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绵染犬

1

／

；：
二1



灌县柳街乡

内部发行

灌县柳街乡志编写组

一九八二年十月

士
．I曲



图 例

镊场镇，籼一公给
O 火像驻地⋯一 机耕遭

县 脊N河流
社 界弋T 丈．斗渠
火敢．释VY 原有集系

1：3 0000

楮邻茴亍改区沃J图

犷、。／．．

。瞧嘭矽。 ，-～·～．一

泰

液
，．．：

Z

f

公．．“．礁
／··一， II

少? ＼二

《
．．

)垃．

／

厂

吖土

帖

四角

＼＼斗

纤LU毒

沿

动汪
．，

去
。≮

社

＼马

胬
、 k

飞：j
夼 ＼■-．√

＼，J、躞戴夕

河 -强鬟
f＼

r、，t

‘≮督

河

)

I∥
／’ I|



再
：

“以铜为鉴可整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为了总结历史绎

验，提供历史借鉴资料；了解柳街的过去，建设柳街的今天，更好

地规划柳街的未来；并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我'fi'l

编写了《柳街乡志》。

辛亥革命到现在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我们经历了民国十余年

间军阀混战的封建社会和腐巧的回民党政府千疮百孔的血腥统治；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革命先烈千辛万苦， 披荆斩

棘，前扑后继，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成了历史的主人。今天，我们生长在这一充满光明欢乐的

时代，真是感到幸福和自豪啊!

新中国诞生三十多年来，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已

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也吸取了沉痛的教训。今天，我国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勤奋学习，积极

工作，胜利一个接一个，纪录刷新又刷新，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开创出从未有过的新局面。我们一定要深刻理解今天的

胜利来之不易，更要珍惜大好时光树雄心建设未来，待后人编写历

史，总结经验教训时，是赞颂而不是埋怨他们的前辈吧!

史志是一个地区的百科全书，是上对祖宗下对子孙负责的光荣

事业。刚正不阿、秉笔直书、不隐恶扬善、不以我而书、不以权贵而

书，以史实为依据，世世代代地写下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中共柳街公社委员会书记程庭发

一九八二年十月四日



《柳街乡志》编写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程庭发

副组长徐绍云王学廷

组 员 张火良 吴守超周尚勋 孙子范 王才友

编写组

主 笔王才友 ．

采 编孙子范 刘 义 罗廷全朱绍修

县志办公室 ．

审 校王纯五 艾德勋 屈锡永 高尚钦成友才 马仁海

责任编辑周启元

审 定杨增宏

封面设计方一民

校 对刘义 王仁远

印 刷灌县印刷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编写。

二、全志分建置沿革、自然地理，政治、农业、财贸工交、教育、

文化及古迹遗址、卫生、社会、人物、杂记，大事年表等十二
管
席田。

三、本志资料来源于查阅乾隆、光绪、民国志和县乡政机关的档案

资料以及采访口碑三千余件整理而成。

四。本志记述时间上限辛亥革命(1911年)，下限一九八一年。建

置沿革追溯至明、清两代。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编写。

五、遵循“生而不传”的贯例，不为生人立传。在世者虽有功于人

民，只列其姓名，编写事迹表附录于传记篇之后。

六、凡属朝代的称呼一律沿用通称，如明代、清代、 中华民国

等。’

七、凡属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其姓名，职称不加褒贬之词，以示保

存历史原貌。

八、数目字用亚拉伯字。朝代记年，月、日除公历而外，统用汉文

数字。

九、文字按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一二批简化字。标点符号

按《新华字典》附录规定使用。

十、本志体裁按编年体及纪事本来体交替使用，力求通俗简练。



柳街乡概说

：柳街乡位于灌县城南27公里。面积18．3平方公里。东毗沿江公

社，7．西邻安龙公社，南和崇庆县胜利公社接壤，北靠石羊、徐渡公

社。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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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河纵贯全境，沟渠交错，自流灌溉，土地肥沃， 物产丰

富l～主产水稻，小麦，油菜，川芎。有水田23．956亩，沙旱地597
．上
田。

≥ ．灌崇公路顺穿中心；柳沿、柳安支线东西伸展；有机耕干道三

条，长14．8公里；．有机耕支线数十条，长30．5公里；交通方便，市

场繁荣。专ji‘一7 ．

柳街人民公社建置柳街乡场上，有人口21．589人， 主要是汉

族。-．下辖民安、龙安，水月、双凤、金龙、四角、御柳、七里、同

乐、万福、凤安、鹤鸣、义虎、金泉，五一等十五个大队和场镇居

民委员会。．计135个生产队。

社属企业：有水电站、农机站、榨油厂、酒厂、机砖厂、木器

尸、j农具厂、石灰厂、土木工程，建筑队、花果园等单位。有职工

647人。拥有大小型机车143台。 ：

i。．其次，公社中学一所，小学十五所，电影院一个，公社医院、

畜牧兽医站各一所、村医疗站十五个，商业网点十九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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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置沿革篇

