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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潼乡人民，根据优越的地理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事的

变迁，曾经历过曲折的道路，造就下不少新奇的史迹。为开拓新局

，t 面．把梓潼的未来建设得更美好；为适应纷繁的人事，日新月异的

： 建设，使今后不走或少走弯路，概括而全面地总结梓潼历史，鉴

『 古及今很有必要。编纂《梓潼乡志》，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
· 命，更是全乡人民的共同心愿。

《梓潼乡志》，于1984年5月开始建立机构，组织力量，分头

负责，收集资料，反复查证核实，本着“详今略古"、 “详近略

远”、 “求实存真”、保持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依类系争，按序
； 编排，’进已脱稿，即行刊印问世。从此梓潼人民，“对了解过去，建

设现在，开拓将来均有所凭依，深感庆幸，特志具举。 ，．

o；_

中共梓潼乡委员会书记‘陈家举

一九八五年八月+



纂领导小组及编纂人员名单

向国柱

陈甫国 向北平

向平章李秀国王清华

朱卫兵赵荣祥

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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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本着“求实存真”

的精神进行编写，努力达到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资料性相统

一的要求。

二、本志采用志、记、传、图、表、录、考诸体，以志为主，

构成全志的基本框架。

三、本志按篇、章v节、，。目四个层次排列，细，目在文中添加

小标题。

四、本志各篇，系按事类横排纵述。

五，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内容重在近、现代部分的记

叙。时限原则土起于19I i年，止于1984午，但建置沿革和人物追

溯至明、清两代。’ ．

‘

六，遵循“生而不传"的惯例，不为生人立传。在世者虽有功

于人民，只列其姓名。

七、同一事体、人物需要交错互见时。采取各有侧重，尽量避

免重复。

八、本志对历史纪年用当时通用记法，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

年；古地名用当时名称，‘在括号内加注今地名。

，九、本志数字，除无实际数量意义的数字用j；：x-?-外，其余一

律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 十、本志凡引用资料j一仍其旧，不作更改。

十一、本志所述建国前、后，系指1 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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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梓潼乡人民政府

图为梓澶乡街道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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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农田基本建设⋯⋯⋯⋯⋯⋯⋯⋯⋯⋯⋯⋯⋯⋯一⋯⋯⋯⋯⋯⋯⋯⋯⋯⋯《36>

第一节’兴修水利⋯⋯⋯⋯⋯⋯⋯⋯⋯⋯⋯⋯⋯⋯⋯⋯．．．⋯⋯⋯⋯j⋯⋯⋯．．(36)

第二节改土造田⋯⋯⋯⋯⋯⋯⋯⋯⋯⋯⋯⋯⋯⋯⋯⋯⋯⋯⋯⋯⋯⋯⋯⋯⋯<39)

第三节水电站与沼气⋯⋯⋯⋯⋯⋯⋯⋯⋯⋯⋯⋯⋯⋯⋯⋯⋯⋯⋯⋯⋯⋯⋯<39)

第三章林 业⋯⋯⋯⋯⋯⋯⋯⋯⋯⋯⋯⋯⋯⋯⋯⋯⋯⋯⋯⋯⋯⋯⋯⋯⋯⋯⋯(39)

第一节林木分布⋯⋯⋯⋯⋯⋯⋯⋯⋯⋯⋯⋯⋯：⋯⋯⋯⋯⋯⋯⋯⋯⋯⋯⋯。(39)

第二节林木权属⋯⋯⋯⋯⋯⋯⋯⋯⋯⋯⋯⋯⋯⋯⋯⋯⋯⋯⋯⋯⋯⋯⋯⋯⋯(40)

第三节林木采伐⋯⋯⋯⋯⋯⋯⋯⋯．⋯⋯⋯⋯⋯⋯⋯⋯⋯j⋯⋯⋯⋯⋯⋯⋯．(40)

第四节植树造林⋯⋯⋯⋯⋯⋯⋯⋯⋯⋯⋯⋯⋯⋯⋯⋯⋯⋯⋯⋯⋯⋯⋯⋯⋯(41)

第四章畜牧业⋯⋯⋯⋯⋯⋯⋯⋯⋯⋯⋯⋯⋯⋯⋯⋯⋯⋯⋯⋯⋯⋯⋯⋯⋯⋯⋯⋯(41)

