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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吉
日

乡志是地方志之一。它既对地方有用，又能给县志、省志提供可靠的资料。在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中，为研究农业的规划，社队工副业的发展，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自然灾

害，人口变迁，农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和有一定参

考价值的资料。

这本乡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广泛收集资料，认真反复核实，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使资料得到思想性、科学性的统一，本着秉笔直书， “寓褒贬，别善恶”，远粗近

细，远略近详的精神，记录了王泗乡一九一一年——一九八一年七十年间的史实。包括王泗

乡的建置沿革，自然地理，行政区划的演变，以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等

方面。它有助于增强本乡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知识和乡土知识。增强热爱家乡，热爱社会主

义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由于我乡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及各界人士，特别是一批老前辈的大力支持，提供宝贵的资

料，使我们编纂乡志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这里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

郑t显文

一九A---年十月



编：_144．说’．明

一、本志编写时乡名为“王泗人民公社"。鉴于新宪法即将公布实施，因此将此书名为

《王泅乡志》。在记叙中总的称“乡”，其史实属于公社时期的即称“公社”；

二，本志按篇、章、节、目四个级次排列；

三、本志时限，原则上上限为一九一年，下限为一九八一年。若遇必须追述或延伸
之事，；可以超越时限。延伸记述之事记到搁笔为止。

四、体例包括志，图、表、传i己、考，以志为主。

五、历史记年一律用当时通用记法。民国以前的加括号注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用公元记时。

六、地名用地名普查后名称。用当时名称的，在括号内加注今地名。

七、记数、记年一般采用阿拉伯数字，有些地方按习惯用汉字书写。

八、对历史朝代沿用旧称，对帝王称其年号，对人物直称姓名。均不加政治定语。

九、根据“详近略远”， “详令略舂?的原则，本志内容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

十二年来的记叙。 ．， ，

十、本志文体，为语体记叙文，加用标点符号。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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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泗乡志》编写工作人员名录

编写领导小组：

组长：郑显文， ，

副组长：杨继文 陈万伦

组 员：罗礼堂

编写小组成员：
：

陈万伦 陈国炎 且大德

摄 影：

魏德培李钦成

绘 图：

尚光泽

封面题字：

王述尧

校 对：

陈万伦 陈国炎 且大德

印 刷：

地方国营邛崃县印刷厂



总 且I蕊 口

序 言

编辑说明

《王泗乡志)》编写工作人员名录

王泗乡行政区划图

．王泗乡土壤类型图
‘

照 片

目 录
“

第一篇概 述

第一章建置沿革⋯⋯⋯⋯⋯⋯⋯⋯⋯⋯⋯⋯⋯⋯⋯⋯⋯⋯⋯⋯⋯⋯⋯⋯⋯⋯⋯(1)

第二章区域、区划的演变·⋯⋯⋯⋯⋯⋯⋯⋯⋯⋯⋯⋯⋯⋯⋯⋯⋯⋯⋯⋯⋯⋯”(2)

第一节区 域⋯⋯一⋯⋯一·⋯⋯⋯⋯⋯·⋯⋯⋯⋯⋯⋯⋯⋯⋯⋯⋯⋯·⋯⋯”(2)

第二节行政区划⋯⋯n⋯⋯⋯⋯⋯⋯⋯⋯⋯⋯⋯⋯⋯⋯⋯⋯⋯⋯⋯⋯⋯⋯⋯·(2)

第三章场镇和村··⋯⋯·．．．m⋯⋯⋯⋯⋯·⋯⋯⋯⋯⋯⋯⋯⋯⋯⋯⋯⋯一⋯⋯⋯⋯(5)

第一节壬涸营一．．．Ⅲ⋯m⋯⋯⋯⋯⋯⋯⋯⋯⋯⋯⋯⋯．．．⋯⋯⋯⋯⋯⋯⋯⋯⋯(5)

第二节村名录⋯⋯．．．⋯⋯⋯⋯⋯一一⋯·⋯⋯⋯⋯⋯⋯⋯⋯⋯⋯⋯·⋯⋯⋯⋯·(6)

