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鬃源绑，慧

NJ,I省灌县《聚源乡志》编写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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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灌县《聚’源乡志》，7’是我乡有史以来第一部地方史志兼存的小

百科全书，现在编辑出版了：’。’
+‘

‘’’7 ’7

’

编写一部《聚源乡志》，。是历史赋于我们的光荣任务，是全乡

‘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目人类历史有记载的四

千多年来，聚源未曾出现过综合记载本乡本土的史志。这次从-九

八一年十=月着手：经过组织力量，宣传动员，搜集和整理资料、

征求意见，反复琢磨，历时八月，于一九八二年八月定稿。《聚

源乡志》，纵观了聚源古往今来的演变，侧重记载了一九一一年到

一九八一年的七十年间的历史，展现了聚源美丽的河川、丰富的资

源j灿烂的文化。聚源的七十年，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长河

中，虽是短暂的一瞬，却经历了结束清王朝封建统治建立中华民

国，国民党统治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成长三个历史阶段。这

期间，聚源和祖国各地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历史上

的众多因素，几干年来，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三十多年，人民

当家作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风土民情等变化发展的

历史，在文字上的记载尚属空白。再不编写史志，流传后世，我们

这一代人将成为历史的罪人。过去，无数有识之士，志士仁人都为

没有完成《乡土悉》而遗憾终生。今天，聚源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在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志办公室的关怀指导下，编写一

部客观记实、秉笔直书，观点正确、是非分明，体例完善、内容详

备的志书。既是弥补历史空白，上对祖宗负责，又是为祖国四化建／



设服务，为子孙后代造福的神圣职责。值此出版之际，我代表中

共聚源公社委员会，聚源公社管委会，并以个人名义向了解聚源历

史的老一代革命者、当事著，年富力强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为革命勤奋工作和就学的青少年，．为《乡志》编写出力的编志人员、

写作顾问和一切提供史料的人员表季感谢。，_?⋯√j。，一 ， ：j，，．．

，。《乡志》是留下的一部“前有所稽t．后有所鉴，：、，的历史遗产，一

编写乡志，，入人有贵，我想权且把上莓看法，．．筘为此志的序言，黟

表寸?心口置a， __，√一-．．、一。。”¨≯lo_≯。：-：一j j

⋯_，。■一，、．．、：， 一 手其聚源公社委贲会书记：黄瑞季．?、 。

‘’o’。：．：，，-．，I：⋯。 !．．_九八二年八月_ ，，，．卜j．
、_．．．≯．一．?，j‘o、一I／．≯ !，一、≯ 一⋯，一． 1 0。’一一，：

．o一。，f¨一．’：，‘j-0 一点：o：o≯’?-；‘．■、i o二o，：：I’·
‘

：’-．．一．：。，：．：_∥，，_．。?一≯．多o i。j j．’i，’_，ja I’V，，。．。’、一
．t

‘◆jo一，一．0-。≯‘』：．：，o，t”≯-㈠曩：；’一oj、‘控；’蠢：0
，■oi t曩◇，0一，’■⋯?。÷．jj：一。t_。≯=．。翻⋯≯芬叠≥爱。2‘；：

_ b，。一jj江，。』，一． ；_·＆，1。，‘j 0≯■一t．：I，’：‘■⋯t；l ，

j。㈠卜，。㈠： ．≯。．_j：』，㈡j：．‘√：。净⋯毛ij_i懋蛰∥；。．㈠：一．

，j?7．，。 。≯?曩。： ：扣。一．ji．·、、 ：，；‘ 一一：_～J．：j：!i．’；} 。：扛 t-：，，!j、 ．≮．’一’；-、，? 7

．：：I◆√，。。．0∥，，．．，。：㈠，o：．；：．jo：．-。j。‘．。。。。．’：+t÷
’

，．：：。；tⅣ·i1|、’i’f。；’；}j，。．，．|．j‘，”．：+．；：．冀i：．．’‘_。：．．一⋯一。-：j：?j ?

