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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石桥乡志》系根据1987年1月6日重庆市沙坪

坝区人民政府关于征集“《沙坪坝区地方志》文物

资料"的通知以及1 988年1月20日发《<沙坪坝区

志>编纂实施方案》’精神撰写。《中共中央关于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提高整个中华

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要普及和

提高教育科学文化。编纂《地方志》亦属科学文化

事业范畴，故《石桥乡志》的脱稿付印，将同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的其它事业一样，对提高本地人民

素质姑挥积极的作用。

《石桥乡志》既是《沙坪坝区地方志》的有机组

成部份，同时又是本乡重要的地方文化之一。本

志以求实存真为最高准则，详尽地记述了本乡历

史发展的全过程，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作

用。

《石桥乡志》以翔实的资料，全面、系统地记



载了本地区的自然和社会，人民的革命斗争、生产

发展，以及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重点记述了

解放以来的乡土变化，尤其突出了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的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民生活逐步改

善的情况。编纂《石桥乡志》不仅使本地历史记载

得以延续，而且还能对青少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

和爱祖国、爱家乡的教育；帮助领导者和决策机

关认识客观规律，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确立正确

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为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

物质文明建设服务；激励广大乡民站在时代的最

前列，为推动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而奋斗!

石桥乡地处重庆西部要冲，为重庆至成都陆

路的必经之地；石桥铺自明、清以来即属旧巴县

的繁华乡场之一，已有数百年文字记载的历史。

解放后，石桥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农村经济不

断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乡村面貌发生了翻

天复地的变化。因地处重庆近郊、属城乡结合之

域，故地区内国道公路宽阔平坦、乡村大道纵横

交错，工厂商店星罗棋布，高楼民宅鳞次栉比。

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后，石桥乡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服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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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富裕农村’’为指导思想，利用“背靠大城市、

依附大工业’’的近郊优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

力发展乡镇企业，使全乡经济形成了以乡镇企业

为主体、蔬菜生产和多种经营为两翼、农副工商

综合经营协调发展的新格局。1985年全乡农副工

商总收入达1．2s{L元，其中乡镇企业收入1．02亿

元，从而成为全市第一个“亿元乡"，重庆市委、市

府奖赠了“富冠渝州"金匾。

沧海桑田，时过境迁——编纂《石桥乡志》如

同编纂其它《地方志》一样是一项资料浩瀚的文字

工程，要“纵不断线、横不缺项"地、完整无遗地

记述本乡历史实非易事。此间，幸得重庆市沙坪

坝区地方志办公室同志的莅临指导和本乡编纂小

组的刻苦努力，方使《石桥乡志》及早问世。值

此，我仅代表石桥乡党委和政府，向为石桥乡的

文化建设——《石桥乡志》的辛勤耕耘者、以及为

此而鼎力相助的有关部门和人员，表示诚挚的谢

意!

《石桥乡志》是本乡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乡土地

方志。由于星转斗移、沧桑巨变，加之史籍中载

重庆古城、巴县疆域演变居多，对乡村涉及甚少，



因此，资料来源匮乏、史事撰写困难，疏漏、甚

至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我们衷心希望有关专家、

学者不吝赐教，恳请知名人士、广大读者的批评

指正，以便《石桥乡志》的日后修改，使之日臻完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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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沙坪坝区石桥乡人民政府

乡长 刘伍伦

一九九。年四月十五日



凡 例

一、《石桥乡志》系根据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

政府的布置安排，在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的具体指导下撰写的。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方针政策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石桥

乡的实际出发、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运用新观

点、新资料、新方法以图编纂成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相统一的具有时代特色和乡土气息的志

书，从而达到“资治、存史、教化"之目的。

三、本志继承和弘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

统，对发生在本地区的重要历史事件，不论是非

曲直、成功失败，均如实以载，并寓观点于记述

之中。

四、时限：上限起自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下限断至1985年；但是，《大事记》、《建置沿革》等



