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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武德乡位jr两川省南缘、筠连县腹地，属深丘地带，面积55平方公咀。，巡Fd河rfl南

向北穿境而过。有褂地l 5480卣．是农业大乡。气候温和、雨f|}充沛、土地肥沃。适合：r

各种农作物生长．森林覆盖率为34％．辖10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83个村民组、16000

余人。矿藏、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武德历史悠久．在汉朝时就有人居住，中华村二组几棺坟、f．、F坡村四绀楠木林汉蕖·叮

以佐证。场镇炅家坝rj+『1亍以来就足南丝绸路一卜的驿站。在fiIj初就形成．r商贸较为活跃的集

镇。汇聚．r符方先进文化．经过发展．留下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先进”j史文化。，武德在历史

．1：曾出现过长时期的辉煌与文明．后来遭受-厂九次较大的火灾，火魔乔没了义Ⅲj的集镇．

造成人口大破外流。经过漫长的岁月．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场镇范¨；I也不过原来的五分之一。

武德乡1950年5月解放．人民当家做了主．从此．武德乡人民在一flfI竭共产党的领导

下．以主人翁的姿态，阴结一心．奋发罔强．自力更生．艰*奋斗．建设卒f：会主义新农村。，

尽管在前进的道路．I：有过|ll{折和失误，但在推动孝f：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进程巾所取得的业绩

和家乡而貌的l i变．亦足有口皆碑的。党的|f．--J,q-q'伞会以后．武德乡人民在改革Jl二放

政策的指引下。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点．认真解放思想．真抓实l：，顽强拼搏．奋力脱贫．

致寓奔小康。特别是最近几年。旧场变新镇，结束丫油灯”j史。通讯、交通发达。文化乍

活l_j益丰寓．全乡经济繁荣。事业兴旺。卒}：会．伞而进步．人民安居乐业。解放村大搞坡改

梯⋯、土改⋯、水泥糊川坝、配套蓄水池、水窖为一体的抗’I{．措施．．得剑r省、IIJ．、县符

级政府及主管部rJ的高度评价．这一做法被称为“解放村精神”。1998年3 J J．省农业厅

将其事迹lJl纳成《艰K夼斗、l，l力蜓化、不等不锫建家同》的经验义章．送刮_J，I玉I务院农

⋯办、财政部、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lIl玉l发展银行。

今年足本-ttt．f己O',j最后一年．在“庆圉庆．迎澳门同IJ]”、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f陟l迈

向新世纪的大；fr形势下．《武德乡：＆》jI；版M世J’．这足我乡卒I：会主义义化建设史．I：的璀

璨硕果．Ilf喜I叮贺。，
‘

f‘i人厶：“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圉者以：＆为鉴”．历!，也足最女，的老师：，J，j殳的经验、

历I史的教训鄙值得我们去借鉴；”j殳的义明需嘤我们去珍·N}、去发展；lII‘为今川。∥j史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命脉需要我们去把握；历史【l丁以使我们更好地掌握实情，更合理地决策。．r解历史能更加

鼓舞：拿乡人民奋勇前进的斗志．读好：基书能知晓社会、历史前进中的是非得失．《武德乡

志》就是一面镜子．能校正全乡人民特别足f-：者的身影。

武德乡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革时代．走过了一段探索前进的艰难历程，三十年的

经验总结，迎来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迎来社会发展的盛世。回顾武德的过去，既充

满喜悦义令人深省，我们不能再同以前那样．让勤劳的武德人民创造的文明历史随着时间

的过去而付之东流、湮没尤闻，我们有责任把武德乡上千年积累的文明成果载人史册，向

武德各族同胞交待清楚．以慰前辈．惠泽子孙。为此．武德乡党委、政府非常重视修志工

作．组织了．卜百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辛勤耕耘．终于完成了历史赋r的重任。

《武德乡志》汇纳百科．略古详今．足朴实、严谨的大型资料：著述，’再现了我们祖先

在这块土地上勤劳经营的历史的拼搏精神．他们走过的路有文明i．灿烂和辉煌．也有沉痛

的历史教训。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她将进一步发挥，资冶、教化、存史”的

功能作用。我们知道，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要能正确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不但要通晓中国的历史．还要通晓武德的历史，我们希颦各级干部．伞乡人民．

