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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自然地理 
 

第一章  地理概况 

 

第一节  位置、地形 

支坪街道位于江津区东南部，长江、綦河、笋溪河穿境而过。东邻珞

璜、南接西湖、西靠先锋、几江等镇（街），北与长江相隔的九龙坡区西彭

镇、铜贯驿镇遥遥相望。全境东南高、西北低，平均海拔 250 米，周边中浅

丘阶地交错，中北部为有名的桅子坪平地。地理座标于东径 105°16 ′，北纬

29°16 ′之交叉点附近。辖 1993年前原仁沱区的仁沱、支坪、真武三镇乡和白

溪乡的四个村。杨珞、仁屏公路贯穿全境，重庆外环高速路穿境 7 公里。 

 

第二节  面积 

东西距离 9公里，南北距离 11.2公里，总面积 100.5平方公里。人口 4.5

万人。 

 

第三节  山脉 

一、龙门山 

位于境内东部，属中梁山南尾余脉，自猫儿峡入境，耸立于原顺江、仁

沱、真武、马宗、和平五镇（乡）之间。南北纵列为屏，尖山（海拔 420

米）与和尚山（海拔 710 米）为最高山峰，山顶对崎如门，得名龙门山。两

山之间为开阔地，长约45里，宽约5里，又为背斜轴部露出石灰岩的“一山二

岭一槽”的龙门槽。山脉中煤、重晶石、石灰石、白泡石等矿藏丰富。1958—

1980 年曾大量开采。山脉南部有石灰石溶洞—龙头溶洞。洞中大小溶洞相

连，最大溶洞开阔地约 50 平方米，且有奇异独特的钟乳石山，可谓山中有

洞，洞中有山，洞中有水，溶洞直通 10 公里外的猫儿峡长江河底。近年经专

家堪察考证，很有开发价值。龙门山脉 有大片国有林，约 10000 亩。 

二、太公山 

位于境内西北部，原白溪、支坪两乡之间，主峰位于白溪乡石佛村境



 51 

内，峰高海拔 589 米，山顶有巨石名太公石，山因得名太公山，自南向北绵

延入津坪社区的双阳村黄角林、燕子岩、莲花碑，再入高阳村为浅丘。山上

有金山果园和白溪果园两处，盛产锦橙、脐橙、桃李水果，其中金山果园的

锦橙年产量为 30 万斤。口味纯正，远销国内各大城市。 

三、其他山 

△中山顶：位于境内花铺村南部，北临长江，海拔 400 米。 

△狮子岩：位于境内花铺村南部，错列于綦河边的原杉木、古家、椒湾

三村之间。 

 

第四节  水系 

一、长江 

长江从西向东，自几江高牙社区麻子滩流入境内津坪社区的原双阳村土

湾居民组，沿境北面边缘流经花铺村至王爷庙，与綦河交汇。流经境内 6 公

里，水量充足，可通千吨级船舶。其中有羊角滩、陡岩、山堆子、礁岩等险

滩和礁岩、官漕两个渡口，靠近花铺村的江中有大小中坝各一，面积约 0.5

平方公里，1970—1990 年间，附近村民利用冬春退水季节，在中坝上播种小

春作物，挖沙、取卵石、淘沙金，增加收入。至今大量的沙石为重要的建

材，归江津区沙石办管理进行有计划的开发利用。 

长江小南海水利枢纽工程的开工建设，将淹没岸边部份农田，但将大大

提高长江的水利、航运的利用价值。 

二、綦江河 

綦河发源于贵州省桐梓县凉风垭，自南向北由西湖镇的庙基流入境内真

武社区的菜坝，经真武场、仁沱社区、白溪社区的羊满咀与笋河交汇，再流

经仁沱社区的仁沱场、津坪社区的杉木、花铺村的王爷庙注入长江，流经境

内约 21 公里，可通舟楫，泛洪期境内河段可通千吨级轮船。其中有小木沱、

子尾子、黄狮坝、鲤鱼滩、龙凼子、新滩子等六个险滩。设有庙基、杨家

湾、真武场、马嗣沱、洋满咀、车网岗、仁沱、新滩子、王爷庙等九个渡

口。岸边有真武、白溪、仁沱等三个场镇。每逢夏季，长江涨水，江水倒灌

流入境内綦河段，綦河出现“高峡平湖”景观。最宽河面可达 150 米，水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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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碧波万顷。1977 年 6 月在仁沱场的綦河下游 200 米处建成仁沱公路大

桥。小南海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綦河水位将提升到海拔 195m，沿河部分农

田及仁沱、真武场镇部份房屋、建筑被淹没，但将提高长江、綦河的水利价

值。 

三、笋溪河 

笋溪河发源于贵州省习水县大坡乡，于四面山风管区入江津境，流经蔡

家、柏林、李市、嘉平、先锋、支坪等镇（街），于支坪的白溪洋满嘴注入

綦江，全长 120 公里。因沿河两岸竹林茂密，春秋两季竹笋勃发得名笋溪。

由南向北自先锋镇的白漩子流入支坪境内的大庄村白杨坝，经白溪社区的金

华组于洋满嘴与綦河汇合，境内流径 2 公里。境内险滩有曲水滩一处，有溪

沟嘴、中咀两处渡口，常年水面宽 15—30 米。綦河涨水可倒流笋河，河面可

达50—100米，水平为镜，泛洪时，水流喘急，消退迅速。枯水季节水面宽5

—10 米，最浅处 1—2 米。境内河段可通 10 吨以下机动船和舟楫、木筏。河

段两岸盛产黄竹、水竹等。 

 

第五节  溪流 

一、倒流溪 

发源于境内仁沱社区原挨山村的八十沟北面，流径原挨山、寒岭、水

库、联盟、真武场社区的新华、水洞、新屋等十个村，迂迴曲折，进入真武

公路大桥外汇入綦江。因溪水流方向与汇入的綦河水流方向相反，故名倒流

溪。水流方向很是迷人，耐人寻味。全长约 18 公里，流量充沛，常年不断。

至今溪上有石礅桥三座，石拱桥两座保存完好。 

20 世纪 50 年代起，溪上多处筑坝、建堤、修库，蓄水养鱼，灌溉农

田，充分利用水利资源。其中有名的为“灯笼桥”水库。 

二、黄泥沟溪 

发源于几江高牙社区的原万年村的万年桥，流入境内津坪社区原高阳村

的石咀（1959 年修建的石咀水库就于此），自西向东，经津坪社区，流入白

溪社区水口居民组的车网岗汇入綦江。全长约五公里。20世纪50年代溪上建

有石咀水库，三务局堤堰等两处，跳蹬和石板桥各两处。至今仍发挥着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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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通的作用。 

三、文武溪沟 

发源于白溪社区原太山村柿子沟，经文武村原六组及车碗村三、二、七

组至车碗岗流入綦河，全长五华里。 

四、其他溪流 

△两岔溪：发源于境内仁沱社区原民合村白鹤嘴，流经矮石滩、龙安桥

注入綦河，全长 2 公里。 

△中山溪沟：发源于境内花铺村原中山村的杜家沟，穿越原中山村的

三、四、六组，至马家溪注入长江，全长约 1.5 公里。 

△重溪子：发源于境内津坪社区原杉木村庙岭岗山脚，流经原涂家、花

铺两村，从流水岩经打石溪、瓦窑岗石桥，至重溪子、象鼻咀注入长江，全

长约 2 公里。 

 

第六节  气候 

支坪属北半球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热量充足，雨水充沛，日照时

多，无霜期长。全年四季分明，春季回暖早，但不稳定，时有寒潮侵袭，寒

潮时降温四至八度；夏季温高雨多，日照期长，但雨量分布不匀，每年都有

不同程度的伏旱发生；秋季多绵阴雨，也有秋旱情况发生；冬季日照少，阴

雨天多，气候较寒，很少下雪，基本无霜冻。 

随着地球转暖，本地区气温逐年有所微升。近二十年来，年平均气温

18.6℃，比二十年前提升了 0.3℃，最高为 2006年 8月 23日达 42℃，最低气

温为 1989年 12月28日的0.5℃，无霜期340天以上，年平均日照 1280小时，

年平均降雨量 1050 毫米。 

主要灾害天气有伏旱、寒潮、雷雨大风，夏季洪涝易发生在溪河两岸和

深沟谷地。 

 

第二章  场镇与村、社区、组 
 

第一节  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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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仁沱场 

仁沱场位于境内中偏北，綦河下游南岸，距綦河与长江汇合处的江口约

6 公里，离江津区主城 27 公里，与支坪街道办公所在地隔河相望。相传，很

早以前一个姓任的驼背，打草鞋谋生，并于渡口摆摊设店，热情接待过客，

逐渐聚居日众，成为市场，相缘称任沱子为场名，简称仁沱场。1863 年，仁

沱场曾毁于兵乱，经袁氏宗祠族人修复，清末明初，仁沱场已有正街、米粮

街、麻市街、河街等四条主要街道，前三条街道均有房盖（凉厅），能遮雨

蔽日。直至解放前有居民三百余户，近两千人。 

1950 年至 1993 年仁沱场为仁沱区公所和仁沱乡（镇）驻地，为全区政

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设有区级单位十一个，乡属单位近二十个，设初

中、小学、幼儿园各一所，每逢一、四、七为赶场期，水陆交通畅通，市场

繁荣，百业兴旺，至 1984 年有居民七百余户，二千三百多人。 

该场 1957 年开始通电照明，1974 年通自来水，2000 年使用天燃气。

1955年起逐步拆除凉厅，开始改建街道，1973年主街加宽三公尺。1965的津

新公路通车，为解决车辆过河问题，在场下码头綦河上修建车渡码头，用平

板舶子载运汽车，人力拉索过河，1977 年仁沱公路大桥建成通车后，车渡码

头停运，但两边码头设施完好，码头仍作水运车船装卸之用。三角碑至车渡

码头段的引渡公路也减少车辆通行，遂作街道使用，并在两边开山凿石，拓

宽地基，大搞商住房建设。1985 年开始，先后有仁沱区国土所、仁沱聋哑

校、仁沱教办经营部、仁沱农机站、仁沱派出所等二十多家单位和个人建

房，将此段建成新兴的街道。继后又从此段起沿老河街往田坝子方向进行改

造。至 1998 年先后有仁沱供销社、仁沱信用社、仁沱教育印刷厂等四十多家

单位和个人在河街新建商住房。1994 年仁沱镇资，将新河街道填平铺直，硬

化总长约 1 公里的水泥街面。1991 年并将田坝子旁边的仁沱木材站的堆木场

改造硬化成农贸市场。至此，仁沱场新河街更加笔直宽敞，商住楼房鳞次栉

比，紧靠河边码头人来船往。原正街的商业摊店逐步移向新的河街，每逢场

期外地客商，境内农民等车运船装各种物资赶场，不下 1 万人次，真是商贾

营集，市场兴旺，一派繁荣景象。 

1998 年綦江航运公司住仁沱工作站撤销，同时设在仁沱田坝子外的綦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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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仁沱造船厂搬迁。 

2004 年起支坪街道办事处仁沱社区办公驻地设于仁沱老街。 

1998 年场上居民 800 多户，2300 余人。 

二、支坪古家新街 

位于境内津坪社区金沟湾居民组，仁沱公路大桥北桥头，与綦河南岸的

仁沱老街咫尺相对，杨珞路穿街而过，离重庆外环高速路支坪互通不到 1 公

里。1996年 10月起新征土地开始建街，原为开阔平坦的农田，因座落于原仁

沱镇古家村，为满足三峡移民落户而建，故名支坪古家移民新村，简称支坪

新街，新街南面紧挨建国前的“新市场”。该场只有几间店铺，民房、槽房、

粮仓等。新街建设规划占地 21.5 公顷，东西长约 550 米，南北宽 360 米，总

人口为 5000人。已建政府办公楼，税务所、工商所、粮站、仁沱派出所、仁

沱中心卫生院、仁沱电管所、仁沱木材站、仁沱汽车站、仁沱中学、电信、

邮政、信用社、老年公寓、商店、药店、餐馆、还房楼、商住楼等单位和个

人建房一百余家（处）。已建街道一纵两横，纵街宽24米，横街宽 16米。排

水、排污、电讯输电、照明绿化、商店布局、公共设施等均按城市化标准建

设，整个街道平坦宽敞，洁净明亮，布局文明和谐。1999年 10月仁沱镇政府

从老街仁沱区公所迁至古家新街，各单位已陆续进入。2004 年 5 月仁沱镇改

为支坪街道办事处，仁沱镇政府办公住地也改为支坪街道办事处住地。至此

支坪古家新街成为支坪街道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交通中心。 

常住人口约 1000 余，场期为二、七、十。 

三、支坪场 

位于境内西北，属支坪街道办事处津坪社区办公所在地，离支坪街道办

事处办公所在地约 3 公里。杨珞路经场中而过。1993 年前为支坪乡所在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支坪无场。利用四十年代，团甲期间，支坪的“幺店子”

