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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新建乡，位于县城东北部。整个乡域由王望山、文笔山、鼓锣

山，草帽子山、老鹰嘴山，大燕山、钥匙坡、卧龙山(为1 93 3年老

红军命名)环抱而成．地势险要，山川奇秀，物产丰富。虽建乡于

1 952年，但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明末、清嘉庆时，就有农民曾在

这里举行起义；1 932年红军到地，更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

事迹一一血仓坪、将军坟、烈士墓等革命遗址尚存；还有清光绪

时，为民勇士陈思犹、陈思昂等领导的抗粮斗争，使这里免粮三

年，并誉陈家沟为“小金川坩(当时府上所给的最高称谓)。建国

后，新建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不断取得了新的成就。

为把新建人民创造的一方之史记述得真实无缺，从l 985年元

月建立《新建乡志》编纂领导小组，确定编辑人员，着手制定纲

目，有的放矢的收集材料。本着详近略远，详独略共，求实存真地

进行精心撰写，历时年余，终于填补了近七十年的历史空白，完成

了历史赋予我们的“上承祖宗、今利四化、下为子孙’’的千秋大
，

业·

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编纂出这本史

无前例的《新建乡志》，全面地记述了本乡的历史和现状，有利于

广大干群及子孙后代了解家乡，并奋发建设家乡。’

中共新建乡委员会书记 蒋顺海
、

新建乡人民政府乡长 肖元森



尼 例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贝|J和《关于建党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并坚持三新(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五性

(地方性，时代性，连续性，广泛性、相对可靠性)，实事求是地反映本地区的历史和

现状．

二全书除大事记外，分地理，农业，工交财贸，政治，文卫，社会、人物，杂记

等篇，35章，104节． ：．

三本志资料来源，查阅了新建乡历史档案，走访了文卫、粮站，信用、供销、畜牧

等单位和乡辖各村组知情人员的口碑，以及新建原隶属毛浴乡的有关资料共2100件，

382100多字。

四本志记载的时间，原则上起子1912年，止于1985年，历史沿革追溯至明末，本

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独略共的原贝Ij进行编写。 。

五体例，以志，记、传，图、表，录、考等互相结合，以志为主体，做到横不缺

行，纵不断线，纵横结合，以横为主，汇为一志．

六1949年10月1日前，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称之为建国前，成立后，称之

为建国后。

七本志书把解放以来各大政治运动，在政治篇内设一专章集中记述。

八人物坚持以本籍为主正面人物为主，人民大众为主，近现代人物为主的原则。

遵循生不立传的惯例立侉，在世者虽给人民作出了贡献，只附录于人物表或人物录。

九人物的称呼，不加职称，直书其姓名．

十历史朝代和机构名称，按原名直书． ·、：

十一在书写我国历史备朝代时，建国前用汉文数字，其余用阿拉伯数字，并加注

公元纪年。 ．‘、

十二文体以语体文为主(不含引文)．

十三文字，标点，数字，计量单位等的使用，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四川省志

编纂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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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卫生水⋯⋯⋯⋯⋯⋯⋯⋯⋯⋯⋯⋯⋯⋯⋯⋯⋯⋯⋯⋯．．．⋯⋯⋯⋯⋯”(100)

第八节计划生育⋯⋯⋯⋯⋯⋯⋯⋯⋯⋯⋯⋯⋯⋯⋯⋯⋯⋯⋯⋯⋯⋯⋯⋯·(101)

第四章体 育⋯⋯⋯⋯⋯⋯⋯⋯⋯⋯⋯．．．⋯⋯⋯⋯．．．⋯⋯⋯⋯．．．⋯⋯⋯⋯⋯⋯“(101)
，

社会篇
●

。

第一章宗 教⋯⋯⋯⋯⋯⋯⋯⋯⋯⋯⋯⋯⋯⋯⋯⋯⋯⋯⋯⋯⋯⋯⋯⋯⋯⋯⋯(102)

第二章坛堂会道门．．．⋯⋯⋯⋯⋯⋯⋯⋯⋯⋯⋯⋯⋯⋯⋯⋯⋯⋯⋯⋯⋯⋯⋯“(102)