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爱志、读志、用志、认真研读．学以致用．进_÷步更新观念．加快改革

开放步伐。去创造武德更加辉煌的明天。

值此《武德乡志》出版之际，我们真减地向焚膏继晷、呕心沥血完成这部巨著的全体

同志i向关心、支持我们修志的省、市、县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和出版印刷单位致以衷

心的感谢!

乡党委书记．李云超

乡政府乡长+郑荣枢

一九九九年九月九日



序

武德东为龌灭坡，坡接蓝天；两为水潦⋯，绿树蓊郁；南为么南渚III，重重叠叠；北

为冒鼓天．Z实{：l{符。乡场私炅家坝。何以私之，尚不llr洋。旧乡场沿小IIl逶迤ffif下，取

一波i折之势。场上旧貌几宫十八庙，巍峨雄丽．香火极盛。、远远近近行台IIJ石笋．出白

天然，玲珑t叮爱。杉、柏、樟、桐．高大挺拨．苍翠葱茂，引来群群|，l鹤。或翔或栖，Ej

在悠游。石一C,fn]有一湖泊。俗称龙塘。四时水满．碧波盈盈。南北两水汀成巡卅河。青III

绿水．秀雅Ⅲj丽。，

此地属川滇要冲．南丝绸之路经其地。秦歼五J弋道。汉义拓之。为I{I原绛川赴滇、直

达眄南诸圉必经要道”Il-华文明。曾rfl之流布阿方。，”j代川布川盐．下汀盯货．人背马驮．

运往厶南；云南土产土货．百种T-宗．运剑同响．顺江东下．贸易海外。往昔．川滇石板

大道．不时即有一l：凸．匹驮马．红结结成红化挂在马前．矧I然耀眼；铃声⋯呜符应．清脆悦

耳，悠远绵长，绛武德乡下巡Fd}l{筠连，势如长龙。情景苠为壮观。，

新巾困建立．劳龄民众翻身作主．铲除封建．大兴民主．破除迷信．大订l：科学．改天

换地．移风易俗．虽绛风I：141111折，却使旧貌换成新灭。尤其足在总设汁师小平¨：＆的英吵J

规划下．1fI斟少人改革Jl"放的新时代．武德跟随时代脚步。行了长足的发展。，以农业为主

的乡村．营Ij荒III秃岭、贫瘠为堪．不能使[『姓免除饥饿冻馁．|fl『今虽人U大增．却能林

茂粮丰．使人民丰农足食。经地勘队数年平勤勘测．将地下丰富的矿产发现歼掘．成为武

德乡镇企业主要资源。、两河之l-．小水电站接连兴建．与川南联网。世代以油灯照明h"J Jll

乡州今夜如I’l昼。，电视走进T．家万户，偏僻的III野≯l：始与世界对话交流。成Ⅱ．1：T．的乡民

或终商或做T或求学．止进精彩的外而世界。武德乡人真止才Jl：始丫“心怀天下．放H艮世

界”的Jl：放性时代。、

近年，现代化建设潮流在III乡介涌突进．“I从j r一齐抓．I从j『．鄙婴硬”．乡党委、政府

大力提倡．符界人I：积极支持．尼为皿视义化事业的发展。，举办潜书徊i爬、体育运动会余

,liN红；Jl：辟龙池寺景观ll及引P1j方游客；发现溶洲奇观令人尤限}巾往；昔II的秀⋯丽水．

业加焕发件彩．寐小成l{fj，清波泛孵．iI：X心nr神怡．以一游为快。，青年人放眼天下．埋

怨乡咀步褴蹒跚；钉一定阅J，j者．深知前后对比．判蒋灭壤．有此进步．1．分不j；2『。，今义

率先分力．为乡修志．以记I’i{土．以鉴当今．以芹；未来．实乃槭“功在当代．利在T．秋”