作为公社办公驻地。此后在“幺店子”周围陆续兴建供销社、信用社、兽医

站、卫生院、食品站、农机站、综合商店、食店、旅店、影剧院、公社机

关、学校等，人口日增，成为全乡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中心，幺店子也

成为支坪新生的场镇，1984年 12月 3日正式开场，场期为三、六、九，此时

场上居民 350 多人。2002 年 7 月兴起寒日（不逢场期）的鲜活、小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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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场）。 

1993年 12月撤区设镇（乡），支坪乡被撤销划归仁沱镇管辖，支坪场为

镇辖支坪办事处驻地。2001 年撤销镇辖支坪办事处，设津坪社区。2004 年 5

月仁沱镇改为支坪街道办事处，属江津东部新城的重要区域，重庆外环高速

路穿境（津坪社区）而过，支坪互通紧靠场边，加速了支坪场的建设与发

展。2004 年—2006 年的三年间，场镇扩建为 1993 年的二十倍以上，沿杨珞

公路两边新的商住楼延绵不断，长达 1 公里有余，住宅小区拨地而起。1993

年前只有十来家单位和很少居民住房的不足 50米的窄街小巷，一跃发展为一

纵五横街道，方圆 2300 多米的小集镇。至 2006 年该场已建成交通发达，经

济繁荣，文化教育功能齐全，常住人口达 3000人以上的场镇。每逢场期，商

贾云集，摊贩密布，人声鼎沸，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该场 1958 年通电，2001 年用天燃气，2002 年 5 月开通宽带电视网，

2005 年安设街道路灯（30 盏）、设垃圾站（4 个）、环卫工人 3 个。2001

年曾建幺店子居委会。 

四、真武场 

真武场位于支坪办事处南部，为真武场社区驻地，距支坪街道办事处驻

地 4 公里，场西靠綦河，东连津綦公路，南接真武园艺场。早年因场侧有一

真武庙而得名真武场。解放前后为真武乡，1958年至 1983年为真武人民公社

驻地。 

场内建于清代的中国传统四合院客家会馆七座。其中福建移民会馆天上

宫、广东客家移民会馆南华宫、江西客家移民会馆万寿宫至今大部份保存；

王爷庙五十年代改建为乡政府驻地，禹王庙六十年代改建为食品站和铁器

社，三爷庙五十年代开始改建为真武小学，灵官祠五十年代改建为民宅，至

今原貌未存。建于二十世纪初的欧式风格民居吴泽俊宅，建于民国时期

（1920 年）的殖民风格民居马家洋房子保存完好。沿河街边上，五六十棵古

老苍劲的黄角树盘根错接，枝繁叶茂，夹杂其间的街边房宅错落有致，塆曲

平静的綦河上，来往穿梭的舟辑与场上房屋交相辉映。人与自然的和谐，造

就了该场古朴曲雅的风格。 

抗日战争时期，曾有山西迁来的“友仁中学”设场内马家洋房子旁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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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前创建的柑桔园艺场，至今为重庆果树研究所的实验场地，解放前期修建

的川黔铁路经过场边，1958 年铁路改道，此路改为津綦公路，车辆可通场

内。该场原有麻纱市、正街、下场、河街、背街等多条街道，方圆 2600 多

米。至二十世纪末期，场内有供销社、酒厂、果品包装厂、食品店、信用

社、粮店、医院、邮政所、学校、幼儿园、影剧院、酱园厂、搬运站、茶旅

社、各类商店等二十多家单位，是一座历史古老的水陆码头。 

场内原街道均设有檩架房梁、青瓦屋面的凉厅，能遮雨蔽日，冬暖夏

凉。五十年代开始逐渐撤除凉厅，拓宽改造街道。至八十年代凉厅基本撤除

完毕，现存背街一小部份。1994年开始新建麻纱市至公路边长约50米，宽约

18 米的新街。为加紧新农村建设，2004 年至今沿公路两侧，新建的住宅小

区、商住楼房拔地而起，社区综合办公楼也建于此，一条长达三四百米的新

街即将落成。真武场场期为三、六、九，每逢场期，外来客商和境内农民云

集场内，货源充足，商贸繁荣，是重要特产—柑桔营销的集散地。古代典雅

与现代文明相集合的真武场，近年迎来不少专家和学者的考察探究，很有旅

游开发价值。 

该场 1960 年通电，1968 年通水，1985 年设居委会一个，下设 5 个居民

小组，住户 250 户，非农业人口 798 人。2001 年著名的重庆亨通食品厂迁于

场内马家洋房子处，给该场的经济发展带来生机。现有住户 540 户，常住人

口 813 人。 

五、白溪场（洋满嘴） 

位于支坪街道办事处境内西南部，为白溪社区驻地。距支坪街道办事处

驻地约 5 公里。是笋溪河与綦河的交汇处。古时多居僰族人（少数民族），

故名僰溪，又因“僰”字难认，用同音字“白”代替，1980 年地名普查时，更“僰”

为“白”，得名白溪场，又名洋满嘴，解放前后为白溪乡政府驻地。 

古时，陆路交通不发达，长途运输全靠水运，而白溪场是两条江河（綦

江、笋河）的汇合处，是运送夏布、粮食、食盐、农资、土产、竹木、烟

叶、山货等进出船只，竹排木筏的必经之地。远至四川、贵州，近临綦江、

江津、巴县等地的物资都在此交汇中转，因而白溪场成为物资丰富、商贾云

集、热闹非凡的水码头，也是各种物资的集散地。常年汇集于此的竹排木



 58 

筏，大小舟辑多达几十上百，运货经商老板，客户必然住棧白溪场。当年白

溪场的商铺、茶馆、酒店、饭馆、棧房多设于临河边处，多达数十家。为了

防备泛洪冲毁，多为临时设施，较为简陋。至今尚存的也为穿斗夹壁，青瓦

屋面结构的铺面。街道极为狭窄。古时，每当夜幕降临，来店食宿派客，各

类闲杂人员少则几十，多则上百，直至深夜，谈笑风生，吆喝不绝。随着陆

路交通的发展，水路运输渐少，白溪场也随之萧条。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该场属乡政府驻地，设有供销社、粮站、食品

站、医院、信用社、果品包装厂、学校、日杂店、饮食店等。1978 年在场南

端白溪小学下面的粮田上新建白溪公社综合办公楼房，同年白溪公社办公机

关驻地也迁于此。 

1993 年底，进行建制调整，全县撤区并乡建镇。白溪乡撤销，划归仁沱

镇管辖，白溪为镇辖办事处。1998 年 11 月建制调整，将白溪行政区域划归先

锋镇管辖，至 2001 年上半年又将金华、太山、文武、车碗四个村组建为白溪

村，划归仁沱镇管辖，2004 年变为白溪社区。场上机关单位随之撤迁。现存

白溪小学、疹所、社区驻地和几家个体商店。 

该场 1996 年通公路，1987 年兴赶场，场期为五、十。2004 年街面水泥

硬化，1985 年非农业人口 208 人（最高峰），现常住场人口不足 100 人。 

 

第二节  村、社区 

支坪街道办事处（原仁沱镇）的村、社区行政区划，在 1983 年至 2006

年间，二十三年来经历了 4 次调整：一次是 1993 年，撤销仁沱区，将支坪、

真武、白溪三个乡和仁沱镇合并建立仁沱镇，时设 39 个村，5 个居委会；二

次是 2001 年，随着江津市乡（镇）行政区划调整，（仁沱镇未调整），但

村、居调整为 13 个村，1 个居委会；三次是 2004 年又实行村（居）建制调

整，村、社区调整为 8 个村，5 个社区；四次是 2005 年底，按市的统一部

署，实行“精镇强村”，村、社区再次调整为 2个村，4 个社区。两个村是：花

铺村、天堂村；四个社区是：津坪社区、仁沱社区、真武场社区、白溪社

区。 

一、花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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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铺村位于支坪街道西北部，北挨长江，东靠綦河，西、南面与支坪街

道的津坪社区接壤，地处长江与綦河交汇的三角地带上，与成渝铁路的铜鏆

驿火车站隔江相望，距国家级深水港—猫儿沱港 3 公里，与新建的玖龙纸业

厂区隔江相望，相距不足 2公里。距江津主城 25公里，距支坪街道办事处驻

地 6 公里。幅员面积 10 平方公里，全村 2280 户，6440 人。该村系三峡库尾

淹没村，是全江津市淹没耕地、安置人口第一大村，2001 年安置云阳外迁移

民 33 户 121 人。 

花铺村两委会住地设在全村较为中心的地方—花铺村二社黄家坟，2000

年新建办公楼一栋（砖混结构，一楼一底），建筑面积 360 平方米，内设党

委、村委、文书、妇联办公室、会议室、档案室、文化活动室，外设停车

场、公示栏、墙报、厨窗等，设备设施齐全，布置新颖，规范、得体。 

该村东南高，西北低，但高差不大（海拔 195-270 米之间），大部分地

势平坦，属新冲积母质土层，有名的中山坝（长 2公里，宽 0.8公里），一马

平川，地质疏松肥沃，是该村无公害蔬菜基地占地的首冲地带，东南浅丘地

约占全村的三分之一。境内骨干公路—支花路，全长 8 公里，二级水泥路

面，横贯该村南北。有村级机耕道，泥石路面，全长 12 余公里，水泥人行道

1400 余米，陆上交通行成网络，四通八达，方便快捷。村内水域宽广，长江

水岸长 5公里，綦河水岸长 3公里。长江上有大、小中坝各一个，面积约 0.5

平方公里，坝中有大量石英沙、卵石等建材。境内有中坝、石梁湾、文家码

头、王爷庙等四个码头，有王爷庙、文家码头两个渡口，水上交通极便。有

“王爷庙”新石器社会遗址一处。2002年投资 20万元修建丛溪子公路桥一座，

全长 40 米，2006 年投资 16 万元修建石梁塆桥一座，全长 40 米，同年还修

建黄家溪沟桥涵一座，投资 3 万元全长 18 米。 

二十多年来，花铺村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主要产业是无公

害蔬菜种植和水上运输两项：主打产业—无公害蔬菜种植业，源于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系农家小规模种植，品种单一，产量不高，主要产品有冬瓜和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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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当时种菜的农民叫“菜农”，“菜农”吃粮靠国家供应，吃供应粮。九十年代

末行成规模种植，不断加大资金投入，修建电力提灌站，修筑、硬化多条公

路，使种菜水源充足，运输方便快捷，加之科技的投入和规范化的管理，特

别是“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提高了农民种菜的积极性，发挥了极大的经济

效益。2004 年，该村被重庆市命名为“无公害蔬菜种植基地”，种植无公害蔬

菜达 5500多亩，占全村耕地的 73%，80%以上的农民一年四季均种蔬菜，其

中蔬菜大棚 3000 多个，面积 1000 多亩，占蔬菜面积的 20%。年产蔬菜 4 万

多吨，收入达 5000 多万元。各种蔬菜远销重庆、贵阳等大中城市。“无公害

蔬菜基地已成为重庆市面积最大、品质最好、效益最强的无公害蔬菜基地之

一。主要产品有：果菜类、早南瓜、蕃茄、茄子、海椒、冬瓜、黄瓜、苦

瓜；叶菜类：木耳菜、窝笋、卷心白；豆类菜：豇豆、四季豆等，还有大量

返季蔬菜。所有菜品上市早、产量高、无公害，经济效益好，每天到该村运

菜车辆络绎不绝。 

二十三年来，花铺村的水上运输也成了该村的支柱产业，源于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人力木船，吨位小（最多几十吨），大队或生产队集体所有，主

要为本村运送蔬菜和到重庆装粪，当时全村有二、三十只木船搞这样的运

输。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私人船只增多，主要运载沙石和长途运输，到

2006 年，全村有各类船只 116 艘，均为铁制和机械动力船，其中上千吨的 34

艘，航线可达上海、武汉，全年船运纯收入在 1000 万元以上。村级收入也相

应增加，至 2006 年底，村级固定资产达 338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4200

多元。村内还有沙石采集场、养鸡场、制胶厂等多个集体或私营企业。 

花铺村新农村建设起步早、速度快，现已初见成效。2000—2006 年新

建新村一条街，上百户居民集中住上整齐化一，宽敞明亮的楼房。二十多年

来，全村 90%以上的农户自建砖房，2004年全村安装电视宽带网，饮用清洁

卫生的自来水，垃圾清运，厕所清洗，道路保洁，治安守护等一应俱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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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现有商店 26 家，医疗点（药店）8 家，农资超市二家，蔬菜医院无公害蔬