第三节其它习用地名⋯⋯⋯⋯⋯⋯⋯⋯⋯⋯⋯⋯⋯⋯．．．⋯⋯⋯⋯⋯⋯⋯⋯⋯(6)

第四章面积、户口、民族⋯⋯⋯⋯⋯⋯⋯⋯⋯⋯⋯⋯·：⋯⋯⋯⋯⋯⋯⋯⋯⋯⋯(7)
第五章大事年表⋯⋯⋯⋯⋯⋯⋯⋯⋯·⋯⋯⋯⋯⋯⋯⋯⋯⋯⋯···⋯⋯⋯⋯⋯⋯”(9)

第=篇自然地理

第一章地形、水系⋯⋯⋯·⋯⋯⋯⋯⋯⋯⋯⋯⋯⋯⋯⋯⋯⋯⋯⋯⋯⋯⋯⋯⋯⋯”(14)

第一节地 形⋯⋯⋯⋯⋯⋯⋯⋯⋯⋯⋯⋯⋯⋯⋯⋯⋯⋯⋯⋯⋯⋯⋯⋯⋯”(14)
、 第二节水 系⋯⋯⋯⋯⋯⋯⋯⋯⋯⋯⋯⋯⋯⋯⋯⋯⋯⋯⋯⋯⋯”⋯⋯⋯⋯·(14)

第二章土 壤⋯⋯⋯⋯⋯⋯⋯⋯⋯⋯⋯⋯⋯⋯⋯⋯⋯⋯”⋯⋯⋯⋯⋯⋯⋯⋯·(14)

第一节紫潮水稻土⋯⋯⋯⋯·⋯⋯⋯⋯⋯⋯⋯⋯⋯⋯⋯⋯⋯⋯⋯⋯⋯⋯⋯⋯”(15)

第二节再积黄泥水稻土⋯⋯⋯⋯⋯⋯⋯⋯⋯⋯⋯⋯⋯⋯⋯⋯⋯⋯⋯⋯⋯⋯⋯(15)

第三节小黄泥水稻土⋯⋯⋯⋯⋯⋯⋯⋯⋯⋯⋯⋯⋯⋯⋯⋯⋯⋯⋯⋯⋯⋯⋯⋯(15)

第三章气候、物产⋯⋯⋯⋯⋯⋯⋯⋯⋯⋯⋯⋯·⋯⋯⋯⋯⋯⋯⋯”⋯⋯⋯⋯⋯⋯(15)

第一节气 候⋯⋯⋯⋯⋯⋯⋯⋯⋯⋯⋯·⋯⋯⋯⋯⋯⋯⋯⋯⋯⋯⋯⋯⋯⋯”(15)

第二节物 产⋯⋯⋯⋯⋯⋯⋯⋯⋯⋯⋯⋯⋯⋯⋯⋯⋯⋯·⋯⋯⋯⋯⋯⋯⋯”(16)

第四章资 源⋯⋯⋯⋯⋯⋯⋯⋯⋯⋯⋯⋯⋯⋯⋯⋯⋯⋯⋯⋯．．．⋯⋯⋯⋯⋯⋯(16)

第一节动 物⋯⋯·⋯⋯¨⋯·：⋯：：⋯：：·：⋯··：·??”：·：⋯·?·⋯·?⋯⋯⋯⋯⋯⋯··i(16)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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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植 物⋯⋯⋯⋯⋯⋯⋯．．．．．．⋯⋯⋯⋯⋯⋯．．．⋯w．．．m⋯⋯⋯⋯⋯⋯(16)

第三节矿 藏⋯⋯⋯⋯⋯⋯⋯⋯⋯⋯⋯⋯⋯⋯⋯“⋯⋯·⋯⋯⋯⋯·⋯⋯⋯”(16)

第四节地下水⋯⋯⋯⋯⋯⋯．．．⋯⋯⋯．．．⋯．．-⋯⋯⋯⋯⋯⋯⋯⋯⋯⋯⋯⋯⋯⋯(17)

