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杨树垭村大事记（1949年-2020年）

事件序号 事件时间
事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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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时间
（月）

事件时间
（日）

描述

1 1949年9月 1949 9
杨树垭建立农民协会组织，李远珍为农会主任，刘定常、刘国胜、张征仁、王大楷、吴林勤
、严绍义、周明达、赵光喜、范延兴为各自然村的农会组长。同时建立妇代会组织，唐明秀
任妇代会主任。

2 1950年5月 1950 5

杨树垭、锅厂和徐家堰三村合为杨树乡，乡政府设在今杨树垭村四组的新街（现大畈水库坝
外沟左岸上）。乡长陈和炳，财粮委员詹金题，乡主席肖民良，农会主席但兆林。 同年土
改工作队进村，由董泽良、刘子才等工作队员，组织培训专班，对村内的山林、土地情况和
各户人家的贫富情况，进行调查摸底。

3 1951年3月 1951 3
成立以刘子才、周明化、严绍恒和各自然村农会组长为主的专班，对全村各户的山林、土
地，分别进行实地察看，估量山林面积，丈量耕地，然后以自然村为单位汇总，并算出山林
、土地的人均数。

4 1951年8月 1951 8
杨树垭进行土地改革，由农会干部随行主持，经过培训的专班具体操作。按自然村人均应有
的山林、土地数，以就近连片的原则，用当面实地指认的方法分配到全村各户，并当面登记
各农户耕地各块的坐落、名称和四界。

5 1952年12月 1952 12
李和玉、陈和炳、陈助友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杨树垭村党支部，李和玉任支部书
记，隶属杨树乡党总支管辖。

6 1953年2月 1953 2
杨树乡小学从新街乡政府对门迁到现杨树垭五组杨家坡，利用原大地主艾治臣（又称艾老
二）的16间大瓦房作校舍。

7 1954年5月 1954 5
齐昌云在杨树垭新街上开办一个“代销店”，为店垭供销合作社代销售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如食盐、煤油、针线火柴、糖果副食等。同时代收一些山货、药材、皮毛等给当地百姓带来
一定方便。

8 1955年2月 1955 2
村一组大山坡的彭方金、徐顺炳合伙在杨树垭新街上开办了一个裁缝铺，杨树垭首次有了私
营店铺。

9 1956年9月 1956 9

初级农业合作社转为高级农业合作社，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及其家属一律入社。社员除
房屋家具归私人外，山林、土地都无偿入社，犁耙等大型农具交归集体所有。耕牛牲口归集
体所有，分派喂养。实行以社为单位，进行经济核算，社员劳动评工记分，按劳动工分分配
现金和实物。



10 1958年3月 1958 3 杨树人民公社成立，下辖七个大队。

11 1959年4月 1959 4 积极开展生产自救。

12 1960年2月1日 1960 2 1 杨树垭村的历史上第一次看电影。

13 1963年6月 1963 6
杨树乡代销店挂上“杨树乡供销合作社”的牌子，进购的有“666粉”杀虫农药，正赶上水
稻网虫发作之时，连服三剂保平安。这年全大队粮食总产量达247005公斤，人平274.05公斤
。

14 1964年2月 1964 2 连续两年粮食增产，集体经济收入走势逐步看好。全大队有16户破土动工拆草房盖瓦屋。

15 1966年10月 1966 10
开始“农业学大寨”。各生产队利用冬闲，集中劳动力改坡田为梯田，并将小块并为大田，
放炮炸石砌坎子，小弯改直，急拐改圆，有水源的改成水田。当年一冬，全大队共造“大寨
田”100多亩。

16 1968年3月 1968 3
从外地引进“珍珠矮”稻种和“宜单２号”包谷种，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耐肥、防病虫、抗倒
伏。

17 1969年4月 1969 4 大队支部认真落实中共“九大”会议精神，号召各生产队大力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

18 1969年5月 1969 5
全县大力兴办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生诊治，半价取药。同时每个生产队培训一名“赤脚医
生”，以应付日常劳动、生活中出现的小病、小伤。

19 1970年3月 1970 3
县茶办的张纪春在杨树垭五生产队驻队，种茶约2.5亩，这是杨树管理区的第一块茶园。自
此，种茶在杨树垭村推广开来。

20 1974年8月 1974 8
杨树垭成立大畈水库工程指挥部，余祖惠为工程指挥长，冯祖明为副指挥长，指挥部设在杨
树垭新街上。

21 1974年9月 1974 9 全县各区来修大畈水库的民兵大军进驻杨树垭一、四、五、六各生产队社员家。

22 1983年6月 1983 6
进一步完善“大包干”实行土地联产责任承包，全大队256户1247人，共承包土地2103亩，
集体与农户签定合同，县政府发给农户责任田、责任山使用证书。

