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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江银耳发源地 一It'r：M乡九湾十八包一『}J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声
誉
海
外
的
通
江
银
Ⅱ



通江县陈河蚕种生产房

密林广布交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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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腑机关J：作人员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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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河乡山青水秀，地势钟灵。居米仓山南麓，处诺水河西源。是通江县西的门户，

为通南交通之锁钥。乌龙垭虎踞两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要冲，石鹅寺鸟瞰三县，李

先念主席曾题诗尽记其胜。石板古道百里长，素称-“红色走廊’’；小江河水东南流出，

孕育着银耳故乡。四面高山环绕，中间浅丘罗列。气候温润，雾露特多。名胜古迹相映

成趣；山水楼台对衬生辉。是踏青寻芳的胜地，乃避暑纳凉之幽居。有青杠蔽日，多幽

兰及香。九湾十八包得天独厚，因肇产银耳而驰名中外，使“小上海’’空前繁荣，故

“银窝"雅号风流一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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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河乡天时毓秀，人文荟萃。历代多文坛名士，有父子两登科；多武林高手，有文

武双秀才。艺苑有奇才，能工巧匠，代不乏人}林泉多长者，志士仁人，层出不穷；市

井不少巨贾， “银耳大王”，声名显赫。这里，早年是张献忠，白莲教的活动范围，掌

故极多；近代有两次农民抗捐斗争，声势浩大。

，陈河乡曾孕育了一代英才，是张荣森将军等老红军的故乡，革命先辈创造了许多可

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而现在更是新人辈出，群英聚会，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陈河乡资源丰富，物华天宝。农牧业向称发达，林产品自古繁多。有茂林修竹，多

古树名花，有珍禽异兽，多灵药鲜果。新法栽培使银耳成倍增产；大宗出品数油桐经久

不衰。水果产量跃居全县首位，五倍子收成已经开始回升。桑蚕生产正方兴未艾；白水

养鱼又初见成效。速生丰产林是一项巨大的绿色工程，正茁壮成长，将福荫万代，小江

河水系可截溪堵流，能自然灌溉，多水力发电之优势，母家梁石油外溢，尚亟待开发，

有综合利用的价值。水库堰塘，星罗棋布，是丰收的保证，山堰河渠，自成体系，有排

灌之便利。河坝场新楼林立，街道宽阔，市面繁荣；通陈线班车往来，码头拥挤，商旅

云集。文化教育的发展是陈河乡文明先进的象征；科学技术之进步乃农副业兴旺发达之

保障。随着经济的发展，陈河乡的知名度更有提高。陈河人都已越过温饱线正向小康迈

进，而改革开放的春风将使陈河的面貌更加日异月新。

((陈河乡志))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建设，历史赋予的使命，艰巨、光荣。经几年努

力，虽姗姗面世，实为首创之举，值得庆幸，特以拙文为序。

-· 中共陈河乡委员会

书记符开畅

～九九二年十-,9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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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力， “观今宜鉴古力，富而应教之。我们要继往开来，必须

以史作镜。时逢盛世，改革方兴，修志风行，实为文明壮举。

《陈河乡志》的编纂，始于1985年。由李能俊任组长，组织人力，收集资料，在县

志办的具体指导下，写成了部分初稿。后因各种变故，人员调动，资料散佚，濒于流

产。姊妹乡志的出版，鞭策我们重振旗鼓，经党史办郭际富与向思第两同志介绍，聘

请主笔，重新整理资料，进行编写I又补充了近8年的史实，下限延续到搁笔为止。

本志旨在反映陈河乡的自然、社会、人文等方面，在晚清、民国和建国后三个历史

时期的史事、八十年的变化。突出地方特色，让人们了解她的过去、正视她的现在、展

望她的未来，以期达到上对祖先负责，现为四化服务，下给子孙造福之目的。使其成为

促进经济建设的“百科全书刀，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

为此，我们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原则，秉笔直

书。以时间为经、史实为纬，探本溯源，逐一详查，力求志书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

和稳定性的统一。但由于有的史料年代远久，湮没泯灭，有的时过境迁，史随人去，有

的碑碣毁坏，无从查考，有的依据不力，难下定论。也因各方面的条件限制，故而遗

漏、缺欠，锫讹、失误在所难免。敬祈各位乡亲和广大读者指正，提出具体意见，记录

存档，为后贤续修乡志提供可信的依据，以收补缺、纠错、续无、详略之功。

今小志成书，有首创之幸。在此，特向各位关心乡志或为其效力的人士致以敬意，

因掇芜词以为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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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河乡人大常委主席团

主席 刘启国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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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细至脱
调查研究本地区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广泛征集真实可

信的资料，实事求是的编写，如实地反映其本来面目：力求以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

实现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和稳定性得到较好的结合。

二，本志资料来源于查阅有关档案材料以及采访I=I碑整理而成。引用部分一律仍

旧，不作更改。
。·‘‘

三、本志记述时间上限辛亥革命(1912年)，下限1992年底，建置沿革追溯到明?

清两代。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编写，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重点；t。‘。 ．、

四、本志分大事记、1地理、农业、银耳、工交财贸，政治，文卫、社会，人物、杂 ．

记共十篇。卷首置概述，卷末设编后记。各篇中分章、节，并在文中适当添加小标题。

五，本志体例以志为主，兼以述，记：传、图，表、录、考诸体，按具体情况灵活

运用o’
’

‘．
．

六、凡属人物称谓j一律直书其名，1不加褒贬之词。
”

七，遵循生而不传的惯例，传事不传人，对有影响的人物，以事系人，或列表记

载。
咎

八、凡历史朝代沿用通称，如：明，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建国

后。在朝代纪年后括号内加注公元年，月、日。 ：

。九：本志文中数目字，统用阿拉伯数字。目录次序，朝代纪年月日，通用汉字数字 ．

(公历除外)。

本志行文用语体文，白话体。标点符号按“新华字典》附录的规定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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