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东坡村大事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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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 1949 10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 1949年10月21日 1949 10 21 中国人民解放军肃清盘踞在城关地区的余匪，城关第二次解放。

3 1950年3月19日 1950 3 19
减租减息，清匪反霸运动开始。县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对减租减息实施方案作了
明确规定，一律实行“二五租“（原为一石减为二斗五升），取消压金制度,解放前所有欠
租一律废除。

4 1950年11月 1950 11
土改工作队进村，开展土地改革，次年5月结束。封银岩村隶属黄土岭乡管辖。成立农民协
会，农会主席刘美全。

5 1951年7月 1951 7 成立保康县一区封银岩乡，乡长罗瑞芝。

6 1951年8月 1951 8 开展土改复查运动，1952年结束。

7 1951年8月 1951 8 开始宣传《婚姻法》。结婚年龄规定男20周岁，女18周岁。

8 1952年8月 1952 8 开展查田定产工作结束，县人民政府统一颁发了土地、山林、房屋所有权证书。

9 1952年12月 1952 12 开展“民主建政”工作，发动群众，民主选举乡村干部。

10 1953年1月 1953 1
开始组织互助组，封银岩以自然村落为基础组织互助组4个。参加互助组户数占总户数的65%
以上。

11 1953年11月 1953 11 粮食、油料、棉花实行统购统销。

12 1954年9月 1954 9 棉布开始实行凭票定量供应，每人每年1丈2尺。

13 1954年 1954 当年，以互助组为基础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



14 1955年3月 1955 3
实行新的货币制度，发行新版第一套人民币。乡政府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如何认识“新
币”、使用“新币”，兑换旧币。

15 1955年9月6日 1955 9 6
农村开始实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在正常年景下一定三年不变，增产不增购，受
灾照减。

16 1955年12月 1955 12 动员部分劳力参加修筑城关至开封峪公路。

17 1956年3月 1956 3
成立封银岩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家富任社主任。以自然村落划分为：封银岩、碾盘沟、
大坪、万家垉、邓家油坊5个生产队；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统一核
算，以工分计酬。

18 1956年6月18日 1956 6 18 城关地区突起大风，灾情严重。

19 1956年7月 1956 7 湖北省第89电影放映队派驻保康，社员业余可以进城看电影。

20 1956年7月 1956 7
组建中共封银岩农业生产合作社支部委员会，支部书记刘诗义，副书记王光照，委员张功明
、高家富。

21 1957年7月 1957 7 遭受长期严重干旱，晚秋作物损失严重。

22 1957年11月 1957 11
开展“三治”：治山、治水、治土，全社劳力80%投入到坡改梯、旱改水和挖堰、修渠热潮
中。

23 1957年11月 1957 11 冬抽调部分劳力参与修筑夹堤处大堤，全长180米。

24 1958年1月 1958 1 县地方国营农具厂创办，厂址设高涧，为全县最早的一家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

25 1958年3月 1958 3
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块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3月8日县委在土门召开区
委书记战地会，提出“大干、特干、加油干”，组织一个高潮赶高潮的群众运动，要求大搞
车子化、滑丝化、轻便木道化。是年，在墳园坪山垉上利用滑丝、独轮木车运土垫田30亩。

26 1958年4月22日 1958 4 22 遭受冰雹袭击，农作物受损严重。

27 1958年7月 1958 7 以生产队为单位大办食堂，男女老幼均到食堂吃饭，不准私人起火。



28 1958年9月 1958 9 成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封银岩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改为封银岩大队。

29 1958年9月 1958 9
开始贯彻“小、土、群”方针，掀起大办钢铁高潮，高涧作为县、区重要试点，建筑了很多
炼铁炉、炒铁炉，送炭的、运矿石的、炒铁的日拼夜战，灯火通明，人声鼎沸。

30 1958年10月 1958 10 开展突击扫盲运动，“向百岁老人进军，大队办夜校识字班。

31 1958年11月23日 1958 11 23 在城关召开城开公路通车典礼大会，城关第一次通汽车，全体社员参加大会。

32 1958年11月 1958 11
动工兴建管驿水库和金盘洞水库，各生产队安排劳力参加水库工程建设；均未建成，半途而
废，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33 1959年6月 1959 6 劳力全部投入到水利建设工程。

