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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i‘例

一．本志采用语体文记叙，忠于史实，不加褒贬。计有14篇75章196节，近二十万字。

二、本志资料来源于《简阳县志》(民国十六年版)，省、县档案馆，县公安局，
’

政局，工商局，区、社档案室，以及入民群众的口碑材料。

三．本志断限从一九一一年起至一九／k"年止，对个别内容作了必要的追溯和延伸。

四．本志均以当时年号记时，以公元年号注释。

五。本志对职官的记述，1949年前只记到乡长一级，1950年以后只记载区、乡(公

社)党政一级

六、本志采用地名按一九八二年《简阳县地名普查》所规定的地名为准。

七、本志中的度、量、衡单位，均以市制单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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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改建成政府办公大楼、学校、粮站，商业场所。三星、宏缘、踏水、青龙的街道有的

已建成一幢幢楼房，铺面整齐，街面加宽，铺成水泥道路，面貌焕然一新。

民国时期，哥老会占山为王，土豪劣绅掌握政权，土匪抢劫，民不聊生。1950年清匪

反霸，减租退押，人民分得土地，得以当家作主。

区内水源缺乏，沱江在西边境内长约五公里，东岸山高，西岸平原稍长。四条小溪，

石板河在境内约64华里，略有积水，五桂河从三星镇到毛人沱才有水蓄。踏水桥、青龙观

两条河沟，只有洪水流过。五十年代靠人力车水抗旱，六十年代不断兴修水利，开始购回

柴油机抽水灌田。1976年，高压电线架设，沱江、石板河等几处建立机电提灌站，‘基本保

。 证解决水源。

过去交通闭塞，沱江水运才12里，其余全靠人力担运。今天，区、社通公路，大队过

中拖，汽车喇叭声悦耳，农民骑自行车来往如梭。

三、四十年代，每座山上有成遍的蔗林，仅三星场就有糖房百余座，每场白糖上市

五、六万斤；踏水、青龙的棉花大宗外运。但是粮食严重不足，每场进入河米五、六十

石，菜油，生枯也靠川西平原。1949年，全区粮食总产3678万斤，1982年为11，204万斤。

八十年代，除用胡豆换回大米补充细粮外，小麦、食油、白糖、棉花和肥猪都往外运。

“衣食足然后礼义兴”。四十年代，富豪子弟人中学者屈指可数，七十年代普及小学

教育，八十年代每年招收初中新生一千二三，年年考入大专院校学生13—34人。近几年
有136人进入中专。电影院从无到有，全区1l座。过去穷人点灯缺菜油，现在登山看夜

景，天上银河落人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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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建置沿革

