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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县城北四十华里的涪江东岸是“争胜乡"。 “永和堰刀贯穿南北，将乡土巧切

为二，西铺沃野，东伏浅丘。雄伟的青皮嘴北踞要隘，壮丽的高家桥南锁咽喉。物产丰

富，地灵人杰。我们勤勤恳恳的前辈，世世代代在这块可爱的土地上劳动着、战斗着、

描绘家乡的兰图。 、
，

解放前，人民无权，长期遭受着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和蹂躏。加之匪患灾荒，不时袭

击。人们断筋折骨地挣扎，仍不免五业凋敝，岁月辛酸。

解放后，争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夺得人民政权，粉碎几千年私有制度，

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崭新的生活、日新月异。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调整了农业政策，改革了农业集体经济管理体制和农村生产关系的不适应情况，逐步实

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使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工、商、付俱兴

并茂。切至一九A--年，人平口粮增至一九四九年的三点一倍，油菜籽达到一九四九年

的二十一倍，人平收入一百九十四元。 ，

随着物资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交通邮电、医药卫生等事业，欣欣向荣，中小学

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基本达到普及。

随着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主义的新道

德、新风尚正在逐渐树立和形成。

欣逢盛世，业绩岂容湮没?国策修志，亦乡人所迫切要求。为了经世致用，鉴用并

举，直接为本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人民利益服务，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服务。

争胜乡在上级指示和扶持下，建立了《争胜乡志》编写领导小组。小组以五个月时间，

在党政领导和有关单位、干部群众的支持下，进行查史料，访“口碑”，开座谈会等工

作，大量搜索了七十年来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医卫、社会生活、历史大

事、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史实和人物。通过反复鉴别筛选，一用四个月时间，在三台县新

县志编纂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经过详细撰写，广泛征求意见，几经审改，《争胜乡

志》终于修成。

在撰写过程中，小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党的六中全会《决

议》精神为指针，力求体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突出本乡的地方特点和特

色。但因时间仓促，资料不裕，水平有限，难符众望。敬希有关部门和广大干群惠予指

正，以便修订是幸。

此 序

《争胜乡志》编写小组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日

’



凡 例

一、本志段限：上为一九一一年，下至一九Jk---'-年(除政治、经济、农业、文化、

教育、医药、卫生外，其它篇章不受此限)。

二、本志编写原则：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唯上、不唯亲、不唯书。

三i本志体例包括“志”、“叙”、“传"、“图"、“表"、“考"、“录"七

种。以志为主，叙述求实。

7四、“明"、“清”、“民国”朝代沿用旧称、不加政治性定语。

五、对帝王称其年号，如“明永乐”、“清光绪舻，对人物一律直称姓名。

六、本志纵成体系，横陈系列，在章节志叙史实时，有'重见现象，但有详有略，各

得其重。 +2“ti ‘?’”

七、解放前记时用旧历，在括号里注孵公房年月0穹潮蛾后一律蔚公历。’
八、零毒所载始名≯廊聱盔唐爵瘩稼≯j房受谗叙中肿当莳酌名称，‘’在括号里注明现

蜮醐签峨i攀：’≯麓_jt j： j’
’

。

八，本志用字，无论简化或繁体均以《新华字典》为准。
：t ‘《争脞乡志》编写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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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自然概况

