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镇冯家岭村大事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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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 1949 1 1 冯家岭境内解放，重阳乡第十一保改为长安乡，冯家岭属长安乡所辖。

2 1949年2月22日 1949 2 22
长安乡在竹园垭成立农民协会，简称“农协会”，秦启福任农民协会主席，冯祖成任农民协会副主
席，冯举伊任长安乡武装委员。

3 1949年8月3日 1949 8 3 境内在下西湾成立学堂，姜绪庆，杨大兴任学堂教师。

4 1949年10月1日 1949 10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境内举行庆祝活动。

5 1950年1月20日 1950 1 20 境内全面开展减租减息、清匪反霸运动。

6 1950年1月21日 1950 6 1 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境内按照政策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7 1950年7月25日 1950 7 25
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原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原则》，冯
家岭、温坪依靠贫、雇农和积极分子联合成立长安乡，张德培任乡长，冯祖成、周甸时任副乡长，
周善教任武装委员，张进秀任妇女主任。

8 1951年5月5日 1951 5 5 境内结束土地改革运动，转入土地复查。

9 1951年9月11日 1951 9 11 境内成立初级小学。

10 1951年11月29日 1951 11 29 境内开展镇压反革命运。

11 1952年2月23日 1952 2 23
境内开展划分阶级成份工作，120户村民中被划为贫农成份的50户，中农48户，富农6户，地主16户
。

12 1952年3月7日 1952 3 7 境内响应毛泽东主席“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开展爱国生产运动。

13 1952年9月19日 1952 9 19 土改工作队进驻境内，开展土地面积清查工作。

14 1953年2月1日 1953 2 1
成立互助组，实行劳动换工、生产互助，境内成立互助组15个，其中常年互动组9个，临时互助组6
个。

15 1953年8月13日 1953 8 13 境内成立完全小学，校址设于下家湾。

16 1953年10月24日 1953 10 24
境内在温家坪成立诊所，贯彻执行“预防为主，团结中医”的方针，培训新法接生，取缔巫医马
脚，广泛开展传染病防疫工作，消灭天花，普及种痘疫苗。

17 1954年8月30日 1954 8 30 境内实行棉布供给制，每人每年发布票1丈2尺，农民凭布票购卖棉布。

18 1954年9月5日 1954 9 5 政府对工商业、手工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 1955年1月18日 1955 1 18
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冯家岭为银安社。社长冯开彷，委员周善政，张进秀（女），合作社组
织农民土地入股，按股分红。

20 1955年8月8日 1955 8 8 废除旧币制，实行新币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开始在境内发行使用。

21 1955年12月29日 1955 12 29 境内实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正常年景下一定三年不变，增产不增购，灾年减购。

22 1956年1月3日 1956 1 3
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撤销长安乡，建立朱砂乡，银安社改为冯家岭大
队，属于朱砂乡管辖。冯开纺任冯家岭大队主任，周善政、张进秀（女）、张进益为大队委员。

23 1956年10月11日 1956 10 11 冯家岭大队开始引进良种猪。

24 1956年11月17日 1956 11 17 农户山林、耕牛随土地作价入社，归集体所有。

25 1957年2月9日 1957 2 9 境内新改水田5亩。

26 1957年3月21日 1957 3 21 冯家岭大队开办初级小学，陈美刚任初级小学教师。

27 1957年10月14日 1957 10 14 冯家岭大队按照县委“大跃进”精神，大部分劳力投入旱改水、修堰塘、筑水坝的建设之中。

28 1957年12月22日 1957 12 22 冯家岭大队成立党支部，张进道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29 1958年3月1日 1958 3 1 成立冯家岭大队委员会，冯举真任大队委员会大队长。

30 1958年5月15日 1958 5 15
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冯家
岭大队掀起大跃进高潮。

31 1958年9月2日 1958 9 2 成立人民公社，朱砂乡改为管理区，冯家岭大队属两峪公社朱砂管理区管辖。

32 1958年11月20日 1958 11 20
开展“大办钢铁”运动，大队实行军事化管理，以连、排、班组织形式统一管理生产；伐木烧炭，
开采矿石、收废钢废铁、筑炉炼钢。

33 1959年1月1日 1959 1 1 根据县委《加强领导，办好食堂，巩固人民公社》文件精神，境内5个生产小队均办起集体食堂。

34 1959年3月13日 1959 3 13 人民公社实行大队为基础的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境内根据上级指示开始清理“共产风”运动。

35 1959年6月21日 1959 6 21 宋圣学、杨才雄、朱明生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

36 1959年8月5日 1959 8 5
冯家岭遇旱，农作物受灾面积900余亩，粮食减产百分之七十，社员们只能以野菜、树皮、白泥巴
（观音土）维持生命。

37 1959年11月17日 1959 11 17 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境内改水田30亩。

38 1960年6月3日 1960 6 3 保康县政府组织人员对冯家岭大队土壤进行首次普查。

39 1960年5月8日 1960 5 8 境内针织品、绵织品实行凭票供应。

40 1960年9月26日 1960 9 26 杨才雄任冯家岭大队党支部书记。

41 1960年12月2日 1960 12 2 中共中央颁布《人民公社六十条》，纠正“五风”错误，取消社员生活供给制，生产队食堂停办。

42 1961年6月14日 1961 6 14 张进秀（女）、晏启龙、王祖运、宋圣炎、冯祖旭等五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43 1961年11月21日 1961 11 21 冯家岭大队开始整风整社运动。

