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云溪沟村大事记（1949年-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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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1 1949年3月 1949 3 城关地区解放战争呈拉锯状态，中共城关地区委员会及所属党支部转入地下活动。

2 1949年10月21日 1949 10 21 境内解放。

3 1950年1月 1950 1 县政府原设在歇马的治疗所，迁至城关河街。

4 1950年3月 1950 3
减租减息开始实行“二五”(原为原为一石减为二斗五升)租，取消顶首(押金)制度，废除所
有欠租。

5 1950年9月 1950 9 建立堰塘乡农会，谢国红任农会主席。

6 1950年11月 1950 11 土改工作队进乡，堰塘乡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开展土地改革，至次年五月结束。

7 1951年7月 1951 7
县乡土改工作队进驻云溪沟村，开展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培养积极分子，宣传发动群众，建
立农民协会组织。云溪沟农协主席龚治喜，入会会员172人。

8 1951年7月 1951 7
改城关区为一区，下设胜利乡，辖堰塘村、王湾村、小沟村、云溪沟村、三溪沟村。乡长邓
世昌、副乡长谢国洪、委员龚世满、龚志喜、姜进昌，文书方庆益。

9 1951年10月 1951 10 开展土改复查工作，1952年结束，65户村民领到县政府颁发的土地、山林、房屋所有权证。

10 1952年1月 1952 1 龚志喜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1 1952年3月 1952 3 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12 1952年4月 1952 4 县乡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简称“爱卫会”）。

13 1952年10月 1952 10
开展“五反”（反行贿受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财务、反盗窃国家经济
情报）运动。

14 1953年1月 1953 1 开始组织互助组，云溪沟成立了6个互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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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953年3月 1953 3
第一互助组组长杨凤兰；第二互助组组长黄先贵、第三互助组组长王金林；第四互助组组长
梁长友、第五互助组组长黄佳啟；第六互助组组长柳兴贵。

16 1953年5月 1953 5 境内水稻发生蝗虫，龚志喜动员社员到田间捉蝗虫、灭虫灾。

17 1953年 1953 当年，查产定产，粮食实行统购统销。

18 1954年10月 1954 10 云溪沟成立农业合作社。

19 1954年11月 1954 11 每个互助组相继成立了初级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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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955年11月 1955 11
境内贯彻中央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决议》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为高级农
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大队高级社实行“死分死记”“死分活评”“定额包工”的劳动报酬分
配法（此收益分配法延至1958年）。

22 1956年5月 1956 5
恢复城关区称谓，辖区范围再次进行调整，将原来的小乡合并为大乡，胜利乡撤销建制，云
溪大队划归堰塘乡。中共堰塘乡支部委员会改建为党总支委员会，中共云溪沟大队支部委员
会建立，隶属堰塘乡党总支。龚志喜任云溪沟大队党支部书记。

23 1956年11月 1956 11
城关区政府决定修建从丰银岩到酒厂河堤，全长1000米，云溪大队抽调20名社员参加大堤建
设。

24 1957年5月 1957 5 开始提倡计划生育。

25 1957年7月 1957 7 云溪地段发生旱灾，秋季作物损失严重。

26 1957年9月 1957 9
全县掀起“三治”（治山、治水、治土）热潮，大队组织社员170人在三组兴建药村山30亩
。

27 1957年11月 1957 11 在上级的指示下，大队开展整风反右斗争。

28 1958年8月 1958 8 成立人民公社，下辖生产大队，大队下设生产队，云溪沟大队下设六个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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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958年10年 1958 10 大队组织社员开展突击扫盲运动，当时参加文化学习110人。

30 1959年1月 1959 1
为了解决严重缺粮问题，大队支书龚志喜组织全村170个劳力在5组烧炭，售后买粮解决饥荒
。

31 1959年1月 1959 1 堰塘小学迁到一生产队黄长群家。

32 1959年11月 1959 11 大队组织45人参加金盘洞水库建设，1960年春结束。

33 1960年3月 1960 3
开展农业生产自救活动，允许社员在田地、路边、沟边开垦小块土地，提倡将坛坛罐罐装满
一点。

34 1960年9月 1960 9 大队组织74个劳力在小沟大队一队挖大堰。

35 1960年10月 1960 10 大队组织开展“反五风”（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运动。

36 1960年11月30日 1960 11 30
县委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四级干部大会，讨论研究一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会议制定了
定额管理、基本劳动日制度。

37 1961年4月3日 1961 4 3 云溪大队遭冰雹袭击，半小时落地冰层达10厘米厚。

38 1962年12月 1962 12
大队开展“小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实物、清现金）运动，对实物（粮食、蔬菜、种
子、耕牛、农具）按数分配。

39 1963年3月 1963 3
全国上下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大队群众开展了以做好人好事为中心的“学雷锋、
做雷锋”活动。

40 1963年11月 1963 11 成立贫下中农协会，梁长友为大队贫协主任。

41 1964年2月 1964 12 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云溪沟大队在5组阴坡改田30亩。

42 1964年7月 1964 7 开展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云溪沟大队总户数129户，总人口486人。

43 1964年7月14日 1964 7 14 境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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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1965年9月 1965 9 境内开展第三批社会主义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简称大“四清”）。

45 1965年11月 1965 11 云溪大队龚志喜带领全大队120人在一组刘家洼改天15亩。

46 1965年 1965 当年，大队响应县政府号召，安排16个劳力，参加修筑清溪河大堤2000米。

47 1966年6月 1966 6 全大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到处刷写毛主席语录。

48 1966年12月 1966 12
县政府组织专班，从各村抽调劳力3000人，云溪大队抽调30个劳力，参加修筑余家坪至周湾
河堤3633米，投资5.95万元，投工9.3万个，1967年春完成。

49 1967年 1967
当年，村内实行大寨式评工计分法，评政治工分，实行“三基本”（基本肥料、基本劳动日
、基本口粮），粮食分配实行基本口粮、工分口粮（三七开或四六开）此收益分配方案延续
至1977年。

50 1968年10月 1968 10 云溪大队抽调民兵10人到谷城修筑襄渝铁路。

51 1968年11月 1968 11
龚志喜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金根任大队长，王凤才任会计，刘顺彬任民兵连长，陈永秀任
妇女主任。

52 1968年 1968
当年，全大队开展学习毛主席语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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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1969年5月 1969 5
落实县政府“大办合作医疗”的指示，云溪大队办起了“卫生室”，由大队赤脚医生黄长群
担任医生，该卫生室持续到76年，改由李仕平、黄长群担任医生。

