⋯⋯⋯⋯⋯⋯⋯⋯⋯⋯⋯⋯⋯⋯．．．(121)

第六节专业户··：⋯⋯··j⋯j⋯⋯⋯··j；j⋯⋯·：j j：：··：·；j：i：·j⋯⋯⋯⋯⋯⋯⋯⋯⋯⋯·(123)

第七节农业机械⋯’·j··j⋯⋯·’j⋯⋯⋯⋯⋯“··“i⋯··?”?⋯··j⋯⋯⋯⋯⋯⋯⋯⋯”(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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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工 业⋯⋯⋯⋯⋯⋯⋯⋯⋯⋯⋯⋯⋯⋯⋯⋯⋯⋯⋯⋯⋯⋯⋯⋯⋯⋯⋯⋯(127>

第一节建国前工业概况⋯⋯⋯⋯o⋯⋯⋯⋯⋯⋯⋯⋯⋯⋯⋯⋯⋯⋯⋯⋯⋯⋯⋯·(127)

第二节建国后工业简况⋯⋯⋯⋯⋯⋯⋯⋯⋯⋯⋯⋯⋯⋯⋯⋯⋯⋯⋯⋯⋯⋯⋯⋯(127)

第三节飞速发展的乡镇企业⋯⋯⋯⋯⋯⋯⋯⋯⋯⋯⋯⋯⋯⋯⋯⋯’⋯⋯⋯⋯⋯⋯(128)

第三章商 业⋯⋯⋯⋯⋯⋯⋯⋯⋯⋯⋯⋯⋯⋯⋯⋯⋯⋯⋯⋯”一⋯⋯⋯⋯⋯⋯“(133)

第一节建国前的商业⋯⋯⋯⋯⋯⋯⋯⋯⋯⋯⋯⋯⋯⋯⋯⋯⋯⋯⋯⋯⋯⋯⋯⋯⋯(133)

第二节建国初的商业⋯⋯⋯⋯⋯⋯⋯⋯⋯⋯⋯⋯⋯⋯⋯⋯⋯⋯⋯⋯⋯⋯⋯⋯⋯(134)

第三节公私合营⋯⋯⋯⋯⋯⋯⋯⋯⋯⋯⋯⋯⋯⋯⋯⋯⋯000ooe⋯⋯二⋯一⋯⋯．．．⋯(134)

第四节供销合作社⋯⋯⋯⋯⋯OeU·Be⋯⋯⋯⋯⋯⋯⋯⋯⋯⋯⋯⋯⋯⋯⋯⋯⋯⋯⋯(135)

第五节乡，村及个体商业⋯⋯”⋯⋯⋯⋯⋯⋯⋯⋯⋯⋯⋯⋯⋯⋯⋯⋯⋯⋯⋯⋯·(137>

第六节簇桥综合市场⋯⋯⋯⋯⋯⋯⋯⋯⋯⋯⋯⋯⋯⋯⋯⋯⋯⋯⋯⋯⋯⋯⋯⋯⋯(139)

第四章经济状况⋯⋯⋯⋯⋯⋯⋯⋯⋯⋯⋯⋯⋯⋯⋯⋯⋯⋯⋯⋯⋯⋯⋯⋯⋯⋯⋯‘⋯(139>

第一节乡镇企业产品⋯⋯⋯⋯⋯⋯⋯j⋯⋯⋯⋯⋯⋯⋯⋯⋯⋯⋯⋯⋯⋯⋯”一⋯·(139)

第二节农，副、工总收入⋯⋯⋯⋯⋯⋯⋯··j⋯：jj⋯⋯⋯⋯⋯⋯⋯⋯⋯⋯⋯⋯⋯(141>

第三节九。年企业总收入⋯⋯⋯”⋯⋯⋯⋯⋯⋯⋯⋯⋯一⋯⋯⋯⋯⋯⋯⋯⋯⋯·(141)

第阻节经营层次和农民所得⋯⋯⋯⋯⋯⋯⋯⋯⋯⋯⋯⋯⋯⋯⋯⋯⋯⋯．．．⋯⋯⋯(142)

