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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值此《宣汉县志》即将付梓面世之际，遵从编委嘱托，谨执笔为序。

宣汉修志，始于明正德初年，清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年间亦有修纂，民

国19年再次重修。这些旧志保存了一定价值的史料，县内和国内较大的图书馆均

有收藏。但是，由于受时代的局限，旧志重人文、轻经济，只记乡弗盛事，不及

官绅劣行，歌颂剥削阶级、诋毁人民群众等问题比比皆是。不仅观点陈旧，而且

资料亦有缺误。

新修《宣汉县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横陈社会，纵述历史，客观反映了

全县自然状况和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建设总貌，是一部朴实严谨，具有宣汉特色的

百科全书。对于认识县情，总结经验，探求规律，正确决策，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展开《宣汉县志》，波澜壮阔的革命史和艰苦奋斗的创业史跃然其间：清嘉庆

元年王三槐领导的白莲教起义、光绪元年袁廷蛟发动的抗粮斗争，声势浩大，威

震朝野。现代革命史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王维

舟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创建川东游击军，发动3万余宣汉儿女参加红军，为川I陕

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宣汉解放40多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

的伟大实践中，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人民在县委、县人民政府

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立足县情，

开拓前进，国民经济得到了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农业、工交、财贸、文卫

等各条战线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喜人局面。

修志工作，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编辑人员，特别是几位年逾

花甲的老同志，满怀无愧历史、无愧人民、无愧子孙的高度责任心，严寒酷暑，伏

案穷年，对大量历史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四改纲目，五易其稿，斟酌损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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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炼成书，其辛劳不言而喻。上级业务部门的悉心指导，兄弟县市同行的切磋砥

砺，县内有关单位的通力合作，对志书的完善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借此机会，

我代表中共宣汉县委、县人民政府，向为《宣汉县志》面世付出心血的全体同仁，

向重视、支持、关心修志工作的各级部门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祝贺新县志问世之际，祝愿勤劳勇敢的宣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

结奋斗，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

县长廖杰文

1992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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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实事求是记述历史．其资料主要来自国家各

级档案馆藏，有关史志碑碣，采访记录。社会主义时期各项事业的有关数据，以县统计局公

布的数字为准，采用他处数字者均有说明。

2．本志记事时间，以民国元年为上限，1985年为下限，个别内容视其实际情况上溯古代．

3．全志按科学性、合理性进行归类，并结合现代管理分工，除首尾概述、大事记、附录

以外，并列27个分志．各分志按其内容设置章、节、目．

4．宣汉人民历代反压迫斗争较多，影响也较大．本志特设人民革命斗争志，系统记述其

史实．

5．本志采用志书传统记述形式：述、记、志、传、录、表、图，以志为主．表随文，图

页置卷首。

6．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以本籍人物为主，正面人物为主，人民群众为主。

7．历史纪年，沿用通称，明清及其以前时期用汉字书写，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均括注公元年份．

8．本志所称解放前、后，以1949年1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宣汉县城为时间界

限．

9．计量单位，解放前悉用旧制，解放后以1984年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

量单位为准。数字书写，按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单位制订的<关于出版物上

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处理．



宣汉治于东关故城．唐武德三年(620年)又在今土黄镇万斛坝置昌乐．在漫长的封建社会

里，县治时置时废，时分时合，参差多变。至宋熙宁七年(1074年)县境只有东乡、巴渠两

县．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省东乡、巴渠入通川县，县境无县治．明成化元年(1465年)

7月，．复置东乡县，治石鼓镇(今东乡镇)．民国3年(1914年)秋，因避免与江西省东乡县

同名．改名宣汉．宣汉自东乡建县以来，历史长达1430多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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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地东北高西南低．东北自由乡南墨架山最高，海拔2349米I西南洋烈乡与达县交界处‘