菜检查、检测所各一处、幼儿园三所、小学一所、邮政代办点一个、文化娱

乐设施一处、老年活动室一处、业余龙舟队一个。该村年年均受各级党政表

彰，近年来曾荣获“重庆市文明村”、“全国五四红旗团委”、“中华爱国集体”、

“全国美德在农家示范村”、2004 年被中共江津市委评为“五好村党支部（党

委）”、2008 年正积极争创“全国文明村标兵”。该村的两个文明建设是江津区

乃至重庆市的典范。 

花铺村是 2001 年村居调整时，由 93 年前的椒湾、涂家、花铺、中山等

四个村合并建成，是时村下辖 14 个社（组）：有丛溪子、上屋、新房子、花

铺、沙沟、糖房、青龙咀、河坝、马凉井、六角田、椒子湾、石梁湾、龙井

沟、文家码头。2006 年初调整为 8 个社（组）：有丛溪子、花铺、糖房、中

山、河坝、椒湾、石梁湾、涂家等。 

2001—2005 年花铺村两委会成员有： 

村党委书记：吴善芝  

副书记：张治德 

党委委员：刘华英（组织委员）、赖维书、文勇（宣传委员）、黄文清 

村主任：张治德、文勇 

副主任：张平 

村委委员：刘华英（妇女、计生）、文勇（文书）、张平（民兵）、文

宏毅 

附一：花铺村 1985 年—2007 年村两委会任职情况统计表 
类别 

 

任职 

 

时段 

村党委（支部）班子 村行政班子 

村名 
书记 

姓名 

任职起 

止时间 

委员姓名 主任 

姓名 

任职 

时间 

委员姓名 

组织 宣传 其他 文书 计生 民兵 

1985年至 

2000年“撤并
建”时期 

中山 廖富荣 1985-1996 张学英 陈绥银 
肖文书 

唐勤六 
张学良 1953-1983 唐朝兵 张学英 唐祖泽 

花铺 周坤祥 1985-1994 黄元明 文德阳 
吴善芝 

文德伦 

文德阳 

包生远
(副) 

1981-1995 吴善芝 刘富贤 包永才 



 62 

椒塆 黄文清 1974-2001 张子维 许定常 张华祥 许定常 1979-1991 许龙荣 邓世琼 文林 

涂家 

杨泽宣 

文德恒
(副) 

1965-1997 涂贻国 杨平宣 
赖维书 

徐世业 

文德恒 

涂贻国
(副) 

1982-1996 文宏毅 郑泽芳 涂贻国 

2001年至 

2005年 

 

 

花铺 

吴善芝 

张治德 

1996-200

5 

赖维书 

刘华英 
文勇 黄文清 

文勇 

张治德 

张平(副) 

1996-2004 

2004-2005 

张平 

文勇 
刘华英 

文宏毅 

张平 

2006年至 

2007 年 
花铺 

 

吴善芝 

2006年至
今 

刘华英 文勇  
吴善芝 

张平(副) 
2006-2007 文勇 刘华英 张平 

 

 

附二：花铺村 2001—2007 年村民小组任职情况统计表 

时段 

   任职 

序号 

2001—2004 年 2005—2007 年 

村民小组名称 组长姓名 村民小组名称 组长姓名 

1 丛溪子 李祈兴 丛溪子 喻长平 

2 上屋 文德仁 花铺 李焱 

3 新房子 赖元全 糖房 黄文琪 

4 花铺 李焱 中山 张全 

5 沙沟 吴克平 河坝 张富伦 

6 糖房 黄文琪 椒塆 文林 

7 青龙咀 代兴林 石梁塆 杨少兴 

8 河坝 唐华文 涂家 程必芳 

9 马凉井 郑远华   

10 椒塆 黄文清   

11 六角田 许龙全   

12 石梁塆 杨少兴   

13 龙井沟 杨平福   

14 文家码头 文明泽   

二、天堂村 

天堂村位于支坪街道西南部。东北紧靠綦江河，西挨笋溪河，西南与先

锋镇（原金紫乡）、西湖镇接壤。与支坪街道的真武场社区、白溪社区隔江

（綦江河、笋溪河）相望，三面靠水，河岸线特别长（綦河 14 公里，笋河 2

公里）。内有庙基、杨家湾、真武场、马嗣沱、中咀、柏杨坝等六个渡口码

头。该村办公住地距支坪街道办事处驻地 6.5 公里。地势西南高，东北低

（海拔 196 至 390 米之间），浅丘地形为主，村内的柏杨坝、龙头坝、黄狮

坝、龙孔坝、李岩坝等地形平坦、开阔，土地肥沃，村西边有中型水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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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水库一座。该村幅员面积 17平方公里，农用地 5984亩，1608户，4700多

人。 

村两委会驻地原大庄村的岚垭头，2007 年新建办公楼一栋，建面 312 平

方米，内设书记、主任、计生、文书办公室各一间，还设档案、图书、医

疗、会议室各一间，功能用房齐全。 

2001年村、社行政区划调整时，将 1993年后的天堂、油草、塔湾三个村

合并组建成塔湾村；龙头、外迁、大庄、大池四个村合并组建成大庄村。

2005 年又一次调整行政区划，将塔塆村和大庄村合并为塔塆村。2007 年将

“塔湾村”更名为“天堂村”（现名）。是时，村下辖龙头社、外迁社、大祠社、

大庄社、天堂社、油草社、塔湾社共七个。 

该村以农业产业为主，同时伴以柑桔等经济产业。农业产业中，又以水

稻、玉米为主导产业，3906亩耕地中，常年种植水稻 1658亩，玉米600亩。

龙头坝、柏杨坝、黄狮坝、龙孔坝、李岩坝等五大坝地势平坦，水田成片，

水源方便，是种植水稻的优势，也是水稻的主产区。而较为干烧的外迁、大

庄、天堂、油草等社主要种植玉米，年产量 500 吨以上。 

经济果林主要分布在大庄、塔湾、油草、天堂等社。大庄社的柑桔以脐

橙、梨橙、锦橙等优良品种为主，口味纯正，产量高，该社果树连遍栽种，

历史悠久，驰名中外，年产柑桔 500 吨以上。天堂、塔湾等社还产桃子、李

子等零星小水果。 

该村陆路交通不很畅通，2005 年前没有一条公路，2005 年修通村内小

坪（原金泉乡）至大庄社的马道子（约 10 公里）；天堂水库至油草社（约 5

公里），天堂水库至塔湾社（约 6 公里）的毛公路三条，由于两河相隔（綦

江河、笋溪河），河上未架桥梁，不能与支坪街道内公路相接，至今未能正

式通车。目前村内主要运输靠驮马，大庄和塔湾均有“马帮”（驮马队）。 

据 2007年统计，该村土地承包户 1595户，承包面积 3906亩，退耕还林

500户，1438亩，外出务工 890人，其中省外打工 485人，农村总收入 2592

万元，人均年纯收入 353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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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2007 年天堂村两委会成员有： 

村党支部书记：郑义国（副）、吴绍荣 

村支部委员：郑义国、郭才勇、黄明富、朱理容、唐武云 

村委会主任：吴绍荣    副主任：郑义国 

村委委员：朱理容（计生专干）、黄明富（文书）、郑义国、郭才勇 

附一：1985—2008 年天堂村两委会班子成员统计表 

 

时间段 

村（党委）支部班子 村行政班子 

村名称 
书记 

姓名 

任职起 

止时间 

委员 

姓名 

主任 

姓名 

任职起 

止时间 

委员 

姓名 

1985—2000年

（撤区并乡建

镇时期） 

塔塆 叶元高  
赖维华 

李银富 
   

油草 胡绍文  张均良 赖兴文  
杜长禄 

叶大康 

天堂 孟金祥  
代学方 

王大六 
王大祥   

大庄 吴绍荣  
王昌文 

刘祖明 
喻孝维   

大池 黄友文  
吴长海 

王光开 
黄立礼   

外迁 朱以祥  
陈显华 

吴元明 
兰乾光   

龙头 袁子良  梁坤群 袁内德  梁坤群 

2001 年-2004

年（村社合并

时期） 

大庄 朱以祥 200-2004  吴绍荣 2001-2004 

袁内高（文

书） 

於孝维 

郑义国 

塔塆 
赖兴文 

代学伦 
2001-2004  唐武荣 2001-2004 

李跃庭（文

书） 

吴弟梅 

叶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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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8

年（再次合村

时期） 

天堂村 吴绍荣 2005-2007  

吴绍荣 

郑义国 

(副书记) 

2005-2007 

黄明富（文

书） 

朱理容（计

生） 

郑义国（民

兵） 

 郭才勇 2008 

郑义国 

黄明富 

朱理容 

唐武荣 

郭才勇 2008 

黄明富（文

书） 

朱理容（计

生） 

郑义国（兵

民） 

 

 

附二、2001—2008 年天堂村下辖社（组）负责人统计表 

时段 

称谓 

序号 

1985 年—2000 年 2001 年—2005 年 2006 年—2008 年 

社（组） 

名称 

社

（组） 

长姓名 

社（组） 

名称 

社（组 

）长姓名 

社（组） 

名称 

社

（组）

长姓名 

1 塔塆 1 社 张明友 大庄 1 社 赵子平   

2 塔塆 2 社 吴元庆 大庄 2 社 
黄建伟、袁内

德 
  

3 塔塆 3 社 李应其 大庄 3 社 田洪群   

4 塔塆 4 社 黄树群 大庄 4 社 赖其华   

5 塔塆 5 社 张登泽 大庄 5 社 刘清德   

6 塔塆 6 社 陈树超 大庄 6 社 彭祖刚   

7 油草 1 社 黄光田 大庄 7 社 郑义国   

8 油草 2 社 杨华树 大庄 8 社 曾维凯 天堂龙头社 袁朝明 

9 油草 3 社 曹勇 大庄 9 社 张明华 外迁社 赖其华 

10 油草 4 社 叶大海 大庄 10 社 黄明富 大祠社 彭祖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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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油草 5 社 王光贵 大庄 11 社 李祖贵 大庄社 郭才勇 

12 天堂 1 社 王光伦 塔湾 1 社 王体华 天堂社 王体华 

13 天堂 2 社 李祖贵 塔湾 2 社 
张明友、吴元

庆 
油草社 王怀成 

14 天堂 3 社 胡朝元 塔湾 3 社 李祖平 塔塆社 吴元庆 

15 天堂 4 社 王光禄 塔湾 4 社 张登泽   

16 天堂 5 社 王大辉 塔湾 5 社 黄光田   

17 大庄 1 社 杨华树     

18 大庄 2 社 杨付彬     

19 大庄 3 社 郭才勇     

20 大庄 4 社 兰乾辉     

21 大庄 5 社 张明华     

22 大庄 6 社 张均林     

23 大庄 7 社 陈秀其     

24 大庄 8 社 李树贵     

25 大祠 1 社 郑义国     

26 大祠 2 社 张基福     

27 大祠 3 社 赖德清     

28 大祠 4 社 黄立全     

29 大祠 5 社 黄立仁     

30 大祠 6 社 施隆福     

31 大祠 7 社 李光全     

32 外迁 1 社 黄光华     

33 外迁 2 社 兰武彬     

34 外迁 3 社 吴元宽     

35 外迁 4 社 赖其华     

36 外迁 5 社 张志富     

37 龙头 1 社 王荣刚     

38 龙头 2 社 周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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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龙头 3 社 吴云方     

40 龙头 4 社 王永昌     

41 龙头 5 社 黄明东     

三、仁沱社区 

仁沱社区位于支坪街道东北部。东北面与珞璜镇原和平乡、顺江乡接

壤，西靠綦江河，南与真武社区相接。距江津区（城区）27 公里，与支坪街

道办事处隔江相望，近在咫尺。重庆外环高速公路穿境而过（靠社区北部，

东西走向）约 2公里，其中的新滩大桥，环山子隧道在其境内；106省道（杨

珞路）过境 2公里（南北走向）；仁西公路穿境 1.5公里（北南走向）。幅员

面积 27平方公里，农用地 10573亩，总人口 11748人，其中农业户 3079户，

8854 人，非农业户 1672 户，2894 人。地势东高西低，平均海拔 250 米（最

低 195 米，最高 760 米）。东西有著名的龙门槽山脉，两山间形成槽地，得

名龙门槽，长 22.5 公里，宽 2.5 公里。龙门山脉有支坪街道内最高的山—和

尚山，海拔 710 米。山脉中蕴藏有大量的石灰石、白砲石、重晶石和煤矿等

矿藏和建材，山中有洞口溶洞和圣指碑等多处名胜、风景点。西面紧靠綦

河、温家坝、土塝等地开阔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浅丘地形约占该社

区面积的 50%，林地面积 11089 亩，其中国有林地 6361 亩，森林覆盖全社区

地域的一半左右。 

该社区内有大河沟（水库村的灯笼桥）、龙井（仙女凼上面）、猪肚井

（民合村）等水库三座。有古老的龙安桥（2005 年加宽加厚为公路桥）、灯

笼桥（1998 年改建成公路桥），桥头上和石道槽石墩桥多座。河岸线（綦

河）7 公里，岸上有温家坝（洋满嘴）、车碗岗、仁沱场、文家码头等四个

渡口。 

社区内有仁沱中学、仁沱中心小学、仁沱幼儿园、仁沱聋哑校各一所，

还有龙井村、谷王、民合、联盟、挨山等村小学。 

古老的仁沱场位于社区西部边缘綦河边上，与支坪街道办事处隔江相

望，场上有各类商店几十家，2000 年后均属个体经营，居住人口两千多人，

每逢一、四、七赶场，系水陆码头，热闹非凡。仁沱场也是 1993 年前仁沱区

公所办公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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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两委会住地，2004 年前在原仁沱区公所内，2006 年迁场内原仁沱

