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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达县记忆》是中共达州市达川区委、达川区人民政府主办，达川区地方志办

公室主编的一部大型画册。 收录达县撤县设区前的史实及县级机构、乡镇概况。

二、时间断限:重点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相关史料，部分内容适当上溯和

顺延。 县级机构、乡镇以始置时间为上限， 2013年9月 2 日为下限。

三、 排序 : 机关单位排序根据历年《达县年鉴》顺序排列，一般不表示其地位和规

模，乡镇按四川省民政厅公布的政区代码顺序排列。 名称以单位公章名称为准。

四、图片录人:时任县委、 县人大、县政府、 县政协主要领导人用单人照;各单位

时任领导班子成员用集体合影 一般不收录单人照。 图片主要由相关单位提供，部分图

片选自影集《历史的足迹》 。 所有图片均未署名摄影者。

五、本画册相关资料，根据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的要求，由各相关单位指定

专人收集撰写，并经各相关单位领导审核、 单位盖章，数据和事实准确可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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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达州市达川区

区委书记件@裁
这州市这川区人民

政府区妖旬建~

明洪武九年( 1376 ) 四月，达州降州为县，名曰达县。

, 

..... .... 

达县维川东之绣壤，实西蜀之名区" 。 物产富饶，民逾百万 ; 民风淳朴循分守礼钟

灵毓秀，贤哲辈出，文经武略国史彪炳，英烈卓行芳徽永晤。 至若历代政治得失、 物类盛衰、 人丁增

减、 文化沿演，以及生态、兵赘、 灾异、风云诸变，见于志乘者史实历历，殷鉴昭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坚持科学发展，发挥区位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城市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完善市场体系，提高

服务质量，各项事业长足发展。

2013年6月 28 日，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撤达县， 置达州市达川区。 是年9月 3 日，正式

授牌授印。 至此，沿用六百余年的达县之名虽成为历史，但达县的变迁在民众心中留下永恒的记忆。

有鉴于此，为传承文明、 记录历史、 弘扬文化、 服务社会、 借史鉴今、启迪后人，中共达州市达川区

区委、达川区人民政府决定编篡记录中国历史文化名县一一达县的史实性文献《达县记忆》 。

《达县记忆》是一部具有史诗般纪念意义的大型画卷。 她全面、 准确地收录达县撤县设区前的史

实及县级机构、乡镇概况。 分为 《机关》 、 《 团体》、《乡镇》等篇。 煌煌数万言，图文并茂，设计

精美。 凝历史之精华，聚发展之大成，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

存史资政，以启未来。 ~达县记忆 》 的付梓，有利于抢救我区珍贵的历史文献，传承和研究历

史;有利于提高优秀传统文化的受众面和影响力;有利于全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诚为盛

世之举也 !

本画册在编辑工作中得到各级领导和全区各部门的积极支持，诚挚感谢全区有关单位和个人为编

辑 《达县记忆》 付出的心血和辛勤劳动!

二0一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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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中文名称 达县 地理位置 四川东北部，大巴山南麓

汉语拼音名称 D a xian 面 积 2552平方千米

行政区类别 市辖县 人 口 137 . 51 万 ( 2012年)

所属地区 四川省达州市 方 -在习 西南官话一成渝片

下辖地区 21个镇、 43个乡 气候条件 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政府驻地 南外镇远达东路288号 著名景点 真佛山、石桥列宁街、九龙湖

电话区号 0818 机 场 河市机场

邮政区码 635000 火车站 达州站

达县，明洪武九年( 1376) 达州降州为县，取其首字得名 。 位于东经1060 59'57"-1070 49'55" , 

北纬300 49' 18"-310 32'55 " ，东与宣汉县、开江县相邻，南与大竹县、重庆市梁平县交界，西与渠

县、巴中市平昌县毗邻，北与宣汉县、巴中市平昌县接壤。 是全国闻名的革命老区 ， 国家商品粮基

地，四川省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强县，川东北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

达县历史悠久。 春秋时期属古巴国， 秦和西汉隶属巴郡右渠县，东汉置宣汉县，梁称石城，隋

号通J 11 ，明曰达县， 2013年国务院批准撤销达县，设立达州市达川区。 迄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

达县交通、通讯发达。 襄渝铁路、达成铁路、 达万铁路、达渝高速公路、 210国道贯通境内，

乡村公路四通八达，水上运输四季畅通，河市机场航运通达，织就了达县纵横交错的立体交通网

络。 邮电通讯进入国际通讯网络。

达县山河秀美。 境内山峦叠翠，河溪纵横，是嘉陵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徐霞客笔下的"西南奇

胜" 。 铁山山脉横亘于中，巴河蜿蜒西北，州河萦绕古城。 铁山森林公园群峰叠障，林海茫茫;九

龙湖奇洞通幽，小岛星罗;真佛山庙宇雕梁画栋，古柏苍松， 属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 ; 景市玉佛寺