第五章灾 害⋯⋯⋯⋯⋯·融⋯⋯⋯．-．．．．⋯pitIID D·最多⋯⋯⋯⋯⋯⋯⋯⋯⋯⋯．(17)

第三篇政 治

第一章乡村政权的机构设置⋯⋯⋯⋯⋯⋯⋯⋯⋯⋯⋯⋯⋯⋯⋯⋯⋯⋯⋯⋯⋯⋯(18)

第一节民国时期⋯⋯⋯⋯⋯⋯⋯⋯⋯⋯⋯⋯⋯⋯⋯⋯⋯⋯⋯⋯⋯⋯⋯⋯⋯⋯(18)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19)

第二章党派、群团组织⋯⋯⋯⋯⋯⋯⋯⋯⋯⋯⋯⋯⋯··⋯⋯⋯⋯⋯⋯⋯⋯·，⋯．．．(23)

第一节国民党⋯⋯⋯⋯⋯⋯⋯⋯⋯⋯⋯⋯⋯⋯⋯⋯⋯⋯⋯⋯⋯．．．一．．．m⋯⋯(23)

第二节民社党⋯⋯⋯⋯⋯⋯·⋯⋯⋯⋯⋯⋯⋯⋯⋯⋯⋯⋯⋯⋯⋯m⋯⋯m一”(24)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7QO⋯(24)

第三章解放后党群组织的建立和发展⋯⋯⋯⋯⋯⋯⋯⋯⋯⋯⋯⋯⋯⋯⋯⋯⋯⋯(‘24)

第一节共产党⋯⋯⋯⋯⋯⋯⋯⋯⋯⋯⋯⋯⋯⋯⋯⋯⋯⋯⋯⋯⋯⋯⋯·⋯⋯⋯”(24)

第二节．中国共产圭义青年团⋯-．⋯⋯⋯”，⋯一．．．⋯⋯⋯⋯⋯⋯⋯⋯⋯⋯⋯⋯··(26)

第三节妇女联合会⋯⋯“Q O0”⋯⋯"⋯·”t．．⋯·-⋯·⋯⋯·⋯⋯⋯⋯⋯⋯“⋯⋯·(27)

第四节农会贫协⋯⋯⋯⋯⋯⋯⋯⋯⋯⋯⋯⋯⋯⋯⋯⋯⋯⋯⋯⋯“⋯⋯．．．⋯⋯(28)

第五节，卫生工作者协会⋯⋯⋯⋯⋯．．，⋯一⋯⋯·⋯⋯⋯⋯⋯⋯⋯⋯⋯⋯⋯一··(28)

第六节工商联合会⋯一．．．．．．⋯⋯⋯⋯⋯⋯⋯⋯⋯⋯⋯⋯⋯⋯⋯⋯”⋯⋯⋯⋯·(28>

。第七节教育工会⋯⋯⋯⋯⋯⋯⋯⋯⋯⋯⋯⋯⋯⋯⋯⋯⋯⋯⋯⋯⋯⋯⋯⋯⋯⋯(28)

第八节科普协会⋯⋯⋯．．．⋯⋯一．．．⋯⋯⋯⋯⋯⋯m⋯⋯⋯⋯⋯⋯⋯⋯⋯⋯⋯(28)

?第四章重要政事记述⋯⋯⋯⋯⋯w⋯⋯⋯⋯⋯⋯⋯⋯⋯⋯⋯⋯⋯⋯⋯⋯⋯⋯⋯(29)

第一节 “青年学友互助会刀和反庹斗争⋯⋯⋯⋯⋯⋯⋯⋯·⋯⋯⋯⋯⋯⋯⋯”(29)

第二节 “抗捐军”在王泗的活动⋯⋯⋯⋯⋯一⋯⋯⋯⋯⋯⋯⋯⋯⋯⋯⋯⋯⋯(29)

第三节余“屠户刀草营人命——龚青云、袁老么遭到活剐⋯⋯⋯⋯⋯·小·⋯·(29)

