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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日

历史在发展，人民在前进，澌岸人民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勤劳勇敢和索有争自

由、求解放的革命精神，在那万恶的旧社会里，尽管也有一些文人，确编史修志的很

少，对自已的家乡确没有留下一点可借鉴的资料．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兰五年间红军在澌岸建立了苏维埃乡村红色政权，一九四八年九

月一日，中共平昌地下党在澌岸的梭滩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澌岸具有光荣的革命传

统．

为了记录人民创造历史这一真理，使推动历史前进的光辉业绩，不致因时间的推移

丽湮没，使子孙后代不再来。考。我们这一代人的。古”，今天写出的《澌岸乡志》基

在上反映了澌岸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教育，风土习俗，人物

风貌等历史和现状．目的在于继往，续今、开来，为正在描绘澌岸乡“四化”宏图的人

们提供有所裨益的历史借鉴，以教育人民，启迪后代，热爱家乡，热爱祖国．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澌岸乡的修志工作是在各级党委和政

府领导下进行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二大薯精神为指针，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实事求是，用新的观

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编写出第一部《澌岸乡志》，使广大人民深刻地了解苦难深

重的过去，’知道繁荣昌盛的现在．明确幸福美满的未来，信心百倍地加强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的建设。

本志分为十一篇，三十九章，一百一十三节，约二十万字．经过编写人员顶烈日，

冒严寒，跋山涉水，跨区跃县，走村串院，深入调查了解；翻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访

问了不少高寿老人，召开了知情人员座谈会；同时得到了县、区、．乡有关单位、老红
‘

军．离休、退休老干部，群团组织、农村千部和广大乡亲的大力支持，给本志提供了不少

资料。至此， 《澌岸乡志》才得定稿成书．我们对此一一表示感谢。5。

农技员陈明友，水管员何鹏程也参与本志很短时间的采编作工．

由于编志人员，缺乏修志的专门知识，写作水平绵薄，加之资料不完整，错漏难以

避免，诚祈鉴谅．

中共澌岸乡委员会

澌岸乡人民政府

1984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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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说 明

，一、指导思想：以马歹|j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秉

笔直书． 、

’·

二．篇目结构：全称《平昌县澌岸乡志》。结合本乡实际情况，在充分体现社会主义

时代特征的前提下，分篇设目。其内容按主从分别列入各章，节。部份章节，中的史

料．根据需要有交叉互现，当与重复有别。

三、体例、断限及称谓

1、体裁：势图、记、传、考、录、表六体。尽量做到脉络清楚，文图并茂。

2、根据“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上限一般在辛亥革命(1 9 l 1年)，

下限断至l 9 8 4年。 ～，

．

3、文体：一律用语体文，记叙体和规范的标点符号。力求文字朴实，i简明，通俗

易懂。历史朝代采用公元纪年，纪年和统计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4、称谓：凡朝代年号、旧政官员一律不加政治性定语，如”明”， “清。’中华

民国”；民国时期的官员如乡、保，甲长等，均不加以。伪”， 。反动”等词。对建国

后的各级领导人员和其它人员亦直书其名，概不冠。同志I，等词。土改后，用“地主”，

。富农’称号，土政以前，概用土豪劣伸等词。

5、建国后的建置名称：一律采用各时期的原用名称。 ．

四，资料：以档案、书刊，文献、碑刻、资料为主，对无文字记载的重大历史事

件，以当事人和知情人几对面的口碑资料为准。有关农、林，牧，付，渔的数字，一律

以乡的“台帐’为准；财贸单位的数字一以财贸单位的帐、表为准。

五、 《社会风土》篇中，有关婚嫁、丧葬．庙会，祭祀等习俗，多为封建社会和民国

时期的病态．略择入志是为了说明当时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和这些活动的欺骗性．目的

．在于更好地移风易俗，树立社会主义的新风尚．

≈I∥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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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 9 3 2年：
’

腊月初五，土匪劫场，打死街道居民和杂货商客各一人．

1 9 3 3年：

春，澌岸乡苏维埃政权建立．

三月下旬红军为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第一次撤离澌岸．

5月2 2日，土匪劫场，打死国民党澌岸乡电话员和乡公所警丁各一名．

7月初，红军第二次占领澌岸．

7

1 9 3 4年：

3月，红军建立天宫乡苏维埃(今团结，米粉村、娱乐村一部即第三乡)．

4月，红军撤离澌岸．

5月，小围寺战斗获捷，红三十军九十师二七O团消灭川军5 0多人，缴获了

不少战利品．

夏末，民国政府为了防共反共，由乡长苏佑武强令施工，在流经乡境的巴河南

岸，要隘处修筑碉堡三座．
一

．z 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三次占领澌岸．
’

8月，成立澌岸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杜学福。

1 9 3 5年：．。 ～
．

元月下旬，红军为了北上抗日，撤离澌岸；撤离时，澌岸有120多人参加红军．

5月2 0日，土匪抢劫澌岸场． ，

．

，春，实行辖区联保制，澌岸设立联保办公处，境内共分五保．
’