镇卫生院门疹部内，系租用房屋，设书记、主任、副书记、文书、计生（妇

联）、各委员办公室，共七间。 

2001 年，村、社区调整，原洞口、水库（部分）、龙井、真武楠林村等

四村合并组建龙井村，下辖 26 个社（组）；联盟村、柳庄村合并建立联盟

村，下辖 13个社（组）；黄角、挨山、寒岭三个村合并组建新滩村，下设 22

个社（组）；民合、谷王、后塆合并建成民合村，下设 23个社（组）；原真

武灵官祠、支坪幺店子、仁沱田坝子、水井塆、十字口等五个居委会合并组

建为仁兴居委会。2004 年又将各村、社区下辖的社（组）合并，将龙井村的

26 个社（组）合并成 9 个社（组）。民合村与仁沱社区合并为仁沱社区，下

设 9 个社（组），将支坪幺店子居、真武灵官祠居分别划分津坪社区和真武

社区。2005 年村、社区进一步调整合并，将龙井村（真武楠林组还归真武社

区），联盟村、新滩村、仁沱社区等三村一社区合并组建为仁沱社区，至此

仁沱社区的组成就是 93 年前的原仁沱乡的区域范围。据 2007 年统计，该社

区有耕地 5500 亩，承包户 3048 户，承包土地面积 5500 亩，退耕还林 785

户，面积 2298亩，有劳动力 3958人，外出务工 2015人，其中省外打工 946

人。全社区农业总收入 7117 万元，人均年纯收入 3869 人。 

二十三年来，仁沱社区几经变化，由小到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

济、社会的发展也相应突飞猛进。2000 年杨珞路改成二级水泥路面后，在仁

沱公路大桥东桥头（仁沱社区内）设公路收费站一处，给社区内的车辆运行

带来了经济负担。但社区内的村级公路网络发展迅速，除有仁屏县际公路过

境外， 1998 年启动修建仁龙公路，经多年努力，长达 8.4 公里的仁龙路横

贯社区东西，并与真楠路、顺江路相接，成为该社区主骨架公路。2000 年新

修仁沱场至谷王的仁谷路、谷王至后湾、谷王至舵井的公路，将社区西部形

成公路网络，全长 6 公里，加之原顺江至本社区挨山、顺江至龙井的公路全

长 8 公里。使社区内陆路交通更加便捷，彻底改变了二十多年前没有村级公

路的现象。2000 年仁沱场开通天然气，在社区境内修建了仁沱配气站，2007

年在社区的联盟建起了蜀南天燃气净化厂。2000 年 8 月原仁沱自来水厂拍卖

给圣源自来水公司，由集体变为民营企业。二十三年内新建江津市宏亮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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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江津在发气配件厂、江津市仁兴印刷厂、江津市兴林苗木有限公司等也

落户社区。 

该社区主要产业为农业。农业产品有水稻、玉米。龙门槽、河家湾、王

家湾一带为水稻主产区，龙门槽海拔高，日照好，水稻生长期长，稻米质优

口感好，“槽上米”远近闻名，常年种植 1000 亩以上。玉米主产联盟、水库、

民合、挨山、新滩、寒岭、柳庄等丘陵地带，常年种植 1500 亩以上。 

社区的农附作物，经济产业有柑桔、蚕桑、生猪、蔬菜等，民合、联盟

是柑桔的主产区，九十年代初产量达 50 万斤以上，联盟王家湾的“冰糖柑”品

质好，远销境外。二十世纪初，优质品种柑桔兴起，淘太大量红桔，用高桩

嫁接等科学技术，改种锦橙、梨橙、脐橙等优质柑桔，带来好的经济效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仁沱社区民合村的家庭养蚕为全仁沱镇之冠，产量达

100000 斤以上。产业结构调整后，社区内的光辉、谷王等社，利用土地、水

源、交通等优势，大力发展大棚蔬菜种植，到 2007 年种植面积达 500 亩以

上，早熟的南瓜、茄子、蕃茄、萝卜、苦藠等产量高，品质好，远销重庆等

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仁沱场大兴土木，改造旧场镇，新建一条街道—

顺河街，从三角碑起至田坝子，全长 1.5里，老街商业逐步移向河街，老街萧

涤成为历史。2007 年，社区的新农村建设，易军突起，主要将原区食品站、

民合社的梨子园组等地租用，建设新农村住宅，与仁沱场街道衔接，形成新

兴仁沱街道，到年底已建商品房 2 万平方米，初具规模，此处建设还在延

续。 

2007 年社区两委会成员有： 

社区党委书记：周坤恒 

副书记：曾德胜 

党委委员：钟宽仁、韩义光、曾德胜 

社区主任：韩义光 

副主任：杨仕明 

社区委员：赵玉琴（计生专干）、钟宽仁（文书） 

附一：1985—2007 年两委会班子成员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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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段 

村（社区）党委（支部） 村（社区）行政 

村(社

区) 

名称 

书记 

姓名 

任职起 

止时间 

委员 

姓名 

主任 

姓名 

任职起 

止时间 
委员姓名 

1985

年—

2000

年撤区

并乡建

镇时期 

光辉村 
温成云 

温昌强 

85—91 年 

91—2000 年 
温昌勇 

郑华清 

罗云光 

85—97 年 

97—2001 年 

温成兵、温成芬 

袁焕容、温昌勇 

谷王村 刘生明 75—2000 年 
何汉生 

何世良 

刘典祥 

刘德清 

85—91 年 

91—2000 年 

刘德昭、李洪玉 

刘成国、袁世会 

卢光奇、李祖琴 

民合村 
韩义光 

陈清华 

83—98 年 

98—2001 年 
刘光华 

王德华 

韩义光 

85—95 年 

98—2000 年 

陈清华、程锡深 

熊树芬、周江伦 

水库 
马旦华 

王顺杰 

85—2000年 

98—2001 年 

王顺杰 

马旦华 

刘安国 

王顺杰 

曾令才 

85—94 年 

95—97 年 

98—2001 年 

涂洪才、彭安全、苏德

芳、赵成礼、马成芬 

赵成礼、曾维明 

柳庄村 肖兴全 85—2000年 陈发富 
黄胜良 

涂江银 

85—87 年 

87—2000 年 

陈友富、程昌田、李估志 

吴元伦、刘万芬 

联盟村 

喻以林 

赖元明 

甘友清 

谭洪德 

曾理 

50—91 年 

92—93 年 

94—96 年 

97—98 年 

99—2001 年 

李明书 

喻以林 

赖元明 

李方成 

甘友清 

谭洪德 

钟仁勇 

50—89 年 

90—92 年 

93—98 年 

99—2001 年 

袁泽中、何忠明、陈友

元、 

柯万梅、赖元祥、邱永祥 

曾理、邱永祥、柯万梅 

邱永辉、柯万梅 

新滩村 

张开富 

李生良 

帅元清 

67—89 年 

90—95 年 

96—2000年 

刘生良 

帅元清 

帅元清 

黄清福 

86—96 年 

97—2001 年 

苏国民、黄清福 

张开贵、刁明兰、郑世渊 

寒岭村 周坤恒 75-2000 年 
袁树土、谢绍华 

谢绍坤、吴章容 
谢绍坤 78—2000 年 

袁树全、彭国林 

钟宽国、吴章容、李生艮 

挨山村 许光林 82—2000年 
许世才 

程迪贵 

许世国 

龚治明 

65—95 年 

96—2000 年 

许世才、袁月祥、牟祖贵 

白富才、毛定芳 

龙井村 马仕保 85—2000年  
彭国清 

钟宽仁 

57—96 年 

97—2000 年 

付仕华、曾广明、马胜七 

付仕华、杨仕明、马胜七 

2001

年—

2004

年村

（社）

合并时

期 

民合村 

（光

辉、谷

王、民

合合

并） 

温昌强 2001—2003  韩义光 2001—2003 罗云光、李祖琴 

联盟村 

(联盟、

柳庄合

并) 

肖兴林 2001—2003 

王顺杰 

池坤碧 

涂江银 

涂江银 

曾德胜 

2001—2002 

2003—2004 

王顺杰、邱永祥 

池坤碧 

新滩村 许光林 2001—2002 周坤恒、帅元清 周坤恒 2001—2002 张开贵、漆治祥、吴章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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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

滩、挨

山、寒

岭合

并） 

周坤恒 2002—2004 白富才、吴章容 龚治明 2002—2004 

龙井村 

（由龙

井、洞

口、楠

林、水

库合

并） 

李玉中 2001—2004 李友华 钟宽仁 2001—2004 
吴文中、杨仕明 

李友福、马成贵 

仁兴居

委会 

（由灵

官祠、

幺店

子、田

坝子、

水井

湾、十

字口、

新街组

成） 

王福伦 2001—2003  彭公华 2001—2004 

张吉惠、赵文富 

袁树勋、程琳 

钟贞科 

仁沱社

区(由民

合村、

仁兴居

组成) 

何广梅 

温昌强 

2004—2005 

2001—2003 
温昌祥、韩义光 

温昌祥 

韩义光 
2005—2006 

程琳、李祖琴 

赵玉琴 

2005

年—

2007

年再次

合并村

社时期 

 

周坤恒 

曾德胜

(副书

记) 

2005--2007 

韩义光 

钟宽仁 

曾德胜 

韩义光 

杨仕明

（副主

任） 

2006--2007 
杨仕明、赵玉琴 

曾德胜、钟宽仁 

 

 

附二：2001年—2007年村（社区）下辖村民小组（居民组）负责人统计

表 

时段 2001 年—2003 年 2004 年—2005 年 2006 年—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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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村民（居

民） 

小组名称 

组长（负责

人）姓名 

村民（居

民）小组名

称 

组长（负责

人）姓名 

村民（居

民）小组名

称 

组长（负责

人）姓名 

1 后塆 
陈清祥、罗云

光 
后塆 李金元 

光辉（1

组） 
李金元 

2 老屋 
温林贵、温章

云 
老屋 陈顺凤 

1 顺山 何世良 顺山 何世良 
谷王（2

组） 
何世良 2 谷王庙 刘德清 谷王庙 江明 

1 土塝 李治学 土塝 李治学 

2 上塆 袁中云 上塆 袁中云 

民合（3

组） 
袁中云 

3 舵井 古昌伦 舵井 袁树明 

4 梨子园 程昌俊 梨子园 程昌俊 

5 新龙塆 陈亮 新龙塆 程亮 

1 王家塆 余昭华 王家塆 余昭华 联盟（5

组） 
邱永祥 

2 学堂塆 王开国 学堂塆 柯万彬 

1 杨柳冲 吴元伦 杨柳冲 王群玉 柳庄（6

组） 
涂江银 

2 析杨塆 白金全 析杨塆 沈国祥 

1 大河沟 刘清富 大河沟 白金全 水库（4

组） 
白金全 

2 天坪上 郑世渊 天坪上 刘清富 

1 大苏坝 黄清福 大苏坝 郑世渊 
新滩（8

组） 
李森云 2 大石包 帅元清 大石包 袁世奇 

3 帅家塆 帅元清 帅家塆 帅元清 

1 大田塆 许光林 大田塆 许光林 
挨山（9

组） 
白富才 2 石滚丘 何永伦 石滚丘 李生云 

3 何家塆 龙治明 何家塆 王治安 

1 纸厂 袁月学 纸厂 袁月学 
寒岭（7

组） 
周连昌 2 青杠沟 周连康 青杠沟 周连昌 

3 板粟塆 谢绍勤 板粟塆 谢绍勤 

1 水门洞 涂洪德 水门洞 涂洪德 
龙井（10

组） 
王胜 2 龙井坎 马大学 龙井坎 马大学 

3 汪家湾 马乐友 汪家湾 马乐友 

1 水井湾 袁树勋 水井湾 袁树勋 
水井湾 张兴明 

2 十字口 钟贞科 十字口 赵玉琴 

1 田坝子 张万才 田坝子 程琳 田坝子 赵玉琴 

四、津坪社区 

津坪社区位于街道办事处西北部。北靠长江并与花铺村接壤，东至綦

河，南与白溪社区相接，西连几江街道的高牙社区。社区距江津主城区 23公

里。距支坪街道办事处驻地 3 公里，重庆外环高速公路穿境而过，东西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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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起新滩大桥西桥头，西至槽房互通），全长 6 公里，与重庆外环江津长

