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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行政区划图(涌泉乡)



、1995年行政区划图(涌泉镇)

涌泉镇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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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4年行政区划图(温江区涌泉街道)



全民健身◆

◆温江区涌泉街道办事处◆





序 言

婆婆堕塑垦查!!!墅二!!竺!I!

涌泉街道位于成都市温江区的南大门，这里平畴沃野，气候宜人，交通便利，

江安河、杨柳河、风溪河、关河渠纵贯交错，全境物产丰富，水秀怡人。在党的领

导下，勤劳的涌泉人民紧跟时代的步伐，特别在改革开放以来，始终站在改革大潮

的潮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目前，涌泉

人民正以深入开展学习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沿着温江区委“两个率先"的战略目

标阔步前进。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既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又是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观古鉴今，地方志有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总结

过去，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重要作用。涌泉自1981年编写了《涌泉公社志》后20

多年来，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客观、公正地记载下这些变化，是历史赋予

我们的职责。为此，我们续修了时限为1983年一2005年的《温江区涌泉志》。

《温江区涌泉志》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本着详近略远，宁缺毋滥的原则，忠于史实，比较全

面客观地记载了时限期内涌泉的自然和社会历史与现状，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和时

代特色，不仅为涌泉各界提供了一本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乡土教材，也为外地客

商提供了投资指南，其资料具有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

《温江区涌泉志》的编撰付印，得到了温江区志办和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和帮

助，特别是编写小组的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当前，涌泉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进入了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城乡全

面现代化过程的新阶段，涌泉人民将团结一致，紧紧围绕深入推进科学发展，实现

“两个率先’’主题，突出实践特色，坚持以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和谐这个

主题，为涌泉谱写出新的篇章。

涌泉街道党工委书记——魏琳

2009年7月1 日



《温江区涌泉志》凡例

一、《温江区涌泉志》(简称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运用翔实的史料，详今略古地记述了涌泉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

等领域的重大变化，力求使志书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二、本志时限上起公元1983年，下迄公元2005年。如某一具体事件(含文艺

作品)须超过时限才能了解全貌和个别的特殊事件的不受此限制。

三、本志采用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的方式编写，使其脉络清晰并符合阅读习

惯。凡遇内容交叉者，按纲目从属主次，宜详则详，宜略则略，力求内容不重复。

四、本志采用编年与记事相结合的体裁。以文字记叙为主，辅以图、表、附录，

力求一目了然，明白易晓。

五、本志结构采用卷首设概述，大事记，概述，各章主题按章、节，一、(一)、

1、为序，以下采用自然段叙述，标明顺序号码，一体成章。全志根据史料内容，不

求章、节平衡，力求言之有物，信而有证。

六、凡地理名称和机构、职务、人名等，一般依照当时历史习惯称呼，少数括

注今称谓。各种称谓第一次出现写全称，以后写标准的简称。

七、本志设计的数字、长度、重量、面积、时间、计量单位等，均按有关出版

物规定使用，力求与现代接轨。

八、本志时间一律以公元纪年记述或以公元纪年备注。

九、本志资料来源，一般以现存档案为主，同时查阅相关上级部门资料，有的

资料采用口碑。



概 述

塑婆堕塑星查!!!坠=!竺!!I曼

温江区涌泉街道地处成都平原腹心，位置在温江区的中南部边境。东北隔江安

河与本区公平街道相望；东与成都市青羊区文家街道为邻；南与双流县九江镇接壤；

西联本区天府街道；北临本区柳城街道。涌泉街道办事处设在大田村五组。1983涌

泉乡面积为21．4平方公里，人口为16910人，由于行政区划调整，2005年涌泉街道

办面积为17平方公里，人口15800人。

涌泉全境地势平坦，水网密布，无山无丘，海拔高度为518米。街道办事处所

在的坐标为北纬30。41 7，东经103。52’。地处纬度属亚热带区域，因所处地域

受盆地地形影响，兼有亚热带和温带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5．8。C左右；全年无霜

期达282天；年均降水量为1000毫米左右；年平均日照为1168．8小时。岷江支流

杨柳河、江安河及凤溪河呈扇形流经全境，水网密布，形成了排灌自如的自流灌溉。

境内充沛的江河地表水、丰富的地下水，能充分满足境内农业、工业和人民群众的

生活用水需求。

涌泉地区明代至清初，属温江县太平乡；清康熙至民国初年，属温江县南区维

新乡三甲。1930年改属温江县第三区；1935年为温江县永兴联保。1940年废除联保

制，改称涌泉乡，直至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以后，涌泉乡属温江县第一区。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先是属上游