的，F创性盛举。即使存在不完备、不妥当之处．当瑕不掩卡．不能不令人佩服主持者之眼

光与魄力。

乡志垂成之际．如何割据桑梓传统精神．开创武德美好未来，当足地方党政领导、父

老乡亲及一切武德乡籍人十最为关注的主题。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必须有

教育的有力支撑．有颦于武德不仪在“普九”中走在前列，更要出名教师、名校长、名学

校、为地方培养大量建设人才。公路畅达的今天．武德已不再是驿站．不再是物资集散地．

应有自己当代的企业家来发展地方经济。发展水电业、采矿业、茶叶蚕桑、禽畜养殖，形

成规模．形成优势。武德还要有自亡三的商贸人才。前辈敢于“左手搬来昭通．右手送往叙

府”．今人应更有胆识．更有魄力．更有大作为．把武德的各种产品销纠全圉和世界。更

新观念。拓展思路。让武德丫解当今天下．让当今天下也注目武德。

武德人．爱武德．以武德自豪．但自豪的武德却更在明天．让我们都来努力吧!

宜宾学院副教授罗应涛(武德籍)

一九九几年十月一日



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及XDI,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实的唯物主义

观点。，写史写实．特别重点突jij记求党的卜一届-q,=拿会以来各方而的情况。，“：”j史记下

武德的过去和当代．iI：卒I-会r解武德的明天．达到自：传武德、认识武德、研究武德的日的。

二、根据武德乡实际情况和而积小。内容少的特点，在编辑地程巾．坪ll／II篇、章、节、

目编写。，本志分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卒f：会、文苹、人物等篇，约40万字；，

互、本志除地理章节外．其他章节内容均分新IllIt4成j妒前后两大阶级段进行记述。在

编辑过程I|J如遇交义重复之外．则按性质分清主次．进行分类．划入各章．逐一详述。

网、本；Zitl,-tl',J以清末光绪JC年(1875)为．I：限。下限至2000年12 J J．个别重大事件、

人物不受此限。

五、本志文体采J{j：盘、记、传、录、网、表六种形式进行记述。，

六、本乡新巾It4成：妒前辖六个保，新中国成．讧后划_}J；德迈村、小河村．划入共和、民

主、冒鼓、小寨、父津村。、编：基巾。牵涉剑这儿个村的历l史与现状．全部】：以入：基。，

}=、j：Ij比之下．在筠连县管辖的乡镇之中武德乡文化较为突⋯．1998年、2000年分

别扶’白：宾lij．、四川省先进义化乡镇称呼。根据有火部|、J的建汊．为．r突fl{这一特点．本：基

对武德的文化分类别、分层次作洋尽重点的记述。，

八、本志凡叙述事物的演变．以时间为经、l殳事为纬．以评今略。占、详近略远的原则

按)11)fjiJ≯编写。

几、本：玉表力：符ll,-tJl}j年J JI mJ题．采川下l：ilJ纪，己．乃川折哆汴哪J公Je年Jj。，新If-I玉I成

矗后一律川公JC纪年。，新Il-圉成：妒前后以1949年10 Jj l I l为界。、

I‘、本：＆义体一律川议讲义体。

f．_一、rfl’J：乡以下尤允整的档案资料·Ir企阅．史料大部分来源j J：知情老人、符级f：部、

老者座淡LJ碑为足。，绛反复弩评．所}己述入忠的资料鄙足槭实的。，

I‘二、本。基所川数字．伞部川Ij町托伯数字记数；度：l：=衡方而的应川．新I⋯I玉|成j诊后的

部分．．伞部川公制(米、公哏；由．；公斤、吨)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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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汉