。f，， ·一{．j。’。，‘，一。‘√：i 1一。‘，j，j J‘．‘o．-．0 j 支
．。

：!_；= ：j!．：?j，、；，：，’i“。． 。二7 ．，j j’i 。，i．一：j j-、’，3．-t：了I÷’l，．：i、：，二～‘ ’·；

；

蕊誓_j．誊Hj j。；；‘：，l，：：j，’鲁。曩：．’|：■(“7．Hh■：∥?孓j“! 。

⋯i弩，?{∥一0●，；．．_：‘oj0。，。．’√o-轰，j o。j一，j：

：；≯：j‘一rh_。+o，o—lj、，_。，l-．．一1 7，：。=～，j。：，t_、，，i，_!j?≯‘

■。’{’：一2：-i。|一：’ ． j⋯I．j j。I●。I．：．j。，一分：4曩j：_：，¨。■，：气
．

．，

⋯ 一 ～、
；’

、

2
’



编辑说’’明+4-：-：。
j ， ?

’

：
j ii i卡．，

一、《聚源乡志》上限为一九一一年(建置沿革、。自然地理、

文物古迹：社会风土不受此限)；下限为一九八一年(个别跨年完

成的事到一九八二年初)。
‘’，‘ ’’“- ：’。

j：、’

一

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一尊重史实， 秉笔直

书；详今略古，突出地方特色。

’三、体例包括“志”、 “图”、 “传”、 “表一， “记”。以

时间为经，事件为纬。

四、现有地名和大队名称一律用地名普查中确定的标准名称。

五、历史朝代沿用旧称(如“明”、 “清”、 “民国”)，一

般不加政治定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文中简称“建国以
匕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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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校：杨增宏，刘襄遵

马仁海成有才

封面设计：吴元龙‘梁正辉

封面题字：王月生(乐安)

篆 刻：吴元龙

图 片：申朝德 龚天元

校 对：付开秀 曾祥泰

印．， 刷；灌县印刷厂

屈锡永艾德勃．高尚钦



聚源公社农机站

聚源信用社

贵妃园艺场



聚∞in土的复商占木

古导江县火啦前的老白果树

联合围沼气讲习班’}孔来聚源考察

聚源和平桥 著囊的聚源石埂子土菸



杨责妃(吴元龙作)

贵妃池

聚源乡人民会场

任宗海护照

导江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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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写说明、编写领导小组和编写人员

。。地． 图一．．．．
，， 照．．片．⋯ ．

第一篇建置沿革．．， ⋯．．‘．．。

，，：第_章古导江铺的建置．．．⋯⋯⋯⋯⋯⋯⋯⋯⋯⋯⋯⋯⋯⋯⋯⋯⋯⋯⋯⋯⋯(1)

。。第二章。新场，聚源的得名⋯⋯⋯⋯⋯⋯⋯⋯⋯⋯⋯⋯⋯⋯⋯⋯⋯⋯⋯”⋯。(1)

二 第三章，清代的建置沿革．．．．．⋯⋯⋯吖⋯⋯⋯⋯⋯．⋯⋯⋯⋯⋯⋯．．“⋯⋯⋯⋯’(1)

卜 第四章．民国时期的建置沿革⋯⋯⋯⋯⋯⋯⋯⋯⋯⋯⋯⋯⋯⋯⋯“⋯⋯⋯⋯·(2)

， 第五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建置沿革⋯⋯⋯⋯⋯⋯⋯⋯⋯．．⋯一：⋯⋯·(2)

第二篇，地 理 ．．
。

‘．

：j：第一章位置，疆域⋯叩*⋯··：·j：⋯··：·?：。_⋯⋯⋯⋯⋯⋯⋯⋯⋯⋯⋯⋯⋯⋯(4)．
，．：：第二章，地貌，水系⋯⋯．．‘．⋯_⋯⋯⋯⋯⋯⋯⋯⋯⋯⋯⋯⋯⋯⋯⋯⋯⋯‘7．．：‘(4)

，，一笫三章，土。．．壤⋯．．．．．．．．．-．-⋯⋯⋯⋯⋯⋯⋯⋯⋯·e
O'O O⋯⋯·：⋯一⋯·t：⋯⋯·(5)

_．第四章气 候⋯⋯⋯”⋯⋯⋯⋯⋯⋯⋯⋯⋯⋯⋯⋯⋯⋯⋯⋯⋯，⋯⋯⋯⋯。(5)