44 1961年12月31日 1961 12 31
县人民委员会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四级干部会议，讨论以生产队为基础的核算问题，会议制定定额管
理办法和基本劳动日制度，会后县委贯彻执行中央《六十条》，纠正“一平二调”，实行以生产队
为基本核算单位，15年不变，并给农民划自留地，允许农民开垦小块土地。

45 1962年7月12日 1962 7 12 境内遭暴风雨袭击，秋季作物倒伏面积170亩。

46 1962年8月6日 1962 8 6 境内遭冰雹袭击，农作物及农户园田蔬菜遭到损失。

47 1962年10月10日 1962 10 10 两峪公社改为两峪区，朱砂管理区改为朱砂人民公社，冯家岭大队属两峪区朱砂公社管辖。

48 1962年11月25日 1962 11 25 冯家岭大队以生产队为单位整修河道，加固堰塘。

49 1962年12月30日 1962 12 30 境内粮食增产2万公斤。

50 1963年3月13日 1963 3 13 响应毛泽东主席号召，冯家岭大队开展学习雷锋同志活动。

51 1963年6月26日 1963 6 26 开展“五反”（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运动。

52 1963年8月17日 1963 8 17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小四清”。

53 1963年9月10日 1963 9 10
县人民委员会发出通知，对非农业人口按月定量供应猪肉和食糖，每人每月定量各4两，中秋、国
庆节各供应半斤。

54 1963年12月1日 1963 12 1 大队成立贫下中农协会，生产小队成立贫协小组。

55 1964年2月24日 1964 2 24
宋圣学任冯家岭大队党支部书记，冯应法任民兵连长，冯祖勤，冯应才分别任第二生产队、第五生
产队小队长。

56 1963年6月15日 1964 6 15 境内突降冰雹，农作物严重受灾。

57 1964年7月4日 1964 7 4
开展第二次人口普查，冯家岭大队127户，总人口574人，其中男性294人，占51.22%，女性280人，
占48.78%。

58 1964年8月17日 1964 8 17
开展第二批“五反”运动，查演变，挖根子，清除干部中的“四不清”（经济不清、思想不清、政
治不清、组织不清）问题。

59 1964年10月30日 1964 10 30 以队为单位开垦荒地（生田），冯家岭大队集体开垦荒地75亩，农户开垦自用小块土地35亩。

60 1965年4月16日 1965 4 16 将大队联合诊所改称大队保健室。

61 1965年5月27日 1965 5 27 大队购置新式步犁2部，农用机械喷雾器3架。

62 1965年8月19日 1965 8 19 第三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开展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运动，史称“大四清”。

63 1965年 1965 当年，开始废除老式秤和老式尺，启用米制和市尺，使用标准市秤，废除传统升、斗计量单位。

64 1966年6月6日 1966 6 6
冯家岭大队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大造“红海洋”（到处墙壁上用石灰刷白后用红漆书写毛主
席语录），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65 1966年7月17日 1966 7 17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波及冯家岭大队。



66 1966年8月1日 1966 8 1
红卫兵开展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活动，毁家具、砸木雕、碎石碑、
掀古庙，“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冯家岭大队一部分古坟、房屋、古庙以及古建筑物上面的画栋雕
梁，概被砸的七零八落，旧书、老书被成捆焚烧，古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

67 1966年9月16日 1966 9 16 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宣传口号为“抓革命，促生产”。

68 1966年11月21日 1966 11 21 因“冯家岭”有封建家族之嫌，将冯家岭大队改为长岭大队。

69 1967年4月14日 1967 4 14 “红联总部”组织夺权，造反派开始大肆揪斗大队及生产队干部。大队党支部书记宋圣学被批斗。

70 1967年7月23日 1967 7 23 境内发生冰雹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0%。

71 1968年3月18日 1968 3 18
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活动，学习背诵
毛主席语录《一百条》；继而开展“三忠于”“四无限”、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早请示
晚汇报”活动。

72 1968年4月25日 1968 4 25 境内突降大雪，气温由26℃降为零摄氏度以下，部分区域积雪厚达15厘米。

73 1968年6月9日 1968 6 9 小学六年级毕业学生返校进行复课闹革命，在校小学生称之为“革命小将”。

74 1968年8月26日 1968 8 26 长岭大队成立“革命委员会”，冯举真任革命委员会主任。

75 1969年2月3日 1969 2 3
开始实行合作医疗，大队设“赤脚医生”，记工分是“赤脚医生”的待遇，后因经费困难，合作医
疗自行停止。

76 1969年4月18日 1969 4 18 异地老师一律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聘用。

77 1969年7月2日 1969 7 2
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贫宣队”），进驻学校，管理和领导学校斗
批改。

78 1969年11月22日 1969 11 22 一月未下透墒雨，秋旱给秋播带来影响。

79 1970年10月2日 1970 10 2
掀起学大寨“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高潮，至1974年长岭大队兴修堰塘3口，坡地改梯地
120亩。

80 1970年11月21日 1970 11 21 组织文艺宣传队，排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都启益扮演李玉和，冯泽会（女）扮演李铁梅。

