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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甸心行政村志》修成，由衷高兴。一个行政村，能

编修出如此高品位之志，真叫人拍手击节。 。

甸心是我的乡邻，那里的山水、田园和村落我都十分

熟悉。翻阅志稿，更勾起我对杞麓湖畔、中河之滨一草一

木的怀念，爱乡之情油然而生。我相信，只要看过这本志

书的故乡人都会有此同感。这恐怕就是人们常说的志书的

教化功能吧!

《甸心行政村志》记述了大量的地方史实，对河西历

史的挖掘不可谓不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村一级

各方面的记述不可谓不全。所记之事令当代人心悦，使后

来者诚服；让知情者忆起，让不知者增长见识。这恐怕就

是A．4r]常说的志书的存史功能o

《甸心行政村志》记载的天、地、人，历史与现实方

方面面的资料足资今天的当政者参考，所记述治理地方的

正反经验可供今后的为政者借鉴，使之在治政中少走弯

路。这恐怕就是志书所谓的资治功能。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这是历朝

执政者崇尚的治国信条。自古以来，高明的政治家都把历

史作为“求治之资”，历史也确实为其执政提供了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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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

因此，无论是英明的帝王还是贤明的地方官，他们对

编修史志都十分投入。我们国家是一个十分重视历史的文

明古国，历来有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安定

发展的今天，甸心村领导主持编修了该村有史以来的第一

部村志，他们是有远见的，他们为村民和各级执政者做了

一件大好事。我为甸心能出此好志而欣喜，为故乡在文化

建设上能有如此建树而欣慰，不负家乡父老的嘱托而为之

序。

通海县人民政府县志办公室编辑

李光耀

2000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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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甸心行政村志》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辛苦耕耘，现

即将问世。值此，我谨代表中共河西镇委员会、河西镇人

民政府，表示祝贺!

甸心行政村以所辖村庄甸心村为名。行政村的前称为

甸心乡(甸心大队)，隶属河西区公所o 1987年10月区

公所撤区建镇，改为甸心办事处，属河西镇人民政府的派

出机构。行政村辖区有六个坝区自然村、三个山区自然

村，居住着汉族、回族、彝族等三千多人民，他们世代团，

结协作。这里自然环境优越，风光秀丽，交通便利，是往

县城、省城及各地的必经之路。有史以来为全镇富庶村庄

之一。

村委会驻地自古就有“四八街”之称，逢四逢八各地

群众就到这里交换生产生活用品，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提供

了便利，也为现在的市场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的甸心行政村，各行各业欣欣向荣。特

别是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

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对内对

外的改革开放。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极大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市场经济的建立，更有／，

／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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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地推动了集体企业、个体企业的迅猛发展，粮食总产量

不断增加，经济收入逐年增长，粮经比例逐步协调。群众

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已由温饱向小康

迈进。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句心人民还需艰苦努

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

“盛世修志，造福子孙”。借鉴历史，珍惜现实。《甸

心行政村志》的编纂，全面反映了该村自然、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能够更好的为促进

各项事业全面健康发展服务。甸心办事处组织力量编写出

版《甸心行政村志》，为甸心以至河西人民做了一件功在

千秋的大实事!

甸心办事处率先在全镇编纂村志，由于久远历史资料

不足，修志经验缺乏，切望知情人士和内行给予提供史料

及帮助，以使此村志完善编修。

中共河西镇委员会原书记叶永元

1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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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

设的新时期，从此中国走上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新道路。句心行政村也同全国一样，经过二十多年的艰

苦奋斗，逐步达到了社会主义的小康标准。为使我村村民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每个村民都有爱

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思想品

德，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的生活；并让更多的人了解句

心、认识甸心，为甸心经济的振兴提供借鉴，特组织力量

编写《甸心行政村志》o

编写《甸心行政村志》是一项较大的综合工程。从

1997年6月开始，历时五年，历经艰辛。在通海县人民政

府县志办公室的正确指导下，在甸心党总支、村委会的具

体领导下，通过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收集整理了大量的

资料，致使本村志结构合理，史实有据，有时代风貌，有

地方特色。编写本村志是我村历代人的心愿，是为后人留

下的历史记载，极有参考价值，很值得祝贺!

对《甸心行政村志》的出版问世，我感到欣慰。它是

句心新老两代领导共同努力的成果，是甸心全体编写人员 ．

无私奉献的结晶，它凝聚了句心三千六百多人的心声。同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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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内心也还有一份辛酸，编写人员都是在清贫中工

作，我十分内疚。借此，谨向各级领导和甸心两委的同

志、全体编写人员和提供资料信息人员、编辑老师及关心

支持本村志的所有父老乡亲，致以衷心的问候和感谢!

