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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乡建场已经有320多年了，有比较悠久的历史，从460年前，明嘉靖年间，土溪

河畔建立第一座土陶窑——嘉靖窑起，桂花就素有±陶之乡的美称，近年来，土陶产

品更畅销国内外。境内更有玉儿石灰、桃李杏梨等水果，闻名县内外各乡镇。桂花

物产富饶，前人又留下了灿烂的文化。建国后，各项事业欣欣向荣。党的三中全会后，

更是突飞猛进。为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我们有责任对它进行发掘、整理、传播和普

及。从一九八一年冬，桂花党委建立编志领导小组起，经过组织力量，宣传动员，搜集

资料，征求意见，从一九八二年三月着手整理，反复琢磨，多次修改，历时五个月，于

七月初稿写成。八月报县审批，经县志办审查验收基本合格。今年六月份，根据县志办

的要求，又对原稿进行全面修改，历时三个月，于九月份，当桂芯飘香，欢度中秋隹

节，喜庆丰收之际，桂花乡志经县编志委员会再次审查批准，请托三。六信箱协助日I

捌，现正式出版成书了。

本志内容包括：概述、建置沿革、自然地理、政治、农业生产、农村经济、文教科

技、体育卫生、社会、人物、大事记、杂记等十二篇。所有内容，均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突出本公社特点、作到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上限不限、下限到一九八一年。

本志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编写。由于我们水平不高，缺乏经验，错误缺点在所难免，

望同志们提出意见，批评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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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桂花公社信用社

图9 桂花供销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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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篇

桂花乡地处彭县县境西南部的丘陵地带，北与磁峰公社接壤，南联灌县金马公社，西

靠丰乐公社，东与隆丰公社交界。全社面积38．81平方公里，现辖十五个大队，一百一十

四个生产队和一个街村。一九八一年总户数3，817户，总人口15，530人(其中街村1，276

人，)主要是汉族，公社驻地在土溪河畔的桂花场。(东经1037 477，北纬317 02 7。)

公社境内有县道君(平)一桂(花)公路及隆(丰)一桂花公路，丰(乐)一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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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起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清匪反霸，使地方安

宁无患；再经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劳动人民彻底翻了身，作了国家主人；党领导人民

走上了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从互助组到合作化，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生产大大发展，

粮食产量年年增长。一九八一年与一九五。年相比，总产由三百多万斤上升到一九八一

年的一千零七十九万斤，翻了两番。其它多种经营也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社队企业，从

无到有，由小到大，发展迅速。现有建筑材料、机械加工、农机修配、土陶、煤炭、建

筑运输、发电、榨油等四十个单位。(社办企业20个l大队企业20个)一九八一年度，全

社企事业总产值已达到一百一十万元，固定资产一百零五万元，利润七万九千二百四十

九元。工农业机械化程度逐步提高，现有大、中型拖拉机五台；农用汽车六辆，手扶拖

拉机四十七部，共有4596马力的农机设备79台。境内还有地方国营陶瓷厂，已有460多

年的悠久历史，目前品种齐全，产量激增，价廉物美，远销国内外。境内还驻有科研单

位——306信箱，给我社很多很大的支援。

随着生产的发展，文教、卫生、医疗事业也起了很大变化，现有中小学16所，在校

学生3，582人，教师122人(其中民师72人)。公社医院一所，医护人员16人，大队医疗

站14个，赤脚医生23人，缺医少药的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群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现有电影队一个，有线广播站一个，队队通线路，户户听广播，多数社员安上了电灯，

场场能看电影。加之公社文化站的建立，文娱活动经常开展，大大改善了人民的精神文

化生活。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鼓舞下，不断完善各种生产责任制，农村

经济搞活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二、建置沿革篇

第一章历史建置简述

桂花场之前身皮家街，位于今之贤人大队水日寺附近(遣址尚存)。公元265年晋

时隶属彭山，420年梁时属归化，557年北周时属九陇，960年宋时属永昌。宋徽宗改设

崇宁县，皮家街一直隶属崇宁县至明末。

由皮家街过土溪河下游约五里远的李家埝，岸上有株数百年的桂花树，树干特粗，

高大茂密、入秋以来，十里飘香，过往行人商旅，均愿绕道皮家街涉水过河，于此乘凉

歇脚。明末，酒坊，药店等小商小贩也陆续迁于树侧开业。清康熙初年，桂花场建成，

废皮家街。康熙七年(公51667年)，取消郡县制、桂花场划归郫邑所管。郫当即在桂

花场设汛署、汛防拨兵住此盘洁，特自制三尺长的桂花梆一个，夜间击梆，声闻数里，

击梆以示警号，解放前夕梆毁，即以鸣锣为号，晚上打更示警，白天开会鸣锣。雍正七

年(公元1729年)废汛，复设崇孑县，从此，桂花场一直隶属崇宁县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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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民国时期建置情况：

民国时期，桂花属二区，到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56)，蒋介石中央军入川，国民

党为了加强统治，推行保甲制度，把原有小乡改为十八个保，阎改为甲，十五户为一

甲，取消了乡的编制，区改为联保处，联保处有主任和职员，保设正，付保长和保队

附，甲设甲长。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又废除联保改为乡，十八个保未变，甲仍保持，乡设

正付乡长。乡大队长，有职员、乡丁(由各保征集在乡公所的武装)，保甲制度一直动

解放为止。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建置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崇宁县解放，到一九五二年，我乡土地改革，这段时期属军管

时期，隶属崇宁县第三区领导，原来的乡、保、甲编制改为乡、村、组。乡成立了农

会，村成立了农协分会，组为农会小组，乡农会设正付主席，村农协分会设正付主席，

农会小组设组长。

一九五二年土改建政后，桂花乡划为四个小乡，把桂花乡改为桂花乡人民政府；仁

和乡人民政府，利济乡人民政府，班竹乡人民政府，仍属第三区领导。

一九五三年春，土改复查结束以后，四个小乡仍合并为一个大乡，恢复为桂花乡人

民政府。除增设一名付乡长外，多余的职员全部调减掉。十八个村仍然保持不变。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不断发展，乡人民政府已不适应形式的魏

要了，改为乡人民委员会，下设互助合作委员会，以加强互助合作的领导，行政村仍未

变动。

一九五八年秋，人民公社化后，庆兴，桂花，丰乐三个公社合并为一咋大公社，定

名为“桂花公社”。公社为管理委员会，设社长，付社长和职员，大公社下属四十四个

村缩小为二十三个管理区。桂花乡十七个村缩小为八个管理区，管理区设正付主任，五

大委员。

桂花人民公社的隶属关系是。一九五八年秋由崇宁县划归郫县管辖，一九五九年春

又划归灌县管，不久又恢复归郫县管，同年九月才最后划归彭县管辖至今。在划归彭

县时，体制调整，大公社划小；仍是庆兴公社，桂花公社，丰乐公社。桂花公社八个

大管区，恢复和划小为十五个管理区，公社管理委员会设正付社长，管理区设正付主

任。

一九六二年体制下放，大队取消了管理区称号，把原有的十五个管理区改为十五个

大队。大队设正付大队长，大队下设生产队，生产队设正付队长，实行“三级所有，队

为基础，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制度。

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中9革命委员会代替了公社管理委员会。公社革命委员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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