54 1969年5月 1969 5
河南籍知识青年郭星杰下放到云溪沟大队二生产队，先任大队小学教师，后任二生产小队会
计，与贫下中农同工同酬，1980年离开。

55 1969年10月 1969 10
大队在四组财神庙办起小学，村内适龄儿童在校读书，冯祖秀、胡明英、韩天妹相继任教。
小学后又转入一组响水潭保管室，最后转入四组茅草坪大队会。

56 1969年 1969
当年，云溪沟大队成立了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贫宣队”）王凤才任队长、王
凤高、杨风章、柳发祥、李啟才等加入贫宣队。

57 1970年10月 1970 10月
根据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作出的《关于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新变潮的决定》，大队组织
劳力80人在三组吊楼子改田20亩。

58 1970年 1970 当年，云溪沟大队各小组安装广播共80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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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1971年3月 1971 3 结束会计“三账、五簿、两册”记账法，开始“单式记账法”。

60 1971年11月 1971 11
保康县撤销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恢复公安局和人民法院，与此同时，大队恢复社会治安
、治保工作。黄长群任大队治保主任。

61 1973年3月 1973 3
以“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全县各大队成立服务社。云溪沟大队成立服务社，有炸油坊、
米面加工厂，负责人王凤才。

62 1973年11月 1973 11 全县开展改田大会战，城关区组织劳力在三道峡大队改田，云溪沟大队25人参加大会战。

63 1973年 1973 当年，秋冬播小麦开始使用化肥“过磷酸钙”。

64 1973年 1973
当年，大队医疗点负责，集中领导、人力、时间、药品、器械，充分发动群众，由点到面开
展大规模的“灭梅”运动。

65 1974年 1974 当年，全大队组织劳力三组窖坪改田10亩。

66 1975年7月 1975 7 撤区并社，改城关区为清溪河公社，云溪沟大队属清溪河公社管辖。

67 1975年11月 1975 11 全大队组织劳力修复水毁田地。

68 1975年 1975 当年， 大队分别安排20个劳力，参加朱家厂修公路，清溪河修大堤建设。

69 1975年 1975
当年，大队换届，龚志喜任支部书记，李金根任大队长，王凤才任会计，黄长群任民兵连
长，治保主任。

70 1976年 1976 当年，大队组织20人，由李金根带队参加修筑清溪河大堤黄湾段。

71 1977年7月 1977 7 开展“四清”运动。

72 1977年10月 1977 10 大队组织40人长期参加歇马公社后园水库建设。

73 1978年3月 1978 3 大队组织15人至后坪公社兴修后坪至岩尾口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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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1978年 1978
当年，修通了城关卫生院至堰塘大树垭公路，公路宽7米，长14公里，云溪沟大队组织劳力
130人参加。

75 1979月2月 1979 2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主富农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精神，大队
为7户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摘帽子，四类分子子女首次获得与其他社员平等权利，贫下
中农协会改称为农会委员会。

76 1979年 1979 当年，王兆祥参加了对越反击战，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77 1979年 1979
当年，黄长群任大队党支部书记，黄先炳任大队长，周辅财任会计，刘顺彬任民兵连长，吴
清贤任妇女主任。

78 1980年12月 1980 12
大队成立农会委员会，龚志喜任农会主席，梁长友任副主席，杨凤兰，陈运传，王金林，陈
家全，陈永顺，柳发祥任委员。

79 1981年9月 1981 9 开始土地承包到户（大包干）全大队146户农户承包了土地，承包期15年不变。

80 1981年5月 1981 5 境内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81 1981年7月 1981 7 云溪沟大队遭受暴风雨和冰雹袭击，多处农田被冲毁，农作物严重受损。

82 1981年 1981 当年，清溪河公社成立堰塘管理区，云溪沟大队属堰塘管理区管辖。

83 1982年7月1日 1982 7 1 全县开展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全村总人口580人。

84 1982年10月 1982 10 从小沟大队梯石沟至一组黄长群后梁子架高压线路。

85 1983年1月 1983 1 大力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

86 1983年4月 1983 4 开始架设各生产队低压电路，至8月15日通电，使全村90%的农民改变了点煤油灯的历史。

87 1984年3月 1984 3
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1983年）35号文件和湖北省委、政府（1984）8号文件精神，政
、社分开，建立区、乡政府，原堰塘管理区改为堰塘乡，大队改为村，小队改为组。堰塘乡
管辖堰塘村，小沟村，云溪沟村，王湾村，云溪沟村共6个组156户，6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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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1984年9月 1984 9 四组村委员新建小学房屋3间180平方米。

89 1984年 1984 当年，全县开展对小流域治理，云溪沟村共建拦沙坝48个，植树约10万株。

90 1985年3月16日 1985 3 16
武汉军区空军部队出动飞机16架次，在黄湾，云溪沟，三道峡，堰塘，王湾，小沟，常青等
村飞抪造林21小时，抪种面积5.9万亩。

91 1985年11月 1985 11 村委会组织全村劳力启动新修小沟至村委会公路，全长4.3公里。

92 1986年1月 1986 1
国家开放“一五”（1986-1990）普法。村两委班子成立了普法教育领导小组，购买普法书
籍，组织农民系统学习《宪法》、《刑法》、《婚姻法》等十几种法律法规，开展了党员干
部普法考试。

93 1986年3月30日 1986 3 30
保康县政府下发在农村征收教育附加费的通知。云溪沟村按上年人增纯收入的1.5%计征，“
五保户”特困户免征。

94 1986年4月 1986 4 公安机关对云溪沟村16岁以上居民颁发首批《居民身份证》。

95 1987年3月31日 1987 3 31
云溪沟村普降中到大雪，雪层厚达40-60厘米，日均气温由13度猛降至0度，麦苗被压倒
30%，春季农作物产量减少30%以上。

96 1988年6月 1987 6 云溪沟区域连续干旱40多天，河水断流，禾苗枯死。

97 1988年 1988 当年，县煤气公司成立，村内部分村民家庭用上了煤气。

98 1989年4月 1989 4
开展第二次严打和“除六害”行动，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查处封建迷信及赌、黄、毒、邪等丑
恶现象。