汉菜群在武德乡If-华村二绀存行几棺坟，’卜坡+,I-Pq．#tn',J楠小林有汉蕖l：牮设计J卜藻)魁

罔案．规模较大．共有lo余11_IJ，已打通5问。窜内)l：lj通。

明

万∥j年11．1J．修建义吕出庙。n遗址在Il一华村r子包：、

成化年问．建成尼池岩畔(今Ift华村八绀)观疗_髯．设计、做丁精细．有柑刻佛像．

依ilI傍水．环境幽美。

成化八年(1473)，修建大台桥、jli家坡鹏座右板平桥和小寨龙J’J台拱桥。，

崇祯I‘?i年(1640)．农民军张献忠部队激战高州城，部下来乡镇肫地方官绅。，

清

清乾隆：叫‘l玛年(1770)建“禹．卜宫”．道光f．_t年(1834)培修．位置在铁炉坡顶．

建筑而积3由．多。

清道光二I‘L年(1848)建修南f卑宫√南。产宫建筑绛办人笔会首：“朱发Ft、曾宗良、

夺“荣总邢首出；乍似惜、林作清、令吕海、林厶⋯、伞似佛、含力：丁1．；曾仕标、曾学才、

伞uJJ达、朱观兴、张卡鹏大-r．1jili；．拿多jj}台l厅；木凤川l、刘It4兴主持僧、道怀儿几刘克觥

书大清道光二I‘L年朱发建fl,--J J二I’六I|辰时占j妒

班止至道光午fnJ先后修万办廿、黑种庙、川主庙等且省大庙、禹l÷廿足{r．pq人建：南

f扛廿足广乃：人建；万办宫足湖广人建；黑冲庙足少liit．州1人建；川主庙足四川人建。．其他还柯

牛Ij庙、观阿庙、天后宫、水府庙、火}巾庙、财．}巾庙、厶龙寺、几生殿、天廿殿、火厶庙

等几宫十八庙。、

成丰年fnJ．修建谬天坡摩岩造像岩地。至今允好尤损。



|Id治，C年(1862)．太平军右达Jl：部在武德乡展丌反清斗争．与清兵激战

中华民国

民国18年(1929)．始建吴德乡．前身是高县吴家坝团、德迈坝团。

民圉19年(1930)．废除私熟。开办公学。

民国20年(193 1)，横街子周述全家起火烧街。烧毁6户房屋，邻近房屋拆除受损。

民国24年(1935)，中国工农红军经过武德乡．进行红军政策和抗日寅传，牺牲1名

红军侦察员。，

民国24年(1935)，乡公所队长罗光宗因夺云南滇军手枪．滇军不服．1个连的部队

开来武德乡，要枪要人．经调整，向滇军认错．方平息这场风波。

民困25年(1936)．横街子下段发生火灾，3户人家受损。

民国26年(1937)．“芦沟桥事故”发生．日本帝困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消息传人武德。

民国28年(1939)．乡公所开始进行抓壮丁。

民国29年(1940)．范仲吉任武德乡小学校长．增设高年级1个班、小学4个班．开

设共和圜课本。张X×}大I侮辱妇女引起公愤．罚张××从文昌宫运石板修街而。

民国28年(1939)．废除联保行政制．设3‘“1．乡公所．乡长为乡的行政长官。

民国32年(1942)，川南六县川剧玩友会在武德乡联欢。

民国32年(1942)．·}·园远征军在戴安澜将军指挥下与【l寇血战滇西．武德乡肖昭亮

在陔战役I{-牺牲。，

民国33年(1944)．n寇为配合在南洋的侵略部队．又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斗．

从河南、湖南、广西、迫进贵州独IIJ．圉势危急．大、巾学校学生参军。，武德乡爱国知识

青年赵秀禹等投笔丛戍。

民国33年(1944)．正北街昭其住宅起火烧街．上段街而烧尽．烧毁街房10个余．

100余问，是武德乡最大一起人为火灾．损失较为惨重。

民国34年(1945)．f1本投降．武德乡民众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战胜利庆祝活动。，