第一章 自然地理

第一节位置和面积

争胜乡位于三台县城北二十公里，涪江河从西侧流过，永和堰从北至南纵贯全境。

东与双石乡，先锋乡接壤，南连新德乡，北靠里程乡，西以涪江河心为界，与灵兴、刘

营两乡毗邻。争胜乡场镇位子北纬三十一度十二分，东径一百零五度一分三十秒(土肥

站一九八一年考查数)。

争胜乡东西相距约三点五公里，南北相距约六点八公里，全乡总面积二十点零二平

方公里，折合三万零三十四亩。争胜乡政府位于⋯、二大队交界的木鱼山脚下。

第二节人口分布

全乡有七个大队和一个蚕种场，五十九个生产队，共有二千五百九十三户，九千六

百八十二人。总劳力为四千一百零一个。由于地形地质的差异，人口分布也不平衡。丘

陵地区的三、四、五、六四个大队，人口稀疏，座落于丘中窄谷区内，占全乡总人口的

百分之三十六，平坝河谷地区的一、二、七三个大队，人烟稠密。占全乡总人口的百分

之六十四。坝地人家居住大体分两行；坝中央从北向南一行社员住房，依山麓一行社员

住房，这是本乡坝区社员居住的一大特点。兹将人口情况列表予后：

表一： 1983年人口分布及性别统计表

其 中 其 中

男 女 农业人口 非农业人口

全乡 9652 lOO 4899 4753 9513 139

平坝 6167 64 3106 3061 6028 139

浅丘 3485 36 1793 1692



户 数 人 口

年份
合i十 农业户数 非农业户数 农业人口 非农业人日 合计

1949备 1208 1207 。 l 4910 6 4916

1952 1328 l 327 1 5535 10 5545

1957 1578 1578 6599 6699

1963 1651 1649 2 6790 48 6838

1966 1 677 1677 7168 65 7233

1972 1960 1950 10 8924 118 9042
·￥孳．：j

1976灌 2128 2123 5 9594 85 9679

1978 2189 2182 7 9617 86 9703

1981 2312 2304 8 9528 116 9644

1983 2285 2277 8 9513 139 9652

第三节地形、地势、地质

涪江河象把弯弓环绕太古坝，自北向南流过，永和堰沿山麓从北至南纵贯全乡，把

全乡分成东西两片。东边是起伏的浅丘地区，分布有双汇、花庙、高桥、长青大队，西

边是肥沃的冲积平坝，分布在青皮、争胜、木鱼大队j地貌形态以剥蚀构造成因的丘陵

和冲积而成的平坝为主，整个地势东高西低，向南倾斜。山脉是从东南向西北走向，呈

长岗猪脊馒头状，泥岩多形成台地。东部最高点是崩山子，其海拔高程为五百八十五点

五米，木鱼山、元宝山海拔均为五百米，是争胜的较高地带，最低点是涪江东岸，其海

拔高程为三百八十六米，即冲积平坝(太古坝)，是争胜稻麦的主要产区。

据调查，高丘窄峪区山脉的相对高差是五十至一百米，峪宽为二十至五十米，峪底

平坦丘腰较陡，与平坝的相对高差小于二十米，其宽大于二百米。

争胜乡鲍地质构造比较简单，露出地表的是中生代侏罗纪上统属蓬莱镇组与自垩纪

城墙群的地层(距今约0．8～i．95亿年之间，其中侏罗离现在远些)，新生代第四纪(距

今0，02—9．07亿年之间)的涪江两岸的地层。包括有蓬莱镇组地层的砂岩、泥岩和城墙

群地层的沙岩、泥岩和砾岩，新生代第四纪的粘土、砂质粘土，粘质砂土等。这些地质

(的岩石)统属于沉积岩。

第四节气 候

争胜乡属四川盆地中部地区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主要特点是：气候温和，雨

量充沛、四季分明、大陆性季风气候显著。冬暖春早、夏热多雨、秋有绵雨、旱涝交

错，无霜期长，平均风速小，热量非常丰富，四季宜耕的气候特徽。根据这个地区特

；



点，春、夏、秋、冬四季，一般用气候平均气温来划分。温度小于10℃为冬季，lO OC至

22℃为春季或秋季，22。C以上为夏季。夏季较长，一般为一百四十八吞冬季九十一天，

春季六十八天，秋季五十八天。 ．

表一： 春、夏、秋、冬四季划分表

起止日期日／月

天 +数

温度：争胜乡由于盆地四周高山的阻挡，大大减弱了北方冷空气的影响，一般冬季

温度偏高。以历年一、七两月平均气温为例：一月份平均气温为6℃，最高气温14'C，最

低气温一3．8℃；七月份平均气温26．7℃，最高气温33．8℃，最低气温18．2℃，年平均

积温6130．3℃；极端最高气温为37．7℃，出现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特殊气象)，