，，。。第五章，物．‘产⋯．．．⋯⋯⋯⋯⋯一⋯⋯O o．m J⋯⋯⋯⋯⋯⋯⋯⋯．．．·!⋯⋯⋯’(6)

．：t第六章自然灾害⋯⋯⋯⋯⋯⋯⋯⋯⋯⋯⋯⋯⋯⋯⋯⋯⋯⋯⋯⋯一⋯⋯⋯⋯(7)

i。第七章大队及主要地名⋯⋯⋯．．．⋯⋯⋯⋯⋯⋯⋯⋯⋯·t?·‘：⋯⋯⋯‘：“⋯⋯．．(7)

．。、第八章人， 口⋯⋯⋯⋯⋯⋯⋯⋯⋯⋯⋯⋯”⋯⋯一⋯·¨⋯⋯⋯⋯⋯⋯⋯·(10)

第三篇‘政 ；治．． ．、 √5 。+．

’

，·，； ⋯上 篇． ． ．，

j
’

一

第一章．民国时期的政权机构⋯⋯⋯⋯⋯⋯⋯⋯⋯⋯⋯⋯⋯⋯⋯．．“⋯⋯⋯．．(17)

⋯．，．第一节乡政权机构⋯．．．⋯⋯⋯⋯⋯⋯⋯⋯⋯⋯．．．⋯⋯⋯⋯“⋯⋯⋯⋯(17)

∥，，、第二节乡民代表会⋯⋯⋯⋯⋯⋯⋯⋯⋯⋯⋯⋯⋯⋯“：⋯⋯⋯⋯⋯⋯⋯(18)

第二章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j：¨⋯々《18)

，”． 第一节⋯辛亥革命在聚源一一⋯．．．⋯．．．．．．．．．⋯．．．⋯⋯⋯⋯⋯⋯⋯⋯⋯⋯(18)

，：二：。⋯第二节防区制和联保制时期的聚源乡⋯⋯o ed⋯⋯⋯⋯”⋯．．⋯⋯⋯··(18)

；o盖、． 第三节．国民党，三青匿毒聚源的组织⋯⋯⋯⋯⋯⋯⋯⋯⋯⋯⋯⋯⋯⋯(19)

。k≯、一第四节．群众的抗暴斗争⋯．．．⋯一⋯⋯⋯··：⋯·j⋯⋯⋯⋯⋯⋯⋯⋯⋯·’!’(20)

，．。二⋯第五节．中共地下党在聚源的革命斗争⋯⋯⋯“⋯⋯⋯⋯⋯．．⋯⋯⋯⋯‘?(20)

《Ha?、 第六节．抗日战争时期的聚源乡⋯⋯⋯⋯⋯⋯⋯．．．“⋯·’∥⋯⋯⋯⋯⋯。(21)

；t?j·。|⋯第七节解放前夕聚源的政治局面⋯⋯⋯⋯⋯⋯⋯⋯⋯⋯⋯⋯⋯⋯⋯⋯(21)



下 篇

第三章聚源解放后的政权建设⋯⋯⋯⋯⋯⋯⋯⋯⋯⋯⋯⋯⋯⋯⋯⋯⋯⋯⋯(22) ：

第一节乡政权机构⋯⋯⋯⋯⋯⋯⋯⋯··?：⋯⋯⋯⋯⋯⋯⋯⋯j⋯⋯⋯⋯·(22) ，

第二节乡人民代表犬奢⋯⋯⋯⋯⋯⋯·；斜⋯⋯⋯⋯⋯⋯⋯⋯⋯⋯⋯⋯·(23)

第四章建国三十二年的政治⋯⋯⋯⋯⋯⋯⋯⋯⋯⋯⋯⋯⋯⋯⋯⋯⋯⋯⋯⋯(25)

第一节征粮和平息叛乱：：一⋯⋯⋯⋯⋯⋯．．．⋯⋯⋯⋯⋯⋯⋯^⋯⋯·矗·(25)

．第二节．建立农民协会⋯⋯⋯⋯⋯“．‘．甜肼址-Ⅲ；‰Ⅲ甜‰。蹦：小z：执(25)