第一节畜禽发展⋯⋯⋯⋯⋯⋯⋯⋯⋯⋯⋯⋯⋯⋯⋯⋯⋯⋯⋯⋯⋯⋯⋯⋯⋯(41)

第二节畜禽疫病⋯⋯⋯⋯⋯⋯⋯⋯⋯⋯⋯⋯⋯⋯⋯⋯⋯⋯⋯⋯⋯⋯⋯⋯⋯(43)

第三节兽医站⋯⋯⋯⋯⋯⋯⋯⋯⋯⋯⋯_一⋯⋯⋯⋯⋯⋯⋯⋯⋯⋯⋯⋯⋯(44)

第五章种植、养殖业⋯⋯⋯⋯⋯⋯⋯⋯⋯⋯⋯⋯⋯⋯⋯⋯⋯⋯⋯⋯⋯⋯⋯⋯⋯(44)

第一节种植业⋯⋯⋯⋯⋯⋯⋯⋯⋯⋯⋯⋯⋯⋯⋯．．．⋯⋯⋯⋯⋯⋯⋯⋯⋯⋯(44)

第二节长春茶场⋯⋯⋯⋯⋯⋯⋯⋯⋯⋯⋯⋯⋯⋯⋯⋯⋯⋯⋯⋯⋯：⋯⋯⋯”(46)

第三节养殖业⋯⋯⋯⋯⋯⋯⋯⋯⋯⋯⋯⋯⋯⋯⋯⋯⋯⋯⋯⋯⋯⋯⋯⋯⋯⋯(47)

第六章农民生活及负担⋯⋯⋯⋯⋯⋯⋯⋯⋯⋯⋯⋯⋯⋯⋯⋯⋯⋯⋯⋯⋯⋯⋯⋯(48)

第一节农民生活⋯⋯⋯⋯⋯⋯⋯⋯⋯⋯⋯⋯⋯⋯⋯⋯⋯⋯⋯⋯⋯⋯⋯⋯⋯，(48)

第二节农民负担⋯⋯⋯⋯⋯⋯⋯⋯⋯⋯⋯⋯⋯⋯⋯⋯⋯⋯⋯⋯⋯⋯⋯⋯⋯(50)

四、财贸工交篇

第一章商 业⋯⋯⋯⋯⋯⋯⋯⋯⋯⋯⋯⋯⋯⋯⋯⋯⋯⋯⋯⋯⋯⋯⋯⋯⋯⋯⋯1(51)

第一节个体商业⋯⋯⋯⋯⋯⋯⋯⋯⋯⋯⋯⋯⋯⋯⋯⋯⋯⋯⋯⋯⋯⋯⋯⋯⋯(51)

第二节集体商业⋯⋯⋯⋯⋯⋯⋯⋯⋯⋯⋯⋯⋯⋯⋯⋯⋯⋯⋯⋯⋯⋯⋯⋯⋯(52)

第三节国营商业⋯⋯⋯⋯⋯⋯⋯⋯⋯⋯⋯⋯⋯⋯⋯⋯⋯⋯⋯⋯⋯⋯⋯⋯⋯(54)

第二章工 业⋯⋯⋯⋯⋯⋯⋯⋯·一⋯⋯⋯⋯⋯⋯⋯⋯⋯⋯⋯⋯⋯⋯⋯⋯⋯⋯(55)

第一节手工业⋯⋯⋯⋯⋯⋯⋯⋯⋯⋯⋯⋯⋯⋯⋯⋯⋯⋯⋯··：⋯⋯⋯⋯⋯⋯(55)

第二节乡镇企业⋯⋯⋯⋯⋯⋯⋯⋯⋯⋯⋯⋯⋯⋯⋯⋯⋯⋯⋯⋯⋯⋯⋯⋯⋯(56)

第三蠹交通，邮电⋯⋯⋯⋯⋯⋯⋯⋯⋯⋯⋯。⋯⋯⋯⋯⋯⋯⋯⋯⋯⋯⋯⋯⋯(57)
第一节交通⋯⋯⋯⋯⋯⋯⋯⋯⋯⋯⋯⋯⋯⋯⋯⋯⋯⋯⋯⋯⋯⋯⋯⋯⋯⋯⋯(57)

