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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镇党委(支部)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于1981年10月中旬，成立了《三水乡镇合

志》编纂领导小组和编辑组。经过一年多的广泛搜集、整理、核证史实资料和近半年的编写、

修改、审核，于1982年9月刻印出初稿。其后又在县志办的指导和具体帮助下，多次进行

篇目结构的调整、资料的核证、补充和文字的加工修改，终于1983年10月，完成编纂工作。

整个编写过程历时两年。

在编写中，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苦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基本上做到实事求是地反映和再现了三水地区的历史和现

状。根据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采用先分类、后分期的编志体例，对三水乡、镇在清

末、民国时期的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历史，作了概括的叙述，对建国以来的三

十二年，则以经济为主，比较详尽地历述了农、工、商各业和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各

条战线的发展情况。这样，一方面可以较好地保存有关史实资料，一方面又能从对比叙述

中，清楚地认识新旧社会两重天。从而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更进一步激发全乡，镇的广大人

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制度。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

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四项基本原则，认真

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加速三水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

两年来，县和乡镇各有关单位，对我们编史修志给予大力支持，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史实

资料，一些知情人士也热情地帮助我们，口述和核证了不少历史事实。特在这里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政治思想和政策水平低，写作能力也差，对资料的分析整理以及文辞的运用等

方面，多有不当之处，内容的思想性和政治把关，谬误更难完全避免。敬希阅者批评指正。
； ，：

<<---水乡镇合志》编纂领导小组

1983年lO月 -·7



编写说明

一，本志共15篇、45章，118节，137目，约18万字左右。附插图五幅、照片103帧、统

计表63个。在内容选择和编排上，除吸取旧志好的传统外，特别注意突出社会主义时代特征

和地方特色。对经济方面的发展变化，收入资料较多，如农林水利、工交邮电、财贸金融

等，即占全志总字数的40％左右。其次，文化、教育也有相当份量。其它部分则根据具体情

况和资治价值，酌量选用。
。

二、篇目结构采取分类分期法，以事为经，以时为纬来排列篇、章、节、日。篇与篇、

章与章、节与节、臼与目之间是横向并列，各自记录某一项事物，不相统属；在各篇、章：．

节内，则是纵横结合，横排竖写，各节、目和目以下的小目都按时间顺序纵述。

三、体例包括志、图、记、传、表、录六体。志为全书主体，大事记、人物传略单独成

篇，其它图记、传、表、录等则根据各篇章内容适当选用，图、表均分别纳入有关篇、章。

各体之间相互补充，照应，记事力求详尽具体，而又简明扼要，层次分明j线索清楚，图文

并茂。

四、本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二年来的史实为主。其断限：上限一般自辛亥革命

(1911年)起，但其中大事记、自然地理、建置、文化，教育、人物等六篇中部份史实追溯

到明、清时期，下限为1981年，其中部份章节延伸到1982年。

五、文体用语体文、记叙体和常用标点符号。公元纪年和统计数字概用阿拉伯字。

’六，历史朝代用原称，如“明"、 “清”， “中华民国，，，并附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在文中简称“建国后，，。民国时期及以前的职官不加政治性的贬词，直书其职

称，如县长、团总、乡长、保长等。人物亦直书其名。 ；

、现有地名和村、社、街道名，一律用地名普查中确定的标准名称。

七、资料来源。以史籍文献记载、历史档案及有关单位、部门提供的资料为主，同时选

用一些历史事件当事人、知情人的口碑和函件材料，统计数字均以县统计局及有关单位提

和核定的数字为依据，并经反复核证后录用。经核定未能统一者，都未入志。

八，我乡是农业重点区，镇上商业亦较为兴盛。为了便于总结历史经验，给今后农业

商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在《农林水利》、《财贸金融》篇后附统计资料。其中土地面积以

亩计，农作物产量以市斤、万斤计。

九、《社会风土》篇所记之婚嫁、丧葬、庙会，祭祀等习俗中的部分内容，为封建社

遗留下来的病态。以其概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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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社会主义新风。