81 1970年11月30日 1970 11 30 长岭大队有线广播发展至35户。

82 1970年12月18日 1970 12 18
集中“造反派”骨干，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反贪污
、反铺张浪费、反投机倒把）活动。

83 1970年12月21日 1970 12 21 长岭大队有线广播发展至35户。

84 1971年8月7日 1971 8 7 长岭大队排练样板戏《红灯记》上演。

85 1971年9月2日 1971 9 2 “9.13”事件爆发，境内声讨林彪反革命罪行。

86 1971年10月23日 1971 10 23 以大队为单位集中劳力改田。

87 1972年6月11日 1972 6 11 阴雨持续10天，致使境内200亩小麦倒伏生芽，小麦减产1.5万公斤。



88 1972年7月24日 1972 7 24 境内遭遇大旱和大风，秋粮损失3万公斤。

89 1972年9月19日 1972 9 19 长岭大队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90 1972年10月29日 1972 10 29 大队购置小麦面粉机，办起了面粉加工厂，粮食加工进入机械化。

91 1972年12月1日 1972 12 1 推行大寨“火串堆肥法”，将传统夹粪改为“火串堆肥”。

92 1972年12月27日 1972 12 27 提出粮食、生猪上“纲要”，大队、生产队开办养猪场。有线广播覆盖5个生产队，68户。

93 1973年4月3日 1973 4 3 境内推广玉米坑种、沟种，实施糟种新技术。

94 1973年6月1日 1973 6 1 境内遭受狂风暴雨袭击，农作物受灾面积110亩。

95 1973年11月15日 1973 11 15
全大队新修堰塘2口，修暗剅2条300米，3个生产队实现生猪上“纲要”，其中二生产队户平养猪
3.35头。

96 1974年2月26日 1974 2 26 境内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97 1974年3月8日 1974 3 8
大队推广麦包、洋包两熟制以及坑、沟种植，引进杂交包谷优良品种，全大队麦包两熟面积436亩，
洋包两熟面积186亩，杂交包谷面积380亩。

98 1974年4月17日 1974 4 17 开展“评法批儒”活动，学校和大队分别办专栏、出专刊。

99 1974年4月20日 1974 4 20 凌晨，境内突降大雪，温度骤降至零下，四分之一玉米被毁。

100 1974年5月10日 1974 5 10 开展“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批判“小生产”，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集市贸易。

101 1974年6月7日 1974 6 7 全大队137户，养猪534头，户平3.96头，实现大队生猪上纲要。

102 1974年12月12日 1974 12 12 大队推行种植“晋杂”高粱200亩，单产180公斤，总产量3.6万公斤。

103 1975年1月24日 1975 1 24 开展评《水浒》、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

104 1975年9月6日 1975 9 6
撤区并社，龙坪三个小公社合并为大水公社，朱砂公社改称朱砂管理区，长岭属大水公社朱砂管理
区管辖。

105 1975年9月27日 1975 9 27 中旬境内遭暴风雨袭击，部分房屋及农田被冲毁。

106 1975年10月15日 1975 10 15 长岭组织民兵35人，参加保康城关镇清溪河大堤重建工程。

107 1976年1月9日 1976 1 9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长岭大队举行悼念活动。

108 1976年3月3日 1976 3 3 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活动。

109 1976年5月7日 1976 5 7 大办“五七”教育网，长岭除大队小学外，增设4个“育红班”。

110 1976年9月10日 1976 9 10 举行毛泽东逝世悼念活动。

111 1976年10月6日 1976 10 6 长岭大队分别集合声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

112 1976年11月11日 1976 11 11 参加龙坪至朱砂公路建设。

113 1977年2月22日 1977 2 22 长岭大队组织民兵参加修建马桥二级水电站工程。

114 1977年3月11日 1977 3 11 引进包谷杂交种“恩单1号”“恩单2号”，长岭大队实现了包谷良种化。

115 1977年4月1日 1977 4 1 大队成立综合厂（包括粮油加工）“5406”化肥厂、缝纫厂、木制加工厂，实行单独核算。



116 1977年5月25日 1977 5 25 5个生产队均办起了砖瓦厂、小酒厂。

117 1978年2月1日 1978 2 1 大队办起了林场，种植油茶56亩，培植果类经济林100亩。

118 1978年6月16日 1978 6 16 集中劳力，突击兴修温坪至凉风垭公路。

119 1978年7月7日 1978 7 7
恢复和健全以定额管理为中心的生产责任制，实行定行业、定人员、定任务、定产量、定报酬、定
奖惩“六定”制度，此种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及收益分配方法延至1982年。

120 1978年8月17日 1978 8 17 政府开始对农村1～7岁儿童实行预防接种，有效预防白喉、麻疹、百日咳病。

121 1978年12月1日 1978 12 1 境内开始进行枪支、弹药的清理、上缴工作。同时在全大队进行爱国、爱党的教育活动。

122 1979年2月22日 1979 2 22 开展对地、富、反、坏分子摘帽和对地、富子女成份改出身工作，全大队分两批进行。

123 1979年3月12日 1979 3 12 教师冯举现（又名冯适）恢复教师职务，重新安排工作。

124 1979年5月16日 1979 5 16 大队成立防疫领导小组，普查普治皮肤癣病。

125 1979年7月14日 1979 7 14
长岭大队晏世富、宋圣学、冯应化、张进秀（女）、宋圣炎、都启策、冯祖鳌、廖发兴等8人出席
公社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126 1979年 1979 当年，推行和完善联产到劳生产责任制。