第二节邮电⋯⋯⋯⋯⋯⋯⋯⋯一⋯⋯⋯⋯⋯⋯⋯⋯⋯⋯⋯⋯⋯⋯⋯⋯⋯⋯(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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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司法⋯⋯⋯⋯⋯⋯⋯⋯⋯⋯⋯⋯⋯一⋯⋯⋯⋯⋯⋯⋯⋯⋯⋯⋯⋯⋯(74)

第六章军 事⋯⋯⋯⋯⋯⋯⋯⋯⋯·⋯⋯⋯⋯⋯⋯⋯⋯⋯⋯⋯⋯⋯⋯⋯⋯⋯··(74)

第一节地方武装⋯⋯⋯⋯⋯⋯⋯⋯⋯⋯⋯⋯⋯⋯⋯⋯⋯⋯⋯⋯⋯⋯⋯⋯⋯(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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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文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教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三章卫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四章体

-‘ ●⋯⋯ ●‘
●’ ⋯’ t● 。‘。’

六、文 卫 篇八、义 卫 扁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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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一．．一⋯．·．t·⋯。⋯⋯．“⋯⋯⋯。⋯⋯⋯⋯．．：。(78)

史化机构⋯⋯⋯⋯⋯⋯⋯⋯⋯⋯⋯⋯⋯⋯⋯m⋯⋯⋯．．⋯⋯⋯⋯。(78)

．文化活动⋯⋯⋯⋯⋯⋯⋯⋯⋯⋯⋯⋯一一⋯⋯⋯⋯⋯⋯⋯⋯⋯．．．⋯(78)

文物及其他⋯⋯⋯⋯⋯⋯⋯⋯．．．．⋯⋯．．-⋯⋯“⋯⋯⋯⋯⋯⋯⋯⋯⋯(79)

育⋯⋯⋯⋯⋯⋯⋯⋯⋯⋯⋯⋯⋯⋯⋯⋯⋯⋯⋯⋯⋯“·⋯⋯⋯⋯⋯(83)

私塾⋯⋯⋯⋯⋯⋯⋯⋯⋯⋯⋯⋯⋯j⋯··：⋯⋯⋯⋯⋯⋯⋯⋯⋯⋯⋯··(83)

学前教育⋯⋯⋯⋯⋯⋯⋯⋯⋯⋯⋯⋯⋯⋯⋯⋯⋯⋯⋯⋯⋯⋯⋯o⋯(84)

中小学教育⋯⋯⋯⋯⋯⋯⋯⋯⋯⋯⋯⋯⋯⋯⋯⋯⋯⋯⋯⋯⋯⋯⋯⋯(85)

业余教育⋯⋯⋯⋯⋯⋯⋯⋯⋯⋯⋯⋯⋯⋯⋯⋯一⋯⋯⋯⋯⋯⋯⋯⋯(87)

教师⋯⋯⋯⋯⋯⋯⋯⋯⋯⋯⋯⋯⋯⋯⋯⋯⋯⋯⋯⋯⋯⋯⋯⋯⋯⋯⋯(87)

经费来源及管理⋯⋯⋯⋯⋯⋯⋯⋯⋯⋯⋯⋯⋯⋯⋯⋯⋯⋯⋯⋯⋯⋯(88)

人才输送⋯⋯⋯⋯⋯⋯⋯⋯⋯⋯⋯⋯⋯⋯⋯⋯⋯⋯⋯⋯⋯⋯⋯⋯⋯(89)

生⋯⋯⋯⋯⋯⋯⋯⋯-·⋯⋯⋯⋯⋯⋯⋯⋯⋯⋯⋯⋯⋯⋯⋯⋯⋯⋯·(89)

医院⋯⋯⋯⋯⋯⋯⋯⋯⋯⋯⋯⋯⋯⋯⋯⋯⋯⋯⋯⋯⋯⋯⋯⋯⋯⋯⋯(89)

合作医疗⋯⋯⋯⋯⋯⋯⋯⋯⋯⋯⋯⋯⋯⋯⋯⋯⋯⋯⋯⋯⋯⋯⋯⋯⋯(90)

病疫防治⋯⋯⋯⋯⋯⋯⋯⋯⋯⋯⋯⋯⋯⋯⋯⋯⋯⋯⋯⋯⋯⋯⋯⋯⋯(90)