《三水乡镇合志》编辑组

198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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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疆域、人口、士壤、物产

第一节疆域、‘人口
’

三水镇位子广汉县城东南七公里处。全乡(镇)总面积34平方公里。汉(广汉)赵(赵

镇)公路由西北到东南贯穿全境。漾阳河、青白江流经境内西南，石亭江、绵远河汇于东

北。乡、镇分置政权机构，治地位于青白江、潆阳河汇流处的三水镇。全镇共有十六条街巷。

正街全长约一公里。

本乡略成菱形，地处东经104。177，北纬30。597，海拨460米。东南低于西北，地势较为

平坦，属都江堰自流灌溉。，全境除南面的罗经村、西北面的高店村、东南面的松柏、高原村

的大部分地区和北面的石观、光明、宝莲等村的部分地区为高埂外，其余各村起伏不大。土

地肥沃，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

据1981年统计，全乡集体耕地面积共为28507亩(外有自留地1880亩)，其中，水田

26805亩，早地1702亩。1982年人口普查，乡7873户，32041人，其中f男15757人，女16284

人，镇1031户，3288人，其中：男1653人，女1635人。 ：‘

第二节 四至走向及行政区划 ．一

本乡、镇东与金堂官仓、清江公社接壤，西与本县万福，东南乡毗邻，南面紧靠金堂玉

虹公社，西南连接成都市青自江区大同公社，北界本县和兴乡，东北和本县松林、连山乡田

地相连。从广汉县城至三水镇七公里，由三水镇到赵镇十四公里。东去官仓约九公里，县道和

机耕道各半。西去万福约四公里，全是人行小道。南去金堂城厢约七公里，通机动车。北去

和兴约五公里。东北到连山，松林，道路曲折，越石亭江后可通小型机动车辆。

建国后的三十多年，三水乡、镇建置曾经历了几分几合。1981年9月，乡、镇分别建

置。现三水乡共辖17个村，即光明、六陵、石观、高店、三江，友谊、松柏、高原、宝莲，新

街，寿增、中心、三城，罗经、屏风，常乐、草桥村。三水镇辖三个居民委员会。
‘

第三节土 壤

一，土壤类型及分布：根据土壤普查资料，本乡土壤类型及分布情况是：青白江以南属

氓江冲洪积物发育而成的一级阶地，为灰色冲积土；青自江以北为湔江冲洪积物发育而成的一

级阶地，属灰棕冲积土，河间长堤型埂子属上更新统冰水沉积物发育形成的二级阶地，为再

积黄泥土。以上三种成土母质，大部分由于长期水耕熟化，栽培水稻，分别发育成三种水稻

土。一部分因地形地势和水源影喻，以旱作为主，目前仍属冲积土(早地)。大体分布是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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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谢家筒车坎沿东北走向，穿场镇中部至三江村为一断面线，出现的土种顺序为黄泥田t