这一天特别酷热。

冬暖春早：争胜地区由于冬季温度较高，少霜雪，对一些怕低温的作物较为安全，

同样因素，春节时升温较快，稳定在10℃，平均初日为三月四日，在四月上旬可回升到

15。C以上。但在春分和清明前后，常有寒潮影响，带来倒春寒天气，同时干燥少雨，常
●

有春旱。 ，，

夏热多雨：夏季长达四个多月，是全年最长、最热、降水量最多的季节，月平均气

温最高达28．1℃，出现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夏季雨量较丰富，但分布不均，初夏易旱，

盛夏又有伏旱。雨量在七月份达到最高峰，造成局部洪涝。

秋有绵雨：秋季仅有两个月左右，温度下降快，波动幅度大，早晚凉爽。在十月中

旬，日牛均气温可降到15℃以下，阴雨多、湿度大，同时，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有百分

之五十的年分产生十天以上的秋淋天气，对晚稻的孕穗和棉花都有影响。四季分明，气

温差异大。

降水量：常年平均降水量为789．1mm。一月份平均降水量为8．7mril、七月份平均

降水量为215．3111m；年平均最多降水量是一九六一年，达1444．5mITl，年平均最少降水

量是一九六九年，为598．81i3．Ill。雨量最少的月份是一月，雨量最多的月份是七月。仅

一九八一年(特殊年份)的七月四、五日和十三日，三天共降水358mm，占全年总降

水量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三八。

地温：以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八j年的地温资料为依据，地表(ocm)，地内5、10、

15、20cm等各层的温度值同样是冬低夏高，秋冬两季(头年九月至次年二月)随深度

而升高，春夏两季(三月至八月)随深度而降低。但浅层(Scm)地在三至九月都比地

表温度低，相差最大是五月份，低1．4。C，全年平均低0．4 oC，只有十一月、十二月温度

略高于地表温度，二月与十月和地表温度相等。

地表温度都是冬冷夏热，平均值最小是一月份，为6．6 oC，最高是七月份，为

29．3℃，全年为18．6℃，各月的变化趋势与气温一致，同时，地面温度一般都高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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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地气之差也是冬季小，夏季大，随季节而变，最小在十二月，为0．7℃，最大在四

月，为p．9。C。其次是七月2．6 oc全：年为1．9 aC。可见春季作物播种时，只要气温条件适

宜，地表温度一雌没有什么影响，特别是早地作物更小些(见地温表)。年平均日照
1388小时，最高年1537．4小时，最低年1247．4小时；平均无霜期为283天，最长无霜期

324天(1968年11月4日至1969年2月2,1日)，最短无霜期为238天(1979年1月4日至1980年

4月1日)。

表=“ 1958t1981年各月平均地温统计表

单位；℃

器《
●●—●

●—4 = 四 五 ／、 七 八 九 十 十 十 年
—一 。。—J

．——^
—J

平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

月 月 均

地表与气温平均差 1． 1．4 2．4

—Y_

2．9 2．3 1．6 2．6 1．6 1．2 1． 0．7 】．9

地表(℃m) 6．6 8．9 14．8 20．3 24． 26．3 29．3 28．3 23．4 18．4 13． 8．3 18．6

5 cm ’

8．7 8．9 14 19． 22．6 25．9 28、．6 27．6 23． 18．4 13．4 8．9 18．2

10 cm 7 9 14 18：、8 22．3 24j9 28 27．5 23．1 18．s6 13．7 9．1 1'8．1

19 ClTI 7。3 9．1 13．9 18．9 22．3 25．4 27．9 27．5 23．4 18．9 14 9．5 18．2

20 Cm 7．6 9．3 1 3．9 8．5 22．1 25．2 27．7 27．5 23．6 9．1 14．5 9．5 18．3

表三： 历年霜日初终期及无霜期臼皴襄

项 目 初 日 终 日 无霜期日数

。最早(长) 14／11 31／I 324

最晚(短) 4／1 t／4 238

平均 7／12 26／2 ， 283

袭四： 历年各月平均曰照耐数、。气温、降雨量统计表

＼月 ●—— —- = 四 五 。L
七 八 九 十 十 十 年

、肇 I务
‘。一 _—^ ／、

●-—^ 二 平

＼◇I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项目、＼＼ 月 月 均

日照(小时) 72．8 71．3 112．3 134．6 146．2 143．5 182．4 195．9 101．2 79．2 67．5 69．2 123

平均气温(℃) 5．6 7．5 12．4 17．4 21．7 24．7 26．7 26．8 21．8 17．2 12 7．6 16．7

壤高气温(℃) 7 9．9 15． 19．7 24．7 25．8 27．9 28．1 23．2 19． 13．7 9．3 17．2

最低气温(℃) 3．5 4．8 9． 9 20．1 23．2 25．5 2,1．5 20．2 15．1 9．7 4．3 15．9

降雨量(毫米) 8．7 9．5 20．5 46．5 79．2 107．3 215．3 157．4 163．2 47．9 20．3 6．4 8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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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土 壤

