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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硐底镇志》从2007年起开始编写，在上级史志部门等的支

持和帮助下，历经5年，几易其稿，硐底镇的第一部镇志终于面

世了。

硐底镇历史悠久。早在明朝就已编为里，清嘉庆十三年(1 8 08)

正式设为硐底乡了(当时名为宁正乡，辖硐底、花滩、太平三个

场镇)，1 9 9 2年并乡建镇设置为硐底镇。其间，于1 966年1月硐

底乡管属划归珙县，1 9 8 1年4月又从珙县回归长宁管辖。

硐底镇位于长宁县西南边缘，距长宁县城40公里，全境以“三

山”、“两槽’’地貌为主，属典型的喀斯特石灰岩地区，天然溶洞

多，故称“硐底’’。硐底镇人杰地灵，物产丰富，尤以矿产资源为

最，为地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

本镇志主要体现了硐底镇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硐底镇党委、政府带领全镇人民

改造自然、奋发向上、努力创新、艰苦创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取得巨大的成就，硐底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有深刻了解和研究过去，才能为将来硐底大展宏图、繁荣

昌盛作出正确的决策。《硐底镇志》是一本上承历史、下记当代的

志书，较全面、客观地记录和反映了硐底镇的历史进程和面貌，

无疑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

值此《硐底镇志》出版之际，仅代表硐底镇党委、政府，向

为《硐底镇志》的编纂人员及提供支持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易 炜

丁志成

2 0 1 1年1 0月3 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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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硐底镇志》编纂凡例

一、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全面、客观、

系统地记述硐底镇政区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

与现状，发挥地方志的存史、资政、教化功能作用，促进经济社

会的发展，由硐底镇人民政府主持编纂《硐底镇志》。

二、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国务院公布的《地方法工作条例》

的规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进

行编纂。

三、断限年代：上起公元1 9 1 1年(辛亥革命)，下迄2 0 06年

1 2月，对历史沿革适当上溯。

四、志书内容：(一)卷首包括题词、地图、照片、序言、凡

例、篇目、概述、大事记(会议编年纪事、专题纪事)。以概述统

领全志，以大事记(编年)为纲，纵述历史。以专题分述本镇在

历史上发生重大事件。(二)设立五篇分志为纬，横陈历史与现状。

分为地理、政治、经济、人文和社会等篇。篇下设章、章下设节、

节下设目。按事业、行业分类。重点篇章前面有概述，文中附有

统计表及名录。(三)篇末记载编纂委员会、编纂工作人员及供核

人名录。

五、在记述中，做到经济与人文并重，详今略古。重点放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巨大成就。突

出地方特色、时代特色，力求科学性、思想性和资料性的三统。

六、收录入志人物，循志书通例。凡对本镇社会发展有过较

大贡献者，无论其籍隶何处，均应收录。已故者，立传入志，在



世者写成简介，或以事系人，或入名表。对于革命烈士、抗日殉

国、英雄、模范、专家、学者、名流、耆老以及县团级以上的党

政军负责人均应收录入名表。此外，对个别有代表性的反面人物

亦可收录，以示儆戒。

七、使用规范的语体文表述，力求行文准确、严谨、简明、

流畅。一律用第三人称客观记述。标点符号以国家规定为准。

八、采用公元纪年。如遇古代帝王年号，干支及民国纪年时，

应注明公元纪年。

九、地域名称及范围，以现行区划名称及范围为淮。古地名

后必须注明今名。第一次出现国名、政治运动、机关名称时使用

全称。并注明后文使用的简称。

十、各种统计数据一律以统计部门的数据为淮，用阿拉伯数

字书写。

十一、计量单位名称、符号均按国家技术监督局的规定书写。

涉及科学、工程技术的有关问题，按专业规定。

十二、条目序号用“一、二、三、⋯⋯，”子目用“(一)、(二)、

(三)⋯⋯"表示。

十三、有关国家军事机密等问题，按保密规定。

十四、资料来源主要有四：一是现存历史档案；二是镇属各

有关部门及设在镇内的有关厂矿、企事业单位提供；三是人民群

众提供；四是现存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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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地理

