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固臣

木兰乡志

中共阆中市木兰乡委员会

阆中市木兰乡人民政府



阆中市木兰乡行政区划亩

欺珂u—

f

0、h甲≯亨‘

，，。f

*

；

；，．

-；

肇

“

奄．≮晰“：‰一舭
∥似d■

；‘+#．％≈_



～

●



，

●



新落成的信善小学(乡小)

建设中的木兰新街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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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是阆中西部地区一个比较贫困的山区小乡。1996年，

人均占有粮食382公斤，现金收入684元，虽然分别是1949年(人

均粮食99公斤，现金收入73元)的3．85倍和9．37倍，但与全国

和全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只有正视现实，承认自己的落后，才

能正确地认识乡情，认识未来，面对未来，建设未来。
、

解放40多年来，木兰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进行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曾经有过成功与经验所取得的骄

人业绩，理当进一步地发扬光大；但也有过失误与教训所造成的损

失，更应当做为教训，进行总结、认识，反省和深思。故此，本届乡

党委、政府组织力量，落实人员，将起步前后断断续续编写达10多

年的<木兰乡志>补充、完善、编纂出版，这既是木兰文化史上的一

项重要工程，也是木兰人民的骄傲!

<木兰乡志>系统地记录木兰的历史与现状，全面地记载木兰

政治、经济、教科文卫、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等方方面面的发展轨

迹，可谓木兰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大型地方百科全书。我们相信，

<木兰乡志>在发挥资政、教化、存史作用的同时，也能作为了解木

兰、认识木兰、宣传木兰、建设木兰的乡土教材。

木兰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主产水稻、小麦、玉米、红苕、花生、

棉花、油菜、蚕桑等多种粮、经作物，物产丰富，具有可开发的耕地

1．5万多亩和广阔的森林资源。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引进了不少

资金与项目，得到过上级党政和国内外友人的支持与帮助。1995

年，市委、市府为扶持贫困山区，引进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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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农业发展资金320万元，已开始启动并将逐步实施。1996

年，香港朋友李宝明先生和黄德秀道长投资40万元，将木兰小学

基本建成了标准化学校，还将逐步为电化教学而奋斗。尤其是经

过党委政府和乡民的共同努力，把升钟水库的水源引上高乾山，解

决了全乡人畜饮水，更是亘古未有，福泽千秋。今后，我们将更加

勤奋地工作，进一步引进更多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吸引原木兰籍 l

在外地工作的有识之士和国内外的各界朋友，来木兰投资、开发、 ，

发财!木兰人民敞开热情地怀抱欢迎您! ．

在<木兰乡志>出版之际，我代表党委、政府和全乡人民，对历

经艰辛，从事编审工作的有关人员和关心、支持过本志编纂、出版、

以及提供资料、口碑的同志，表示诚挚地感谢!
。

寥寥数语，以为短序!

中共阆中市木兰乡党委书记：何海洋
一九九七年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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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

凡 例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全

面、系统、准确地反映本乡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达到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突出木兰地方特色。

二、本志上限一般为建乡前后，下限为1996年，为保持重要、

突出事物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特殊情况适当上溯或下延到1997年

搁笔时为止。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以志为主体，共设

专志14章55节，另有人物，附录殿后。 ，

。

四、志末设附录，以补专志之余。

五、数字用法一般按《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

行。历史纪年民国以前用帝王年号并括注公历年份，民国时期用

民国纪年并括注公历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六、地名用事件发生时的名称加括注注今地名。

七、计量单位用当时使用的单位并加注换算。

八、资料以文书档案为主，辅以口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k、囊矗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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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兰乡位于阆中城西部，东与思依镇、北门乡接壤，南邻南部

县升水镇，西倚南部县双峰乡、剑阁县望山乡，北至阆中市的河楼

乡界。幅员面积30．1平方公里，辖9个村、84个村民小组(农业

生产合作社)。1996年底，有2313户，7771人．o ：

’