则因事而异，凡有史可稽、事件重大的亦上溯下

延、并不完全受时限的限制。

五、本志中的各种称谓因时而异，按当时的

习惯称之。如：清光绪、民国、公元，联保办公

处、镇、公社、乡等。

六、《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记事本末体为

辅，二者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撰写。即按时列目、依

事记述；对时间跨度较大、事件较为复杂者，则

在相应条文中集中记叙或其后有关节、目中以详

专述。

七、本志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

则，在系统记载本地自然和社会的基础上，重点

记述了解放以来的乡土变化，尤其突出了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经济发展情况，同时，为

体现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还增设了“少数民族

人名表"、“台湾同胞及在乡亲属人名表"以及“外

事"等项。

八、本志体裁含记、述、志、介、图、表、

录、考。以志为主，记、述、介为辅，图、表、

录、考与之配合，使其交相辉映、图文并茂。

九、本志篇目按照“纵不断限、横不缺项，



主次分明、条理清楚”的原则，分篇、章、节、目、

子目等层次。系按其顺序依次为：序言、凡例、图

照、大事记、专篇记述、附录、编后记。

十、本志资料主要来源有：史籍资料，如

《巴县志》、《四川概况》等；图书资料，如《重庆

要览》、《陪都鸟瞰》等；档案资料，如重庆市警察

局第十七分局档案及沙坪坝区、石桥乡档案等；

口碑资料主要由原乡联保主任王培荣、三青团七

分团七区队区队长王述禹等民国时期公职人员，

石桥乡知情的干部、群众，以及石桥铺街上部分

高龄老人提供。

十一、本志以国务院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

准，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语句力求言简意明、通

俗易懂。



大 事记

三国建兴五年(公元227年)

蜀将李严筑江州城(今市中区)扩建至浮图关。

南 宋

开庆元年(1259年) 元兵入川围攻浮图关，五次未攻破，败

走。

祥兴元年(1278年)二月 张珏守浮图关，从顺风门杀出，大

败蒙古兵后，坚守数月，粮草尽无。部将韩忠叛变，半夜开西门

迎元军入关，重庆陷入元兵之手。

明 朝

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 永宁宣抚使奢崇明谋反据守浮图

关。次年，朝廷派石柱总兵、著名女将秦良玉前来讨伐，围攻数

月不下，最后攀悬岩小道偷袭获胜。

崇桢十六年(1645年)李自成占领北京，明瑞王逃来重庆，守

将陈士奇扼守浮图关拒降。

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十八日 张献忠率义军攻破浮图关

后，第一次lli领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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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朝

顺治五年(1648年)天大旱，人相食。

顺治九年(1652年) 明末遗将王复臣据守浮图关，清总兵卢

光祖久攻不下，设云梯攀上断岩小道始攻克。

康熙二十三年(1 684年)五至八月不雨，大饥。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知县孔毓忠将巴县乡村划为十二

里，里下设甲——石桥乡被划为直里一甲。

同治八年(1869年)姚觐元任东川兵备道，镇守重庆，驻扎

浮图关。姚为官清正，为振兴农商，在浮图关一带号召广植桑

树，并拟定了一项发展蚕桑计划。于是浮图关一带种植了大片桑

树，还户户养蚕，并修建了一个缫丝作坊。姚觐元因之被人尊称

为“姚公”。始于光绪二年(1876年)的“姚公场"亦由此得名。

同治九年(1870年)江水猛涨，水位达213．99米。

光绪八年(1882年) 名人袁思裤书写的“浮图关”镌刻于岩壁

上。

光绪十一年(1 885年) 重庆市沙坪坝区有史可稽的、最早的

中医生胡宗泰，始于石桥铺坐堂行医。(据原沙坪坝区中医院院

长胡诚良回忆)。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又遇洪水灾害，水位达212．1米。

民国十七年(1928年)

重庆划定新市区范围时，本乡化龙桥划入市区范围。

民国十八年(1929年)

石桥乡始设电话交换分机(属龙隐镇第七电话交换所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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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九年(1930年)

公路局新建了县属第一大桥——化龙桥。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十一月八日 巴县府奉省令将所属范围划为五个区，石桥乡

划为一区所辖。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

四月二十五日夜半、二十七日辰时接连发生二次地震。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

是年大坪至石桥铺简易公路通车。

是年巴县县志局派李、陶(名不详)两人驻本乡贺家垮(今

兰花村贺家垮生产队)重修《巴县志》，直至解放。

三月一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样令跟随其多

年的李化龙任设在本乡歇台子的“冯玉祥办公处”处长职务。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六月十五日 化龙桥地区从事体力劳动的穷苦百姓发生形似