清初，简阳县境以沱江为界，三星属河东仁善乡辖，乾隆时实行保甲制。光绪四年

(1878)改为乡保制，乡设保正一人，乡下设团保一入，团下设牌首一人一宣统元年

(1909)八月，全县划为五镇五乡，三星、青龙、踏水、宏缘属仁善乡；后又划为九个选

区，三选区辖三星场(平星保)、宏缘场(平宏保)。

民国三年(1914年)，五镇五乡即已停止，但团仍旧。民国八年，县设区十个，实行

团区制，七团区辖三星、青龙、踏水、宏缘四场。民国十三年，改保正为团正，改团首为

甲首，停用牌首。民国十六年后，县境团区十个，三星属八团区，辖四个乡。民国二十四

年，合为五个区，实行联保制，改团为联保，辖保辖甲。四区辖三星、青龙、踏水、宏

缘。民国二十五年，改五个区为七个区，仍实行联保制，改乡为镇，四区辖三星镇、青龙

乡、宏缘镇。民国二十七年，改联保为乡镇，改联保主任为乡(镇)长，保甲长如故。民

国二十九年，青龙乡成立联合办事处，属东乡管辖。民国三十二年，县设乙种区署于青龙

乡，属东乡，辖三星、青龙、踏水、宏缘。民国三十四年，四区移住三星乡。民国三十五

年(1946年)，全乡改为四个乡级(镇)，四区有三星、青龙，踏水属五区管辖。民国三

十七年，仍实行保甲制，三星又为四区辖。

1950年，三星划为第七区所在地，辖宏缘、壮溪，平窝、青龙，三合、；安佛、’塘坝，

踏水等九乡。1951年2月，全县七个区改为十八个区。第七区的三星改为第十一区，仅辖

三星和宏缘两乡。而平窝，壮溪两乡划往第十二区(今养马区)；踏水、青龙、塘坝、安

佛、三合五乡划为第十区，区所在地踏水。1952年，将原来两个大乡划为16乡1镇。十一

区辖东星、新星、建设，联合、共和，冬水，二新、塘边、五星．．芋河、双合、宏缘，四

合、和平、河心、蓝家、三星镇。195-3年1月建立区、乡人民政府i十一区辖东星、新

星、建设、联合、西星、井田、同合、五星、六洞、宏缘、四合，红沙、河心，蓝家、三

星镇。1955年合区并乡，改十一区为三星区，辖新星、联合、井田、同合、六洞、宏缘、

红沙，踏水、桅杆、三星镇。1956年，撤销三星镇，把桅杆乡改为东星乡，其它乡名称不

变。1958年10月1日，人民公社化，实行政社合一，名乡建立人民公社。1966年，青龙公

社划入三星区。1968年，建立区、社革命委员会。1978年，废区、社、革命委员会，改

称区、社党委，区、乡人民政府。 、⋯，

1949年前，三星、宏缘、青龙，踏水四个场镇有65个保，2，755个甲(每10一30户为一

甲)。1950年12月，改保为分会，均按原保编号称呼。1952年土地改革后，改分会为村。

1953年1月废区、乡农民协会，建立区，乡人民政府，三星为十一区，辖1 4乡1镇，157

村。1955年，改十一区为三星区，辖9乡1镇，198个村。1956年，撤三星镇并入六洞乡。

1958年10月人民公社化时，改157个村为62个耕区，下设生产队，以编号称呼。区，1967

年改三星区为红星区，辖10个公社83个大队。1970年，恢复三星区原各。1981年地名普

查，区、社无变动，改83个大队为85个村，832个村民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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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区行政区划变更情况表

区名 七区 十一区 三星 区 红星区 三星 区

年 1950 1951 1952 1953 1955』1958 1966 1967 1970 1981 1984

名称 乡 人 民 公 社 乡

‘ 东星 东星
东路 新星 新 ’ 星

新星 新星

建设 建设 联合 联 合三 南路 联合 联合
共和 西星 井田 燎原 井 田西路 井田
冬水 井田

一 北路
一薪 同合 同合 同 合

乡 塘边

星 中路 五星 五星 ●—^

●
芋河 ／、洞 ，、凋 六洞

—●

五星 双河
红星 三 星

；犀镇 =屡值三星镇 三星镇
星

宏缘 宏缘
宏缘 宏， 缘 渡口 宏 缘宏 宏 四合 四合

和平 红沙

镇 缘 缘 河心 河心 红沙 红 沙

蓝家 蓝家
十 区

踏 中心 中心
踏踏 石马 石马 踏 水 踏水桥

i ●

杨柳 杨柳
水

水 水 新民

菜子 菜子 桅杆 东 星 东星 寨子
别 青龙 青龙青龙 青龙 青龙 四新 青龙 青龙观大堰

=厶 一心‘ =合 =：厶
一口口 一口 太平

塘坝 塘坝 塘 坝 丰 禾 区

安佛 安佛 安 佛
平窝

壮溪
+4二区 养 马 区

三星区
g 1 7 15 10 9 10 10

乡镇数

注：1985：年-2月，省府民政(85)11号批示建立三星镇，撤销三星乡。

第三章场镇和村

第一节 场 镇

三星场位于简城东北31公里处，是四面环山，五马归槽，小溪迂迥的集镇，有带状

街四条，居住近三千人。乡政府设此。清乾隆二十三年(z75s年-)建场。因场外东西北三
一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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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各有凸起的小丘似星，人称“福、绿、寿”三星，故名。土特产“三星米花糖”驰名

