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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经历
一一忆邓小平一行到峨眉

任住友

1965 年初冬，原峨眉县委书记薛广全在重庆参加县委书

记以上干部会议期间，扫·电ÌJ~告诉我，邓小平和其它几位中

央领导同志要来峨眉山，要把接待工作搞好。当时任峨眉县

委副书记的我心情无比激动，当即表示:一定负责做好接待

了.作。

i这次来歧眉山的有邓小平和夫人卓1馨、李井泉和夫人肖

果、李富春、薄一波、吕正操，时间只有一天。

磷保万无一失

乐山地委常委、公安处处长刘继智，副处长周大模在红

珠山宾馆组织召开接待邓小平一行的筹备工作会。我和红珠

山宾馆、峨眉山文管所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共二卡多人参加

了会议，会议对安全M]J~I作进行了部署。

要求从燕岗火午挝i至报国寺和红珠山宾馆的道路、桥

梁、函WîJ作安全检查，邓小平同志视察期间，每华里安排一

豆工人分段负责保卫工作。从燕岗火车站至红琼山、从峨眉

重金口河，沿线实行交道管棋，必须做到绝对安全，万无一

失。

乐山地委、行署接见在燕岗火车站进行，峨眉县党、政

人员的接见在报匾守门口进行，本件任何形式的安排。食宿



由红珠山宾馆负责。

璋忘的捷克

我们从上午八点到报国寺等候。一些群众也不怕瘦劳，

不怕寒冷，怀着对邓小平同志崇敬的心情耐心等待。最感人

的是西南交大的一拉副校长，他体重 95 公斤，走路 1--分不

便，样根拐杖，直到见到了邓小平同志才满意市去。有少量

游客和僧众以及接见人员共约五十多人等到午后三点多钟。

邓小平同志一行在燕岗火车站会见了地委常委、好署专员斗

光字、副专员李兆亮后，斗返回了乐白，由李兆亮陪同，乘

奔驰高级轿车来到了报国寺门前。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与我、

县委副书记唐月池、副县长何图琴一一握手。

游览报国寺

从报国寺进门后，只见红越高照，香烟缭绕，呈现出一

片香火兴旺旅游繁荣的良好景象。进入弥勒殿，有弥勒佛像

一尊，李井泉同志高声说道"我前次来未注意这副对联一一

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都之一笑，众人转目看下联‘大肚

能容容天容地于人无所不容'。"当即薄一波风趣的问z"弥勒

佛的JJ1子为什么那样大 7" 李宫春答z"可能是多吃多占吧。"

众人哄堂大笑，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进入大雄宝殿，邓小

平民志身体较胖，上台阶时左右都有人搀扶，此殿台阶为)\

级，最长的普贤殿为三七四级，邓小平等领导均已是花甲老

人，却依然个个精神饱满。吕正操同志问一老和前高寿，和

高答 74 岁了，李富春赞扬说"你天天吃斋饭，摆好的长寿

之道J 进入普贤毅，领导们观看了字画和动植物标本。乘车

到红珠山宾馆歇息。 E天气寒冷，电炉升温室内达不到 25

度，只好乘车运1m燕岗火车站食宿，第二天除李富春雨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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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应，其余人员赴金口河八-(1:g厂视察，

座谈会

李富春同志为体察员悟，了解端!昌县城的市容市貌，临

时通知我1fJ召开党政干部会议。到了城区，李富春叫司机开

车到县委，他一个人在街上体察员惰， í呆E人员不知李富春

到哪里去了，赶紧派人在大街上四处寻找，结果在现在的中

百商场处找到了李富春，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座谈会上，我汇报了全县工农业生产情况。在汇报农业

生产增产幅度不大时李富春感到很惊奇，他询问大"四清"

