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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名刹一广善寺



柏林沟红军标语碑

柏林中学、柏林桥、柏林河畔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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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沟乡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编志的指导思想。

柏林沟乡位于广元市市巾区南面的柏林河畔。地处深丘j士地肥沃，人民勤劳，物产事

富。三十多q-来，柏林沟乡虽几经曲折，但总的趋势是逐年变好，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创造、推广了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

制，促进了农，工，商，副各业生产大发展。

盛世修志势在必行。1985年4月，此乡建立了乡志编写组。党政干部大鼍宣传编写乡志

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编辑人员广泛收集，采访历史和现实的各类资料。深入全乡各村、

组民间走访询问，实地考察，还走访了邻近的乡村和知名人士，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经过

8个月的努力，到1985年12月底，完成了乡志的编写任务。

《柏林沟乡志》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记叙了从1910年C宣统2年)到1985

年，这一变革时期的历史。在这七十五年中，经历了结束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

国。1949年10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社会的转折时期，周详的叙述了这段历史。

为的是上对前辈怀念，今为四化服务，下为后代立传，以利将来发扬继承。

《柏林沟乡志》初刨问世，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相信后届党委，政府续修时，将能使其

逐步完善。

在编写乡志期中，广元市志编委会的领导同志，作了多次的修改指导和热情的支持，我

代表柏林沟乡党委、政府，表示真诚的感谢!

． 《柏林沟乡志》的编写铅印，是柏林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深感自豪，荣幸，

特作此序。

夏成 礼

1 9 8 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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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l，《柏林沟乡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坚

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编写乡志。

2，体裁上，分别采纳记、志、传，表，图、考、录，综合运用语体文，记叙体，编写

形成。
●

．

‘

3，广谱革命英烈和模范、先进人物，’以体现人民创造历史。

4，历史记录，根据传事不传人的原则，生人不立传，但亦因事入志。

5，采用章，节、目结构形式和层次。全志分为16章64节共250T页，，移万余字。

6、按公元纪年。上限从公元1910年(宣统2年)起，建置沿革不限；下限1985年12月

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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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统2年(1910) I 县筹备自‘治，柏龙乡改十四团区，撤销柏龙分司，
l 辖柏龙，金帽2堡。

民国4年(1915)

民国7年(1918)

民国14年(1925)

民国17年(1928)

民国19年(】930)

民国22年(1933．7．)

民国23年(1934．8．)

民国24年(1935．7．)

民国27年(1938)

民国32年(1943)

民国35年(1946)·

民国38年10月25日

l 9 5 0年8月

l 9 5 1年5月

lO层

l 9 5 3年4月

。

7月

11月

1 9 5 4年8月

I 9 5 5年lo月

将十四团区改为十四区。设区团防局子柏林沟。

柏龙，金幅二堡分治、各设团防局。

柏林群众募捐培修善心桥。 。．

国民党十四区区分部在柏林广善寺成立。

团防局改为垒公所。

红军第一次来柏林沟，在关帝庙成立乡苏政府。同时在赤
岚寺建立乡苏政府。

红军第二次来枯林，在广善寺建立乡苏政府。

乡公所改为联保办公处，设治石井铺。

将办公处改为乡公所，剃出龙潭乡。柏龙乡编财2l保，
设冶新场。同属第一区署管辖。

国民党颁布选举法，成立多民代表会。

国民党在新场建立三青团区分部．
、

(1949年12月24日)格林沟解放．

建立柏林乡人民政府、乡农民协会。开始减租，退押，清
匪，反霸。

土地改革运动开始，9月结束。
’

划出光鹎，新农二村，建立共和乡。

建立乡供销合作分社。

召开第一届乡人民代表大会。

乡建立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

建立乡信用合作社。

撤销共和乡，并入柏林乡，同时在广善寺建立粮，油收购
点o

丽乡合并后召开多人民代表大会． ·。



I 9 5 7年11月 I 整风运动开始，开展大鸣、大放。

l 9 5 8年3月

9月

11月

12月

1 9 5 9年9月

1 9 6 0年4月

1 9 6 1年6月

9月

l 9 6 2年4月

11月

1 9 6 3年4月

1 9 6 4年10月

1 9 6 5年11月

l 9 8 6年6月

10月

1 9 6 8年8月

11月

1 9 7 2年7月

11月

l 9 7 6年9月

l 9 7 7年7月

12月

l 9 7 9年3月

lO月

l 9 8 1年1月

4月

召开第三届乡人民代表大会。

乡开办农业中学。
’