江大桥相距 1公里。重庆外环高速路在社区曹庄组设支坪互通。106省道（杨

珞路）逢中过境，东起仁沱公路大桥西桥头，西至高阳组的土塆头，全长 5

公里。社区幅员面积 16.8 平方公里，农用地 5953 亩，居民住户 4200 户（其

中非农业户 896 户），总人口 11278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1416 人）。支坪街

道办事处住地也在社区境内。该社区是江津主城支坪组团的重要核心，也是

支坪街道的中心社区。是支坪街道办事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的中心。 

社区地势平坦，平均海拔 220 米。石羊组的“太公山”属社区最高地，海

拔 589 米；古家组的“十字山”，曹庄组的“坪坡”等地为较高处。有名的“桅子

坪”周边浅丘地占社区面积的三分之二，涵盖曹庄、支坪等组的“桅子坪”，开

阔平坦，一望无垠，约 5 平方公里。境内长江岸线长 2 公里，蕴藏丰富的河

沙、卵石、条石等建筑材料，綦河岸线长 4.5 公里，有“新市场”（仁沱）渡口

码头一个。社区内有黄泥河沟（堰），金山水库（1967 年修建），石咀水库

（1959 年修建），桅子花水库（1957 年修建）等水利设施四处。2000 年前

后，有焦岩沙石建材厂，江津市恒瑞铸造厂（2003 年建），双阳页岩砖厂

（2002年建），渝津建司（1984年组建），津仁建司（1987年组建），重庆

锦程实业公司（2001 年组建）等企业先后落户本社区。 

社区内有支坪初级中学（含支坪中学教学点），支坪小学、双阳小学、

古家小学、杉木小学、曹庄小学、古家小学等中、小学七所；有支坪幼儿

园、明星幼儿园（私办）、双阳幼儿班、新区幼儿班（仁沱幼儿园教学点）

等幼儿园班 4 所。 

社区两委会驻地设在老支坪场内，原支坪乡政府办公楼上（四楼），内

设书记、主任、文书、计生等办公室，另设档案、图书、会议室等，面积

160 ㎡，设施齐全，系公有。 

2001年，村、社建制调整时，将 1993年以来的长沟村（石羊）、高阳村

合并为双阳村，下辖 14 个村民小组；支坪村、曹庄村、龙岩村（黄泥）合并

为支坪村，下辖 16个村民小组；古家村、杉木村合并为古家村（下辖 12个村

民小组）。2004 年村（居）区划调整时，支坪村与幺店子居民小组（前系仁

兴居的一个组）合并组建为“津坪社区”，古家村改为“古家社区”。2005 年

村、社行政区划再次调整，将 2004年时的双阳村、津坪社区、古家社区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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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两社区合并组合为“津坪社区”。“津坪社区”由此产生。至 2007 年社区下辖

石羊、高阳、关潮、大学堂、幺店子、跳墩子、大山坡、曹庄、杉木、古

家、金钩湾等十一个组。 

社区内有“老支坪场”和“古家新街”两个场镇，是社区内居民最集中的两个

点，是文化、商贸最繁华的地区。 

社区的农业产业以水稻、玉米、小麦、红粮种植为主。农业产业也是社

区的主导产业。曹庄、大山坡、支坪等社（组）为稻谷主产区，面积达 1000

亩以上。由于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日照时间长，水源方便，常年保持亩产

1400 斤以上。其中远近闻名的大山坡“大田”（一块田面积达 100 多亩，系 70

年代改田改土建成），平整宽大，便于耕作，产稻谷可达 65 吨。杉木、古

家、跳墩子、高阳、石羊等组为玉米主产区，种植面积 1500 亩以上。年产玉

米可达 380 吨。古家、杉木组还盛产小麦、红粮等。 

社区的经济产业以柑桔、苹果、梨子为主。石羊组的“金山果园”，1974

年开发荒山，把石骨子坡地爆破改造成梯土，面积达 150 亩以上。种柑桔一

万多株，80年代末换种，现以“脐橙”优良柑桔为主，年产量达 30万斤以上，

品味纯正，远销市内外。梨子以原支坪、石羊村（组）为主产区，井口梨、

脆罐梨等品种早熟果大、味佳、产量高，年产量 20万斤以上，销路极旺、苹

果主产石羊组，种植面积 100 亩左右，年产可达 10 万斤。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扩广大招商引资，搞活经济。2000 年以来，社区

内集体和个体企业增多，2001 年，重庆锦程实业有限公司，在社区原双阳村

（石咀水库处）征用土地 21.8526 公顷（合 327.789 亩），建设种苗培训基

地，现已建成，初具规模。2002 年，双阳页岩砖厂落户社区曹庄组，2004

年因修建重庆外环高速路占用厂区，搬迁至社区杉木组。2001 年仁沱镇中学

开始迁建于社区原古家村金钩塆，占地 32 亩，历时八年竣工，2009 年春期

投入使用。2005 年，江津中药制药分厂落户社区古家组支坪粮站处。 

二十三年来，社区修村级公路四条，石咀至金山果园（1994 年修建，全

长 3 公里）；大学堂至关潮（1998 年修建，全长 3 公里）；大山坡至杉木

（1993 年修建，全长 3 公里）；湾头至关潮路（1996 年修建，全长 3 公

里）。 

据 2007 年统计：社区 3276 户承包土地 4962 亩，退耕还林 10 户，35

亩，有劳力 6151 人，外出务工 2239 人，其中省外务工 998 人，农村经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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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6582 万元，人均年纯收入 3936 元。 

2007 年社区两委会干部有： 

社区党委书记：黄正龄 

副书记：郑琼 

社区党委委员：陈富杰、程昌伦、吴云兰 

社区主任：陈富杰 

副主任：马治强 

社区委员：程昌伦（文书）、吴元兰（计生专干）、马治强 

附一：津坪社区 1985 年—2007 年两委会班子成员统计表 

时间段 

村（社区）党委（支部） 村（社区）行政 

村(社

区) 

名称 

书记 

姓名 

任职起 

止时间 

主任 

姓名 

任职起 

止时间 
委员姓名 

85 年至

2000 年

撤区并

乡建镇

时期 

长沟村 王家富 72—85 年 李友德 72—86 年 
王家华（文书）、王勤书（计生）、温

仁华 

高阳村 陈祖明 85—94 年 王正佳 83—2000 年 
程迪扬（文书）、唐功能（计生）、潘

培刚 

支坪村 陈银兰 85—90 年 刘国富 85—90 年 
吴弟云（文书）、郑科明（计生）、陈

富毫 

龙岩村 袁树洪 82—95 年 吴弟德 85—95 年 
袁树志（文书）、刘富珍（计生）、吴

弟德（民兵、调解） 

曹庄村 郑土德 75—95 年 郑启德 83—91 年 
郑祖均（文书）、袁月文（计生）、郑

泽亮（民兵、调解） 

杉木村 黄德林 82—92 年 黄仿元 82—92 年 
马治强（文书）、杨升芳（计生）、黄

文海（民兵、调解） 

古家村 袁树昌 72—2003 年 郑联高 85—2000 年 
韩准福（文书）、游树华（计生）、袁

树模（民兵、调解） 

2001 年

至 2004

年村(社

区)合并

时期 

双阳村 黄正龄 94 至今 
刘祖超 

程昌伦 

2001—2004

年 

杨永德

（副） 

程昌伦（文书）、郑泽芬（计生）、王

正佳（民兵、调解） 

津坪村 

郑启德 

郑小伟 

陈富杰 

91—2002 年 

2002—2005

年（副书

记） 

陈富杰 

袁树洪 

90 年至今 

（副书记） 

郑祖均（文书）、吴云兰（计生）、袁

树洪（民兵、调解） 

古家村 
袁树昌 

郑琼 

72—2003 年 

2003—2005

年 

马治强 93—2005 年 

袁世荣（文书）、郑琼（计生）、秦元

仿 

（民兵、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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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至 2007

年 

 

黄正龄 

郑琼

（副） 

94 至今 

陈富杰 

马治强 

（副） 

90 至今 
程昌伦（文书）、吴云兰（计生）、马

治强（民兵、调解） 

 

 

附二：津坪社区 2001—2007 年村民小组负责人统计表 

时段 

   内容 

序号 

2001 年—2003 年 2004 年—2005 年 2006 年—2007 年 

村民小组 

名称 

组长（负责

人）姓名 

村民小组 

名称 

组长（负责

人）姓名 

村民小组 

名称 

组长（负责

人）姓名 

1 双阳一组 程昌伦 双阳一组 程昌伦 石羊组 王大昌 

2 双阳二组 韩准贵 双阳二组 韩准贵 高阳组 韩准贵 

3 双阳三组 唐云华 双阳三组 唐云华 关漕组 唐云华 

4 双阳四组 汪本奎 双阳四组 汪本奎 大学堂 邱祥忠 

5 双阳五组 汪维义 双阳五组 汪维义 跳磴子 宋太友 

6 双阳六组 谢福国 双阳六组 谢福国 幺店子 张学跃 

7 津坪一组 卢万祥 津坪一组 卢万祥 大山坡 卢万祥 

8 津坪二组 郑向德 津坪二组 郑向德 曹家庄 郑启德 

9 津坪三组 郑方德 津坪三组 郑方德 杉木组 秦元仿 

10 津坪四组 涂贻福 津坪四组 涂贻福 古家组 马云平 

11 津坪五组 吴元水 津坪五组 吴元水 金钩塆 温至明 

12 津坪六组 陈富杰 津坪六组 王国庆   

13 津坪七组 吴元伟 津坪七组 吴元伟   

14 津坪八组 周沛敏 津坪八组 周沛敏   

15 古家一组 马旦初 古家一组 马旦初   

16 古家二组 马云平 古家二组 马云平   

17 古家三组 郑科培 古家三组 郑科培   

18 古家四组 涂跃忠 古家四组 涂跃忠   

19 古家五组 文德华 古家五组 文德华   

20 古家六组 黄义元 古家六组 黄义元   

五、真武场社区 

真武场社区位于支坪街道办事处东南部。北面与仁沱社区接壤，西靠綦

江河，南面与西湖镇青泊村相连，东与贾嗣镇接壤。社区距江津主城 31 公

里，离支坪办事处 4 公里。仁西公路穿境而过（南北走向），北起仁沱社区

舵井，南至菜坝组庙基场，全长 8公里。幅员面积 18.05平方公里，其中森林

面积 10800 亩（含退耕还林 1550 亩）。耕地面积 6756 亩，水域面积 2536

亩。居民住户 2528 户（其中非农业户 540 户），总人口 6878 人（其中非农

业人口 8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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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平均海拔 250 米左右（最高 690 米，最低 195