99 1989年4月 1989 4 黄长群任村支部书记，柳发祥任村主任，周辅财任会计，杨凤全任治调主任。

100 1990年3月 1990 3
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向农村基层党建组织建设的“十面红旗”学习活动的决定》，云溪沟村
支部召开党员大会，学习九里川村党支部的先进事迹。

101 1990年9月 1990 9 开展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法，全村166户650人。

102 1990年 1990 当年，按照税费改革文件规定，把罚没收入纳入财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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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991年1月 1991 1
村严格按修订的新土地法实施，占用耕地必须报省批准，占用基本农田报国务院批准，其它
土地由县政府批准。

104 1991年3月 1991 3 村内开展“二五”普法教育。

105 1992年4月 1992 4 村农业税征收单价由0.4266元/KG，增加到0.5051元/KG。

106 1992年7月 1992 7
保康县成立清溪河磷化工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云溪沟村划归开发区管辖，小沟村五组划归本
村（为7组）云溪沟村共7个村民小组173户，768人。

107 1993年3月 1993 3 云溪沟村组织村民开展“双学双拥”竞赛活动。

108 1994年2月 1994 2
落实《关于湖北省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与管理实施办法》，对村内人口，流动人口进行清
查，并建档立卡。

109 1994年 1994 当年，村内开展健康知识教育宣传活动。

110 1995年9月 1995 9 云溪沟村小学撤销，并入县实施二小。

111 1996年1月 1996 1 “三五”普法教育开始。

112 1996年2月 1996 2 一组，六组，七组栽植白果，杜仲树苗。

113 1996年3月7日 1996 3 7 普降暴雪，河边积雪平均大于10厘米。

114 1997年2月19日 1997 2 19
邓小平同志逝世，2月25日云溪沟村组织党员，干部，村民代表，收看邓小平追悼大会实况
转播。

115 1997年5月 1997 5
云溪沟村开展“十星级文明农户”评选活动，村支部，村委会对评出的“十星级”农户进行
了表彰，宣传，总结，推广。

116 1997年5月 1997 5 保北地区连续干旱，部分河流干涸，云溪沟村水田无法耕种。

117 1998年1月 1998 1
当年春，寒潮，低温，冰雪刚过，随之而来的持续90多天的高温天旱，一部分被低温，大雪
压断奄奄一息的麦苗，被随之而来的旱灾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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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事件时间
（月）

事件时间
（日）

描述

118 1998年3月 1998 3 清溪河磷化工开发区撤销，云溪沟村划归城关镇。

119 1998年10月 1998 10
柳发祥任副支书，村主任，杨凤全任副书记，秦永元任治调主任，程清庚任村会计，刘启荣
任妇女主任。

120 1998年10月 1998 10 组织全村劳力130人在5组栽杜仲树50亩。

121 1998年12月 1998 12 组织劳力168人到黄堡修公路。

122 1999年3月 1999 3 全村开展环境整治工作，治理房前屋后脏，乱，差现状。

123 1999年11月 1999 11
村支两委换届，黄长群当选为村支部书记，陈关元当选为村主任，柳发祥为村治调主任，程
清庚为村会计，杨凤全，刘启荣为村委会委员。

124 2000年3月5日 2000 3 5 持续严重天旱，人畜饮水困难，夏季农作物欠收。

125 2000年3月7日 2000 3 7
县确定黄土岭，云溪沟，黄氏女沟三条沟为国家财政预算内专项资金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高标
准建设示范区，总投资180万元，其中国家投资90万元

126 2000年8月8日 2000 8 8 保北地区遭遇难特大暴雨袭击，降雨120毫米。

127 2000年10月 2000 10 村内发展核桃产业65亩。开展第五次人口普杳，全村75户780人。

128 2000年12月 2000 12 316国道改线，村组织500劳力到黄堡镇岞峪路段参加改线工程大会战。

129 2001年1月 2001 1 开展“四五”普法宣传教育工作。

130 2001年2月 2001 2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村级财务实行“村账站管”管理制度。

131 2001年 2001 当年，境内执行木材“采伐许可证”制度。

132 2002年2月 2002 2 村内开展退耕还林工作，全村栽植杉树，退耕面积233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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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2002年6月 2002 6 村级财务开展债权债务账务清理工作。

134 2002年8月 2002 8
开始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三提五统，教育集资和屠宰税，农业税比率大幅度下调，逐步取消
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和义务工，调整特产税收政策。

135 2002年11月 2002 11
村支两委换届，黄长群任村支部书记，陈关元任村主任，柳发祥任村治调主任，程清庚任会
计，刘书菊任村妇女主任。

136 2003年4月 2003 4 城关镇委、镇政府授予云溪沟村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先进单位”。

137 2003年5月 2003 5 开展村级债务化解，债务债权锁定工作。

138 2003年7月 2003 7 陈关元任云溪沟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

139 2003年11月 2003 11 开展“毒鼠强”专项整治。

140 2004年2月 2004 2
六组李发志一家禽发病确疹为“禽流感”由于及时采取紧急防治措施，疫情很快得到控制，
没有造成重大损失。

141 2004年2月 2004 2 境内实行村账“双代管”财务管理制度。

142 2004年10月 2004 10
进行农村电网改造，全村换水泥杆，改造线路46千米。安装保护装置，农户自行购买电表，
闸刀。

143 2004年 2004 当年，全村启动整村推进工作，新建河堤1000米，整修路基2500米。

144 2004年 2004
当年，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工作改革入户，村委会经祥细核查造册，为各户办理一本通，补
贴的款项通过银行直接兑现到户。

145 2005年6月 2005 6 城关镇委镇政府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

146 2005年6月 2005 6 云溪沟村新建委会建设动工。

147 2005年8月 2005 8 开展党的先进性教育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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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2005年10月 2005 10
第六届村两委换届选举，陈关元当选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柳发祥，程清庚，刘启荣当选 
为村委会委员。

149 2005年11月 2005 11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6年度缴费工作启动。

150 2005年12月 2005 12 国家实行农业税费全免。

151 2006年2月 2006 2 城关镇委、镇政府授予云溪沟村2005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进单位”。

152 2006年4月 2006 4 通村水泥路硬化4.3公里。

153 2006年7月 2006 7 城关镇委政府授予云溪沟村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先进单位”。

154 2006年 2006 当年，开展“五五”普法教育活动。

155 2006年11月 2006 11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7年缴费工作启动。