县、省。场内观音堂前放生池一段小溪名“金鸭池”，溪流环绕，周年清澈。19 59年7

月，公路通车。

大渡口又名宏缘场，位于简城：1匕43公里外的沱江东岸，与金堂县的五凤溪、白果

乡、清白乡、平安场邻近。有东西走向的条状街一条，居住近二百余人。宏缘乡政府设此。

此渡江宽水急，江中有河坝。194'9年前，须两过渡船，俗名“大渡口”。清咸丰五年

(1855年)建场，置宏缘乡，沿用至今。农贸市场繁荣，是沱江流域简阳县境内的第一个

水运码头。1966年3月通汽车。
‘

-t，

青龙观位于简城东．．-It；20公里处，有东依山，西临溪，南北走向的条状街，，与小溪并

排，同公路平行，居住两百余人。青龙观乡政府设此。清光绪二十五年建场，因场内原有

道观名“青龙观”，场以观名。场附近铁佛寺山下，有人工石洞，内排列石凿成的床榻桌

凳。青龙观在1959年7月通车。

踏水桥位于简城东jP,43．4公里处，与金堂县接壤，有弯月形街两条，居住约三百余

人，乡政府设此。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建场时，在小溪穿场处，修建～桥，位置较

低，每遇山洪暴发，过往行人必踏水过桥，故名“踏水桥”。1935年设踏水乡，1982年改

名踏水桥乡。它是简阳邻金堂县境的边远集市之一。1963年3月通汽车。‘

另外还有新星、柏林、同合、三个集市是1960年后建场的。 。

第二节团、保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七月，简阳县保卫保第八区平星团(今三星乡)下属各团，

所辖地址列表于后：

民国二十年前后平星团保(三星乡)各团今地址

东 路 南 路

团 名 现 在 乡 村 团 名 ‘现 在 乡 村

太平 新星乡雷公庙、春天沟村 下一德 联合乡鞍山村，水井村

太安 上一德 联合乡粮丰村

自 新 三星乡宝莲村4组
。

复兴 三星乡六洞村、游林村3、1组

复兴 新星乡桐麻岭村 ．．
上致和 联合乡大松树村儿、12组

永安 新星乡金盆庙、邹家湾村 中致和 联合乡芋河村

仁合 新星乡刘家沟村，同合乡花坟村 下致和 联合乡芋河村村，--p=乡游林村

下协性 新星乡宽沟村1、2组 吉安 兰星乡游林村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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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路 I 南 路

上协性 新星乡平江村6组、金盆庙村6组 升 平 联合乡郭家沟村

清平 寨子乡双益村4组，来星村 清 静 联合乡白庙村、水井村，大松树村

清安 寨子乡双益村，良安村 西 路

五显 新星乡邹家湾村5、6、9组 协兴 (尹家庙)井口乡飞凤村

同德 新星乡平江村 、’ 新兴 (铁崇庙)井田乡松明村

上合心 新星乡刘家沟村1、2、3、4组 同 心 三星乡蟠龙寺村

下合心 新星乡刘家沟村5、6、T组 下齐心 三星乡蟠龙寺村5、6、T组

北 路 上齐心 井田乡水泉村，平窝乡红专村
4、5组

下忠义 (蒋家祠)三星乡双桂村3、4组 和衷 (石板河)井田乡水泉村

上忠义 同合乡千石山村1、2组 清境 (破庙子)井田乡固巩村

崇兴 (玉皇庙)井田乡共合村 中 路

守望 合同乡照壁村，靛缸村 福清 (鼎兴庙)三星乡民桥村1组’

复兴 (千佛寺)同合乡西山庙村 三星 (三星庙)三星街上

公义 宏缘乡蓝家桥村 太和 (龙泉寺)寨子乡大兴村

凤星 井田乡冬水村l至4组 太和义 寨子乡白蜡村三星乡宝莲村7组

会龙 新星乡宽沟村T，8组 仁里 三星乡六洞村、联合乡大松树村

会际 新星乡宽沟村、春天沟村 大定 联合乡大松树村

清吉 同合乡干石山村4，5，6组 永安 三星乡民桥村

仁义 同合乡三桥村

三清 同合乡三沟村3，7组

注：①团名来自民国二十四年八月，平星保的团练费派款单。

⑦团现在的乡村系访问65至80岁以上老人异口同声之后才定下来的。

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