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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欣逢盛世，在全国兴起的编修志书热潮中，三汇镇有史以来第一部地方志已T初步脱

稿，现作为内部资料付印发行，实为本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引人瞩目的事。

革命导师恩格斯认为：历史是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重视历史的研究●目的在

于了解现状，指导未来。唐太宗李世民在悼念魏征时说过三句话：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

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他所说的“知兴替"当然是指封建

王朝的兴衰更替。今天我们引申一步，以历史为鉴来帮助人们认识客观规律，启迪来者，从

中得益．

地方志似史又非史。要编纂好纵横古今，包罗万象的一部百科全书确非易事．

幸有国务院办公厅(8 5)3 3号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暂行规定》作指南，l 985

年4月1 7日合川县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作出的决议为依据，镇于1 985年夏着手筹备，翌年

二月省社会科学院联合通知促进修志工作加快了步伐。为此，在县府的领导下，我们赓即建

立修志领导班子，广泛物色编写人员，集中力量，分工负责，全面开展收集整理、考证史料

等项工作． ‘

纵观《三汇镇志》上溯到明清及辛亥革命，下断至公元l 985年底，以经济发展为主要脉

络，力求用公正之笔，忠实地记述近两百年来的历史和现状，突出地方和时代特色，体例完

备，图文并茂，详略得当，层次清晰，写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科性融汇统一的新志书。察

往知来，激励后人，以达到资治、教育和存史的作用．

由于资料繁浩，面宽量大，时限久远，政策性强，要继承祖国历史文化遗产，担负起上

对祖先、下对子孙负责；现为“四化”服务的重任，我们未敢掉以轻心，列入本镇精神文明

建设议程。采访编写的过程，也是我们对修志重要意义逐渐加深认识的过程。此间，得到合川

县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修改；驻镇各单位及人民群众的热心支持，积极提供宝贵材料。尤其

是天府一矿，三矿、川煤十处、三汇水泥厂以及小沔区，镇友邻地区在人力，财力上给予的

无私赞助，加之编写人员四处奔波，一百多个日日夜夜辛勤劳动，克服了重重困难，四易其

稿，使方志终予编纂就绪，值此，我们谨代表镇党委，政府致以诚挚地谢意。

鉴于时间仓促，史料散乱不全，又因我们对此项新的任务缺乏经验，故疏漏谚误在所难

免，深望得到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以便日后修订，使之臻于完善。

中共合川县三汇镇党委书记 刘仕银 。

合川县三汇镇人民政府镇长 周泽友

一九八六年 初夏



尼 例

一、本志依据1 985年3月26 14合川县人民政府转发县志办工作意见以及次年二月四川省

社会科学院等三单位联合通知，为征集出版《近代场镇经济志丛书》预约资料而作出安排
的。

二，编修《三汇镇志》旨在用新的观点，方法和资料，全面记述本镇自然面貌到人文社

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反映物事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中找出经验教训，给经济发展提供可靠

信息；为社会进步提出科学的决策依据，从而，以适应社会主义物质文骑和精神文明建设的
需要。

三、本志以马零d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以《羌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要求从本镇实际出发，做到观点正确，资料翔实，结
构严谨，门类俱全符合志书魄规范；耷体裁上运用得当，记、述、传、图、表，录、照相互
照应，主次适宜，力求图文并茂。。∥

’

‘

四、遵循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求实存真，方志贵全的原则，为体现乡土风貌和时代特
色，本志重农工、详近现代，尤以三电全会后更浓，其他则略。

五、时限及范围：上溯至辛亥革命(1 912)；下断至1985年末。但建置沿革，大事记及

有关章节可延伸追述，不受上限限制。鉴于本镇有一批县属以上驻镇企业和毗邻地区来镇兴

办的经济实体，本着一方之志的特点，也纳入记述范围，按其对兰汇地区影响作用大小，分

别定详略。

六，华蓥山南段煤田地下资源分布已超越镇界延伸至毗邻江北县与康佳乡，凡管理机构

设在本镇范围内的单位、。均纳入，反之，则不列．
～

七、篇目设立按事物性质科学分类平列，分章，节、目，子目四层，横排竖写，其顺序

是：序言、凡倒、图片、名录，概述、大事记，按类分章记述，人物传介、附录、跋。

八，本志主要突出经济发展有关内容，其中乡镇企业是近年起步快，具有生命力的时代

产物，分属工交农商各业作记叙外，另列总表，以概其全貌。自然条件着眼予集镇建设密切

相关部份，故水文、地形等从略。

九、大事记以编年为主，结合记事本末体，从全局高度就其本质特征，提要钩弦，纵述

规律，横列要点，回顾历史，面对当前，展望未来。凡事因复杂，时问较长者，受lj在有关分

章中加以补述．

十、镇志用规范的语体文，以国务院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文字通俗简洁，适合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除序言、概述夹叙夹议，论述兼顾外，其他均用记叙体．

即不加评论，不事褒贬，寓观点于资料选择和记叙中，在数据内看发展，从变革中找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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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读者思考后自作结论．‘