人民公社的4、5、6大队；不久改称为万春人民公社的4、5、6大队(管区)。1961

年撤销万春人民公社，设置涌泉人民公社，管辖范围不变。此后，在原辖区域不变

的情况下，1984年改涌泉公社为涌泉乡；1995年拆涌泉乡建涌泉镇； 2004年9月，

撤销涌泉镇设立涌泉街道至今。

作为温江通往成都门户的涌泉，得天独厚、地沃物丰、人民勤劳，历来是稻米、

小麦、油菜、大蒜、肉食(生猪)的生产基地。自改革开放、特别是贯彻城乡统筹

以来，涌泉人民在乡、镇党委、政府和涌泉党工委、办事处的带领下，始终坚持“两

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大力发展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并取得一系列成绩。1983

年，全乡工农业产值3124．4万元。“七五”期间，提前三年实现了第一个翻番。199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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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1992年工农业产值按年20％递增，1992年，全乡总产值超亿元，成为全县四个亿

元乡之一，农村纯收入近千元，迈上-J"d,康的富裕之路。1993年，跻身四川省乡镇

经济200强，位居158名。1994年粮食亩产超吨粮，优质品种占到95％以上，经国

家农业部和省市农业部门验收，授予商品粮“基地镇”荣誉称号，同年j全镇、村

绿化成绩显著，被成都市政府命名为“绿化达标单位"。

1996年，全镇工农业产值3．67亿元，是“七五"期末的6．1倍，其中乡镇企业

3．4亿元，是“七五"期末的10倍；农业产值2650万元是“七五"期末的3．5倍，

农村人均纯收入2702元，较“七五”期末增加1936．26元，经上级验收，进入了小

康镇行列。

2001年，光华大道的修建，使涌泉经济在迅速提升的同时，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2004年，街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325亿元，第二、三产业在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达

到80％以上。乡镇企业(民营)、花卉苗木、大棚蔬菜、第三产业实现了同步发展，

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新经济格局。2005年，全年社会总产值达到3．838亿元。

经济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精神文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1992年，涌泉教

育在全县率先实施“普九”的基础上，大力抓好学生的素质教育，涌泉中学的劳动

技术教育得到省市科委、团委的表彰，涌泉中心小学的艺术教育被国家教委体艺司

誉为“农村小学艺术教育的新路子"。国家副主任王明达，四川省副省长韩邦彦等领

导分别为涌泉农村教育综合改革题词。

涌泉党校1991年被中央组织部命名为“全国基层先进党校”。

科技、文化、体育、卫生、治安等社会事业发展平衡。在科技战线方面典型的

人物有“养鸡状元"廖伦文，“蕃茄大王”张文康、“养鸡大王"李发年等。涌泉文

化站先后获得省市二级文化站称号。2001年，涌泉镇荣获全国“群众体育先进集体’’

称号，“计生’’工作1992年受到温江县政府奖励。1998年、2001年、2002年和2003

年先后被温江县(区)委、政府评为“普法工作先进集体"。花土社区被温江区授予

“文明社区”称号。

目前，涌泉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繁荣兴盛、安定和谐景象，人民生活水

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一个国富民强，长治久安，兴盛发达，前程似锦，人寿年丰的

新涌泉，已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大事记

(1983—2005)

婆婆匡塑皇查!!!翌二!竺!!I!

l、1983年1月，涌泉乡按照温江县纪委安排，以支部为单位，对长期占用集体资

金进行清理。

2、1986年7月，涌泉开通传真。自此，初步形成了乡、县、市、省直至中央的五

线并网专线传真的通讯网络。

3、1986年10月6日，涌泉乡村级整党工作全面展开。

4、 1987年5月，涌泉乡开展了党的积极分子，村组干部岗位，农民实用技术等多

项培训。

5、 1987年7月，涌泉乡进行技术职称评聘工作，种植专业户张文康等及一批企业

职工获得了职称。

6、1987年7月，温江县委宣传部会同县经委等部门，在涌泉召开了全县乡镇企业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7、 1987年10月一11月，省、市、县三级在涌泉乡进行完善和发展农村合作经济