第三章风俗习惯⋯．．．⋯⋯⋯⋯⋯．．．⋯⋯⋯⋯⋯⋯⋯⋯⋯⋯⋯⋯．．．⋯⋯⋯⋯⋯⋯⋯·(102)
．

●

第一节红白喜事⋯⋯⋯．．．⋯⋯⋯⋯⋯⋯⋯⋯⋯⋯·．⋯⋯⋯⋯⋯⋯⋯⋯⋯⋯⋯·(102)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节 日⋯⋯⋯⋯⋯⋯⋯⋯⋯⋯⋯⋯⋯⋯．．．如⋯．．．⋯⋯⋯⋯⋯⋯⋯⋯⋯⋯⋯”

饮食服饰⋯⋯⋯⋯⋯⋯⋯⋯⋯⋯⋯⋯⋯⋯⋯⋯⋯⋯⋯⋯⋯⋯⋯⋯⋯⋯⋯．．．⋯⋯”

迷信禁忌⋯⋯⋯一⋯⋯⋯⋯⋯⋯⋯⋯⋯⋯⋯⋯⋯．．．⋯一⋯⋯⋯⋯“

新风尚⋯⋯．．．⋯⋯⋯⋯⋯⋯⋯⋯⋯⋯⋯⋯⋯⋯⋯．．．．．．⋯⋯⋯⋯⋯⋯．．．⋯⋯⋯

第四章方言谣谚⋯⋯⋯⋯⋯⋯⋯⋯⋯⋯⋯⋯⋯⋯⋯⋯⋯．．．⋯⋯⋯．．．⋯⋯⋯⋯⋯(108)

第一节方 言⋯⋯⋯⋯⋯⋯⋯⋯⋯⋯⋯⋯⋯⋯⋯⋯⋯⋯⋯⋯⋯⋯⋯⋯⋯”(108)

第二节谚 语⋯⋯⋯⋯⋯⋯⋯⋯⋯⋯⋯⋯⋯⋯⋯⋯⋯⋯⋯⋯⋯⋯⋯⋯⋯⋯(108)

第三节歌 谣⋯⋯．．．⋯⋯⋯⋯⋯⋯⋯⋯⋯⋯⋯⋯⋯⋯⋯⋯⋯⋯⋯⋯⋯⋯⋯(112)

人 物篇

第一章人物传⋯·‰⋯⋯⋯⋯⋯⋯⋯⋯⋯⋯⋯．．．⋯⋯⋯⋯⋯⋯⋯⋯⋯⋯⋯⋯⋯⋯。(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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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历史人物⋯⋯⋯⋯⋯⋯⋯⋯⋯⋯⋯⋯⋯⋯⋯⋯⋯⋯⋯⋯⋯⋯⋯⋯·(119)

，一 。．第二节现代人物⋯⋯⋯⋯⋯⋯．．．⋯⋯⋯⋯⋯⋯⋯⋯⋯⋯⋯⋯．．．⋯一⋯⋯·!一(119)

第三节在外地工作的老红军老干部简介⋯⋯⋯⋯⋯⋯⋯⋯⋯⋯⋯⋯⋯⋯“(120)

，第兰章．人物录⋯⋯⋯⋯⋯⋯⋯．．．⋯⋯．．．一一⋯⋯⋯⋯．．．⋯⋯⋯⋯⋯⋯一⋯⋯⋯．．．⋯(122)

第一节烈士英名录⋯⋯⋯⋯⋯⋯⋯⋯⋯⋯⋯⋯⋯⋯⋯⋯⋯．．．⋯⋯“1000 DOIO$000(122)

’第二节西路红军⋯⋯⋯⋯⋯⋯⋯⋯⋯⋯⋯⋯⋯⋯⋯⋯⋯⋯⋯⋯⋯．⋯⋯⋯⋯(125)