156 2007年3月 2007 3 城关镇委政府授予2006年度阵地建设“先进单位”。

157 2007年4月20日 2007 4 20 襄樊民营企业来村捐赠。

158 2007年5月 2007 5 村内户籍清查整理工作，建户籍档案。

159 2007年6月 2007 6 城关镇委授予“五好基层党组织”。

160 2007年11月 2007 11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8年缴费工作启动。

161 2008年3月 2008 3 城关镇委政府授予2007年度先进妇女组织。

162 2008年5月 2008 5 汶川发生地震，全村村民对遇难同胞深切哀悼并踊跃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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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2008年10月14日 2008 10 14 襄樊市委统战部部长刘德政等来村调研，组织民营企业来村开展捐赠仪式。

164 2008年11月 2008 11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9年缴费工作启动。

165 2009年1月 2009 1 保康移动公司，联通公司来云溪沟村建立“基站”。

166 2009年3月 2009 3 城关镇委、政府授予“2008年度先进单位”。

167 2009年8月20日 2009 8 20 城关镇人大代表第四小组来村开展活动。

168 2009年11月 2009 11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2010年缴费工作启动。

169 2010年3月 2010 3 城关镇委、政府授予2009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

170 2010年6月 2010 6 城关镇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

171 2010年7月 2010 7 城关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授予“五好关工委”。

172 2010年11月 2010 11 村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风廉政建设十项制度。

173 2011年3月 2011 3 城关镇委、政府授予“连续三年无政策外生育单位”；2010年度“红旗单位”。

174 2011年9月 2011 9 四组新建100立方水塔，35户村民用上安全卫生的自来水。

175 2011年10月15日 2011 10 15 襄樊市人社局“三万”工作队来村调研，开展“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

176 2012年1月 2012 1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新修二组黑沟公路工程建设。

177 2012年9月 2012 9 保康县城市管理委员会授予，全县查处违法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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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2012年11月 2012 11 2013年“两金”缴费工作启动。

179 2013年3月 2013 3
“麻竹高速”云溪沟村段建设启动，村支两委配合上级政府开展征地，征山，搬迁户清查核
实，登记造册。

180 2013年4月 2013 4 麻竹高速中交一公局在云溪沟村保康燧道口召开开工典礼大会。

181 2014年1月 2014 1 二组新建水塔一个，解决25户人畜饮水问题。

182 2014年9月 2014 9 新修五组产业公路2公里。

183 2014年 2014 当年，全国“精准扶贫”工作开始，云溪沟村36户101人，被纳入精准扶贫对象。

184 2015年4月17日 2015 4 17
云溪沟村参加城关镇组织的20个村主职干部在河西社区召开的“两严”学习教育座谈讨论会
。

185 2015年8月 2015 8 云溪沟村启动第二次地名志普查工作。

186 2015年10月 2015 10 完成“村村通”扩修公路工程。

187 2015年11月 2015 11 2016年“两金"征收工作启动。

188 2016年5月 2016 5 县妇联扶贫工作队进驻云溪沟村，妇联主席王颖同志来村指导工作。

189 2016年10月 2016 10 选举县、镇人大代表，程清庚被选举为镇人大代表。

190 2016年11月 2016 11 2017年“两金”收缴工作启动。

191 2017年2月 2017 2 城关镇委、镇政府授予2016年综治维稳和信访工作“先进单位”。

192 2017年7月 2017 7 新建一组高速洞口水塔，解决30户安全饮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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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2018年2月 2018 2 城关镇委、镇政府授予2017年综合类“先进单位”。

194 2018年9月 2018 9 启动“厕所革命”，完成改厕29户。

195 2018年11月 2018 11
第十届村两委换届选举，陈关元当选村支部书记、主任，刘启荣当选村支部纪检，宣传委
员，村委会委员，程清庚当选村支部组织委员，村委会委员。

196 2018年12月 2018 12 全村贫因户36户99人整体脱贫。

197 2019年3月 2019 3
城关镇委、政府授予2018年度实绩考核“优胜单位”；2018年度人民武装工作“先进民兵连
”；2018年度城乡环保工作“先进单位”。

198 2019年3月 2019 3 襄阳市扶贫开发协会授予2018年度“扶贫之星”。

199 2019年4月14日 2019 4 14 县政府组织县各单位在云溪沟村一组现场植树。

200 2019年4月 2019 4 启动村办公楼改建工程项目，投资36万元。

201 2019年6月 2019 6 启村村文化广场建设，征地3亩，总投资94.8万元。

202 2019年11月 2019 11 11 完成全村沿路100盏路灯建设。

203 2020年1月7日 2020 1 7 保康县总工会，城关镇工会主持云溪沟村工会换届工作，程清庚当选工会主席。

204 2020年4月 2020 4 城关镇委、镇政府授予2019年度实绩考核“先进单位”。

205 2020年6月30日 2020 6 30 召开村民代表，党员会议，研究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清人分类，股权配置工作。

206 2020年10月 2020 10 全县开展“一村一辅警”建设，云溪沟村成立警务室，刘启荣任云溪沟村辅警。

207 2020年12月 2020 12
完成村文化广附属工程建设，十三座小桥美化工程及沿路环境整治工程建设，使云溪沟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



