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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柏乡位于县城以西，通(江)巴(中)两县交界处，素有本 婶

县西大门之称。境内山川奇秀、交通方便、物产丰富，文化发达、

历史悠久。据出土文物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活

动。先贤名士，代不乏人。清代有宫授御前侍卫，诒封三代“武功

将军”的榜眼李承思；有“秀夺眉山"的父亲进士、二子举人的朱

绍颜一家，民国有通、南、巴三县督学黄烈成，通江西医开创者李

方圃。川陕革命时期，红军在这里建立了乡村政权， “杀牛坪”五

战五捷，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上千名杨柏儿女投身到创建

根据地的战斗行列，献出了自已的宝贵生命。从古到今，杨柏确实

可称地灵人杰之乡。

我们要观今鉴古，才能继往开来。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的今天，编纂好地方志是我们上承祖宗，下为子孙，今

利“四化”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义务。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照胡乔木同志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

主义新方志的精神，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立足

放眼未来，全面地记述了我乡的历史和现状，为

解家乡、热爱家乡、奋发建设家乡，提供了丰富

中共杨柏乡委员会书记 杨继安

杨柏乡人民政府乡长 周帮吉



． 。 凡 例 。。

、I

● 一、本乡志按篇、章、节、目四个级次排列。篇、章，‘节标出

级别、序次，题目只标序次，项只标题目，在正文之首，与正文隔
．，

一格。

‘二、本乡志各篇，系按内容作横向安排，部分章、节按其时间

作纵向排列。
。

三、’遵循“详今略古”的原iN,4，内容重在近代部分的记叙。时

． 限原则上起于辛亥革命(1 91 1年)，止于1 983年，但必须追述者，

或超上限的或到搁笔为止。

四、同一事件、人物需要交错互见时，采取各有侧重，尽量避

免重复。 』

五、本乡志对历史纪年用当时通用记法，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

年；地名，用当时名称，在括号内加注今地名。

六、本乡志数字，除无实际数量意义的数字用汉字数字外，其

余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七、本乡志以文字记叙为主，并充分使用图、表，图集列在卷

首，照片和表格分别附各篇有关正文之后。
’

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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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事 记

(8 7 5——l 9 8 8年)

●
‘

唐僖宗乾符年间(8 7 5—8 7 9) 。：．7
一

杨柏寺落成，修建街道，设置场镇，继而筹建杨柏禹王官，万圣宫，五圣宫等

寺庙宫殿。 i

清，咸丰六年(1 8 5 6) 一

．冉永洲被“征调出师秒，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诰封“振威将军"，奉皇

恩钦赐“花翎协镇都督府 第"的御匾。 i

光绪三十四年(1 9 O 8) 。 ．：，。．，’

李承思修建的“榜眼府"落成，慈禧太后亲笔书写《福寿))巨匾，尝赐((榜眼

及第》神道碑。 o

民国十三年(1 9 2 4) 。( 一
一

春，久旱无雨，至旧历六月中旬。河枯井竭，小春无收。“

民国十四年‘l 9 2 5) ，

冬，天大旱，持续到次年润五月下旬。井河干涸，田地龟裂。大春无收，乞讨

者不计其数。
。。

民国二十二年(1 9 3 8) 一． ，‘

f，一月，r红军分兵三路向杀牛坪挺进，于佛龛子与川军李炜如部接火，歼敌千余

人，俘敌六百，继而向巴中进发o

二月，红军在杀牛坪上召开农民大会，号召劳苦大众打土豪、分田地。
‘’

三月，坚守在杀牛坪的红32团的两个连与该团主力部队再次击退田颂尧部

罗，曾两师的反扑，歼敌一千五百余人。。 。

‘

四月，杨柏境内成立村苏维埃政府。 ‘‘：
二‘。

，?一五月，相继成立一，二乡苏维埃政府。杨柏乡经济公社，招待所及其他地方群
团组织相继成立。 ，

民国二十三年(1 9 3 4)
‘

一：

五月，红军撤离杀牛坪、得胜山一线至鹰龙山，在王坪寨击退敌数十次进

攻。 一-
4

八月，红三十军、九军主力、四军一部转入西线反攻，由上老官庙渡河，一举

l



再次攻克杨柏河。 ·

民国二十四年(1 9 3 5)

春，红军撤离杨柏乡。地主搿还乡团"，以余锡三，李义圃为首组织清共委员

会．大肆迫害地方苏维埃干部，红军家属。

‘冬，清共委员会杀害原红军连长杨朝富，赤卫军连长余开祥，三十八户红属被

赶出家乡。
、

民国二十五年(1 9 3 6)

红帮大爷张纯中，1李祥甫等人挖开在杀牛坪战斗中牺牲的五位红军烈士坟墓，

焚其尸骨。

民国二十六年(1 9 3 7)
。

杨柏街上成立国民初级小学，

民国二十七年(1 9 3 8)’

废除团，甲制，实行联保制。

民国二十八年(1 9 3 9)

有教员4人，学生6 9人：

杨柏划六个保为一个联保。

征集兵员补给抗日前线。’
’ 一

民国二十九年(1 9 4 0) ．

①改联保制为乡(镇)、保，甲制。
。 ②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打，督修碉堡。

③在杨柏街设立国民中心小学。

民国三十年(1 9 4 1)’