●

1 9 3 6年：

天大旱，粮食欠收，+农民吃山根树皮，饿殍遍野．

春，土匪刘少德在断桥沟拦劫达县专署保姨司令部。视察员’．

1 9 3 7年： ．

秋，抗日战争开始，澌岸学校师生普唱抗战歌曲，在街上贴起标语，进行抗日宣传

1

，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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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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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1年： ，’ 一

春，改联屎翩为乡保斜，

编为三个保。
‘

。

澌岸、兰革合并为澌兰乡，将澌岸境内的原五个保缩
～

，

‘

，

1 9 4 5年：
．

；
：， r

8月2 5日，澌岸人民在街上扎起彩坊，贴上。二、五、八赶场没外人，从此

后不怕狗日的”的门对，庆贺抗日战争的胜利．注：。外人：、一狗目的”这里都

是指日本侵略者。 ．．一。

1 9 4 8年： ．； ．

9月1日，中共平昌地下党第一个支部——渐岸支部在梭滩建立．’：}
' ：

1 9 4 9年；
’

‘

、： ．4 、．

’、

6

l 2月2 5日，平昌县宣布和平解放，澌岸随即解放． ，

：， ?

1 9 5 0年l
』r

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和国新婚姻法》，随后全乡开展宣
． 传活动。

’7
‘‘

l 0月2 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澌岸全乡人

民开展了抗美援朝活动。，

i 1月下旬，成立澌岸乡农民防会，主席周定清，下辖三个分会．、 ，，，．

●

’
’’-

1 9 5'年： ～， 一

1月5日，平昌县人民政府临时法庭判处澌岸乡匪首王登槐死刑，在澌岸执行

、枪决，揭开了全乡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序幕．， ．，、‘

1月6目，澌岸乡人民政府成立，酋任乡长何廷富．将原三个保改划为七个村。

春，澌岸小学设立高小班。‘ ，-
‘，’

7月1日，中共澌岸乡总支委员会成立，、总支书记徐映全． ：，

l 1月，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土改工作队进驻渐岸．+

1 9 5 2年：
。

。

≈ r‘

1月6日，镇压了澌岸乡匪首，恶霸共3人．

2月，民主建政，将现团结、米粉、娱乐村划归东大乡管辖．

3月8日，在驷马镇压了我乡恶霸地主二人。
’

t·

，‘。 ，

． ·
．

冀

l 9 5 3年： ．j 。一

实行人民代表制，澌岸乡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人民第一次庄严运用自

?

． 2．

一心、j



已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选举产生了乡人民委员会成员．

8月，全乡干部、群众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

l O月，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

秋，全乡三十五个第一批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开始建立。

成立了澌岸乡兽医协会．

1 9 5 4年：
’

l 9 5 4年初至l 9 5 6年春，全乡建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3 3个，农业由个
’

‘体经济逐步走向集体经济的道路．

成立澌岸粮点。
’

．

冬，成立了澌岸乡信用社。 ，．，t：．。

1 9 5阜年： ‘、

澌岸乡召开了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
，．

冬，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澌岸乡建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l 5个．

1 9 5 6年：
：

划归东大乡管辖的今米粉、团结，娱乐村回归澌岸乡管辖。

秋，开始将初级农业业生产合作社转变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 1 9 5 7年： ．j

‘

初级社全部转为高级社。全乡共有高级社1 2个。。至此，全乡农业走上了社会

主义集体化道路。
‘

．

冬，澌岸乡开展整风运动，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反击右派的进攻。： ：

， ．1 9 5 8年：

8月，建立澌岸。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农村开办公共食堂。
。 t一8月，建立中共澌岸公社委员会．

在。大跃进”的推动下， 。大办钢铁”，大搞土地深耕，处处搞丰产片．丰产

田，还有的。垒土龙”、 “剃光头’， “种满山青”， 。修跃进门”．

开展群众性的除。四喜”讲卫生运动。 ，

秋，公社在澌岸小学开办农业中学(6 0年停办)。 ．

干部，群众学习贯彻农业。八字宪法”。 ．

{

”

1 9 5 9年：
。

t

’∥4。‘?。 1。
’

，

冬，澌岸公社开始反右倾运动．

冬月2 0日晚，因烤火，引起少见的大火灾，烧毁街房、供销社．粮点的住房

一共三十余间． =_．’

1 9 8 0年：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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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9年： 。· · 。

9月1 0日，成立。三结合。的澌岸公社革命委员会．

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j“：‘

下半年，重庆知识青年到澌岸公社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库容为2 1万立方米，灌溉面积为1 1 8 0亩的先锋水库修建竣工．
L， ；}

。。

1 9 7 0年：
4

’

-， ．’“ !，‘．。’]‘

春，县上派来工作组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

老河IZl水库修建完工，容水1 0·3万立方米，灌溉面积4 9 0亩j一·?