127 1980年3月21日 1980 3 21 日境内突然降大雪，百亩油菜遭冻灾。

128 1980年5月3日 1980 5 3 持续阴雨15天，境内小麦损失2万公斤。

129 1980年6月30日 1980 6 30 境内遭暴风雨袭击，包谷受灾面积90亩。

130 1980年10月15日 1980 10 15 冬旱时间长达1个月，致使部分小麦面积推迟播种，是年开始使用碘盐，有效控制地甲病。

131 1980年 1980 当年，全大队4个生产小队修通公路8公里。

132 1981年2月8日 1981 2 8 引进包谷种“郧单1号”“白3-1”“白3-2”系列，全大队实现苞谷良种全覆盖。

133 1981年7月27日 1981 7 27
境内遭洪水、大风、冰雹多种气象灾害袭击，河堤公路严重受损，渠道淤塞，农作物严重受灾，全
大队冲毁耕地42亩。

134 1981年8月18日 1981 8 18
开始试行专业承包。全大队农业人口承包耕地面积900亩，其中烟叶65亩。承包白木耳550铺，承包
养殖场5个，菌种厂1个，外出手工副业30人，实行产前核算，分配预算。

135 1981年9月15日 1981 9 15 大水公社更名为龙坪公社，长岭大队属朱砂管理区所辖。

136 1981年11月19日 1981 11 19 长岭大队贫协会改为农会，全大队入农会会员393人。是年第三生产队公路修通。

137 1982年3月13日 1982 3 13 境内引进包谷种“长莫”“掖单16号、18号”。

138 1982年4月11日 1982 4 11 推行冷链接种，预防1～15岁儿童结核病、白喉病、百日咳、破伤风、麻疹、小儿麻痹。

139 1982年7月28日 1982 7 28 开展第三次人口普查，长岭大队152户，670口人，其中女性322人，占48.06%。

140 1982年9月10日 1982 9 10 境内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除少部分公山林外，其它山林承包给农户。

141 1983年2月22日 1983 2 22
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召开村民大会、小队会议，学习文件，宣传政策，书写张贴标语20条30
张。



142 1983年3月14日 1983 3 14 推行苞谷地膜覆盖种植技术，全大队地膜覆盖面积80亩。

143 1983年5月21日 1983 5 21 大队保健室实行个人承包，医生凭证行医用药，自负盈亏。

144 1983年7月28日 19583 7 28 境内遭大风、大雨、冰雹袭击，农作物大面积受损，部分公路河堤被冲毁。

145 1983年8月31日 1983 8 31 对棉布、棉花实行免票供应。

146 1983年10月20日 1983 10 20
完善大包干，逐户签订合同，根据合同规定，农户完成征购、农业税和上交费用外，其余收入归农
户所得，集体不再包揽分配。长岭承包农户152户，占100%；承包期15年不变，政府与农户鉴定承包
合同，发放农村土地使用证。

147 1983年12月24日 1983 12 24 取缔邪教组织，对邪教人员进行教育。

148 1984年2月23日 1984 2 23 开始整顿基层保健室，对村级卫生室医生实行定额补助或务工补贴。

149 1984年3月19日 1984 3 19
设区建乡，龙坪人民公社更名为龙坪区公所，朱砂管理区改成朱砂乡，长岭大队更名冯家岭村，隶
属龙坪区公所朱砂乡管辖，生产小队改成村民小组，冯家岭村下辖5个村民小组。

150 1984年4月1日 1984 4 1 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151 1984年7月23日 1984 7 23 境内遭暴雨袭击，降雨量284毫米，境内部分公路交通中断，部分农田基本无收。

152 1984年8月6日 1984 8 6 开展严打刑事犯罪分子第二战役。

153 1984年9月5日 1984 9 5 久旱无墒，秋播受到影响。

154 1984年11月3日 1984 11 3
冯家岭村召开选民大会，选举产生保康县第一届人大代表：朱进刚、冯祖桂（女）、冯泽民（女）
。选举产生朱砂乡第一届人大代表：冯应化、冯祖鳌、冯祖强、冯举辉、陈兴福、宋圣桂（女）。

155 1984年11月11日 1984 11 11 全村劳力奋战一个月，参加修通温坪黑虎庙垭至板桥龙埫的公路。

156 1984年12月9日 1984 12 9
开展儿童四病（肺炎、腹泻、佝偻、贫血）防治，并对其医治，检测，定期复查，实行严格的档案
管理。

157 1984年12月15日 1984 12 15
政府实行（责任山和自留山）两山合一，明确了承包者责任、权利和义务，统一颁发《保康县人民
政府山林使用证书》。

158 1985年1月3日 1985 1 3 企政府开始对贫困地区贫困户进行棉布、棉絮赊销工作。

159 1985年4月21日 1985 4 21 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160 1985年6月26日 1985 6 26 国家调整购销政策：粮油由派购改为合同订购；取消生猪派购任务，实行指导性异购异销。