第三节在乡红军老战士⋯⋯⋯⋯⋯⋯⋯⋯⋯⋯⋯⋯⋯⋯⋯⋯⋯⋯⋯⋯⋯“

第四节红军流藩人员⋯⋯⋯⋯⋯⋯⋯一⋯⋯⋯⋯⋯⋯⋯⋯⋯一⋯⋯一⋯⋯

第五节长寿老人⋯⋯⋯⋯⋯⋯⋯⋯⋯⋯⋯⋯⋯⋯⋯⋯⋯⋯⋯⋯⋯．．．⋯⋯⋯

杂记‘。篇

， 民闰传说⋯⋯⋯⋯⋯⋯⋯⋯⋯⋯⋯⋯⋯⋯⋯⋯．．．⋯⋯⋯⋯⋯⋯～⋯⋯⋯⋯⋯⋯⋯”(127)

。编后记⋯⋯⋯⋯⋯⋯⋯⋯⋯⋯⋯⋯⋯⋯⋯⋯⋯⋯⋯⋯⋯⋯⋯⋯⋯⋯⋯“(1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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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民国元年(1912)至民国九年(1920)全县改为13个区，毛浴属东一区，新建地域

随其所属．

民国六年(1917)

3月中旬大风雨，雹大如鹊卵，平地集3寸许．

民国七年(1918) j

防区制时，军阀各据一方，拥兵自雄，为扩充其实力，巩固其地盘，对人民无不尽

情搜副。除加重旧有捐税外，还进而谋杂项税捐之增收，诸如盐物之运输，’则各地无不

关卡林立，每苛捐杂税，层层剥削，一物之输入或输出，动辄纳税十余次不等．

民国九年(1920)

12flJ 16目(农历冬月初七)戌亥二时地震，动荡很大，人不敢行走．

民国十年(1921) ‘‘

处于军阀混战，捐款甚重，有特别捐、抬垫，傍粮捐等．在收款时，拴打吊押，害

得民不聊生。 ．．
，

民国十一年(1922) ．

征收附加税，包括两种t一为征收局之副税，已超过正税的5倍，一为地方税收所

之各种副税。载粮为一两一斗六分三厘，其负担，征收局收税正税一元八角六仙一星，

副税八元四角七仙八星，征解费一元零三仙四星。地方税收之所粮税：建筑银(每

两)一钱，亩捐钱(每两)七百文，底子钱(每两)七百文，自治银(每两)六千文。

如此反复细折，农民罗掘俱穷，又安得使农民不破产。

民国十三年(1924)

久旱不雨，从2至7月160天，草木皆死，农田无收，民众流亡陕西者甚多，文笔

村七村民组魏传方、魏传甫、魏传伦、魏传金和魏传兴之父，以及张村坝刘国栋、刘国

良、刘国定等至巴山林逃生。也有因生活起见，迫使对自己的儿女致以死命。

9月13日，午后日全蚀，旋伴地震，门环有声。
}．

民国十四年(1925) ’

春，大饥荒，不但农民无粮，就是市场也断了粮，升米值钱五千余百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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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十七年(1028)

久旱不雨，持续干旱两月之久，小春无收，大春无水栽秧· ，

民国=十年(1931)东一区改团总为区正．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年(1932)

12月上旬，毛浴镇区辖石门子第一乡苏维埃主席曹廷荣同红1l师33团后勤部主任袁
7

果山来张村坝雷恩时院建立了村苏维埃，内设主席，．代表，土地委员、文书、粮食委

员，内务等。在军事方面：有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童子团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三年(1933)

4月29日，红四方面军激战钥匙坡5昼夜，击伤击毙敌军140余人。

lO月，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第6分医院，从麻碴石迁到赵家河的张村坝刘天德院，院长

洪贤奎。直到1934年3月连同伤病员一起迁到板凳乡下的蔡家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四年(1934)
。

。

4月上旬，原张村坝村苏维埃所辖地区建成乡苏维埃，设在阳望山的钱家山，下辖

5个村苏维埃．

罔月23日，红四方面军在钥匙坡歼灭敌军80余入，缴获重机枪l挺，长短枪50多

支．。

中华苏维埃五年(1935)

2月，红军撤离北上抗日，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还乡团回来抄村乡苏维埃干部的

家，并酷刑拷打勒索钱财．

民国二十四年(1935)

5月，国民党复治通江县，在毛浴镇设第四区署，8月改设毛浴联保处。现在的新

建乡为那时毛浴的第二保．
． ， ．

民国=十五年(1936)