第五节收益分配⋯⋯⋯”j⋯⋯⋯⋯⋯⋯⋯⋯⋯⋯⋯⋯j⋯··jj·’⋯⋯⋯⋯⋯⋯⋯⋯(142>

第六节经济生活⋯⋯⋯⋯⋯⋯⋯⋯⋯⋯⋯⋯⋯⋯⋯⋯⋯⋯⋯⋯··j．．．O 0 0,OOO⋯⋯⋯(144)

第五章税务，财政和金融⋯”：⋯⋯⋯⋯⋯⋯⋯⋯j⋯⋯⋯⋯⋯⋯⋯⋯⋯⋯⋯⋯⋯”(147)

第一节税务⋯⋯⋯⋯⋯⋯⋯⋯⋯⋯⋯⋯⋯⋯⋯⋯⋯⋯⋯⋯：·：⋯⋯⋯⋯⋯⋯⋯⋯(147)

第二节财政⋯⋯⋯⋯⋯⋯⋯⋯⋯⋯⋯⋯⋯⋯⋯⋯⋯⋯⋯⋯⋯⋯⋯⋯·⋯⋯⋯⋯·(148)
第三节金融⋯⋯⋯⋯⋯⋯⋯D00 0Be⋯⋯⋯⋯⋯⋯⋯··j⋯⋯⋯⋯⋯”：⋯⋯⋯⋯⋯⋯(149)

第六篇文 化

第一章古迹文物⋯⋯⋯⋯⋯⋯⋯⋯⋯⋯⋯⋯⋯⋯⋯⋯⋯⋯⋯⋯⋯⋯⋯⋯⋯⋯⋯⋯(153>

第一节古寺庙⋯⋯⋯⋯⋯⋯⋯⋯⋯⋯⋯⋯”⋯⋯⋯⋯⋯⋯⋯⋯⋯⋯⋯⋯⋯⋯⋯(153)
第二节古建筑⋯⋯⋯⋯⋯⋯⋯⋯⋯⋯⋯⋯⋯⋯⋯⋯⋯⋯⋯⋯⋯⋯⋯⋯⋯⋯⋯⋯(154)

第三节古墓葬⋯⋯⋯⋯⋯⋯⋯⋯⋯⋯⋯⋯⋯⋯⋯⋯⋯⋯⋯⋯⋯⋯⋯⋯⋯⋯⋯⋯(155)

第四节古遗址⋯⋯⋯⋯⋯⋯⋯⋯⋯⋯⋯⋯⋯⋯⋯⋯⋯⋯⋯⋯⋯⋯⋯⋯⋯⋯⋯⋯(155)

第五节丝店⋯⋯⋯⋯⋯⋯⋯⋯⋯⋯⋯⋯⋯⋯⋯⋯⋯⋯⋯⋯二⋯o·：⋯⋯⋯⋯⋯⋯(156)

第六节会馆⋯⋯⋯⋯⋯⋯⋯⋯⋯⋯⋯⋯⋯⋯⋯⋯：o。⋯一⋯⋯⋯⋯⋯⋯⋯⋯”(156)
第七节万年台⋯⋯⋯；⋯⋯j⋯_：；”；：：⋯⋯⋯⋯⋯；⋯⋯一⋯⋯⋯⋯⋯⋯⋯⋯⋯⋯(157)

第八节旧时楹联⋯⋯⋯⋯⋯⋯⋯⋯“⋯÷⋯⋯“厶⋯⋯⋯小⋯⋯⋯⋯⋯⋯⋯⋯”(157>

第九节烈士墓⋯⋯⋯⋯⋯⋯⋯⋯⋯⋯i⋯⋯⋯⋯⋯。；；⋯⋯⋯⋯⋯⋯⋯⋯⋯⋯”(158)
第十节民间文物收藏⋯；．．二⋯⋯⋯⋯二⋯⋯⋯·⋯⋯二⋯⋯⋯。⋯⋯⋯⋯⋯⋯⋯⋯”(159>