争胜乡土壤共分三l类，七个土属。即粘土面积3559．77亩，壤土，面积3361．5亩；

沙土，面积2140．74亩。全乡共十六个土种，每个土种的分布情况，面积及其性质分述

予后：

一、灰白沙田和灰白沙土：：面积624亩，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点九和百分之八

点四。分布予平坝的一阶地上，色泽均匀，皆为灰棕色。土壤母质层20至80厘米。这种

土质是由细沙和河流上游中冲来的淀泥沉积物组成。好耕易细，水淹条件下，不易板

结，保水保肥能力差，肥期不足，干燥性热通气强，PH值(酸碱度)七点五，属中性

土壤。层次结构是A7一P—G81，耕作层为18厘米。在60厘米以下，出现轻度潜育现

象，大部时间群众用来作旱地，所以又叫灰白沙土。宜种甘蔗，亩产四千斤左右。

二、潮泥田：主要分布在坝区的三级阶地上，距涪江较近。面积为1673．9亩，占总耕

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八点五。土层深，地质层次为A7一P。一P—Wa、b，耕作层18厘米，

地质中一一重壤，耕作较困难，有些背工，较难整细，保水保肥性能好，苗期前期不来

苗，后期肥劲稳长，其水、热、气状况较为潮湿冷凉。小春作物一般在初期生长时较快

(因气温增高)，通气一般，在耕作26厘米以下出现锈纹、锈斑、软铁子、PH为中

性，其磷：钾含量低，一般是水早轮作。大春水稻亩产九百斤，小春小麦亩产六百斤，

大部分采取轮作方式。

三、渤沙泥田：主要分布在坝区二级阶地上，处于一级阶地和三级阶地之间，面积

四百七十点八五亩，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点二。土层深厚，一般好耕，容易整细，

保水保肥性能良好，肥劲足而长，水热、气状况是潮润温暖，通气好。由于河流冲积母

质成分复杂，矿物质养分含量丰富，加之人为耕作，土壤肥沃宜种度广。质地轻一中

性，土壤结构为A 7一P—K7 a、b耕作层为十九厘米，在二十五厘米以下出现少量铁、

锰淀积，PH为中性，土壤中有机质为百分之二点五，含磷量很低。一般为两季田，大

春种水稻，亩产一千二百斤，小春播小麦，有产六百斤，一般无法轮作换茬。

四、潮泥土：面积二百三十一点零四亩，占耕地面积百分之二点五，分布于丘脚与

第三阶地上；土体厚，由予长期耕作熟化，土壤较为肥沃，有机质占百分之二十五，又

由于坡积黄泥的影响，土壤质地一般为中一重壤，再由于下部有层黄泥，群众又叫作黄

泥土，加之黄泥以上，耕作层以下为灰白色，也有叫作白鳝泥土的，耕作层为灰棕紫

色。此土易来苗，发苗力强，苗期长势较好，掌握好天气，较好耕耘，不太板结，较保

肥保水；生产水稻，亩产一千二百斤，小春种小麦，亩产六百斤，种油菜，亩产二百五

十斤。一般是水旱轮作。在种水稻时有稻育蝇，小春小麦锈病。 ，

五、姜石黄泥土：主要分布予丘顶，面积一千四百七十兰亩，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

十六点二。土内混有大量姜石，土层较深，但越深越板结，土体结构是A—B。一B。，

耕作层一般为十四厘米，色泽一般呈浅黄或黄色。质地是重壤一中粘，除耕作外，土壤

板紧，PH值为7．5—8(酸碱度)，有机质百分之零点五；由于土体紧实，因此，保水

保肥性能强，但供肥性能差，极不好耕，一般轮作，或是红苕(间玉米)，或花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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豌豆，或小麦；种红苕，亩产二百四十斤，种玉米。亩产三百斤，种豌豆，亩产一百