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云溪沟村大事记（1949年-2019年）

事件
序号
（必
填）

事件时间（完
整）

事件时间
（年）

事件时间
（月）

事件时间
（日）

标题

1 1949年3月-5月 1949年 3月-5月

2 1949年10月1日 1949年 10月 1日

3 1949年10月21日

4 1950年1月

5 1950年3月

6 1950年9月

7 1950年11月

8 1951年7月

9 1951年7月

10 1951年10月

11 1952年1月

12 1952年3月

13 1952年4月

14 1952年10月

15 1953年1月



16 1953年3月

17 1953年5月

18 1953年

19 1954年10月

20 1954年11月

21 1955年3月

22 1955年11月

23 1956年5月

24 1956年11月

25 1957年5月

26 1957年7月

27 1957年9月

28 1957年11月

29 1958年8月

30 1958年10年

31 1959年1月

32 1959年1月

33
1959年6月4日-
29日

34 1959年7月

35 1959年冬



36 1960年春

37 1960年9月

38 1960年10月

39 1960年11月30日

40 1961年4月3日

41 1962年春

42 1962年7月

43 1962年12月

44 1963年3月

45 1963年秋

46 1964年2月

47 1964年7月

48 1964年7月14日

49 1965年9月

50 1965年11月

51 1965年

52 1966年6月

53 1966年冬



54 1967年

55 1968年4月

56 1968年10月

57 1968年11月

58 1968年

59 1969年5月

60 1969年10月

61 1969年

62 1970年3月

63 1969年5月

64 1970年10月

65 1970年

66 1971年3月

67 1971年3月

68
1971年6月29-7
月1日

69 1971年11月

70 1972年春

71 1972年6月4日



72 1973年春

73 1973年11月

74 1973年

75 1973年

76 1973年

77 1974年4月4日

78 1974年4月17日

79 1974年

80 1975年7月

81 1975年8月4-9日

82 1975年11月

83 1975年

84 1975年

85 1976年1月8日

86 1976年9月18日

87 1976年

88 1977年7月

89 1977年10月

90 1978年3月

91 1978年

92 1979月2月

93 1979年



94 1979年

95 1980年12月

96 1981年9月

97 1981年5月

98 1981年7月

99 1981年

100 1982年7月1日

101 1982年10月

102 1983年1月

103 1983年4月

104 1983年8月

105 1983年9月

106 1984年3月

107 1984年7月25日

108 1984年9月

109 1984年

110 1985年3月16日

111 1985年7月

112 1985年11月



113 1986年1月

114 1986年3月30日

115 1986年4月

116 1987年3月31日

117 1988年3月

118 1988年6月

119 1988年

120 1989年4月-11月

121 1989年4月

122 1990年3月

123 1990年9月

124 1990年

125 1991年1月

126 1991年3月

127 1992年4月

128 1992年7月

129 1993年3月



130 1994年春

131 1994年

132 1995年8月11日

133 1995年9月

134 1996年1月

135 1996年2月

136 1996年3月7日

137 1997年2月19日

138 1997年5月

139 1997年5-9月

140 1998年春

141 1998年春

142 1998年10月

143 1998年10月

144 1998年冬

145 1999年3月

146 1999年11月

147 2000年3月5日

2000年3月7日

2000年8月8日

2000年10月

2000年冬

2001年1月



2001年2月

2001年

2002年2月

2002年6月

2002年8月

2002年11月

2003年4月

2003年5月

2003年7月

2003年11月

2004年2月

2004年2月

2004年6月

2004年10月

2004年

2004年

2005年6月
2005年6月
2005年8月

2005年10月

2005年11月
2005年12月

2006年2月

2006年4月

2006年7月

2006年
2006年11月
2007年3月
2007年4月20日
2007年5月

2007年6月27日

2007年6月
2007年11月
2008年3月



2008年5月

2008年10月14日

2008年11月
2009年1月
2009年3月
2009年8月20日
2009年11月

2010年3月

2010年6月
2010年7月

2010年11月

2011年3月

2011年9月

2011年10月15日

2012年1月

2012年9月

2012年11月

2013年3月

2013年4月

2014年1月
2014年9月

2014年

2015年4月17日

2015年8月
2015年10月
2015年11月

2016年3月

2016年5月

2016年10月
2016年11月

2017年2月

2017年7月
2018年2月



2018年6月

2018年9月

2018年11月

2018年12月

2019年3月

2019年3月
2019年4月14日
2019年4月
2019年6月
2019年11月

2020年1月7日

2020年4月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10月

2020年12月



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云溪沟村大事记（1949年-2019年）

描述（必填）
图片集
（链接）

视频集
（链接）

图片集
（文件）

视频集
（文件）

稿件
链接

城关地区解放战争呈拉锯状态，中共城关地区委员会
及所属党支部转入地下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境内居民跟全国人民一样，从
此站起来了，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
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真正成了国家主义

。

境内解放。

县政府原设在歇马的治疗所，迁至城关河街。

减租减息开始实行“二五”(原为原为一石减为二斗
五升)租，取消顶首(押金)制度，废除所有欠租。

建立堰塘乡农会，谢国红任农会主席。

土改工作队进乡，堰塘乡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开展
土地改革，至次年五月结束。

县乡土改工作队进驻云溪沟村，开展深入群众访贫问
苦，培养积极分子，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组

织。云溪沟农协主席龚治喜，入会会员172人。

改城关区为一区，下设胜利乡，辖堰塘村、王湾村、
小沟村、云溪沟村、三溪沟村。乡长邓世昌、副乡长
谢国洪、委员龚世满、龚志喜、姜进昌，文书方庆

益，乡设生产合作、治安保卫、人民武装、民政财产
、粮食调解工作委员会。

 开展土改复查工作，1952年结束，65户村民领到县
政府颁发的土地、山林、房屋所有权证。

龚志喜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县乡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简称“爱卫会”）云
溪沟村在赤脚医生黄长群带领下，通过各种宣传形

式，给群众普及卫生知识，组织开展除害灭病卫生运
动。

开展“五反”（反行贿受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
料、反盗窃国家财务、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
细查村内所有账款，未发现大问题，查出个别小数目

问题后，相关人员及时补交了欠款。

开始组织互助组，云溪沟成立了6个互助组。



第一互助组组长杨凤兰；第二互助组组长黄先贵、第
三互助组组长王金林；第四互助组组长梁长友、第五

互助组组长黄佳啟；第六互助组组长柳兴贵。

境内水稻发生蝗虫，龚志喜动员社员到田间捉蝗虫、
灭虫灾。

查产定产，粮食实行统购统销。

云溪沟成立农业合作社。

每个互助组相继成立了初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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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贯彻中央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
决议》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生产大队高级社实行“死分死记”“死分活评”“
定额包工”的劳动报酬分配法（此收益分配法延至

1958年）。并实行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费用、
超产奖）的管理制度，建立云溪沟大队。大队开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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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城关区称谓，辖区范围再次进行调整，将原来的
小乡合并为大乡，胜利乡撤销建制，云溪大队划归堰
塘乡。中共堰塘乡支部委员会改建为党总支委员会，
中共云溪沟大队支部委员会建立，隶属堰塘乡党总支

