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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撰写一部《柳江志》是我社两万人民由来已久的愿望．

我社位于川西平原腹心地带的温江县西北，地势平坦，气候温和，沟渠纵横，早涝

保收，物产丰饶．交通便利．世世代代繁衍生活在这里的劳动人民善良正直，勤劳弱

敢，不畏强暴．艰苦奋斗，推动着历史的进程。

七十年前，我社保民军积极参加四川保路运动，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地处蒋管区的我社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掀起了抗日的浪

潮。

1 9 4 9年冬，我社人民获得解放，不久，面l临覆戈的地主阶级和各种反动势力，

不甘心于失败，纠集在一起，进行了血腥的武装叛乱，妄图死灰复燃，重新骑在人民头

上作成作福。在选危急的关头，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同人民一道，与敌人进行了殊死

的搏斗．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人民民

主政权，换来了今天的幸福．为我们留下了不朽的英雄篇章。

此后，全社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3 2年来．胜利地进行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一年比一年繁荣，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人民的

生活越来越好。现在，全社人民正在党的十二大精神鼓舞下，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满怀胜利豪情，信心百倍地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具有

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

我社七十年的演变，在历史的长河中，虽是短暂的一瞬，然而，这一Ic十年来特别是

解放以后3 2年来的历史却是丰富多彩的。因此，编撰一部社志，将这L十年来的十分

宝贵的历史用文字记载下来，让广大人民从中了解过去，明白现状，以搞好今后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不仅是全公社人民的宿愿，而且是实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

为此，我社于l 9 8 1年9月筹建了杜志编写小组，在公社党委的领导和县志编委会的

指导下，通过大量的查档．采访、座谈和编纂工作，儿易其稿，历时一年，终于完成了

这一光荣的任务．

逮部《柳江志》是综合记述我社政治，农业．经济等有关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小

百科全书》．

为了反映时代精神，突出我杜的特点，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的统一．但是，由于所写年代较长，涉及面宽．解放前舌的部份历史档案残缺不全，

·1·



致使一些史料在本志巾不能够充分反映，过已艟无法弥补的坝灭。就我们这个地区来

说．历史上还未曾打过社志，编’i社忠址从我们遮一代开始的．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加

之编写人儿水平有限．资料不足，时问紧i[i．在史料准确性，内容、体例、逻辑性等方

面尚存在不足之处．恳切希型领导al谶肯挺出宝贵意见。

在此，我们对支持这部社志的编写和提供宝赴资料的彳J关单他和同志们．表示诚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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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江志》编写小组

l 9 8 2年l 2月8日



凡 例

一，本志分建置沿革、地理．政治．农业．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社会、人

物、大事记l 0个篇．各篇下分章．节．目．共3 0章．9 6节．1 30目，约20万字．

二．本志各篇除地理．社会、大事记外，均分解放前后两大阶段。如遇有空叉重复

的地方，按性质分清主次．进行分类，划入各篇．逐一阐述。

三，本志以l 9 1 1年为上限．1 9 8 1年为下限．共7 0年。至于建置沿革和⋯

些重大事件也有超越时限之处，不受此限。

四、本志体倒采用志．记、传．图．表五种彤式进行记叙。

五、本社与和盛镇在历史上几经分合．这部社志，对于两者交叉重复之处．按实际

情况采取杜详镇略．或社略镇详的原则．进行处理。

六、本志凡叙述事物的演变，以时间为经，事物为纬，以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

则，按顺序编写。

七，本志年．月在解放前的，采用王朝纪元，另用括譬注明公元年月：解放看一

律用公元年．H。

八、本志文体一律用语体文。

九．本志史料来源于县档案馆，本社和县．杜有关部门档案室．以及部份知情的：若

千部，老职工，老同志座谈口碑。

十．本志编写完毕后．还剩有一部份残存不仝的史料，作了妥善的保管，留待后人

缝续充实，在考，续志。

编写领导小组和采编人员名单

组长陈玉泉

主编刘文成

采编刘启瑞苟光廷席成海

倪国通严昌富赖昌云

特约编审陈乃德

封面题字： 戴尧天

摄 影： 廖文通

序青 校 对； 刘文成刘启瑞

凡例

公社行政区划图

照片

编写钡导小组和采编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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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建置沿革

