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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桥乡志》在各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有全乡民众的努力和支持，多志编写工作

人员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l坚持历史唯物主

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握住口三新一，。三性黟，精心筛

选锤炼事面今闻世了．这是全乡人民盼望已久的蓄愿· ．

匮全乡人民在七十多年来的历史长河中．‘虽是短暂的一瞬·然而j可歌可泣的革新精神和
斗争经历；民族风尚，民间习俗·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三十四年丰富多彩的历史·

急待整理入册。因此，《芦桥乡志》将是芦桥人民的斗争史．是全乡民众的智慧结晶·也是 ．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多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财富· ．

．
《芦桥乡志》是我乡政治，经济．农业，文化，教育，医药卫生·风主人情，自然风貌‘

的《小百科全书》．
．

‘。‘

农芦桥乡志的发表。将使我乡人民更加信心百倍地予实现一四化盼产生深远影响-前途
’

无量·
一’

簟写乡‘志零我印逡-代开始，，芋一霉开拓譬粤于作·’愿遗后冬，．、，。·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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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芦桥乡志》编写领导班子是一九八三年十月继三台县攻府、县人大常委’会议决议之

后，于东风乡的一次区乡干部会议上酝酿产生，宣告成立。待富顺区编写乡镇志领导小组召

开各乡主笔副主笔会议后的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正式办公的。一

一年的编纂过程中，《芦桥乡志》大体有如下的步骤t ， ．：“ ·i：．：

第一步，宣传发动和编写乡志纲目，以十天时间学习．文件，了解编写乡镇志的意义，，目
的、任务．要求，订立工作制度，布置办公室I请回我乡建政的武装队长，继任乡长，书记

的侯国政．以两月时间编写大事年表，讨论审订编写纲目，编写对口提纲，采访提纲，宣传

动员群众。 ， ．t
·

，

第二步。采集资料 ，

在乡党委，乡政府的领导下，迅速组成一支120个人的采集乡志资料队伍，广征博采。

各村专设一名采访员，每采集三个资料付给一元钱的报酬。
。

组织动员各机关、单位，部门(包括乡政府的八大员)都必须提供各人的本职工作情况

和单位部门沿革，以及发展变化，共32人，，投入征集《芦桥乡志》资料工作。： ．

发动寒假回乡过年的高中，中专学生20余人投写，o家乡赞"，“芦桥桃李香"，“新
风尚，，等，有用场的稿件付给0．5元——3元的稿酬。

。 √‘。”小

．_动员各树干部收集该村党。政、财会工作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变化，’提供各种数据，，每个

有价值的资料付给两个误工。 ，：．

发动各团支部书记动员团员搜集名胜古迹，地名传说，提供各村历代乡贤、秀才、举人、

进士⋯⋯付给一定的稿酬：⋯-’”。’一。·“i·一4 _“‘⋯ 。’ 。一’·‘一～～。·‘

组织动员各村妇女主任提供五好家庭，好媳妇⋯⋯。

动员各树餐管员提供典型情况。

动员各单位服务行业人员提供过去，现在行会，工会，职工福利，以及责任制等等情

况，30余人提供珍贵的资料。乡政府还抽调了我乡文化干事、农技校教员，长期协助查档、

建卡，整理长篇，还有业余教师也参加一些工作。七个多月里共采集了两千余件资料，丰富

了《芦桥乡志》内容。

第三步。整理资料．六，七两月常是五个同志坐在乡志办工作，最多是清誊缮写时多达

十—人。

从建卡到编写长篇资料试写前，均采取分编学文件，学主笔培训班的笔记，领会其各绾

纂编的原则、内容、范围。

整理长篇资料时，则集中人力逐编实行膏打歼灭战弦，，为各编造型既可发挥集体智慧又

可利用其所长。
、

在编写阶段，就采取分片包干，个人负责一编，让所有材料都发挥作用，才让章节日次

互为衔接，有利予避免重复，使之人尽其能，材料尽其力。

在清誊缮写阶段，聘能书善写者为好，以免导致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上的损失。

第四步。修改审订。为全志贯通一气，须经反复推敲，征求意见，核实，不能轻率。

《芦桥乡志》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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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芦桥乡志》上最为．_九二一年，’下限为一元入四年五月， (自然地理建置沿革，

大事记、风土人情不受此上限制)，根据详近略远，详今略古，立足当代．放眼表来的原

则，编纂的重点是建国后的三十四年·．
．¨＼：。 ．。：，

．
．

二，．《芦桥乡志》对人对事，概为秉笔直书-．不为尊者讳，．劲贤者讳·√ ．，：
．

。 。

．三、《芦桥乡志》体侧包括志，图、表、记，考、传，但以志为主，记述有据，．行文朴
‘

实o ：鼽¨：，：矗．：?：j，7：j!‘
四，历史朝代一律沿用旧称， (明，清、民嗣)原则上没加政治定语，如敌，伪·．反动’

