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胡家台村大事记（1949年-2020年）

事件序号 事件时间
事件时间
（年）

事件时间
（月）

事件时间
（日）

描述

1 1949年5月 1949 5 撤销南保兴宜县，将隶属南漳县管辖的重阳、马良（含两峪）、店垭3乡划归保康县。

2 1950年 1950
当年，中共保康县委设两峪区，两峪为第四区，胡家台一分为二，河西隶属保康县第四区银
洞乡管辖，河东隶属保康县第四区长河乡管辖。胡家台人许传生任银洞乡农协主席，邱京洪
任长河乡农协主席。

3 1950年12月 1950 12 县委召开宣传贯彻《土地改革法》会议，拉开了土改运动的序幕。

4 1951年8月 1951 8 土改工作队在村内开展土改复查工作。

5 1952年5月 1952 5 土改工作结束，村民们领取了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使用证。

6 1953年2月 1953 2
互助合作运动展开，胡家台村设桂竹园、马家尖、耿家湾、王家老屋、椒园坡、胡家台、老
龙沟、蓬岩共8个生产互助组。

7 1954年 1954 当年两峪陈家湾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试点，胡家台村也相应成立初级社。

8 1955年 1955 当年，普遍成立初级社，耕牛、山林、土地作股入社，农民按比例分得报酬。

9 1956年 1956
当年，在初级社的基础上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山林、耕牛归公，取消农民土地
报酬，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10 1956年5月 1956 5
全县进行乡级体制调整。两峪区撤销银洞乡、长河乡。胡家台村内的河西、河东两面坡合并
为胡家台农业生产合作社，取名裕华社。

11 1957年 1957
当年，开展三治（治山、治水、治土）运动，实施“坡改梯”、“旱改水”工程，组织劳力
在耿家湾、滩河等地改田50亩。

12 1958年2月 1958 2 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部署大跃进运动。



13 1958年9月 1958 9 撤销区乡建制，组建人民公社。胡家台为两峪人民公社第二生产大队，下辖8个生产小队

14 1959年11月 1959 11
公社武装部对大队民兵组织进行整顿，成立大队民兵连，张进浑担任民兵连长。全区开展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大队组织劳力上聚鹿河建水坝。

15 1960年 1960
当年，大搞生产自救活动，组织劳力在碾子埫、胡家垭开荒72亩，秋季粮食增产1.6万公斤
。

16 1961年6月 1961 6 全县进行第一次土壤普查，普查小组进驻大队。通过普查，村内土地部分缺钾，普遍缺磷。

17 1961年 1961
当年，大队落实党在农村新政策，允许社员在田边地角种小块土地，允许发展养殖业和手工
业，农村经济开始复苏。

18 1962年6月 1962 6
成立胡家台大队党支部，陈忠新任支部书记，朱太芳、李世贵、邱京洪任支部委员，退伍军
人张怀山任民兵连长，邱京洪任大队长，刘德坤任大队会计。

19 1963年5月 1963 5
大队组织劳力在桂竹园建土木结构校舍三间，办有一至五年级5个教学班，学生103人，教职
员工6人。

20 1964年4月 1964 4 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大队152户，男367人，女356人。

21 1964年 1964
当年，组织劳力架通从管理区至大队的电话线，摇把式的电话机安装在刘家台的姜照旭家，
胡家台村始通电话。

22 1965年5月 1965 5 全大队开展以消灭“四害”（老鼠、苍蝇、蚊子、麻雀）为主体，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23 1967年 1967 当年，副支书朱太芳代理主持大队党支部工作。

24 1967年5月 1967 5
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由宋进武、王保三主持大队工作，大队生产实行军事化管
理。

25 1967年 1967
当年，推广大寨式评工分法，评政治工分，实行三基本（基本肥料、基本劳动日、基本口
粮），改变口粮分配方案，按工分粮、基本粮三七或四六开。

26 1968年1月 1968 1 成立大队革命委员会，村民王保三任革委会主任。

27 1969年4月 1969 4 大队认真落实党的“九大”会议精神，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