民圉34年(1945)．武德乡首次安装从沐爱至武德丁三摇式行线电话机．M时)I：办邮政

代办业务。、

民圉37年7 JJ(1948)．通货膨胀．物价乜涨．法币贬f^．国民政府采川火金券、银

恻券．仍不能制ll：贬{IIc趋势。、在此时l吼．民心能!悭．筹尤所1f；。武德乡flf场流通采川以物

埸物的办法．川食铺、纱、丝和旧币、铜币、清代铜钱等进行交埸。

．2．

1949年

lo J1 l lI．毛主席向全世界宵告If·华人民共和圉诞生．r。、边远的武德山区仍在|，IIx．之



1 950年

l少j 4 fI．国民党一六网师师长令剑霜牢残部从么南入川，途径武德乡)f：往，白：寅起义。，

3，Jl{，甸．Iti动厶纠集川南与滇力：北一，淞蒋军残部及地方土l嬷势力拼凑反共武装力艟．

．蕊踞大乐、巡rd、沐爱等地。经常对武德乡进行反复骚扰。，

5，j，武德乡解放．乡人民政府正式成．诊．实行军管．巾I{I吲人民解放年第二野战军

第十军八l‘网M1一营三连文书艾志ft乡长．境1人j使丌j人民币．，二．￡连二排驻武德乡3个J】。、

5月．在解放军和乡长支持火心下。成：讧武德乡儿童I卅。}办助解放军、乡政府清I_{E、

反霸、禁焖．维持卒I：会治安，，儿童I彳1Ⅲ长肖吵J才。，

5月4 tt．成j妒新民主青年团武德乡支：部委员会。

6月．71：展征粮、剿睢T作。、寸{：始建：口人民武装。成：t民兵联防队，，

7月。成：移乡农协会。取代旧保l{j制。

10 Jj．进行减租邀息。

ll门．布置Jf：展减租、邀押、清呱、反霸网大ft务，，I,；]HCJI：展戒娴、禁莓运动。，

12 J{．美圈侵略t跚鲜．歹l：展“抗美援t：lIj保家l J．斟”宜传．动员参军，

1 951年

l川．农踟会充成减租邀押．彻底打跨地主阶级。，

l Jj．废除俅I州川．实行民主建设，改乡公所为乡人民政府。，

5 Jj．进行企Illi,I‘产T作。，

11月，土地改革运动JI：始。，

ll J1．Jl：展镇J卡反革命分子运动。

12 J J，在党政机火I～部JI：展反贪污、反浪货、反官僚主义的“-：ft．”运动

1 952年

l J J．外腮爱I玉l IUI-：运动。，

2 J J．结合土改，JI：爬反造谣、反做坏、J一分敞、反隐减。1．争、、

4 J J．在私衍T商业，fI JI：腮反行||!f『、反偷ij{i税收、反偷T减料、反盗窃I到家财物、反

盗窃l玉|家经济情报的“正反”运动。、

12 J J．Jl：展乍产互助合作化运动．成：诊农业互助绀。、

．3．



．4．

1 953年

1月．开展复查(查土改、镇反、建畋)。

2月，开展《婚姻法》宣传活动。

3月，首次举行民主选举．21名代表参加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5月．在机关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新“三反”运动。

7月．进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以6月30日24 tt时为标准时问。

同，J．改乡人民政府为乡民委员会。，

lJ月1日．经宜宾专Ⅸ行署批准．将武德乡划归筠连县辖区。

12月，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禁．II：进入市场交易。，

同J-j．省地矿局勘探小组来武德乡勘探铀矿资源。

1 954年

3月．武德乡开始使川从几本引进的硫酸哑和硝酸铵．足该乡使用化肥的起点。

7月1日．建立临时党支部。

7』j．棉布实行统购统销政策。，

问，fJ．发乍洪灾。

12月．成：讧农业初级卒l：()

1 955年

7月．对私营T商业采取经销、代销办法。

7 Jj．了I：展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政策。

10，j．建j征武德信川利：。，

1 956年

I J J。引进“南瑞”红苻利-。．

5 J J 4 11．成：妒共青川武德乡总支委员会．下设7个支部

¨J J．建j妒高级利：9个。，

12，J．pLf南煤⋯地质勘察队来乡勘探．堞矿。

是年．rfl原来的优抚委员会改为乡民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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