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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若趣：赵伯成(民政所长)杜大才(人大主席)叶民学(武装部长)杜正芳(副
乡长)

书记赵天行与乡长赵兴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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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乡乡长赵兴明



乡志主笔张仲林与书记乡长合影



新建成的牲口河(二村)公路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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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之域，不可无志。<治平乡志)是一部记述治平人民参与

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以及科学实验的史书，是历述治平乡党委、政

府半个世纪以来领导治平人民改天换地富良兴乡的功勋和政绩的

文字。是治平广大党员、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治平的繁荣

立下汗马功劳的真实记录，也是激励来者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励

精图治，再创辉煌的檄语。四十年来，治平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偏僻

山乡，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农业快速发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建

设空前，市场经济活跃，公路四通八达，邮政通讯方便，财税金融兴

旺，文教卫生并茂的好地方，无不归功予党的正确领导，政府的英

明决策，民众的艰苦努力，无不取决于治平宜人的地理条件和丰富

的自然资料。治平正处在发展之中，很多事情要人去做，农业要向

高效型推进，乡村企业还待大力兴举，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率很低，

农民的素质教育必须加强⋯⋯这一切的一切，将寄托于当今党政

机关和广大干群的苦干实干，更寄托予后来人的艰辛进取。让我

们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党的基

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发扬实事求是，艰苦

创业的优良传统，把治平山乡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新农村而奋斗!
‘

乡党委书记赵天行

乡 长赵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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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原理，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全面、系统、准确地

反映本乡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突出地方特色。

2、本志上限不限，下限为1996年底。 ，．

。

3、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等体，以志为主。按事类分设十

四章，依地理、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顺序排列，章下一般分节、

目，个别地方根据需要设子目。 ?

4、大事记为大事纪年，采用编年体。．

5、立传人物均为已逝者。简介、名录收录有突出贡献和一定

影响的人物。其他人物，以事系于有关章节中。

6、行文用语体文记叙体，寓观点于叙述之中。数字用法按<关

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历史纪年中帝制时期用

帝王年号，必要时加注公元年月；民国时期以民国纪年为主，在括

号内加注公元年月；解放后一律用公历。解放前(后)，表示1949

年阆中解放前(后)。人物直呼其名，必要时书其职务、职称，不加

褒贬词语。地名用普查后的名称，记述过去某地发生的事例时，用

当时地名，再加注现地名。计量单位用当时使用的单位，不加换

算。

7、资料以文书档案、图书馆藏和县志为主，辅以口碑，一般不

注明出处。数字以本乡台帐和上级统计部门核定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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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乡位于阆中城西南，东靠裕华、白溪，南偎飞凤，西与天

林、皂角接壤，北与枣碧，北门相连，幅员面积25．1平方公里。全

乡现有11个村100个社，3024户，9823人。
‘=

乡政府所在地治平寺，距市城35华里，于清咸丰年间民众集

资所建，旨在祈求地方长治天下太平，故名。民国时期，所辖地域

属阆南分治。1951年分设老土乡和双柏乡。1952年5月，从老

土、双柏划出部份村，新置金星乡。1958年由21个联社成立金星

人民公社。1967年更名为红星公社。1971年复名为金星公社。

1981年9月更名为治平乡人民公社。1984年1月定名为治平乡

人民政府。1992年9月撤区并乡，属飞风镇所辖，建立治平办事

处。1994年又复建治平乡人民政府，1996年划归阆中市江南片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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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地属低山深丘，由东面的鼓罗山，西部的仙桂山，北边的

帽合山，正南的仙弓山和雷家山，绵延盘长蜿蜓曲直，形成了东南

高，西北低、五山、六梁、八条沟的特殊地貌。平均海拔高度为505

米，最高的山石垭海拔为655米，最低的莲花村陈家河海拔为366

米。境内小丘密布，峡谷甚多，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均气温为

15℃，最冷的1月平均气温为5℃，最热的7月平均气温为笏．5℃，

全年日照为1413小时，积温5506度。年降雨量为850--1050毫

米，无霜期288天，时有冬干、春旱，盛夏暴雨并间有伏旱，八月有

秋涝出现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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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民勤劳。在这块土地上，治平人

民在长期的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坚贞不屈，英勇顽强，写下了

光辉的一页。保路运动，反袁斗争留有治平人民的足迹，升钟暴

动，建立苏维埃流过治平人民的鲜血，反对苛税，青苗斗争有治平

势，r魄g蕾，起，～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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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参与；在这块土地上，治平人民为求生济，辛勤耕耘，艰苦劳

