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_。。’⋯—1’■■-●⋯
缈

：-C戤



-．．．．▲
．．．．一‘

．．．_．．．．J■ 江 乡 士
JI全

崇庆县三江乡志编写小组

一九八三年四月



序 言

崇庆县三江乡位于天府之国成都平原腹地、温江专诬中部．傍

河而居。耕地面积二万三千五百亩，人I：／--万六。土地淝沃广气餐

温和，雨量充沛，排灌自如．历史悠久，人民勤劳．盛产油、粮、

靡、玉京。水陆两运，道远通畅。 、 ≯：’

近百年，我阉社会经历两次根本的交革。前者，一九···年辛

亥革命推翻清朝，’结束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黄瓷产阶级

民主革命时期。后者，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懿蒋索王

朝．摧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社会；结束了几千年少数人统治

绝大多数人的历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中华人民共和茸成立之前后百年，三江乡政治、经济、文化昀

变革，何等深刻，尤在今天。人民创造历史．先人为我们留下许多

可歌可泣的光辉斗争史实，我们责无旁贷谱写历史新篇章。。一则，

上对先人负责，今以借鉴历史，下为儿孙造福。二则，我国有千载修

志之史，清朝系全盛时期，可谓修志之盛世，并定为六十年一修。民国

十四年，罗元黼主持修县志以来，’已近一届。统治阶级皆尚能如此，

历史的卷页，岂能在我们这一代笔下中断。我们应珍惜修态之优良

传统，加倍努力，于今盛世创修乡志之举，为修县志、省史、国史

提供历史素材．、以无愧于我们的祖先、当前的事业、后世之子孙．

这是第一本记载=：三江乡历史的书，它尽可能详尽地记述了三江

地区的自然、人文、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我们读它∥可以腮中



了解些三江的过去，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启迪今后的工作。

后世儿孙读它，可以从中知道家乡过去的一切，领受教益。本志之

成，值得庆喜。

本志未能详尽，其因是不少史实无法’知道， 或知道而无法考

证、考淦乙溉系档案未奄j或散失或不全-口碑因人故，蕊难!以收
集0叁实感遗憾．今后引-以为、戒，要认真收录口碑、‘。憔滴嚷i物档案，

行成常事。

此。成之志．局限于诸种原因，难免有不实不妥之处，，尚望有，关

周’志、社会诸公指正。

： 此成芝志，j1能增益予社会、教益于后世，为本志组人是!毒袁砖

志组震撼泰以批为慰。

抄务
一九八三年三月



几

一、三江乡志(以下简称“本志刀)，依县志办发“崇庆县公社志编写纲目(草

案)”篡成。
’

：-． 一 r．-，“ ，冀

二、本志体裁，按不同内容，以篇、章，节立，体例有志，记、传、j表、图、考，以

志为主体，文表结会。

三、本志断限，上限至一九一一年前詹，；清末民初，下限止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上限前也有作必要追溯的，如建置沿瓿自然地理、大事记，嘶限以后之诸事未
列，留到二修。

飚、本志纪年，均按历史习惯称谓a满清潋“清刀称之，清之厉史时勘，以历代皇帝

国号称，如“道光’’“咸丰”“同治”“光结"“宣统”，中华民国时期≥简称以“民

国"或“民”，民国之年代”、搭民国纪年称，清和民国纪年后fj在括号内如注公历，如民

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历史阶段划分，称“清黟，“中华民国时期，，、“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后’’，简称“清”、“民国”、“解放后”或“建国后，，。

五、本志之成，正值行政体制社、乡，大队、村，生产队、村民小组蕴酿变革交替时

期，一九八三年三月正式改变为乡、村、村民小组的设置。志中行政设置称谓，难免有所

交叉。一九五八年“公社化’’前后乡、社建置阶段之史实叙述，亦难避免。

六、本志称谓。清，民国时期之志鼹人名、地名、。旧制、名称，习以当时的历史习惯

称呼，‘鞲要时，括号注以今称，今之地名，度量衡制、名称，用今之制或名而称，必要时
以括号解注。

七、本志记事，略古群今·贯通古今，全为纪实，以还历史本来面目。编志人员，未
加褒贬二

： ．’： ．

八、本志文体i?采用记叙文：体，文风尽以朴实无华、通俗简洁。所用字词，衡其轻

重，分寸适当，尽力不以夸张、缩变而为b ～ 。’

九、本志之编写，力求做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为指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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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存历史的本来面目，运用丰富可信的资料反映三江

乡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真实的基本情况。突出本地区的特点，体现本地区鼬优势。做到
思想性稻科学性的统一． 一，

．、

～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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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头远眺，乡人民政府办公大楼耸入云霄
建设三江的昨天、今天、明天。

三楼一底的乡人民政府办公大楼，一九八一年建成．矗立于

“二王宫”门前敞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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