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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地方小志，全面翔实地记载一个地方的自然面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

会风土的发展变化，是以资后世的小百科全书，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解放以前，黎明乡人民深受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殓，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之苦，大多

数人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黎明乡人民获得了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

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广大劳动人民掌握了生产资料，紧接着又进行

了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努力除旧布新，发展生产，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

解放三十多年来，黎明乡人民也曾艰难地渡过了一九五八年的左倾冒进造成国民经济三

年困难时期，以及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实事求是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大胆地拨乱反正，正本

清源，不断排除左倾干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大干四化建设，为振兴中华而努力

奋斗。现在是百废具兴，欣欣向荣。我们黎明乡落实和完善了农业生产责任制，调整了农业

生产内部结构，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生活的大改

善，一九Jk-"年，全乡人平收入达到一百七十七元，口粮六百四十七斤，随着物质条件的改

变，人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社会主义新风已逐渐树立和形成。

回顾我们走过的路程，是几经曲折，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需要予以记载，

以资后世借鉴。我们遵照县委的布署，组成《黎明乡志》编纂领导小组。但以前没有编纂乡

志的准备，加之十年动乱，大量的档案资料遗失。这次编纂乡志，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缺乏文

献资料，可搜集的口碑资料也不多。在县志办的具体指导下，我们查档案，访口碑，力求资

料翔实。在编纂过程中，又得到了县志办的审阅，几经修改，编纂而成。但由于我们以前没

有编纂过乡志，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加之时间短，编纂紧迫，资材不足，必有疏漏和不妥之

处，敬望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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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黎明乡志》编辑时间上限为一九一一年，下限为一九八三年，重点在建乡后的二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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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例包括搿志打， “图"， “表一， ‘‘记秽，“考一， “传"、 “录"七种。
，

三，以史秉笔，以实直书。

四、人名、年代、机构直称其名，不加政治性定语和头衔。

五，地方多用习惯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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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黎明乡党委成员合影

黎明乡人民政府全体成员合影



《黎明乡志》编写小组合影



概 述．

黎明乡始建予一九六一年十月，位子三台县最南端，距离县城潼川镇六十九公里，总面

积=万四千九百五十一亩，总耕地六千五百一十一亩(其中田一千六百亩)，有八千一百二十

八人，毗邻射洪县涪西乡，龙门乡，蓬溪县永兴乡。 一

黎明乡属深丘夹谷，四川盆地气候，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四季分明，‘冬暖春旱，降水

充沛，早涝交错，宜耕宜种度广，人民勤劳。

解放以前，黎明乡人民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压迫，乡村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过着

糠菜半年粮的日子j

解放以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攻府的领导下，艰苦奋斗，改田改

土，修建了电灌站和向黎支渠引水工程，改变了生产条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教育，

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全乡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黎明o，

二十多年来，黎明乡虽几经左倾路线的干扰，但总的还是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人民生

活一年比一年提高。

黎髓乡始建虽只二十二年，究其风土文物，源远流长，“豆"芽盛会，享誉百里，石塔

石屋，诱人探考，竹编工艺，方兴未艾，有为之士，后不泛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多有创举，水稻亩产超千斤，棉花亩产过双百。向黎支渠，如蟒盘绕，吸岷之源。

谷底条田，丘腰水渠，排灌遂意，农业生产，日新月异，“两个文明"建设，已呈新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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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譬!鼻压≮Ij≯lf∥一。，¨≯一曩。；’：≯≯。≮摹。％{，，二0 ．孓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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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 i第‘章．：建乡以前， 。-； ：’■⋯：-．f
·芝：．，二二，～-：≮i’j’?。jj‘!．j：：t {，毛 ，。j』， ．． +：j：、。! ．、 {，’i：，‘j；o：：：：，：．
4一 ～九六一年以前，黎明属两河乡(现紫河乡)辖。 ‘。一： 。-

民国时期(公．元1912年——1949年)，黎明属两河乡二十四个保中第十八奎二十三保，以

及后来的十一保中的第八保大部分，第九保和第十保大部分，保下设有若干个甲。 1·⋯’，
。

．一九六O年十月以前，黎明属两河乡十一个村中的第六，；七、八，九，十村，共．嚣个：．·
村，村下设有若干个合作社和生手小队。{

j

： } }。i～一。t ／．

；、 ■⋯⋯～ ．‘ ．．～?～、 ．

≯ 《 ；。

{、’，|．‘：一：。：

篓． ⋯ ． ⋯第二章建乡以后⋯
‘。‘

■。。．～‘、：：j j-．：‘．·：’ 。。{ 一H一，： ；．，j j⋯i．{” ：

哪．一I—吃六二年十爿≥两河分置茜滴：丢亮两个乡，蒋原来两河的第六、．．七、1久、九二十村’
划归云龙，．从此，云龙乡正式建立；．·乡级机关单位也随之建立。因区内原八个乡的名称中有 ·

：“两龙?、簪河"，即：茂隆!(龙)’，金龙(现金星)，两河、太河(现方垭)，协和，：
取名云龙、即‘‘三龙黟“三河"j ． ；． 。

．t

； 云龙新建时并无房舍，乡行政机关暂时借住张家坝小学办公六年，：一九六六年八月，乡

谤屋建修完工后，才搬入新居办公。 } 』 ! ； ‘·．‘。}
} 一九六八年，公社委员会改为公社革命委员会。：当时认为“云龙一带有封建神化的口四

1日"色彩，又以象征性的意义改；“云龙’’为黎明，称黎明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 · ；