。龚志喜任云溪沟大队党支部书记。

城关区政府决定修建从丰银岩到酒厂河堤，全长1000
米，云溪大队抽调20名社员参加大堤建设。

开始提倡计划生育。

云溪地段发生旱灾，秋季作物损失严重。

全县掀起“三治”（治山、治水、治土）热潮，大队
组织社员170人在三组兴建药村山30亩。

在上级的指示下，大队开展整风反右斗争。

成立人民公社，下辖生产大队，大队下设生产队，云
溪沟大队下设六个生产队。

大队组织社员开展突击扫盲运动，当时参加文化学习
110人。

为了解决严重缺粮问题，大队支书龚志喜组织全村
170个劳力在5组烧炭，售后买粮解决饥荒。

堰塘小学迁到一生产队黄长群家。

23天无雨。

至9月13日滴雨未下，连续干旱75天，农作物颗粒无
收。

大队组织45人参加金盘洞水库建设，1960年春结束。



大搞农业生产自救活动，允许社员在田地、路边、沟
边开垦小块土地，提倡将坛坛罐罐装满一点。

大队组织74个劳力在小沟大队一队挖大堰。

在上级的领导下，大队组织开展“反五风”（共产风
、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运动。

至12月13日县委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四级干部大会，讨
论研究一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会议制定了定
额管理、基本劳动日制度。会后贯彻执行《农业六十
条》，取消供给制、停办食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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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溪大队遭冰雹袭击，半小时落地冰层达10厘米后。

为了帮助农民渡过灾荒，大队号召社员种瓜种菜，利
用田边地角种杂粮、插红薯，农村生活状况有所改善

。

开展第二次精简工作，除精简干部以外，压缩城镇人
口。

大队开展“小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实物、清
现金）运动、对实物（粮食、蔬菜、种子、耕牛、农

具）按数分配，多余进行调剂。

响应毛主席号召，全国上下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
活动，大队群众开展了以做好人好事为中心的“学雷

锋、做雷锋”活动。

秋成立贫下中农协会，梁长友为大队贫协主任。

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云溪沟大队在5组阴坡改田
30亩。

开展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云溪沟大队总户数
129户，总人口486人。

境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查演变、挖根子，清除
干部队伍中的“四不清”（经济不清、政治不清、思

想不清、组织不清）问题。

境内开展第三批社会主义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
思想、清组织（简称大“四清”）。

云溪大队龚志喜带领全大队120人在一组刘家洼改天
15亩。

大队响应县政府号召，安排16个劳力，参加修筑清溪
河大堤2000米。

全大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到处刷
写毛主席语录。

县政府组织专班，从各村抽调劳力3000人，云溪大队
抽调30个劳力，参加修筑余家坪至周湾河堤3633米，

投资5.95万元，投工9.3万个，1967年春完成。



村内实行大寨式评工计分法，评政治工分，实行“三
基本”（基本肥料、基本劳动日、基本口粮），粮食
分配实行基本口粮、工分口粮（三七开或四六开）此

收益分配方案延续至1977年。

突降大雪，气温由28℃降为-2℃，云溪大队农作物受
灾严重。

云溪大队抽调民兵10人到谷城修筑襄渝铁路。

龚志喜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金根任大队长，王凤才
任会计，刘顺彬任民兵连长，陈永秀任妇女主任。

全大队开展学习毛主席语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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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县政府“大办合作医疗”的指示，云溪大队办起
了“卫生室”，由大队赤脚医生黄长群担任医生，该
卫生室持续到76年，改由李仕平、黄长群担任医生。

大队在四组财神庙办起小学，村内适龄儿童在校读
书，冯祖秀、胡明英、韩天妹相继任教。小学后又转
入一组响水潭保管室，最后转入四组茅草坪大队会。

云溪沟大队成立了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
“贫宣队”）王凤才任队长、王凤高、杨风章、柳发

祥、李啟才等加入贫宣队。

大队开展“批修整风”执行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
、不称霸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
指示，全大队民兵用木板制作木枪，开展拼刺刀、射
击训练，各农户都挖了防空洞，并举行防空洞演习。

河南积知识青年郭星杰下放到云溪沟大队二生产队，
先任大队小学教师，后任二生产小队会计，与贫下中

农同工同酬，1980年离开。

根据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作出的《关于进一步掀起
农业学大寨心变潮的决定》大队组织劳力80人在三组

吊楼子改田20亩。

云溪沟大队各小组安装广播共80户。

云溪沟境内下冰雹，部分农作物受损失。

境内结束会计“三账、五簿、两册”记账法，开始“
单式记账法”。

云溪沟遭强降雨袭击，暴雨引发山洪，山洪冲毁二组
黑沟部分农田堤渠，给农户造成巨大损失。

保康县撤销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恢复公安局和人
民法院，与此同时，大队恢复社会治安、治保工作。

黄长群任大队治保主任。

提出生猪、粮食上纲要，生产队办养猪场。4队、5队
共办2个养猪场，共养猪80头。

境内降冰雹半小时，数百亩农作物受灾。



以“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全县各大队成立服务社
。云溪沟大队成立服务社，有炸油坊、米面加工厂，

负责人王凤才。

 全县开展改田大会战，城关区组织劳力在三道峡大
队改田，云溪沟大队25人参加大会战。

秋冬播小麦开始使用化肥“过磷酸钙”。

大队医疗点负责，集中领导、人力、时间、药品、器
械，充分发动群众，由点到面开展大规模的“灭梅”

运动。

进行去掉崖屋，草房，换瓦房，全村70户农户住上了
瓦房。

境内普将大雪，各小队秧苗和蔬菜冻死。

下午，境内降冰雹近一小时，大如鸡蛋，雹层厚达7-
20厘米。

全大队组织劳力三组窖坪改田10亩。

撤区并社，改城关区为清溪河公社，云溪沟大队属清
溪河公社管辖。

降雨430.5毫米，全村60亩良田被冲毁。

全大队组织劳力修复水毁田地。

大队分别安排20个劳力，参加朱家厂修公路，清溪河
修大堤建设。

大队换届，龚志喜任支部书记，李金根任大队长，王
凤才任会计，黄长群任民兵连长，治保主任。

周恩来总理逝世，大队组织社员沉痛悼念，周恩来总
理。

云溪沟大队组织社员参加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沈痛
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

大队组织20人，由李金根带队参加修筑清溪河大堤黄
湾段。

开展“四清”运动。

大队组织40人长期参加歇马公社后园水库建设。

大队组织15人至后坪公社兴修后坪至岩尾口公路。

修通了城关卫生院至堰塘大树垭公路，公路宽7米，
长14公里，云溪沟大队组织劳力130人参加。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主
富农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精神，大队为7户地，