我社位于温江县西北，金马河东岸，杨柳河流经东部，东经103 046’，北纬30。45 7。东

与踏东公社接壤，南和三圣公社为邻，两脯金马河与崇庆县廖家公社桶丝，北接通平、

镇子公社连界。面积27．5平方公里。l 9 8 2年7爿铂’犬队15个，生产队i30个．4877

户，20254人．除羌族5人，藏族1人外，全足汉旋。公社驻地和盛镇(叉々=；舒家渡)，

措温(江)玉(石)公路．距县城7．5公里，东西长8公里，南北宽7公里。

第一章 解放以前

明代仝县划为7个乡，我社属维新乡和全集乡辖。两乡交界处在川心店和陈家渡之

间，川心店为维新乡辖，陈家渡、和盛镇为全集乡秸。

清顺治十六年(1 6 6 0年)全县划为两个．乡．我社届维新乡辖。

清康熙初年，全县划为3个甲，我牡属l甲辖。

民国五年(1 9 1 6年)，全县划为5个区，我社属两区辖．并为区所在地。以民

国二十四年(1 g 3 5年)正式建政的区域进行划分，我社有8个保，Hl|和盛(3个甲)、

清安(5个甲)、崇正(3个甲)、静安(3个甲)、安良上保(5个甲)、安良下保

(4个甲)．义和上保(4个甲)、义和下保(4个甲)。约l 0牌为1 r『1，1 0户为

1牌。

民国十九年(1 g 3 0年)，垒县将5个区改为7个区+我社届第5厦辖，仍为医

所在地。我社由原来的8个保划为l 5个乡(镇)．嘲l}JL『安保划为清安，清宁．清L秆I 3

乡；安良下保划为安良、安与’2乡和复必锁(陈家渡)：义和上保划为义和乡i崇亚保

划为崇正，崇仁2乡：静安保划为静安乡；安良上保划为民良，天良2乡：义和下保划

为敦札．敦义2乡；和盛倮划为和盛镇。1 5个乡(镇)，_』0属l 25个阙．83 7个邻(约5邻

为i间．5户为l邻)。

民国二十四年(1 9 3 5年)十一』J，全县划为3个区。我社属第3区辖，仍为区

所在地，共属和盛(包括复兴)，通顺，平安，踏水、古镇(夸镇子)、寿安。在我社

成立了复兴镇联保办公处，地址设在舒家渡川主宫(今棉纺社)，原属1 5个乡(镇)．除

崇正、崇仁、静安3乡划归通平外，碌5吒所辖乐义、尚义2乡卫划归我社， 就在逮

1 4个乡(镇)的基础上划分为2 8个保。



民国二十七年(1 9 3 8年)．改啄设复兴镇联僳办公处为和盛镇联保公所．

民国二十九年(1 9 4 o年)八川一日．新县制实拖，我社仍为3区所在地，区域

未改变，以原有的联保改组或合并划分成立了乡(镇)公所。

民国三十年(1 9 4 1年)，改和盛镇为和盛乡。垒乡共辖1 6个保，l 8 8个甲

2454户．1 4664人，面积7 2平方市里(折合3 6平方公里)．乡公所设在舒家渡川主

宫内。

民国三十一年(1 9 4 2年)，撤销3区，我乡直隶县，直至解放．

第二章 解放以后

J 9 4 9年l 2月2 6日温江县解放后，我枯仍为和盛乡，下属l 6个缳。l、2

保(今和盛镇)．3保(今柳岸)4保(今顺江)、5保(今广水)、6保(今三合)．

7保(今石坝)8保(今二L桥)、9保(今渡口)、1 o保(今棕桥)，ll保(今三

江)．12保(今玉河)，l 3保(今玉成和三圣lo太队)、14保(今渡桥)、1 5保(今铜

元) 1 6保(今石牛，李义大队)。
1 9 5 0年，第三区区公昕南三圣乡迁至我社，医公所设在今棉纺社内，辅和盛，

永盛．三圣．踏水4乡。
l 9 5 0年，成立乡农民协会，：阵1 6个保改为l 6个农协分会，区域未变．
1 9 5 2年建立乡人民政府，全乡划为1 5个村，即杨柳村(今和盛镇)．花园村