； ～九]L-年，公社革命委员会又改为公社管理委员会至÷九八三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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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行政区划

三台县黎明人民公社行政区戈{表

。＼区 公社政权 大队 大队政权 生产队 生产队政

莳＼鄹 (村) 备 注 j

虏＼ 名 称 个数 名‘ 移 个数 权名称

·1961年 云龙人
5

管区委
32

队委 夭队生产队均以一，=，兰
民公社 员会 ·一一辱番号取名。：

⋯

1962年至 ’委员会
7 1．

I

1963年 50

1964年
●

。

48

1965年至
1968年

40
r

黎明人 大队革命 生产队 全乡合并为四个大队，即曙

1969年 民公社 4一：j 蚕员会 32 革命领 光大队建设大队黎明大队，东风

革命委 导小组 大‰’生产队也褶绻合并孽，
员食

．大队又恢复以番号取名 ’；
1970年 5 35 ，

-：

1971年至
1973年

1974年蔓
一

1979年 7 4'

1980年 ●

55
生产队
队委员

1981年至 黎明人 大队管 大队名称更变为·半边街大
1982年 生产队 队，河坝子大队，纪象沟大队，民公社 理委员会

管理委 设队长
建设大队，石椿沟大队，石桥掏1983年
大队，何家沟大队

“ j员会 一人

注·由于历史区划原犀乳射洪县回龙乡有一个生产队伸人本乡南部。
／

， 4：
．

．

’

’

第二节。习惯地名和自然村落

浅丘，纵贯全乡的主要坡丘习惯称“山黟，主要有矗老虎山黟．“环山一，·四手山，，

。明安山黟等。山顶有山寨残垓，周围陡峭，设有寨门，如矗明安山寨打、曩新寨子，，。群

z1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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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手山寨’’等、相传在清末时为防御兵匪而筑。

狭谷。坡丘之间的狭长地带的狭谷习惯称“沟"，主要有“黄家沟’’、“纪家沟打、碥

何家沟’’，“石桥沟"等。

黎明乡各村习惯地名和村落r
、

半边街村：张家坝、油坊湾、深水沟，半边街、兴隆湾、马家湾，小沟、杨家湾、五家

湾，青杠湾。 ‘，

何坝子村：袁家湾，河坝子，狮子坨、书房湾、瓦房湾，清泉湾，黄连嘴。

纪家沟村t四合垭、松林湾、朱家湾，青杠坪、杨柳湾，观音岩。

建设村：黄家沟，油柿垭、螃蟹形，吊葫芦、朱家湾、天官堂、太阳湾。

石椿沟村：石椿沟、通草湾、花园、马桑堡，白果坪、尹家老房子、桑树湾，杨家堰．

．石桥沟村。石桥沟、瞿家嘴、园山堡，陡石梯，龙王庙、杨家河坝。

何家沟村：何家沟、樟树堰、乌龟堡、小湾子，深湾、井坝子、西沟。
●

，●’ ’

，

。

附： “纪家沟’称谓考

据传晚清时期，一个姓纪的人武艺高强，试中武举，人称“纪举人"。家住现今纪家

沟，全沟十多里地方均为纪举人的土地，有钱有势，远近知名。 ．

有一年纪举人娶童姓女为媳。在结娶的当天，童家赔嫁一对铜锏，每支重80斤。纪举

人以为欺他无兵器，强行要与新娘比武，新娘无奈，换上武装，舞动双锏抵御。纪举人步步

进逼，当新娘已再无退步时，遂从纪举人头顶跃过。纪举人认为新娘有意侮辱他，刀刀凶

顽，新娘又退至绝地，以双锏同架其刀，～出手，又将纪举人大刀夹断，纪举人当场出丑，

遂同其子订下杀害新娘计谋。

、婚后第四晚，纪子乘新娘熟睡之机，砍杀了新娘。童姓人连连控告纪家。由于官司费

用，举纪人先后把这十多里远的田地卖尽，远走他乡。从此，买方尹、谭等姓人在此定居下

来，遂称此沟为“纪家沟"，沟中松林湾葬有纪姓祖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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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自然地理

第一章位置、面积、人口、民族

‘

÷；

‘黎明乡位于东．经105度21分，北纬30度40分。。处子三台县最南端。距县城潼川镇50公里，

东靠紫河、北接协和，西邻建中，南抵射洪县的迥龙乡，总面积二万四千九百五十一亩．

黎明乡历年人口统计表

＼∥ 其 中
年＼类 人．I口’ 年别 人 口 年别 人 口

别＼ 非农业
人口 男． 女

196l 5537 1970 7022 1979 8111

1962 6785 1971 7178 1980 8088

+1963 5766 1972 7391 1981 812l

1964 5908 1973 7558 1982 8153

1965 6072 1974 。7799 1983 8128

1966 6158 1975 7995

1967 6325 1976 8011

1968 6517 1977 8110

1969 6760 1978 8094

●

●

’

年，

‘

4

除一名回族妇女因结婚迁入外，全乡均系汉族。

第二章地形地势

黎明乡属中生代珠罗纪蓬莱镇组上段(T 3 P 2)，地质形成年代距今已有1．4一1．95亿万

地形为四川盆地，东部深丘陵，多丘中谷区一。地势北高南低，三座坡丘至北向南夹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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