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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观今鉴古，继承中国的历史遗产。在政治、经济、社

会、军事、文化及科学技术等方面提供可以借鉴的历史资料，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

伐，编修地方志就成了我们的一项光荣任务。

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二大精神鼓舞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全面开创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政治安定，经济活跃，人心振奋，前程似锦的大好形势下，“中

兴乡志与广大人民见面r。这里，我代表公社党委向参与、协助支持编写社志的有关单位

和同志们、老师们，社会各方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一年多来，在县委、县府的领导下。在县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我们编写乡志中，始

终坚持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秉笔直

书，并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编写了一部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比较统一，全

面记述本乡近百年来的政治、经济、文教、卫生、人物、历史大事为内容的“中兴乡志”。

但是，有的年代由于史料久远；难于回忆；有的资料不全，无以查考，有的众说不一，费颇

费推断。加以诸方面条件有限，故遗漏，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7●c、t，、、，

中共中兴公社委员会书记 子兀六

王泽和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于中兴场

说 明

一、本乡志上限为一九一一年，下限为一九八一年，(建置、地理、文物等例外)本着

详今略古的原则，侧重建国后的三十二年。

二、本志体例包括志、图、表、记、传、以志为主，记述有据，行文忠实可信。

三、体裁一律用白话文体，行文分段、标点、说明加注。论述简明扼要。

四、本志对人对事一概秉笔直书，对人称谓一律直呼其名，不为遵者讳，不为亲者讳，

不为贤者讳。

五、历史现代一律沿用旧称。如：明、清、民国等；不加政治性定语，如： “敌”“伪”

等字样。

六、对帝王称其年号，如： “光绪”，“宣统”等。

七、重见史实注明出处，分清主次，叙述有详有略。

八、记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历，成立前用旧历，但在括号内注明公历年

月。

九、地名，均采用普查后的名称，论述过去之事涉及到古地名时，在括号内注明现在名

称。

十、行文中记数均用亚拉伯数码，但建国前记年赔用中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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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良金

张国根

王泽贵

王泽和

沈光富

刘建伦

编写人员名单

主笔 王泽和

协修 王才友

采访 邱元清

王仲之

绘图 王泽和

摄影 富洁明

县志办公室
审校 王纯五

马光友

责任编辑 周启元

审 定 杨增宏

打 字

校 印

装 订

易由根

黄朝彬

李朝立

艾德勋

成友才

胡学述

恩观棣 陈从根

郑茂怀

李开荣 沈昌文

尹德全

屈锡永

马仁海

概 说

高尚钦

付学全

中兴乡位于灌县城南1 0公里，面积45．75F方公里。东界金马河与土桥乡隔河相望，

西靠赵公山与泰安接壤，南临大兴公社，北面玉堂公社，东坝西山，各占一半．

中兴人民公社建置中兴场上，有人口24165X，主要为汉族。下辖、永胜、永安，梓撞

红旗、沿江、慈云、和乐、新益，九龙、上元、横山、金井、三溪，两河、梅花、革新、
等1 6大队和1个场镇居委会，计141个生产队。

社队企业有电站、电管所、小水电站，农机厂、农机修配厂、建筑队、土石方工程队．

服装社-地毯厂、砂石厂、石灰厂、茶厂、漆厂、蒸汽砖厂、等单位。有职工458人，拥有大

小型机车140辆·有公社中学一所，小学15所，电影院一座，公社医院畜牧兽防站各一所。
村医疗站12个，商业网点16处。

黑石河、沙沟河纵贯全境，石孟江来自西山，沟渠交错、自流灌溉，土地肥沃，物产丰

富，东坝主产水稻，小麦、油菜、川芎、有水田19870．1，亩；西山主产玉麦和茶叶药材有沙

早山地4074．7亩，其他7163．8亩(果林地自留地、宅基)林山荒坡等37"．447．4亩。

崇灌公路顺穿中心，灌青、中泰公路向西伸展。有机耕干道6条，长22．5公里；及杌薪
支线数十条，交通方便，市场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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