161 1985年8月14日 1985 8 14 境内开始征收白木耳、黑木耳、香茹特产税。

162 1985年9月29日 1985 9 29 境内引进小麦良种“81—5”“89—11”系列。

163 1985年10月18日 1985 10 18 冯家岭村配合龙坪土地管理所对农户宅基地逐户丈量，核定使用面积，颁发《土地使用证书》。

164 1986年3月23日 1986 3 23 大面积推广高山地膜覆盖新技术，当年全村地膜包谷覆盖面积500亩。

165 1986年6月1日 1986 6 1 冯家岭村成立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党支部书记任组长。



166 1986年9月21日 1986 9 21 撤销冯家岭村农会组织。

167 1986年11月18日 1986 11 18
党支部根据县委《关于村级整党的实施方案》，开始整顿党员作风，加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
对长期不履行党员义务的个别党员劝其退党。

168 1986年11月30日 1986 11 30 冯家岭村干部、群众在水田埫（二队）举行通电庆祝活动。

169 1986年12月1日 1986 12 1 开始实施“一五”普法教育。

170 1987年3月31日 1987 3 31
境内普降中到大雪，雪层厚达50～60厘米，日均气温由12℃猛降至0℃，麦苗压倒50%，夏季农作物
产量减少35%以上。

171 1987年7月7日 1987 7 7 成立冯家岭村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党支部书记任组长。

172 1987年11月11日 1987 11 11
行政机构改革，撤区建镇，龙坪区公所改称龙坪镇，辖3个总支办事处，冯家岭属朱砂总支办事处
所辖。

173 1987年12月8日 1987 12 8 全村164户，通电130户，占79.27%。

174 1988年4月1日 1988 4 1
广泛宣传县政府《关于加快畜牧业生产发展的暂行规定》，开放生猪销售市场，推广普及饲养新技
术，大量引进畜牧新品种。

175 1988年5月17日 1988 5 17 开展创建文明村活动；村扫盲工作通过县政府验收。

176 1988年6月26日 1988 6 26 冯家岭村普及初等教育通过县政府验收。

177 1988年7月15日 1988 7 15
春夏皆旱，入伏前20多天持续高温，境内玉米受旱面积280亩，天花枯萎，叶面枯卷，粮食减产4万
公斤。

178 1988年10月11日 1988 10 11 国家开放粮食政策，村民可以自由购买和兑换大米。

179 1989年2月23日 1989 2 23 境内普降大雪，至23日积雪60厘米，山上积雪110厘米，野生动物遭灭顶之灾，学生推迟10天开学。

180 1989年9月29日 1989 9 29
清查制造动乱、参与暴乱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清理党员干部在学潮引起的动乱、暴
乱期间的思想影响。

181 1989年11月9日 1989 11 9 村开通DD14、DD16长途电话。

182 1989年12月7日 1989 12 7 全村5个组通电，通电户占总户数95%。

183 1990年2月8日 1990 2 8 受冷空气影响，日均气温1.0℃，连续降雪10天，造成境内严重灾害。

184 1990年4月13日 1990 4 13 村建立植保服务队。

185 1990年6月1日 1990 6 1 开展第四次人口普查，全村181户，732人，其中女性344人，占总人口47%。

186 1990年7月20日 1990 7 20 启动依法治村工作。

187 1990年8月28日 1990 8 28 冯家岭村农业税、特产税、教育费附加征缴工作结束。

188 1990年11月22日 1990 11 22 冯家岭村启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党支部书记任组长。

189 1991年2月1日 1991 2 1 境内启动宅基地全面调查工作，包括农户住房、牛栏、禾场及其它建设性用地



190 1991年3月17日 1991 3 17 启动实施“二五”普法教育。

191 1991年12月21日 1991 12 21 冯家岭村在第二村民小组大坑建桑园基地，全村桑蚕基地进入规模。

192 1992年3月24日 1992 3 24
工业企业改革，破“三铁”（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商贸和村企业实行经营、物价、用工、
分配“四放开”。

193 1992年5月14日 1992 5 14 境内推行烟叶烘烤技术，全村建烤烟房10间。

194 1992年6月21日 1992 6 21 长达35天干旱，境内部分农作物受灾。

195 1992年7月18日 1992 7 18 村委会组织全村劳力在二组后埫开垦茶叶基地15亩。

196 1992年7月29日 1992 7 29 境内农作物受灾210亩，颗粒无收面积100亩，粮食减产3.2万公斤。

197 1992年9月1日 1992 9 1 粮食购销实行体制改革，免除订购任务，取消平价供应，粮食放开经营。

198 1993年2月23日 1993 2 23 全村开展植树造林，造林面积80亩。

199 1993年3月20日 1993 3 20 村委会将原综合厂房舍改建为学生教室和教师宿舍。

200 1993年5月21日 1993 5 21 启动“消荒”达标工程。

201 1993年10月11日 1993 10 11 村委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

202 1993年12月26日 1993 12 26 村委会号召普遍使用节柴灶、省柴炉，全村使用率均为85%。购置电视机、收录机的农户占45%。

203 1994年4月29日 1994 4 29 冯家岭村治调委员会配合镇派出所进行治安走访摸底活动。

204 1994年7月16日 1994 7 16 村开通程控电话，淘汰手摇式电话。

205 1994年12月1日 1994 12 1 启动社会养老工作。

206 1994年12月31日 1994 12 31 配合公安机关开展打击“黄、赌、毒”战役，历时一个月。

207 1995年8月28日 1995 8 28 遭受暴雨袭击，平均降雨量160毫米，是继1975年以来的最大洪水灾害。

208 1995年11月4日 1995 11 4
开通农户程控电话，省市电话合一，电话号码由6位升至7位，电话网进入襄樊市扩大本地网，统一
使用襄樊区号“0710”。