34
1959年6月4-29

日
1959 6 4 当年粮食严重减产，灾情为历史最高，造成年底部分食堂断粮，只能以野菜充饥。

35 1960年4月10日 1960 4 10 再次遭受冰雹袭击。农作物受灾严重。

36 1960年5-6月 1960 5-6 多天无雨，河道断流，堰塘干凅。

37 1961年4月3日 1961 4 3 下午降冰雹半小时，落地冰雹层达10厘米。

38 1961年6月 1961 6
撤销区级公社建制，改城郊公社为城关区公所，驻高涧。原辖管理区称公社。封银岩大队隶
属城郊公社管辖。

39 1961年12月 1961 12 封银岩大队黄氏女沟沙坂田约30亩，划归苗圃育苗。

40 1962年3月 1962 3 贯彻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41 1962年5月 1962 5
大队支部改选，王光照任党支部书记，高家富任党支部副书记（兼大队长），委员邓贤惠、
张攻明。

42 1962年10月 1962 10 秋收后，因允许开垦小块土地，部分农民家庭有余粮。

43 1963年3月 1963 3 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鼓励干部、群众多做好事。



44 1963年12月 1963 12
县委颁布《保康县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大队建立贫下中农协会，李全仁任
贫协会主任。

45 1964年7月 1964 7 开展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封银岩大队103户，417口人。

46 1965年3月 1965 3 保南公路通车，境内两个生产队相应通公路。

47 1965年10月 1965 10
开始废除旧秤旧尺，启用米制和市尺；使用标准市秤，废除升斗计量。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宣
传计量单位改革的意义和使用方法。

48 1965年 1965 当年，开始提倡晚婚晚育，男25岁，女23岁为晚婚年龄。

49 1966年6月 1966 6
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大造“红海洋”（到处墙上用红漆书写毛主席语录），广泛宣传
毛泽东思想，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50 1966年9月 1966 9
红卫兵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收旧书、毁字画、砸古迹，“横
扫一切牛鬼蛇神”，文化遗产遭受严重损失。

51 1966年 1966
当年，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各生产队抽调骨干劳力参加修筑余家坪至周家湾河堤3633
米。

52 1967年2月 1967 2
开始实施大寨式评工积分法，评整治公分，实行“三基本”（基本粮食、基本劳动日、基本
化肥）。

53 1967年5月 1967 5 大队购滚筒式脱粒机1台，开始实行小麦机械脱粒。

54 1967年8月 1967 8
粮食分配实行基本口粮、工分粮四六开（基本口粮60％，工分粮40％），此收益分配方法延
续至改革开放。

55 1968年1月 1968 1
开展学背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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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1968年4月 1968 4 突降大雪，气温由28℃降为零下2℃，山上树木被积雪压折无数。

57 1968年9月 1968 9 抽调民兵到谷城五山修筑襄渝铁路。

58 1968年 1968
当年，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服务”的指
示精神，动员家家户户挖防空洞。

59 1969年5月 1969 5
开始兴办合作医疗，培养“赤脚医生”，大部分单位因资金困难自行停止；封银岩大队合作
医疗坚持到1980年。



60 1970年9月 1970 9 县水泥厂投产，厂址设封银岩村内窑湾。

61 1970年10月 1970 10
再次掀起农业学大寨“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高潮。到1973年，全大队维修堰塘2
口，修渠12条，修堤2500米，改水田742亩，改梯田89亩。

62 1970年11月 1970 11
调集黄化区（现黄堡镇）、城关镇、城郊公社3000劳力，投工37.6万个，修上至土门均坪，
下至张湾的清溪河大堤，两岸全长2.11万米。河床由80米逼为40米，为1975年洪水破堤留下
了隐患。