组织工作试点：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及村经济联社。

8、 1987年4月19日，涌泉乡村民吴琼英，荣获四川省业余体校女子举重比赛48

公斤级抓、挺举总成绩三项全能冠军。

9、 1987年11月7日，成都市委副书记龚笃伦到涌泉乡，与部分农村党员专业户“对

话”。“对话”围绕党的十三大精神，畅谈农村9年来的改革成就；并对当前农

村存在的问题及深化农村改革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0、1987年11月，五一村村民张文康试种的“蜀温一85"秋冬蕃茄获得成功，亩产

4000公斤。

11、1987年12月，涌泉乡建立了成都市第一个农村乡镇合作基金会。消息经省、

市报纸刊登宣传，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12、1988年7月，涌泉乡五一村村民、共产党员张文康，作为优秀共产党员受到四

川省委表彰。
’

13、1989年8月，温江县委、县政府在涌泉乡召开了农、科、教三结合工作会议，

探讨这项工作的实施问题。

14、1989年12月底，涌泉乡组织基层干部收听温江县委、县府召开的“除六害、

整顿治安”动员大会实况广播。

15、1990年6月一10月，国家教委副主任王明达、副省长韩邦彦，分别为涌泉乡农

村教育综合改革题词。
‘

16、1993年6月，涌泉乡被四川省委、省政府授予“四川省乡镇200强”称号。

17、1995年3月，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在成都市政协主席骆隆森陪同下，视察

了大田村养殖业，充分肯定了全国劳动模范、养鸡能手廖伦文“一户带多户，

多户带一批’’的经验。

18、1996年1月统计，迄至1995年底，涌泉镇农村党员“帮带户"达100多户，

带动农户4700多户。被带动的农户比一般农户人均纯收入增加715元。其中，

以“基地加农户"的张文康模式和以“公司加农户"的廖伦文模式成为带动模

式的典范。

19、1995年8月30日，在温江县委、县政府召开的全县农村宣传文化工作会上，

涌泉镇党委交流了抓好镇(乡)文化活动经验。

20、1996年3月23日，在县委、县政府召开的政法工作暨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

范县动员大会上，涌泉镇被命名为综合治理模范镇。

21、1999年5月，涌泉镇五福、凤凰、前锋、共耕等村，先后发生牲畜口蹄疫疾病，

县政府及时下达封锁令。通过强有力的扑疫之后，达到扑灭标准。经省、市政

府验收合格，于7月15日，由温江县政府下令解除封锁令。

22、2000年9月，涌泉镇建成“电话镇’’，全镇电话普及率达60％以上。

23、2001年5至6月，按照县上布置，涌泉镇进行机构改革。撤销原有“五办一所”，

综合设置党政办公室、社会事务与计划生育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财政所

等4个机构。县上主管部门派驻镇乡的有农技站、农经站、广播电视站、文化

站等，合并组建为文化服务中心；暂时保留畜牧兽医站、农技站，并逐步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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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化、企业化过度。设镇党委书记1职、副书记2职，纪委书记一职由党委副

书记兼任；设镇人大主席1名，原则上由镇党委书记兼任；配备专职副主席1

职；镇政府设镇长1职，副镇长2—3职。

24、2001年7月，涌泉镇与永宁、公平、万春等乡(镇)，被确定为温江大蒜种植

提纯复壮生产基地。

25、2001年9月30日，贯通涌泉全境的光华大道西延线温江段，正式开工修建。

26、2002年1月，根据县委、县政府发出的通知，涌泉镇对所属的农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试行岗位工资制，村民小组组长试行年报酬制。

27、2002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接见了时任涌泉镇党委书记的马晓蔷。马晓蔷向江