209 1995年12月24日 1995 12 24 副镇长都启益带领依法治村工作队进驻冯家岭村。

210 1995年 1995 当年，全村党员、干部在朱砂总支办事处集训7天。

211 1996年1月13日 1996 1 13 全村落实烟叶面积100亩，新建烤烟炉10个。

212 1996年4月14日 1996 4 14
配合公安机关“严打治假”，重点打击在逃犯、流窜犯、包庇、销脏、窝藏犯、邪教骨干、私造枪
支、卖淫嫖娼、聚众赌博、欺行霸市等违法犯罪行为。

213 1996年8月8日 1996 8 8 开展实施“三五”普法教育，开展“十星级农户”评选活动。

214 1996年10月10日 1996 10 10 秋干冬旱，致使秋季农作物播种期推迟。

215 1996年11月29日 1996 11 29 气温骤降冬季提前到来。

216 1996年 1996 当年，召开选民大会，选举产生村委会领导班子。

217 1997年6月28日 1997 6 28 境内遭大暴雨袭击，部分农田受灾。



218 1997年7月1日 1997 7 1
冯家岭遭受罕见的伏旱，40天未下透墒雨，导致人畜饮水困难，粮食和烟叶受灾严重，经济损失近
18万元。

219 1997年9月19日 1997 9 19 启动冯家岭小学教学楼新建工程。

220 1997年11月29日 1997 11 29 霜期提前到来，气温下降，晚秋作物受到影响。

221 1998年2月25日 1998 2 25
龙坪镇委、镇政府组织村党支部书记赴河南、山东考察学习黄牛育肥产业化及蔬菜产业化经验。冯
家岭村戈文寿随从考察学习。

222 1998年3月18日 1998 3 18
冯家岭村开展“双向”教育活动，历时45天，保康县委宣传部挂点冯家岭，宣传部长徐声珍带队访
问困难农户。

223 1998年4月10日 1998 4 10 境内遭暴雪袭击，嫩包谷苗受冻灾。

224 1998年5月25日 1998 5 25 土管所对冯家岭农户宅基地全面调查，丈量面积、绘画、明确四界，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证》。

225 1998年11月1日 1998 11 1 启动冯家岭“天保工程”，实施封山育林，退耕还林，村小学教学楼竣工。

226 1999年2月21日 1999 2 21 启动林权制度改革，登记颁发（两山合一）《林权证书》。

227 1999年3月28日 1999 3 28
冯家岭村实施土地第二轮延包，续订土地承包合同工作启动，此次延包30年不变，政府颁发《土地
使用证书》。

228 1999年4月23日 1999 4 23 4月启动“法律进万家”活动。

229 1999年6月16日 1999 6 16 冯家岭村“普九”工作被省检查验收。

230 1999年7月19日 1999 7 19 组织开展计划生育突击月活动。

231 2000年2月4日 2000 2 4 保康县石油公司进驻冯家岭村，扶持资金2万元。

232 2000年7月16日 2000 7 16 冯家岭遭特大暴雨袭击，雨量超过60毫米，农作物受灾，经-10-1济损失12万元。

233 2000年10月11日 2000 10 11 第五次人口普查，全村182户，649口人，其中女性315人，占48.5%。

234 2000年11月14日 2000 11 14 组织村民工参加黄堡地段的“316”国道改建工程。

235 2000年12月5日 2000 12 5 开展实施“四五”普法教育。

236 2000年 2000
当年，裁撤教管会机构、恢复中心学校校长管理村校的体制，冯家岭村小学直属龙坪中心学校管辖
。

237 2001年2月1日 2001 2 1 组织村民参与冷坡垭至石板沟公路改建工程。

238 2001年3月11日 2001 3 11 启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活动。

239 2001年4月15日 2001 4 15 启动农村各项税费改革工作。

240 2001年5月18日 2001 5 18 配合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集中整治社会治安。

241 2001年5月21日 2001 5 21 境内遭受冰雹及暴雨袭击，冰雹持续2分钟，地面冰雹厚达3厘米，烟叶受灾面积100亩。



242 2002年1月1日 2002 1 1
村党支部、村委会开展“兴五风”（学习之风、务实之风、调研之风、创新之风、廉政之风），“
过三关”（素质关、实绩关、群众关）活动。

243 2002年2月23日 2002 2 23 实施推进村“五事”制度（干部讲事、群众论事、集中议事、及时办事、走访评事）。

244 2002年5月13日 2002 5 13 开展“三德”教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245 2002年7月8日 2002 7 8
实施税费改革，撤销朱砂管理办事机构，冯家岭直属龙坪镇政府管辖，冯家岭村由原来5个村民小
组合并为3个组，即原1、2组并为1组，原4、5组并为2组，原3小组为现3组。