第二掌群众文化。⋯⋯““⋯⋯m⋯“⋯⋯．．．⋯；；；；小；；⋯；．．．o；⋯．．．⋯··⋯⋯⋯⋯·(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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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民间艺人⋯⋯⋯⋯⋯⋯⋯“⋯⋯⋯⋯⋯⋯⋯⋯⋯⋯⋯⋯⋯⋯⋯⋯⋯⋯⋯(159)t
民间文艺活动⋯⋯⋯⋯⋯⋯⋯⋯⋯⋯⋯⋯⋯．．．⋯⋯⋯⋯⋯⋯⋯⋯⋯⋯⋯(160)

文化机构设施¨⋯⋯⋯⋯⋯⋯⋯⋯⋯。?7．⋯⋯⋯⋯⋯⋯⋯⋯⋯⋯⋯⋯⋯⋯’(160)

体育活动⋯⋯⋯⋯⋯⋯．．．．⋯⋯⋯⋯⋯⋯⋯⋯⋯⋯⋯⋯⋯⋯⋯⋯⋯一⋯⋯(161)

文艺创演及新闻宣传⋯⋯⋯⋯⋯⋯⋯⋯⋯⋯⋯⋯⋯⋯⋯⋯⋯⋯⋯⋯⋯⋯(16t)

电影放映⋯⋯⋯⋯⋯⋯⋯⋯⋯⋯⋯⋯⋯⋯⋯⋯⋯⋯⋯⋯⋯⋯⋯⋯⋯⋯⋯(162>

川剧活动⋯⋯⋯⋯⋯⋯⋯⋯⋯⋯⋯⋯⋯⋯⋯⋯⋯⋯⋯⋯⋯⋯⋯⋯⋯⋯⋯(162)

书法活动⋯⋯⋯”?⋯⋯⋯⋯⋯⋯⋯⋯⋯⋯⋯⋯⋯·?⋯⋯⋯⋯⋯⋯⋯⋯⋯’(163)

第七篇教．．．育

笫一章建国前的教育⋯⋯⋯“⋯⋯⋯⋯⋯⋯⋯⋯⋯⋯⋯⋯⋯⋯⋯⋯⋯⋯⋯⋯⋯⋯·(165)

第一节教育概况⋯⋯⋯⋯⋯⋯⋯⋯“?⋯⋯”?⋯⋯⋯⋯⋯⋯⋯⋯⋯⋯⋯⋯⋯⋯⋯(165)

第二节私塾⋯⋯⋯⋯⋯⋯⋯⋯⋯?⋯⋯⋯⋯⋯⋯’i⋯⋯⋯⋯⋯⋯⋯⋯⋯⋯⋯⋯⋯(165)

第三节簇锦镇小学⋯⋯⋯⋯⋯⋯⋯⋯⋯⋯⋯⋯⋯⋯⋯⋯⋯⋯⋯⋯⋯⋯⋯⋯⋯⋯(167)

第四节华兴乡小学⋯⋯⋯”⋯⋯⋯⋯j。⋯．．7．⋯⋯⋯⋯⋯⋯⋯⋯⋯⋯⋯⋯⋯⋯⋯⋯(167)

第二章建国后的教育⋯⋯⋯⋯⋯⋯⋯⋯⋯⋯⋯⋯⋯⋯⋯⋯”⋯⋯⋯⋯⋯⋯⋯⋯⋯·(168)

第一节办学方式⋯⋯“·??⋯⋯⋯⋯⋯⋯⋯⋯⋯⋯⋯⋯⋯⋯⋯⋯⋯⋯⋯⋯⋯⋯⋯‘(168)

第二节学制设置⋯⋯⋯⋯⋯⋯⋯⋯⋯⋯⋯⋯⋯⋯⋯eOQO@4⋯⋯⋯⋯“⋯⋯⋯⋯⋯。(169>

第三节扫盲⋯⋯⋯⋯⋯⋯⋯⋯⋯⋯·?：⋯⋯⋯⋯⋯⋯⋯⋯⋯⋯“⋯⋯⋯⋯⋯⋯⋯‘(169)