28 1969年6月 1969 6 大队办合作医疗，大队药铺称合作医疗室，医生改称“赤脚医生”。



29 1969年 1969
当年，根据县革委会《关于在全县开展学习大坪的决定》的精神，大队组织劳力在龙洞沟改
田40亩。

30 1970年4月 1970 4 大队推广水稻品种“桂朝”系种植。

31 1970年5月 1970 5
恢复大队党支部，退伍军人夏宗儒任大队支部书记，邱京洪任组织委员，詹圣华任宣传委
员，李世贵任副支书，许传生任支部委员，姜明爽任民兵连长，张进浑任大队长。

32 1970年10月 1970 10
根据县革委会领导小组作出的《关于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新高潮的决定》，组织劳力在碾
子埫、龙洞沟改田25亩。

33 1971年 1971
当年，为搞好生产，关心照顾妇女，大队开展妇女五期（孕、产、哺、经、更年期）保健工
作，每个妇女每月只规定24个基本劳动日。

34 1972年3月 1972 3 大队制定各项生产管理制度，执行“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35 1972年 1972 当年，大队开展农田综合治理，组织劳力在胡家台建拦河坝，以减轻下游农田的淤沙。

36 1973年 1973
当年，各生产队在保管室办夜校，办识字班，组织社员进行文化学习，组建文艺宣传队。组
织劳力在桂竹园对门修建蓄水池，河边建小型发电厂，装机容量为12.5千瓦，从滩河口修引
水渠1300米。大队被县委、区委评为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

37 1974年4月 1974 4 大队党支部书记夏宗儒赴山西昔阳县学习参观其先进的农业生产管理模式。

38 1974年5月1日 1974 5 1 胡家台大队发电厂正式发电，除耿家湾、蓬岩、椒园坡偏远区域外，其余各队全部通电。

39 1974年 1974
当年，治河工程正式拉开序幕，上至胡家台滩河口下至龙王庙、窰沟，分5段施工，总长
2155.6米，胡家台大队专班完成876.2米。

40 1975年2月 1975 2 村民（社员）王保三受胡家台大队党支部委派赴山西大寨县学习参观。

41 1975年 1975
当年，学校对学生开展“忆苦思甜”教育活动，组织学生下生产队帮助社员拾麦穗等进行各
种义务劳动。

42 1976年 1976
当年，教师集训，学朝农（辽宁朝阳农学院）、学松滋，大办“五七”教育网，生产队办小
学，大队办中学，公社办大学。

43 1977年6月 1977 6
大队成立企业队，办起了窑厂、纸厂、榨油厂、木工厂、 菌种厂、缝纫店，恢复药材场、
茶场等大队企业，定任务上交大队



44 1977年 1977
当年，全大队偏远区域的农户全部通电。至此，全大队农户全部通电照明，但因水量过小，
通电时断时续。

45 1978年9月 1978 9 大队中学停办。只开办胡家台村小学，校址为现在的村委会。

46 1979年1月 1979 1
王家华担任胡家台大队党支部书记，夏宗华任宣传委员，刘大均任调解委员，刘大友任治保
委员，敖德清继任大队长，张成英任大队会计。

47 1980年10月 1980 10
开始宣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为农户补
划自留地、饲料地、自留山。

48 1981年7月 1981 7 全县组织进行第二次土壤普查。普查工作队进驻大队。

49 1981年11月 1981 11
根据县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要求，大队实行“大包干”。实行联产承
包责任制。

50 1982年7月 1982 7 全国进行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大队217户，974人，其中女480人，男494人。

51 1984年4月 1984 4 县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两峪管理区改称两峪乡，改大队为村。

52 1984年6月 1984 6 村支部制定1984——2000年胡家台村规划图。

53 1984年 1984
当年，在落实学校“一无两有”（无危房，有教室，有课桌凳）建设中，村支部号召村民捐
资建校，为村小学“普九”达标做准备工作。

54 1985年10月 1985 10
村委会领导班子改选，王家华任村支部书记，褚方振任村主任，刘应权任宣传委员，陈明山
任治保委员兼村会计，詹圣汉任组织委员兼民兵连长。村电路与马良并网，村民用电得到改
善。