灰色二泥El-*灰色半沙泥田(灰色沙地，漏沙田穿夹其间)(穿青白江河道)一灰棕沙田

(灰棕漏沙田，地插花出现)一灰棕半沙泥田一灰棕二泥田，泥田交差排列-一黄泥田一黄半

沙泥田啼灰棕二泥田÷灰棕半沙泥田一灰棕沙田、漏沙田、地交互呈现。游家官山东北有黄

二泥田，烧房坎及梨几园南边低槽，分别出现灰色及灰棕色漕田。

附。±壤分类统计表

土 种 土 种
土 属 土 属

名 称 面积 名 称 面积

二泥田 3934 泥 田 2168

灰色冲积 半沙泥田 3795 灰棕冲积 二泥田 1438

沙 田 1034 半沙泥田 3683

漏沙田 92 沙 田 1666

水稻土 漕 田 391 水稻土 漏沙田 618

小 计 9246 漕 田 172

再积黄泥 黄泥田 6074
小 计 9745

白鳝泥田 62 灰色冲积土 沙 土 260

黄二泥田 172 灰棕冲积土 沙 土 836

水稻土
再积黄泥土 黄泥土 606黄半沙泥田 1506

小 计 7814 合 计 28507

二、主要土属，土种的性态特征

l、灰色冲积水稻土：该土属在本乡的主要土种为二泥及半沙泥田，分布于青白江沿

岸。质地多为中壤一重壤，上下比较均一。土层多在一米以上。砂砾卵石层位低(一米以

下)。土色灰色或暗灰色。熟化度高，结构良好，耕作层较厚，宜耕期长，耕作性能好，宜

种性广。有机质，氮素含量较高。是多年水早轮作培育出的良好水稻土。

2、灰棕色冲积水稻土。在本乡的主要土种为半沙泥田、泥田和二泥田，分布于石亭

江南岸以及历史上为上述河流冲刷的地区。土色灰棕或棕灰。土层厚薄不均，从兰、四十

厘米至二，三米。质地多为中壤至重壤。除泥田外，托水托肥，水分渗透适度，水、气、热协

调。有机质、全氮含量较高。宜耕期长，耕作容易，生产性能好。也是本乡优良水稻土o

3再积黄泥水稻土属中，本乡主要土种为黄泥田。该土种土层深厚，多在三米以上。质

地重壤至轻粘，上下均一，层段发育明显，保水保肥力强，有机质、全氮含量较高。但耕性

不良，宜耕期短，耕层浅薄，幼苗前催较差，后劲充足，，送老壮籽好。

三，土壤资源评价；全乡砂粘适中，基本上无障碍因素的灰色及灰棕二泥田、半沙泥田

和黄二泥田共13024亩，占集体耕地面积的46％，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障碍问题的漕田，漏

沙田、自鳝泥田、旱地等共3037亩，占集体耕地面积的10．7％，

土壤反应以中性及微酸性为主，少数偏碱，宜子多种作物生长。经取样化验，中性土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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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微酸性土占45％，微碱性土占9．5％。
’

， 据取样测定。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为2．82％，其中大于2．5％的占75％’全氮含量平均

为0．149％、其中大于0．159的占55％；碱解氮含量平均为133PPM，其中大于120PPM的占65％；

全磷含量平均为0．050％；速效磷平均含量为7 PPM，其中小于loPPM的占86％，速效钾含

量平均为72PPM，其中小于50PPM的占20％。 一

综上所述，本乡土壤有机质，氮素含量较高，不同程度缺磷土壤占85％(速效磷含量小

于10PPM)，其中极缺磷土壤占35％(速效磷含量小于5PPM)，缺钾土壤占20％(速效

钾含量小于50PPM)。(见下页表)
’