第一章清代以前的建置概述

柳街是一个古老的农村集市，因场上场下有许多麻柳树而得名。据[974年本社民安

大队南岳庙出土文物记载，宋代政和五年(1115年)印有“麻柳街，，之名’清乾隆《灌

县志》称为“柳街铺，，；以后简称柳街。

柳街公社所辖区域占为蜀困地，秦属蜀郡临邛县，汉属江原县，南齐永明时改隶齐

旗县，后周天和四年求于清城县，官归蜀州青城县，宋为永康军青城县，元为灌州，

明、清迄今为灌县所辖。

本乡较古行政区划无史籍可考，据一些文物及史料来分析，宋代曾置义安乡， (部

，／j髑玉圭乡)，元代为孝感乡，明代为大乐乡。

清初，灌县分四村二二十六甲，本乡属陈村三甲与周村一甲。

清代年间，农民军兰大顺响应太平天国起义，于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二十五日

攻占元通，六』j二十四日，逼近鸳鸯竹‘，抵灌县境；另一支于同年八月由彭县入灌县境

l勺，经土桥渡岷江入石羊、太平，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经石羊、崇义、新场(今巨

源)向彭县而去。清政府大为震惊，加紧练团防御，缩小行政编制，改村为局，局辖

网、团辖甲。全县划为四十八局，本乡兼有忠信、合助两硒。合助局以孝感寺为中心，

下辅官义、守望、亲睦、上龙安、西龙安、东合助、西合助、义乡、上忠义，下忠义、

fr：毅等十一个团。忠信局以柳街为中心，下辖柑互、守望、上清平、下清平、西永靖，

东永靖、龙安，人毅、安靖、安宁等十个团。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局为区，全县

兰乓四-I．一区。升i乡合助局改为_{．四l薹，忠信局改为十三区，团甲如故。

清饩统i年(1900年)消政府创办臼治，易区为用，将：农乡-t。四区改为七团，十三

l《改力六m，易暖i仃团为f『1，嵋：有甲为排，钇韵：i耳旧。

第二章 民国时期的建置概况

氏旧}U年仍袭消代旧制。K同二年(191 J年)全殳分为一城(城’’霜)、一旗、五乡，

!q】：食马、崇义，蒲I：H、清正、巾必；一镇哪三阳镇。柳街属三阳镇，原有团甲如敝。

说全10改为+I．夫I《，榔嘶为第]kill，将啄有六、七l埘冈同断江、安龙一并易甲为十几个

f司。卡4|j街辅合义、!●：‘翟、龙安、合ji』J、助‘F、乃：靖、平安、守仁，西安等九个团。

民刚。I。九{E(1 930年)始实fj乡闯捌，f霞同。改；11i了政组织，=：{二乡仍嫡第八区，

(石尊镇)。设援一个镇，九个fjl易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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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助乡l辖石佛寺、布金寺，岳家林一带，即今之石佛、七里村地面。

二、守望乡：辖孝感寺、义和场一带，即今之鹤鸣、义虎村地面。

三、合义乡；辖蔡家桥、接龙桥一带，即今之金龙村地面。

四．龙安乡l辖太子桥、刘家桥、邬家坝一带即今之五一村进面。

五，西安乡I辖御柳桥、代家碾一带，即今之龙安村地面。

六，助平乡：辖双风桥、宣家渡一带，即今之双风村等地面。

七，东靖乡；辖水月寺、孙家船一带，即今之水月村等地面。

八、平安乡；辖廖家船、南岳庙一带，即今之民安、水月村地面。

九，守仁乡：辖柳街下场口外一带，即今之龙安、御柳村等地面。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川政统一，结束了混战局面，废原有的乡闯制，推行联保

制。全县分为四大区，石羊为第三区，区署设石羊场。辖石羊、柳街，安龙、徐渡、

八角，顺江，肯龙七个联保处。柳街联保设柳街场上关帝庙内(即今之仓库)，下辖二

十一个保，保以下设甲。，

(1)柳街场镇为第一保。 (2)康家桥一带为第二保。(3>南岳庙一带为第三

保。 (4)板漕堰一带为第四保。 (5)廖家船一带为第五保。 (6)水月寺一带为第

六保。(7)大悲寺一带为第七保。(8)bl乐村小学一带为第八保。(9)双凤桥、余家碾一铺

为第九保。(10)龙安河刘家碾一带为第十保。(11)罗倒拐为第十一保。(12)跷足土地一

带为第十二保。(13)代家碾一带为第十三保。(14)布金寺一带为第十四保。(】5)

石佛寺一带为十五保。 (16)石鸡公、严家碾一带为十六保。 (17)蔡家桥一带为十七

保。 (18)孝感寺一带为+l‘八保。(19)周家牌坊一，f；}为十九保。 (20)鹤鸣寺一带为

二十保。(21)杨家大林一带为二十一保。

民国二十九年(1 940)，保甲体制走上正轨，废联保；liI{为乡，柳街与顺江合编为柳

顺乡，．乡政府设柳街。次年二月复分为二乡。
’