55 1986年5月 1986 5 村小学第一栋教学楼竣工并交付学校使用。

56 1986年7月 1986 7 村党支部针对本村工作实际制定“整党方案”，在党员干部中掀起学党章、党规的高潮。

57 1986年9月 1986 9
经胡家台村委会同意，龙潭河村部分学生就近可到胡家台村小学读书，每个学生交纳120元
的转学费。

58 1987年 1987 4 村小学第二栋砖木结构共10间的教学楼开始动工修建。



59 1988年7月 1988 7 村小学第二栋教学楼竣工，并投入使用。

60 1989年1月 1989 1 经村支部研究并向上级党委汇报批准，对村内土地、山林进行小调整。

61 1989年5月 1989 5 村茶厂以“朝元山”命名的炒青茶被省企业局授予“省优质产品”称号。

62 1990年3月 1990 3 村内土地、山林小调整工作结束。

63 1990年11月 1990 11 村“一五”普法工作顺利通过上级普法工作领导小组验收。

64 1991年4月 1991 4 村开展对“汕优63”水稻品种进行推广试种，推广两段育秧技术。

65 1991年5月 1991 5 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工作在村内展开。全村235户，1011人，其中男516人，女495人。

66 1992年7月 1992 7
胡家台村党支部被两峪乡政府评为先进党支部，同时表彰了一批模范共产党员和科技生产示
范户。

67 1992年10月 1992 10 村支部组建专班开展村小学义务教育达标工作。

68 1993年5月 1993 5 村组织蓝球队参加乡政府举行的“五四”青年节文体活动，蓝球比赛获得二等奖。

69 1994年3月 1994 3
进入“普九”攻坚阶段，村办扫盲班一个，扫除青壮年文盲，由村主任汤德武任扫盲学校校
长，有25名学员参加学习并结业。

70 1995年11月 1995 11 村“二五”普法教育活动顺利通过上级普法工作领导小组验收。

71 1997年4月 1997 4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指示精神，村支部组建专班对山林土地不合理现象进行调整，处理5起山
田矛盾纠纷，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

72 1997年10月 1997 10  村建砖木结构两层20间的教学楼，顺利通过“普九”达标验收。

73 1998年5月 1998 5  村内开通程控电话，部分农户安装了程控电话。

74 1999年5月 1999 5 村支部研究制定胡家台村农户拆建房用地管理实施办法。



75 1999年10月 1999 10 村支部组织农户开展“两改”（改水、改厕）活动，全村有23户进行了改水改厕。

76 2000年5月 2000 5 村进行电网改造，全村设4个台区，即老村委会、王家老屋、胡家台、殷家包。

77 2000年11月 2000 11 村“三五”普法教育活动顺利通过上级普法工作领导小组验收。

78 2001年7月 2001 7
村党支部在全村党员干部会议上号召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并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有关文件内容。

79 2001年10月 2001 10
在党员群众代表会议上认真开展评议“十星级”文明户的活动。全村246户，有219户被评为
“十星级”文明户，占89%。

80 2002年3月 2002 3 村内行政小组进行合并，由原来的8个村民小组合并为3个村民小组。

81 2002年9月 2002 9 村进行税费改革，并对部分税收（土地经营费、屠宰税、农业税）进行减免。

82 2002年12月 2002 12 胡家台村烟叶生产被县烟叶生产领导小组评为“烟叶生产先进村”。

83 2003年5月 2003 5 村继续完善电网改造升级工作，实行同网同价（0.58元/度）。

84 2004年7月 2004 7 乡林站对农户承包的山林面积进行确认，换发林权证。

85 2004年9月 2004 9 村小学合并到两峪乡中心小学。

86 2004年11月 2004 11 硬化了投资14.84万元，从朝元广场至村委会的村级公路，长2.8千米。

87 2005年6月 2005 6 村获两峪乡“四五”普法工作领导小组授予的“四五”普法合格单位荣誉称号。

88 2005年 2005
当年，根据国家政策，农民实现“零税赋”，同时出台一系列惠农政策，实行农机具、家电
下乡、农资综合补贴。高档家电家俱等时髦产品进入农民家庭，小型农机具在村内迅速普及
。