63 1971年6-7月 1971 6-7 城关地区降雨56.2毫米。境内暴雨引发洪水，旱地冲成沟槽，河边水田受灾严重。

64 1971年 1971 当年，大队农田基本建设专班在邓家油坊改梯田30亩。

65 1972年12月 1972 12 学习远安望家公社经验，推行大寨式火串堆肥法。

66 1972年 1972 当年，境内本分农户开始进行生猪人工受精和杂交选育工作。

67 1973年3月 1973 3 推广包谷坑种、槽种、适时早播新技术。全大队挖坑种包谷156亩。

68 1973年6月 1973 6 第一生产（高涧）队通电，大部分农户用上照明电。

69 1973年9月 1973 9 冬播小麦开始使用化肥“氮磷钾”。

70 1974年4月4日 1974 4 4
城关地区普降大雪两小时，半山以上温度降至零度，高山白雪皑皑，境内五分之一苞谷毁
种，几十亩秧苗冻死。

71 1974年4月17日 1974 4 17 日降冰雹近一小时，大如鸡蛋，雹层厚达7～20厘米。

72 1974年11月 1974 11 开始“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批判“小生产”，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集贸市场。

73 1974年 1974
当年，公社专班100余劳力，推土机一台，用三个月时间在二队改水平梯田20亩，三队改水
平梯田15亩。八里望生产队通电。

74 1975年7月 1975 7
撤区并社，改城关区为清溪河公社。城关镇建置保留，成立街道办事处，蔬菜办事处；封银
岩大队划归蔬菜办事处管辖。



75 1975年8月 1975 8
降雨430.5毫米，清溪河流量达1340立方米/秒，洪水破堤，沿河水田被毁成沙滩；全大队冲
毁水田246亩。

76 1975年9月 1975 9
清溪河大堤重建工程全面动工，全县5000名民兵，上自封银岩山咀，下至几家湾，重新测
量，重新修建，河床扩为60米，河堤底宽3.38米，面宽1.6米，均高4米。

77 1975年11月 1975 11 是年，冬建，全大队200多整半劳力在邓家油坊改梯田15亩。

78 1975年12月 1975 12 第一生产队（高涧）划出成立城关镇农科站。

79 1976年1月 1976 1 举办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的纪念活动。

80 1976年3月 1976 3 党支部书记邓贤福，带领各生产队抽调的劳力在汪家沟建桑园200亩，用于养蚕。

81 1976年9月18日 1976 9 18 举行悼念毛泽东逝世纪念活动。

82 1976年 1976
当年，城郊公社专班180余劳力，在碾盘沟改水平梯田24亩，将溪水从南边改道北边流出，
实现了水从山边走，堤上通公路的格局，堤长600米。冬建时，本大队劳力在河边恢复重改
水田51亩。

83 1977年3月 1977 3 每个生产队抽调民兵2人，参加民兵团到马桥参加电站建设。

84 1977年7月 1977 7 生产队抽调劳力组织突击营，参加马桥二级电站工程建设。

85 1977年8月 1977 8 开始由妇代会主抓计划生育。提倡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

86 1978年3月 1978 3 五队和六队合并为一队，队长江德贵。

87 1978年4月 1978 4 大队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大队长邓贤惠任组长，妇代会主任王德梅任福组长。

88 1978年 1978
当年，恢复和健全以定额管理为中心的生产责任制；实行“六定”（定行业、定人员、定任
务、定产量、定报酬、定奖惩）的制度，此种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及收益分配制度延续至1982
年。

89 1979年8月 1979 8 大队小学丛汪家沟搬入县党校处新校址上课。

90 1979年9月 1979 9 开展地名普查工作，境内纳入“地名志”的有封银岩、八里望、刘家院、高涧。



91 1979年 1979
当年，农业税执行湖北省《关于实行起征点办法》规定计征。封银岩大队完成农业税0.12万
元。

92 1980年3月 1980 3 镇组织领导专班，大队以支部为主建立常年计划生育小分队开始征收计划生育超生费。

93 1980年5月 1980 5 自上年冬至本年5月20日，持续干旱水田插不上秧，旱地严重缺苗，人蓄饮水困难。

94 1980年10月 1980 10 保康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阮班义被评选为人大代表并参加会议。