第一章建置沿革帚一早 连直7百早

第一节建置及隶属

一、建置前隶属

战国时为巴国地。①

秦属巴郡。②

西汉(前3 06—8)隶犍为君郡南广县。③

新朝(9—23)隶西顺郡南广县。④

东汉(25—220)复为犍为郡南广县。

三国(2 2 O一2 6 5)隶属朱提郡南广县。⑤

西晋(2 6 5—3 1 7)隶属未变。

成汉(31 7—3 33)隶南广郡南广县。⑥

东晋(3 3 3—4 2 o)仍隶南广郡南广县。

刘宋(4 2 O一4 9 7)隶属同东晋。

南齐(4 7 9—5 02)隶属同前。

萧梁(4 02—5 5 7)太清二年(5 4 8)被大姓瓒所据，置我州六

同郡南广县，今镇城隶之，且荒废。⑦

隋(5 5 7—6 1 8)文帝开室三年(5 8 3)被僚人所占据。⑧

唐(6 1 8—907)久视元年(7 o o)隶羁縻祥州庆符县。⑨

五代[前蜀(9 0 7—9 25)后蜀(8 34—9 6 5)】隶属关系沿袭诏

代。

注释：①《华阳国志·巴志总序》载“其地(巴子国)东至

鱼复，西至棘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长宁县志》载“战国

时大部分为巴国地"。《元合志》载“南夷蜀侯所理地”。②《长宁

县志》载“秦惠文王灭巴蜀后，置巴蜀二郡，今县境大体属巴郡”。



③《长宁县志》载“县南大体为犍为郡南广县”；《汉·地理志》

载“汉犍为郡群地"。④《长宁县志》载“犍为郡改名西顺郡”。

⑤《华阳国志·南中志》载“献帝建安二十年分犍为郡置朱提郡"；

“三国蜀汉后主延熙中(约2 4 0)割朱提郡置南广郡治南广县"。

⑥《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成汉玉衡二十三年(3 3 3)李雄定宁

州割朱提郡复置南广郡-治南广县。⑦《长宁县志》载“太清二

年(548)宁州被大姓瓒所据于原棘道地另置南广郡，同时置六

同郡⋯⋯戎州六同郡南广县占据今县境西北部和南部’’。⑧《长宁

县志》载“文帝开皇三年(5 8 3)僚人占据今县境南部"。⑨《先

和郡县国志》载“庆岭南符里三滨’’。

二、建置及隶属

宋(9 6 O一1 2 7 9)，初无建置，隶属沿于五代。政和二年(1 1 12)

建清平寨，于马踏沱岸火花洞筑寨堡。①仍隶祥州庆符县。政和

四年(1 11 4)徵宗朝升育井监(今双河)为长宁军，创武宁县②

为军治⋯⋯以地边夷落无复租税，割泸州江安县之育井监、祥州

庆符县之清平寨以助军费。清平寨始隶樟州路长宁军。(1 1 18)后

隶潼州路长宁军。

元(1 279—1 368)至元十二年(1 2 75)清平寨隶马湖路长宁

军，大德四年(1 3 00)清平寨属叙南蛮夷宣抚司马湖路飞领长宁

军所辖。泰定二年(1 32 5)改军为州时，马湖路改为叙州路，清

平寨隶叙州路长宁州，至正二十一年(1 36 2)红巾军在重庆建大

夏政权，辖长宁州，清平寨隶属大夏长宁州。

明(1 368—1 644)洪武五年(1 372)改州为县，清平寨隶属

叙州府长宁县，万历四十七年(1 6 1 9)撤寨为里，里名、治所无

史料记载。

清(1 644—1 9 11)嘉庆十三年(1 8 08)今镇域内有新堡乡、

黄桷乡、宁正乡之属地，硐底场隶宁正乡，乡治所亦无记载，同

隶长宁县。



中华民国(1 9 1 2—1 94 9) 初沿旧治，民国二十四年(1 9 35)

建硐底乡，治所置硐底场，隶属长宁县第一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 9年农历1 O月24日，解放硐底，建立硐底乡人民政府，

治所置硐底场禹王官，隶长宁县第二区。

1 9 5 1年分为三个乡，硐底乡人民政府置迎生泰；新堡乡人民

政置四合头；龙湾乡人民政府置三合头。同隶长宁县第二区。

1952年，硐底镇人民政府治所迁供销社旅馆

1 9 5 5年，硐底乡人民政府治所迁桂花湾(今中心小学)