富，反，坏四类分子摘帽子，四类分子子女首次获得
与其他社员平等权利，贫下中农协会改称为农会委员

会。

王兆祥参加了对越反击战，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被追
认为革命烈士。



黄长群任大队党支部书记，黄先炳任大队长，周辅财
任会计，刘顺彬任民兵连长，吴清贤任妇女主任。

根据县委县政府文件精神，大队成立农会委员会，龚
志喜任农会主席，梁长友任副主席，杨凤兰，陈运
传，王金林，陈家全，陈永顺，柳发祥任委员。

开始土地承包到户（大包干）全大队146户农户承包
了土地，承包期15年不变。国家与农户签定合同，集
体不再包揽分配，农户完成征购，农业税上交费用

外，其余收获全归社员自己。发放山林，土地使用证
书。

境内开展“五讲”“四美”“三垫爱”活动。

云溪沟大队遭受暴风雨和冰雹袭击，多处农田被冲
毁，农作物严重受损。

清溪河公社成立堰塘管理区，云溪沟大队属堰塘管理
区管辖。

全县开展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全村总人口580
人。

从小沟大队梯石沟至一组黄长群后梁子变压线路。

大力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

开始架设各生产队低压电路，至8月15日通电，使全
村90%的农民改变了点煤油灯的历史。

连续5日暴雨，造成农作物大面积受损，洪水冲毁沿
沟、河堤、水渠，农作物受灾严重。

五组社员黄德琴在一组岩屋对门口开办了第一家代销
店。

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1983年）35号文件和湖北
省委政府（1984）8号文件精神，政社分开，建立
后，乡政府，原堰塘管理区改为堰塘乡，大队改为

村，小队改为组。堰塘乡管辖堰塘村，小沟村，云溪
沟村，王湾村，云溪沟村共6个组156户，640人。

云溪沟村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283毫米，农作
物严重受损。

在四组村委员新建小学房屋3间180平方米。

全县开展对小流域治理，云溪沟村共建拦沙坝48个，
植树约10万株。

武汉军区空军部队出动飞机16架次，在黄湾，云溪
沟，三道峡，堰塘，王湾，小沟，常青等村飞抪造林

21小时，抪种面积5.9万亩。

近两个月没有下雨，各农户水稻，玉米，蔬菜等农作
物受损严重。

村委会组织全村劳力启动新修小沟至村委会公路，全
长4.3公里。



国家开放“一五”（1986-1990）普法。村两委班子
成立了普法教育领导小组，购买普法书籍，组织农民
系统学习《宪法》、《刑法》、《婚姻法》等十几种

法律法规，开展了党员干部普法考试。

保康县政府下发在农村征收教育费附加的通知。云溪
沟村按上年人增纯收入的1.5%计征，“五保户”特困

户免征。

公安机关对云溪沟村16岁以上居民颁发首批《居民身
份证》。

云溪沟村普降中到大雪，雪层厚达40-60厘米，日均
气温由13度猛降至0度，麦苗被压倒30%，春季农作物

产量减少30%以上。

开展学习《湖北省计划生育条例》条例规定，夫妻一
方两代以上是独生子女的，男到独女家结婚落户的；
夫妻一方是二等乙级以上残废军人的；夫妻一方因后
天残疾而丧失劳动能力的；夫妻只有独生女的。都可
以生育二胎，但必须要间隔五年，全村15对育龄夫妇

领取了生育证明，当年新生婴儿7个。

云溪沟区域连续干旱40多天，河水断流，禾苗枯死。

县煤气公司成立，村内部分村民家庭用上了煤气。

开展第二次严打和“除六害”行动，严厉打击各种犯
罪查处封建迷信及赌、黄、毒、邪等丑恶现象。云溪
沟村对封建迷信，少数参加邪教的人进行了第一次教

育和治安处罚。

黄长群任村支部书记，柳发祥任村主任，周辅财任会
计，杨凤全任治调主任。

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向农村基层党建组织建设的“十
面红旗”学习活动的决定》，云溪沟村支部召开党员

大会，学习九里川村党支部的先进事迹。

进行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法，全村166户650人。

按照税费改革文件规定，把罚没收入纳入财政管理。

村严格按修订的新土地法实施，占用耕地必须报省批
准，占用基本农田报国务院批准，其它土地由县政府

批准。

村内开展“二五”普法教育。

接县政府和县财政局通知，村农业税征收单价由
0.4266元/KG，增加到0.5051元/KG.

保康县成立清溪河磷化工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云溪沟
村划归开发区管辖，小沟村五组划归本村（为7组）

云溪沟村共7个村民小组173户，768人。

云溪沟村组织村民开展“双学双拥”竞赛活动。



落实《关于湖北省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与管理实施办
法》，对村内人口，流动人口进行清查，并建档立卡

。

村内开展健康知识教育宣传活动。

境内隆雨量达150毫米，农田被毁，通讯，供电，交
通中断，经济损失达教百万元。

云溪沟村小学撤销，并入县实施二小。

“三五”普法教育开始。村内年满11周岁至65周岁的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
生，个体劳动者等一切具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接受

了普法教育。

一组，六组，七组栽植白果，杜仲树苗。

普降暴雪，河边积雪平均大于10厘米。

邓小平同志逝世，2月25日云溪沟村组织党员，干
部，村民代表，收看邓小平追悼大会实况转播。

云溪沟村开展“十星级文明农户”评选活动，村支
部，村委会对评出的“十星级"农户进行了表彰，宣

传，总结，推广。

保北地区连续干旱，部分河流干涸，云溪沟村水田无
法耕种。

寒潮，低温，冰雪刚过，随之而来的持续90多天的高
温天旱，一部分被低温，大雪压断奄奄一息的麦苗，

被随之而来的旱灾干死。

清溪河磷化工开发区撤销，云溪沟村划归城关镇。

柳发祥任副支书，村主任，杨凤全任副书记，秦永元
任治调主任，程清庚任村会计，刘启荣任妇女主任。

组织全村劳力130人在5组栽杜仲树50亩。

组织劳力168人到黄堡修公路。

全村开展环境整治工作，治理房前屋后脏，乱，差现
状。

村支两委换届，黄长群当选为村支部书记，陈关元当
选为村主任，柳发祥为村治调主任，程清庚为村会

计，杨凤全，刘启荣为村委会委员。

持续严重天旱，人畜饮水困难，夏季农作物欠收。

县确定黄土岭，云溪沟，黄氏女沟三条沟为国家财政
预算内专项资金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高标准建设示范

