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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盛乡自民国22年建乡以来，已有68年历史了。60多年来，还没有一

本记载新盛历史发展、社会进步、政治兴衰、自然环境、人文事物变革的书

籍，实属憾事。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乡党委、乡政府的重视下，经过

修志人员的艰辛努力，16万字的《新盛乡志》问世了。这是新盛乡历史上的

一件大事，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成果，值得高兴和庆贺。《新盛乡志》的编

撰，历时两年多时间。在编撰中，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

是的原则，运用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将本乡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经

验和教训富于其中，本书资料详实、内容丰富、文笔简练，是存史、资政、

育人、可读性很强的好书，值得一读。

阅读《新盛乡志》，可以从中看到新盛乡人民为改造自然，创造历史付出

的艰辛努力，也可以看到新盛乡解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特别是贯

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来，坚持改革开放，实行联产责任制，调整农

村产业结构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我相信，《新盛乡志》会令新盛乡昨天的每位

建设者感到欣慰和自豪，也会使今天和明天的建设者受到鼓舞和振奋。

《新盛乡志》是新盛乡的第一本地情史籍专著，希望全乡广大干部、群

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要认真阅读，吸收营养，沿着前人的足迹，在新世纪

谱写新篇章，把新盛乡建设成繁荣、富强、美好的新农村。

让我们为新盛乡的美好明天而努力吧!

中共新盛乡党委书记 周治



凡 例

一、本志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

的基本原则为准绳。

二、本志上限起1933年，下限断至2000年。

三、本志从1949年10月1日划分时限，此前称解放前，此后称解放后。

四、本志以编年体、纪事体末体为主，用志、记、传、录、图表、照融

为一体，采章节体为框架组合。

五、数据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六、简化字以国家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标点符号以出版总署公

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七、人物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已去世的烈士作了记述，对有贡

献的在世人物以简介事迹为主，不褒贬，不评论，如实记述达到见事见人的

作用。获奖人物列表记述。

八、各村名称多有变易，以《犍为县地名录》所标名称为准。称谓一律

直出其后，不加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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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民国22年建乡，名新盛乡。

民国32年全乡大天干，不能种者十分之九。

1949年12月1 5日，新盛乡解放。

1950年1月建立了乡农会。

1952年11月，建立临时党支部。

1954年2月24日，召开第一届新盛乡人民代表会。

1954年春，建立正式乡党支部。

1956年3月2日，召开新盛乡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1957年3月28日，建立新盛乡党总支委员会。

6月28日，召开新盛乡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

1958年3月15日，召开新盛乡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9月1 6日，新盛乡合并观音人民公社。

1959年7月19日，建立新盛人民公社。

1961年3月，召开第二次新盛公社党员代表大会。

7月8日，召开新盛乡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1963年3月13日，召开新盛公社第三次党员大会。经县委批准，建立了

中共新盛公社委员会。

3月21日，召开新盛公社第一次农业劳动模范大会。

3月28日，召开新盛公社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1 965年11月9日至lO日，召开新盛公社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1966年2月24日至25曰，召开新盛公社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7年1月，新盛公社党委被群众组织夺了权。

1968年l 0月20曰，成立新盛公社革命委员会。

1969年2月，全公社5个大队建立了革命委员会，44个生产队建立了革

命领导小组。

1970年1月6日，建立整党领导小组。

7月17目至22日，召开首届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四好单位、五好

个人代表大会。

11月4目，召开农业学大赛经验交流会。

1971年3月27日，经中共犍为县委批准，重新建立中共新盛公社委员会。



1972年6月23曰，经中共犍为县委政工组批准建立共青团新盛公社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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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罗城区委通知，同意建立新盛公社妇女联合会。

12月27日，成立优抚委员会。

1973年6月，新金大队妇女主任杨桂莲出席乐山地区第一届妇女代表会。

1974年3月11日，召开新盛乡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

5月6日，犍革政组(1974)29号文件，《同意改选新盛公社党委的批复》。

新盛公社党委由周焕树、税仲权、纪水生、余希炳、杨润珍、吴泽民、李明

东、艾红秀、伍自友组成，周焕树任书记，税仲权、纪水生、余希炳任副书

记。

6月4日，罗城区革委关于建立新盛公社中、小学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批

复指出：新盛公社中小学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由税仲权、万明全、税明顺、

余桂兰、余让银5位同志组成，税仲权任主任，万明全任副主任。

1975年5月31日，制定《贯彻党在农村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一、关

于土地问题；二、社员的自留地问题；三、集体林木问题；四、劳动力问题；

五、副业问题；六、耕种问题。

1976年7月13日，召开新盛公社第六次党员代表大会。

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公

社举办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

10月28日，罗城区委批复：共青团新盛公社委员会由杨润珍、谢昭前、

龚光明、李春华、朱宗登、韩新明、朱宗君、陈思量、朱宗英等9人组成。

杨润珍任书记，谢昭前、龚光明任副书记。

1978年4月9日，中共犍为县委组织部通知，所有中小学不再设立革命

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建立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