霍乱病，至当月三十日，死2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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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

三月十三日 蒋介石亲题“复兴关”三字镌刻于浮图关石壁

上。

六月某日中午 国民政府一飞机坠毁于本乡二郎砖房田头

——机骸由地方组织数十人抬上公路后拉走，受伤的驾驶员姚杰

则由中国银行的一部小车送往广济医院治疗。

九月二十八日 市府及各局代表与巴县代表于石桥场半山处

举行“石桥乡交接"会议。会后，石桥乡即正式脱离巴县，划归重

庆市辖，且列为新市区一镇，称石桥铺镇。

民国三十年(1941年)

一月十七日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红

岩嘴召集南方局工作人员会议。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题写了

“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

煎何急?!”。

三月一日 国民参政二届一次会议在复兴关举行。中共参政

员因故未参加。

五月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复兴关中央训练团大礼堂召

开，会上确立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

二月一日 在石桥铺文昌官召开了重庆市第十七区区公署成

立大会，老同盟会会员胡文澜、市卫戍司令总部中将高参刘仲

容、市警察局局长唐毅等人应邀出席茸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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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

日本一侦察机被美国14航空队击落后，飞机残体掉落在巴县

参议会会长、重庆市团务局局长王兰辑公馆外面的狗垮岚垭(现袁

家岗村兴隆湾队办公室)，两名机上人员摔落在公馆里面的葡萄

架上丧生。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

八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红岩村为毛泽东、周恩来、

王若飞来渝“重庆谈判’’举行欢迎会。

九月十六日 毛泽东、周恩来在红岩村接见美国驻华14航空

队总部服役的霍德华·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埃德尔曼三

个美国士兵，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并设宴招待。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

八月 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红岩村)奉命撤回延安。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

一月十日 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在化龙桥报馆举行

《新华日报》创刊九周年大会。

一九四九年

十一月三十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重庆，石桥乡获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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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十二月十五日 原辖石桥乡的旧十七区被重庆市军事管制委

员会正式接管；成立的新政权沿袭旧名，仍称重庆市第十七区。

一九五。年

是年川东区兽力运输联营社成立，域内石桥铺地区设川东

区第一运输联营社。

四月 刘伯承、邓小平亲自创办了西南革命大学重庆分校；

校址在化龙桥(今红岩村化龙桥生产队)，校长由邓止戈担任。

五月 重庆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原有十八个区合并为七个

区，石桥乡划归重庆市郊四区管辖。

十月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石桥乡临时支部成立。

一九五一年

九月 成立石桥乡“农民协会”。

十月二十二日 召开了重庆市郊四区石桥乡第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石桥乡人民政府正式建立。

十二月二十九日 土改工作组协助地方核发土地“所有证”和

“使用证"。

一九五二年

十月 重庆市原七个区又合并为五个区，域内的黄泥、石桥、

歇台三个乡由原为重庆市郊四区所辖变为重庆市第三区(今沙坪

坝区)所辖，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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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

四月 成立乡爱国卫生运动会。

十一月二十九日 召开了重庆市第三区石桥乡第一届人民代

表大会。

十一月三十日 开展第一次人口普查工作。

十二月十四日 经中共重庆市第三区委员会组织部批准，成

立了中共石桥乡支部。

一九五四年

二月 始开展“合作化”运动，先组建了常年互助组72个。

五月 本乡建成了时为全市的第二大水库——柏林水库；该

库总蓄水量为15．87／立方米，有效灌面达815亩。

八月十五日 建立了全乡最早的石桥、劳光等6个初级农业

生产合作社；同时，还成立了乡信用合作社。

一九五五年

一月二十日 中共石桥乡总支委员会(即党总支)成立。

六月二十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石桥乡总支委员会(即

团总支)成立。

十月二十七日 重庆医学院在本乡袁家岗宣告成立，招收首

届学生434人。

是年秋地处本乡化龙桥交农村的重庆市第二中学优秀教师

胡世荣，被选派参加中国赴苏考察团，到苏联参观、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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