第三节减租退押、清匪反霸⋯⋯⋯⋯⋯⋯⋯⋯⋯⋯⋯⋯⋯⋯Ⅲ⋯⋯二：，(26)，

第四节土地改革⋯⋯⋯⋯：⋯⋯⋯⋯⋯⋯⋯⋯⋯⋯⋯⋯⋯⋯⋯小⋯．．：：*(26) ，一

⋯第五节抗美援朝⋯⋯⋯⋯⋯⋯⋯⋯⋯⋯⋯⋯⋯⋯⋯⋯⋯小；“小～“··k飞’始)
j ‘第六节‘统购统销““““⋯““．．．⋯m‘“．．．k矗·矗蹦“‰；，赢崩．r．“⋯矗⋯茹·(33) ，

一 第七节肃反、镇反，整风、反右．-．．；。汀小’．：“¨“；。：“⋯一一厶··*⋯、k(37)

第八节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汹M州mH“Ⅲ‰·。^⋯南(37)

一第九节‘’纠正农村中铝左一的错误m赢．’．‘·讪“·N·油∞·。小一。“⋯乩砧小(38)
。：：+ 第十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Ⅲ“·N小州．．．^涮；；'“小甜⋯·i^Ⅳ而+(39) ：

第十一节十年内乱⋯⋯⋯⋯⋯⋯⋯⋯⋯⋯⋯⋯⋯⋯一⋯·讯⋯⋯瓤⋯k≮班)
，’ 第十二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小；Ⅲm“以“⋯撕¨⋯*“．；．≮43)

’’第五章．’中国共产党及群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Ⅲ涮拼“一一⋯拼“⋯·。^如，}．、(45) 。

{二一 ’第一节’’党的组织建设ⅢⅢ甜ⅢⅢⅢⅢⅢⅢⅫ谢饼斟州二⋯⋯：‰··厶～’；．o(45)
’’

第二节共产主义青年团一ⅢⅢⅢⅢW洲搿甜甜甜甜‰‰⋯⋯；⋯小_o“K 47)
，

’～’ 第三节工 会“ⅢⅢ，Ⅳ洲甜{ⅣWw埘甜州W甜w；一⋯⋯{≯}：⋯、+一k K 47)
j

谍四≮袁飞邙敲埯会““““““““““矗“：“罐冰托Ⅻ拭Ⅻ“；“滞⋯ijk．’、K矾、
7， ．J’第五节妊阡弋会，．．m“·‰·w·％w·钳扎w甜Ⅳ‰wm·““mM‰“·’⋯⋯。“‘一t(47)

。’。

一第六节‘工商联合会．-．．“·‰“·Ⅵ·1·’一““-札Ⅵ·Ⅵ搿·铺·Ⅵ·_^⋯⋯k⋯“一趴≮48)

第六章民兵建设与政法、民政⋯⋯⋯⋯⋯⋯⋯⋯⋯⋯⋯⋯⋯小“⋯·湍一^X通8净
第一节民兵武装⋯⋯⋯⋯⋯⋯⋯⋯⋯⋯⋯⋯⋯⋯⋯⋯⋯⋯‰⋯⋯o o‘oo(48)

j ：、一第二节’治安保卫“·⋯⋯j·⋯‘⋯⋯‰‰‰．．．·““Ⅵ·Y“⋯’·’”厶矗m⋯M-^·弋49)
“’‘· ’第三节司法调解一““⋯⋯’．．．’⋯_．．．．‘·“⋯mm·^一一．-．：““⋯⋯·’_Y⋯”(49)

一，一第四节 民政工作⋯一·⋯’⋯H^“¨·’⋯¨mw·1·¨^^“m瓜⋯⋯⋯·厶⋯·(50)

第四篇农 业 、 一 ‘一 一．··

’第一章农业自然条件和发展概述“⋯·。“。““““”‰“‰‰．．、．砧⋯“·～．-．‰⋯(51)

·；第二章 民国时期的农业W“·’·^V““一‘”w一讥。-w蹦甜州“Ⅲ“”诎⋯k⋯^。⋯(51)

