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庹家坪村大事记（1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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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 1950
当年，庹家坪村解放，同年 12 月在乡政府和农协会的领导下进行土地改革，境内 128 
户，618 人分得赖以生存的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农业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调动，农民生
产生活水平明显改善。

2 1951年3月 1951 3 庹家小学沿用庙宇私塾校舍开班教学。

3 1951年5月 1951 5
庹家坪土地改革结束，划定地主 9 户、富农 12 户。贫雇农都分得了田地和部分资产、农
具。

4 1951年6月 1951 6
城关供销社利用没收地主张定中的房舍组建庹家分销店，经理李正权，业务员刘万学、黄家
禄。

5 1951年11月 1951 11 全县开展第二阶段镇压反革命运动，庹家乡（村）镇压地主张定中。

6 1952年7月 1952 7
中共保康县委组织县、区领导 35 人，干部 145 人，复查队员 75 人及农会等成员 526 人
的专班，赴各乡开展“查田定产”，民主建政，通过选举建立乡政府和党组织。

7 1952年11月 1952 11 地主王志元被公审后枪决。

8 1952年12月 1952 12
柳长升复员回到庹家坪，当时当地只有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年，庹家坪蝗虫成灾。据老
人介绍：耕地蝗虫成片，有时无法下地耕作。

9 1953年3月 1953 3 县政府在全县推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

10 1953年8月 1953 8 庹家乡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后枪决地主曾广大、王智元。



11 1953年11月 1953 11 全县开始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庹家乡缴公粮 31500 公斤。

12 1953年12月 1953 12
乡长柳兴树调城关供销社庹家分销店任经理，李春荣接任乡长。村民王开山加入中国共产党
。

13 1954年3月 1954 3 庹家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庹家联会诊所成立，办公地点设在二组地主张定中院落。

14 1954年5月 1954 5 境内开始宣传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求家喻户晓。

15 1954年11月 1954 11
境内开展“三治”（治山、治水、治土），进行“坡改梯”（坡地改梯田）“旱改水”（旱
地改水田）、修堰、筑坝。境内宣传“整风反右”政策，要求干部率先领会精神。是月，村
民郑绪华、刘厚明加入中国共产党。

16 1954年12月 1954 12
境内开始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郑绪华任社长，管辖庹家坪、迎东、黄家坪、崔家
湾、月儿湾、马家洼 8 个生产队。

17 1955年9月 1955 9 境内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

18 1955年11月 1955 11 庹家坪由农业初级社转为农业“高级社”，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

19 1955年12月 1955 12 合作社组织人力在井沟上游修筑水库。村民郑远喜、代正应、柳兴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 1956年3月 1956 3
庹家乡政府、供销社、联会诊所、信用合作社转到月儿湾，办公地设张家大院。社队组织劳
动力修筑城关至开峰峪公路。境内在上级的统一安排下，开展植树造林。

21 1956年6月18日 1956 6 18
寺坪区突起大风，三伏沟、简家、台口、庹家、铺湾受灾，早苞谷受灾 3 094.5 亩、麦子
刮倒 809 亩，庹家坪受灾严重。

22 1956年9月 1956 9 合作社开始试种南大“2419”小麦新品种。

23 1956年12月 1956 12
庹家坪乡（村）建置被撤销，其职能由“勤丰社”取代。庹家坪划归寺坪区管辖，为寺坪区
“勤丰三社”。小乡合并为大乡，寺坪区共设 6 个大乡，庹家坪归庹家乡管辖。



24 1957年7月 1957 7 庹家坪连续 3 个月严重干旱。南河沿岸受灾最严重，苞谷严重受旱，秋粮减产 70%。

25 1957年11月 1957 11
境内继续进行“坡改梯”“旱改水”。境内宣传“整风反右”政策，要求干部率先领会精神
。

26 1958年3月 1958 3 中共保康县委提出“大干、快干、加油干”、“组织高潮赶高潮”的群众运动。

27 1958年5月 1958 5 中共保康县委号召“全民大办钢铁”，要求全县农村、机关、学校（初中以上）都要参加。

28 1958年7月17日 1958 7 17
南河上游倾盆大雨，山洪暴发，水头高 4 丈，超过历史水平。庹家坪南河沿岸严重受灾，
农田冲毁，月儿湾 1 农户房屋被冲毁。