2月加收粮税滞纳罚金．

实行抽收保甲经费．

是年大旱，人民无食，在山中挖自泥(。名神仙面)充饥，食少影响身心健康，食多

致命． ／

民国=十六年(1937)

天旱无收，人民无食，只得到田坝挖光棍果，上山挖葛根、抖松花面．无能为力的

偷豌葫豆，出现了文笔村三村民组刘××将自己枯瘦如柴的女儿推下岩跌死的惨景。

民国=十七年(1938) 。，

又继续出现特大旱灾，人民组织起来反饥饿，以文笔村周家湾周福田和张村坝雷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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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为首，率领30余人到文笔村邱家河地主李春中的佃户家吃大户(佃户家装有李春中的

粮)． ．

_

民国=十九年(1940)

改联保制为乡(镇)保甲制，保甲仍旧．改毛浴联保为毛浴乡公所．新建亦为第二

保。

这年，要人要粮修建碉堡、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胗。
D

民国三十年(1941)

9月公布土地整理，实行田赋征实办法．
，

民国三十一年(1942)‘
、

民国政府滥发纸币，关金券在市场上流通，人民生活困苦．

同年阳望山村园田傍岩雷家大院失火，烧光1幢四合院，40多个房间．

民国三十=年(1943)

春，降特大暴雨，持续一周左右，平地起水，沟河均不能过．在一个小沟淹死李德

-中的幺儿元娃子(14岁)，把李气得疯疯癫癫．

毛浴乡成立了“民意机构"——乡民代表会，每保选保民代表1人为乡民代表，全

乡由13个乡民代表组成乡民代表会，选举产生正，副乡长．

民国三十三年(1944)
＼

夏，县上培训一批初中学生，暑假深入到保甲进行整编，彻底清查户数和人口．

民国三十五年(1946)

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人民欢天喜地．

， 民国三十六年(1947)

选国大代表。通江县司瑞利用金钱拉选票，由二保保长雷庆云在赵家河雷电时处，

设洒宴收买民心，结果获得全票．

民国三十七年(1948)

lo月15日，，实行拿元券，害得人民以货卖得的地方银行货币全部作废，使之人们对
金元券也产生怀疑．

乡第二保组织富绅子弟兵，由毛浴乡公所苟敬知在庙坪里培训，对抗解放。

民国三十八年(1949)

10B国民党溃军过境，沿途骚挠，当道之处十家九空．

以保甲长为首组织“生死同盟会"，与共产党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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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

12月，由当时8个村集股建成乡供销合作社． ，

全乡认购建设公债880元．

全乡组织起来常年性互助组20个j参加农户253人，季节性互助组24个，参加农户

214人．

1955年

2月28日，初建了文笔、石板店两个村的两个初级社．

2月麻石区，新建乡划归瓦室区．

4月薪建乡信用社成立o

12月底，全乡建起初级社21个，入社农户达90％以上．

改’乡人民政府为新建乡人民委员会。

乡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 ．

1956年

乡治保小组成立，共有成员64人．

1957年

7月以刘正文领导的初级社建成高级社。同年冬全乡21个初级社转为高级社．

10月16日，乡轧花房起火，烧房1间，棉花800多斤。

冬月，开展大规模的生产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58年

6月大办公共食堂。全乡办起公共食堂78个，服务人员103人，散老院1个，幼儿园

11个，托儿所63个。

9月成立了新建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改联社为管理区，改小组为生产队·

同月大办钢铁，全社1213人副铁溪大河坝炼铁，大修公路，上劳384人，大办民兵

团，在生产上组织大兵团作战，大搞深耕细作，熏土积肥，改良土壤。

在公社所在地办起榨油坊，轧花厂各1处。并在池家河办轧花厂1处，和木船运输

组，船12支。

下年改新建公社党总支为中共新建公社委员会。

改公社青年团支部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新建公社委员会。

1959年

7月7日新建公社党委召开人民公社化第一次党员大会，会议主要内容：换届选

举，关于半年来的工作总结，决议办敬老院和幼儿园。

12月19日陈家沟水库开工修建，上250个劳力大战一个冬舂。由于自然灾害，粮食

减产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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