95 1980年12月 1980 12 保康县城关镇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阮班义同志为人大代表并参加会议。

96 1980年月 1980 当年，碾盘沟通电，按现区域境内全部用上了电。

97 1981年4-5月 1981 4-5 严重干旱，伏前气温40℃，庄稼蔬菜受灾严重，碾盘沟人蓄饮水困难。

98 1981年5月 1981 5 改贫下中农协会为农会，张功明任农会主席，邓贤福任副主席。

99 1981年7月 1981 7
遭受洪水、大风、冰雹袭击，河堤公路被冲毁，渠道淤塞，农作物严重受灾，城关至马桥公
路中断半月。

100 1982年7月 1982 7 特大风暴，境内农田受灾面积达30％以上，造成粮食严重减产，农户损失10多万元。

101 1982年11月 1982 11 纺织品全部敞开供应，村民可以随意购到所需纺织用品。

102 1982年8月 1982 8
1982年8月正式从封银岩村划出，成立“东坡林业队”，当时属保康县县林业局二级单位官
山林场管辖。

103 1983年9月 1983 9 全县实行棉布公开供应，村民生活不在再为“布票”限制，村民衣着得到了改善。

104 1983年10月 1983 10
当年全村发展香菇、木耳180多铺，收农业特产
税1500多元。

105 1983年12月 1983 12 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下放到农户开始实行承包经营。



106 1984年4月 1984 4
东坡林业队组建机构，余再兴当选为大队长，王义香为妇女主任，当时全队划分四个村民小
组，117户，370人，土地面积450亩，山林面积1180亩。主要工作任务就是保护县城东面山
林，防止水土流失。

107 1984年7月 1984 7 全队组织劳力90多人奋战一个月，在一组改梯田15亩。

108 1984年9月 1984 9 全县开展“严打”第二次战役，大队召开群众大会，进行相关法制宣传教育。

109 1985年3月 1985 3 全县调整购销政策，粮油实行合同定购，取消生猪派购任务。

110 1985年11月 1985 11 城关镇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队干部余再兴参加会议。

111 1986年3月 1986 3 实行“一五”普法教育。

112 1986年6月 1986 6 城关镇政府成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大队长余再兴兼任冶调工作。

113 1986年8月 1986 8 组织全队劳力90多人在一组、二组挖堰塘两口。

114 1987年1月 1987 1 保康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余再兴作为代表参加全县会议。

115 1987年3月 1987 3 全县普降大雪，积雪厚度达50mm，80多亩小麦减产。

116 1988年1月 1988 1 保康县城关镇召开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大队长余再兴参加会议。

117 1988年10月 1988 10 县煤气公司成立，村内部分农户用上煤气，烧柴灶逐步淘汰。

118 1989年2月 1989 2 降大雪，高山积雪达110mm，野生物冻死无数,当年粮食产量受损。

119 1989年9月 1989 9
全镇开展“两清”（清查制造暴乱、参与暴乱的反革命分子和其它犯罪分子；清理干部动乱
和暴乱期间的思想影响）工作。

120 1990年9月 1990 9 进行第四次人口普查。



121 1990年10月 1990 10
东坡林业队改为东坡村，从林业局转由城关镇管辖，通过村民选举大会，王义香当选任支部
书记，邓显福任大队长，钟礼明任大队会计，张景学任治调主任。

122 1990年11月 1990 11 村委会成立后，组织全村农户发展魔芋、苹果园100多亩。

123 1991年1月 1991 1 全村开展“二五”普法教育。

124 1991年2月 1991 2 城关镇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王义香作为代表参加会议。