·，。第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农业管理体制“‰‰”^·‘-扎砷⋯‰_·“⋯·(53)

r，．第四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w·一w·％w·‰’⋯镰‰。。M“⋯“^^‰⋯(54) ．

第五章。农业(种植业)％j_¨．．．．．．¨'一卅“·州“。协““·协“·～．’．'⋯’．‘．⋯m⋯(56)
-|√ ’第。秽耱 苈；^mm％m协∞m∥mmm“Ⅲ矗品”·；培。函一mm二“”(，掰) ÷

”

。第二节粮食作物“t．-．、、．．-．jmmmmmmmmmⅥmmlmlm。“⋯m“““⋯(5 7r>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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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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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经济作物⋯⋯⋯⋯⋯⋯⋯⋯⋯⋯⋯⋯⋯⋯⋯小x⋯_⋯．．⋯⋯“(57)

第‘四节农业．科学技米韵雅产⋯⋯⋯⋯⋯⋯⋯⋯⋯⋯二：·：：⋯·：：_·：：⋯⋯·(62)

第孟节选青，亨f甚釉雅产茛种⋯⋯⋯⋯⋯⋯⋯．．．⋯‘：：-z⋯·：：⋯-：：⋯⋯·(64)
，r 第六节化胞的使用·：⋯⋯⋯⋯⋯⋯·：：··：·：：⋯⋯⋯⋯·‘囊·：_⋯：⋯·：|：··：·：：·(65)

第七节植保工作⋯⋯．．．⋯⋯⋯⋯⋯⋯⋯⋯⋯⋯⋯⋯⋯：：⋯·：：⋯·：：⋯⋯·(65)

第八节农．业耕柞技．术酌改革：：·：：·：：：：：·：：·：：·：：··：⋯·：：．‰‰一：：·：：·：：．．．⋯·(66)
第六章秫业及其它多种经营·：··：··：⋯··：·：⋯：··：··：⋯·：：··：··：·：：⋯·：：⋯·：：⋯⋯·(66)

‘

第一书秣 业⋯·：·．：：⋯：⋯⋯⋯：⋯：：：⋯⋯⋯⋯¨：·o⋯⋯·；：⋯·：：·：”：”(66)

第二节栽杂券饔⋯⋯⋯·：⋯⋯⋯··⋯⋯⋯⋯⋯⋯”：：：·。j·：：⋯·：：⋯·：：⋯⋯·(67)

第兰节艳槊’囱⋯·：：⋯··：：：·：⋯：⋯：⋯⋯⋯⋯⋯鬣≥·跳：⋯·：：__⋯⋯·(67)
第四节 券 ’鱼⋯：⋯：：·：：：⋯：：·：·：：·o·：⋯·：j黛·：×：：·：k·：⋯·：：⋯··：⋯⋯·(67)

’

第五节养 蜂⋯⋯⋯⋯⋯⋯⋯⋯⋯⋯⋯⋯⋯⋯⋯⋯··：：·‰矗·÷⋯·_。1(能)
⋯

第乇章售牧业：：：：：≮_峰■o：：：：：：：：：_：·：：：：：：：o：o：：：?：：：冀一⋯·囊⋯·_”：：·(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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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建置沿革：

。第一章‘古导江铺的建置

聚源公社境内的导江铺，历史悠久。《成都记》云：蜀王鱼凫治导江。该地位于蜀

国郫邑古江沱之滨。，(尚书·禹贡》有“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记载， “导江"之名即

据此而得。秦灭蜀后，导江铺隶于蜀郡的郫县。汉初仍属郫县。汉武帝元鼎六年；分置

汶山郡后，导江铺归属于绵县和湔县。4蜀汉置都安县，以导江铺为县治。北周天和三

年(公元568年)撤销都安县，并入郫县。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置盘龙县，后又移

县治于导江铺。武德三年(公元620元)改称导江县，属州。贞观七年(公元633年)

．-改为灌宁县，?均以导江铺为治。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恢复导江县(县治仍在导江铺)，

