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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取嚣雾j茹落粉器菇裂籍豢雍远奉在玉河

▲ 2004年6月，区长夏明在玉河生态农业公司视察工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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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声

玉河镇毗邻梓潼、三台、游仙众多乡镇，这里山川秀

美，地物爽润，人杰地灵，历史悠久。古之玉河，境内两

次设县治达725年；盐业发达，商贾云集；宋初状元苏易

简就求学成长于此。由于相当长一段时间是政治、经济、

文化较发达的地域，所以境内众多的古迹和传说，形成了

玉河厚重的历史积淀和社会人文。今之玉河，在党和政府

的领导下，经过玉河人民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在变革生产

关系、建设基础设施、运用科学技术、改善人民生活、创

造文明成果、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等方面又创造了不

断发展和更加辉煌的历史。

为了记录古今玉河的历史，我们组织编写了《玉河镇

志》，目的在于使人们认识玉河，了解玉河，以更好地支

持、建设和发展玉河。本书能起到“存史、资政、教化”

之作用，也是我们的初衷和期盼。

由于现存资料不多，收集整理难度较大，此书难以按

志书结构编纂，故分古代、现代两个部分记叙。感谢王之

明先生及相关人员的辛勤工作，使此书得以辑成并付梓。

书中错漏之处望读者指正，以便后续者修正、补充。

魏洪奇 王真全

二oo五年六月



概 述

玉河镇以治地玉河场得名。镇境内上方寺山下，在西魏、北

周、隋、唐、五代、宋、元时期先后为魏城县、盐泉县治所。民

国26年(1937年)设玉河场联保，民国30年(1941年)设玉河

乡。解放后玉河乡仍设，1958年成立玉河人民公社。1966年改

称高丰乡，1979年改称玉河乡。1993年1月设玉河镇。

玉河镇位于游仙区东南部，距绵阳市区53公里。地理座标：

北纬31022—3102740．，，东经10502’l伊一10508’40"。镇境东依三台

县龙树镇，南连自蝉乡，西接刘家镇、梓棉乡，北界梓潼县观义

镇，并与梓潼县的双峰乡、交泰乡和三台县的柳池、白雀共计9

个乡镇接壤。辖区面积为54．6平方千米。全镇土地总面积

24712亩，有计税耕地19880亩。

玉河镇辖11个行政村、1个社区居委会，l 15个村民小组、

3个居民小组。2004年底，全镇总人口20063人，其中：承包耕

地人口17551人，均为汉族。

镇境地貌系低丘陵，境内最高海拔624米。山势迂回盘旋，

山峦起伏，沟谷交错。气候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类型，气候

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6．5℃，无霜期280

天，降水量910毫米。魏柳河自北向南纵贯镇境，水利资源丰

富。镇境森林覆盖率达33．6％。地下还有盐卤资源。

玉河镇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

玉河境内上方寺山下曾两次为县的治所。公元553年西魏设

置魏城县，治所在此；公元614年魏城县治所迁至今魏城镇后，

公元620年又分置盐泉县，治所仍设在上方寺山下。到公元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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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撤销盐泉县止，上方寺山下作为县的治所有725年历史。今上

方寺一带废县遗址存在“大堂湾”、“歇马场”、“烧坪坝”、“狮子

坪”、“苏里桥”等地名，地下也出土过唐宋时代的砖瓦陶器、石

碑。

玉河境内盐业发达。“以地有盐井，民得采漉，为四方贾售

之地”、“家有盐泉之井”而得名盐泉。今烧坪坝据传说为数百年

间堆积的烧盐柴灰而得名。史书载盐泉产盐，阳下井在盐泉县西

一里，均说明此地当时盛产盐卤。

玉河还是状元故里。自幼在盐泉学馆读书的苏易简，公元

980年进士及第、钦定为状元，后来官至副宰相。1000多年来，

苏易简成为绵州的圣贤，影响深远，雁塔题名的状元之乡，人文

蔚起。苏门几代人游弋宦海，驰骋文坛，增誉故里。“苏里桥”、

“苏太婆坟”等遗迹今存，苏氏的传说典故乡邻户晓。

玉河名胜，传说众多。上方寺古称法水院，是佛教胜地；寺

下为古盐泉县城遗址；寺周古柏森林，碧绿葱翠，依山傍水，风

景宜人。太通山，水秀木茂，玉河盘绕；山腰有穴，深究莫测，

有“东通保宁、西通成都、南通潼属、北通龙安”之说。鸭鹤岩

为野鸭、白鹤栖息之地，鸭飞鹤舞，蔚为壮观。玉河水如玉带盘

绕，澄碧如镜，河水悠悠，草木依偎，凫鸭游弋，渔舟荡漾。白

庙子的桂花树，古朴苍劲，飘香五百多个春秋。牛心山的三颗大

松，力挚苍穹，历经千多个寒暑。玉泉山、雨台山、天宝寨、蜂

子沟、道碑观、太平寺、火龙宫、黄陵庙⋯⋯都有着美丽的传

说。浓厚的历史积淀，传承着玉河过去的文明。

解放后玉河的经济和社会事业不断发展。从互助组、合作社

到人民公社，玉河人民依靠集体的力量，重新整治山河，改田改

土，改良耕作技术，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修桥筑路，兴办农

机、电力，兴办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奠定了农村经济发展的

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工作重心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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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调整，生产关系的变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