区，总投资180万元，其中国家投资90万元

保北地区遭遇难特大暴雨袭击，降雨120毫米。

村内发展核桃产业65亩。开展第五次人口普杳，全村
75户780人。

316国道改线，村组织500劳国到黄堡镇岞峪路段参加
改线工程大会战。

开展“四五”普法宣传教育工作。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村级财务实行“村账站管”管理
制度。

境内执行木材“采伐许可证”制度。
村内开展退耕还林工作，全村栽植杉树，退耕面积

233亩。
村级财务开展债权债务账务清理工作。

开始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三提五统，教育集资和屠宰
税，农业税比率大幅度下调，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
动积累和义务工，调整特产税收政策，农民负担比改

革前下降17.6%。
村支两委换届，黄长群任村支部书记，陈关元任村主
任，柳发祥任村治调主任，程清庚任会计，刘书菊任

村妇女主任。
城关镇委，镇政府授予云溪沟村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

试点工作“先进单位”。
开展村级债务化解，债务债权锁定工作。

黄长群同志退休，陈关元任云溪沟村党支部书记，村
主任。

开展“毒鼠强”专项整治。
六组李发志一家禽发病确疹为“禽流感”由于及时采
取紧急防治措施，疫情很快得到控制，没有造成重大

损失。
境内实行村账“双代管”财务管理制度。

连续一周的暴雨，造成七组李仕军屋后地质灾害，出
现了大面积的滑坡现象。

进行农村电网改造，全村换水泥杆，改造线路46千米
。安装保护装置，农户自行购买电表，闸刀。

全村启动整村推进工作，新建河堤1000米，整修路基
2500米。

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工作改革入户，村委会经祥细核
查造册，为各户办理一本通，补贴的款项通过银行直

接兑现到户。
城关镇委镇政府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

云溪沟村新建委会建设动工。
开展党的先进性教育学习活动。

第六届村两委换届选举，陈关元当选村支部书记、村
主任，柳发祥，程清庚，刘启荣当选 为村委会委员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6年度缴费工作启动。
国家实行农业税费全免。

城关镇委、镇政府授予云溪沟村2005年度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工作“先进单位”。
通村水泥路硬化4.3公里。

城关镇委政府授予云溪沟村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
活动“先进单位”。

开展“五五”普法教育活动。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7年缴费工作启动。

城关镇委政府授予2006年度阵地建设“先进单位”。
襄樊民营企业来村捐赠。

村内户籍清查整理工作，建户籍档案。
襄樊市委统战部李部长，白书记等来村调研，民营企

业开展捐赠仪式。
城关镇委授予“五好基层党组织”。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8年缴费工作启动。
城关镇委政府授予2007年度先进妇女组织。



汶川发生地震，全村村民对遇难同胞深切哀悼并踊跃
捐款。

襄樊市委统战部部长刘德政等来村调研，组织民营企
业来村开展捐赠仪式。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9年缴费工作启动。
保康移动公司，联通公司来云溪沟村建立“基站”。

城关镇委、政府授予“2008年度先进单位”。
城关镇人大代表第四小组来村开展活动。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2010年缴费工作启动。

城关镇委、政府授予2009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先
进单位”。

城关镇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
城关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授予“五好关工委”。
按镇委要求，村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风廉政建
设十项制度，干部责任制度，教育制度，民主决策制
度，财务管理制度，资金，资产，资源监管制度，村
务，党务公开制度，述职，述廉制度，民主评议，廉
政建设考核制度。同时，村党支部要求党员干部要把
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勇于担当，形成清正廉洁的自然

风气。城关镇委、政府授予“连续三年无政策外生育单位
”；2010年度“红旗单位”。

四组新建120立方水塔，35户村民用上安全卫生的自
来水。

襄樊市人社局“三万”工作队来村调研，开展“万名
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新修二组黑沟公路工程
建设。

保康县城市管理委员会授予，全县查处违法建设工作
“先进单位”。

2013年“两金”缴费工作启动。
“麻竹高速”云溪沟村段建设启动，村支两委配合上
级政府开展征地，征山，搬迁户清查核实，登记造册

。麻竹高速中交一公局在云溪沟村保康燧道口召开开工
典礼大会。

二组新建水塔一个，解决25户人畜饮水问题。
新修五组产业公路2公里。

全国“精准扶贫”工作开始，云溪沟村36户101人，
被纳入精准扶贫对象。

云溪沟村参加城关镇组织的20个村主职干部在河西社
区召开的“两严”学习教育座谈讨论会。
云溪沟村启动第二次地名志普查工作。

完成“村村通”扩修公路工程。
2016年“两金"征收工作启动。

城关镇委、政府授予2015年度综治维稳和信访工作：
“先进单位”。

县妇联扶贫工作队进驻云溪沟村，妇联主席王颖同志
来村指导工作。

选举县、镇人大代表，程清庚被选举为镇人大代表。
2017年“两金”收缴工作启动。

城关镇委、政府授予2016年综治维稳和信访民作“先
进单位”。

新建一组高速洞口水塔，解决30户安全饮水问题。
城关镇委、政府授予2017年综合类“先进单位”。



召开新时代湖北讲习所（襄阳）---云溪沟村科技培
训大会，保康云溪谷山桐子专业合作社成立。

启动“厕所革命”年茺完成改厕29户。
第十届村两委换届选举，陈关元当选村支部书记、主
任，刘启荣当选村支部纪检，宣传委员，村委蜗委
员，程清庚当选村支部组织委员，村委会委员。

全村贫因户36户99人整体脱贫。
城关镇委、政府授予2018年度实绩考核“优胜单位

”；2018年度人民武装工作“先进民兵连”；2018年
度城乡环保工作“先进单位”。

襄阳市扶贫开发协会授予2018年度“扶贫之星”。
县政府组织县各单位在云溪沟村一组现场植树。

启动村办公楼改建工程项目，投资36万元。
启村村文化广场建设，征地3亩，总投资94.8万元。

完成全村沿路100盏路灯建设。
保康县总工会，城关镇工会主持云溪沟村工会换届工

作，程清庚当选工会主席。

城关镇委、政府授予2019年度实绩考核“先进单位”
。

召开村民代表，党员会议，研究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清
人分类，股权配置工作。

全县开展“一村一辅警”建设，云溪沟村成立警务
室，刘启荣任云溪沟村辅警。

完成村文化广附属工程建设，十三座小桥美化工程及
沿路环境整治工程建设，使云溪沟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