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望粮山村大事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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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 1949 5 1
撤销“南保兴宜县”，将南漳的马良、重阳、店垭三乡划归保康县，为第五区，区长吴静波。
保康县爱国民主政府改为保康县人民政府，米栋任县长。

2 1950年11月 1950 11
响应国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号召，王文学、刘正亮、王世运、周经乐、王传孝先后参加
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役。

3 1951年5月 1951 5 本村杨祖全、邓继培、周显玉到保康县城参加保康县第二届各界人士代表大会。

4 1952年3月 1952 3 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5 1953年11月 1953 11 落实政府关于对粮、棉、油的统购统销政策，农民向国家交售爱国公粮。

6 1954年4月 1954 4 万寿乡开始创办初级社，互助组转为农民初级合作社，望粮山境内成立11个初级社。

7 1955年3月 1955 3 第一套人民币在望粮山境内发行使用。

8 1956年1月 1956 1
学习贯彻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掀起初级社转入高级社的高潮
。山林、土地、耕牛、农具等主要的生产资料转为集体所有，实行统一经营，按劳分配。

9 1957年6月 1957 6 余升国、邓继培、詹贤荣分别为望粮山、榔榆沟、铁厂垭合作社主任。

10 1958年11月 1958 11
望粮山、铁厂垭、榔榆沟分别成立党支部，余升国、周显玉、詹贤荣分别任望粮山、铁厂垭
、榔榆沟党支部书记。

11 1959年9月 1959 9 因粮食紧张，食堂停办。农民吃野菜、树皮充饥，饱受饥饿威胁。

12 1960年2月 1960 2
开展“反五风”，即反对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总结大跃进经验
教训。

13 1961年9月 1961 9 境内的三个大队公抽调劳力50人参加保宜公路修建。



14 1962年11月 1962 11
贯彻实施《人民公社六十条》和省委工作会议精神，改善经营管理，巩固集体经济，安排部
署社会主义教育。会后，会议精神传达到村，认真组织学习。

15 1963年10月 1963 10
县人大常委会再次动员全县各部门筹资47万元，组织民工3000多人，从新复工再修保宜公路
。

16 1964年9月 1964 9
开始第二次人口普查，普查结果：望粮山大队合计71户，356人。铁厂垭大队共55户，
244人，榔榆沟158户，634人。

17 1965年3月 1965 3
保康县第一次贫下中农会议，望粮山大队贫协主任吕承志、铁厂垭大队周显玉、榔榆沟大队
王月进参加会议。

18 1966年11月 1966 11
“红卫兵组织”开展“炮轰”“火烧”主要领导，望粮山大队党支部书记余盛国被“靠边站
”，望粮山大队由肖甫帮主持工作，榔榆沟大队由邓庭云主持工作，铁厂垭大队由周经乐主
持工作。

19 1967年2月 1967 2 推广评“大寨工分”、“政治工分”，开始半年评一次，后来一年评一次。

20 1968年8月 1968 8 实行军管一切，大队民兵连主持工作。

21 1969年3月 1969 3 农村第一次实行合作医疗，望粮山、铁厂垭、榔榆沟大队的农民看病只交5分钱。

22 1970年11月 1970 11
三个大队响应县革命委员会提出《关于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的决定》，集中开展冬
季农田基本建设。

23 1971年11月 1971 11
开展各大队恢复治保工作，望粮山宋大成任治保主任，铁厂垭大队詹贤生任治保主任，榔榆
沟大队宋均良任治保主任。

24 1972年1月 1972 1 保宜公路马良至店垭段开始修建，任务大队到各大队。

25 1973年5月 1973 5 手扶拖拉机在山区出现，三个大队各派技术员学习。

26 1974年3月 1974 3 望粮山境内开展“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各大队在大队布置专栏。

27 1975年10月 1975 10 望粮山大队各生产队公路建成通车。

28 1976年9月 1976 9 望粮山、铁厂垭、榔榆沟三个大队人民沉痛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



29 1977年10月 1977 10 通往铁厂垭大队的公路建成通车。

30 1978年5月 1978 5 铁厂垭大队选举周经乐为党支部书记。

31 1979年2月1日 1979 2 1 参加对中越自卫还击站打响，望粮山籍军人尚永武、宋先文作战。

32 1980年3月 1980 3
全县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解放思想，放宽政策，搞活经济。望粮
山实行农民生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33 1981年7月 1981 7
望粮山、铁厂垭、榔榆沟大队根据县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要求，全面
实行“大包干”。