29 1958年9月 1958 9
生产队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大队开始出现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和“一平二调
”现象。庹家坪大队选举李春荣任大队长；刘厚明任党支部书记；冯应菊任妇委会主任兼团
支部书记。

30 1958年10月 1958 10 大队组织扫除青少年文盲，坚持包教包学，至 11 月 15 日完成扫盲任务。

31 1958年11月 1958 11
中共保康县委制定下发《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处理决定》，强调人民公社实行
“一大二公”的体制。

32 1958年12月 1958 12 大队组织劳力参加“房保”大渠建设，圆满完成任务。

33 1959年3月 1959 3 大队发生严重饥荒，绝大部分农户断炊，不少人靠野菜、树皮，甚至是观音土充饥。

34 1959年12月 1959 12
大队开展生产劳动“红、白旗”运动，给生产积极的生产队插红旗，给积极性不高的生产队
插白旗。寺坪至县城公路开通，农历腊月 30 日举行通车仪式。

35 1960年4月 1960 4
大队长李春荣因殴打多名生产队员被开除党籍，大队长职务也被撤销。高天明接任大队长职
务。

36 1960年12月 1960 12
境内开始反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整顿干部作风，集体和个人自 
1958 年以来因“共产风”蒙受的损失，由国家赔付。全县开展第一次土壤普查，大队配合
普查组做好相关工作。



37 1961年3月 1961 3
各生产队按上级要求停办食堂。大队将原集体山林划归生产小队所有。农户屋前屋后的树木
归农户所有。

38 1961年9月 1961 9
大队落实党在农村新政策，允许社员在田边地角开种小块土地，允许发展养殖业和手工业，
经济逐步复苏。

39 1962年7月 1962 7
境内推广贯彻《农业六十条》的试点经验，给农户划少量的自留地、自留山，允许社员开垦
小块土地。

40 1962年10月 1962 10 境内贯彻中央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调整意见，强化生产小队的责、权、利。

41 1962年11月 1962 11
中共保康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和省委工作会议精神。大队党支
部书记刘厚明参加会议，并及时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正式启动。

42 1962年12月 1962 12 落实中央关于民兵工作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精神大队民兵定期进行训练。

43 1963年3月 1963 3 大队组织劳力在灯盏窝梁子开辟茶场。

44 1963年8月 1963 8
大队采取交叉清理的办法进队开展“小四清”运动，对各个生产队的账目、仓库、财务、工
分进行清理。

45 1963年9月 1963 9 宜竹公路正式通车，途径庹家坪。

46 1963年12月 1963 12
大队成立贫下中农协会，戴天赐任大队贫协会主任。同月，各生产队以“忆苦思甜”的方式
开展首次社会主义教育活动。

47 1964年1月 1964 1
为落实县委《关于进一步学习大坪大队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改造旧山河，建设当家田的决
定》，大队组织劳力奋战 3 个月，建成井沟上游水库。

48 1964年2月 1964 2 开展第二批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县社教工作队进驻庹家坪大队，帮助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49 1964年7月 1964 7 全国庹家坪大队配合开展第二次人口普查。



50 1964年12月 1964 12 县政府抽调保北各区劳力，修建沿黄湾山边至余家坪电站的引水渠。

51 1965年5月 1965 5 境内降冰雹，大如鸡蛋，夏粮损失严重，多间房屋损坏。

52 1965年9月 1965 9
为落实党中央“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庹家人民公社组织全公社劳动力在月儿湾崔
家梁子开辟公社茶园近 100 亩。

53 1966年5月 1966 5 境内开始 “文化大革命 ”运动。

54 1966年6月 1966 6
境内大学毛主席著作，大造“红海洋”（农户墙壁上用红漆书写毛主席语录），广泛宣传，
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55 1966年9月 1966 9
境内红卫兵组织开始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古典书籍被焚烧，
文物被损毁，传统风俗被废除，金银首饰被没收。

