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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至县中天镇志

(1949·10—2005·12)

中天镇人民政府



中天场街道鸟瞰图



中天旧称中井。明为井市镇。清光绪改中天场。1935年
废场，改设团练所，1940年建中天乡，1958年改乡建人民公
社，1984年撤公社复乡名。1992年7月撤乡并入新建桂林镇。
1998年4月撤桂林镇，建中天镇。1999年1 2月，治所由桂林
场迁中天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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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镇党委、人大、政府办公大楼(1998年建造)

中天警务室



中天镇中天小学

万清医院

中天供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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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镇广播电视站

(机房)

蚕桑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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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的牧旺农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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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郎建高 杨东

分 管：蒋先俊

具体负责：彭勇(宣)

编委兼初稿：(以志稿篇章为序)

杨英 杨东 蒋先俊张承强 吴道明

王光勇赵敬英 刘剑 陈家扬倪新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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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平 彭勇(组) 程开清 熊辉 吴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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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镇志编审小组

组 长：杨东

主 编：张承强

副主编：邓鲁华吴道明

编 辑：张承强 邓鲁华 吴道明

王光勇 彭家林 襄志强

审 稿：杨英 杨东 郎建高

蒋先俊 李中伦 叶剑

刘海龙 彭勇[宣] 彭勇[绷

摄 影：蒋先俊

信息技术：邓鲁华餐志强



再

首修《(中天镇志》问世了，众手戍志，镇内大事；旨在“资治、教

化、存史’’，为地方社会政治经济建溯艮务。

镇志是历史和现状的“百科全书"。共和国建立五十多年来，在中

国共产党和人蝴的领导下，境内人民—代粕艮苦卓绝、奋发图强、
创造了丰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社会生活历经曲折、坎坷、变

革、迈进了现玳。文明。政治生活历经人治、教化、民主、走向了依法执

政行政。物质生活经历了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各

个发展时期，人民生活由贫乏、温饱，达到了小康。特别是在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舌，镇内人民坚持四项基杯则，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天政通人

和，百业兴旺，人民幸福，社会稳定。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人民的幸福生活。

这方土地，可书之人和事，浩若烟海，繁如星辰，条件所限，实难

志全。冀望中天人民能从是志中，总结兴衰得失，经验教训；贫不失志，

富不忘本；创新思维，不断开拓选取，再写中天历史新篇章。

中共中天镇党委书记 杨英

二oo六年六月三十日



凡例

一、本志以唯物辩证法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求实存真地直书断限

内，境内社会生活的进步、成就、失误。力图在“资治、教化、存史"

的同时，真实记述境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

二、中天镇为1998年建立。辖中天、桂林、乐阳、井市镇、庆元

场五场墟，及其所属村细地域。

三、本届镇志，为中天匀≮首编麒志。

四、本志断限：总体上自1949年10月，下至20005年12月。共

56年。为追苓求源，上限略有上伸。

五、本志承续，因断限期内，县内行政区划变革。前承1985年修

((乐至县志》中之乐阳、桂林、中天三乡的相关事己述。

六、本志政区沿革：1992年7月前，中天乡、桂林乡、乐阳乡同为

正股级乡级政府。1 992年8月至1998年4月，建桂林镇，中天、桂林、

乐阳同为镇属(片区)办事处。1998年4月，撤桂林镇、建中天镇，

辖区未变。1999年12月，治所移驻中天场，仍辖中天、桂林、乐阳三

办事处。2005年7月撤办事处由镇统管。

七、冬志体系，大体参照《乐至县乡镇志篇目》编排。

八、本志撰写，分篇、章、节、目，选定相关人员撰稿；再编辑剪

接，后统稿总编；初稿送审，定稿发排。

九、地名、政权、官职、度量衡标准等遵从历史沿革。

十、本志数据，采用部门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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