解放生产力为何增产不大，我们无言以对。李富春当在]J作出

两点指示:一是必须下大力气捏农业生产搞上去，争取要有

更好的枚成:二是要对人民群众进行无搏论的教育，普及科

学知识，使其远离迷信，崇尚科学。

邓小平总书远来峨署和八一回厂，除解决八一回厂的有

关问题还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成立金口河区〈县级);

二是将乐山行署迁至峨眉县九里乡靠近火车站。窝项决定西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雨未能实览。

邓小平一行中央领导干部来饿眉山，有人民是来了半个

党中央，虽然夸大了点，但这样多的中央领导一同来域眉山

视察确实很难得，时闰虽短，意义深远，为峨眉山写下了光

辉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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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主席题名峨眉

郑必辉

1991 年 4 }j 15 日至 2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痛

江泽民第一次来川视察，曾程暂f亭留d钱?昌。

1991 年 4 月 20 日晚 9 时左右，江泽民主璋的专列，徐

徐驶停峨眉火车站，江泽民主席一行下午后，视察了峨眉火

车站。乐山市委常委、秘书长林蓉带队到城眉火车站，迎接

江主席一行，改乘几辆面包午和一辆警车，驶往乐山，当晚

住宿嘉;+1宾辖。

4 月 21 日上午，江主席一仔，在乐山市委书记郭金龙、

市长余国华等陪同下，从乐山港迎春门码头，上"嘉定号"

前轮，到乐山农村安谷乡被察， )1国水道在河面观看了乐山睡

佛、乐山大佛、三江汇挠和乐山城郭。下午，视察了长征制

药厂、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现看了"中国环流一号"装

置等。

4 月 21 日晚 9 日寸左右，江泽民主席从乐山乘车来到峨

眉，在峨眉火车站稍事f亭留。听取了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的简

要分绍，肤然题名"江泽员，一九九一年匹月三十一泣，于

四 )11曦眉火车站'二带着对峨眉山银杏之情，乘坐在娥崽停靠

了仅一个昼夜的国家主席专列，告别了峨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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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天下秀，双福若茶香
一-双福镇茶对产业化发展纪实

若茶之乡，峨眉现福。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一业勃兴，百里富庶，

茶乡史话，源远被长。

支IJ世葫

峨眉古lr由与双福茶乡乃一跺相承，具有宜于茶叶生长的

拉特自然优势，民其地理位置优越，茶乡出拔高度在 1000 米

左右，气候适宜，旱立体分布，商景充沛，昼夜温差大，直

接受峨眉仙出气候影响，茶乡一山有四季"出顷雪未消，半

ÙJ翔存到，平坝热I良起，低丘制秋凉"年温差是"清明断

雪，谷黯断霜，山下tT谷，出上插秧"日温差是"早穿棉衣

"F-穿纱，烤着火炉fI乞西瓜"。茶乡是圣地，是酷暑中的一方凉

士-.是高寒中的一块温室，气候垣被垂直分布，受峨眉古IJ 山

之灵气，负氧离子放度很高，茶乡大气纯净清心，为茶叶生

长营造了理想的天然环境。夏秩多雨，冬存多薯，故茶乡又

有云雾茶之说，这是特点之一:其次是峨眉抽出植被渗出之

灵泉直接浸润茶乡腐植酸沃士被茶树吸收其精华，天然生长

良好，构成了"古lJ茶飘香"的独特地理气候优势。党的?一

届三中全会后，双摇镇党委、政府精心绘制"左专业住道

，路，发展特色经济"的蓝蜀，紧跟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

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这种得天独璋的自然优势哥大力扩展茶

园，撞广优质高产茶树。现己建成连片茶园 11000 余亩，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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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高山、中俄浅丘道道山梁部部葱葱，茶乡一片绿茵如烟，