乡政府所在地木兰场，距城区21公里，原名木兰庙场，现名木

兰场。是因木兰寺而命此名，木兰寺，是为纪念元末明初蜀中花木

兰式的巾帼英雄韩娥而于明、清时期所建的木兰坟、木兰庙、木兰

祠而得名。四十年代，木兰为南部县升钟区思依乡所辖。1950年

2月8日，成立木兰乡。1953年9月1日，木兰乡随同思依区由南

部县划归阆中县所辖，属思依区的一个乡。1958年10月1日，改

为木兰人民公社J 1967年2月，更名为建山公社。1971年9月，

复为木兰公社，1984年1月，改木兰公社为木兰乡至今。

．二木兰地处山区峡谷，地势东南低而西北高，整个地貌呈半肺叶

状。境由最高的高前山海拔754．4米，最低的镇江口354米，主要

山脉为东西走向，梁沟、山包甚多，主要河流为西河，现已被拦阻截

流，建成大型水利工程·升钟水库。四季分明，气候较为温和，雨

量较为充沛，山上与山下气候差异明显。7。8月最高温度为27℃．

～30℃，12～1月最低温度为一3℃左右，年均气温lO℃～18℃。

时有干旱、洪涝、冰雹、大风、虫灾等自然灾害的袭击。+

木兰土地有肥有瘦，物产种类丰富，人民勤劳。但由于几千年

旧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直至解放前夕j广大人民仍处

于水深火热之中，绝大多数农民非常贫穷，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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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的生活。正于此，木兰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强烈的反抗、

斗争精神。1932年，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了升钟、保城等

地农民发起的抗捐、抗粮、抗债、抗税的武装暴动，狠狠地打击了反

动势力的嚣张气焰。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29师

287团驻木兰场月余，在此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广大青壮年农民
。

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 ’

解放后，木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告别了旧的社会制

度，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经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等阶

段，到人民公社，农业的发展稳步上升，人民的生活日益提高。特
。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农村经济体制，调整农业内部

结构，实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变革

耕作制度，繁育推广良种，推行科学种田，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生

产积极性，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和两个文

明建设的发展。 。 。

’

至1997年，全乡乡级水利工程蓄水量达到84万立方米，可灌

田2200亩，连同升钟水库灌区配套工程，已大大增强了抗御旱灾

的能力。90％的土地可保证50年一遇的旱灾夺丰收，木兰人民从

此结束了“靠天吃饭”的历史。 。

、 ：

农村建设方面，以房屋为例，至1995年，全乡新建、改建、扩建

房屋3247间，其中楼房473间，户户住上了新房，原来的旧院、茅

草房已全部绝迹。场镇建设成效显著。民国时期，木兰场街道狭

窄，房屋破漏，只有16户人家，30余间农民住房。·1993年，将原老

街铺筑成水泥路面。1994年，又征地20亩，开辟木兰新街和集贸

市场。至1997年，已建成两条正街，全长1000余米，由原来的30

余间平房增加到连楼房在内的120余间，由16户人家发展到64

户(含公共户)。并安装了自来水管道，可解决场周围2000余人的

食用水。商品交易种类繁多，货物琳琅满目，集市繁荣，购销两旺。

公路建设亦不甘落后。七十年代前，人们主要还靠肩挑背磨，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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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赖人行便道。1972年后，开始大力发展公路建设，至1997年，

从木兰至闽中、至剑阁、至南部的公路已四通八达，从乡至各村、社

的公路也全部修通。随之相联系的各种交通工具也相继出现。现

在的汽车、拖拉机、摩托车、自行车、三轮车、架架车、货车、客车、中

巴车、小轿车到处可见。
4

。∥．， ．’．

‘≥邮电、通讯、电力事业亦不甘落后。五十年代，全乡只有一部

手摇电话机，报刊杂志、信件也靠步行传递，速度和节奏相当缓慢。

1994年，全乡有9个单位安装了程空电话，可直拨全国。1997年，

全乡有大哥大5部，BP机9部，坐在家中可通话全国。邮路通行

也全是车辆发送。1996年，已全部解决了全乡人民的照明用电和

农事用电o ，．．，

’
。：

木兰的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迅速。解放前夕，木兰只有3名初

中生。7名高小毕业生。解放后，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从小、中学

教育到成人教育，从学校教育到业余教育，从幼儿教育到扫盲教

育，无不倾注着党和政府的心血。至1996年，在本乡内可由幼儿

班起，读到初中毕业。文化事业方面，乡内有集体、个体电影院、

队，既可在场上放映，又轮流在乡间放映，还有业余Jil剧座唱、摄

影，以及早巳普及的广播，现已普及的电视事业等。民国时期，木

兰的医疗卫生事业相当落后，地方病、流行病、传染病、疑难病肆

虐，且发病率极高，人们得病之后，或有钱得不到及时、正确的医

治，或无钱根本就不能请医生医治，往往是九死一生，幸存者也许

是“天赐之命”了。解放后，医疗卫生、爱国卫生事业列人党和政府

的议事日程，逐步发展提高。至1996年，有乡卫生院1所，设有中

医、西医、五官、妇产、外科等科，有门诊部，住院部，病床10张，医

务人员11人；村卫生站9处，医务人员30人。在乡内可做腹腔内

的手术，以及常见病的治疗，肝炎、肺炎、脑炎一般可治愈，麻疹、天

花、疟疾、霍乱、小儿麻痹症等已基本绝迹，流行病、传染病能得以

及时控制和扑灭，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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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是中国特色的基本国策，木兰

