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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共乐镇位于兴文县城西北部，与江安县接壤，东邻本县莲花镇，

西连焚王山镇，南接古宋镇，北通五星乡。面积54平方公里，多浅

丘、槽坝、平坝，有“兴文第一坝”之美称。镇内土地肥沃，气候温

和，降雨充沛，四季分明，主要河流有共乐河、东阳河。全镇辖23

个行政村170个村民小组和1个社区，总人口42000人，其中农业人

口39000余人。

共乐镇历史悠久，境内有北宋时期乐共城遗址和明万历年间的尖

岗山铜钟(市级文物)。历史上人文蔚起、人才辈出。解放以后，各

级各类人才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更是遍布全国。改革开放以来，勤劳、

勇敢的共乐镇人勇创天下、勇于创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全镇城

乡面貌焕然一新。

共乐镇物产丰富，盛产水稻、玉米、油菜、小麦、花生、红苕，

适合栽桑养蚕和发展经济林果，有“小乌克兰”之称和“米粮仓”美

誉。共乐镇域经济以农业为主，矿产开发和加工服务业为辅。近年来，

立足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全镇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正

由温饱到小康过渡。

《共乐镇志》在1988年志书的基础上，又编纂出一本上承历史、

下记当代的新志书，较全面、客观、生动地记录和反映了共乐镇的历

史进程和面貌，无疑具有资政、存史、育人的重要作用。在全镇干群

正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齐心建设和谐美好新共乐，以实际行动迎

接建党90周年之际，我们有理由为之而充满信心!辉煌而充满生气

的历史新篇必将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故此为序。

共乐镇党委书记李应红

共乐镇人民政府镇长李家宏

二0一一年五月



凡 例

一、《共乐镇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记述共乐镇的自然、地理、沿革、人文、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的

客观历史和现状。

二、《共乐镇志》共设14篇、17章、71节，上限尽量上溯到有

人文史料记载的年代，下限至2008年。

三、《共乐镇志》主要参阅了1987年版《共乐区志》(初稿)和

《共乐乡志》。同时收集了大量现存史料以及口碑资料。

四、《共乐镇志》体例包括正文、图表、附录等部份，内容力求

全面、完整、真实。

五、共乐镇历史上多次为区级机构所在地，故《共乐镇志》记述

部份内容地域上有所延伸，以便反映出当时历史的全貌。

六、《共乐镇志》所收人物中，人物简介均为历史人物，列表人

物主要是相当于县级以上干部和大学以上文化人员以及各行各业的

优秀人士，凡在干部任职名录中已列人物均未重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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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一、建国前