漫无边际。双福镇采取"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正在继

续发展若品，特别是古入了名茶"竹叶青"名茶公司为后

盾，注入了大量资金、设施及科技投入，实行由名茶公司承

包连片茶园，以片带面的推广优质高产茶叶，科技种茶的先

进经验己深入茶乡各个角落，同时又充分运用自身拥有的

760 余名专业科茶的科技队伍，对每个片区的茶农进行定期

的技术指导。在如主制作中，为了多产合格的名位精品，又

引入了数百台先进的制茶机，又叉福的名品在"色、香、昧、

形"上己独领风骚，铸就了与众不同的"四大特色"。

(1)有住i茶族的纯净清爽淡雄之美:

(2)兼有高出云雾茶之香浓:

(3) 受负氧离子影响，号虫具没有纤尘污染，特殊天然淳

厚之美味:

(4) 因制作精良，保持了鲜叶所含营养素不受损害，叶

片悬针碧玉，汤色品莹，沁人心脾。堪称茶中"四绝"若品

中之娇娇者。故双福名茶逐渐受宠于大雅之堂，成为世界名

茶。凡对茶文化有兴趣者，莫不拱手称颂双福名茶之高雄。

可是，落后的交通条件却制约着茶叶产业的发展，双福

境内山岗起伏，过去交通|寸〉不便"天暗一把万、 r雨一边

稽，崎岖弯路多，荆棘满山坡，夏秋山洪大，冬春冰雪多，

挑抬上不去，背背又艰难，叫人能听觅，克面要半天。"是双

福交通旧貌的写照。"若想要脱贫，除非修大路"是双福人的

共识。 1998 年双福镇党委、政府制定了"茶叶牵头、协器发

展"的战略规划，实施"茶业牵头、农业垫基、发展工贸、

建设集镇"的方案，在上级党政领导支持下筹集资金，经过

全镇人民努力，艰苦奋斗，全镇 19 个自然村锋筑了三 1-)\.条

公路，全长百余公里，另有 16 条m耕道，全长 50 多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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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己实现了村村通公路。 1999 年，现福镇兴修了一座占地

1500 平方米的汽车站，乡村公路正在变成水据路面连接了沿

线的铁路和省道 103 线，汽车可以直通到深ÚJ峡谷之中。双

福镇己成为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成琵铁路在现福设有客

运、货运站、西敢、 J 11航开办了航空托运处，为双福茶叶产

销提供了优越的运输条件，建起了大西南第一茶叶市场。在

实现茶叶产业化建设中，双福镇现已拥有茶缸 110∞余亩，

引入若茶"竹叶青"为发展龙头，仅以 2000 年为饵，茶叶产

量己达到 1000 吨，其中在茶在j 占 95 吨，产值达 2760 万元，

仅此一项为茶乡农民人均增收 1600 多元，茶农己尝到手中茶致

富的甜头。双福镇己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茶叶集散地之一，

每年在此成交的若茶"竹叶青、峨器"等达 50万公斤，其中

慕名雨来的周边地区雅安、成部、乐山、宜宾、沐川、洪

雅、夹江等的采购茶叶约占年销量的三分之二，交易额己逾

亿元。每年春茶期各地茶商 2000 余人云集双福，形成了宏大

规模的大西南茶叶市场。大西南.茶叶市场名不虚传。每年通

过铁路、公路、空运等直销省外的名茶达 5000 余吨〈其中精

品 600 吨、绿茶 4500 日妇，年交易额在亿元以上。为了培育

茶叶市场的发展，从 2000 年 3 月开工锋建的1.2 万平方米

〈约占地 50 亩〉茶叶交易市场，己建成 1500 平方米大彩棚

交易厅→令，茶叶批、零门市 180 个，摊位'.200 个，住房 40

套，即将完工投入使用的写宇间、展销厅、会议室等 30 间，

如 τ.区占地 18 亩己按照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己建成四家茶叶

加工厂。第二期工程扩建 120 亩面积的如工、仓储区为茶叶

大户提供转口方便。双福茶叶市场已形成了采搞、如工、制

作、营销、科技开发一体化的生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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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渠垣管理今昔谈