8月11日，新店水库管理处通知，经罗城区委同意，建立新店水库管理

处新盛公社管理站。

1 1月28日，召开新盛公社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

12月4日，中共犍为县组织部通知，新盛公社党委由周焕树、税仲权、

纪水生、余希炳、杨润珍、万德才、李明东、秦盛田组成。周焕树任书记，

税仲权、纪水生、余希炳任副书记。

1979年，新金大队共青团员邱绍华，被乐山地区团委评为新长征突击手。

1980年2月1 1日，制定《拥军优属公约》。

3月25曰，制定《1980年大队、生产队干部实行增产增收奖励(试行)

办法》。

3月，公社革委会改为公社管委会。



4月20日，制定《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

9月10日，制定《社办企业管理办法》。

1 981年1月12日至13日，召开新盛公社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1982年4月19日至2l曰，召开新盛公社第八次党员代表大会。

1982年，进行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全社总人口6444人，其中男3312

人，女3 l 32人。

1983年，红旗l队妇女组长杨绍文养肥猪10头，仔猪22头，被选为乐

山地区农业专业户代表。

1984年3月24日至25日，召开新盛公社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4月22日至23日，召开新盛公社第九次党员代表大会。

7月22日，制定《农村建房占地面积有关处理意见》。

1984年成立乡财政所。

1985年12月27日至1986年3月27日，新盛乡1 86名党员，分两批参

加罗城区组织的整党学习。

1986年9月25日，新盛乡政府与华蜀瓷厂签订新建新盛瓷厂的协议。

10月31日，成立新盛乡计划生育服务站。

1987年2月11日至12日，召开新盛乡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3月14日，召开新盛乡第十次党员代表大会。

6月20日，成立普法领导小组。

1988年2月，新盛瓷厂建成投产。

1988年，成立信访领导小组。

1989年1月15日，罗城区公所通知，撤消新盛乡工业公司，设立新盛乡

乡镇企业办公室。

1月22日，乡长干万富与县政府签订1989年安全管理目标责任书。

9月，开展10年改革成果评选活动，通过广大干部、群众投票评选，评

出了10件在全乡有影响的成果。一、农业责任制全面落实，所有耕地承包到

户；二、计划生育成效显著，lO年少生近千人；三、发展柑橘20万株，沧溪

梨2万株；四、撤消人民公社，建立乡人民政府；五、打击盗窃犯罪行为，

保护群众利益：六、粮食大增产，人民生活富裕；七、瓷厂建成投产，结束

了新盛乡没有工业的历史；八、全乡5个村、46个组全部通电；九、家用电

器发展快，全乡有电视机400多部，收录机200多台；十、建立了乡财政所。

9月30日，乡党委、乡政府召开建国40周年庆祝大会。

1990年1月18日，召开新盛乡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3月28日至29日，召开新盛乡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

10月9日，乡政府制定《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意见》。



1 990年开展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截止6月30日，全乡总人口6553人。

1991年1月22日，建立乡人大主席团。

5月28日至30日，新盛乡农民党员谢世弟参加罗城区委组织的党员“三

带”“三户”演讲团，到罗城区所属乡镇演讲。

12月10日，建立新盛乡纪律检查委员会。

1992年3月l 1日至5月5日，在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使4100

多人受到教育。

1993年1月7日至8日，召开新盛乡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2月17日至18日，召开新盛乡第十二次党员代表大会。

8月，成立新盛乡科协。

9月8日，乡政府制定《关于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意见》。

1994年1月27日，犍政法发(1994)29号文件通知，新盛乡1994年纪

检监察工作被评为三等奖。

1995年10月17日，乡政府与县政府签订第三次工业普查责任书。

12月15日，召开第十三次党员代表大会，进行党委、纪委换届选举。

12月17日至18日，召开新盛乡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12月18日，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1996年农村提留

和统筹费提取方案》，并作出《关于采取电灯零线传输恢复全乡广播的决定》。

1996年1月3日，乡政府与县政府签订《安全管理目标责任书》。

3月，乡法制建设领导小组制定《“三五”普法规划》。

4月，电灯零线传输安装广播工程完成。

6月8日，乡党委、乡政府制定《1996——1999年实现小康村目标规划》。

6月28日，乡政府与县政府签订《民工建勤责任书》。

lO月15日，乡党委、乡政府与县委、县政府签订《普法与依法治理责任

书》。

1996年，乡政府为民办7件实事：1、3月底前完成红旗电站修建；2、

完成柏山机灌站修建；3、4月底前完成广播零线传输安装；4、10月底前完

成囤水田整治250亩；5、年底完成中小学教育“普九”工程；6、10月底完

成柑橘改良5万株；7、机关干部、职工扶贫100户。

1997年3月，经省、市、县检查验收，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达标。

7月9日，胜利小学撤消，并入新金小学。

lO月，组织十五大宣讲团28人，其中县级机关干部5人，乡级机关干部

23人。

当年根据犍委发(1997)2号文件精神，在全乡开展了“丰收杯”、“新风

杯"、“致富杯”、“大禹杯”、“人口杯”、“先锋杯”、“安定杯”的夺杯竞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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