公元677年(唐仪凤二年)，设柯阴县于小龟山(现大营盘)，隶属晏州。

公元1074(宋熙宁七年)，熊本征降柯阴夷，以夷酋斧望个恕知州，恕传位

其子乞弟。

公元1078年乞弟叛。

公元1081年(宋元丰四年)，林广出兵打败乞弟，赐罗氏鬼主十九姓，使为

义兵驻守，以其田为义田。旋改设乐共城(今大营盘)，并以四十天修复乐共军城，

属泸州，于明代划属江安县。

公元1275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在乐共城设知城。同年，元世祖立罗姓

党十九人为把总，称“九姓罗氏党蛮夷长官千户”。

公元1373年(明太祖洪武六年)，朝庭以任福招抚羿蛮有功，熟悉夷人情况，

封福为九姓司正长官，隶属永宁安抚司。同年，建九姓司学宫(即文庙)。

公元1572年(明神宗万历元年)，造万历铜钟以志征服都掌人之“功绩’’(该

钟原存尖岗山庙内，现为市级文物)。

公元1621年(明天启元年)，永宁安抚司奢崇明起兵反抗明王朝，九姓司未

附和，奢崇明军平毁了九姓司城。

公元1662年厉(清康熙年间)，土司任嗣业在九姓司学宫旁开办“和山书院”。

清嘉庆年间(1795—1820年)，将和山书院迁至泸卫城(今古宋镇)米市街(现

古宋--d',处)。

公元1711年(清康熙五十年)，在清宴场(今古宋镇久庆场)重建司署。乾

隆五十一年(1787年)，九姓司长官迁驻泸卫城(今古宋镇)，改原九姓司城地址

为九姓乡。

公元1729年(清雍正七年)，改水心里、白土里为共乐乡，旋划出一部分设

鹤盘乡，仍属江安县管辖。



公元1859年(清咸丰九年)冬月廿七日，张懋江绰号张四南瓜率众窜扰第三

里东坝场，周星通统率团丁与敌战，是役团丁死19人，张败窜姚家嘴，姚大兴带

团堵截。张畏团众，四窜兴文周家沟。

公元1862年(清咸丰十一年，即同治元年)农历四月廿九日晚，太平军将领

冀王石达开率部数十万从叙永方向西行，经古宋城南门外祈雨山至九姓场，司长

官带团追剿，团丁李二大胆奋勇当先，中炮身死。石部另一支经水栏、同乐、东

坝一带，往红桥方向而去。办团首领之一的姚大兴见太平军人多势大，奔泸州请

清兵唐友耕等前来攻打石部太平军。

同年农历八月十九日，九姓司任长官率枪手多名从桅杆士凹(原久庆乡境)小

路截击云贵起义的苗民和张四南瓜部众。姚大兴由马路塘大道迎战，余洪顺踊跃

争先，苗军不能敌，死伤不计其数，败走。是役余洪顺阵亡。

公元1898年(清光绪四年)，戊戍变法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奖新学，普

遍设立初、高等小学堂。从光绪末期至宣统年间，共乐地区兴办小学四间。

公元1908年(清光绪四年)，四川总督赵尔丰奏请设古宋县治，以为治匪安

边非变更旧制不可。因地面不敷治理，以江安县辖边地共乐、鹤盘两乡，兴文县

辖大堋口以东一段(后并入原共乐乡)和纳溪县辖镇溪乡(原水栏乡地部份在内)

等地划归古宋管辖。古宋建县治下分义合、金鹅、得用、青川、镇溪、鹤盘、共

乐、玉屏等。

公元1909年(清宣统元年)，古宋县建县后分四区，共乐区位于古宋县城西

方称西区，民国时沿用。而西区以玉屏(原久庆)乡和共乐坝上半部(拖船以上)

为西一区。共乐坝下半部(拖船以下)搭鹤盘乡的东坝、赶场坝二团为西二区。

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中华民国。消息传来，共乐地区共乐乡人李品端

毅然集军千余，开赴成都，参加扑灭清大臣端方所部清兵。兵至资中，闻胜消息，

及返乡散队。人称李为“同志大王”。

公元1916年(民国五年)，护国讨袁之役，云南都督蔡锷将军率领护国军的

某部路经久庆乡辗转至大洲驿。

民国初，军阀混战，相互争夺，川军策动排滇。共乐地区初为川军廿军杨森

部驻防，继由川军杨春芳接防，继而被滇军争夺，复经王丹秋攘夺，结果属廿一

军刘湘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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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18年(民国七年)，古宋县原有乡名修改为义合、回龙、万寿、金鹅、