第四节7主要，物产

一、农作物：大春以水稻、玉米为主，其次有：红苕、花生、黄豆，高梁、甘蔗、洋

芋、海椒、西瓜、叶菸等，小春以小麦、油菜为主，其次为苕青、葫豆青及豌豆、葫豆、萝

卜和其它菜蔬。清代及民国年间，以吴家寺的贡菸，伍家梁子的海椒、千河坝的铜贯萝卜为

有名物产，销售附近乡镇和外地。

二、林木：民国时期本乡树种以桕树、香樟、夜合、皂角、槐树，麻柳、千丈、泡桐等为主，其

次有桑树、白蜡、椿芽、甜柘、苦柘，桂，罗汉松、芙蓉等经济和观赏林木。建国后引进新

品种有：桉树、榆树、白杨、梧桐、水杉等。这些新引进林木，一般生长快，深受群众欢

迎。但原有林木品种有的已不多见。

果树：民国时期，兰水有冯家林的李树，王家河坝与邵家河坝的桔，橙，柚和罗经梁子的

桃树等都享有盛名。其次有零星的樱桃、板栗、枇杷、柿子、核桃等。建国后几经砍伐，旧有果

树留下很少。1980年以来，在河坝地区推广“矮密早，，栽培法，新植的密桔9000多株，已有

部分挂果。

·竹有斑竹、慈竹、荆竹、楠竹四大类。其次还有供人们观赏的黑荆竹，南天竹、湘妃竹

等。目前，除慈竹保留较多外，其余的已不多见。

，三、家禽家畜：民国时的家禽有：鸡、鸭、鹅’家畜有。猪、牛(黄牛和水牛X山羊，

自家兔、狗，猫等。建国后，家禽、家畜引进了一些新品种。如鸡有t土绶、芦花，巴白、

来航、九斤黄、澳州黑，鸭有北京鸭，建昌鸭，鹅有铁甲鹅，猪有约克，长白、隆昌等猪

种，牛有荷兰奶牛，羊有绵羊l兔有青紫兰、立克斯等。上述新禽畜品种的特点是体型大，

生产快。·
．

．

四、野生动物s 1958年“大跃进"前，飞禽有大雁、老鹰、乌鸦、喜鹊、猫头鹰、斑鸠、画

眉、白头翁、燕子、麻雀、白鹤、鹭鸶、四喜，水鸭，杜鹃、翠鸟(俗名打鱼雀)、铜咀雀等。

兽类有老鼠、黄鼠狼、野兔。还有蛇类等。1958年公社化后，由于砍树太多以及空间、地面、

水下的严重污染，除鼠类大量繁殖，目前遍及田间屋宇外，其它鸟兽基本绝迹或留存很少。

五、水产；民国时期三水水产都为自然繁殖。清白江河产鲤鱼、鲫鱼、鲢鱼i鳜鱼、乌鱼

等。石亭江与绵远河产白条、黄蜡丁、桃花板等。其它还有泥鳅、黄鳝、乌龟、团鱼，但数

量不多。建国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提倡人工养鱼，引进不少新品

种。其中有：草鱼、白鲢、非州鲫鱼等。并禁止破坏性捕捞方法，保护鱼类自然生长。

其他：如石亭江河里的石灰石、河炭，较为丰富，还有少量乌木储藏。清白江并有少量沙金。
。

，’
～



三水乡土壤化学分析表

土}土}取样l深度I有机质J全氮I全磷l全钾
属1种I地点l c M l％l％I ％l％

速效养分(PPM)

硷氮解f磷I钾

PH

值

二泥田

”

”

半沙
泥田

”

”

沙田

搿}o州
勋辨}o二14
一性I

搿l。叫
裂|o叫
搿l。州
端牝州
鬻b4

3．89

3．37

3．25

3．14

2．17

2．79

2．65

0．236

0．194

0．193

O．154

0．134

O．163

O．109

0．054

O．059

0．071

0．054

0．040

0．058

0．085

1．73 177

183

173

123

117

134

76

59

74

76

69

87

59

43

6．5

7．2

7．7

7

6．4

6．0

7．7

罗经村
泥田 0—14 3．19 O．189 0．055 176 7 98 6．4九社

半沙 石观村灰 0—14 2．99 0．163 0．078 144 20 124 6．4泥田 八社

棕 ” 宝莲村 O一14 2．44 0．130 0．056 115 10 77 6．8十四社
冲

沙田 三江村
O一14 2．77 0．084 0．065 97 1 47 7．8

积 三社

，， 六陵村
水 一社

O一14 2．51 0．110 0．084 76 10 64 6．4

稻 ” 石观村 0一14 2．62 0．128 0．095 177 11 47 6．4一社

土 ” 新街树
五社

0—14 2．34 O．100 0．064 122 4 51 8．2

漕田 六陵村 0—14 3．64 O．189 0．069 152 9 67 8．3四社

灰棕
冲积 沙地 三江村 ●

土 三社 O一17 2．22 0．073 0．058 1．34 57 1 38 8．O

再 黄泥田 罗经村
六社 O一12 2．77 O．194 0．046 1．64 138 3 93 6．4

积
黄 J’ 石观村

泥 十二社
0—14 3．54 O．193 0．054 150 8 96 6．9

水 ” 高原村
稻 四社

0—14 2．88 0．166 0．057 148 5 107 6．2

土
黄半沙 松柏村
泥田 五社 O一14 1．28 0．082 0．036 70 10 64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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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河渠．，．泉塘沉井‘ 一
‘ 、 ，