56 1967年5月 1967 5 大队成立红卫兵战斗队，队长廖仁旺，副队长庹隆春。

57 1967年7月 1967 7
红卫兵战斗队开始批判当权派，大队党支部、大队队委会因被红卫兵组织夺权而瘫痪，大队
日常工作由“贫协会”主席主持。

58 1967年9月 1967 9 公社组织劳力修筑月儿湾南河防护堤，把堤内改造成耕地。

59 1967年12月 1967 12 大队组织劳力在庹家坪西岭挖堰 1 口。

60 1968年1月 1968 1
境内开展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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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1969年3月 1969 3 “贫宣队”进驻学校，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62 1969年4月 1969 4 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大队组织学习《毛泽东选集》。



63 1969年5月 1969 5 大队开始推行农村合作医疗。

64 1969年7月 1969 7 大队“赤脚医生”配备到位，成员有王存瑞、张永信。

65 1969年12月 1969 12 大队民兵连到谷城县修筑五山铁路。

66 1970年1月 1970 1 经过整党建党，大队党支部恢复工作，刘厚明继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67 1970年3月 1970 3 大队在蚂蟥沟建庹家小学，高年级学生转入庹家小学就读。

68 1971年12月 1971 12
大队组织劳力在黄家坪进行“旱改水”建设。是年，开展“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
民”活动，各生产队均开始挖防控洞，准备打仗。境内按照中共保康县委统一部署开展“批
修整风”运动。

69 1972年12月 1972 12
境内按中共保康县委统一部署，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把各种书籍上有关林彪的内容全部
删除。全大队在村里集中进行“坡改梯”建设。

70 1973年3月 1973 3
大队组建庹家综合加工厂，有铁匠铺、木工铺、修理铺，为学大寨提供后勤保障。庹家公社
在月儿湾组建缝纫厂并开办缝纫培训班。大队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大队组织劳力参加简家
坪梯田改造大会战。

71 1973年12月 1973 12 迎东坡百亩样板田工程顺利竣工。白滩发电厂开工建设，挖引水渠 1000 米。

72 1974年2月 1974 2 柳长银担任庹家坪大队长。

73 1974年6月 1974 6 庹家坪大队加工厂投入运作，以加工米面为主，为村民提供方便。

74 1974年12月 1974 12 各队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均组织村民学习了相关文件。

75 1975年6月 1975 6 小学教师黄家柱在护送学生过河时不幸遇难。



76 1975年8月 1975 8
连续暴雨造成南河水位猛涨，沿河农田被冲毁，水位冲上 316国道，造成公路损毁严重。至 
8 月 8 日洪水达 8890 个流量，为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77 1975年12月 1975 12 大队集中劳力修复南河沿岸被冲毁的农田，重修南河大堤 500 米。

78 1976年3月 1976 3 村内组织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79 1976年9月 1976 9 18 村民收听中央“沉痛追悼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广播。

80 1976年10月 1976 10 村干部在城关参加中共保康县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

81 1977年9月 1977 9
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境内有志青年报名参加高考。保康县恢复初中三年学制。境内部分初中
二年级学生就读高中一年。其余初中二年级学生就读初中三年级。

82 1977年12月 1977 12 村组织专班参加公社组织的虾子坪“坡改梯”会战。

83 1978年5月 1978 5
境内恢复定额管理生产责任制，管理生产实行定人员、定任务、定报酬、定奖惩。这种办法
延续至 1982 年。

84 1978年9月 1978 9 大队新建小学。

85 1978年12月 1978 1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大幕。庹家坪干部群众在改革开放旗帜下，
迈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雄健步伐。

86 1979年3月 1979 3 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取消阶级成分。

87 1979年12月 1979 12 境内河边几个自然村落开始用电。

88 1980年2月 1980 2 大队内地、富、反、坏分子全部摘帽，其子女享受普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89 1980年9月 1980 9 境内选举产生保康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90 1980年11月 1980 11 大队宣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通知》，为农户补划自留地。

