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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镇区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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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办公大楼



新民镇政务公开栏

新民镇卫生院

政府餐厅



新民镇客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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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

启下的千

有省志、

新中

指引下，

义经济建

伟大历史

确提出，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主持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新的观点、材料和方法，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的

编纂工作。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知得失。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党和政府的这项英明决

策，实为发扬祖国优良传统，服务当代，功在千秋的伟业盛举。

犍为县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主持下，从1999年起，全县掀起了

编修部门志、乡镇志、学校志、企事业志的热潮，为本县有史以来所

罕见，亦是本县社会全面进步的象征。为此，本镇秉承省、市、县政

府相继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精神，积极投

入此项继往开来、利国利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于1999

年伟大祖国50周年大庆之日，着手筹备《新民镇志》的编纂事宜。

2000年开始撰写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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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来，在上级修志机构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关心与支持

下，新编《新民镇志》将顺利完稿，并期于新世纪头年付印出版。值

此深入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祖国九五计划胜利完成，十五计划良好

开端的欢庆之日；家乡编印第一部地方志，是3万多新民儿女政治与

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编写地方志的目的，在于资政、存史、育人。《新民镇志》的编

修，是对本镇历史与现状的第一次大规模调查研究，为党和政府提供

全面系统的资料，为制定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对全镇人民，特

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爱乡教育，向革命先烈、英雄模范学习提

供生动教材；起到良好补益与借鉴作用，其意义甚为深远。

本志资料翔实可靠，记叙简练精湛，文风端正；是_部资料性、

可读性都很强的地情专著。望全镇人民，特别是广大的青年朋友认真

阅读，以资沿着前人的足迹，踏着现代化的步伐，为建设繁荣富庶的

新民镇谱写新的篇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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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新民镇位于岷江之滨，地界犍、沐、宜三县，水陆交通便利，农

业资源丰富，山川秀美，市场繁荣，自古为犍东南重镇。

然镇的建置历史，在旧版《县志》记载，仅上溯到清初乾隆年间，

似与古犍为二千多年之历史长河不相衔接。按北周保定三年(563年)

始，县治所在宝乘寺即今孝姑镇永平村境内；其顺岷江东下30华里

之冲积平坝，土壤肥沃，舟船便捷，应是人烟密集、政治与兵事频繁

活动之闹市。而千百年间，本镇竞无断简残篇之史料在目，亦无片瓦

残碑之史迹可寻；漫长之历史轨迹竟随滔滔岷水消逝无踪。令人质疑

嗟叹，其因为何?

据推析，明末农民战争和满族入侵，殃及四川省，其状况最为惨

烈。张献忠两度据蜀战乱，清军入川镇压剿伐，汉民遭到大量屠戮。

宰杀连同温疫夺走了无数生命，致使全川赤地千里，十室九空。据专

家考证，明、清之际，四川仅有50万人口；以此推算，本县当时人

丁每乡不足百人。此清初几代帝王均向四川实施大移民政策，俗谓“湖

广填四川"之缘由也。

劫灰虽冷，已生灵无存，文物俱毁。直至乾隆盛世，本地始有“杜

吴乡”之建置，而乡民多系粤省移籍。历史沧桑，发人深思，前人活

动之宝贵文化遗产，诚有待于后人之珍惜和保存。

镇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家之有谱也。今党中央、国务院明令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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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各地方各部门均加强修志编史工作，实为承前启后、资政育人、振

兴中华之英明举措。

《新民镇志》之编纂，历时一年有半。我们秉照各级党委和政府

指示，以及上级修志部门指导，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思想准绳，实事

求是地对我镇之建置、环境、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人口、民俗

以及历史大事作了全面的记述和概括，力求客观和真实地反映本镇自

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新民镇志》之编纂，虽是修志编史之初次摸索，但从中可以看

到我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造自然、。创造历史的艰辛努力，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辉煌成绩。这使我们感到欣慰和鼓舞，也会

使我们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去开拓更加辉煌和美好的未来。

让我们为新民镇的美好明天欢呼!在祖国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新世

纪浪潮推动下，把家乡这方热土建设成为富裕、文明的省级小城镇而

共同努力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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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中国共产党一、二、三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

泽民的思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为准绳。

二、本志上限起自1911年，下限断至1999年。有的史料上溯下

延，以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地域以现在行政区域为主。

三、本志设志、传、录、考、图、表、照，以志为主。用章节体，

节下设自然段为框架。分列概述、大事记、建置沿革、自然环境、自

然资源、人口、农业、林业、畜牧业、商业、财税、农村信用合作社、

交通、邮电、党派、政权、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风土、重大

历史事件始末、人物、附录、后记等部分。

四、犍为县是1949年12月15日解放(新民镇早两日解放)，此

日前后在行文中称解放前或解放后。中华民国简称民国，并加注公元

纪年。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有关我镇解放后几次重大历史事件则

另列章节，详纪本末。

六、人物本着“生不立传”原则，盖棺定论。但个别特殊情况的

在世人物例外。

七、简化字以国家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标点符号以国家

出版总署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

八、本志资料来自多方面：有1991年版《犍为县志》、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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