246 2002年8月12日 2002 8 12 发生特大暴雨，烟叶和部分农作物受灾，经济损失3万元。

247 2002年9月9日 2002 9 9 冯家岭村退耕还林，还林面积200亩。

248 2002年9月19日 2002 9 19 冯家岭小学停办，学生合并于朱砂小学，民办教师全部清理辞退。

249 2002年10月11日 2002 10 11 政府取消了统筹款、教育集资、屠宰税、公用积累工。

250 2002年12月2日 2002 12 2 村级财物实行“村账站管”和“村账双代管”。

251 2003年3月4日 2003 3 4
林业部门组织验收冯家岭村退耕面积，兑现国家退耕还林补助政策，按每亩每年230元的标准补助到
农户，时间8年。

252 2003年4月13日 2003 4 13 冯家岭成立“非典”防控领导小组，实行“非典”日报和紧急报告制度。

253 2003年10月22日 2003 10 22 配合开展“毒鼠强”专项治理和清缴。

254 2003年12月1日 2203 12 1 正式取消农业特产税。

255 2003年 2003 当年，启动农村税费改革工作，落实农村集体债务化解；开展“八荣八耻”教育。

256 2004年3月21日 2004 3 21 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刷卡业务正式启动。

257 2004年4月14日 2004 4 14 冯家岭村完善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承包期限至2028年，颁发《土地使用证》176本。

258 2004年5月5日 2004 5 5 村级财务实行村账站（镇经管站）审计。

259 2004年6月1日 2004 6 1
增加一组用电台区，实行全面电网改造，木电杆换水泥杆，实现全村用电全覆盖，执行电价新标
准，由度/1.2元，降至度/0.558元。

260 2004年9月1日 2004 9 1 国家对贫困生免费发放教科书。

261 2004年11月11日 2004 11 11 村集体清产核资工作启动，建立固定资产台账，实行专账专管。

262 2004年 2004 当年，村医疗保健室改称村卫生室。

263 2005年2月17日 2005 2 17 义务教育阶段山区贫困生“两免”工作开展。至2008年全村中小学生全部享受“两免”。

264 2005年6月24日 2005 6 24
干旱长达一月之久，后又遭五十多天阴雨，双重自然灾害，使村粮食作物、蔬菜、烟叶两大主导产
业遭受重创，房屋、公路、农田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

265 2005年7月1日 2005 7 1 冯家岭“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通过省政府验收，年底通过国家验收。

266 2005年7月13-14日 2005 7 13 冯家岭遭冰雹袭击，农作物损失5万元。

267 2005年8月5日 2005 8 5 冯家岭村“四五”普法通过县政府检查验收。随即启动“五五”普法教育。



268 2005年9月21日 2005 9 21
根据国家政策，全村取消征收农业税，免收附加费，同时取消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推行“一事一
议”筹资筹劳制度。

269 2005年10月24日 2005 10 24 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户为单位个人缴费，国家补贴。

270 2005年11月11日 2005 11 11 村党支部启动全村党员“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271 2005年 2005
当年，国家对农户按承包面积实行种子、化肥、柴油补贴，采用“一卡通”从信用社直接发到农户
手中。

272 2006年1月15日 2006 1 15 开始实施“新农合”医疗制度。

273 2006年3月23日 2006 3 23 启动冯家岭村委会至朱砂公路硬化工程。

274 2006年6月10日 2006 6 10 配合公安部门组织“打邪治非”专项整治。

275 2006年7月17日 2006 7 17
村支两委开展“两不两无”创建活动，即“小纠分不出村，大纠纷不出镇，无民转刑案件，无群体
上访”。

276 2006年8月11日 2006 8 11 村农民负担专项治理工作启动。

277 2006年 2006 当年，国家对农村实施良种补贴，包谷、小麦、油菜每亩补贴10元。

278 2007年2月14日 2007 2 14 学习宣传新型合作医疗政策，落实相关制度。

279 2007年4月23日 2007 4 23 村委会研究部署维持稳定工作。

280 2007年6月1日 2007 6 1 冯家岭遭大风暴雨袭击，农作物受灾面积125亩，经济损失3万元。

281 2007年8月21日 2007 8 21 全村发展核桃面积100亩。

282 2007年9月14日 2007 9 14 实行电视村村通工程，全村拥有电视卫星接收器22部。

283 2007年11月1日 2007 11 1 全村25户，53人享受最低生保障。

284 2007年 2007 当年，冯家岭村级公路硬化1.2公里。

285 2008年2月11日 2008 2 11 “村支两委”与镇政府签订各项目标责任状。

286 2008年3月1日 2008 3 1 村公路硬化2公里。

287 2008年4月14日 2008 4 14 村级财物收支和三资（资金、资产、资源）由镇财政所统一管理。

288 2008年5月27日 2008 5 27 村委会启动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工作。

289 2008年6月3日 2008 6 3 启动林权制度改革，村委会重新与农户签订山林合同，从2008年起承包期延长50年不变。

290 2008年8月2日 2008 8 2
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部署防震
抗灾救灾工作。

291 2008年12月3日 2008 12 3 开展村级生育文明建设“五星级生育文明示范户”评选活动。加强村级道路安全整顿与维修。

292 2009年2月3日 2009 2 3 启动村民兵组织整顿工作，规范村民兵组织建设。

293 2009年3月6日 2009 3 6 全村农户参加镇政府举办的“突破性发展烟叶”动员大会。

294 2009年4月11日 2009 4 11 启动冯家岭村委会至朱砂6.5公里公路的硬化工程。



295 2009年5月14日 2009 5 14 村委会安排当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296 2009年9月1日 2009 9 1 党支部组织开展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结合开展整改查处土地违法违规行为专项行动。