(今柳岸1至7队和l l队)、顺江村(今顺江)、广水村(今广水和柳岸8、9．10

队)，三合村(今三含)、金马村(今石坝l至8队和1 2队)、土拼村(今士桥)、

岷江村(今渡口)、复兴村(令棕桥、三江)、玉成村(今玉河、玉成)，l临江村(今

渡桥)．黑桥村(今铜元9至l l『叭)，同心村(今石牛)、李望村(今李义)，玉石

村(今三圣1o大队)。

1 9 5 4年，乡政府驻地舒家渡设置和盛镇人民委员会。

l 9 5 5年撤销区的建置，我社直隶县。这一年全乡有总社l 34"，高级农业社49个。

1 9 5 8年将玉石村划给三圣乡，同时和盛镇及踏水乡的现金星，建国、红旗、清

油、永杠(永春、青杠)、黄石、新生等7个犬队戈4入我社，命名“柳江人民公社”(

园地处历史上的杨柳大江而得名)。公社下设1 3个大队，其中和盛镇为直属大队．1太

队(今踏水公社红旗、黄石大队)、2大趴(今踏水公社清油和永杠大队的部份)．3大

队(今踏水公社金星，新生和永杠大队的部份)、4大队(今踏水公社建国大队的部份

和我社的柳岸大队)，5大队(今顺江)．6大队(今广水和石坝的9至l 1队及柳岸

的8至10队)，7大队(今三合)、8大队(今石坝、士桥)，9大队(令渡口，棕

桥、三江)，10大队(今玉河、玉成、渡桥)、1】大队(今铜元、李义)、l 2大队(



夸石牛)，这一年全社有生产队7i个。

1 9 6 o年，从上面1 3个大队中较大的3、8、9、l o犬队内划Ⅲ4个分J=i5：为火队

一级的行政设置．

1 9 6 1年底，重置和盛镇．原踏水乡部份复归踏水公社．将原和盛乡部份划为t8

个管理区：1符区(今榔岸)、2符区(今顺江1至5和12队)、3管Ⅸ(今顺江6至

11队)、4管区(今柳岸8至10队和石坝9至11队)．5管区(今广水)、6符履(今

三台)、7管区(今石坝1至8和】2队)，8管区(今{淅)，9管区(今渡I])、1 o

管区(今棕桥)、1l管区(今三江)、12管Ix_(今硅河)，1 3管匠(今玉成)、】4管区

(今渡桥)、1 5管区(今铜元)、16管区(今石牛1至6队)、1 7管ix_-(今石牛7至i 2

队)、18管区(令李义)。
1 9 6 2年叉恢复区的设置．_}；柳江艮，仍辖柳江、永盛、：=圣、踏水4_}』=。

I 9 6 3年改管理匿为大队，这时全社有生产队i 26个。

I 9 6 6年又撤销区的建置，我M：n隶县。同年i 6、l T大队☆井为1 6大队，这年全

社有生产队11 8-'b。

l 9 6 9年将2、3犬队台并为2大队，将18大队改为3大队，这年全社订生产队

104个。

1 9 7 9年将4大队撤销，其1、5、6队划入1大队(柳岸)．2，3，4趴划

入7大队(石坝)，这年全社有生产队1lo个。

l 9 8 1年术，全社有夫队】5个、生产队124个。其-k柳j#大队11个队、顺江犬

队L3个队、李义大队7个队广水太队7个队三台犬f{^12个队、石坝大队12个队、土

桥大队9个队、渡[1大队4个队、棕桥大队5个队，三江大队5个队，玉河大队6个

队、玉成大队5个队、渡桥大队8个队，锏元大队8个队、石牛大队1 2个队。

第三章 场 镇

第一节和盛镇

和盛镇位于县城西北7．5公里，地处杨柳河西岸(东』：-'5t有一条街)，川习都灶椰
江公社辖区，乓有7条街，即和iE街火桐街、新街、安阜上、下街、烈士街、前进

街。解放前仅划4条街，即正街、背街，新街和横街。)己名舒瑜街(包括横街)、大棚衡、

复兴街。“文革”期间叉更名为建国街和平街、胜利衡。垒镇现确1 684人，设j个居委

会。温(江)玉(斫)公蹄沿杨柳河东岸，交通便利。和盛镇人K政府和柳江公社镎委

台均驻镇内。

相传：清康熙五十一年(1 7 l 3年)，湖广移民舒姓在此定居摆渡而得名舒家渡。

乾隆二十五年(1 7 6 1年)，安阜桥建成后，fE替了渡口。嘉庆年问，有吴、龚两家

始设盐店，后x有名山县张某在此修建--'tl}四问的“开口楼”(系瓦房)，开设茶、

洒饭馆和宿客店。 “开日楼”有床位30多个，右侧房间墙壁上曾有旅客题咏：“开口楼

·0·