1 9 7 1年；
。。

‘．

·t‘
十

●，

开展。一批双清”运动。 ．．

l 0月，澌岸公社开始揭露、批判“9．1 3”林彪篡党叛国的罪行，。

‘秋，澌岸乡小附设初中班，民主村人民小学增设初中班(8 1年并澌岸小学)．

1 9 7 2年；

7月，’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

． 在学校传达中共中央。七十二号文件”， (即马振扶事件。)

、，9 7 3士：
”

。，+++．≯’
。‘

继续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

1 9 7 4年：

春，传达中共中央中发(7 4)l号文件，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

，

r一
，

r一，
_' ”'9 7 5年： 7．． ’。

。
，：-

，

。
·

春，中发(7 5)l号文件发布，批极左思潮，狠抓业务，继而又开展学理论

活动． 、

： ；

．．r， 5月1日，澌(岸)雷(山)公路正式通车，汽车第一次开到澌岸．。
’ ‘

。，1+9予6年：
。一 ，’

’‘

。

。．
·

。
1月8 Et．周恩来总理逝世，噩耗传来，澌岸群众痛哭不已。一，’
秋，开展了所谓”批三项指示为纲”，搞“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澌岸群众暗自悲伤，内心深切怀念．
· 9月9 El，毛泽东主席逝世。澌岸公社各单位，各大队分别设灵堂，群众接连

不断地自觉到灵堂悼念。 ‘ ≯．
’

．

1 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澌岸全社人民拍手称快．接着进

行了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纂党夺权罪恶的大揭露，大批判． 一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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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瞎指挥．共产风．浮夸凤的影响，粮食减产，公共食堂口粮困难．社员多

患肿病，开办肿病医院． ．． ．

、

，V

l 6 6 1年； ，

’

春季，公共食堂停办，纠正。一平二调’，实行赔退。

1 9 6 2年：

人巨讼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和核算制度。

1 9 6 3年： 、．

2月2 8日，澌岸公社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基层干部中进行了．_洗手

刹歪风”的教育。

'9 6 4年： ?

进行面上的“小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

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全乡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一

'9 6 5年：
’。

。 ’。一

，

学习贯彻《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十三

条)，抽社队干部张全清等六人到达县，渠县等地参加“四清’运动。：，?
春，成立了澌岸食品组。

一

～

1 9 6 6年： 。

学校开展揭批所谓“三家村”的“文艺黑线”。，

8月8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文化大革

命’开始，澌岸公社各学校停课闹“革命”，搞串连，搞。红海洋”，所谓。造

反。组织相继成立．
’

1 9 6 7年： 。

2月3日，‘在张春桥炮制的。上海一月风暴”浊浪影响下，澌岸公社，澌岸各

学校等单位档案被查封，主要领导被夺权罢官，大队的党、政、财，文大权被夺，

各级干部一律靠边站，由所谓群众造反组织主持工作。
、

2月1 9日至2 2日，由于几个群众组织互抓弱点。争辩。革”与。保’发展

到大抓所厢。反革命”，他们采用刑讯逼供方法，在四天时间内非法拴、打，吊．

押了所谓。反革命。四十八人。 ．。、

1 9 8 8年： ，7．；一
√

r 7月，成立了所谓澌岸公社农民代表会(简称农代会)．
。

l 0日，开始筹建澌岸公社革命委员会．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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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t

、0，

秋、娱乐小学增设初中班(8 1年并于渐岸小学)．

1 9 T 7年：

8月，党的十一届大会闭幕，接着澌岸公社在全社人民中宣传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

任务．

'9 7 8年：． -

l 2月，全社干部、群众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

开展实践鼍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

5月4日，澌岸公社团结、娱乐大队严重遭受冰雹的袭击，降雹时间达l 0分钟左

右，大如核桃，小如豌豆，、密如雨点。团结六队·娱乐九t十队农作物受灾面积达百分

之九十，个别田块基本无收．’还有团结五队，米粉·队、娱乐的四、六，七、八队均遭

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

一
’

’

秋，澌岸小学招收高中班一个(8 0年下半年停办)．

1 9 7 9年：

开始平反已往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并给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摘帽，改变地

富子女成份．

4月，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生产大

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 ．，

1 9 8 0年：
’f r，

1 2月8日，撤销公社革命委员会，

岸公社管理委员会．

‘1 9 8'年；

选举产生澌岸公社管理委员会成员，组成了澌

～

推行各种生产责任制和奖惩制度。 ．，，⋯，．

'9 8 2年：
‘‘

+。。1

，
●

推行。水统早包”(即稻谷统一生产，旱地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 。

6月，库容为l’彳4．1立方米，灌溉面积为8 9 7 6亩的九龙水库，由澌岸、兰草

公社联合修建竣工。
‘‘ ’

1 9 8 3年：． 、
，； ⋯． 。

．

全乡推行了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
一 ’

、 团结水库修成，‘容水1 4．：!万立方米，灌溉面积8 6 4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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