积极性。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种养殖业，农民增产增收；兴办乡镇

企业，发展商品经济，改变了农民的思想观念；务工经商，使农

民群众得到了锻炼，学到了技术，融入了社会；社会的发展，科

技的进步，激励了农民提高自身素质、学习科学技术、重视子女

教育；物质文明推进了精神文明建设，农村的面貌和人民生活水

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今日之玉河，已发展成为游仙区东南重镇。

这里，城镇建设快速发展。玉河大桥建成后，场镇由东向西

扩张，已达2．3平方公里。新建和改造街道8条，达1350米，

全部为混泥土街面，并装有自控街灯。有年供水量100万吨的自

来水厂。建有农贸市场、集贸中心、商业街，经营户达200余

家，场镇常住居民达3512入。玉河场已成为周围乡镇的lO多万

群众赶集、物流的重要场所。场镇上，企业、事业单位40余家，

学校、医院、幼儿园齐全，餐饮、住宿、娱乐方便，一派繁荣景

象。

这里，交通方便，信息畅通。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现全镇

道路成网，境内15公里县道、24公里乡道、36公里村道晴雨无

阻。客运站日发班加余次，三台、盐亭过往客车lO余趟。境内

的私家轿车、货车、农用车、摩托车达数百辆，自行车早已普

及，人们出行十分方便。邮电所电话装机容量达1600部，移动

和联通建了基站，通讯网络覆盖全镇，有线广播入户，宽带网有

线电视入户，32套电视节目进入4000多个家庭。

这里，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幼儿、小学、初中，成人教育已

各具规模、形成体系。小学、初中教育已经普及，玉河中学、玉

河小学均被授予“合格学校”、“校风示范学校”，近2000名玉河

学子在斯地茁壮成长。成人教育学校成为扫盲识字、党员培训、

干部培训、实用技术培训、专业技能培训、农民工培训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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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要举办lO多期培训班，培训1000多人次。玉河中心卫生

院已通过“一等甲级医院”评审，拥有20多个科室和较先进的

设备，年门诊量30000余人次，年住院500余人次。计生服务、

计划免疫、公共卫生防治手段得以加强，有效地保护了玉河人民

的身体健康。畜牧兽医站为养殖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先后引

进20多个品种，改善养殖结构。扶持养殖大户，定人包村包片，

防疫面达99．5％，玉河畜牧业长足发展，畜牧产值已超过农业

总产值的50％以上。

这里，政通人和，人民安康。为了玉河人民的小康路，历届

党委和政府班子努力工作，率领玉河人民艰苦创业打基础，紧跟

时代谋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游仙建区、玉河建镇以后，

发展成了第一要务，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心一意抓发展。

他们首先抓党建，建好了党委、政府领导班子，管好了干部

和党员两支队伍，实施了“民心、民富、民权”三民工程，树立

了良好的干部形象，使班子成为带领群众发展的主心骨。

他们为民办实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用，情

为民系，利为民谋”是玉河镇政府院内仅有的两幅标语，这既是

对干部的警示，也是对群众的承诺。这些年来，修道路，兴水

利，扩场镇，促流通，增电力，建通讯，办教育，送科技，引技

术，调结构，搞创建，抚伤残，慰孤老，普法律，保稳定，谋发

展⋯⋯该做的党委政府都尽力做了。亲民、为民的结果使玉河的

面貌变了，玉河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了，玉河的人民得到了实

惠0 2004年玉河的农业总值突破了65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达2940元，为刘家片区之首。

他们不断创新谋发展。玉河镇党委、政府发展思路清晰，工

作措施得力。一项“养鸭工程”，带动了养殖业的持续发展，经

验见诸报端和电视，影响广泛。“水稻制种准入制”的实施开了

全省先河，规范了制种市场，建立了5000亩制种基地，保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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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利益，打出了品牌。“农民工培训”又走在全市前列，7000

多务工农民分布国内外，学了技能，赚了钞票。为了适应农业税

停征后农村工作新形势，转变工作方式，加快党建、经济工作的

发展。玉河镇党委政府坚持围绕“抓住重点，打造亮点，示范带

动，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实行了领导干部包抓重点项目示范

点工作制度。

凡事预则立，镇党委政府立足比较优势，确立了玉河发展的

三大主攻方向：转化地缘优势发展商贸流通业，构建游仙东南商

贸中心镇；转化农业优势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打造农副产品加

工特色镇；转化劳动力优势搞好劳务开发，争创省级劳务开发基

地镇。这科学的工作思路，明确的发展目标，得力的工作措施，

体现了党委、政府亲民、务实的工作作风和推进发展的执政能

力。

玉河的历史记录了玉河的发展。玉河人民创造了过去和现在

的历史。新世纪的玉河已在小康路上奋进。看今朝，为了谱写玉

河历史更加辉煌的篇章，玉河人正在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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