动，创造了物质文明，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发展了民族文化，用辛劳

的汗水改造了自然；在这块土地上，治平人民节衣缩食，投身集市，

曾一度为明末兴起的双柏垭和牲口河两个场镇增添过几分热闹。

但在民国统治时期，横征暴敛，明取巧夺的阴云笼罩大地，山乡愈

来愈穷。民不聊生。 。

。 解放后，治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恢复了

人类历史创造者的地位，遵循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

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励精图治，除旧布新，走上了社会主义康

庄大道。四十多年来，农业发展年胜一年，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

好。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农村经济体制，调整农

业内部生产结构，大搞农业基本建设，变革耕作制度，繁育推广良

种，实行科学种田，贯彻以粮为主，五业并重的方针，兴办农工商联

合实体，实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创

造性，有力地促进了当地两个文明建设，治平旧貌换新颜。

截止1996年底，全乡兴修山湾塘17口，山平塘91口，石河堰

6处，竹节堰181处，喷灌池35个，山毛坑806口，打机井5眼(私

人机井除外)。特别是在1996年的“百日兴水战役”中，全乡共建

花栏杆蓄水池8处，修补、清污、扩基并实现池壁条石化的微型水

利工程达80余处，总积水量约185万余立方米。升钟水利工程左

干渠毛渠网及全乡50％以上的农业社，治平人民基本上结束了

“靠天吃饭”的历史，保证了农业稳产增收。

全乡耕地面积约9800亩，主产水稻、小麦、玉米、红苕、棉花、

油菜等。多种经营以蚕桑林果为主，以生猪为主的养殖业是主要

付业收入。粮食亩产量由建社初期的286斤，增加到1995年的

395公斤。干旱严重的1996年，粮食亩产仍为305公斤。1996年

粮食总产量为3104吨，是建社初期的3．2倍；棉花总产量达

147．15吨，是建社初期的3倍多；油料作物总产量达42吨，是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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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末的2倍；蚕茧总产量1994年4．5万公斤，1996年3．9万公

斤，均比70年代末增长I倍；生猪出栏达7858头，人均0．8头，年

均上交lOOff--1200头。年人均口粮401—357公斤，年人均收入

582—641元以上。“

．农村建设成绩显著。60年代还有一些茅草房，70年代基本消

除了茅屋，80年代农民普遍换了砖木结构的新瓦房，90年代又有

四分之一的农户往进了新式楼房。场镇建设规模空前，整治更新

了旧貌，扩建了三条大街。一幢幢公私楼房排列有序，各种机关设

置齐全，企业布局合理，市容整齐美观，店铺五彩缤纷，商品琳琅满

目，集市繁荣，百业兴旺，一派生机。．
。5

～ t．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财政收入可观，社会

积蓄猛增，地方经济快速发展，乡村企业发展到118户，年产值达

245万余元，仅私办乡扶肠衣厂年产值就达100万元，财税收入一

直保持着稳步增长势头。特别是90年代上升最快，1996年财税总

收入达61．68万元，是1985年的4．52万元的15倍。人民在生活

和经济条件得到改善的同时，踊跃存款和储蓄的人与日俱增，仅

1996年，全乡存款余额就达340．43万元，有力地支援了地方经济

建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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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密如蛛网，通讯设施齐全。治平不仅有东至阆城，北达南

邑(升钟)的主干公路，还有通往相邻乡镇的分支公路，乡内村村跑

汽车，85％以上的社都通公路，彻底改变山乡的运输面貌。乡有邮

政所，有公共电话，村有邮件收发室，邮政电讯业务活跃，群众称心

如意。

教育卫生并茂，人口控制严实。民国时期，治平境内仅有私塾

5所，保国民学校1所，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10％，如今有完小2

所，村小9所，附设初中校2所，中心幼儿园3个，成人文化技术学

校l所，共有各类教师92人，在校学生近2000人(成人技校学员

除外)，小学教育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即将达标，且学校办得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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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年均升学率达50％(指初中)，在市内享有名气。解放前仅有

游医13人，现在有正规的乡卫生防治院，村村有医疗站，有医务人

员30余人。医疗设施完备，防疫治病有道，人民健康有了保障。

70年代末，当地党委，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

和管理，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多次得到上级的肯定和表彰。

1996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6％o，出生率为12％o，计划生育率为

99％。’ ．

影剧广播兴旺，文化市场繁荣。乡内有集体、个体电影院、录

像厅、共lO个，既营业于场镇，又迂回于村社，充分满足着人们精

神生活的需要。还办有像馆、书摊、磁带室、磁带柜等，深受民众喜

爱。广播站被誉为“五马式的广播站”，业务开展有声有色，在保证

全乡各村社农户广播线路畅通的前提下，既时时转播上级台站的

节目，又采访，编排自办节目，及时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措施和地方的好人好事，传送各类信息，社会效益良好。

时代在发展，治平在飞跃，治平人民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干

劲十足，信心百倍，正以雄建的步伐向二十一世纪迈进。一个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必将展现在闽州大地的江南山乡，治

平将成为人民生活幸福的乐园。
’

t“

妒

，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