太平、玉屏、共乐、东新和中城镇，八乡一镇，旋改为五镇。镇设镇长一人、大

队长一人，后又改镇长为团总，镇下设大小中，西区为第四镇。

公元1918年后戊午、已未年间，由于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共乐地区出现数

支巨匪，如水栏的曾海清绰号“曾瞌睡"，夏海滨绰号“退掰子’’，其他的罗腾芳、

张子明等，到处打家劫舍、牵黄牛(把人捉去勒索银钱)，有的场镇亦遭劫掠，受

害之家众多。

公元1929年(民国十八年)，改地方行政组织为镇、乡、闾、邻制。即区为

镇、乡未动、大甲为闾、小甲为邻。

公元1930年(民国十九年)，由西区教育委员罗克勋创办两级女子小学于姚

家嘴“罗氏宗祠”内。次年(1931年)常新淮、胡少全于赶场坝武圣宫创办好初

级小学。

公元1931年(民国廿年)左右，共乐地区万家山赵正荣绰号赵四罗汉主办兵

工，以仿造“汉阳甲板枪’’为主，并以每支黄谷三石的价格优先售给其佃户以作

保家之用。

公元1933年(民国廿二年)农历三月廿三日晚十明左右，整个东新乡及共乐

乡的部份地区遭受大风雹灾，当风房舍损坏无数，鸦片、烟头、胡豆、麦子全被

打烂，水田里的鱼也被打死。

公元1933年秋旱，共乐坝、东坝直下梅桥，田皆龟裂，人可以其中自由往来。

同年秋，川军顾小凡为争夺地盘，攻打古宋的黔军，共乐地区遭受蹂躏，人

民受害极大。

公元1935年(民国廿四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从贵州转战入川，红军某

部从纳溪水El寺入赶场坝出东坝经姚家嘴上九姓场奔大坝合队。是日晚兵至椒子

园李秋石家，提取了李秋石保家队的枪支，破仓分粮给当地穷苦群众，住宿一夜

而去。

公元1935年(民国廿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红军游击纵队刘干臣、刘复初等

率队转战至东新乡踏水桥，遇敌阻击，激战至天晚。刘干臣负伤后甩掉敌人，转

移到连天山中隐蔽。后转移至东新乡杉树湾高友全家养伤，廿一日保安司令李品

山率保安队长徐鸣皋部包围杉树湾，刘突围未成，饮弹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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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废镇、乡、闾、邻制，改为联保制。改镇为区(共乐地区为西区)，乡

团总为联保主任，以下为保，保下设甲。

公元1936年5月，红军游击纵队余泽鸿、刘复初率领队伍路过大堋口，打死

团丁2人，打伤团丁王海成，红军游击纵队顺山而去。

同年冬月23日下午发生地震，地下发0出声响，房屋震响，田水起大浪至田

坎上尺许。

公元1937年农历三、四月间，国民党中央军某部一个营，突然包围东坝双木

桥、向阳坝两处房子，声言找共产党李有绪、李定邦，经搜查无人，队伍驻下数

月回去。在队伍驻下期间，二人亲属被监视、审问。

公元1939年(民国廿八年)，共乐地区各乡改联保制为乡保制，联保主任改

为乡长，以下保、甲未变。

公元1941年(民国卅年)，国民党县党部派员在共乐地区成立区党部，各乡

成立区分部。

公元1944年(民国廿三年)，国民党305师某团来共乐地区清号，赵团长驻

九姓任俊生家，捕获匪首王礼发劈于九姓场面河坝。

公元1945年(民国卅四年)9月3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结束。共乐地

区各乡场镇、农村群众心情欢畅，自动组织放鞭炮、耍龙灯狮子、敲锣打鼓、演

戏，狂欢庆祝。

公元1948年(民国卅七年)，国民政府举行国民代表大会，选举国民大会代

表。国大选举期间，共乐地区李华骏、杨锐(杨光远)、李炽昌等候选人，以请客

送礼手段进行拉选票，最后李华骏当选。

公元1949年12月2日(农历10月13日)，解放大军解放了古宋县城。次日，

共乐地区解放。

同年12月15日，解放后的共乐地区各乡成立维持会，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及

支前工作。

建国后

公元1950年元月，三区(共乐区)政府成立，各乡成立乡政府，下属仍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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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农历二月初一日，古宋县征粮工作队来共乐地区工作，在原同乐乡境内

中心村被地主武装孙树宣匪部突袭，工作队6人被俘，6人得以幸免。

同年农历二月初二日晚，三区首任区长方熙在剿匪中，于原东阳乡境内新田

湾遇害牺牲。

同年农历二月初四日，土匪李天明、高伯谦、覃怀德等在特务方晋策动下，

属部800余人攻打古宋县城，在久庆附近，被解放军伏击后溃散。

同年，共乐地区匪部先是以李群为首，后于农历二月十三日众匪举国民党团

长罗世霖为司令，命名为“救国军川南游击队第八纵队”，下辖八个大队。

同年农历五月初二，共乐地区第二次建区政权，区署设向阳坝，一月后迁移

姚家嘴罗氏宗祠，区指导员王化顺、区长彭云贵。

同年冬，成立区农民协会、乡农农协会(简称农会)，废除保甲制。区农会主

任黄炳宣。

同年冬，组织地方武装——民兵联防队。开展清匪、反霸、征粮、减租、退

押等政治活动。

同年10月，共乐地区发动砍枕木，支援成渝铁路工程建设。

同年冬，镇压反革命份子，多次枪毙了一批无恶不作的官僚、地主、反革命。

1951年初，政府为了便于管理，缩小行政区划，区内三个大乡划成十个小乡。

同年农历正月，共乐区政府组织匪患时期受蒙蔽的群众一千多人，新修共乐

河，包括共乐、五星、东阳三乡境内的主要支流，共13公里。

3月，开展声势浩大的全民抗美援朝宣传活动。号召捐献款物，动员适龄青

年参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共乐地区有百余名青年参加志愿军并入朝作战。

是年，土地改革(简称土改)开始，泸州土改队于1952年元月来共乐地区搞

土改，5月份结束。

1952年5月，成立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互助合作社，称“三大合作”。其

中，供销、信用两项，发动社员投资入股。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开展人口普查及第～次普选。选举村、乡人