34 1982年7月1日 1982 7 1
全国进行第三次人口普查。望粮山大队：82户，407人，比11949年增加237人；榔榆沟大
队：198户，892人，比1949年增加482人；铁厂垭大队：76户，369人，比1949年增加189人
。

35 1983年10月 1983 10 联产责任制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粮食首次丰收，农民到万寿粮管所卖余粮。

36 1984年10月 1984 10 望粮山通电，村委会召开庆祝，大队放电影、请喇叭。

37 1985年4月 1985 4 开展“四有教育”，既：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38 1986年3月 1986 3 望粮山、铁厂垭、榔榆沟村按政府统一要求标准，在农村征收教育附加费。

39 1987年6月 1987 6 望粮山境内开展三股歪风活动，即：大操大办、封建迷信、赌博打牌。

40 1988年10月 1988 10 望粮山村初步实现“三通”（通水、通电、通路）。

41 1989年1月 1989 1 望粮山村开始试种烤烟。

42 1990年2月 1990 2
镇委、镇政府召开第四次人口普查工作会议，安排部署人口普查工作，随后在村内展开，普
查结果：望粮山村共88户，392人，其中女性188人，铁厂垭村共83户，358人，其中女性171
人，榔榆沟村共220户，874人，其中女性420人。

43 1992年7月 1992 7 党支部组织党员在三个村开展“两分”教育（分类管理、分层施教）。



44 1993年5月 1993 5 店垭政府在店垭建电视差转战，向全镇各村转播中央电视节目。

45 1994年7月 1994 7 保康县在店垭镇开展“普九”试点工作。

46 1995年12月 1995 12 望粮山村被保康县政府命名“文明村”。

47 1996年6月 1996 6 望粮山、铁厂垭、榔榆沟村三个村级小学通过店垭镇普法验收。

48 1997年9月 1997 9 农民“三提五统”按县政府文件规定“一定三年不变”，并发给《农民负担监督卡》。

49 1998年3月 1998 3 县镇召开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攻坚运动会，镇长与各村主任签订《普九目标责任书》。

50 1999年7月 1999 7
关闭农村合作基金会，成立店垭镇政府合作基金接管中心，处理基金会后续管理工作，实行
“村账站管”。

51 2000年11月 2000 11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望粮山村共105户，355人；铁厂垭村共89户，324人；榔榆沟村共210
户，792人。

52 2002年3月 2002 3
望粮山、铁厂垭和榔榆沟村，三个村合并，取名望粮山村。郑兴寿为支部书记，尚永武为副
书记、村主任，尚海功为治调主任、民兵连长，尚兰艳为妇女主任，余道忠为村会计，赵友
清为组织委员。

53 2003年5月 2003 5
望粮山全力配合店垭镇防治“非典”（非典型性肺炎）工作队，对入境人口进行逐一排查，
实行日报和零报告制度。

54 2004年12月 2004 12 望粮山村委会由原望粮山村委会迁至原榔榆沟小学处。

55 2005年1月 2005 1 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望粮山村参合率达到99%。

56 2006年1月 2006 1 国务院宣布免去农业税，农民享受到真正的实惠。

57 2007年1月 2007 1 村委会开始对村民服务中心原有的房屋进行装修维修，配套办公用品，安装无线广播。

58 2008年11月 2008 11
村支两委换届选举，尚永武任村支部书记兼任村主任，尚海功任治调主任、民兵连长，余道
忠任村会计，王佳凤任妇女主任。



59 2010年4月 2010 4 望粮山村小区动工建设。

60 2011年11月 2011 11
望粮山村委会换届选举，尚永武当选为党支部书记，尚海功当选为村主任、治调主任、民兵
连长，余道忠任村会计，王佳凤任村计生主任。

61 2012年1月 2012 1 县委县政府三万名干部“进万村挖万塘”，工作队进驻望粮山村。

62 2014年11月 2014 11
望粮山村换届选举，尚永武当选为党支部书记，尚海功当选为村主任，余道莲当选为妇女主
任，余道忠当选为村会计。

63 2015年12月 2015 12 保宜高速公路正式建成通车。

64 2016年3月 2016 3 扶贫异地搬迁33户104人。

65 2017年12月 2017 12 望粮山村扶贫集中安置点落成搬迁25户39人。

66 2018年6月 2018 6 望粮山村精准扶贫工作通过国家验收。

67 2020年10月 2020 10 确定望粮山村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