89 2006年 2006 6 保康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在村内展开，当年村内农户参合率达87%。



90 2006年12月 2006 12 村被两峪乡人民政府授予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91 2008年4月 2008 4 村委会门前河道上的平板水泥桥开工建设，总投资14万元，长18米。

92 2008年5月 2008 5
村支部号召村民对“5.12”汶川地震的灾民开展献爱心活动，广大干部群众伸出援助之手，
共捐款1012元。

93 2008年7月 2008 7 村支部研究制定了胡家台村新农村建设规划。

94 2009年7月 2009 7 村在三组村民詹圣虎家推广新能源（沼气）利用，做宣传示范工作，当年建成14处。

95 2009年9月 2009 9 村支部组织专班对村集体资产进行清理登记。

96 2010年1月25日 2010 1 25
村境内道教圣地朝元山道观正式开工重建。由两峪乡招商引资，北京金霖朝元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竞标，保康县神达旅游客运公司参股共同开发。

97 2010年12月 2010 12 村“五五普法”教育活动工作顺利通过上级主管部门验收。

98 2011年7月 2011 7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在村内展开，村内农户参保率达100%。

99 2011年 2011
当年，村内农户掀起自愿联合修路热潮，农户投工投资，仅二组当年就修通联户主干路
4条，总长5.2千米，总投资10.45万元。

100 2012年1月 2012 1
县国土资源局在村内进行土地整理，在东西沿岸水田用“U”型水泥板扣成两条农田灌溉
渠，总长2.45千米。

101 2012年7月 2012 7
投资21.5万元装修村委会办公楼，其主要工程为改装内部设施、铺地板、换门窗、换瓦、吊
顶。

102 2013年8月 2013 8 两峪中学桥头至村委会水毁河堤公路恢复通车，全长2.7千米。

103 2013年11月 2013 11 村委会至长河（长河村）路通车，其中村委会至徐家山段属过境公路，长3.6千米。

104 2014年7月 2014 7
村支部在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开展党员、支部、支部成员自查、互查，村支
部成员边自查自纠边整改。

105 2015年7月 2015 7 村开通“两峪乡胡家台村网上党员群众服务中心”网站。



106 2015年10月 2015 10 村“六五普法”教育活动顺利通过了乡普法领导小组验收。

107 2016年4月 2016 4
流转三组桃树湾24亩多耕地，启动桃树湾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的主体工程建设，同时，
本村46户分散安置户也相继启动安置房的工程建设。

108 2016年8月 2016 8 争取扶贫资金8万元，实施了桃树湾集中安置点的安全饮水问题。

109 2016年12月 2016 12 流转三组河东110多亩耕地，由良裕蓝莓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展蓝莓产业。

110 2017年5月 2017 5 争取扶贫资金46.3万元，分别解决二组马家尖、三组沿河两岸居民的安全饮水问题。

111 2017年5月 2017 6 争取光伏扶贫资金40万元，新建50千瓦光伏发电站一座，选址：程歧村大岭

112 2017年12月18日 2017 12 18
召开村民大会，成立了保康县胡家台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136人，合作社法定代表
人：魏晓龙。

113 2017年12月 2017 12
全村16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出列，通过精准扶贫各项政策的帮扶和全村上下的共同
努力，胡家台村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114 2018年4月 2018 4 争取产业扶贫资金20万元，流转三组河西98亩耕地种植中药材（瓜蒌、前胡、射干）。

115 2018年7月23日 2018 7 23 湖北省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晓东在我村主持调研保康县脱贫攻坚座谈会。

116 2018年11月 2018 11
完成了村“两委”换届工作。选举魏晓龙为胡家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怀英、褚
应周为村支两委委员。

117 2019年 2019 10 争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25万元，新建300平方米药材加工厂。

118 2019年11月 2019 11 争取项目政策，村集体新建油茶园200亩，用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119 2020年9月 2020 9 利用政策，完成了两峪中学桥头至村委会的道路刷黑及公路路灯安装工程。

120 2020年12月 2020 12
为发展村集体产业，利用组织部扶持的产业发展建设资金50万元，建成河西蓝莓基地100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