‘第四节袁、孔火并⋯⋯⋯⋯⋯⋯⋯．．．⋯⋯⋯⋯⋯⋯⋯⋯⋯⋯⋯⋯⋯⋯⋯⋯⋯(30)

第五节 “四袁”大闹王泗营⋯⋯⋯．．．⋯·⋯·⋯⋯⋯⋯⋯⋯⋯⋯⋯⋯⋯⋯⋯⋯·(30)

第六节饶国华杀袁卓谋⋯⋯⋯⋯⋯⋯⋯⋯⋯⋯．．．⋯⋯⋯⋯⋯⋯⋯⋯⋯⋯⋯⋯(30)

第七节修碉堡阻击红军北上⋯⋯⋯⋯⋯⋯⋯⋯⋯⋯⋯⋯⋯⋯⋯t⋯⋯⋯⋯⋯”(30)

第八节修桑园机场⋯⋯⋯⋯⋯⋯⋯⋯⋯⋯⋯⋯⋯⋯⋯⋯⋯⋯⋯⋯”⋯⋯⋯⋯·(31)

第九节宣传抗日记事．．．⋯⋯⋯⋯⋯⋯⋯⋯⋯⋯⋯⋯⋯⋯⋯⋯⋯⋯⋯⋯⋯⋯⋯(32)

第十节反揭斗争始末⋯⋯⋯⋯⋯⋯⋯⋯⋯⋯⋯⋯⋯⋯⋯⋯⋯⋯⋯⋯⋯⋯⋯⋯(33)

第十一节地下党处决陈希林⋯⋯⋯⋯⋯⋯⋯⋯⋯⋯⋯⋯⋯⋯⋯．．．·j⋯⋯⋯⋯·(35)

第十二节组织游击队开展“二五减租”斗争⋯⋯⋯⋯⋯⋯⋯⋯⋯⋯⋯⋯⋯⋯(35)

第十三节 肖国珂被捕⋯⋯⋯⋯⋯⋯⋯⋯⋯⋯⋯⋯⋯⋯⋯⋯⋯⋯⋯⋯⋯⋯⋯⋯(35)

第十四节玉泗解放⋯⋯⋯⋯⋯⋯⋯⋯⋯⋯⋯⋯⋯⋯⋯⋯⋯⋯⋯⋯⋯⋯⋯⋯⋯(36)

第十五节黄述廷闹“皇帝”⋯⋯”：⋯··：⋯，r：⋯”：”：¨⋯⋯．．．⋯⋯⋯⋯⋯⋯：···(36)



第十六节征 粮⋯⋯·⋯⋯⋯⋯⋯⋯⋯⋯⋯⋯·⋯⋯⋯“⋯⋯⋯⋯⋯⋯⋯⋯··(37)

第十七节抗美援朝⋯⋯⋯⋯⋯⋯⋯⋯⋯⋯⋯．．．．．．⋯··⋯⋯⋯⋯⋯⋯⋯”⋯⋯．．(37)

第十八节漪程、反霸、减租、退押⋯⋯⋯⋯⋯⋯⋯⋯⋯⋯⋯⋯⋯⋯⋯⋯⋯⋯(37)

第十九节土地改革⋯⋯⋯⋯⋯⋯⋯⋯⋯⋯⋯⋯⋯⋯⋯⋯⋯⋯⋯⋯·⋯⋯⋯⋯”(37)

第二十节镇压反革命⋯⋯⋯⋯⋯⋯⋯⋯⋯⋯⋯⋯⋯⋯⋯⋯⋯⋯⋯⋯⋯⋯⋯⋯(40)

、第二十一节宣传婚姻法⋯⋯_⋯⋯⋯⋯⋯⋯⋯⋯⋯⋯⋯⋯⋯⋯·⋯⋯⋯⋯⋯”(40)

第二十二节人口普查⋯⋯⋯⋯⋯⋯⋯⋯⋯⋯⋯⋯⋯⋯⋯⋯⋯⋯⋯⋯⋯·⋯⋯“(40)