’

'

’
‘

第一节石亭江。．～ |。
·

，

r ’
^

石亭江发源于什邡县高原景关，进入广汉县界后，在和兴境内与鸭子河汇合，流经三水

易家河坝，再与绵远河汇合。最大流量7000立方米／秒。过去河水泛滥成灾，冲毁不少农作

物和土地。建国后，经过不断治理，情况有了好转。1975年后，在约四公里河岸上，用水泥

灰浆工程加固河堤，基本消除了洪水的威胁和危害。同时，在完成分壕河截流工程后，扩大了

耕地面积800余亩，建设鱼场二处，约二百亩。利用河滩修建水泥制品．沙石，石灰等厂，

建设住房和库房约3000平方米。
，

．

第二节漾阳河 ．

漾阳河经西外、东南两乡流入三水，与清白江汇合于邓家埝。常年最大流量为1000立方·

米／秒，最小流量15立方米／秒。在本乡境内流程达5公里。沿途有沙子埝，清白埝，黑龙

埝，灌溉面积约7500亩，为三水地区农业用水重要来源之一。防洪重点为石观，六陵两村和关帝 ．

庙一带。
。

，。‘t 第三节，青白江 4、 -⋯、、～，

青白江系岷江支流，从灌县宝瓶13分水，流经彭县、新都及我县的向阳、新丰、万福等

乡进入三水，与漾阳河汇合，流往赵镇。常年最大流量为3000立方米／秒，最小流量20立方

米／秒。水利灌溉有马棚支渠，团结支渠和兴隆埝，灌溉面积约7500亩。在三水境内流程约5

公里。防洪工程重点为草桥、中心、寿增等村。 ‘一 ”

、

__

，

第四节人民第二支渠

人民第二支渠于1970年建成，由彭县流经本县三星，中兴、西外、东南等乡进入三水。 囊

常年最大流量为3立方米／秒，最小流量为1立方米／秒。灌溉面积在三水境内共计5000余亩。

受益地区为光明、六陵、石观，高店、三波友谊，’松柏，高原等八个村。
}‘

。

t
1。‘

第五节泉塘沉井

建国初，全乡共有泉塘7213，经过渠系改造和农田建设，现仅存2713。其中尽有一部分屯

水防旱，大部份已改作鱼池，不是农田灌溉的主要水源。为了预防旱灾，从1974年起到1981年

底止，．全乡共建沉井15口，并配备了抽水设备。+
⋯ ‘

j

，·

一 · # · 一 ，‘

J。
，

一‘：⋯ “第三章⋯气-一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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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日‘照
，

～ ， 。’。’。：、
’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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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至1981年，25个年度的日照时数统计裘

全年月 份 l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小时)

平均(小时) 71．3 67。4 78．8 111．0 120．1 136．4 168．4 179．8 86．1 70．1 66．1 64．9 1226．4

最多年(1977) 34．3 103．6 136．9 108．4 143．8 207．8 200．9 216．9 119．9 84．6 80．3 56．7 1493．3