州河河床最低，海拔277米。在四川地貌区划中属米仓山大巴山中山区和盆北低山区、盆东

平行岭谷区的一部分，而以低山和低中山为主。按地貌型态可分3区。(1)低中山区，面积

约2781．5平方公里，占全县幅员65．2％．其中，漆树乡长城坝至受哙乡土溪坝一线(盆地

分界线)之东北，属盆外山地．海拔2000米以上峰岭汇集于此，相对高差1000米以上，重

峦叠蟑，山势雄伟，前河横切山岭，造就奇峰险壑的百里长峡，这是全县地层最老、地势最

高部分；平楼、峰城、红峰3个向斜高台地，海拔1000米以上山峰林立，相对高差500-'-,600

米，属中切割低中山I观面山脉自东北逶迤南西向至柏树乡．长约180公里，山脊保留较完好，

数十座山峰高达千米以上。(2)低山区，面积约1065．5平方公里，占全县幅员25％，山脊

海拔800"--1000米，相对高差300---400米，属浅切割低山．其中，中河右岸黄金背斜区，属

单斜低山：天宝、复兴、东林；庆云、马渡、隘口两向斜构造台地，属台状低山，明月和柳

池、芭蕉和新农两地带，属穹窿状低山，山体短小，地表形态零乱，整体属台状类型。(3)丘

陵河谷区面积约419平方公里，占全县幅员9．8％．主要包括前、中、后、州四条河流的宽

广河谷阶地与河曲平地，天生、柏树一带开阔低平区域，三桥、大成一带浅丘区域，地势平

坦向阳，水热条件好，是全县粮作高产区．

县境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足，无霜期长．但垂直

地貌、季风环流，秦岭、大巴山的屏障作用，山岭坡向，以及山间洼地、谷地等因素，都对

气候产生影响。全县多年平均气温16．8"C，千米高地13．5℃，2000-米高地8℃．城郊夏季

(候平均气温大于22℃)约118天，冬季(候平均气温小于10℃)约95天，千米左右地带夏

季约6l天，冬季约167天；2000米以上地区基本无夏季．一年均日照1596．8小时，海拔800

米高程减少7％，1000米减少lo％，1400米减少17％．年均无霜期，坝丘区约296天，中山

区210天．年均降水量1213．5毫米，峰城、庙坝一带为多雨中心，年均降水1490余毫米I

马渡为少雨中心，年均降水1021毫米。降水季节分配：一般夏半年(5"-'10月)降水占全年

总雨量79％，冬半年(11～4月)降水占21％，雨热同季，有利大春作物，但常有冬旱。

县境河流属嘉陵江水系，主要千流4条，即前河、‘中河、后河及其汇流后的州河，县内

流域面积占全县幅员88％，双溪、碑牌两溪流分别流经县南、县北，各于达县境内注入州河、

巴河，县内流域面积占全县幅员12％。53条长7公里以上支流遍布全县，河网密度达0．25

公里／平方公里。河水主要靠雨水补给，暴雨成洪，久旱枯涸，州河东林站多年平均流量为173

立方米／秒．干流既可通航，又蕴藏水能35．＆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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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土壤分属6个土类，29个土属．75个土种。各种土壤按目前的肥力状况和所在区域、

地理环境因素、产量水平，可列为种植业良好基地的一二级土占耕地36．4％，可以改造为良

好土地的三级土占30．1％，限制因素较多的四五级土占33．5％．

县内矿藏资源丰富．煤分布县南和东北部19乡、储量1．6亿吨，多为中灰分低硫优质

烟煤．无烟煤分布东北7乡，估计储量1000万吨以上，煤化程度高，含硫量3,---12％．非金

属矿主要有：硅石矿(石英砂岩)，主产渡口、塔河、天生、河坝、凉风等乡。二氧化硅含量

一般达95％左右，耐火度1750--,1770'c’l估计储量IOOO万吨以上I石膏，主产渡口乡，质

地优良，石膏含量80％以上；膨润土，主产七里乡，以钙蒙脱石为主，达95％以上，悬浮性

能极佳，白云石矿，产鸡唱乡，白云石含量达96％，结晶程度好，质优储量丰富；高岭土，产

于鸡唱、龙泉两乡三氧化二铝含量36．06％；硫磺矿，产渡口乡，草测储量868万吨，矿层

厚l米以上I石灰石矿，县境东北至西南各乡蕴藏丰富，渡口乡大面积出露的黑色微晶灰岩，

可磨制成。大理石”板材．油、气、卤、盐，分布于凉风、黄龙、花池、胡家、双河、土主、

柳池、红岭等乡，均达到工业开采品位．铁矿主要为菱铁矿，产于樊哙、塔河、上峡、河坝

等14乡，层位稳定，煤铁伴生，含铁量36"-40％，须经选矿加工富集入炉，储量1078万吨。

次为赤铁矿、黄铁矿，品位低，储量约800万吨。

县境植物区系以亚热带区系为主，估计野生高等植物有200科、3000余种，现已采集标

本核实的即64种，分属165科．其中属国家级保护的有桫椤、崖柏、杜仲、银杏、黄连、天

麻、厚朴、野大豆、扇蕨、红豆等．野生动物类各门约400种，其中脊索动物门即有161种．

金钱豹、白鹇、猕猴、穿山甲、水獭、猞猁、麝、鹰、铜鸡、金鸡、大鲵、自鹤等国家级保

护的动物，散存于低中山地区。除此，阳鱼(裂腹鱼、嘉鱼)、憨鸡、明鬃羊(俗称四不象)