125 1991年4月 1991 4 全村发展烟叶200多亩，建立50多个烤烟炉子。

126 1992年4月 1992 4 组织劳力190多人奋战二个月，修通黄女氏沟到村委会4公里路。

127 1992年6-7月 1992 6-7 发生长达一个月干旱，全村粮食受灾、生活用水受到严重影响。

128 1992年8月 1992 8 实行粮食购销改革，免除村上缴定购任务，取消平价供应，粮食放开供应。

129 1993年1月 1993 1 开通无线寻呼系统，村内部分人员用上BB机。

130 1993年6月 1993 6 组织全村劳力修通二组、三组公路3公里。

131 1993年10月 1993 10
村委会换届，村委会班子没变（王义香任支部书记，邓显福任大队长，钟礼明任大队会计，
张景学治调主任）。

132 1994年3月 1994 3 县移动电话正式开通，境内信号实行全覆盖。

133 1994年5月 1994 5 全村落实《湖北省流动人员计划生育与管理办法》，对村内人员育龄妇女实行建档立卡。

134 1995年2月 1995 2 村内开展扫除“黄、赌、毒”活动。

135 1995年10月 1995 10
全县开通万门程控电话，电话号码由六位升为7位，统一使用区号0710，村内5户村同安装了
电话。

136 1996年4月 1996 4 开展“十星级农户”评选活动。



137 1996年5月 1996 5
村启动养老保险，按镇政府规定，集体给予补贴，村干部每人补100元，教师、医生从经费
中补贴50元，村民补贴20元。

138 1996年10月 1996 10 村委投入2万多元，建新村委会、学校占地面积300多平方米。

139 1996年11月 1996 11
村委会换届，王义香任大队支部书记，王诗成任大队副书记，邓显福任大队长，余千友冶调
主任，罗礼乾任会计。

140 1997年8月 1997 8 组织劳力200多人到城关镇罗丝沟村挖茶山。

141 1997年11月 1997 11 全村11户接通了有线电视，村民们生活得到改善。

142 1998年5月 1998 5 镇工作队长李胜碧一行组织全村农民进行果园管理。

143 1998年9月 1998 9 组织劳力200多人到城关镇土门村挖茶山。

144 1998年10月 1998 10 实施“天保工程”，全村山林实行封山育林。

145 1999年9月 1999 9 启动土地二轮延包工作，对农户承包的土地、山林重新签定合同，承包期30年不变。

146 1999年11月 1999 11
 村委会换届，由王义香任大队支部书记，邓显福任大队长，余千友冶调主任，罗礼乾任会
计。

147 2000年5月 2000 5 国家实行退耕还林政策宣传。

148 2000年11月 2000 11  组织全村劳力100多人参加黄堡镇16国道改线工程。

149 2001年3月 2001 3 国家实行退耕还林政策：退耕还林面积每亩补大米150斤 现金20元，政策8年不变。

150 2001年5月 2001 5 开始实施“四五”普法教育。

151 2002年8月 2002 8 县城紫薇广场竣工典礼，村干部和部分村民参加庆典活动。

152 2002年9月 2002 9 开始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三提五统”，减轻了农民负担。



153 2002年11月 2002 11 村委会换届，由王义香任大队支部书记，罗礼乾冶调主任，余成洪任会计。

154 2003年8月 2003 8 全村开展“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动员大会。

155 2004年5月 2004 5 紫薇林对外开放，村民、学生参观游玩。

156 2004年6月 2004 6 城关镇成立会计服务中心，对村级财务实行有效监管“双代”业务。

157 2005年5月 2005 5 城关镇驻村干部汪洋进驻东坡村。

158 2005年6月 2005 6
发生出现自然灾害，全村发生整体滑坡，全村11户房屋严重受损，受到上级相关部门高度重
视。

159 2005年9月 2005 9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启动。

160 2005年12月 2005 12 东坡村被城关镇授予“搞灾救灾先进单位”。

161 2006年5月 2006 5 由县国土资源局牵头开始对东坡村实施滑坡治理工作，从黄氏女沟以上开始治理。

162 2006年8月 2006 8 硬化黄女氏沟到村委会4公里主路。

163 2006年10月 2006 10 实施新型医疗合作收费标准，每人交费10元。

164 2007年1月 2007 1 启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全村20多人享受低保政策。