米）。楠林组的“羊角老”山最高（海拔 690 米），菜坝组的塘家坝最低（海

拔 195米左右）。西面綦河岸线长 8公里，河沿浅丘及平地约 4000亩，沿河

有杨家湾、真武场、马氏沱等渡口三个。东南面楠林组大佛寺国有森林 1000

余亩，原生态地貌，山林幽深，林木苍郁，碧竹翠绿，风光秀丽。洞口组的

洞口溶洞，长约一公里，乳石密布，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山内蕴藏大量的

石炭石、白砲石和煤炭等矿产资源，有名的代家沟煤矿，二十世纪 60 至 80

年代曾被开采（系县办企业）。社区境内有村级公路 7 条，总长 14 公里，其

中檬子—臭牛坪—亲思沟—大岚垭—仁沱社区路最长（7 公里）。人行便道

19 条，总长 12.4 公里，多为石板或水泥路面。有水库两座：其中“上关山”水

库面积 11 亩，蓄水量 14600 立方米；“丰相堡”水库面积 12 亩，蓄水量 15400

立方米。有大小堰塘 27 口，蓄水可达 74900 立方米，60 年代修建的电力提

灌站4处，其中菜坝组的“唐家坝提灌站”至今运行正常；邱家坟、沙沱子、檬

子林等三处停运。社区境内有“真武完小、代家小学、真武中心幼儿园、洞口

幼儿园、代家幼儿班、支坪卫生院真武门诊部、洞口卫生室等多处公共服务

设施。 

社区辖“真武场”集镇一个。“真武场”是古老文明的水陆码头。场内始建于

清代的客家会馆“天上宫”、“南华宫”、“万寿宫”（保存完好）、“三元庙”、“王

爷庙”、“雨王庙”、“灵官祠”（不复存在），西式建筑“马家洋房子”（1920 年

始建），欧式建筑吴泽俊住宅，山西友仁中学（抗战期迁来抗战结束迁

走），真武园艺场（1942 年建园，柑桔“锦橙”园址）等古老建筑布落场内，

将大街小巷连成网络，依山傍水，错落有致。建国后的五十至八十年代是真

武场发展的旺盛时期，当时的“真武场”也属真武乡（人民公社）的所在地，

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门）聚居、商贸、交通、文化、政治、经济繁荣。

如：五十年代的真武柑桔包装厂，每年柑桔产销时节，果农、包装厂职工及

工人、运输船只、经销客户等汇聚一起，人员上千，昼夜灯火通明，人声鼎

沸，热闹非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有国营或集

体性质的酒厂、供销社、食品站、粮站、各种商店等，多数变为非公有制经

济，由个体私人经营，但场上仍有餐饮、日杂、农资药店、理发、建材、电

器、邮政、电信等店铺几十家。綦河中舟楫减少，但陆路交通发达，各种车

辆增多。2007 年底开始改造仁西公路，路面拓宽，质地为沥青路面。真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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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2006 年定为重庆市新农村建设“推进村“，继后新村建设日新月异，场上

的灵官祠居民组为村级中心居民点，现该居民点的建设突飞猛进，沿汽车站

公路两旁征地 150 亩以上，新建康居居民点房屋 500 套，门面 100 个，可容

纳 1500 人以上，集居住、商贸、文化、娱乐于一体的新型市场将展现在真武

场社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先后有重庆亨通食品厂、真武酿造厂（酱园

厂）、江津先明石英砂厂落户该社区。 

社区两委会驻地设于灵官祠居民组的康居居民点上（公路边）。2004 年

新建办公楼一栋，砖混结构，建面 400 平方米，内设“书记、主任、文书、计

生”等办公室，还有会议室、档案室、社区服务厅、农民培训中心、电教、生

殖保健服务室、文化活动室等功能用房。 

房屋装修别致，功能齐全，设备设施一流，是支坪街道社区中最好的办

公住地。原真武乡政府驻地也设在老街王爷庙处，建国后几经改造新建，设

有办公室、会议室多间，还建有宿舍、电影院等公共设施，2001 年政府、职

能部门拆走，房屋便卖为私有，公有财产不复存在。 

2001 年，村、社区建制调整时，将 93 年以来的檬子村、沙沱村、水洞

村三村合并建立“檬子村”；菜坝、代家两村合并建立“菜坝村”。（楠林村划归

龙井村，灵官祠居委会合并于仁兴居委会）。2004 年村（居）又进行调整合

并，将灵官祠居民组（从仁兴居划回），洞口村（原属龙井村）、檬子村等

两村一组，合并建立“真武场社区”。2005 年再次进行村（居）、社区调整组

合，将菜坝村、楠林村（组）（2001 年划归龙井村），真武场社区等合并组

建为“真武场社区”。是时下辖 14个居民组，2006年调整为 8个居民组，有：

灵官祠、沙沱、水洞、檬子、菜坝、代家、楠林、洞口共 8 个居民组。 

真武场社区地处浅丘地带，沙泥土壤较多，水源丰富，宜于农业生产。

农作物以粮食（水稻、玉米、小麦、红苕等）作物、蔬菜、油料作物为主；

水果以柑橘为主，畜牧业以养猪为主。2005 年全年粮食产量 4122 吨，油料

43.5 吨，水果产量 840.5 吨，出槽肥猪 5560 头，全年农村经济总收入 2731

万元，其中农业收于 1322 万元。林业收入 80 万元，畜牧业收入 848 万元，

渔业收入 56万元。工业收入 79万元，建筑业收入 166万元，运输收入 78万

元，商饮服务业 63 万元，劳动力外出务工 1759 人，务工收入 667 万元，居

民人均纯收入 322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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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武场社区随着新农村建设“推进村”的定位，将依托客家移民会馆遗迹

的“出重”和田园风光的地理特色，把真武场社区建设成为城郊休闲观光景

区，大力发展素有优势的柑橘、无公害蔬菜，使之成为江津市主城区的菜篮

子、花篮子、果盘子，将大大促进社区的经济社会向前发展，提高农民收

入，具体产业布局上：社区东部，包括楠林、洞口、水洞、檬子、代家等居

民组，海拔 300 米以上村域，以发展小水果、林木、草食性家畜为主；社区

中部，地处浅丘，包括水洞、檬子、代家、沙沱居民小组部分用地，发展优

质柑橘为主；社区西部，包括沙沱、菜坝居民小组，地势平坦，土地肥沃，

以发展无公害蔬菜种植为主；灵官祠组，包括传统街巷、居民建筑、客家会

馆群、赑屃墓碑群、马家洋楼、古渡口、锦橙园遗址等，经修复整治后，以

城郊休闲观光为主。 

2005—2007 年社区两委会成员有： 

党委会书记：黄昌荣 

副书记：袁世洪、吴文中 

党委会委员：代子琴 

社区主任：王德华 

副主任：梁锡禄 

委员：吴文中（兼文书）、代子琴（计生专干） 

附一：真武场社区 1985—2007 年两委会班子成员统计表 

时间段 

村（社区）党委（支部） 村（社区）行政 

村（社

区） 

名称 

书记 

姓名 

任职起 

止时间 

主任 

姓名 

任职起 

止时间 
委员姓名 

85 年至

2000年撤区

并乡、镇期

间 

代家村 张天学  吴元信  

王贞芬（妇女主任）、王德

华（文书）、张吉华（民

兵） 

楠林村 唐宜福  石少华  胡定琴（妇女主任） 

菜坝村 赖德余  刘长德  邹开福（妇女主任） 

沙沱村 刘胜德  张崇禄  代志琴（妇女主任） 

檬子村 罗光明  代成富  张吉平（文书） 

水洞村 廖善江  肖代全   

2001 年至

2004 年村

（社区）合

并时期 

菜坝村 袁世洪  王德华   

檬子村 罗光明  梁锡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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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至

2007 年 

真武场 

社区 

梁锡禄 

黄昌荣 

袁世洪

（副） 

吴文中

（副） 

05—06 年 

06—07 年 

王德华 

梁锡禄

（副） 

黄昌荣 

05-07 年 

06-07 年 

05-06 年 

代志琴（计生） 

吴文中（文书） 

真武街村 
灵官祠居 

（街村） 

刘敬先 

龚鸣炎 

张吉会 

83—89 年 

90—92 年 

93—2001

年 

王大钧 

杨强国 

代成孝 

王大钧 

83-86 年 

87-89 年 

90-92 年 

93-01 年 

文书：涂贻民 83-86 年 

胡鼎和 87-95 年 

王大钧 96-98 年 

谢成开 99-2001 年 

计生：张吉会 83-92 年 

治保：张泽方 83-92 年 

张青林 93-2001 年 

附件二：真武场社区 2001 年—2007 年村（社区）小组（居）负责人统

计表 

时段 

  内容 

序号 

2001 年—2005 年 2006 年—2007 年 

居民组名称 组长姓名 居民组名称 组长姓名 

菜坝村 1 菜坝塘塆 黄昌金 灵官祠组 夏德君 

菜坝村 2 菜坝尾组 赖德林 沙沱组 梁锡渊 

菜坝村 3 园子组 王德平 水洞组 吴章华 

菜坝村 4 换家坝组 赖时扬 檬子组 肖兴贵 

菜坝村 5 沙湾组 吴平 菜坝组 唐斗珊 

龙井村 6 大楠垭组 马大平 代家组 吴平 

龙井村 7 下槽组 马成贵 楠林组 代真勤 

洞口村 8 洞口组 吴文秋 洞口组 马成贵 

洞口村 9 上槽组 古开益   

楠林村 10 班竹林 代贞勤   

楠林村 11 楠木园 李友福   

檬子村 12 青龙榜 彭厚华   

檬子村 13 水洞子 吴章华   

檬子村 14 袁家嘴 周辉祥   

檬子村 15 土地坝 肖栋梁   

檬子村 16 檬子林 张吉平   

檬子村 17 石牛岗 马大伦   

檬子村 18 楼房塆 张平   

檬子村 19 孟家岗 梁锡渊   

檬子村 20 麦坝塘 刘胜德   

檬子村 21 灵官祠组 张吉会   

六、白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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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溪社区位于支坪街西部。东靠綦河，与仁沱社区光辉组隔河相望，西

与先锋镇香草村接壤，南靠笋溪河，与天堂村的龙头、外迁组隔河相望，北

与津坪社区果园、周家塆、曹庄组相接。含建制调整前（1993 年）的金华、

文武、太山、车碗等四个村。幅员面积 16 平方公里。离支坪街道办事处驻地

5 公里，距江津主城 20 公里，全社区 1222 户，3688 人。 

地势西高东低，平均海拔 245 米，（最高 436 米，最低 194 米）。西部

有金华山（海拔 435 米），太公山（海拔 400 米），两山首尾相连，南北走

向，连绵起伏，覆盖社区的三分之一的面积。有名的“小东山”（海拔 400

米），突起于社区东部边缘的綦河边上，孤立于文武、金华、车碗三组之

间。社区东南面綦河、笋河两河环绕，河岸线长 5 公里，舟楫可通社区南

北，綦河将办事处驻地与社区驻地（洋满嘴）两地相连。从南至北有溪沟

嘴、洋满嘴、车碗岗三个渡口码头。“文武溪沟”横贯文武、车碗两组，发源

于太山组的柿子沟，流经文武、车碗、注入綦河，长全 3 公里，境内的“曲水

滩”、“鸡公漕”两地紧靠河缘，地势平坦、开阔、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是社

区粮食作物主产区。 

有名的文物古迹，风景名胜—金沙寨。位于社区东南面，洋满嘴背后的

金华山上。该寨建于嘉庆年间（1802 年），由当地豪绅代登霄首次雇工修

造，1850年（道光 30年）又由乡贤黄士林补修，咸丰年间，乡贤袁懋昭再次

培修加固，得以完善。面积约 1 平方公里，缘山边陡岩勒石砌坎，墙高丈

余，长约 4 公里，设寨门、炮台、水井、粮仓、碾场、住宅等，用于预防匪

盗，系古代战场要寨。而今寨门、寨墙部分完好，是寻古、观光的好地方。 

位于社区东北部大营门组的“鸡公漕”。抗战时期，汉阳兵工厂曾迁来此

地制枪炮弹药，兵工厂搬走后，解放前夕驻过国民党的“青年军”、“反共保民

军”。建国初期，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 15军的基干团、训练二团等军事单位。

驻军迁走后，1957年 8月仁沱中学迁入此地，同时将仁沱中学改为县属“江津

第七中学”，1965 年江津七中迁至顺江乡猫儿沱，继后办仁沱民中，1967 年

民中停办，学校遗留的校地 300 多亩交（地方）白溪乡政府代管，曾作知青

点，办苗圃、开酒厂、办农场，现承包私人经营。五、六十年代“鸡公漕”是

热闹的鼎盛时期，驻军时，军人四五千人，营房多达 300 多处（间）；办学

时，江津七中曾开设高中、初中多达 34 班，师生两千多人，“六一、二年”，

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学校师生除读书学习之外，还自力更生，种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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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几百亩校地中师生一遍繁忙，处处呈现瓜果蔬菜大丰收景象。而今军