斤，种花生，亩产一百五十斤，种小麦，亩产一百斤。

六、姜石夹沙黄泥土：分布于白龙组岩出露的丘上部，较姜石黄泥土好耕一些，透

气性稍强，小春小麦亩产二百五十斤，其它与姜石黄泥土相类似。

七、黄自沙土：仅分布于自龙组岩石出现的丘上部或丘顶。其面积七百五十七亩，

分别占耕地的百分之三和百分之五点三；一般呈浅黄和灰白色；土体结构为A或B—O

—C，质地为沙一轻壤，土壤呈微磷性，土壤疏松，土体薄，群众嘲“楼板土”。有机

质为百分之二点五，耕性好，漏水漏肥，肥劲全期呈现不足，易出现脱肥早衰，抗逆力

强，经湿不经千，养分释放快，矿质化较彻底，潜在养分缺乏，加之坡陡且上上部，雨水

冲积较严重，土壤养分随土胶体流失而流失，故黄白沙土瘦。一般种玉米或红苕——豌

豆，轮作花生一小麦；玉米亩产二百斤，红苕亩产三百至三百五十斤，花生亩产一百五

十至二百斤，小麦亩产二百斤。

八、二泥土：一般分布于丘下部，面积八百一十五亩，占耕地面积百分之九j该土

层较深厚，土体结构型为A—Bt—B z，一般耕作层在十八厘米左右，呈黄红色，中性

土，但耕作层属轻壤，沙、粘比例适宜，耕性良好，直耕期长，通气性好，保水保肥，

供肥性能良好，肥劲足而长，苗期既有前劲又有后催，。宜种度广，一般种花生一油菜一棉

花或红苕(间种玉米一小麦。花生亩产兰百斤，油菜亩产I三百五十斤，棉花亩产七十

斤，红蕃亩产五百六十斤，玉米亩产六百斤，小麦亩产五百斤。

九、泥土：一般分布予丘脚，弯顶槽地(即一台土)，面积五百九十二亩，占耕地

面积百分之六点五，该土较二泥土泥重，质地一般中壤一轻粘，宜耕期短，犁起不易散

丕，苗期少前劲有后劲。土体结构为A 7一P。一B，一B。，色泽一致均为黄红紫，一般种

棉花一油菜或红苕(间种玉米)一小麦；棉花亩产七十斤，油菜亩产三百五十斤，红苕

亩产六百斤，小麦亩产五百斤，其它与二泥土相类似。

十、二泥田：主要分布于正沟旁及支沟内面积三百五十五亩，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

三点九，土体结构一般为A7一P。一Wa，b z，色泽较为一致，呈黄红紫色，质地为中

壤一重壤，耕作层一般在十六至十八厘米，在初期潴育层中出现锈纹和锈斑，PH显中

性，有机质百分之二点五粘砂较适度，一般为水早轮作。宜耕期长，土酥绵软，湿润温

暖，通气良好，保水保肥力强，苗期一般呈全发型，肥劲足而长，常种植水稻一小麦或油
菜。水稻亩产一千二百斤，小麦亩产六百斤，油菜亩产三百五十斤。

十一、泥田：主要分布于正沟或支沟正冲面积四百五十五亩，占耕地面积百分之

五，由于山高沟峡，沟中排水不畅，此田的二十厘米以下，有锈纹锈斑，出现软铁子或

硬铁子，田边排出锈水；泥田土体深厚，耕作层为十八厘米，其层次结构为A7～P。一

P—Wo：b。，色泽一般为黄红色，群众称为“黄泥田”，但没有熟化过程该地一般为

中一重壤，有机质含百分之一点五放干田耕作较困难，不散丕，保水保肥性能好，肥劲前

期不足，有后催，土垠潮湿冷凉，透气性差，局部地方冷浸。种水稻有些田发生坐蔸，发

生稻瘟病、螟虫和粘虫。放干田时有下湿出现。在轮作方式方面，常植水稻一小麦或油
菜。水稻亩产一千一百五十斤，小麦亩产六百五十斤，油菜亩产三百五十斤。

(土肥站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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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胜乡土壤类型分布统计表

