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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观耷鉴古。蛙往开来。

箱置《花美镇镇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也是垒镶人

甓多年来的共佩羼望．我们从1986年6月开始。历时一年霉二十用，

于1987年8月镇审定稿，它是花蓑镇有史以来第一部地方史志。!

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力求展现花蒙古往今来的悠久历

史爱美丽的河山，丰富的资源．烂灿的文化，荟革的人物，乌克兰前夔

稚，四通八达的变通 特别是建国后的三十多年来．天变、地变、

^也变，^氏的社会地位．生活水平都在变，新人、新事、新风尚倍

出，逐渐汇成时代的乐章。因此，立足当代回顾过去．放眼未来I较

全面地记述了花茇镇的历史和^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经

济、文化、风土民俗 等。但是由于史料有的年代久远，难于回

忆；有的资科不垒．无从查考；有的众说不一，颇费推断。加以各方

面条件有限，故遗漏、错误、在所难免，敬祈补克和指正。

这次志书的编成．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县志办公室的同志

具体指导．金镇^民的大力支持，编写^员辛勤的劳动下编写出来

的。它为广大干部和群众了解花蓑，建设花蓑提供了丰富的史窭和依

据．在此，我代表花茇镇党委、政府致以衷心的感谢，

中共安县花茇镇委员告书记刘蔑先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日



编 写 说 明

一、本志按篇、章、节、目四个级次排列。全志书共9篇，27

章，75节，99目，约计1 4万字。共分五大类： (一)概述； (二)大

事记； (三)专志(集镇建置、经济建设、党政建设、文教卫生、社

会风情)； (四)人物； (五)传说杂记。

二、遵循“详今略古”，内容重在近代部分的记叙。时限原则上

起于辛亥革命(191 1年)，止于1985年，但必须追述者，可有超过上

限；必须延伸者，可有到搁笔为止。

三、本志对历史纪年用当时通用记法，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

对地名用当时名称，在括号内加注今地名；必要时叙述今地名也加注

旧地名。

四、同一件事，人物在篇章中需要交错互见时，采取各有侧重，

生不列传，尽量避免重复，名人录为县团级和大学以上学历者。

五、本志以文字记叙为主，并充分使用图表，图集列在卷首，说

明和表格分别附各篇有关正文之中。

六、编写原jH,0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尊重史

实，秉笔直书，详今略古，突出地方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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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菝镇志》编写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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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豢镇解放后城区示意图 图1





图一花茨古为“益昌县”，县址设现“官斗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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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中国共产党

安县花菱镇
委员会驻地

图四先林大桥



图五抗日女英雄——

刘稚林(又名刘景舫)

图六农贸市场内的

古皂角树



七

一九七三年在花茇出土的

宋代芙蓉花瓣金碗

图八花蓑镇回民教堂I{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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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天官水缸

图十瑶池古雪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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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花菱花猪



图十三海灯法师曾习武之地1I

图十四花茨预制厂JI拉丝车间



图十五花菱中学校

图十六百岁老人II张罗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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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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