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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换届前村i委会成员合影

|{i『排肥起：蒋仓术、蒋焕鑫、畅焕泉．朱乍?{

后排序起：汤连法、F永献．畅松114、蒋伍娥．汤贤田

1995午换心后丰__f党总支、村委会成员合影

f1订排庀起：杨松旧，鞯会娥、朱乍；≮

J舌排庀起：汤连法、畅焕泉．转豢典．汤贤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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