建立柏林人民公社。

乡建立共产党总支委员会。

公社建立中心小学校。

修通柏林——卫子区乡公路。

召开第四届乡人民代表大会。’

建立赤岚寺中心分校。

纠正左的错误，对一些干部甄别平反。

建立柏林公社共产党委员会。

召开第五届乡人民代表大会。

修建尖包岭水库开工。

召开第六届乡人民代表大会。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

柏林中心小学开办初中班。

公社成立革命委贝会。

向阳村参加修建团结水库。

明安。白马、马蹄滩三村，参加修建工农水库。

毛泽东主席逝世，全乡人民隆重悼念开追悼会。

马蹄滩电站高压线架通柏林沟。全乡人民照明加工基本普
及o

．●

党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新的国策。
八

平反冤、假，错案。

修建柏林大桥开工。 ．‘

召开第八届乡人民代表大会，改革委会为管委会。

国家在放马坪修建中型变电站。成都35千伏输电线絮通柏



7月 特大暴雨乡中心小学校舍被洪水淹没。

8月 柏林大桥峻工。

l 9 8 2年2月 =。 全乡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1 9 8 4年1月 召开第九届乡人民代表大会。改管委会为乡人民政府。，

．1 9 8 5年12月
‘

完成‘柏林沟乡志》编写任务。．．：。 、 ：．：-



概 述

柏林沟乡，位于广元市城南8．8公里处．幅员面积49．B平方公里，属深丘陵地区．远在秦汉时

代为葭萌县故她。坍初恐霞萌驿，明来改柏林驿．o明代广元县南设桕龙里j在葭萌驿设枯龙公

司．清初改里为柏龙乡，辖龙．金橱二堡。柏龙堡辖柏林，元山、龙潭三驿。明代柏林驿设铺司◆

清初改设邮亭。清乾隆2年恢复柏林铺司，增设歇马铺司划铺司公田。清宣统元年，改学堂

为学校。宣统2年，广元县筹备自治，撤销柏龙分司。柏龙乡改第十四团区，辖柏龙，金帽

二堡。宣统3年(1911)，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统治。1912年1月，建立中华民

国。民国4年改团区为第十四区，设Ⅸ团防局。民国7年柏龙，金帽分治，各设团防局。柏

龙团防局设治柏林沟。民国19年(1920)，团防局改乡公所。设治柏林沟。民国20年迁新

场。民国24年7月，改乡公所为联保办公处。民同27年(1938年)，又改乡公所。将元

山驿、三元场，龙潭、界牌等地，从柏龙乡中划出，成立龙潭乡。其余石井铺、新场、柏林

沟．清水铺、龙风场、赖村坝为柏龙乡，辖21保。

柏林沟，历代是京城至保宁府(今阆中县)、顺庆府(今南充市)，重庆府，经广元过

柏林沟蜀道南路。历代军兵多经之处，经常拉兵拉夫，深遭兵患，加之封建剥削压迫，经

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贫困。

1949年(民国38年)lo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2月柏林沟解放。1950年3月，建立

新场区共产党工作委员会，新场区公所。1950年8月，建立柏林乡人民政府。所属原柏龙乡

第8，20，21保和第7，9、19保各一部份，共6个保，40个甲。1958年11月。改为柏林人

民公社。1980年，全国地名普查时，改加一个“沟’字，更名柏林沟公社。1984年改名柏林
沟乡。

柏林沟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三十多年在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虽几经曲折，但

全乡人民克服困难和缺点，仍然向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特别在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变化更快，农业生产大幅度上升。1985年粮食总产量9857500斤，比1949年总产

197万斤的基础上增产5倍；总产值258．5万元．比1949年14．5万元的基础上增加17．7倍．教育

事业发展快．到1985年有大学生王含渊等lo名，初、高中生1540人。卫生事业向前发展。乡有卫

生所，村有保健医生，基本达到小病不出村，大病少出乡，过去流行的各种传梁病已消灭．人的

健康水平大有提高。坚持执行计划生育，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干分之四以内。交通运转比较

方便，广元汽车站每日开柏林班车，晚来早去坚持7年多了。各村简易公路巳与广苍公路接

通．苍溪县在柏林沟乡马蹄滩建电站，筑坝蓄水约一亿万方，柏林通船20余公里．文化事业发

展较好，广播、电影、电视，戏剧基本普及。全乡人民正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争取到2000
年‘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努力奋斗。

《柏林沟》乡志编导小组

I 9 8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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