91 1981年3月 1981 3
境内以联产计酬方式，尝试生产责任制落实办法。村民胡春元开办养鸡场，喂养新品种“九
斤黄”山鸡 300 只。

92 1981年12月 1981 12 县土壤普查专家组对村里的土壤情况进行了第二次全面普查。

93 1982年3月 1982 3 境内开始推行生产责任制，至秋季全部实行“大包干”。

94 1982年12月 1982 12
大队配合全国进行第三次人口普查。纺织品取消凭票供应规定，自此，村民可自由购买纺织
品。

95 1983年1月 1983 1
境内展开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要求有计划的生育二胎，杜绝三胎。之后，对已生育三胎的
育龄夫妇施行“结扎”避孕。

96 1983年3月 1983 3 庹家人民公社在月儿湾组建农工商企业，企业以购销为主要经营范围。

97 1983年12月 1983 12
商业部通告全国：“敞开供应棉布，取消布票”。庹家坪村民不再为因缺布票不能添置衣物
、铺被而发愁。

98 1984年4月 1984 4 县进行体制改革，庹家人民公社改称“庹家管理区”，庹家坪大队改称“庹家坪村”。

99 1984年5月 1984 5 庹家村民都领到县政府颁发的《保康县人民政府土地使用证》、《保康县山林使用证》。

100 1984年9月 1984 9 庹家学校初中班被撤销，学生就读寺坪镇初级中学。

101 1985年9月 1985 9
村筹集资金，组织劳动力对村小学按“一无两有”要求进行改造。因伏旱导致秋粮严重减
产，农户生活用水艰难，不少农户下河取水。



102 1985年12月 1985 12 村党支部改选，柳长银任党支部书记，梅正山接任大队长。

103 1986年7月 1986 7
庹家坪村根据中共保康县委《农村整党实施方案》要求，启动党员教育活动，主要是进行党
的宗旨、服务观念的教育。

104 1986年12月 1986 12
选举产生第一届村民委员会，梅正山担任村主任。根据改革政策，村农会组织被撤销。村开
展“一五”普法教育。

105 1987年3月 1987 3 境内开展刹大操大办风、封建迷信风、赌博抹牌风活动。

106 1987年9月 1987 9 村委会组织村民改厕所、改生活用水。

107 1987年12月 1987 12 县取消乡政府建置，建寺坪镇，镇下设管理区，行政村不变。

108 1988年4月 1988 4
政府提高粮油价格：小麦价格提高 6.9%；苞谷价格提高 9.8%；芝麻价格提高 15.38%；菜
籽价格提高 13.1%。粮油价格提高后，庹家坪村民卖粮卖油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109 1988年6月 1988 6
村民李传林、代云东在月儿湾开办电影院。每晚播放两部电影，每人每晚收费 0.5 元，丰
富了村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