头月，江边渡口灯，月落灯还在，寥寥几点星。”可见，当时渡口和“开口楼”相距不

远，“开口楼”落成之后舒家渡场镇便相继诞生，每逢农历2，6，10日赶场(4．8

日为小场)。因其地处温江至灌县和郫县至崇庆县廖家场的交叉要道，加之附近商户迁

居来场落业的渐逐增多，远近客商，往来频繁，生意兴隆而逐步形成集市。至咸丰束

年，场上已有百来户人家，到了民国初年，舒家渡就跃居为温江县旨场，一赢发展到民

国三十一年(1 9 4 2年)．场上的商业都较为繁荣，各种手工、吐众多。民国三十二年

(1 9 4 3年)．虽然受袁家山事件(详见政治篇民国时期的弊政)的一些影嘀．但场
上锌业仍不逊于县内其它场镇。

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了主，场上百业更昭兴旺。l 9 5 6年，党对私营工商业和手

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全镇私商小摊贩和小手工业者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实行台营

合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解放32年来，和盛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目前为止，地级以上单位曾在此驻

过的，先后有地区合作干部学校、地区农业学校．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学校、地区汽车修

j_j已厂、地医“五-七”干部学校等。另外县卫生学校亦曾在此驻过。

现在驻该镇的地级单位；有地区农业机械化学校和地区邮电局和盛邮电所等．

现在驻该镇的县级单位：有县第三中学校(其前身是和盛中学，后一度更名为县

“五‘七”专业学校)，县人民法院和盛法庭，县公安局和盛派出所、县物资局农机二门

市，县蚕茧站．县银行梆江营业所、县税务局泖江税务所，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柳江工商

所、县粮食局柳江粮站(分上、下仓库)，县食品公司柳江购销组、县农业银行柳江储蓄
所、县养路段第三道班、柳江供销社等。

现驻该镇的社属单位有中学，完小、棉纺社、麻纺社、农具厂，农机厂、建筑

社、服装厂、造纸厂、预制厂、汕厂、电厂，基建队、供销经理部、沙砖厂、医院，兽

防站、信用牡、文化站．广播站，电影队、冈艺场等。另外社办企业附设农机经理部、

小百货店各1个、茶馆4个、饭馆3个。

镇属单位有：电机厂、豆腐厂、蜂窝煤厂，食品厂、机面厂、五金修配门市、手工

艺社、运输装卸组，缝纫组、中草药店、茶馆(4个)、旅馆、照像馆，饭馆(8个)．

理发店、日杂店、零酒店(4个)、甜食店(3个)、和盛镇小学，文化站，影剧院．
广播站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里的集市贸易，日益繁荣。现在场上设有猪、牛．竹．

木、蔬菜．菜秧、菜种籽、禽蛋、粮食，饲料，花术、小五金．小百货、术制竹编，菸

市等。远近集体、个体商户和农村社员来镇买卖各种农副产品，农具、日用杂品及各类

小吃和摆摊没点的遍布全镇，遇上逢场天(公历3、6、9日)，这里更是热闹异常，
购销两旺。

场镇的街道都铺上了柏油路面，街道两旁裁上了梧桐树，过去破旧的街房逐步为新

的建筑所取代。现在全镇范围内有2至3层的楼房1 3幢，25至45米高的大烟囱两座，

24米高的水塔10座。l 9 8 1年l 0月，和盛镇人民政府将旧剧场拆除．在原地新修了

一幢上千个座位的髟剧院，今日之和盛镇已成为社，镇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附：和盛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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