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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蒲昌镇委 蒲吕镇政府办公大楼

2009 年蒲吕镇党政一班人研究蒲吕镇新的发展规划。

左起第五是镇党委书记黄定伦、六是镇长刘义、四是人大主席敖良全、
七是纪委书记杨光华、八是副镇长王道萍、三是副镇长肖坤成、一是副镇长蒋明河、

二是委员张艳墨、九是委员朱建东、+是纪委副书记谢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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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吕镇 2008 年在职，并主持编修《蒲吕镇志》的党政

主要负责人

镇党委书记z 黄定伦

镇长:刘义 镇人大主席z 敖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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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政逼人手11 ，盛世修忐，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项承先启后、继往开米的一项重要任务。

蒲ι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米第二次修，ι，历时四年半时间， <<蒲吕镇Jι》编辑山版，

可庆可贺!

蒲吕镇历史悠久，早在四千多年前镇域己有人类聚居， 1青康RUY十年 0720 建场，

洁乾隆四十年 (1775) 闪有蒲、 ι二姓设屿，故名为蒲吕场，民国八年 (917)改场为乡。

民国J十四年 0935 年)划于藏、铜炉、歇马、康济、善心丰11 旧县的沙坝、坪坝、青山、

铜鼓村直岚峰乡。 1989 年 10 月蒲吕乡、石虎乡合并为蒲吕镇， 2006 年 10 月岚峰乡合并到

蒲吕慎。:南吕镇山川锦绣，物产丰富。镇尔南面地处毓青，山上有白云1.1-、方解石、;石灰

石、煤等丰富的矿产资源。同北部有小安溪河，准52主河穿境流至 IA县，水源充沛，气候温

和，是主产水稻、小友、玉米的地方。蒲吕文化渊源流长，纸扎舞龙、) 11剧座唱、民间歌

舞誉满16tr~+1 。

千百年苍桑变迁，勤JY朴实的蒲吕人民改造自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米，全镇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手11政策，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为振新农村经济，

以"团结拼蝉，求实创新，负重臼强，奋发争先"的精神，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

1:业企业和商品经济，为史篇I曾辉;在彩。占往今米，人民创造，推动宏伟业绩，理当载入

史册，彰往日召米。

《蒲吕镇镇:~~))，再阅历代档案，翻阅历年资料， J'-泛收集整理，在定和过程中广泛征

求各界人士意见，商讨桩敲，力求确当。编篡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尊重史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资料翔实，体例得当。志'l~既记载蒲吕镇人民艰苦奋斗，

取得的辉煌业绩，又录以历史发展的曲折，实为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具有"资政、教化、

存史"的价值。

《蒲吕镇，ι》集思想性、资料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充分展现了蒲吕 21 年发展

的光辉历程，浓缩了蒲吕 21 年的发展成就，是蒲吕党政领导和1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结品，

将会对蒲吕镇经济杜会快边健康发展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蒲吕镇忐》记载的 1986 年至 2006 年蒲吕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光辉业绩己成为历史，

蒲吕镇党政领导和l人民群众将以此为新的起点，按照党和国家"构建手Ilì皆杜会主义社会"、

"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要求，加快杜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在杜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中取得更新的成就，谱写更美好的历史新篇章。

时叫府镇长:号:沪
2008 年 9 月



凡例

《蒲吕镇镇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

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鉴别、分析问题和使用资料。在记述历史时，用党的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作为编修的指导原则。

二、《志书》上限起自 1986 年，下限断至 2006 年。建置沿革、社会风俗等，按实际需

要追溯到上限以前。在断限期内，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要求， 1985 年前

从略， 1986 年以后从详。重点论述党的十二大以后的史实。

三、《志书》包括全镇的自然状况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本着按事分类，以类设章，

横排竖写原则，力求做到横不缺主工页，坚不断主线。志书由志首、主体、志尾三部分组成。

志道包括图片资料、序言，凡例，概述，大事纪。主体分设 25 章和若干节、目，分别记述

建置沿革、自然地理、党派群团、政权、公安司法、人民武装、农业、畜牧业、林业、农

机水利、工业、交通邮电、商业粮油、工商行政管理、财税金融、土地管理、镇村建设、

能源利用、文化艺术、教育、医药卫生、科技、体育、文物古迹、人口、人民生活、劳动

工资、社会福利、婚姻家庭、风俗习惯、人物等。志尾、附录、后记结束全志。

四、《志书》体裁，以记述为主，辅以图表，使之图文并茂，蔚为一体。

五、《志书》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除序、概述外，直述其事、简化宇平11标点符号，遵

照国家的统一规定使用。专业各词术语，尽量用白话文表述明白。

六、《志书》计量单位，以 1985 年全国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为依据。各专业学科的计

量单位、符号、用法，一般以各学科统一的通用原则为准，尽量用白话文表述清楚。

七、《志 t~)) 的统计数字，一般以统计部门的资料为准。某些专业性统计数字，以业务

主管部门的资料为准。

八、《志书》中地名如有演变的，按记述时限用当时的名称，注以今名。人名直书姓名，

不冠尊称。

九、文中"党"和"党组织"、省委、市委、地委、县委、镇委等称谓，均系中国共产

党党组织，中共四川省委、中共重庆市委、中共铜梁县委、中共蒲吕区委、中共蒲吕镇委

的简称。

十、因志书上限为 1986 年下限为 2006 年，志书中的干部任职时间最早起于 1986 年 1

月，最迟止于 200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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