妇幼保健⋯⋯⋯⋯⋯⋯⋯⋯⋯⋯⋯⋯⋯⋯⋯⋯⋯⋯⋯⋯⋯⋯⋯⋯⋯(91)

爱国卫生⋯⋯⋯⋯⋯⋯⋯‘⋯⋯⋯⋯：⋯⋯⋯⋯⋯⋯⋯⋯⋯⋯⋯⋯⋯．．(91)

育⋯⋯⋯⋯⋯⋯⋯⋯⋯⋯⋯⋯⋯⋯⋯⋯⋯⋯⋯⋯⋯⋯⋯⋯⋯⋯⋯(92)

七、社 会 篇

第一章社会组织⋯⋯⋯⋯⋯⋯⋯⋯⋯⋯⋯⋯⋯⋯⋯⋯⋯⋯⋯⋯⋯⋯⋯⋯⋯⋯⋯(93)

第一节红帮⋯⋯⋯⋯⋯⋯⋯⋯⋯⋯⋯⋯⋯⋯⋯⋯⋯⋯⋯⋯⋯⋯⋯⋯⋯⋯⋯(93)

第二节生死同盟会⋯⋯⋯⋯⋯⋯⋯⋯⋯⋯⋯⋯⋯¨⋯⋯⋯⋯⋯⋯⋯⋯⋯⋯(93)

第二章宗教信仰⋯⋯⋯⋯⋯⋯⋯⋯⋯⋯⋯⋯⋯⋯⋯⋯⋯⋯⋯．．．⋯⋯⋯⋯⋯⋯．⋯(93)

第一节善佛堂⋯⋯⋯⋯⋯⋯⋯⋯⋯⋯⋯⋯⋯⋯⋯⋯⋯⋯⋯⋯⋯⋯⋯⋯⋯⋯(93)

第二节庙宇⋯⋯⋯⋯⋯⋯⋯⋯⋯⋯⋯⋯⋯⋯⋯⋯⋯⋯⋯⋯⋯⋯⋯⋯⋯⋯⋯(94)

第三章风俗习惯⋯⋯⋯⋯⋯⋯⋯⋯⋯⋯⋯⋯⋯⋯⋯⋯⋯⋯⋯⋯⋯⋯⋯⋯⋯⋯⋯(95)

第一节红自喜事⋯⋯⋯⋯⋯⋯⋯⋯⋯⋯⋯一⋯⋯⋯⋯⋯⋯⋯⋯⋯⋯⋯⋯⋯(95)

第二节节日⋯⋯⋯⋯⋯⋯⋯⋯⋯⋯⋯⋯⋯⋯⋯⋯⋯⋯⋯⋯⋯⋯⋯。：⋯⋯⋯·(97)

第三节陋习⋯⋯⋯⋯⋯⋯⋯⋯⋯⋯⋯⋯⋯⋯⋯⋯⋯⋯⋯⋯⋯⋯⋯⋯⋯⋯(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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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迷信活动⋯⋯⋯⋯⋯⋯⋯⋯⋯⋯⋯⋯⋯⋯⋯⋯⋯⋯⋯⋯⋯⋯⋯⋯
．

第五节新风尚⋯⋯⋯⋯⋯⋯⋯⋯⋯⋯⋯⋯⋯⋯⋯J 00 oze⋯⋯⋯⋯⋯⋯⋯⋯

第四章，主语及其他一⋯．一⋯⋯⋯⋯一⋯⋯⋯．⋯⋯⋯⋯01．pD⋯⋯⋯⋯．．．⋯O g 0"D

’