石塔双峰并立，似玉柱擎天，称雄西南。 石桥列宁街集红军文化、古牌坊文化于一体，被誉为"中

国红色第一街梓桐"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植联，人称"红色第一联" 。

一方水土，一方文化。 秦、汉之世，境内已有独特的巴渠文化，先民踏木牙，唱竹技为乐。 兴



概

学校以"蓄才德，兴贤能，维人心而励风俗。 "唐代， 一些骚客学者尝与著名诗人元横唱和。 元横

在通州所作的"感怀世事变迁"的《连昌宫词》为世人称道，通州得以驰名 。 韩混任通州长史，临

巴牛绘 《五牛图》 成绝世珍品 。 宋代，有"金榜题名"进士32名，其中杨晨、杨景、杨早兄弟三人

时号"三杨"名显朝野从祀乡贤" 。 南宋，冯氏父子所铸的太平兴国禅院鸿钟"质大声宏

近千年存世不锈。 明代有进士17名，卫承芳历仕三朝，职掌户部、吏部清白自矢史称"三

朝元老"、 "一代醇儒" 。 李长样膺南明兵部侍郎，著 《天问阁文集》 为北京图书馆收藏。 清代除

设府学、县学外，先后设立书院28所，造就进士 11名， 举人61名，武举44名， 贡生238名 。 清初著

名思想家、政论家唐班"贯综经史，扬榷风雅" 。 著《潜书》九十七篇上观天道，下察人事，

远正古迹，近度今谊，根于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谋其政"蛮声中外。 著名教育家刘行道，曾任

教于京师大学，参与"公车上书所著《蜀事之急论》、《川东赈荒善后策》等极具革命性和人

民性。 近百年来的当代教育，培养出致力于振兴中华民族立德、立言、立功的各界优秀人才。

达县是革命老区。 1927年秋，中共党员唐伯壮、张元昌、张鹏章等在境从事地下活动，次年2

月，在境党员在蒲家场建立支部;秋，在县城大北街建立县委 ， 建立中共缓定委员会。 其后组织机构

几经演变和转移。 1933年冬红四方面军进军达县，约2万人参加红军。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地下组织领

导群众从事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斗争。 30年的忘我奋斗，孕育出开国上将2人，另有少将军衔

及同等职级的10余人，有2985人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达县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奋力推进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人力优势、民资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大力发展农业经

济、工业经济、民营经济和城市经济，全县工业化、 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水平快速提升。 2012年，

全县生产总值(GDP) 163.85亿元，全省排位第34名 。 其中 : 第一产业增加值44.74亿元、第二产业增

加值82.23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36.88亿元。 人均生产总值15101元。 财政总收入13.97亿元。 粮食产

量59.6万吨。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526元，农民人均纯收人8016元。 县属规模以上工业实现

工业增加值43.73亿元， 工业经济综合实力居全市第一位，基本形成能源化工、 煤炭冶金 、 丝麻纺

织、绿色食品、建筑建材、机电设备等为主体的工业体系。 防火卷帘门 、 五十铃汽车油封、通川大

曲等获部优产品 。 全县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完成96.36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66.08亿元。 达

县正逐步成为川东北经济增长较快、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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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2年( 1943 ) 达县行政区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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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历史事件纪略