张朝荣

解放前i堆摇什么官都有人争着:巧，甚至买来当，唯独

"堪宫" (渠堪工程管理负卖人〉半路:骂。这75中的原因，一

说便知晓:

"勤岁锋，保灌溉"是堪长了.作的重要内容。:与堪长..ø、

须在每年农历三月初-u前完成岁修塞堪。寻 i 水入渠，至六

月裙一日肉， 1故至lJ渠道畅通，灌i镜自如。要完成这一任务，

时间紧迫。经费空虚，实乃"巧媳难为无米之炊"。

渠堪岁修工程所需资金是由用水户接受益出自平摊。出

堪长向各沟、段长登门串户收缴，因时间仓促，只能边收边

施工。到年终将投支决算立薄登记。歧款之事总少不了挂皮

寐娱。

如之渠堪TiJ呈，往往意外事故多。由于旧有渠堪τ:程简

蝠，不能抗洪，山洪暴发，往往渍坝、崩堤。肉资金空虚，

堪长必须垫贴、或借支解决，抢时修复。是为忧虑苦恼。如

民国 30 年(1941)峨眉城"四时通"老板黯某肉在麻萌堪购

置田租 3 石，被撞举为堪长，由于洪水冲垮河坎，影响渠道

安全，逼迫赔偿 3000 余元修复了结。

再者灌溉问题难免争水纠纷，就石匣堪而言，因水源不

足。·经常发生群架斗殴事件，堪t支担琼受怡。举一例以明

之。员菌三 I .五年( 1946 年〉囚月三 1- 口城报刊载"峨眉

古-龙、乐山括:溪乡一带均在古龙之堪水灌溉，是年同古龙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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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水设备尚未完成，而符溪乡所插秧苗急待需水，便于本月

中句集合农τ: 200 余λ，手持农具前往青龙斗殴，古龙无备

致敬损伤者颠多，翌日 IIP告于峨眉县府，于本月 1-七日朱县

长前往青龙召集攻方代表从中调解，结果肖称圈满。青龙代

表己允开堪，一场风坡，遂告解决押。

综上所述，当堪长劳神费力。奔跑于海渠不讨好，还得

垫钱贴米，弄不好可能遭娘家破产之苦，自然谁都不愿当堪

长。

为避水利士程无人管理，只好来个"大家马JL大家骑"

推行堪长轮换制。~民国三-1-三年〈公元 1944 年〉石国堪上

堪因接卸堪长争执，经古龙乡公所主持研讨用报换方式轮换

堪长，制定出青龙乡石屋堪鸟堪i陆对规约，报经峨眉县政府

批准，发出1þ告。其文曰:

"案查县属青龙乡石屋堪上。下握各分十单，共计二卡

单，溯自该堪于前代定立堪旗，~迄于今，在下十单内，历

年报换堪长，因经费比较有着，所以颇少争执:唯有上十单

堪内，近读以来，撤换堪长，人事经费闰题既多争执，复又

好讼，纠纷无己，二牛二府为整治该堪农出水利及息事宁人计，

特予费订临时主理约四项，九八条，除存查外，合亟、令行该

乡去口照，并布告周知，若即遵有所订规约" (摘峨眉水电

志)。规约规定每属于每年农历正月部一日辰刻，由上。下「

单推报堪董工人，总理堪务，任期二年，一经撞报，不得推

卸，违者严究。同时规定每年子农历正月初一日展刻报换各

单堪长，任期一年。

其它堪的报换办法，亦是大同小异。

解放后， I口堪长制己不适应农业大发展的需要，约束着

广大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 1951 年 1 月全县水利代表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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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决议，县、区级水利工程成立"某某堪农民水利协会飞乡