第一节土语⋯⋯⋯·一”．．-⋯⋯⋯”o Di 8⋯⋯o Q o,6”⋯⋯⋯⋯⋯⋯⋯⋯⋯⋯

第二节，谚语⋯⋯⋯⋯⋯⋯⋯⋯⋯⋯⋯⋯-⋯⋯⋯⋯⋯⋯⋯⋯⋯⋯⋯⋯．．⋯

第三节谜语⋯⋯．-，一⋯．．⋯．．．⋯⋯⋯⋯⋯⋯⋯⋯⋯⋯⋯⋯⋯⋯⋯⋯⋯⋯⋯

八、人 物 篇

第一窜人物传⋯⋯⋯⋯⋯⋯⋯⋯⋯⋯⋯⋯⋯⋯⋯⋯⋯⋯⋯⋯⋯⋯⋯⋯⋯⋯⋯
●t●‘

第二章人物表．．．⋯⋯．．．⋯⋯⋯⋯⋯⋯⋯一⋯⋯⋯⋯⋯⋯⋯⋯⋯⋯⋯⋯⋯⋯⋯

’’第二节历史名人⋯⋯⋯⋯·⋯⋯⋯．’．．⋯⋯“二⋯⋯⋯⋯⋯⋯⋯⋯⋯⋯⋯⋯··

第=节现代人物⋯⋯⋯⋯．．．．．⋯·j⋯⋯”⋯⋯⋯-j⋯⋯⋯⋯⋯⋯⋯⋯⋯⋯·

第三章人物景⋯⋯⋯⋯⋯⋯⋯⋯⋯⋯⋯⋯⋯⋯⋯⋯⋯⋯⋯⋯⋯⋯⋯⋯⋯⋯⋯
L’●， ‘- ●

；●

第一节革命烈士⋯⋯⋯⋯⋯⋯⋯⋯⋯⋯⋯⋯⋯⋯⋯⋯⋯⋯⋯⋯⋯⋯⋯⋯

一。第三=奇’红军流落人员⋯‘·o?·：．．'j·：⋯一⋯j⋯·-··j⋯⋯·’·‘j⋯⋯⋯⋯⋯⋯⋯⋯·
‘

7第三节。蔼寿老人⋯⋯·⋯··‘o··j‘o⋯·⋯⋯．．．··。oj⋯⋯⋯⋯⋯⋯⋯⋯⋯．．⋯

九、’杂 记。÷ 篇

(102)

(102)

(104)

(i04)

(105)

(106)

第一章’民歌：··：⋯⋯⋯”：：：：：⋯⋯·：“：·⋯·；··：：⋯·：：：⋯：⋯⋯⋯·⋯．．-．⋯⋯⋯⋯⋯(126)

第二章民间故事⋯⋯⋯⋯⋯⋯⋯⋯⋯⋯⋯⋯⋯：⋯⋯¨⋯⋯⋯⋯⋯⋯⋯⋯⋯··(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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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厨治三至五年问(1864—1866) ，t

’· ‘j

一 二
。

袁家蝙袁心田，承首募资修建梓潼庙，庙落成，建街道，设场镇。继而又承首

募资修建清斋寺、袁氏祠。 ‘。

+r。 -二

清，光绪十七卑(1891)
『。

j一

‘夏，连旱48天，秧苗干死，星火可燃，人们从秧田裂缝点苦荞。 、

清，宣统三年(1911)

g月一天梓潼逢场，龙头山赵廷俊背背圯黄柿买，遇家距150公尺远的有钱有

；。势的王中国去买氕有意在柿背里乱抄瓤赵说： “不要乱抄”，就惹得王将赵一背地

黄柿踢倒、踏烂，又将赵毒打。，赵无奈回家，怄气不过，赶去王家讲礼，王又将赵

毒打，并用笋壳毛兑腊尿，灌入赵的咽喉，赵当即气绝。 。 。

’ j
．

民国三年(191是)。． ．，．

．
．。

．

置通江县南一区，治老官庙。梓潼庙属南一区第二团。

民鼹五至七牟(1916T—1918) ，，．

。 -
．

‘梓潼四境大种鸦片烟，男女老幼大吸烟毒。 。、。‘

民胃十三年(1924)
l

～k春，至六月中旬，，干旱近100天，河桔哥竭，小春无收。
j √

民国十四年(1925)
、 _1’+ “1 ⋯’|7‘

冬，天旱持续到次年润五月下旬，井河千涸，田地龟裂，大春无收，乞讨者零

、’计其数。一·j ，‘，7 ⋯ ·· ： -n ‘．?