第二十三节农业合作化运动⋯⋯⋯⋯⋯⋯⋯⋯⋯⋯⋯⋯⋯⋯⋯⋯⋯⋯⋯⋯⋯(41)

第二十四节粮食统购统销和“三定”⋯⋯⋯⋯⋯⋯⋯⋯⋯⋯⋯⋯⋯⋯⋯⋯⋯<41)

第二十五节全民整风(即大鸣大放)⋯⋯⋯⋯⋯⋯⋯⋯⋯⋯⋯⋯··DIb⋯⋯⋯(42)

第二十六节王泗人民公社的建立⋯⋯⋯⋯⋯⋯⋯⋯⋯⋯⋯⋯⋯⋯⋯⋯⋯⋯⋯(42>

第二十七节 “清产”和反右倾⋯⋯⋯⋯⋯⋯⋯⋯⋯⋯⋯⋯⋯⋯⋯⋯⋯⋯⋯⋯(43)

第二十八节贯彻十二条紧急指示信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43)

第二十九节甄别干部⋯⋯⋯⋯⋯⋯⋯⋯⋯⋯⋯⋯⋯⋯⋯⋯⋯⋯⋯⋯⋯⋯⋯⋯(43)

第三十节旧债豁免⋯⋯⋯⋯．．．⋯⋯⋯⋯⋯⋯⋯⋯⋯⋯⋯⋯⋯⋯⋯⋯⋯⋯⋯⋯(44)

第三十一节农业学大寨⋯⋯⋯⋯⋯⋯·⋯⋯⋯⋯⋯⋯⋯⋯⋯⋯⋯⋯⋯⋯⋯⋯“(45)

第三十二节 “八·四事件”⋯¨⋯⋯⋯⋯⋯⋯⋯⋯⋯⋯⋯⋯⋯⋯⋯⋯⋯⋯⋯(45)

第三十三节城市知识青年下放⋯⋯⋯⋯⋯⋯⋯⋯⋯⋯⋯⋯⋯⋯⋯⋯⋯⋯⋯⋯(45)

r第三十四节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各项政策⋯⋯⋯⋯⋯ll·00·(46)

第三十五节纠正冤、假、错案，摘掉地、富、反、坏分子的帽子及改变地、
、 富子女成份⋯⋯⋯．-．⋯⋯⋯⋯．．．⋯⋯⋯⋯⋯⋯⋯⋯⋯⋯⋯⋯⋯⋯(46)

第四篇经 济

第一章农 业⋯一⋯⋯⋯⋯⋯⋯⋯⋯⋯⋯⋯⋯⋯⋯⋯⋯⋯⋯⋯⋯⋯⋯⋯⋯⋯(47)

第一节生产关系的变革⋯⋯⋯⋯⋯⋯⋯⋯⋯⋯⋯⋯⋯⋯⋯⋯⋯⋯⋯⋯⋯⋯⋯(47)

第二节农副土特产⋯⋯⋯⋯⋯⋯⋯⋯⋯⋯⋯⋯⋯⋯⋯⋯⋯⋯⋯⋯⋯⋯⋯⋯⋯(49)

第三节农田基本建设⋯⋯⋯⋯⋯．．．⋯⋯⋯⋯⋯⋯⋯⋯⋯⋯．．．⋯⋯⋯⋯⋯⋯⋯(50)

第四节水利设施⋯⋯⋯⋯⋯⋯⋯⋯⋯⋯⋯⋯⋯⋯⋯⋯⋯⋯⋯⋯⋯⋯⋯⋯⋯⋯(50)

第五节农业技术的推广和运用”⋯⋯⋯⋯⋯⋯⋯⋯⋯⋯⋯⋯⋯⋯⋯⋯⋯⋯⋯(51)

第六节农具和农业机械⋯⋯⋯⋯⋯⋯⋯⋯⋯⋯⋯⋯⋯⋯⋯⋯⋯⋯⋯⋯⋯⋯⋯(57)

第七节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57)

第八节沼气的推广和应用⋯⋯⋯⋯．．．⋯⋯⋯⋯⋯⋯⋯⋯⋯⋯⋯⋯⋯⋯⋯⋯⋯(59)