297 2009年11月11日 2009 11 11 宣传落实2009年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村委会组织收取农户合作医疗人头费。

298 2009年12月31日 2009 12 31 全村烟叶面积突破性发展600亩，产量6万公斤，产值100万元。

299 2010年4月2日 2010 4 2 党支部开展基层党组织“五基本”建设。

300 2010年6月26日 2010 6 26 村委会改建办公楼5间，280平方米。

301 2010年8月28日 2010 8 28 完善村卫生室配套建设。

302 2010年9月19日 2010 9 19 村村通”在冯家岭达80%。

303 2010年10月21日 2010 10 21 全面启动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养老保险基金由个人、集体、国家三部分构成。

304 2010年12月2日 2010 12 2 国家对80岁老人实行高龄补贴，95岁以上另有优待政策。

305 2011年1月1日 2011 1 1 镇武装部到村启动村民兵组织整顿工作。

306 2011年4月24日 2011 4 24 组织村民健康体检工作，安排儿童预防接种及妇保、儿保工作。

307 2211年5月5日 2011 5 5 “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在冯家岭村启动。

308 2011年6月7日 2011 6 7
境内八里沟引水工程，潮水河断头路工程，村委会至潮水河公路硬化三项工程纳入村委会硬性指标
。

309 2011年8月28日 2011 8 28 启动村连片整治工作，冯家岭重点整治垃圾处理场。是年蔬菜产业实现连片种植。

310 2011年 2011 当年，蔬菜产业实现连片种植。

311 2012年3月17日 2012 3 17 冯家岭村新一轮整村推进重点项目启动。

312 2012年4月26日 2012 4 26 修通潮水河公路，启动硬化路面工程。

313 2012年6月19日 2012 6 19 光纤进入各村民小组，冯家岭首期安装电脑20台。

314 2012年9月19日 2012 9 19 电信信号塔运转正常，全村实现电信网络“0”死角。

315 2012年12月13日 2012 12 13 全村发展核桃累计8万株，面积约80亩。

316 2013年2月19日 2013 2 19
启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行“民心工程、满意工程”实现干部“管理型”到“服务型”
的转变。

317 2013年5月15日 2013 5 15 新修八里沟公路2.5公里。

318 2013年8月28日 2013 8 28 启动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用地使用权的确权发证工作。

319 2013年12月31日 2013 12 31 全村菌类产量突破10.7万公斤，创历史最高产量。

320 2014年3月30日 2014 3 30 新修门坎石沟公路，至此，境内两河通路。

321 2014年8月18日 2014 8 18
深入开展党的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村委会倡议“自觉抵制人情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将抵
制人情风纳入村规民约。

322 2014年9月1日 2014 9 1 进行第九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



323 2014年10月2日 2014 10 2 全村统一更换智能电表，用电台区增加到5个。

324 2014年 2014 当年，新建村委会用房和卫生室用房。

325 2015年1月1人 2015 1 1 精准扶贫工作在冯家岭村正式启动，并将该村纳入龙坪镇重点贫困村之一。

326 2015年5月11日 2015 5 11 全村3个居民点和分散居民点先后动工。

327 2015年7月18日 2015 7 18 开展土地确权工作，镇村专班深入各农户，现场勘测。

328 2015年8月9日 2015 8 9 冯家岭太阳能发电工程正式开工。

329 2015年 2015
当年，党支部部署党员学习党章、党规，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做合格共产党员的“两学一做”活
动。

330 2016年1月21日 2016 1 21 启动魔芋产业种植200亩。

331 2016年3月13日 2016 3 13 党支部部署党员学习党章、党规，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做合格共产党员的“两学一做”活动。

332 2016年9月23日 2016 9 23 3组公路硬化竣工。

333 2016年10月29日 2016 10 29 八里沟公路扩修并硬化。

334 2017年2月21日 2017 2 21 集中居民点和分散居民点居民安置入住，并举行庆祝活动。

335 2017年6月30日 2017 6 30 集中建设4个蓄水管网，容量270立方米。

336 2017年12月2日 2017 12 2 全村3个居民点和分散居民点建房工程全部完工，村民陆续入住。

337 2018年4月1日 2018 4 1 完善居民点通道建设和配套设施建设工程启动，10月结束。

338 2018年8月26日 2018 8 26 长期阴雨，致使100亩烟叶受灾，经济损失12万元。

339 2018年9月10日 2018 9 10 启动11户居民房屋改造，11月底结束。

340 2018年 2018 当年，继续开展扫黑除恶斗争。

341 2018年 2018 当年，继续开展“两学一做”活动。

342 2019年3月17日 2019 3 17 启动新建文化广场1000平方米，6月结束。

343 2019年4月1日 2019 4 1 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成立。

344 2019年6月5日 2019 6 5 启动冯家岭至朱砂6.5公里公路扩修，9月结束。

345 2019年7月25日 2019 7 25 境内遭暴风雨袭击，造成100亩蔬菜及农作物受灾，倒塌公用石坎4处30米，经济损失10万元。

346 2019年9月1日 2019 9 1 新建100立方米水塔1座，60立方米水窖1口，更新5000米饮水网管。

347 2019年9月10日 2019 9 10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348 2019年10月28日 2019 10 28 完成160户厕所革命。

349 2020年12月20日 2020 12 20 完成脱贫攻坚阶段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