级工程由乡指定专人负责:同时，分河系建立"某某河农民

水利胁会，推选 3 至 5 人，世主任委员、总务、工务组:河

系则以县级工程为主，只在临江、符汶两河成立，推选 5 至

7 人组成办公室，均不脱产，为义务制。迄至 1953 年经地区

通知，统一更名为"堪务管理委员会" (简称堪管会〉。这

时，除统一改换吊牌和印章外，并进行人员整顿。着重是在

临江、符汶两河堪务管理委员会。每会由 7 人组成办事机

构。设主任委员，自主灌区营农业的区长兼任。副主任委员

分别是石臣、麻萌两堪担任。下分工务、总务短，集责主管

县级工程。督促本河系内各堪岁惨，防洪及谓解.用水纠纷等

工作，开始每河定脱产人员 4 至 5 人，其余为半脱产，办公

地址分别适于青龙场羊子市和峨眉城草爬市巷。至于各堪出

所灌乡按每堪定一管理员，不兢产给以适当误工补贴，从而

组成各河、堪的专营体系，以推动整个堪务工作，其发震、

壮大是随着水利建设的不断发展，历经"两改、一娓整拧，商

健全为"一所、两处"的管理机构，

"一改"是改自筹水费为征收黄谷，槌向国家征揭粮一

并入库。 1955 年 8 月县人民政府专门召开水稻区的区、乡、

村及堪管干部水利代表会讨论决定，由于这是一项新工作，

开始只在 24 条堪内首先实施。标准也不统一，一般每亩仅征

收黄谷 3 至 4 公斤，至 1958 年统一为 6 公斤。这一改革不仅

对工程所需资金有可靠保障:且对堪管人员减少很多扯皮与

麻烦事，是水利史上的一大成就。

"二改"是改临时性拦水坝为罔定性滚水坝. 1964 年在

全专区开展石河堪建进中，基组成石河握建设指挥部于水电

局，局长周开元主持工作，从石面堪、 i瞌江、柯:汶河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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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站出专人设立勘测设计、员才务、物资等组。担原有投资

投劳大、难度多的传统堪圾，改成混凝士格子，连拱及重力

坝型等。并在坝体上设计有能排能流的自动翻摆阔门，采取

出国家投资"三材" (水混、木材、钢材)，群众投劳办法，

由石面垣、临江、符汶河三个堪管单位施工，各吉完成本灌

区所规划的工程，历经三年共完成 30 余处，基本完成应改的

堪坝。从而给每年岁修工程节省出不少劳力、资金与竹木，

尤其在防洪上可安全渡汛，管理上也带来方便。

"一调整"是灌区的调费。通过 1958 年建成石面堪~对
符汶、 i悔江河两灌区提供了水量，发生了新变化。调整出农

吕远 6 万亩，新增了一个"乐山地区石面堪管理处" (后改名

跃进渠); 1963 年需次扩建龙门堪，引用符汶河水量1.5 立

来·秒，入临江河灌区，又发生一次变化，从临江河灌区调

整1.5 万言，于 1964 年 5 月又成立 u龙订堪管理所"于冠哦

场，增设管理人员 5 人。从此除地区跃进渠工程外，县属工

程己有"一所、商会"，计管理人员 19 人， (含水库管理

工); 1977 年工农兵水库一期工程结束，设立"自我握县工农

兵水库管理处飞由于灌区划分与管理复杂等露西，至 1980

年被撤销，并入龙门堪，这时灌区的调整，从临江河灌区捏

燕岗乡完全:1W入龙门堪灌区，从商达到每个灌区有了一定的

水源保障，管理也方便，机构更不重叠，而健全了。

随着水利工程项目的增多，管理人员大增，机构的庞

大，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实行体制改革，即符汶河堪管会，

下设三个管理站，改称"符汶河堪渠管理所":龙门堪管理

所，下设工所五站，改称"龙门堪管理处"临江河堪管会，

下设一新一站，改称"临江河堪渠管理处"主IJ今之"一所、

商处，对灌区渠堪实行有效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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