民国三十五年(1946)抗日战争结求后，重所凋整地方基层组织，缩编保甲，将本

乡弱i二十一个保缩编为十一个保，直至1949年为止。(1)场镇为第一保。(2)御

柳桥一带为第二保。 (3)南岳庙一带为第三保。 (4)水月寺、孙家船、方家石桥

一带为第四保。 (5)大悲寺、宣家碾一带为第五保。 (6)双风桥、余家碾一带为

第六保。 (7)太子桥、邬家j!Jl一带为第七保。(8)石佛寺、荽家碾一带为第八保。

(9)严宗碾，七里坝一带为第九保。 (1 0)孝感寺一带为第十保。 (11)鹤n岛寺、万

神庵一带为第十一保。
‘

第三章建国以后的建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以下简称建困后)本乡仍名柳街乡，属灌县第三区公署领

等，乡以下仍辖十一个保。

1949年1 2月，柳街乡解放，成立过渡政府一柳街乡人民政府，保甲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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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0年2月下旬，平叛基本结束，原有柳街乡人民政府更名为柳街乡治安委员会，

原十一个保更名为十一个村。(1)场镇为街村， (2)御柳桥为龙安村， (3)南岳庙

为民安村， (4)水月寺为水月村’ (5)大悲寺为同乐村； (6)双风桥为双风村，

(7)陈家庵为鹤鸣村， (8)七里坝为七里村； (9)礤家桥为金泉村， (1 0)孝感

寺为义虎村， (11)太子桥为平安村。

1950年9月柳街乡农民协会成立，将原有十一个村更稻为农民协会；街村为一分

会，龙安村为二分会；民安村为三分会，水月村为四分会，同乐村为五分会；双风村为

六分会；平安村为七分会；七里村为八分会；金泉村为九分会；义虎村为十分会，鹤鸣

村为十一分会。

1952年元月土地改革结束，选举产生乡人民政府第一届正、剐乡长，改顾柳衔乡农

民协会为柳街乡人民政府。乡人民政府以下辖村，村设正、吾q村长，村以下设组，纽设

组长，辖十至十五户。柳街乡人民政府下辖十一个村和场镇居民委员会：(1)民安村、

(2)水月村、 (3)同乐村、 (4)双风村、(5)鹤鸣村、(6)义虎村、 (7)金

泉村， (8)七里村、 (9)龙安村、 (10)平安村、 (11)场镇J。I÷委会。

1954年，第一次普选，选出乡人民代表，组成乡人民代表会，选出乡人民委员会委

员，发原柳街乡人民政府为柳街乡人民委员会。乡以下仍为村。辖十一村。其村名和辅

l戈沿旧。

1 958年1 oYJ，柳街乡各j岛级社：大联合·成立灌县柳街乡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台一，设

正、韬ll社长。人民公社以下易村为管理区，又称耕作区。耕作区以下为作业组。

1961年，中央调整国民经济，体制下放，公社名称沿袭如旧，改管理区为大队，作业

组为生产队。辖十五个生产大队．共一订三十八个生产队。

】965年“四浦"运动结束，生产大队沿旧，生产队缩减为一百二十七个，场镇居民

委员会一个。

】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巾，群众造眨组织夺取乡政权，以生产指挥部，生产办

公室代行公社职权。

1 968年废生产指挥部、生j^：办公室，由军队、千部、群众代表组成灌县柳街人民公

{l：革命委员会，大队设大队革命委员会，生产队为革命领导小组。全社仍为十五个生产

火队，共辅一百二十六个生州从。一大队义名民安大队，辖生产队十二个；二大队又钐

水月大队，辖生产队十三个，羔大队义铭嗣乐大队，辆生产队十个；四大队又名复岁0

大队，辖生J一队七个；五人队义筮双J戏大队，辅生j∽队五个；六大队又名风安大队．辖

生产队九个，七大队义为鹤I吗火队，辖生H玖十一个；八：久队叉名义虎大队．辖生产队

十个；九大队义亿会泉大队辖!EI’‘队七个，-卜火队义弘金龙大队，辖生产：队九个；十一

人队义名石佛人队，辅-q-r"‘队人个，十一：火队父名七堪火队．辖维产队六个；十三：大队

义乱尼安火队，辖爿!J。：队七个；十口q火队义幺御柳火队．轿乍产V-)、六个；-14五大队义私

五一人队，辖生产队七个；_j瓤场镇j。‘K蚕贝会一个，

1 978{F 8月，撒销大队；牡命委员会，乍产矽、革命领导小乡}{以绺：敬复贩生产火Ⅳ、管

川!委员会{11生产7：队队蚕全。火ip、以麓：册1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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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产生柳街公社管理委员会，同时撤销原

柳街公社革命委员含。并将原有各个大

队更名t一大队更名为民安大队，二大队

更名为水月大队I三大队更名为同乐犬

趴’四大队更置为四角大队，五大队更辐

为双凤大队，六大矾更名为凤安大队；七

大队更名为鹤呜大队，八大队更名为义虎

大队；九大队更名为金泉大队，十大队更

名为金龙大阢’十一大队更名为万福大队；

十二大队更名为七里夫队，十三大队更名

为龙安大队’十四大队吏名为御柳大队}

委员会名称未变。

柳街套社管理委Ae-

十五大队更名为五一大队’公社原辖场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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