被视为珍稀动物．野生动植物中有植物药171种、动物药39种，因而宣汉有“药乡”之称。

全县自然灾害以干旱为首．发生最多，范围最广、威胁最大。据气象资料记载，本世纪

30年代十年四旱，夏伏连旱一年；40年代十年六旱，夏伏连旱两年；60年代十年九旱，夏伏

连旱一年，70年代十年十旱，夏伏连旱四年；1897年、1936年为大旱之年，全县农田收获仅

一二成，旧志载“大饥荒，死亡枕藉，人相食”。次为洪灾，暴雨洪水常发生在5"9月之间，

6、7月最多，洪水自上而下推进，沿河场镇、村庄、农田都受到损失。1938年7月20日洪

水暴涨，前河自樊哙至县城沿岸9乡被淹没，毁房1万余间，毁地4000余亩，死1192人。1982

年7月15日大小溪河出现特大洪流，41乡镇被淹，44万亩农田受灾，毁水库78座、塘干余

口，毁房2．6万间，死96人。此外，山地阵性暴雨，酿成山洪突发，几小时之内屋倒田毁．

大风、冰雹，倒春寒i秋季低温，盛夏低温，低温连阴雨等，都对农作物造成损失，风雹更

直接威胁人畜安全，山地滑坡崩塌、泥石流，也常有发生，造成预料不及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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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汉人民富有反压迫、反剥削、反侵略、保卫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尊严的革命斗争精神．

明正德六年，农民起义领袖鄢本恕率军入县境，农民纷纷参加义军，激战官兵。明末张献忠

部将刘文秀率部围攻县城，农民响应，费时两月余攻破了城池：清康熙时武维纲京控地方官

绅浮加税赋，康熙令立铁碑永不增加。康熙五十三年。向穆大聚众反抗知县冯长发割孕穗禾

苗饲马．冯恐激而生变，停止作恶。嘉庆元年，王三槐、冷天禄率白莲教徒起义，县人数万

参与，转战川、陕，历时9载，清王朝统治受到沉重打击，由盛而衰。光绪元年，袁廷蛟聚

众要求官绅清粮赋、减浮派．知县诬叛请剿，JII督引兵滥杀，数千无辜血流中河，袁携子赴

京以身为质，请求查究。历时四年，冤案制造者处斩．但袁氏父子仍冤死狱中．光绪二十八

年，县城人民高举“反清反洋”大旗，驱赶洋教士和贪官．宣统三年七月，全县城乡开展保

路运动，十月，冉崇根等联合各场武装团队宣布起义，结束清王朝在县内的统治。民国12年

(1923年)．共产党人壬维舟在清溪场开展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兴办小学、夜校，培育人才，17

年(1928年)创建川东游击军，以井冈山为榜样，坚持斗争达6年之久，22年(1933年)配

合红四方面军完成。宣达战役”战斗部署，受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红军解放宣汉后，

全县人民投入苏维埃政权建设，近3万人参加红军保卫川陕根据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等在县境留下战斗足迹。抗日战争时期，县内3万余人走上正面战场，

随红军北上延安的3000余人战斗在敌后战场，全县人民节衣缩食支援抗日前线。三年解放战

争中，青年知识分子不顾国民党严酷镇压，纷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3900余人脱离国

民党军队倒戈投诚；当人民解放军打开川东门户后，地方有识之士刘玉生等率旧军政人员起

义．1949年1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宣汉和平解放。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

国的胜利，宣汉人民13000余人献出宝贵生命。‘

宣汉解放后，全县人民在中共县委会、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弘扬革命精神，表现出极大

的革命和建设热情，决心铲除造成贫穷落后的根源，建设新社会。1985年与1949年比较，按

1980年不变价计算，农业总产值增长2．6倍，粮、油、果、茶、畜、禽等主要产品产量都

·

、大幅度增长，农村经济有比较全面的发展；工业总产值增长52．2倍，能源、冶铸、化工、机

械、建材、食品饮料、纺织等工业产品产量逐年增加，质量逐年提高。固定资产投资随着经

。

济的发展改变规模、结构，且始终坚持以生产性建设投资超主，建成投产一批能源、交通、运

输、建材、肥料、食品饮料加工等企业，农田水利建设也成效显著，耕地有效灌溉面积达40％

左右．为深化改革，发展生产，打下良好基础。人民实际消费水平明显提高，绝大多数过上

了温饱生活，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少数地区，人民生活也有很大改善。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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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曾有过失误和挫折，但县委、政府一班人总是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