第九节多种经营⋯⋯⋯⋯⋯⋯⋯⋯⋯⋯⋯⋯⋯⋯⋯⋯⋯⋯⋯⋯⋯⋯⋯⋯⋯⋯(59)

第二章工业、手工业⋯⋯⋯⋯⋯⋯⋯⋯⋯⋯⋯⋯⋯⋯⋯⋯⋯⋯⋯⋯⋯⋯⋯⋯⋯(65)

第一节概 述⋯⋯⋯⋯⋯⋯⋯⋯⋯⋯⋯⋯⋯⋯⋯⋯⋯·⋯⋯⋯⋯⋯⋯⋯⋯”(65)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手工业⋯⋯⋯⋯⋯⋯⋯⋯⋯⋯⋯⋯⋯⋯⋯⋯⋯⋯⋯⋯⋯⋯(65)

第三节新中国时期的工业和社办工业⋯⋯⋯⋯⋯⋯⋯⋯⋯⋯⋯⋯⋯⋯⋯⋯⋯(66)

第四节社队企业的组织机构及工人福利情况⋯⋯⋯⋯．．．．．．⋯⋯⋯⋯⋯⋯⋯⋯(68)

噩



第三章商 业⋯⋯⋯·⋯⋯⋯⋯⋯⋯⋯⋯⋯⋯⋯⋯⋯⋯⋯⋯⋯⋯⋯⋯⋯⋯⋯．．(69)

第一节供销社和“双贷店’’⋯⋯⋯⋯-．．⋯⋯⋯⋯⋯⋯⋯⋯⋯⋯．．⋯⋯⋯⋯⋯．(69)

第二节社会趔芝⋯⋯⋯⋯⋯⋯⋯⋯⋯⋯⋯⋯⋯⋯⋯⋯⋯⋯⋯⋯⋯”⋯⋯⋯⋯．(71)
第三节公社供销公司⋯⋯⋯⋯⋯⋯⋯⋯⋯⋯⋯⋯⋯⋯⋯⋯⋯⋯⋯⋯⋯⋯⋯⋯(71)

第四节集市贸易⋯⋯⋯⋯⋯⋯⋯⋯⋯⋯⋯⋯⋯⋯⋯⋯⋯⋯⋯⋯⋯⋯⋯⋯⋯⋯(73)

第四章．交通、运输、邮电⋯⋯．．．⋯⋯⋯⋯⋯⋯⋯⋯⋯⋯⋯⋯⋯⋯⋯⋯⋯⋯⋯⋯(76)

第一节道 路⋯⋯⋯⋯⋯⋯“⋯⋯⋯⋯⋯⋯⋯⋯⋯⋯⋯⋯⋯⋯⋯⋯⋯⋯⋯．(76)

第二节交通工具⋯⋯⋯⋯⋯⋯⋯⋯⋯⋯⋯⋯⋯⋯⋯⋯⋯⋯⋯⋯⋯⋯⋯⋯⋯⋯(76)

第三节运 输⋯⋯⋯⋯⋯⋯⋯⋯⋯⋯⋯⋯⋯⋯⋯⋯⋯⋯⋯⋯⋯⋯⋯⋯⋯⋯(77)

第四节邮 电⋯⋯⋯⋯⋯⋯O D—Dp⋯⋯⋯⋯⋯⋯⋯⋯⋯⋯·⋯⋯⋯⋯⋯⋯⋯·(77)
第五章财税，金融⋯⋯⋯⋯⋯⋯⋯⋯⋯⋯⋯⋯⋯⋯⋯⋯⋯⋯⋯⋯⋯·⋯⋯⋯⋯．(78)
第一节财 税⋯⋯⋯⋯⋯⋯⋯⋯⋯⋯⋯⋯⋯⋯⋯⋯⋯⋯⋯⋯⋯⋯⋯·⋯⋯“(78)