①“归根道"呈奏师张得元在杨柏发展道徒l 7名。

②普济坛、圣谕坛，武坛，高峰道相继在杨柏乡组成，间有活动。
。， ③冬，实行田赋征实。． ：|．

民国三十一年(1 9 4 2)

①秋，关金券在市场流通。 、

： ．j．②刘九皋亲率3 0名警丁包围陈济仁茶社，开枪打死土匪5人，获手枪3支，

‘马刀2把，手榴弹2枚。

民国三十二年(1 9 4 3)
。，

四月，国民党通江县党部执行委员会成立党部服务处，杨柏的黄烈成、黄琨赴

任董事长o ．

。。

。

民国三十三年(1 9 4 4) ．，

_． 一中国北平大学政法系毕业的大学生李宝成任国民党政府办公厅中日交涉科员，

继后奉命任屏山县县长。 ：

民国三十四年(1 9 4 5)
。+ 。

： 。．欢庆抗日胜利，‘演戏7天以示庆祝。
’

一’

民国三十五年(1 9 4 6)
‘

： ，①中共地下党员范述珍(女)壮烈牺牲。． ¨

2
。’

二
●：

三
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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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始置乡公所。

民国三十六年(1 9 4 7) ．，。

七月，成立了杨柏乡国民党区分部，有国民党员l 3名。

’民国三十七年(1 9 4 8)

实行所谓“二五减租”。 ．．

r·．

民国三十八年(1 9 4 9)
j

①李祥甫伙同张平元组织抗粮藏粮队。

②李义圃发展红帮组织成员1 1 5 0人。。。一

⑧以刘九皋为首，利用“同善社第力量，组成西南民主同盟反共救国军，刘充

任团长，聚众3 O O余人，持枪百余支，于涪阳’r平溪等地攻打人民解放军，被解

放军击溃。 ．
一

④八月，刘九皋亲手杀害中共地下党员江茂德，暗杀地下工作人员5入。九月。j

开枪打死解放军l 2人。畏罪潜逃。
‘

，⑤十二月二十六日杨柏乡人民欢庆解放。

l 9 5 0年
、

①军事代表赴乡接管民国乡公所。

②成立治安委员会接替乡公所。

③成立农民自卫队，设中队1个、小队7个、分队2 0个。

。④成立乡农民协会，取消治安委员会。

⑤抗美援朝，全乡捐款1 2 3 O 0元(折合人民币)，青年2 7人参加自愿军．

⑥冬月初四，刘九皋被迫缉抓捕归案： ．

，

l 9 5 1年 2

①开展减租退押。 ，
．

②土改工作队进驻杨柏乡。 、

③2月召开公审大会，刘九皋判处死刑，就地处决。

④土改运动开始。

⑤农民分得胜利果实。

t 9 5 2年 ，

①5月1 3日，召开第一届乡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杨柏乡人民政府，置9个

村，废除保、甲制。
。4

②杨柏乡妇女联合会成立。 _

． ⑧6月，成立杨柏乡中苏友好协会。‘

7月，成立防火、防盗、防特治安委员会。

④中央访问团来乡放映黑白电影，周围六个乡数千名群众，专程观看第一次电

影。

⑤8月，杨柏乡供销社成立。
。

●

⑥9月，杨柏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成立。

3



． ⑦lo月，杨柏乡联合诊所成立。

⑧杨柏乡供销合作社被盗走物资折款8 0 O元。

⑨冬．土地改革运动结束。

l 9 5 3年 j

①杨柏乡举行第一次普选，召开第二届乡人民代表大会。

②杨柏乡人民政府更名为杨柏乡人民委员会。

③秋，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全乡人民共卖余粮8 5万斤。

④周国瑞组建了第一个互助组。 ，

1 9 5、4年
’

。

①中共杨柏乡党支部成立。

②二村成立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1．9 5 5年 ．．‘．．

’

①杨柏乡信用社成立。

②出现第一个合作化高潮，建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6个。

1 9 5 6年

①春，开展整党建党。

②中共杨柏乡党委会成立。
+

③破获反革命集冈“四盟党"，成员4 3人，书记何丛宣畏罪自缢。

④12月，省府、行署、县政府组建中、西医防疫普查王作队来乡，开展消

c虫病的试点工作。 。

·、

1 9 5 7年 ‘，7

①大鸣大放，揪出“放毒者"百余人。划反社会主义分子23人，其中判刑6

②出现第二个合作化高潮，建立初级社2 6个，入社农户1 3 2 9户。

③组建民工1 3 5 7人，始修通巴公路。杨柏乡“五、七移建设大桥竣工

④杨柏乡邮电所成立，始架通往九个村的电话线路，安装电话机。

1 9 5 8年

①1月，修建杨柏完小，全乡人民出劳献料。

②发动广大群众除“四害"，男女老少一齐动手，大打人民战争。

， ③7月，修建杨柏乡办公砖木楼房。 j

④7月，在油房潭动工始建小型发电站。 ，

⑤动员1 7 5 O人．'三天上路，大办钢铁。一

⑥lo月，各高级社大联合，召开第三届入代会，成立杨柏人民公社，实行

合一，改村为管理区。 。

·．⑦同期成立杨柏红专学校，．招收学生1 9 8人。．

1 9 5 9年

①大拆、搬迁民房，修建“千猪饲养场’’，千人公共食堂。

②全社始建了9 8个公共食堂，3 7零个服务员?实行伙食供给制，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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