甸心党总支书记 张星明甸心： 张星明
’

村委会主任

2002年5月29日



凡 例

一、本志是记述甸心行政村自然状况和社会历史的首部志书。

志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

原则撰写。

二、本志记述时间，上限不限，下至1997年。也有个别事物

的记述，延伸至1998年。大事记编至2001年。

三、本志分篇、章、节、目四个层次。以文字记述为主，表格

图照为辅；表格插于正文之中，主要图照集于全卷之首，部分插于

正文中。除引文外，都用语体文述写，并奉行“述而不作”的原

则。行文称谓采用第三人称。

四、本志所用纪年，民国以前都用当时通行年号，并以括号注

出公元年份。民国时期，一般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一律用公元年号。行文中前无世纪为头的50年代、60年代、

70年代等，概指20世纪。文中所用建国前、建国后两个简称，都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建立后。

五、为使本志发挥激励后人的作用，收录人物较多，只要与甸

心历史和现实相关联的各有所长之人，都不以职务高低论短长，而

以其特长作记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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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牛、黄牛⋯⋯⋯⋯⋯⋯⋯⋯⋯⋯⋯⋯⋯⋯⋯

二马、骡、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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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甸心行政村志

第二节猪、羊、鸡、鸭、狗⋯⋯⋯⋯⋯⋯⋯⋯⋯⋯

一生猪⋯⋯⋯⋯⋯⋯⋯⋯⋯⋯⋯⋯⋯⋯⋯⋯⋯

二山羊、绵羊⋯⋯⋯⋯⋯⋯⋯⋯⋯⋯⋯⋯⋯⋯⋯

三鸡、鸭、鹅、鸽、鹌鹑⋯⋯⋯⋯⋯⋯⋯⋯⋯⋯

四狗、猫⋯⋯⋯⋯⋯⋯⋯⋯⋯⋯⋯⋯⋯⋯⋯⋯⋯

第三节蜜蜂、桑蚕、家兔、马鹿⋯⋯⋯⋯⋯⋯⋯⋯

一蜜蜂⋯⋯⋯⋯⋯⋯⋯⋯⋯⋯⋯⋯⋯⋯⋯⋯⋯

二桑蚕⋯⋯⋯⋯⋯⋯⋯⋯⋯⋯⋯⋯⋯⋯⋯⋯⋯

三家兔、长毛兔⋯⋯⋯⋯⋯⋯⋯⋯⋯⋯⋯⋯⋯⋯

四 马鹿⋯⋯⋯⋯⋯⋯⋯⋯⋯⋯⋯⋯⋯⋯⋯⋯⋯

五蚯弼l⋯⋯⋯⋯⋯⋯⋯⋯⋯⋯⋯⋯⋯⋯⋯⋯⋯

第四节养鱼⋯⋯⋯⋯⋯⋯⋯⋯⋯⋯⋯⋯⋯⋯⋯⋯

第五节防疫治病⋯⋯⋯⋯⋯⋯⋯⋯⋯⋯⋯⋯⋯⋯⋯

第四章水利⋯⋯⋯⋯⋯⋯⋯⋯⋯⋯⋯⋯⋯⋯

第一节兴修水利⋯⋯⋯⋯⋯⋯⋯⋯⋯⋯⋯⋯⋯⋯⋯

第二节水利设施⋯⋯⋯⋯⋯⋯⋯⋯⋯⋯⋯⋯⋯⋯⋯

一蓄水设施⋯⋯⋯⋯⋯⋯⋯⋯⋯⋯⋯⋯⋯⋯⋯⋯

二提水设施⋯⋯⋯⋯⋯⋯⋯⋯⋯⋯⋯⋯⋯⋯⋯⋯

三引水排水设施⋯⋯⋯⋯⋯⋯⋯⋯⋯⋯⋯⋯⋯⋯

第三节水利管理⋯⋯⋯⋯⋯⋯⋯⋯⋯⋯⋯⋯⋯⋯⋯

一用水管理⋯⋯⋯⋯⋯⋯⋯⋯⋯⋯⋯⋯⋯⋯⋯⋯

二设施管理⋯⋯⋯⋯⋯⋯⋯⋯⋯⋯⋯⋯⋯⋯⋯⋯

三用水状况⋯⋯⋯⋯⋯⋯⋯⋯⋯⋯⋯⋯⋯⋯⋯⋯

第五章林业⋯⋯⋯⋯⋯⋯⋯⋯⋯⋯⋯⋯⋯⋯⋯⋯一(208)

第一节山林权属⋯⋯⋯⋯⋯⋯⋯⋯⋯⋯⋯⋯⋯⋯⋯(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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