民代表，各乡选举人民委员会。

1974年4—5月，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开展初级农业社的试点，久庆乡的

跃进社、共乐乡的中二社、东阳乡的东方红进行农业生产合作社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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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春，古宋县撤去共乐区，并小乡成大乡。中苏、莲花、玉屏三乡合为

新华乡，署设久庆场南华宫；共和、中心、红旗三乡合为中心乡(共乐乡)，署设

姚家嘴区公所；五星、龙门两乡合为五星乡，署设麻园头；东阳、同乐二乡合为

东阳乡，署设东坝场火神庙。

1957年元月，修石宝天水库，全县组织支援。

同年，建立新华一铁厂(鱼跳铁厂)。

同年，开展整风反右运动。

1958年春，开展增产节约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

同年，开展钢铁大跃进，全民投入大炼钢铁中。取消“赶场”。同年元月，共

乐地区境内中苏磺厂，破获名为“清朝天子农民大军"及“变衣混成党"两个反

革命集团。

9月，人民公社化，各乡成立公社管理委员会，五星、东阳两乡合并为东阳

人民公社。

10月，建立新华二铁厂。为炼铁供燃粉开办五星、大环山、豆地湾等焦煤厂，

各乡大砍树木烧木炭炼铁。1959年6月，共乐地区铁厂全部停产下马。

同年，共乐地区建立第一所公办中学，地址东阳乡。古宋县撤并叙永后，定

名为叙永县第五初级中学。

同年冬，公社化后大办食堂。由于“左”的失误，使群众衣食困难，肿病流

行，给人民带来灾难。

1959年3月，撤古宋县并入叙永县，改古宋县为古宋区，共乐地区划归古宋

区管辖。1961年，恢复共乐区，真属叙永县。

1960年12月，中央发出《农村工作十二条》的决定，共乐地区传达到基层，

恢复赶场。

1961年，解散公共食堂，改变行政区划，把公社以下管理区改划为大队。重

新划给社员白留地。

1961年元月，县委批准共乐地区为七个公社：新华、共乐、五星、东阳、同

乐、鱼跳、水栏。

1966年，批判“三家村”，学习“五·一六”文件，文化大革命开始。共乐

地区28名“红卫兵”上北京受毛主席接见。回来后由孙文华负责在共乐区组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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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兵总部。共乐区、乡先后成立革命组织。

1967年2月，共乐地区各单位、各乡造反组织开始夺权，党政机构瘫痪。

1 968年，五星公社首先成立革命委员会，接着共乐地区各公社先后成立革委
口
贝。

同年，共乐区成立“文功武卫指挥部”。4月以后，造反派武装支泸死一人。

出现“红司"、“捍红”两派，并演变成“六·八”流血事件(死2人，伤10余人)。

1968年9月5日，中央批准，在五星公社金钟山建广播电台，即“九五二”