最少年(1960) 72．5 72．5 69．3 48．6 92．8 77．9 119。2 146．4 61．6 62．4 50．1 40．5 913．8

一 ．三个年度的日照时数对比资料

毒还曼芝 l 2 J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年

l 9 6 l 57．9 53·o；34。9；88．9 149．1 108·5151·5 126．2 116．4 25．8 51．6 56．4 1020．2

l 9 7 l 66。0 53．5{132。3】26。4 152。5 168。3 11 82。8 184．9 44．6 43．7 66．5 66．3 1287．7

l 9 8 l 57．3 46．O：n4．01127．0 139。2 115．3il 53。8 工04．6 67．9 69．4 60。2 77．4 1133。2

第二节 气 温

本地属温带气候，四季分明。如以月平均气温>20℃为夏季，10℃至20℃为春秋两季。

则可得出5至9月是夏，12月至下年2月是冬，3至4月是春，10至11月是秋。由此可见夏季

最长，春、秋较短。如以平均最高气温>30℃为盛夏，则只有大暑到立秋前后。以月平均最

低气温<4℃为隆冬，则只有大寒到立春之间。
～

本乡历年最高气温37℃，出现在1972年8月30日。年平均气温为16·5℃。

表(1)累年各月平均气温(℃) (1959—1979年)

月 分 l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平均
，

；

气温 5．7 7|．8 12．6 17．4 21．3 24．1 25．9 25．8 21．6 16．2 11．9 7．3 16．5

袭(2)兰水团结支渠渠水温度和露天空气温度比较(℃) (1975年) 7

泌 四月中旬 五月中旬 ．八月中旬 九月中旬

天气～⋯ 日平均’日平均 日平均 日平均 日平均 日平均 日平均 日平均

条件’’』t＼ 永温l气温 水温 气温 水温 气温 水温 气温

阴晴相间 15．5 13．8 22．3 22．7 27．．2 27．1 23．4 23．9

阴 雨 18．5 16．3 25．4 25．6 23．2 20．8

第三节雨 ．量

我乡、镇常年平均降雨量是890．6毫米。历年中最大降雨量是1961年，为1482毫米，最

占
．



}

日

，

小降雨量是1969年，为553．4毫米。雨量多集中在7，8两月。
’

累年各月平均降雨量(1959----1981年)

月 分 1 2 3 4 5 6 7 8 g 10 1l 12 合计

降雨量 5．3 10．3 15．7 46．6 80．1 126．5 228．1 193．7 123．4 42．1 14．8 4．O 890．6

一次最大连续降雨量是1961年6月25日至28日，共计409，1毫米。日最大降雨量是1981一·

年7月13日，232．8毫米。 、

第四节

本乡、镇风力，多在3米／秒以下。历年平均为1．8米／秒。最大风速出现在夏季的强雷雨之

中。‘如1972年6月28日，局部地区风速达到30米／秒，即风力为11级。历年最多风向是偏北

风。 ’．。

各年八级以上大风出现次数(1 959—1 982年)

年份 1959 1960 1961 1963 1971 1972 19 7r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最大

次数 l 2 2 l 3 2 3 2 5 2 5 5 6 4 7 7

历年各月最大风速(米／秒) (1959—1982年)

月 分 l 2 l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最大

风速 15 17 18 26 24 30 23 28 18 19 18 15 30

7“

第四章’自然灾害

第一节旱灾．
‘ “

’

一 中

民国及民国以前时期、三水地区十年九早。春早、夏早及伏早，程度不同年年出现。据

资料记载，从民国二十二年至三十五年的17年中，较重的旱灾即有lo次。每遇大早之年，则

水源枯竭，河水断流，继而田地龟裂，禾苗枯死，收成大减甚至颗粒无收。当时的政府只知

收取捐税，很少兴办水利事业。农民遇早则只能望天下雨或用打醮，耍水龙等迷信方式祈求神

灵赐雨：结果不但无济于事，反使一些首事和迷信职业者乘机骗取乡民钱物。’． ，

每逢大旱之后，很多农民无法生活，或投亲靠友求济，或靠借贷活命，甚至逃荒要饭。

如。民冈三十年(1941年)夏，正值裁秧季节，久早缺雨，车尽泉塘，也仅成上十之七、

八。早象持续，使已栽的龟裂者约有‘I‘之四、五，禾苗枯萎的约有百分之七l。左右。一 ，：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三水遇大旱(春早兼夏旱)，友谊村(原第十保)农民文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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