165 2007年1月 2007 1 东坡村被城关镇授予“先进工作单位”。

166 2007年3月 2007 3 东坡村妇委会被城关镇授予“先进妇女组织”。

167 2007年3月 2007 3 东坡村被城关镇授予计划生育先进工作单位。

168 2007年6月 2007 6 新建村委会办公楼，占地面积118平方米。



169 2008年5月 2008 5 县统站部驻村工作队进入东坡村，统站部部长李长秀任工作队长。

170 2008年10月 2008 10 东坡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村委会班子。

171 2008年11月 2008 11 村委会换届，王诗成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张景兵任冶调主任，余成洪任会计。

172 2009年6月 2009 6 修通村委会到碾盘沟2公里路。

173 2009年11月 2009 11 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王诗成当选为县党代表。

174 2010年5月 2010 5 全村4个组，130多户实行农网改造。

175 2010年6月 2010 6 被城关镇党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

176 2010年7月 2010 7 被城关镇关心下一代委员会授予“五好关工委”。

177 2010年11月 2010 11 全村发展核桃400多亩。

178 2011年3月 2011 3 开始实施“六五”普法教育活动。

179 2011年11月 2011 11 村委会换届，王诗成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张景兵任冶调主任，余成洪任会计。

180 2012年2月 2012 2  被城关镇党委政府授予“连续三年无正版策外生育村”。

181 2012年3月 2012 3 全县启动“万名干部进万村挖万塘”活动。

182 2012年5月 2012 5 修通阮家坤到万家堡公路3.8公里。

183 2012年6月 2012 6 被镇关镇党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

184 2012年9月 2012 9 被保康县城市管理委员会授予“先进单位”。



185 2012年10月 2012 10 硬化村委到碾盘沟公路2公里。

186 2013年3月 2013 3 被城关镇党委政府授予“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187 2013年3月 2013 3 被城关镇党委政府授予“先进单位”。

188 2013年5月 2013 5 硬化阮家坤到万家堡公路3.8公里。

189 2014年2月 2014 2 被城关镇党委政府授予“连续三年无信访单位”。

190 2014年2月 2014 2 被保康县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授予“基层平安先进单位”。

191 2014年2月 2014 2 被城关镇党委政府授予“连续五年无政策外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192 2014年6月 2014 6 修通村委会到大坪循环公路4公里。

193 2014年9月 2014 9 修建一组、二组两个蓄水池（每个100立方），解决了全村45户，155人吃水难的问题。

194 2014年10月 2014 10
开展农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全村开始精准扶贫工作 入户调查建档立卡贫困户61户，
189人，易地搬迁6户，14人，修缮加固4户6人。

195 2015年3月 2015 3 组织劳力栽植万家堡到碾盘沟公路两旁风景树2000多棵。

196 2015年5月 2015 5 县工商联精准扶贫工作队进驻东坡村，工商联主席屈成清任工作队长。

197 2015年7月 2015 7 被保康县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授予“保康科普示范村”。

198 2015年9月 2015 9 全村13户危房改造工程完成。

199 2015年11月 2015 11 村委会换届，王诗成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张景兵任冶调主任，张琳任会计。

200 2016年3月 2016 3 被城关镇党委政府授予“连续三年无政策外生育单



201 2016年5月 2016 5 安装村级公路路灯40盏。

202 2016年9月 2016 9
易地搬迁6户，14人，修缮加固4户6人完成。

203 2017年2月 2017 2 被城关镇党委政府授予“人口与度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

204 2017年9月 2017 9 安装村级公路路灯20盏。

205 2017年10月 2017 10 全村精准扶贫工作顺利完成验收。

206 2018年9月 2018 9  启动“厕所革命”，全村129户进行厕所改造。

207 2018年10月 2018 10 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选举新一届村委班子。

208 2018年11月 2018 11 村委会换届，王诗成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张景兵任冶调主任，张琳任会计。

209 2019年3月 2019 3 被城关镇党委政府年度考核中授予“优胜单位”。

210 2019年7月 2019 7 硬化村级公路1.65公里。

211 2020年4月 2020 4 建设东坡村村标。

212 2020年5月 2020 5 投入60多万，改造新建村委会二层砖混结构办公楼1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