第二节金 融⋯⋯⋯⋯⋯⋯⋯⋯⋯⋯⋯⋯⋯⋯⋯⋯⋯⋯⋯⋯⋯⋯⋯⋯⋯⋯(79)

第五篇文 化

第一章民国时期的各种文化活动⋯⋯⋯⋯⋯⋯⋯⋯⋯⋯⋯⋯⋯⋯⋯⋯⋯⋯⋯⋯(80)

第二章新中国成立后，各种文化活动⋯⋯⋯⋯⋯⋯⋯⋯⋯“⋯⋯⋯⋯·⋯⋯⋯⋯(81)

第三章民间文学艺术⋯⋯⋯⋯⋯⋯⋯⋯⋯⋯⋯⋯⋯⋯⋯⋯⋯⋯⋯⋯⋯⋯⋯⋯⋯(82)

第四章体 育⋯⋯⋯⋯⋯⋯⋯⋯⋯⋯⋯⋯⋯⋯⋯⋯⋯⋯⋯⋯⋯⋯⋯⋯．⋯⋯”(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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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 述

第一章建置沿革

王泗，一人名，相传在明末一总兵姓王名泅，率部屯兵于此，死后葬于今影剧院后侧，

有墓碑上书“王泗将军之墓”。随即该处集市兴起，逐步发展成一场镇，名日“王泗营"。

民国建立乡、镇时便以王泗为乡、镇名，沿称至今来变。王洒墓予一九六一年被当地农民在

垦地时平毁，墓碑已作农家猪圈底面，字迹尤存。

据《大邑县志》载；大邑县旧制城内为中区，城外分为东、上南、下南、西，北五乡，

辖十九个甲，王泗属上南乡一甲。公元--]k五O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发生后，咸丰帝为了镇

压这一革命运动和加强对人民的统治，下令各地创办团练。大邑县在原分五乡十九甲之下，

设立团、百户、十户三级行政管理机构。分别设保、百户、牌首之职。一般每个甲辖几个

团；每个团辖几个百户；每个百户辖几个十户；每个十户管辖十来户人。

民国元年(1912)实行区团制，改上南乡为上南区；南一甲为南一区。区设正副区正j

团设正副团正；百户设甲长；十户仍为牌首职。废除总保职称。王泗则为上南区南一区，两

区之办事机构设于王泗营。

民国十五年(1926)刘自乾(文辉)任帮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整理各县团务。改保甲

局为团练局，将区正职改为团总，其它仍旧。

民国甘四年(1935)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办理保甲制，调整行政区划。废区建

乡，废区团制为联保制。乡的办事机构称联保办事处。设联保正、副主任，乡以下为保甲。

保设保长；甲设甲长。从此王泗由南一区改称为王泗乡。隶属大邑县第一区管辖。联保办事

处设在王泗营帝主宫内。

民国二十九年(1940)三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复令整编保甲，改联保制为乡保制。

下设保甲，管理体制仍旧。原王泗乡联保办事处更名王泗乡乡公所。乡公所仍设予帝主宫

内。乡设正、副乡长，下辖保甲及其职称不变，对全乡为十四个保，直至1949年底解放。

一九五O年初推翻旧政权后，建立乡治安委员会作为过渡性的行政管理机构，设正、副

主任，下辖十四个分会。属大邑县第四区管辖。机构设在尚河大队庹大院子。

一九五。年十月，成立王泗乡人民政府，设正、副乡长，将治安分会改为行政村，设

正、副村长。全乡共有行政村十四‘个，隶属关系仍1日‘，乡政府仍设在庹大院子。

一九五三年《选举法》、《组织法》颁布后，实行人民代表制，改乡人民政府为乡人民

委员会。人民代表由选民民主选举产生，乡人民委员由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设正、副

乡长。村则由乡人民代表编成小组，设正、副组长，主持该村工作。王泗乡人民委员会成立

后，从此王泗乡属第四区管辖。一九五六年第四区区公所撤消直属县管辖。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建立王泗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公社的办事机构为管理委员

会。乡人民委员会仍然存在，对外挂两个牌子，对内一套机构，由正，副乡长兼任正、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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