总书记汇报了涌泉镇开展村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教活动情况。

28、2002年6月，涌泉镇部分幅员被确定为温江新城区规划范围，为涌泉镇的全面

发展带来了机遇，创造了条件。

29、2002年6月24日，全国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总结表彰会

在杭州召开，时任涌泉镇共耕村党支部书记的饶先树出席，并被授予“基层干

部标兵"光荣称号。

30、2002年6月28日，在四川省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暨“三

级联创"活动总结表彰会上，时任涌泉镇共耕村党支部书记的饶先树受到四川

省委表彰。

31、2002年7月，由国家农业部下达的“生态园富民工程’’建设，在涌泉镇共耕、

明光等村全面实施。此项工程将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和农民增收。

32、2002年9月，涌泉镇农村税费改革全面完成，为农民减轻负担，为全面提高农

民生活水平起到了推动作用。

33、2002年12月5日，温江区在涌泉镇共耕村试点评选“十星文明户"，评选出35

户，区委书记毛志雄为文明户挂光荣牌。

34、2002年11月，贯穿涌泉镇全境的光华大道西延线温江段主干道建成通车，涌

泉全镇的公路网络承载能力大大加强。

‘

35、2003年4月，市纪委宣教室到涌泉镇共耕村拍摄专题片《绿叶对根的情意》并



于4月下旬在15频道播出；《成都日报》等媒体，也刊登了相关内容的新闻稿。

36、2003年6月，光华大道辅道全线建成通车，成为温江到成都的又一主要通道。

37、2003年7月，涌泉镇劳动保障所成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失地农民就业，

有了专门服务、管理部门。

38、2002年12月，涌泉镇农民安置小区——花土新区一期工程完成，首批70多户

240多人入住。

39、2003年7月，涌泉镇又一个农民安置小区——燎原小区一期工程完成，拆迁农

户开始入住。

40、2003年9月，投资1200万元，软硬件设施一流的涌泉实验学校建成，并投入

使用。

41、2003年10月24日，成都市电力重点项目——隆兴站到大田站lIOKV高压线路

建设正式启动。

42、2003年11月，涌泉镇对境内全长2230多米的凤溪河下段进行了全面综合整治，

改善了沿河两岸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条件。

43、2003年12月，涌泉镇被成都市授予“定点扶贫工作先进单位"光荣称号。

44、2004年1月，涌泉镇共耕村为适应餐饮业蓬勃发展，经批准，正式成立了“共

耕村餐饮业协会”。

45、2004年2月，涌泉镇被成都市委、市政府授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范镇’’光

荣称号。

46、2004年3月，“中国第六届花卉博览会’’主场馆，在涌泉镇正式奠基开工。

47、2004年8月，涌泉镇按照上级安排，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符合奖励条件的每人

每年奖励600元。

48、2004年9月13日，按成府函[2004]169号文《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温江区调

整镇乡行政区划有关事宜的批复》，统一设置涌泉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驻原

涌泉镇花土村。

49、2005年3月8日，按《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各镇、街道办事处并村(社

区)、并组有关事宜的批复》，以温府函【20051 12号文形式，明确涌泉街道办

事处区划为：共耕社区、凤凰社区、花土社区、燎原社区等4个社区和明光、

前锋、洪江、大田、双堰等5个行政村。



专题记述

1、邓小平接见张文康

1986年春节，温江县城乡传递着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邓小平同志在金牛宾馆

接见了涌泉乡农民张文康。

作为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能够接见一位青年农民，

这个青年农民一定是来历不简单，身手不凡。随着电视报纸的播放与刊登，张文康

的事迹才逐渐被人知晓。

温江县涌泉乡五一村农民张文康，1947年出生，1960年从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后，

积极参加集体劳动，空闲时从事自幼爱好的种植蔬菜劳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

制后，张文康如鱼得水，全身心投入了种植蔬菜。他种植的黄瓜、花菜、蓍茄等，

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好，被有关部门授予高级农技师称号，并被推选为温江县蔬菜

技术协会理事长。

张文康从不保守，主动对乡邻进行帮助，他从育苗、移栽、水肥管理、防病治

病等方面手把手的把技术传授给乡邻，受到乡邻赞誉和领导的重视。为此，1984年

底张文康光荣的加入了党的组织，随即被选为村党支部委员。

张文康取得良好成绩之后并不满足，而是精益求精。举种植蕃茄为例：1980年

亩产1．2万斤，1981年1．6万斤，1982年突破2万斤大关，1983年达到2．13万斤，

1984年虽然遭受连绵阴雨的恶劣气候，亩产仍然达2．2万斤。为此成为誉满全国的

“蕃茄大王"。

邓小平同志接见张文康后，为农民朋友树立了农民走科技致富道路的榜样。张

文康也不辜负党的培养和小平同志的殷切希望，他更加努力更加勤劳，1989年7月，

作为优秀共产党员，受到了四川省委表彰。

2、江总书记接见马晓蔷

2002年5月中旬的一天，阳光灿烂，气候宜人。江泽民总书记在成都金牛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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