第四节幼儿教育·：：⋯⋯．．．⋯⋯··：”?·：：·．．．⋯⋯⋯·?⋯⋯⋯⋯⋯⋯⋯⋯⋯⋯⋯⋯⋯(170)

第五节小学教育⋯⋯⋯⋯⋯⋯⋯⋯⋯⋯⋯⋯⋯⋯⋯”!⋯⋯⋯⋯⋯⋯⋯⋯⋯⋯⋯(170)

第六节中学教育⋯⋯⋯⋯⋯⋯⋯⋯⋯⋯⋯⋯⋯⋯⋯⋯⋯⋯⋯⋯⋯⋯⋯⋯⋯⋯⋯(172)

第七节民办教育⋯⋯⋯⋯⋯⋯⋯⋯⋯⋯⋯⋯⋯⋯⋯⋯⋯⋯⋯⋯⋯⋯⋯⋯⋯⋯⋯(173)

第八节其他学校⋯⋯⋯⋯⋯⋯⋯⋯⋯⋯⋯⋯⋯⋯⋯⋯⋯⋯⋯⋯⋯⋯⋯⋯⋯⋯⋯(173)

第九节教育管理机构，⋯”?⋯⋯．．．⋯⋯⋯．．．⋯⋯⋯⋯⋯⋯⋯⋯⋯⋯⋯⋯⋯⋯⋯⋯(174>

第十节文革十年教育⋯⋯⋯⋯⋯⋯⋯⋯⋯⋯臀．．．⋯⋯⋯⋯⋯⋯⋯⋯⋯⋯⋯⋯⋯(174)

第八篇医疗卫生及计划生育

第一章医疗卫生⋯．．．⋯⋯⋯⋯⋯⋯⋯⋯．．．⋯⋯⋯⋯⋯⋯⋯⋯⋯⋯⋯⋯⋯⋯⋯⋯⋯(177)

第一节建国前的医疗状况⋯⋯⋯⋯⋯．．．⋯⋯⋯⋯⋯⋯⋯⋯⋯⋯⋯．．．⋯⋯⋯⋯⋯(177)

第二节建国后卫生事业的发展．⋯⋯⋯⋯⋯⋯⋯⋯⋯⋯⋯⋯⋯⋯⋯⋯⋯⋯⋯⋯⋯(178)

第三节卫生院体制⋯⋯⋯⋯⋯⋯⋯⋯⋯．．．⋯⋯⋯⋯⋯⋯⋯⋯⋯⋯⋯⋯⋯⋯⋯⋯(178)

第四节地方病，传染病防治⋯．．．⋯⋯⋯．．．”⋯⋯⋯⋯叫．．．⋯⋯⋯⋯⋯⋯⋯⋯⋯t(1 7=9)

第五节妇幼保健⋯⋯⋯⋯⋯⋯⋯⋯⋯”⋯⋯⋯⋯⋯⋯．．．⋯⋯⋯⋯⋯⋯⋯⋯⋯⋯·(180)

第六节合作医疗．．．⋯．．．”⋯⋯⋯⋯⋯一⋯⋯⋯⋯⋯．．．⋯⋯⋯⋯⋯⋯⋯⋯⋯⋯一”(181)



●

第七节爱国卫生运动⋯⋯⋯⋯⋯⋯⋯⋯⋯⋯⋯⋯⋯⋯⋯．．．m⋯⋯⋯“⋯”⋯⋯“(181)

第八节簇桥卫生院历届负责人⋯⋯⋯⋯⋯⋯⋯⋯⋯⋯ooeOee⋯⋯⋯⋯⋯“”¨⋯⋯(182)

第二章计划生育⋯⋯⋯⋯⋯⋯⋯·¨．．．⋯⋯⋯⋯⋯⋯⋯⋯⋯⋯⋯⋯⋯⋯⋯⋯⋯⋯⋯(183)