、＼彰 ＼力 争 木 双 花 长
．～

青 蚕 合局

＼＼◇＼队 场
机万臼心 胜 备 汇 庙 青 桥 皮 关 计●—‘

灰白沙土 201．4 372．3 197 770．7

卵石黄泥土 17 46 62 67 192

潮泥土 87．4 85 20 22 214．4

紫红沙土 96 76 185 123 480

黄沙土 42 44 133．2 7 50 276．2

二泥土 47 317．07 45 313 84 3 809．07

泥土 15 173 265 131 21 605

大黄泥土 204 232 2．5 191 167 165 541 1502．5

姜石黄泥土 46．3 17 284 347．3

灰白沙田 165 284 154．1 603．1

潮沙泥田 105 319 148 43 467

’潮泥田 588．3 667 131 17 479 1751．3

卵石黄泥田 179 11 190

二泥田 45 93 70 208

泥田 16 156 143．1 9 324．1

合计 ’

第六节植 被

争胜乡的幅员面积三万零三十四亩，其中农耕面积九千。三十六亩，林地面积八千

五百九十一亩，果、桑园面积九百二十亩，荒草地五千O七十一亩。林荒比例情况为

0．59：1左右。

林地中，成片森林三百九十一亩，疏林七千八百六十二亩，竹林三百三十八亩。

(土肥站一九A_-年普查数)

一、争胜的植被稀疏，森林和疏林中一般以柏树、松树为主，这些树大部寄生于丘

部。七大队二队有部份成片的柏树林，三大队有成片和零星的柏树林。另外，还有桉

树、香樟、椿树、麻柳、杨槐、杞木、泡桐、苦栋、旱莲(通天柳)、青杠等，其它地

区都分布有马桑、黄荆之类依稀的灌木林。故此成林面积有三百九十一亩，疏林草地就

有七千八百六十二亩。

永和堰埂全是桐树，其它地方也有桐树和少量的棕树。一九六九年产桐子八十三
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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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一般都栽在房屋周围，品种不太繁多以慈竹最为普遍，少量的楠竹和斑竹(小

而少)。

二、争胜乡种桑有较长的历史，民国时期就有苗圃，嫁接良桑，但未发展成功。现

今蚕种场就有成片的嫁接良桑园地六十亩。其他各村的桑园及稀疏桑株，合汁三百O三

亩，以一九八三年为例，养蚕九百。三张纸，产茧四百八十四担。

三、果园面积六百一十七亩。柑桔较多，一九八一年产果八百一十一担。一九七八

至一九七九年，争胜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无尝投资，大量发展柑桔(以温州密桔为

主)，将一、五、七村部份荒坡改为层层梯地六百一十七亩，栽柑桔十万余株，到一九

’八三年，已有部份果树开始挂果，大见收益。此外，核桃、杏树、李树、桃树等，分散

在社员的房屋四周，或附近的自留地和自留山上。一九六二年产核桃四千二百担。

四、荒坡较多，共五千。七十一亩。这些荒坡上，除有计划地绿化外，主要是以蓑

草最多。多年来，蓑草都是利用方便的水路，运往三台、重庆等地，作造纸原料，支援

国家建设，还有茅草，硬芭茅等燃烧原料。

第七节水和水域

江河、沟、渠、塘、堰水域总面积九百九十六亩，占全乡总面积的百分之三点三。

塘、堰面积二十八亩，涪江河面积四百六十四亩。在未修筑永和堰以前，争胜乡向来就

以塘和石堰积蓄之水为主要灌溉水源。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永和堰引水工程落成后，引来了涪江河上游外来客水，