‘{
，

民国十五年(1926)
一‘+ 。 一

春， “清明"下大雪，小春减产，烂掉谷种不少。
。。!‘’ ’．“：～j：：

民罾十七年(1928)

春，“天花"(痘子)瘟疫流行，梓潼有109人患水痘，83人死亡，多是小孩·
· 。

，；
； “．．}．

民胃；十年(．1931) ．．‘
，。 。 、

春， “春分，，下大雪，小春减产，冻死耕牛不少。 、，

I|，

了

1；1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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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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蓖国三年导车’．』c】』9{寥0’．：?：．I：’誓。_j，-：1一一c。：’|‘‘‘’。．!j：一I◆．1j：一j． ，

j． 、．。’ +’：。。 ．。、∥’”-，：
‘： 。： {，。． ．!’’j1

3月，冰冻，小春大减产，冻死耕牛0 7 l。：一，．’ j．·
’

j}i‘≯ 每月’i1木林坡陈奉扬之妻向氏，绐邻居栽秧i晚，吃洒过‘置，回家手执火把，

失火引起陈奉楼阶沿麦草，烧毁接连三套住院，有12户的房屋46间和家、农具、

物、料等，计损失旧币．17万余元。一， ．

．，i、。。．：：

粤号!冒三十三年，(1944)、 。! _．．i’ ，，一i．， 一 ．，．：。： 。

3月3日，下大雪，小春作物被雪压倒冻死。j竹木压断，冻死耕牛不少：
’

、 ．{
‘： ；3 。

民国三十四年(1945)，一 。i ，。、．． i，·57。 ：：⋯．．

I春，政府招募“青年军彦和“远征军，，。梓潼保大拉壮丁，青壮年躲藏于岩

二僳}：深山，有的逃往外地。 ．

-： i

民国三十五年(1946)
’．一·’-j

夏至秋，天旱，大春减产，粮食奇缺，物价猛涨。 ⋯，、．

民国三十七年(1948)’
；，一j r．，一。‘．‘． ．，．．

、 ．冬，梓潼保、甲，摊派碉堡费，估迫农民砍树、派劳动力，在梓潼场两头要道

÷．山包修笋碉堡．；座。．_ 4，．一． ，。 -。 ，

民国三十八年(1949)。。 +j， ：一 ：。 ㈠-√。～ ．。

．春，梓潼保组织“民众自卫分队∥，抽调富绅子弟30人，集中梓潼庙先后训练

3次，由保长、保队副，带领到区，县检阅。 ．，： ?乒：．，t，。?

12月，国民党军溃败过境，平素为富不仁、作恶多端者，。心情恐慌。老百姓埋

，。、尊粮挚?是月乎担解孽。． 。

，，， j∥：。，：- 。．一．’．+、． ．’

錾1 9 5 O年
．

’
”

j。 ：铱}’

春，梓潼建立征粮剿匪治安小组。 。

÷-

。‘5月下旬，L_天傍晚，袍哥大爷张学绅，纠集兄弟伙，隐在梨树坎，乘唐金华

‘从通江城返家至此，用乱棒打死。、
。、 。。 一 一

秋，抗美援朝，梓潼人民捐款4000余元。
。‘’ ∥“

+蠊一H冬，征集兵役：梓潼自愿参加志愿晕的青壮年有16名。[◆一一； 、

‘．j
‘

1 9 5 1年 、。 j、。一，’ ， ’'，，√，·，，．：j-、

春，建立新的乡、村政权。梓潼为人合乡第六、七村。．六村址没桴潼庙，七村
址设城隍庙。． +。

；’

一

．’

”．冬，工作组进驻六、七村，开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r ≮‘，’一
．

．，

f

1‘

l早5 2．年r，7 r“?，t～{ ：t。：．．．．． 。。?：f+ ㈠．．．
3

，

。； 芍
，厂、



工作组进驻六、七村，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划分农村阶级成分，没收

，征收富农出租土地和部分余物，收缴赔罚款，分配胜利果实。：

，成立梓潼中苏友好协会，发展会员507人‘。- i，‘。

“兰反黟和“五反势运动。土地改革运动进入复查阶段。同时筹建分

；元月1日，建立梓潼乡。将原六、七两个村分为6个村，即大道观、。南卜湾，’

向家岩、之字坝。城隍庙、松林子各为一村。 ∥
t．

2月上旬，成立中共梓潼乡支部，代理支书兼代理乡长朱进宗。
“

6月至7月上旬，梓潼乡第一次人口普查，全乡3361人。
” “如 ～；

8月18至20日，召开首届乡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乡人民政府，选举委员，设乡

长1人。同时召开党员大会，选举支部委员，设支部书记1人。相继成立妇联、共
青团等群团组织o

～ ‘一
． 二 !