姚、黄扰境 明崇祯七年( 1634 ) 和十三年，张献忠部两次攻达县城不克，退走" 。

清顺治元年( 1644 )始，川东北摇(姚)天动、黄龙及陕西袁韬、武大定与谭宏等民间武装集团

或称"四家或称"十三家时人又称之为"棒贼"、 "响马" ) ..相继窜扰达县。 "所

至焚毁，开坟墓 ， 甚至以人为食致 "井邑萧然，人烟断绝" 。 康熙十三年( 1674 )吴三桂

叛军攻占达县。 "贼去兵来，兵去贼来，循环旋转民不聊生矣" 。 十九年，乱军谭宏、

彭时亨踞达县城，为害亦烈。 时达州知州郭传芳已死，乱军竟开棺剥其衣。 清军总兵俞益漠率

部来境勘乱，年底乱定。 益漠"有无辜，宽胁从，安反侧，招流亡，禁封五谷达县暂时安

定。 但人口锐减，大片田地荒芜。

编联保甲 明末清初，战乱频仍，饥疫肆虐居民逃亡几尽。 乱定后 ， 惟明月、翠屏间

有土人百之三、四 。 "康熙初年始，政府大力推行"移民填) 11 "政策，奖励人川垦殖。 移民

"挽革为记，于指成界"占地落户 。 雍正五年( 1727 )始行清丈田土，报亩定籍。 七年清丈完

毕。 但人口却以成年男丁人籍，史无确数。 乾隆二年( 1737 ) ，清延为完善基层行政建置，伤

令整编保甲 。 达县编组清风、 明月 、翠屏、垂虹、宝芝5乡 。 各6保， 每保 10甲 。 另有楚清明翠

乡，保甲多寡不等。

徐添德"倡乱" 清嘉庆元年 ( 17% ) ，地方官府借奉旨清剿白莲教之机苛索教徒。 亭子铺

教首徐添德、王学礼等聚众"倡乱引发东乡(宣汉)王三槐、冷天禄，太平(万源)殷成富 、

冯升等纷起策应，窜扰川东北数十县。 次年，清廷相继调集数省军队以达县为指挥中心围剿镇压。

六年五月十六日，徐添德在紫阳任河新滩渡河溺死。 其他各部先后溃散。 自"贼"起事，至报勘

定，朝廷耗银二万万两。 七年，乱定之后，达州升为绥定府 ， 达县为附郭首县。

兴办团练 咸丰三年(1853)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清政府伤令各地兴办团练。 嗣后，云南

李永和、蓝朝顺率领的农民军临境，达县速办团练，号"安黎军曾在亭子铺甘草哑等地与

李、蓝农民军交战 。 同治年间始，达县各乡设军政合一的"团甲公所设乡团总(有时称

"区长" ) 1名，各场设场团总1名，各保备置武器，挑选壮丁于农闲或早晚操练，教官称"教

师" 。 大的场镇培训百余名 ，小者数十名 ，月 定操期，集合于各场会操讲习，时称"分区训



练受县城团局调遣指挥。 光绪二十年( 1804) ，地方官府奉令整办团练。 达县招募练勇

(常练) 160名，正式成为地方武装 。 各乡场兴办"挨门练"实行"寓兵于农以军摄

政。 10家为一排，设排头 50家为一甲，设甲长 5甲为一团，设团首(后称"团正" ) 。 民

国初年，仍实行团练与保甲合一体制，县城设护城团 。 县团局称谓数变。 民国 13年后，遵照

《 四川省团练章程 》 之规定，整顿团练组织。 如南外区团甲公所辖草街子、烂井坝、杨柳哑等

8个团 。 民国24年， ) 11政统一，废团甲制，实行乡保甲制 。

绥定"反正" 1911年6月四川爆发"保路运动时任达县议会会长、副会长的同盟会

员伍檐川、尹耀先、陈炳垄等人积极响应，成立四川省保路同志会达县分会。 开展演讲活动，

揭露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清政府卖国卖路的罪恶行径，强烈要求收回川汉铁路自筑权。 同

年 12月中旬，李绍伊次子李康侯带孝义军来达，与尹耀先、唐雅南等策动武装起义，组织民军

2000余人兵分6路，围城三昼夜，迫使知府杜本崇、知县广厚交印投降。 府县之事由县人自

治，达县宣告独立。 给围城民军发路费，遣散回家。

军阀割据 民国初年政局动荡，境无宁日 。 1917年 12月 3 日，开江人颜德基率部攻人达县

城，称"靖国军在城内设司令部，扩张势力，相继攻占川东北24县 。 次年 10月始，实行

"防区制以军摄政，颜直接任免行政官吏，自主支配辖区税收。 达县城俨然成为颜氏小王

朝的"国都商贸繁荣。 1921年，颜部被江防军击败，溃走。 1924年冬，川|陕边防督办刘存

厚割据达县、宣汉、万源、城口四县，在达县城设督办署。 据民国版 《达县志 》 记载，刘巧立

名目，随"粮" (田赋)征收，其"征敛之苛虐，则父死子押，兄逃弟囚，人民不堪其苦，有

捐田归公苛征不免者，有背负红契饿死城厢者，达县素有富庶之名，自此亦无力撑持，思乱者

众矣 。 " 1933年 10月 20 日，红军攻占达县城，刘存厚溃逃。

红军进军这县 1933年9月 30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师攻占达县石桥河场。

10月 19 日，红三十军占领达县城北蒲家场， 20日，分三路进攻达县城。 是日下午，刘存厚率少

数亲信从南门码头浮桥过河逃窜。 红军人城后建立苏维埃政府，动员民力运送缴获物资至通江

县。 11月，驻境红军在雷音铺、火峰山对围剿敌军发起反击。 在火烽山与敌军激战三昼夜，歼

敌千余，缴获甚多。 红军师长汪烈山在战斗中牺牲。 12月，红军撤离。 次年8月，红军再次进

军达县，在石庙场设达县苏维埃政府，前锋抵凤凰山牛尾寨。 是年冬，红军撤离县境。

实施新县制 1935年冬，达县推行") 11政统一"办法，清查户口，废除以往以军摄政、军

政合一的区、保、团 、 甲、排制，实行乡(镇)保、甲制 。 1940年正式实施新县制，废除联保

制 。 县政府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4科及国民兵团部和警察机构，集管(完善保甲制度，

贯彻行政法规，办理地方自治事务)、教(实施国民教育，加强抗日动员工作) 、养 (整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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