110 1988年12月 1988 12 村内第一名专科生柳其林学成毕业。

111 1989年2月 1989 2 一场特大暴雪超历史记录，造成交通中断，野生动物几乎毁灭。

112 1989年4月 1989 4 村组织劳力扩宽庹家坪至迎东的人行路。

113 1989年9月 1989 9 第二届村民委员会改选，梅正山续任村主任。

114 1990年3月 1990 3 团县委出资在境内部分荒地种植龙须草 450 亩。



115 1990年8月 1990 8 村集中劳力清淤灯盏窝子脚下的一口百年老堰塘。

116 1990年9月 1990 9 团县委在村里挂点扶贫。

117 1991年7月 1991 7 村内开通程控电话，电话数量迅速增加，村民的通讯条件有了改变。

118 1991年9月 1991 9 村里落实首批“希望工程”助学行动。

119 1991年12月 1991 12 村里开展“二五”普法教育。

120 1992年1月 1992 1 村党支部改选，选举梅正山担任书记，柏金林接任村主任。

121 1992年8月 1992 8 村组织劳动力开辟镇罗家湾茶园，历时半个月圆满完成任务。

122 1992年12月 1992 12 庹家学校教学楼竣工，举行了隆重的竣工典礼仪式。

123 1993年9月 1993 9
过渡湾水电站蓄水，村里南河沿岸低水位农田变成淹没区。庹家坪村小学调整为一所初小，
高年级学生就读庹家中心小学。

124 1993年12月 1993 12 为减少因过渡湾电站蓄水淹没的农田，村在白滩还田 56 亩。

125 1994年3月 1994 3 寺坪信用合作社在庹家坪设立信用合作点，由柳发怒负责业务。

126 1994年7月 1994 7 庹家坪村茶厂改制，由柳发怒个人买断经营。

127 1994年11月 1994 11 村“希望书库”组建到位，有图书 2000 余册。



128 1995年3月 1995 3 县武装部在村里挂点。

129 1995年11月 1995 11 村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工作通过检查验收。

130 1995年12月 1995 12 村委会配合公安部门专项打击“黄、赌、堵”，经认真排查，村里无此类犯罪活动。

131 1996年1月 1996 1
村组织开展“三五”普法教育，在对村民进行“三五”普法教育的同时，重温“二五”普法
、“一五”普法阶段学习过的法律法规。

132 1996年3月 1996 3 村组织开展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于年底结束。

133 1996年4月 1996 4 村组织村民参加八卦岭植树造林活动。

134 1997年5月 1997 5 庹家坪一、二组村民筹资增加变压器 2 台，供电条件明显好转。

135 1997年6月 1997 6 新挖一、二组堰塘5亩，确保农户农田灌溉。

136 1997年10月 1997 10 村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顺利通过验收。

137 1998年1月 1998 1 村按上级有关规定启动首批危房改造工程。

138 1998年6月 1998 6 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通过检查验收。

139 1998年12月 1998 12 村参加保康至襄樊黄堡段的公路改道建设，采用以户发包的方式，完成任务。

140 1999年3月 1999 3 县市石油公司挂点扶贫工作队入驻庹家坪村。



141 1999年12月 1999 12 寺坪开通移动电话首个基站，覆盖村部分地区，村内开始出现 BB机和移动电话。

142 2000年1月 2000 1 镇兽医站开始承包村里禽畜防疫工作。

143 2000年3月 2000 3 县统战部扶贫工作队入驻庹家坪村。

144 2000年9月 2000 9 村党支部改选，柳发照担任书记。

145 2001年3月 2001 3 全村实施“退耕还林”工程，首期退耕 1000 亩。

146 2001年8月 2001 8 村组织硬化岗子境内的所有道路。

147 2001年11月 2001 11 村民委员会改选，村党支部书记柳发照兼任村民委员会主任。

148 2001年12月 2001 12 柳发利投资修建南河钢木大桥。

149 2002年9月 2002 9 通过多年的转、招、辞、退，村小学所有民办教师安置到位。

150 2002年10月 2002 10 天池坡村民小组并到庹家坪村民小组，组建成第四村民小组。

151 2002年12月 2002 12
国家取消“三提五统”、教育集资、屠宰税，取消农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下调农特两税
税率，庹家坪村民的负担大大减轻。

152 2003年3月 2003 3
村开始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及配套改革。村成立抗击非典工作小组，组织开展非典的排查、预
防、上报等日常工作。

153 2003年6月 2003 6 三万活动维修一组堰塘，新修灌渠，方便农户农田灌溉。



154 2003年9月 2003 9 村组织劳力硬化庹家坪至黄家坪的道路，至此“一大环、两小环”的交通格局基本形成。

155 2004年4月 2004 4 村按上级统一部署进行新一轮土地确权。

156 2004年9月 2004 9
因生源减少，全镇调整学校布局，村小学并到庹家完全小学，学校动产随学生走，不动产交
村保管处理。

157 2004年12月 2004 12 国家税费改革，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全免。自此，庹家坪村民实现了“零负担”。

158 2005年1月 2005 1 通过多次的税费改革，境内农业生产实现“零税收”。

159 2005年9月 2005 9 村里开通电信互联网，农户开始使用互联网。

160 2005年12月 2005 12 村开始宣传新型合作医疗政策。

161 2006年9月 2006 9 村投资 15 万元建成多功能村民委员会办公楼，办公条件根本好转。

162 2006年12月 2006 12 村组织征收 2007 年新农合参保费用。

163 2007年3月 2007 3 村开始落实特困村民最低生活保障，困难村民均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