营、校园不复存在，校园变桑田，仅存车碗小学一所。 

社区内，綦河、笋河交汇地—洋满嘴，是原白溪乡政府所在地，二十世

纪九十年代前，是白溪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中心，设有政府机关、部

门、企事业单位，中、小学校、医院、信用社、邮电、果品包装厂、供销

社、兽医站、粮站、商店、饮食、日杂店等。2001 年后，政府机关、部门、

单位先后撤走，只有少数个体经营的食品、日杂、农资等店铺，保留着白溪

小学、医院等公益性事业单位，每逢“五、十”赶场，可进行少量的商品交

易，因而“洋满嘴”也成白溪社区的场镇，2001 年社区成立，社区两委会驻地

设于“洋满嘴”（场上）。 

社区驻地沿用原白溪乡政府办公驻地，系公有。内设书记、主任、文

书、计生等办公室，另有会议室、档案、计生服务室等，面积约 300 平方

米，砖混结构，设施齐备。 

1998 年，行政区划调整时，白溪办事处（系仁沱镇管辖）整体划归先锋

镇管辖（共 9 个村），事隔两年，至 2001 年金华、太山、文武、车碗等 4 个

村又划回仁沱镇管辖（境内单位、学校等也随村变化而变化），同时回归的

4 个村组建为仁沱镇辖的“白溪村”，后改为“白溪社区”下辖 9 个居民组。2002

年白溪社区所有居民全部集体转为非农业户口，2005 年又将 9 个居民组合并

为 5 个居民组至今。有：金华、文武、车碗、烧鸡塆、太山等居民组。 

二十三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白溪社区的社会、经济也不断

向前发展，最为突出的是水陆交通发展尤为优势。1996 年修建了“白兴公

路”，全长 15 公里，横贯社区南北，北起金山果园，经师良塆—大营门—文

武，南至洋满嘴；2000 年修建金山果园—夏家塆—曲水滩—洋满嘴公路，全

长 14 公里。两条村级公路的建设，打破了白溪不通公路的历史。社区环抱两

河（綦河、笋河），自古以来水上交通方便。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小

舟楫、千帆而过；八、九十年代就机动小揽载多达二、三十艘。2000 年后，

经不断整顿，安全可靠的中型机动客运船 8 只，每天营运十多班次，沿途停

靠仁沱、车碗岗、大营门、鲤鱼滩、洋满嘴、曲水滩等多个码头，货物运

输，人来客往极其方便。 

白溪社区是农业为主社区。农业以粮食作物为主，辅以经济作物为支柱

产业。粮食作物以水稻、玉米、小麦、红苕为主，社区内的师良塆、石堂



 83 

屋、鸡公漕、曲水滩等地，平整开阔，水源充足，是水稻主产区，常年种植

1500 亩以上，产量达 750 吨。金华组、太山组、烧鸡塆组大部份土地系石骨

子坡地，是玉米主产区，常年种植 500 亩以上，产量达 200 多吨。 

经济作物以花椒、柑桔、油菜、花生、小水果为主。白溪的花椒产业是

支坪街道乃至江津区最早种植地之一，管理好、面积宽、产量高、质量优为

全街之冠，至 2006 年种植面积达 2500 亩，年产量达 52 吨，经济收入 300

多万元。太山组“师良塆”的花椒种植及管理尤为突出，2000 年前后，社区书

记陈绥图曾作为花椒种植管理“专家”，到江津区内外作经验介绍和学术报

告，被江南职高聘为花椒种植兼任教师，培训学员。二十世纪 80年代，社区

金华组的曲水滩，种植柑桔小有名气，种植面积 500 多亩，年产 150 吨以

上，产量多、销路闭塞，2000 年前后，曾出现溅果、滥果现象，后逐步改换

成优良品种，种植面积减少，但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得到提高。太山组的“烧

旦坪”，土质疏软，盛产花生，常年种植 50 亩以上。社区内零星种植的桃

子、李子、梨子、苹果等小水果，累计种植 50亩以上，绿色环保，无污染，

口味纯正，不负胜名。 

白溪社区是支坪街道最早实施退耕还林的示范区，早在 2002 年 10 月开

始，面积达 2025 亩，为保护水土流失，保护长江三峡水利工程作了一定贡

献。 

据 2007年统计，社区内有各种商店 7个，饮食店 1个，药店 2个，医院

1所，白溪小学、车碗、太山等小学三所，幼儿园 1个。社区集体农用地 5685

亩，其中耕地 3256亩，林地 2024亩。1203户承包经营集体土地，面积 3256

亩，退耕还林 656 户，面积 2025 亩。有劳动力 2144 个，外出务工 540 人，

其中省外打工 270 人。总收入 2777 万元，人均年纯收入 3513 元。 

2005 年—2007 年社区两委会成员有： 

社区党委书记：陈绥图 

社区党委委员：陈绥平（宣传）、吴元发（组织）、黄发良、赵国荣 

社区主任：吴元发 

副主任：黄发良 

社区委员：陈绥平（文书）、赵国荣（计生）、黄发良（民兵、调解） 

附一：1985 年—2007 年两委会班子成员统计表 

时间段 
村（社区）党委（支部） 村（社区）行政 

村(社区) 书记 任职起 委员 主任 任职起 委员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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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姓名 止时间 姓名 姓名 止时间 

1985 年

-2007 年

撤区并乡

建镇时期 

金华 吴志君 85-2000 年 
杨昌兴 

李祖伦 
吴元发 85-2000 年 

顾祖贵 

杨昌兴 

太山 陈绥图 85-2007 年 陈国祥 刘祖良 85-2000 年 陈绥模 

文武 刘生杰 95-2000 年 
谢福贵 

王开芬 
张荣开 85-2000 年 

王开芬 

谢福贵 

车碗 王福华 95-2000 年 宋平全 
兰乾华 

黄宗凡 
95-2000 年 

兰乾方 

张兴明 

2001 年

-2004 年

村（社）

合并时期 

白溪社区 陈绥图 85-2007 年 

程迪艮 

（副） 

吴元发 

陈绥平 

赵国荣 

吴元发 85-2004 年 

黄发良（副主任） 

陈绥平（文书） 

赵国荣（计生） 

黄发良（民兵） 

2005 年

-2007 年

再次合并

村（社）

时期 

白溪社区 
陈绥图 

陈绥平 

85-2007 年 

2007- 

吴元发

（副） 

黄发良 

赵国荣 

陈绥图 

吴元发 2005- 

赵国荣（副主任） 

黄发良（文书） 

赵国荣（计生） 

黄发良（民兵） 

 

 

 

附二：2001—2007 年白溪社区下辖居民小组负责人统计表 
时段 

  称谓 

序号 

2001—2003 年 2004—2005 年 2006—2007 年 

居民小 

组名称 
组长姓名 

居民小 

组名称 
组长姓名 

居民小 

组名称 
组长姓名 

1 夏坝 李德荣 夏坝 李德荣 
金华 王世荣 

2 曲水滩 王世荣 曲水滩 王世荣 

1 鸡公漕 张荣开 鸡公漕 张荣开 
文武 张荣开 

2 文武 程迪万 文武 程迪万 

1 天堂沟 郑茂德 天堂沟 郑茂德 
车碗 彭远清 

2 大营门 彭远清 大营门 顾思棋 

1 烧鸡塆 刘世民 烧鸡塆 刘世民 烧鸡塆 刘世民 

1 石堂屋 江世民 石堂屋 江世民 
太山 江世民 

2 师良塆 陈绥模 师良塆 陈绥模 

 

第三章  自然资源 
 

第一节  土地资源 

境内土地资源丰富，从地形上大至可分“山地”、“平地”和“丘陵”三种地。

从土地的母质来源，可分为“遂宁母组（半沙半泥）类”、“沙溪庙母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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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类”和“须家河母组（黄泥土）类”等三种类型。大部分土壤富含锌、硒微

量元素，中、酸性土质居多。土地较为肥沃。 

一、遂宁母组类：为半沙半泥的灰色和紫色冲击积土壤。多零星分布在山

头，土层浅，含石骨子沙多，利水，不耐旱；宜多施磷、钾肥。宜种植红

苕、豆类、水果。分布于境内的车碗、文武、柳庄、新滩、挨山、民合、联

盟、双阳、沙沱、檬子、代家、大庄、天堂、大池、外迁、塔塆等社

（组），约占全街土地面积的 40%。 

二、沙溪庙母组类：为沙质土壤，质地沙多，耕作层不深，好耕作；含

磷、钾元素较多，氮元素低，缺有机质，肥料分解快，供肥猛而不耐肥。多

分布于河沿谷地。宜种花生、甘蔗、蔬菜等。此种土壤约占全街土地面积的

30%，分布于境内的中山、椒湾、花铺、菜坝、金华、太山、代家、后塆、

龙头、涂家、古家、新滩等社（组）。 

三、须家河母组类：为冷沙黄泥土壤，多为黄泥夹卵石，土层深。磷、钾

含量中，居酸性，缺氮和有机质，所含胶体物质为高岭土和铁、铅混合物，

土壤吸水澎胀，失水龟裂，俗称“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透性差，微生物

活力弱，宜种红粮、玉米、水稻。分布于境内的古家、杉木、涂家、曹庄、

黄泥、水库、水洞、洞口、龙井等社（组），约占全街面积的 25%。 

全街土地资源 82.5 平方公里（123750 亩），其中农用地 37506 亩，

占总量的 30%，建设用地 2612.5亩，占总量的 2%，未利用地 3720亩，占部

量的 3%，森林面积 38000 亩，占总量的 31%。 

农用地中，耕地为 24565 亩，其中水田 13368 亩，旱地 11197 亩。园地

4930 亩，林地 7460 亩，蔬菜地 3000 亩。 

江津区支坪街道办事处用地分布情况表 

单位：亩 

村(社名) 

名称 

农用地 

面积 

耕地 

面积 

其中 园地 

面积 

林地 

面积 

其中退耕 

还林面积 

水面 

面积 

建设 

用地 水田 旱地 

花铺 2555 2510 958 1552  152 25 20  

天堂 5984 3906 2194 1712 620 3438 1438 20  

仁沱 10573 5500 2787 2713 2560 19298 2298 60  

真武 6756 4431 2516 1915 580 13040 164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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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坪 5953 4962 3485 1477 800 4448 35 102  

白溪 5685 3256 1428 1828 370 7024 2024 10  

合计 37506 24565 13368 11197 4930 38000 7460 377 2612.5 

 

第二节  矿产资源 

境内主要矿种有煤、石灰岩、石英砂、卵石、青石、沙金、页岩等。蕴

藏量较大，开采价值高。 

一、煤矿 

境内的洞口、龙井、挨山、水库、代家、楠林等社（组）储有大量煤

矿，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曾大量开采，挨山的陈家岩、代家的代家沟两

家煤矿曾为县办煤厂，水库的大河沟煤厂、洞口的大山沟煤厂、梨子湾煤厂

曾为乡办煤矿企业，还有村办小煤窑十多家，每年开采量达 5000吨以上，陈

家岩和代家沟两家国营县办煤厂，就采矿工人多达 300 多人。进入二十世纪

末，因安全原因，境内大、小煤厂全部停止开采，现存储量约 50万吨以上。 

二、石灰石 

境内的龙井、洞口、大佛等社（组）储有大量石灰石，储量达几千万吨

以上，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村办石灰厂十多家，因安全生产、交通运

输、生产成本等原因，九十年代末已全部停止生产，但石灰岩的储量相当丰

富，待开发。 

三、石英沙（河沙）卵石 

境内花铺、中山、涂家、双阳社（组）靠长江边一带，江中有大中小

坝，每年江水洪泛后，积留下大量的河沙和卵石，算是取之不尽，可供建筑

材料，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筑业开始用河沙、卵石作建材，当时由当地

农民自发装运出售各用材单位，为当地农民和集体创造了一定的财富，进入

八十年代后，河沙、卵石进行有组织的开采，采用机械化作业，运往大都市

作建材之用，1984 年开始，已由县（市）统一管理，由个人或集体投标买断

开采权，进行规模化的开采，境内的先明石英砂公司、福顺建材厂等企业均

为开采、生产石英沙企业，年产量百万吨以上，远销境外各省市。 

四、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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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的高阳、新滩、檬子、金华等社（组），盛产青石，质地坚硬，产

量丰富，是建筑必需材料，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境内农民工（石匠）自

发开采，小量供应当地建筑单位，进入八十年代后，青石用途更广泛，除作

房屋基础外，还作桥涵、公路的基础、修筑边坡水沟等。当今已开始用机械

进行开采，开采量达 20 多万立方米，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五、页岩 

境内各村、社区均蕴藏大量页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页岩广泛用于

制造页岩砖，间接成了建筑行业的主要原材料。九十年代末，代家沟煤厂停

办后，仁沱镇企业办接管煤厂，并组建页岩砖厂一个，由代富江同志任负责

人，后转为个人承包企业，产量不高，2001 年后停产。境内 2002 年建成“双

阳页岩砖厂”2005 年因修重庆外环路被占，迁建于境内杉木社，该厂生产正

常，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六、粘土 

境内的古家、车碗两社，蕴藏大量粘土，粘土是生产砖、瓦的原材料，

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两社内的砖瓦厂多达七、八家，开初是手工制作

砖、瓦坯，经烧制形成砖瓦，后用机械生产砖、瓦坯，提高了生产效率。但

随着土地利用的改变，保护土地资源和环境不被污染，逐步取消小窑生产

砖、瓦，现境内尚存的土制砖瓦厂仅有一两家。 

七、沙金 

长江流经支坪境内，沿江沙坝沉淀不少沙金，境内高阳、花铺、中山社

（组）农民，曾在冬春退水季节，自动组合淘取沙金交售给国家。进入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后，利用机械取沙、淘金综合开发，每年都能淘取沙金几十两