23 1987年9月 1987 9 店垭撤区建镇，同时撤销万寿、老街、杨树乡三个行政机构，行政村为镇政府直辖管理。

24 1987年11月 1987 11
杨树垭村第一次实行换届选举。新一届村党支部书记杨广金，支部委员李和国、江明凤、赵
忠国。村委会主任赵忠国，村委会委员吴永成、李和国、江明凤。



25 1994年7月 1994 7
杨树垭村委会主任参加镇政府在观坪村召开的“集资建校，全面开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
现场会，启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程。

26 1998年5月 1998 5
店垭镇电信与邮政分离门户，杨树垭村建成联通机站一座，村内有32户购置“村村通”固话
机，开通使用。

27 2000年4月 2000 4
国家出台惠农政策。杨树垭村民享受到粮食直接资金补贴、农资综合直补、水稻、包谷、小
麦、油菜等良种补贴等。

28 2000年11月 2000 11 农村实行新型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全村316户，已入新农合258户，达到81.6%。

29 2006年1月1日 2006 1 1 国务院宣布取消农业税。

30 2007年1月 2007 1
村委会办公楼及文化广场竣工。办公楼五大间，上下两层，集党员群众服务中心、警务
46米，宽22米，总面积1012平方米。

31 2007年6月 2007 6 村委会组织召开村民大会。邀请店垭镇领导作“整体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动员报告。

32 2007年8月 2007 8
开始对村内的“绿荫路”、“西流水路”、“林海路”和“天湖”四条村组干道进行水泥面
硬化，总投资340万元。

33 2008年1月 2008 1 保康至店垭的客运班车延至杨树垭村委会处，杨树垭村首次通了班车。

34 2010年10月 2010 10 国家出台了养老保险政策，杨树垭村村民积极响应，踊跃参保，村民参保率达90%以上。

35 2011年5月 2011 5 通讯宽带入境，开通了杨树垭村互联网，村内开设有十几个端口。

36 2015年1月 2015 1 启动实施“精准扶贫”政策。

37 2015年8月 2015 8
扶贫工作队入住本村，通过建档立卡，杨树垭村共确定贫困户103户，贫困人口308人。同时
制定包括产业发展、教育帮扶、医疗救助、易地搬迁、兜底保障、就业创业、小额信贷、安
全饮水等一系列帮扶措施。

38 2016年 2016
当年，全面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全村有13户进行了分散安置房建设，并于当年全部搬迁
入住，安置44人。当年全村贫困户共享受产业扶贫奖补资金33.8万元。兜底保障27人，医疗
救助32人，就业培训100人。



39 2017年1月 2017 1
继续开展“精准扶贫”工作，选址新建集中安置点一处，共安置贫困13户,34人，当年全村
贫困户共享受产业扶贫奖补资金21.58万元，教育帮扶 23人，医疗救助39人，兜底保障27人
。

40 2017年10月 2017 10 启动村主干道扩修工程。

41 2018年1月 2018 1
继续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当年全村贫困户共享受产业扶贫奖补资金37.3万元，教育帮扶 
39人次，医疗救助95人次，兜底保障27人。投资100余万元新建4个水塔，铺设管网8000多
米，安装智能水表100余个，完善了供水设备，收益农户200余户。

42 2018年3月 2018 3 村主干道扩修工程完工，总投资33万元。

43 2018年8月 2018 8 实施了窄路加宽硬化工程，总投资80余万元。

44 2018年12月 2018 12 杨树垭村所有贫困户顺利脱贫摘帽。

45 2019年2月 2019 2 投资200万元完成了进村主干道5公里公路刷黑工程，村内第一条柏油路开通。

46 2019年4月 2019 4 启动标准化茶厂建设工程。

47 2019年 2019
当年，全村贫困户共享受产业扶贫奖补资金22万元。教育帮扶 31人，医疗救助203人，兜底
保障27人。

48 2020年1月20日 2020 1 20
爆发新冠疫情，杨树垭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全力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同时继续巩固“精准
扶贫”工作，当年全村贫困户共享受产业扶贫奖补资金24万元。

49 2020年5月 2020 5
茶厂建设完工，总占地3600平米，其中厂房面积950平米，附属房180平米，晾晒场2400多平
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