第一节计划生育机构设置与管理⋯⋯⋯⋯⋯⋯⋯⋯⋯⋯⋯⋯⋯⋯⋯⋯⋯⋯⋯“·(183)

第二节计划生育工作成效⋯⋯⋯⋯⋯⋯⋯．．．⋯⋯⋯⋯⋯⋯⋯⋯⋯⋯⋯⋯⋯⋯⋯(183)

第九篇社 会

第一章风俗习惯⋯⋯⋯⋯⋯⋯⋯⋯⋯⋯⋯⋯”．．．⋯⋯⋯⋯⋯⋯⋯⋯⋯⋯⋯⋯⋯⋯·(187>

第一节婚嫁⋯⋯⋯⋯⋯⋯⋯⋯⋯⋯⋯⋯⋯⋯⋯⋯⋯⋯⋯⋯⋯⋯⋯⋯⋯⋯⋯⋯⋯(187)

第二节丧葬⋯⋯⋯⋯⋯⋯⋯⋯⋯oooo$f⋯⋯“⋯⋯⋯⋯⋯⋯⋯⋯⋯⋯⋯⋯⋯⋯⋯·(188)

第三节祝寿，贺生日⋯⋯⋯⋯⋯⋯⋯⋯⋯．．．⋯⋯⋯⋯⋯⋯⋯“?“⋯⋯⋯一⋯⋯一(189)

第四节祭祀⋯⋯⋯⋯⋯⋯⋯⋯⋯⋯⋯⋯⋯⋯⋯⋯⋯⋯⋯⋯⋯⋯⋯⋯⋯”⋯⋯⋯(189)
第五节主要陋习⋯⋯．．．⋯⋯⋯⋯⋯⋯⋯⋯⋯⋯⋯⋯⋯⋯⋯⋯⋯⋯·”⋯⋯⋯⋯”(190)

第二章传统节日⋯⋯⋯⋯⋯⋯⋯⋯⋯⋯⋯⋯⋯⋯⋯⋯⋯⋯⋯⋯⋯⋯⋯⋯⋯⋯⋯⋯(191)

第一节国家法定节日⋯⋯⋯⋯⋯⋯⋯⋯⋯⋯．．．⋯⋯⋯“⋯⋯⋯⋯⋯⋯“～⋯⋯”(191)

第二节传统节日⋯⋯⋯⋯oo···4LeBe 4Jr00⋯⋯OOO 4DO e OO·mJl⋯”·OOO·BO⋯⋯“⋯⋯⋯⋯⋯⋯·(193)

第三节其它节日，集会⋯⋯⋯⋯⋯⋯·⋯⋯⋯⋯⋯⋯⋯⋯⋯"⋯⋯⋯⋯⋯⋯”⋯(193)

第三章饮食服饰⋯⋯⋯⋯⋯oo e ooe⋯⋯⋯⋯⋯⋯⋯⋯⋯⋯⋯⋯⋯⋯一⋯⋯⋯⋯⋯⋯(194)
第一节饮食⋯⋯⋯⋯⋯⋯⋯⋯⋯⋯⋯⋯⋯⋯⋯⋯⋯⋯⋯”⋯⋯⋯⋯⋯⋯⋯⋯⋯·(194)

第二节服饰⋯⋯⋯⋯⋯⋯⋯⋯⋯．．．⋯⋯⋯⋯⋯⋯⋯⋯⋯⋯⋯⋯⋯⋯⋯⋯⋯⋯⋯(19,5)

第四章方言歇后语及其它语言⋯⋯⋯一⋯⋯⋯⋯⋯⋯⋯⋯⋯⋯⋯⋯⋯⋯⋯⋯⋯⋯(197>

第一节发音习惯⋯⋯⋯⋯⋯⋯⋯⋯⋯⋯⋯⋯⋯⋯⋯⋯⋯⋯⋯⋯⋯⋯⋯⋯⋯⋯⋯(197)

第二节歇后语⋯⋯⋯⋯⋯⋯⋯⋯⋯⋯⋯⋯⋯⋯⋯⋯⋯⋯⋯⋯⋯⋯⋯”⋯⋯⋯⋯·(198)