十一、历史纪年、地理名称、称谓等，均依当时当地的习惯称呼如：清朝乾隆××年．

民国××年，后括注公历年号，不加“伪，反动’’副词。公元年号和各种统计数字．百分

号，千分号一律用阿拉伯字书写；不定数如“五六个”一“十多年静用汉字数目书写．地理名

称必要时后括注今地名。人名除引文外，不加褒贬，直书姓名，不用“同志"， “首长"，

“该人，，之类称谓．若书专有名词时，第一次必用全称如：“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

军”后可简称“中共”“解放军"不得写成“我党"“我军’’．使用流行的简称“文革"，

“一打三反刀时，第一次亦应用全称，以免久后混淆，造成内容上的误解．

十二、人物立传仅限于本籍已去逝，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其他烈士以及当今先进英模，

知名人士列简介．科技人才集中是本镇的一大优势，对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但多服务于省市

以上驻镇单位(含外籍)；高岑长寿象征世代兴盛，以上列名表附后．

编纂人员名录

修志领导小组

组长：周泽友

成员：吴国栋．王思棠 焦干臣

编纂组

主编：王思棠

编写人员：王紫电张弘毅黄文彬焦干臣李泽明高晋寿朱心全周慎之

审核：刘仕银周泽友冯思茂

誊写：周显明耿忠良戈阳李素群

绘图：王正端

摄影：王恩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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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瞰三汇镇之一角

镇人民政府所在地 ■长向人民代表作“豉府工作报t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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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办观音堂煤矿在建设中

雹

个体户在信用社门前提摊设点

文明生产 绿化矿区

镇办三汇矿山机械修配厂门景

自建公助屠民点之一



●●一一
华一厂新产品远销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华羹山膏瓷厂生产车闻一瞥

兰汇税务所新址落成

驾

口墨互互夏甄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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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玻柜，琳琅满目

三汇坝火车站

三汇坝地方特产一一白橙糖

攥碳源源运往祖国各地



三汇汽车站候车室

农贸市场 百业兴旺

街村集资新建“迎宾楼”

扩建后的蔬菜，副食品市场
l 3



秧苗正青 春到茶山

鱼跃人欢

即将建成的“兴旺大桥一 幼教事业在兴起



囊饯村民集资十万建校办学

职工医院为患者傲心电图检查

绿荫掩映的三矿职工俱乐部

奠初级中学短跑冲利

一矿退休职工文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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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志缠纂领导小纲成员

三汇镇党政负责人合影



概 述

兰汇镇位于东经l 0 6。3 5 7、北纬3 0。0 6，海拔2 7 0米，雄踞合川县境之“东

大门劳，毗邻江北县柳荫，石河乡：地处西南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重庆市以北8 5公

翟，与合JII县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幅员面积4 0．2 5平方公里，人口近三万，其中农业

和非农业人口约备占一半，人均耕地五分三厘，最大人口密度为738人／平方公里。

据《万历·合娜志》史料记载：场镇可追溯到明初洪武七年(I 374)已有雏形。俟后清

代康熙、乾隆盛世，广东、江西．湖北等省碾转移民至此，占地习耕，繁衍人口。随着田头

草坝场商品交换，集市贸易的发展需要，乾隆五十四年(1 789)便逐渐形成场镇街道。距今

已有近两百年历史。

三汇镇座落在川东北华蓥山脉南麓的一个深丘冲谷小平原上，地质复杂，矿产资源极为

丰富。海拔l 314米的白岩雄峙镇东；西侧有小山丘陵逶迤与大山并行，成为两大天然屏障，

鱼泉：蒿支，必丰三条溪河蜿蜒境内，在场口汇合转向西南流入渠江，故得名三汇．

镇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摄氏18．1 0。。其中最高28．5。，最低7．3。；降雨

量1290毫米；无霜期276天。

三汇镇人民长期在这块土地上劳动、斗争，创造着自已的悠久历史。索有勤劳勇敢、艰

苦朴实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解放前，三汇坝虽属穷乡僻壤，交通闭塞，山林茂密，野兽出没，匪盗猖撅，民不聊

生．尤以潦来及民国时期，饱受官僚政客的横征暴敛，恶霸豪绅的巧取豪夺，物价飞涨，百

业萧条，广大劳苦大众长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三汇镇以富有的自然资源，吸引来开

明乡绅，有识之士卢作孚、李云根等投资挖煤，炼磺、糖土陶、修铁路，兴办实业，为地方

工业发展作出T有益的开端。
l 949年12月3日三汇镇获得解放，从此翻开了历史新的篇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

立起人民自已的政权，兴利除弊，废旧图新，经过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实

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解放了生产力，为大规模的经

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建国三十多年来，三汇镇走过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

毁林改耕地、单一抓粮食， “左”的影响，未能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亩产长期徘徊在

五百斤左右，致富无门，仍过着花钱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的苦日子。

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十年动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率

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改革，使农工林牧副渔很快的得到发展．I 984年粮食突破千

万斤大关，创历史最高水平，人均755市斤，比解放初期增长2．7倍。

以集镇为依托中心的乡镇企业，在国营骨干企业的带动下，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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