约二十个流量，争胜坝区的农田实现了排灌分家，田渠水利化。该堰从永明乡上场口两

里处进水，沿涪江左岸而下，流经永明、光明、花园、老马、里程、争胜、新德等七

乡，灌溉着这七乡坝区的田地，全长四十六点五公里。争胜段渠长为六公里，灌溉太古

坝的一、二、七大队的三千。一十六点五亩田土。此外，还分设有135千瓦的二级电力

提灌站两处，同功率的一级电力提灌站三处，分别浇灌着一、二、四，六、七大队的平

坦土壤及丘陵地的农作物和柑桔果树。

一九六七年，青皮嘴河堤扩建后，在堤上修筑了一条长达二千六百米的抬水沟，支

沟二条，共一千二百米。致使七大队的廖家脊，周家脊，一大队的景家濠坝，陈家河坝

和木鱼大队的旱地三百八十亩，得到自流灌溉。

此外，还有两条较长的小河沟；一条是青草沟，起源于里程乡，经里程流经争胜乡

的花庙、争胜、木鱼大队，在木鱼大队的吴家河坎与涪江河汇合；另一条是水磨河，发

源于先锋乡的一大队，流经争胜的长青、高桥大队，在高桥大队的高家桥注入涪江。这

两条溪水除拦堰灌溉少量螃田外，大量水力资源尚未利用有待今后开发。

争胜乡人民历来就有培植水生植物和水生动物的传统习惯，但养水生动物并不广

泛。一九八一年，生产责任制落实后，水域的利用有所扩大，但并未充分发挥，待今后

挖掘其潜力。

只有极少数社员利用现有的池塘养鱼，其品种不多，仅是鲤鱼、草鱼及鲫鱼等，栽

培的水生作物只有藕(数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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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自然资源

第一节 矿 产

争胜乡的沙滩面积有三千四百二十三亩左右，那里有不少沙金。历来就有不少的农

民在冲积的沙滩上淘金。民国十九年(1930年)，仅周家和徐家两姓淘金的人近五百

个，杨家巷几乎家家户户都出动淘沙金。在那乱石河滩上还有很多石灰石，多年来射

洪、遂宁等地的石灰厂，前来争胜订购石灰石；近几年来，由予祖国建设事业的飞跃，

此地区广大河滩上的粗河沙和石英石，成。r贵重的建筑材料。许多县、镇的船只，到这

里来运取，当然也有还未发现的矿藏，还有待今后开发利用。

第二节其 他

丘陵地区的蓑草、黄荆条，分别是造纸和编织的原料之一。野生动物：争胜乡原来

的野生动物种类繁多，讫今确实少多了。主要的野生动物有兔、野猪、毛狗、豺狗、花

鼻梁(面驴)蛇(青竹标、红蛇、菜花蛇)；鸟类有：乌鸦、白鹤、鹭丝、山雀、麻

雀、喜鹊、黄莺、八哥、四喜、黄豆雀、斑鸠(火斑鸠、大麻斑)，。口袋雀、牛屎雀。

还有少量的水鸟乙鱼雕(青桩)，水翠、啄木鸟、海燕、海鸥(水斑鸠)，泡桐鸟，野

鸡、蛇鸦雀等。

候鸟有：布谷鸟、杜鹃、秧鸡(黄鸡、咚鸡)大雁，春燕、野鸭、耋乌子(全身黑

毛，形似老鸦而稍小，习惯飞叫，发出哇、哇的叫声，本地群众称做圭鸟子)。

如今好多鸟、兽已绝迹或少见了，如豺、狼、乌鸦等基本绝迹。野猫、野鸡等也很

少见了。

家禽家畜：现在争胜的家禽家畜和解放前相比，种类都差不多，但现在的良种家禽

家畜种类就多了。主要的家禽有鸡、鸭、鹅和少量土寿鸡。近几年引进了不少的良种家

禽，如巴白、来杭(蛋用)，九斤黄(肉用)，还有英国红，以及各种杂交鸡，澳州

黑、卢花鸡等等。家畜主要有猪、牛、羊、兔，一九八三年有驴一一头。主要的良种家畜

以猪为主，如巴克夏、长I：h猪、荣昌、内江等猪种，但以巴克夏长白猪种为优，近几年

来，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猪只的饲养空前提高，一九八三年，全乡共养猪五千五
百八十五只。

第三章自然灾害

第一节瀑雨洪涝

因季节和气温关系，瀑雨洪涝大都出现在六至九月，由予西太平洋付热带高压伸入

大陆，印度季风低压迫至，西南、东南暖温气流北上，充沛的水气输送，冷暖空气的频

繁变换，常有大雨?瀑雨发生，造成洪涝灾害，导致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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