1 9 56年，合并新堡、龙湾两乡为新堡乡人民政府，治所置川

主庙，硐底乡人民政府治所从桂花湾迁回供销社旅馆，隶长宁县

花滩区。

1 9 58年，合并硐底、新堡两乡，建立硐底人民公社，隶属关

系未变。

1962年，成立硐底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

1964年，在小船子建硐底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治所。

196 6年1 2月，硐底公社划归珙县管辖，隶珙县巡场镇。

1 9 6 9年，硐底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更名为硐底公社革命委员

会

1 9 8 0年，又改为硐底公社管理委员会。

1 9 8 1年4月，硐底公社又划归长宁县管辖，仍隶长宁县蓊滩

区。

1984年，硐底公社管理委员会又更名为硐底乡人民政府。

1 9 92年，建立硐底镇人民政府，政府所在地硐底场南湾(今

农贸市场)，隶长宁县。

1996年，硐底镇人民政府迁新区。

注释：①清平寨：《宋·地理志》载“县北三十里”《清统一

志》载“清平寨旧隶祥州，政和二年建，四年隶长宁军”。马踏沱



右岸石刻记“大梁赵周才李协之导江张温然，绍兴二年中秋日周

游试乳泉采菖莆草访水洞徘徊久之是日也霁色满空岩蛮璨卓副讨

谕差清平寨同守把主管官庄及道路巡检张德基保义及知清平寨管

官庄及道路巡检李文昌立石"。《长宁县志·民国版》载“楼神洞·去

清平寨三里泉自洞中流出宋中别驾罗雄飞题此名"。楼神洞(今七

坝老粮站大龙洞)。《长宁县志·民国版卷三·地理篇》载“左有

洞二日火药即清平砦日凉风为诸洞之冠”。②武宁县：《长宁县治

考》载“武宁本小溪口砦熙宁七年筑至是升为县"。

第二节境域

宋代政和二年(11 1 2)初建立清平寨，时为少数民族部落所

居，境域划分大多以民族聚居范围为依据，族姓时有兴衰迁徙，

因而境域屡有变迁，难以考正。

元、明两代有为蛮夷部落聚居地，境域划分无资料记载。

清嘉庆十三(1 8 08)境域初步确定。今镇域内当时置三个乡，

宁正乡、黄角乡和新堡乡。①宁正乡：东接黄角乡，南邻珙县文

聚乡，西与新堡乡毗邻，北与上安乡接壤；②黄角乡：东接开宁

乡，南领珙县文聚乡，西、北均与宁正乡毗邻。③新堡乡：贡、

南均与宁正乡接壤，西邻珙县仁寿乡，北与古贤乡毗邻。宁正乡

辖三个场，硐底镇、花滩桥和太平场。黄角乡、新堡乡内无场镇。

民国时期境域划分大体以场镇为中心置治所，合并黄角乡分

水岭以西，宁正乡的硐底场、龙湾铺和新堡乡为硐底乡，其境域，

东至分水岭干子门为界与龙透乡接壤，南至南广坡梁子梁心为界

邻珙县城镇乡，西至官庄坝芙蓉山脚，与巡场乡白皎乡穿插，北

至忠孝祠(今宁敢)与花滩乡毗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硐底境域沿袭民国。

1 9 52年，土地改革，与邻县、乡的飞花地互调，珙县七里乡



方碑村的火石坳两个乡划归龙湾乡管辖，新堡乡的桂花村划归麻

岭乡管辖。

1 9 5 3年1 0月，珙县白皎乡白岩村第九、十两组及巡场牌坊村

第九组共47户1 9 3人，田24亩，土1 5 0．7亩，划入龙湾乡管辖，

同时龙湾乡官庄村35 5户1 4 3 7人，田1 31 1亩，土5 32亩，划归

珙县管辖。

1 9 56年，合并新堡、龙湾两乡为新堡乡。1 9 5 8年，新堡、硐

底合并成一个公社。

19 62年，划出丰平片和民元片部分生产组和红光片归宁敢公

社管辖。

硐底镇境域屡经变迁，直至2 0 0 7年查四大界为：东接龙头镇

千子门以下为界，南与珙县珙泉镇相接剑竹湾、南厂坡梁子为界；

西与珙县巡场镇毗邻，以岩门口、桂花坳为界；北接花滩镇高滩

村、丰平、石梁、邓村等村，玉皇山梁子和柏香湾为界。幅员面

积5 O．8 6平方千米。

第三节政区

1 9 3 5年，民国政府颁布保甲法，编1 0家为甲，1 0家为保，5

保以上联保办公，当时全县共分3个区，2 1个联保办公处，共365

保，硐底分辖2O个保。
1保 街上 11保 四合头

2保 乐少团 12保 水翻坳

3保 唐 坝 1 3保 黑狗屋基

4保 龙 湾 14保 观音寺
5保 大村头 15保 陇坡

6保 水井坝 1 6保 龙畔溪

7保 官庄坝 17保 莲花坪

8保 桂花坳 1 8保 水潮口

9保 立坎塘 19保 太平寺
10保 毕家湾 20保 三星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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