．
：

字样。
‘

。0 ’Ao，．．
五，对帝王称其年号(道光，光绪、宣统·”一>p对古今人物·律直称姓名·．。 ，

六-重见的历史事实，各侧其重，有详有略，不是重复照搬．_、一v}．．?。一．：：：，

七，记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采用公历。建国前沿用旧历·括号内注有公历．1I，
’

八，地名一律用普查后县统一名称，在记述过去事謇鸭：则甩警骘的，峰·j惹事零号内
注明现在的名称·，： ：j’o !÷o 7-j卜 。j··^。 ：j、：=‘o。 ，．-．』‘、’·j。弋，!：_1：：’毫．，：=

九，编目，采用编，章～节，且·附录，待考Cl-2'3一叩??’)l·。ji：，：：支，j，¨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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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桥乡志》编纂组人员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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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领导小组l一“ 一‘

组长。邓本万

组员。杨永政侯茸致李文元杨永江

主编。杨永江
-． !

一 ’

付主编·李文元侯国政
’

’组员l’。李相如赵仕友李尚清赵文松
‘

‘

采访矗

李相兜r赵仕友‘‘胥春绪李云升、李维德江开德许安德向仲江

审稿组组长·杨永政一。
’’ “

付组长i‘邓本万。“‘
’·i ．．，- +1 7-。：’一

㈠’组员i、顾三知’i陈子勤；宋仕荣：‘～j·，：-卫。。
， j’一一一。，? ·，‘

特约审稿。陈元海宋仕俊黄光灼蒲顺登周成华岳仕明宋仕荣

封面设计题字。’窃永泣‘：r 2，’)≮1’：-；，：一∥：r．：?∥ ’二j‘：二．

封面绘画l侯庆阳陈毅夫

摄影。粱元一 封面翻照·刈祯样

校对。杨永江

绘地图·汤汝革杨永江

印刷·国营三台县印刷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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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桥乡中心学校 写桥乡礼尊



芦桥信用社 致富农民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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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桥乡志》共为lO编91章337节，分别从建置沿革，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农业，

文教、医卫，风土，人物、大事记诸方面，通过志、传，述，图、表、考形式，再现历代面

目·

近百年来，全乡民众就有繁荣芦桥的愿望和发展农工商以及文教事业的雄心壮志与行

为。六十年前，潼保马(公)路横贯其境，为今天的乡村公路网开拓了前景，予建设芦桥场

镇奠定了基础。

芦桥于县城东30公里，正置北纬30’左右，东经105。左右。世居在这块地域内发展至今

的一万民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一直为三元(奎术乡，今为东风乡)所辖。五十年代初高

唱《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打土豪分田土，建立乡人民政府。三十余年

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生产发展了，经济活跃了，人民生活改善了。22平

方公里的浅丘中谷地域，状如卧蚕，东西居高，。中部略低，资源丰富，有利于农、林、牧、

付、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现居全县第二的油橄榄，大有可造的小桑园，小果园，

激励着民众致富积极性，．各项“专业户"．。。重点户一逐年增多。自蜡山、蚕桑山、柑桔山、

花椒山、蓑草山、河库、塘、堰无一没有作为。复盖面积逐年葱笼浓郁。农业生产亩产过千

斤，丰收连年在望。乡村公路网活跃了农村经济，且是促进农工商产品流通致富的源泉。学

校教育迅速发展，不仅发展了幼儿教育，普及了小学教育，还正向普及初中方向迈进，并有

确实的保证，乡农校的建立和发展，标志着农业科技的普及发展。医卫事业有很大的发展，

医疗机构从无到有，医务工作人员由一九四九年的11人，现在为28人，计划生育工作扎扎实

实，人口增长率下降到了千分之=，一九八二年为绵阳地区的先进单位。兽防工作亦有成

效，家禽家畜翻番。社会风土表现了全乡民众今昔不同的精神面貌，突出了芦桥的性格特

征。在社会主义时代，真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劳了，仅区乡领导干部就39个，县、团

级以上的领导干部20个，．大学毕业的11人，中专学历的131人，高中毕业的达271人，与一九

四九年前比，实属人才倍出。分别于不同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大有后浪推前浪之

势，凡属对社会发展有阻障或推动的贤能祸害都将入志。大事记相当于经，把全书织成一个

整体。

目下，全乡人民以蚕吐丝，蜂酿蜜的精神，必将芦桥装点得更加美丽、富饶。在芦桥土

地上，谁不说咱家乡——芦桥好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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