属彭州’五代孟蜀时导江县改属灌州，北宋乾德四年(公元966年)改属永安军，太平兴

国三年(公元978年)又改属永康军，设导江镇，熙宁五年改归彭婀，熙宁九年又归永康

军。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撤销导江县，始废其县治，与青城县合为灌州。

从职代洪武年问至今，该地均属灌县所辖。民国《灌县志·舆地书I，)说：。导江废县在治

：东二十里，即汉都安县故址，唐置盘龙县，寻改导江，宋仍之，元至元间废，今为导江：

铺。"．
．

，-_ ．!
．． ．

， ‘一

。

第二章新场、聚源的得名
，：r．

一r
·

一

：

‘，

新场的由来。宋末元初，元兵三攻成都，导江铺为县治所在地，两兵相争∥战火不“

息，再加水灾，导江县城垣房舍荡然无存。幸存百姓迁徙于导江铺酉二华里处新修住

房0新成集市，遂取名新场。
。

“聚源”之名，初见于清道光年间的聚源义学。咸丰年间设聚源心～局，始用。聚源护‘

作行政区划地各。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正式改新场为聚源场。“聚源矽的得名有二

说。一说因该处位于走马河、徐堰河分水口，为源流聚汇之处，，二说这里地势低洼，泉，

水聚集，源流不断，故名i ． ． ，

?。

一 、：。’ i j。 ·．

_‘。·。 第三章清代的建置沿革 +。

． ，

’清初，全县行政区划为四村，亦日四乡，下辖二十六甲。今聚源地当时为筏村j(滋

茂乡)i一下辖东关甲、迎祥甲。 ： 、

咸丰年间，．一金县改为四七八局。今聚源地为聚源心一局，迎祥局、高联局。 ，

】

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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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实行新政，改局为区，聚源为第五区。 j

7． 宣统三年(1911年)创办自治，全县划为一城、一镇，五乡。聚源属崇义乡。乡下

设团，团下设甲： ⋯、一一‘

。’第四团领甲十九。精义0集义≮友助、，敦仁：酋泉、锦泉、普安，聚源、念一、导 _

江、德盛、守型，上保安、卜F保安?。上万寿，下万寿、上心二、中心一、下心一。

第五团领／～甲。信租、。人和、礼和、智安、忠恕、清泰、上智、下智。

第六团领甲十。正明、崇顺、“崇隆：安隆、安良、清仁、保和、永镇．永益，靖
“

安。 ’， I
j

。．．!jjI。+j。 ?，’r_：j：i÷，． 4．·r．．， ? ：。
。， ：一．． j -，j i

一 罐

∥+矗_’⋯!c一·。：”第四章⋯民国时期的建置沿革√一-一；0‘。?“：～ 0
：_：’·。≯嚣’o／‘；‘’‘㈠：．‘· 。‘． ： ，：：． j⋯。 一、·。：．1|；■ 一

j。⋯‘i民国初年。全县分为一城、·镇、：五乡。．今聚源地属于崇义乡的四、五，六团。，辖
甲如故。。1，』1．。t j。，；!：。_．{。‘_j√。l ■’．’，^．‘． ·．。- ．一。 ?’： ‘，

，‘，．民国十九年'(i930年)实行乡间制。j仍属崇义乡，废团。 {：。”j，z|，：---。h；：。 ．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实行新制∥整编保甲，，推行联保。，今聚源地为第五区。下

．． 辖一聚源镇、仁义乡：·友助乡I保安乡、万寿乡，锦泉乡，导江乡、德盛乡、心_乡、0’。

守望乡、j普安乡j，。集义乡：，仁和乡、礼和乡，-忠清乡j4信和乡，崇安乡、永镇乡、保和一

一乡．正仁乡；崇顺乡、安顺乡。。，， ∥7 j： i。 、．， ，V：。：frf．i。、：．。y

．丫民国二卡九年(1940年>改联保为乡，．成立聚源乡乡公所，下辖十七个保，保下设+ j

～

。甲。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全乡十七个保并为九个保。 4，， 7，。。 i：。．：

． ‘第五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建置沿革
‘tj 0，，．。o‘，，I ．一，。 。。，

1949年12月23日聚源乡解放，仍保持民国时期的建置j属灌县第二区领导，区公所

，设聚源场。．1957年撤销区的建制： ．’．+， ．．、 ．’；，’：。，j r：。’¨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2年来，‘聚源乡的政权形式，历经如下变化。：．、一．． 、0，