至上百两，为农民开辟了勤劳致富的道路。 

 

第三节  森林资源 

支坪街道的林木资源亦颇丰富，主要分布于仁沱社区的龙井组和真

武场社区的洞口组、楠林组，有森林面积 38000 亩，覆盖率为 18.5%，有

国有林、集体林和私有林等三种林权管理形式。林木种类繁多，其中松、杉

木最多，也有青杠、楒栗、桉树、茶叶等杂树，2002 年开始退耕还林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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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有所增加，经济林木增多，森林资源更加丰富，仅花椒林就增加 5000 多

亩。 

 

第四节  水利资源 

流经境内的长江长 6 公里，綦江 21 公里，笋河 2 公里，境内江河流域共

29 公里。滔滔长江、浩浩綦河、潺潺笋溪，一年四季江水奔流不息，水力和

水利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完，水利资源极其丰富。还有倒流溪，黄泥沟等

大小溪流几十条，全街有石嘴水库、栀花水库、猪肚井水库、天堂水库、灯

笼桥水库等小二型水库五座，蓄水量 98.17立方米，大小堰塘 215口，蓄水量

90.17立方米，灌溉面积 23906亩，境内长江可通千吨级船舶，綦江、笋河可

通百吨级机动船只，水运能力极强。 

 

第五节  野生动、植物资源 

支坪境内既有浅丘平坝，也有大山森林，野生动、植物较多。特别是近

年来，国家重视环保，重视保护野生动物后，野生动、植物资源大所有增。 

一、野生动物：多见于境内仁沱社区的龙井和真武场社区的洞口，楠林等

社（组）。大致可分为“鸟类”、“兽类”和“水生类”等三类。 

1、鸟类有：麻雀、画眉、斑鸩、白鹤、燕子、白头翁、秧鸡、青庄、水

鸭、山榨、死鸦雀、雁鹅、猫头鹰等十多种。 

2、兽类有：黄鼠狼、野兔、野鸡、毛狗、泥獾、燕子、野猫等。 

3、水生动物有：鲢鱼、鲤鱼、草鱼、清博鱼、辣子鱼、水眯子、黄辣

丁、虾、蟹、龟、鳖、鲫鱼、鱼鳅、黄鳝、乌鱼、田螺、蚌壳等。近年来津

坪社区的龙虾发展快。 

二、野生植物：多见于境内的田边、地头、路边、荒坡、山林等地，大致

可分“野生草药”和“野生有害植物”两类。 

1、野生草药类有：车前草、半边莲、马蹄草、灯笼花、鱼鳅窜、香付

子、丝毛草、铁马鞭、鼻孔草、侧耳根、金钱草、夏枯草、麦冬、半夏、苦

蒿、茴香草、明镜草等多达数十种。 

2、野生有害植物类有：革命藤、紫茎泽兰、夜关门、水葫芦等，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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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很快。2005年6月23日，支坪办事处组织各方人员在花铺村长江岸边，

铲除紫茎泽兰，解决有害植物大患，保护三峡库区环境。 

 

第四章  自然灾害 

 

境内地形复杂多变，既有丘陵平地，也有山地水域，还有江河溪流，再

有四季温差变化大等特点，因而自然灾害多。境内自然灾害大致可分以下几

种。 

 

第一节  地质灾害 

支坪地处川东红层台状山较不稳定地质亚区，雨水丰沛，大雨、暴雨时

间相对集中，崩坡积物、软弱及软硬交错岩层分布广泛，顺层顺向坡多，江

河岸线陡长，沟渠密布，公路密集，因此成为地质灾害多发地区。滑坡、崩

岩、溃堤、地塌、地裂等地质灾害时有发生，点多面广，危害性大。1998

年、2003年、2007年夏季，汛期降雨集中，大雨、暴雨频繁，每次引发几十

处地质灾害。其中的“98.8.12 洪灾”当日凌晨，真武场社区的代家、楠林组，

持续大暴雨 7—8 小时，雨量 140 毫米以上，引起山洪暴发，岩石裂缝垮塌，

泥石流冲下，压倒楠林社三组下关山院子石绍华的瓦房三间，掩埋石绍华全

家三人，砸死生猪 2 头，损毁全部家产、农具和粮食 600 余斤。损毁周边农

田 20 多亩。打断电杆 5 根，造成经济损失 30 多万元。同时，水洞组芋河沟

的何光明、何光华、何光荣兄弟三人，在清除泥石流阻断的檐沟时，何光华

被突然倒塌的房墙压死。损毁房屋一间和全部家产。 

灾情发生后，党和政府领导十分重视，仁沱镇镇长赖承彬、真武办事处

书记代奎江、主任杨炯银、楠林村支部书记唐宜福等，立即赶赴现场，组织

人员救灾救人，挖出石绍华全家三人尸体进行火化，对造成损失的灾民进行

政府救济。 

2000 年 10 月，仁沱场顺河街，因河水浸泡，山洪冲击，形成河街长约

200 米，宽约 40 米的河岸下滑，街体滑坡，危及街民生命财产安全，引起政

府高度重视。2002 年江津市政府投资进行局部整治，在仁沱河街信用社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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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至代家其楼房段，打桩浇注钢筋混凝土地下桩多根，以保护街体不下滑。

2006 年再次堪查后，重庆市政府立项，较大范围，大规模整治该河段的滑坡

问题。北起原仁沱派出所，南至田坝子造船厂，全长 200 米，沿河基，用打

桩浇注钢筋混凝土的方式，进行深层保岸加固，以防大面积街体滑坡，工程

投资 1800 多万元，已于 2007 年正式开工启动，2009 年竣工，该民心工程受

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2003 年 7 月 7 日，境内白溪社区金沙寨半腰，因长时间大雨，形成山坡

裂缝，山体滑坡，危及吴元昌等七户社员安全，江津市常务副市长许金刚、

仁沱镇书记刘万勇及白溪社区书记陈绥图亲临现场，组织自救、慰问灾民，

三天时间内，七户村民被转移到安全地带。 

 

第二节  洪涝灾害 

支坪境内的长江、綦河、笋溪河每年均有不同程度泛洪灾情。本地及周

边降大雨，境内笋河，綦江河水猛涨，来势迅猛，涨速快，冲击性强。长江

涨水时，除淹没境内沿江岸边农田外，洪水倒流入境内的綦河，笋河及低洼

沟豁处，水量大，持续时间长，造成洪涝的损失严重，加之境内的仁沱场、

真武场均处河边，房屋多，几乎每年均有不同程度淹没两场镇靠河边的商

铺、民房的情况，造成间接或直接经济损失。据不完全统计，因两江一河的

洪泛，每年淹没农田少则几百亩，多则上千亩，1998 年特大洪灾就淹没农田

3400 多亩，房屋被淹 280 多间，造成经济损失 60 多万元。 

一、水灾 

1991 年长江泛大水，水位高达 191.97 米，洪水倒罐入綦江河，上游水头

达至贾嗣镇河街，加之綦河同时泛洪，仁沱河街处水位达 192.5m。仁沱顺河

街全部进水，水深达 2.5米，田坝子幼儿班底楼教室进水达 2.8米深，河街居

民、商铺、单位全部搬家，境内沿河农田被淹 3000 多亩，稻谷绝收 1500 多

亩，造成经济损失 50多万元。1998年 8月 3日长江特大洪水，仁沱水位高达

192.3米，淹没平街层 2.3米，长江漂木约 50立方米，流入綦河至仁沱场的温

家沱，街道居民及沿河群众积极保护国家财产，打捞漂木上交公家。仁沱河

街全部进水，所有居民、商店、单位、全部搬家、淹没时间长达 8 天，仁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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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街的何世兵、何世珍住房（楼房），因河水浸泡、冲刷，造成地基下沉为

危房。仁沱教育印刷厂、张彬药店、谢中英商店等因物资、财产被淹受损，

得到保险公司的理赔。 

1999 年 7 月，柏林、四面山、蔡家等地突降暴雨，中山街道被洪水冲

击，笋溪河水暴涨，直泻下游，来势凶猛，短短两三小时，仁沱河街水位上

涨 8、9米，水流湍急，龊浪排空，满河漂来大量木材、竹子、房架、木梁、

家俱、气罐等财物，因水势过猛，无法施救，但消退很快。 

二、雪灾、冰雹 

二十三年来，辖区境内少见下雪和冰雹。仅 1990 年 1 月和 2008 年 2 月

下过两场雪，1994 年 5 月 12 日晚遭受过一场冰雹。 

90 年 1 月这场雪，下雪范围广，时间长，雪量大，从当日下午 3 时至次

日凌晨，下雪不断，次日早晨满山遍野被雪覆盖，沿河地带积雪约 2 厘米，

龙井、洞口、楠林等社（组）高山积雪达 10 厘米，不少松枝、小树、竹子被

积雪压拆，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2008 年 2 月，我国南方遭受百年不遇的雪

灾，支坪境内同时也下雪，尽管时间长，但雪量小，从 1 月 28 日间断下至 2

月 3 日，均为零星小雪，虽未造成积雪，但冷雨、低冻时间长。 

1994 年 5 月 12 日晚 21 时 20 分，辖区境内的仁沱、真武场社区遭遇冰

雹。当日傍晚 9 时左右，狂风大作，短时大风达 8 级以上，雷声四起，随即

下起冰雹，大的如鸡蛋，小的似葫豆、豌豆，延续时间十来分钟。因正值小

春成熟，大春育苗期，农作物损失严重，小麦、玉米、秧苗被吹倒或砸坏。

损坏农作物 5000 多亩，吹坏房屋 80 余间，受灾 5253 户，共 20370 人，造

成经济损失 130 多万元。此次灾害仁沱、真武场受到上级政府的救助。仁沱

获救灾款 6819.5 元，化肥（尿素）14510 斤，粮食 21120 斤。 

 

第三节  旱灾 

二十三年来，支坪地区每到夏季或秋季均有不同程度的夏旱或伏旱，连

晴高温 20—40 天左右，最高气温可达 40℃以上，土地干裂，农作物枯萎，

人畜饮水困难，庄嫁欠收或绝收，容易引发火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2006

年夏季，重庆遭受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支坪境内 7月 10日至 9月 10日，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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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连晴高温 62 天，天空万里无云，最高气温达 44℃，为历史之最，直到次

年 4 月才下大雨，田土龟裂，塘堰枯竭，溪河断流，草木枯萎，干死不少竹

木果树，农作欠收 12000 余亩，稻谷绝收 2000 多亩，蔬菜欠种欠收 1000 余

亩，直到次年，不少水田仍然干裂，30%的稻田无法春播春种，造成经济损

失约 3000 余万元，50%以上的村民四处找水，远的超过 1 华里，各级政府积

极组织抗旱救灾，生产自救，人民生活得到保障，社会基本稳定。 

 

第四节  风灾 

进入夏季，支坪境内常有狂风，一般发生在雷暴雨之前，时间短暂，但

风力强，刮倒树木，砍毁房屋，折断电杆，损毁农作物，甚至伤及人畜，危

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经济损失。1997年 9月 12日，傍晚雷阵雨之时，

风力 8 级，真武、白溪受损严重，吹倒树木上百，电杆 5 根，吹翻房盖 10

处，停电、停水 1 天，2005 年 4 月 23 日，支坪、仁沱遭 7 级大风，吹倒玉

米、大树较多。每年春季均有 2—3次的沙尘暴（黄沙）袭击，对果树、蔬菜

带来危害。 

第五节  雷电灾害 

二十三年来，境内雷电灾害时有发生，多为雷击变压器，输电线路和用

电器，为避免上述灾害，凡发生雷电时，电管部门均主动关闭电闸。二十三

年中，因雷击死亡 3 人，损坏房屋建筑 2 处，损坏家用电器 2 起。 

 

第六节  虫、鸟、鼠害 

虫、鸟、鼠灾害对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均会造成间接或直接的影响，甚

至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支坪境内的虫害主要有水稻的螟虫、稻飞虱；小麦

的白粉病、麦蚜虫、麦蜘蛛等；鼠害有家鼠、山鼠和田鼠等三种鼠害，鸟有

麻雀、野鸡危害。二十三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级政府重视和加强

环境保护，以及防虫、治病能力的提高，特别是加强了农技服务中心的组织

建设和人员队伍的落实后，农技服务到田间，责任到人头。虫、鼠灾害大大

降低，经济损失也由大变小了。 

近年来，鼠害、鸟害有所抬头，尤其是山鼠和田鼠危害较为严重。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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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小麦、稻谷下种时，几天功夫山鼠、田鼠、麻雀、野鸡就可能把种子吃

掉，成群的雀鸟把成熟的庄稼吃光，直接引响当年的粮食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