误，挽回损失．在战胜困难和经济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共产党人和各级干部同人民群众保持

密切联系．同甘共苦同劳动，不贪不占，不以权谋私等等优良作风，成为一种无敌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这种力量使各种灾害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使十年。文革”期中粮食总产量．基

本保持在20万吨以上I工业生产从1972年起还有发展．全县人民一贯表现出的与大自然作

斗争的气魄，治贫致富的勤劳精神，爱祖国、爱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热忱，十分可贵。

四

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工作，从正反两个方面确认了富有实践意义的常理：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

民国初年县设蚕桑局，17年(1928年)成立农业传习所，28"--31年(1939,--,1942年)，

省府为宣汉县政府委派建设佐治人员，继又成立农业推广所，示范农场，目的在于用科学技

术推动工农各业发展，但由于政治腐败，经费短缺，人员过少，设备贫乏，科技没有展示其

能力，工农业生产发展极其缓慢。

解放后，科学技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起步前进．县委、县人民政府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和

教育事业，重视团结培养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才，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成立科学技术机构，

制订科研试验项目，在全县推广科学技术成果，取得了明显成就。1972"--1985年进行科研217

项．1978年开始成果评审，至1985年先后有71项获奖．其中农业56项，工业、医卫15项I

国家级奖2项、省级奖17项，地区级奖23项，余为县级奖。‘宣汉县农业资源与区划'、‘宣

汉县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等成果，为全县经济建设提供了翔实的科学资料．1976

年引进杂交水稻，并在制种、育秧、栽插、施肥、管理等方面运用先进技术，进行试验研究，

1977年推广种植4003亩、亩产506公斤，一举突破亩产250"-'300公斤的长期徘徊局面。农

业上·些项目依靠科学技术，产量质量在全国或全省取得领先地位。1974年油桐列入全国生

产基地县，1976年楠竹列入全省生产基地县、杉木林列入全国南方生产基地县，1977年茶叶

列入全国生产基地县。1979年山羊板皮列入全国基地县，1980年速生丰产用材林列入全省基

地县，1979年、1980年、1983年、1985年宣汉被评为全国商品牛生产基地县先进单位，1983

年获外贸部。山羊板皮优质产品荣誉奖”，1984年黄牛杂交改良受到国务院表扬。工业企业依

靠科技创先争优，1978年宣汉钢厂、炉坪煤矿由中共四川省委、省革委授予。大庆式企业”称

号．1980--一1983年，清溪高粱白酒、灰砂砖、TC一1型拖车、樊哙金花茶、漆碑乌龙茶、先

后被评为省优产品。道路总是曲折的．1959年为保卫。大跃进”，把科学同迷信一样被破除，

把严肃严格严密的科学态度当作“右倾”批判，之后连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严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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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地冲击着科学研究阵地，批判“白专道路”、拔“白旗”，揪斗

宣传推广、学习研究先进科学技术的思想障碍，以至埋没了许多

科学技术受践踏时，工农各业减产，特别是1959"-'1961年出现了

技术落后，管理水平落后，是宣汉经济发展的致命弱点。当前，良好的政策环境有利于科学

技术的发展，振兴宣汉必须首先振兴科学，真正把教育当作根本大计来抓。

五

宣汉历来以农业为主，现在是四川省44个农业大县之一。1985年粮食总产36．21万吨，

相当于1949年的2．72倍；桐、茶、桑、果、药、林、竹、牛、羊、猪等都成倍增长。在1950

～1985年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158．87万吨，油菜籽9．69万吨，油桐43．89万吨，茶叶

8万吨。猪肉29．78万吨，木材约25万方立米，以及其他农副产品，为全社会增添了生活资

料和工业原料。

农业生产在曲折中前进。按习惯以农业总产值计算(1980年不变价)：1952"-'1957年，年

均递增8．5％，当时起点很低；1958"-'1962年，年均递减7％(1962年产值已降到近1952年

水平)；1963"-'1966年，年均递增17．2％；1967"-'1976年，年均递减0．3％；1977"-'1985

年，年均递增13％，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会全以后坚决进行改革的成果．全县粮食总产量自

1981年开始，稳定在36万吨以上，1984年达到38万吨的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下降1．8