1．乡治安委员会。1950年2月下旬，+成立乡治安委员会，乡下废保设村。村设正．一 二’、●

付村长：一全乡共辖十七个村；．(包括街上=个村)．毒 ．，

， ~|，一’o‘“

．．‘2．j乡农民协会。1950年8月取消乡治安委员会，成立乡农民协会。村设农协会分t1； 、t

会0全乡共--'r-t-'t'-农协分会。包括街上两个分会。r_：一： ．t-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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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乡人民政府。1951年lOYJ，土地改革结束，选举产生聚源乡人民政府第一届正’，

付乡长，乡人民政府委员。改聚源乡公所为聚源乡人民政府。乡人民政府下设村，村有

村人民政府。任命村长，付村疑。村以下为组，；组设组长i。辖10～15户。1953年划出红

旗、勤俭村火部份与新城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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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聚源乡下辖十七村：；t．街一村，’2．街二村i 3．民主村，4．和平村，5．自
。

由村，6．友爱村，7．解放付，8．翻身村，9．纪律村，lO．进步村，ll‘．奋斗村r‘声

12．团结村，’13．勤俭村，7 14．互助村，15．爱国村，16．红旗村，17．胜利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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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乡人民委员会。1954年，第一次普选。由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乡人民委员会委

员。改乡人民政府为乡人民委员会，乡下仍设村，辖】6村，街村为居委会，村名如故。

． 5．人民公社。1958年8月，聚源，胥家(包括驾虹乡部分)，新城三乡合并成立灌

县“幸福人民公社黟，废乡人民委员会。聚源殇为公社驻地。胥家、新城各为幸福l、

2分社驻地。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公社设总社长、社长。公社以下为管理区，管理区

以下为作业组。幸福公社设管区13个，聚源为7，8—9、10等4个管区。1959年～

1960年9月，全社改划32个管区。1961年10月撤大社，即3乡分社，各乡恢复原名，即

聚源人民公社。同时改管区为大队，全社18个大队，作业组为生产队，并划出民主、和

平大队部份与新城，划崇义五星村归聚源。一。’、’ ．1

’、÷ ，、 1。，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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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7 ．。一．o：附，聚源公社各大队辖生产队数表(1 981年歹t

j’大j：队． 生产队队数 大· 队’ 生产队队数 。大，‘ 队’ 生产队队数

‘1大队。 9
⋯

。7大队’ 9 13大队 ．8 ．．

一’
'●

2大队。 9 8大队 6 14大队‘ 8

3大队 8 一。9大队．t 9·⋯’“ 15大队 8
～．．

t：

4大队 8 10大队 8 16大队 6

_5大队一 9 ， ll大队 ， 9。 17大队‘： 4。

6大队 ll 12大队 6 18大队+ ．!： 4、 ．

?·革命委员会。十年内乱中，零源公社曾于1967年磷立临时哗肇聚源公牡生产办
。，分享，．由县生产指挥部领导。

。。

!，、 。。．．_， ⋯’、。∥，，，ij，．．
．-：“王968年8月，废除生产办公室，庙军、干，’群各方代表组成灌县聚冻人民签社章命、

。委员会。大队设大队革命委员会，生产队为革命领导小组j。全社共li个-大队革委会：136
i个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一个场镇革命领导小组。’‘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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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拿j．乏?，等12月，灌暑地名普李警警宁聱命名，董謇杏坠零准争謦7．：如．下毒j，
以前名称 现在标准名称 以前名称 现在标准名称 以前名称 现在标准名称

，。：!■大队 ．．普 贤 七大队 三星 十三大队 ，，大夫。

’．’二大队． 檬梓， 八大队 羊桥 十四太队 ，黄鹤；，

‘三大队。． 五龙 九大队 迎祥、 十五大队 金鸡，

。四大队 石埂 十大队 梨 园一 十六大队 双合．

、五大队 导江 十一大队 三坝， 十七大队 金江：

一。，六大队
．．泉水 十二大队 龙 泉二 ：十八大队+ 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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