164 2007年5月 2007 5 湖北省圭萃园农林股份有限公司来村挂点，办公地设在五组。

165 2007年12月 2007 12 村新农合参保率达 100％。

166 2008年5月 2008 5 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村内均有震感。



167 2008年12月 2008 12 一场大范围降雪，致使境内大部分外出务工人员滞留他乡不能回家过年。

168 2009年3月 2009 3 村新建、改造人畜饮水工程，安全饮水覆盖率达 98％以上。

169 2009年12月 2009 12 村党支部组织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170 2010年1月 2010 1 村启动社会养老保险，村民参保率达 90％。

171 2010年3月 2010 3 村启动南河“渡改桥”工程，年底竣工，“一主一副”“一大环三小环”的交通网络形成。

172 2010年12月 2010 12
村党支部开展“五基本”建设，提高了党支部的战斗力，提高了党庹家坪村志员干部的服务
水平。

173 2011年1月 2011 1 村启动“六五”普法教育。

174 2011年12月 2011 12 村投资 3 万元，组织人力清淤维修西岭的堰塘，清淤后库容增加，灌溉能力提高。

175 2012年2月 2012 2

庹家坪村喜获诸多殊荣：村集体被县政府授予“保康县生态村”称号；被县委、县政府授予
“蔬菜产业大村”“十佳特色产业大村”称号；村民兵连被县委、县政府、县人武步授予“
先进民兵连”称号；村蔬菜产业、计划生育工作均被寺坪镇委员会、寺坪镇政府授予“先进
单位”称号。

176 2012年3月 2012 3 荆芥公司扶贫工作队在村挂点，帮助进行新村建设。

177 2013年5月 2013 5 村民张忠波个人出资开办村内首个业余文化广场。

178 2013年9月 2013 9 柳其亮、曾云夫妇因违背计划生育政策被双双开除党籍。

179 2013年12月 2013 12
中共湖北省委组织第三轮“三万”活动。庹家坪村民迎接“万名干部进万村洁万家”活动进
村。



180 2014年3月 2014 3 省扶贫办在村挂点。村启动冬暖式蔬菜大棚规模扩展工程。

181 2014年9月 2014 9 村启动“五保”集体供养点建设，投资 50 余万元，预计 2015 年“五保”户入住

182 2014年12月 2014 12
在省扶贫办的支持下，通往天池坡的两条公路开通，消除了村内自然村落通路盲点。中共湖
北省委组织第四轮“三万”活动。庹家坪村民迎接“万名干部进万村惠万民”活动进村。

183 2015年10月 2015 10 村委会制定 “精准扶贫 ”方案， “精准扶贫 ”工作拉开大幕。

184 2015年11月 2015 11 村建成“五保”集中供养点，11 名“五保”人员入住。

185 2015年12月 2015 12 村志编纂委员会成立，村党支部书记任主任。

186 2016年3月 2016 3 天池坡通组公路5公里修成，方便村民出行，解决行路难问题。

187 2017年 2017 当年，新修一、二组产业路8公里，扩修茶园100亩，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188 2018年3月 2018 3 小龙水改造，新修一、二、三、五、七组沟渠，配套泵站。

189 2019年3月 2019 3 维修三组万家沟沟渠。

190 2019年10月 2019 10 维修一组杨桥沟沟渠，保障30余户住房和农田安全。

191 2020年1月23日 2020 1 23
庹家坪村村支两委召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工作会议,全面启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

192 2020年1月26日 2020 1 26
下午封锁全村主干道，村干部在各卡点值班值守，实行严格管控制度，对外出人员进行劝
返，确需外出的人员量好体温，登记在册。



193 2020年2月6日 2020 2 6 庹家坪村组织志愿者代购，给辖区农户配送生活必需物资。

194 2020年2月13日 2020 2 13 庹家坪村村民为保康县人民医院捐赠时令蔬菜1.5吨。

195 2020年2月20日 2020 2 20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挥长郄英才前往庹家坪村就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进行暗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