台。于下半年派115团2兵部队和其他兄弟部队开工建修，建台中牺牲5人。

同年1 1月，共乐地区成立区革命委员会。

1969年9月，开展农业学大寨，取消劳动定额管理，实行评工记分。共乐地

区先后数起派人到大寨参观学习。

同年，响应中央“上山下乡”号召，本地知识青年开始下放农村落户。

1971年4月，共乐区重建区党委。

同年，在鱼跳公社造“速森丰产林”1300亩。

1972年2月29日午后4时，共乐地区内大士凹口以下，拖船、团结村及向阳

坝、大碾子以西一带，遭5—6级暴风袭击，延续至夜十点过，间有半小时冰雹，

其中60户受灾，54间房屋遭破坏。

1973年5月，宜宾地区l8个县、市以及云南、贵州、河北、河南省地来人

参观鱼跳公社造林工作。

同年，共乐地区有线广播安至生产队和农户。

同年，修建新华公社响水滩至东阳公社联合大队高坎子隧道引水渠，渠长30

公里，1978年建成。

同年秋旱，28天大太阳，使晚秋作物大减产，共乐地区减产220万斤。

1974年，开始大办沼气。

同年，开始在共乐的解放大队、五星乡的后山地区搞玉米制种，在共乐乡莲

花大队搞水稻制种。

同年，共乐地区以办电力提灌站为主，引用古宋电厂供电照明，拖船大队、

拖船街村部份户、共乐区公所首先开始使用电灯。

1975年秋，开展社会主义基本路线“三分之一”教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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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修通共乐——水栏公路13．5公里。至此，共乐区实现乡乡通公路。

1976年9月，共乐地区干群悼念毛主席逝世。10月，开展批判“四人帮”活

动。

1978年，推广杂交良种水稻。

同年10月24日，经上级批准，改区革委会为区公所，改公社革委会为公社

管委会。

同年，在共乐、东阳等地，大搞沟排沟灌，改造粪包田。

1979年，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政策，共乐地区纠正冤假错案，并

给地、富、反、坏、右摘帽。

元月27日，用机械生产的东阳纸厂正式投产。

10月，第一批日本进口彩色电视机到共乐区公所、粮站。

1980年，共乐地区各公社开始推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

2月16日，水电部长钱正英亲批给同乐公社水电站75瓦千的发电机。

5月，参加对越自己还击战的13军某部一个营，来共乐区休整，分别驻新华

(久庆)、姚家嘴、五星乡等地。

同年，公社改为管委会。

1978年至1980年，共乐地区连续三年搞由试点转入大面积水稻杂交制种。

1982年，共乐地区进行全国性人口普查。

1982年至1984年，共乐地区开展“严打”斗争，仅1982年捕犯罪份子42

人。

1983年，开展集资办学，县拨款10万元，各乡各单位集资10万，改变各乡

完小环境面貌。

10月，国务院批准，叙永县共乐区划归兴文县管辖。

同年，共乐区扫除文盲达标。

1984年，对农产品(粮食)的统购统销，改为合同订购。

同年，进行棉布扶贫赊销，人平达30元物资。

4月，改革行政体制，公社改为乡，大队改为村，生产队改为组。

同年，共乐区内开办4间大曲酒厂，鱼跳乡开办页岩砖厂。

1985年9月10日第一个教师节，共乐区委、区政府召开庆祝大会，并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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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给教师。

同年，共乐区设自来水站，场镇居民用上自来水。

1986年6月25日、7月3日、7月15曰，共乐地区遭受狂风暴雨袭击。

同年，开展农村扶贫工作。

1986至1989年，开展学校排危改劣工作，新建学校37所，建筑面积12960

平方米。

1987年，共乐乡成立全县第一个农村合作基金会。

同年12月，共乐区公所拆去前面一幢旧房，开始重建一幢一底三楼的新房，

造价1 1万元。

1988年起，对东风水库新建了取水塔，并对隧道进行加固。

同年，建成久庆电力开关站。

1989年至1991年，对乱占滥用土地进行集中清理，并开展稻田养鱼试点。

1990年6月18日，共乐乡新益村发生针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恶性案件。炸死

群众8人，炸伤11人，犯罪嫌疑人黄某某同时被炸死。

1991年，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1992年8月，开展撤区并乡工作，撤销共乐区，合并乡镇为共乐镇、久庆镇、

莲花镇、五星乡。

同年，对东风水库麻柳湾库区进行防湾治漏，恢复水库蓄水150万立方米。

1993年至1994年春连续干旱116天，继又遭受60天夏旱冬。

1994年7月16日，宜宾地区行政公署批准，建立兴文县共乐镇初级中学。

1995年，东风水库开始网箱养鱼，后因肉质差，水污染严重，于2000年取

缔淘汰。

1996—1997年，投资修建共乐镇泥沙河八角至姚家嘴河段。

1996年，县电力公司筹资160万元修建共乐开关站，于1997年竣工投产，

使久庆、五星、东阳片区电能质量得到较大提高。同年，新建共乐初中教学大楼

1栋，教室20间共1472平方米。投资34万元修建19个村的四室四站共2300平

方米。并营造经济林1000亩。

1997年，久庆供水工程建成投入运行。同时，将久庆、共乐两个自来水站合

建为久庆供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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