历来非常重视此项工作，第三次人口普查比第二次人口普查增加

727人，为18年时间；第四次人口普查比第三次人口普查增加324

人，为8年时间；1996年底比第四次人口普查减少125人，人口呈

负增长1．6％，用了6年时间，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

木兰农村旧貌换新颜，家家喇叭响，户户盖新房，夜晚电灯亮， ，

日夜声声汽笛响。

木兰人民在前进，彻底改变了数千年来穷木兰的的歌谣：“好

个木兰坡，年年灾情多，要想吃大米，除非割老蓑”。而今的木兰
’

是：“秀丽的木兰坡，是个金窝窝，感谢共产党，带来的幸福多”。

在党的正确方针路线指引下，勤劳智慧的木兰人民一定会以

更加富裕的水平迎接21世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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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24年(1685)，改木兰祠，建为三层两院的木兰庙。+

。?

‘

一一 民 国
。

。 。

垮
一

‘

．

民国8年(1919)，冬、腊月之交，天降大雪，断续达40天。

民国16年(1927)，大旱，6个月未下雨，大春作物颗粒无收，

农民惨遭饥馑，木兰境内外出逃荒300余人。

民国20年(1931)，四川军阀刘湘部行军路过木兰场，将木兰

碑用机枪击毁(其碑，记载有木兰史绩)。翌年，由木兰人募捐修复

此碑，后在1966年“文革”中破四旧时彻底被毁，原碑序被一老者

抄存。． ．

：
7·

。

：
．

民国21年(1932)
”

． 。
．、

10月28日晚，升钟寺(区址)、保城庙(乡址)、木兰庙(属南部

县升钟区保城乡所辖)等地的农民在升钟地下党组织领导人张友‘

明(化名张尚德)的率领下，举行了抗捐、抗粮、抗税、抗债的武装暴

动，参加者达1000余人，有1个中队，2个分队。分四路(木兰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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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路)直扑升钟区公所，当场打死团总伏蕴山。缴获枪枝70余支，

于拂晓前退到铁罗寺(后与国民党反动武装相持10日)，由覃文、

李明宣布成立“川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木兰支队”，何其恭任党支

部书记，何其敬、严浩章、何其会分别任正、副支队长。7天后，因

与川北总部和前委中断了联系，失去了联络，与敌战斗寡不敌众，

宣布游击队由公开转入隐蔽，坚持进行地下斗争。民国22年 。

(1933)3月，国民党反动势力组织阆(中)、南(部)、剑(阁)三县剿

共联防清乡团，由剑阁县县长吴竞辰(人称吴屠户)任团长，驻升

钟、保城一带进行清剿。木兰地下党组织因何天信叛变，地下党支 ，

部被暴露。何其恭、何其敬、何其会三弟兄被捕，他们的一套四合

院被化为灰烬，3个分队长严浩章、王锦川、张玉碧被杀害于思依

场。何其敬、何其会被杀害于南部县城，何其恭被杀害于成都。党

员骨干严文树、王永富、王永贵、严文孝、熊佐周等13名同志亦相

继被捕入南部县监狱，同年被地下党营救越监出狱。1935年，红

四方面军驻木兰场时又成为游击队骨干，并带头宣传党的政策，

没收了恶霸地主严许初(是火烧何其恭住房的首要谋划者)的财

产，严许初被贫苦农民当场打死，红军北上后随军者11人，解放后

被确认为烈士。冯锐德尚存，后于1990病故。

民国25--26年(1936--1937)‘
’

即丙子、丁丑年，大早，持续234天，溪河断流，人畜无水，田土

荒芜，有种无收，土绅逼债，瘟疫四起，民不聊生。青、壮者外出逃

生，老幼者街头叫化。因饥饿而死的有219人，因瘟疫(霍乱)而死

者达127人，卖儿卖女的有17户。
．

●

民国26年(1937)，

国民党部队途经木兰区域，拉夫派粮，地方势力借此勒索民

财，土豪横行乡里，青壮年白天黑夜在深山峡谷里栖身，老、幼、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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