万吨．连续几年粮食丰收，农业的基础地位被忽视和削弱，主要表现在部分水利设施年久失

修，1983年蓄水14341．8万立方米，1984年降至7933万立方米，1985年再降到3580万立

方米。其实，全县人均粮食占有水平不高，1985年包括口粮、饲料粮、种子粮，人均分得粮

食277公斤，仅比1966年多35公斤。土黄、樊哙两区远远低于平均水平，三胜、漆树等乡

人均230公斤，自由乡仅190公斤。许多农民只是低标准的吃饱。农业生产手段，主要还是

旧式农具加一头牛，同时，耕地面积不断缩减，用粮需求却逐年增加；在比较利益驱使下，农

村投资投劳向非农产业严重倾斜。1984年、1985年，出现“卖粮难”，主要是流通环节梗塞、

仓满库盈，也是品种单一质量不高而不适应市场需求的结构性剩余。市场上大豆、糯米、鲜

米供不应求．库存小麦、大豆也运售一空。多年来，农业只注重在百万亩耕地上搞以粮、棉、

油为主的种植业，而林、牧、副、渔各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一直偏低，种植业内部又长

期“以粮为纲”，不少村组单一生产粮食，忽视多种经营的发展。粮食生产追求高产品种，忽

视数量i质量、高效并重。县委、县府已着手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确保粮食总量增长，满足

社会需求，同时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开拓外向型创汇农业，向流通领域延伸。

工业生产在十分薄弱的基础上起步。民国37年(1948年)全县手工业厂、坊159家，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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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人679人，以冶铸、采煤、制糖、酿酒、陶瓷等业为主，家庭手工业数以千计，以纺织、

编织、小五金、木器、营建等业为主。解放初期，县人民政府，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预

付订金，银行贷款等措施，扶持私营工业企业。1952年开始组织手工业者和经营手工业生产

的小业主建立生产合作社，以提高生产力；对较大厂、坊由国家投资，实行公私合营，使之

能继续生产，同时，建立地方国营工业企业。三十年来，全县工人艰苦创业，勤奋劳动，工

业生产一改旧貌。1985年，全县独立核算工业企业365家，职工11391人，其中全民所有制

30家4747入，县属集体企业17家1905入，街道工业8家222人，乡办工业310家4517人，

动力机械总能力39679千瓦，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22990千瓦，重工业企业29247千瓦。已

安装设备原值2639．2万元，其中全民所有制1749．6万元。与解放前相比，增加许多新产

品，主要有：水电火电，硬包装罐头，混合饲料，机制纸，常压蒸馏设备，碳化钙(电石)，

农用氮、磷、钾肥料，塑料制品，水泥，耐火材料，锻压及挤压钢材，变压器，电动机等。1985

年工业总产值9381万元，比1949年增长35倍，年均递增10．4％。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

的比重由1949年3．3％上升至1985年的33．1％。工业为全社会提供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

料，也为全县积累了建设资金。

县内工业是在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今，在国民经济中尚未取得龙

头地位．1985年，在社会总产值中，工业占24．4％，农业占56％；而在国民收入中，工业

仅占11．8％，农业却占71．1％。为改变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1958'--,1961年有失

败的经验，4年间炼铁102289吨，但含硫0．5％以上的不合格铁占30％左右，除去投入的巨

量人力、木材、损毁的农作物等不计入成本外，尚亏损507．1万元，其中财政补贴376．76

万元．近年全县工业净产值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工业总产值速度，1985年与1980年相比：总产

值增长104．55％，年均递增15．39％；净产值仅增长68．1％，年均递增11．04％。扣除

工业品和原、燃材料、动力价格变动因素后，只增长54．87％，年均递增9．14％。按总产

值的增长速度计算，净产值减少411．7万元。单纯追求产量和产值的增长速度，结果将是摊

子支得多；产品积压多，项目上得多，资金沉淀多；产值增长多，包袱背得多。1985年利息

支出比1980年增长3．7倍，达130．7万元。工业经济的前景，最终取决于能否实现从追求

产值速度转到注重提高经济效益这方面来。

交通建设成绩显著，1985年全县75乡镇已有67乡镇通车，基本改变了历史遗留下来的

交通闭塞面貌，但公路技术等级差，不能适应成倍增长的运输负荷，也给安全投下阴影。

改革已由欢欣鼓舞的初期发动阶段，逐渐进入新旧体制交替的艰苦阶段。坚持就是胜利。

宣汉人民勤劳朴实，富有创造精神，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贯彻党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实事求是，坚持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勇

敢战斗，一个富庶、文明的新宣汉，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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