，， ·l

1 9 5 4年 、，
、‘

，

春，成立梓潼乡医协小组，设组长l入，会员6入，区协设街上民房。

秋，建立青翠坪、向家岩两个初级农业社。 。一．‘一‘。，：。：-

～
； ，i ：

， !i 9 6骞车 i’ ：7‘‘ ’⋯’’ 。·
．

1I

3月，竹新乡撤销，将李头坪、火烧坪、黄家坝、杏子湾等地划入梓澎乡境。

5月上旬，开展普选，召开第二届乡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乡人民委员会。⋯‘i=：、
一 冬i初级农业社全乡发展到18个。‘，． 。

，，，

．
，，

l 9 5 6年 一

’
。

6月1日，建立梓潼乡畜毂兽医嫱。
’一j ’4。

冬，全乡劳力参加广纳区组织修建第一座在乡境淇浴河上游“方年仓"水库。一
’

∥。j-t‘。 i

1 9 5 7年
’

。

。j

春，夏，农村开展整风反右派斗争运动，发动群众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

论。有部分干部群众提了党组织领导人的意见，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

挨批斗，受处分，戴上坏分子帽子的共49人。 ．

8月19日下午，全乡暴风雨，长春，金星管理区下冰雹，受灾面积达500余亩，

损失稻谷10万余斤。

冬至次年春，开展社会主义辩论，教育农民坚定信心，走社会主义道路。’t’
，，

’

1 9舂宅年 ⋯，。
、+ 一 1’‘

’’ ’_

J，

7月721日，接收安置渠县移民带家户lo户，35人。
“

8月1日，全乡办公共食堂64个，吃饭不要钱o

j lOY]1日，宣布成立梓潼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继而开展大跃进，实行努

P ‘

0 、：．

”i

；

，’{

：，j
奠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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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工资制。动员1000人左右上路，大办钢铁，大办交通·公社办敬老院t三个管理

区各办疗养院。 。

秋，乡中小校成立小学教育工会。
．

。冬，发动机关。学校、农村广大师生和干部群众除“四害珍(消灭老鼠、苍蝇，

麻雀、跳蚤)，男女老少齐动手，大打人民战争。
“。

；。 。

： ‘；‘ ．{ 一。， ．_ ． j．
1 9 5 9年

，一 ．，’

，，

一 一’ ·：。、
一’。

’- }
，‘

．3月，成立梓潼公社医院。 ．

4月3至5日，召开第三届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委员15入，

设正副社长各王人。、 、’
．·“‘ 。

、t’+‘6月。公社开展算帐工作，将核算单位下放到管理区。

8月下旬‘(农历7月26臼)i五家坎大院向德模之小女玩火，烧房185间，木仓

8架，棺材9衬，方子料50件，稻谷5万余斤i公猪5头，计损失1D万余元，机

二 关、学校，农村捐献钱、粮、物，救济灾民。 ；

1 9 6 0年．”， 一
。+

．、 o
，

元月，檬子公社撤销，把佥光管理区划给梓淹公社管辖。
”

5月17日中午，高家沟大院失火。因农忙，这天仅有14岁何学忠、匏岁何学易

在家，他俩用麦草点火，炒集体葫豆吃，至院坝火烧手扔了，引起阶沿麦捆，烧毁

。 高芹芳等7：户的房屋20间，棺材2付，衣被，粮食等物；计损失6万余元，继而广

“1大辛部群众捐献钱锄救灾。 ．+

：、 ，一

‘ · ，
·

h t’

l 9 6 1年 ， i，，。
’

。。

6月25日，全公社食堂下放，社员恢复锅灶，自作饭吃o、 ．

冬，贯彻中央《六十条》，改管理区为大队，对大跃进损失农民的财产进行退

赔纠正o ’．

’

1 9 6 2年 ．≈， i：

6月，甄别整风整社运动中被批判处分的49名党员，干部，复职20人，经济退

、．赔被甄别者1005元o。 j

8月，召开第五届乡人民代表大会，决议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12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贯彻中央《十二条》，实行公社、大队、生产

队三级所有翩，-以队为基础，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 。

1 9 6 3年 0 f；

一 冬，，开展学雷锋的宣传教育活动。 一
，j． o 一 ．。、

_l 9 16 4年
。

-1月，开展“小四清静(工分，帐目，财物、仓库)运动。

3月，召开党员大会，选举公社党委成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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