第三节谚语⋯⋯⋯⋯⋯⋯⋯⋯⋯⋯⋯⋯⋯⋯⋯⋯⋯⋯⋯⋯“⋯⋯⋯⋯⋯⋯⋯⋯·(200)

第四节方言⋯⋯⋯⋯⋯⋯⋯⋯⋯⋯⋯⋯⋯⋯⋯⋯⋯⋯⋯⋯⋯⋯⋯⋯⋯⋯⋯⋯～(201)

第五节童谣⋯⋯⋯⋯⋯⋯⋯⋯⋯⋯⋯⋯⋯⋯⋯⋯⋯⋯⋯⋯⋯⋯⋯⋯⋯⋯⋯⋯⋯(207)

第十篇人 物

第一章人物表⋯⋯⋯⋯⋯V⋯⋯⋯⋯⋯⋯⋯⋯⋯⋯⋯⋯⋯⋯⋯⋯⋯⋯⋯⋯⋯⋯。(211)

第一节党政企业领导干部名录⋯⋯⋯⋯⋯⋯⋯⋯⋯⋯⋯⋯⋯⋯⋯⋯⋯⋯⋯⋯⋯(211)

第二节专家学者名录⋯”⋯⋯⋯⋯⋯⋯⋯⋯⋯⋯⋯⋯⋯⋯⋯⋯⋯⋯⋯⋯⋯⋯⋯。(212)

第三节专业学会人员⋯⋯⋯⋯⋯⋯⋯⋯“⋯⋯⋯⋯⋯⋯⋯⋯⋯⋯⋯⋯⋯⋯⋯⋯‘(213)

第四节大专毕业生⋯⋯⋯⋯⋯⋯⋯⋯⋯⋯⋯⋯⋯⋯⋯⋯⋯⋯⋯⋯⋯⋯⋯⋯⋯⋯(214>

第五节先进模范人物⋯⋯⋯⋯⋯⋯⋯⋯⋯⋯⋯⋯⋯⋯⋯⋯⋯⋯⋯⋯⋯⋯⋯⋯⋯(217)

第二章烈士英名录。⋯⋯⋯⋯⋯⋯⋯⋯⋯⋯⋯⋯⋯⋯⋯⋯⋯⋯⋯⋯⋯⋯⋯⋯⋯⋯⋯(217)

J旨 记．．．．．．⋯．．t⋯．．．'．t·一，．，．．．"t⋯，··⋯．．．⋯．tt．．．”t．．Ⅲ”t．．m．．．⋯t．．?⋯””“”⋯(219)



凡 例

一，《簇桥乡志》上下年限

((簇桥乡志》编纂的内容，大体上起民国初年，下至建国以后的1990年，辑集簇桥乡的

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风情等方面的史料，少数史事因上连下续关系，不受此限。

二，((簇桥乡志》体例
⋯

1．用记，录，图、表，注五种体例。表包括一览表，调查表，情况简表等。图有照片，

分布图，示意图、演变简图等。有些必要的解释j写在括号内。
1 2．人物传记坚持生不立传的原贞《，对起较重大作用的已故历史人物，仅作简略记述。对

现代“人名录刀，根据材料收集情况，仅作简要介绍。

三、收集范围

因簇桥乡具有“两乡(县)共镇’’的特点，故《簇桥乡志》收录的民国时期和簇桥乡划

归成都市金牛区所辖以前的事件，均属双流县、华阳县所辖时的部分资料。

四，称谓
。

1．(<簇桥乡志》记载历史事件中涉及到的地名，人名’，以彼时彼地的称谓为主，若古今

地名不相同时，在括号内注清楚。人名，只直写姓名，不写字，号，不带褒贬称谓，如“伪

政府”等。
’ ‘’ ⋯

2．((簇桥乡志》中的物具名称和名词术语，一律用今称。除引用原文外，不再用历史旧

名。

五、区划说明
’ ”

’

1990年9月，成都市五区规划时，簇桥乡由金牛区划属武侯区，故少数史实归属武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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