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老街村大事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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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 5
汉南公会决定“南保兴宜县”政府撤消，米栋担任保康县人民政府县长，南漳县的重阳、马良
、店垭划归保康县管辖，县政府设马良街，老街随重、马、店的撤并，归保康县店垭乡管辖。

2 1949年7月 1949 7 保康县政府迁至重阳朱家湾，店垭设区，老街归属保康县店垭区。

3 1949年10月 1949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老街群众踊跃到店垭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集合。

4 1949年11月 1949 11
老街成立农民协会，王君禄任农会主席，筹备成立老街乡政府，李登周任乡长，付乡长赵忠
俊、王作山，朱长成任农会主席。

5 1950年1月 1950 1
保康县政府迁至保康城，店垭设第六区，赵培常任区长，张光合任副区长，建立老街第一乡
政府，驻地为店垭十字街，马自敏老屋。

6 1950年4月 1950 4 老街乡全面落实保康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贯彻的减租减息政策。

7 1950年5月 1950 5 乡内遭受严重虫灾虫害，农作物及林中野草被网虫蚕食，导致人民严重缺粮。

8 1950年10月 1950 10 动员青年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老街胡明亮、马良君、赵明德参加。

9 1950年12月 1950 12 土地改革工作队进乡，开展打土豪分田地，使“耕者有田”成立民兵组织，维护生活稳定。

10 1951年1月 1951 1 土地改革实施，4月结束。

11 1951年2月 1951 2 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地主、富农财产分给贫苦农民。

12 1951年9月 1951 9 土改复查，肯定土地改革成绩，纠正错误。



13 1952年3月 1952 3 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乡政府向农民宣传法律知识，提倡妇女当家做主。

14 1952年5月 1952 5 县人民政府给农民正式颁发《土地使用证》，土地归私有。

15 1952年7月 1952 7
集中发展党员，成立临时党小组。李登周、朱常成、王作山、张运菊、赵忠俊加入中国共产
党。

16 1953年2月 1953 2 互助合作运动开展，分得土地的农民组成互助组发展生产，老街成立8个互助组。

17 1953年6月 1953 6 乡政府响应县委号召，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支援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

18 1953年8月 1953 8 响应公私合营政策，老街乡政府所有私营店铺归政府管理，统一经营。

19 1953年11月 1953 11 贯彻落实政府对粮、棉、油、猪肉统购统销政策，农民向国家缴纳爱国粮油。

20 1954年6月 1954 6 互助组转为初级社。

21 1954年7月 1954 7 保康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

22 1954年7月 1954 7 境内开始使用新人民币（第一套人民币1953年版）。

23 1954年7月 1954 7 初级社全面完成山林、土地及农具登记工作。

24 1954年7月 1954 7 李登凤加入中国共产党。

25 1954年8月10日 1954 8 10 天降冰雹，老街大多耕地受灾严重。

26 1956年1月 1956 1
乡政府组织学习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决议》，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生
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实行统一经营，按劳分配。

27 1956年5月 1956 5 中共保康县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支部书记王作山代表老街参加会议。

28 1956年7月11日 1956 7 11 狂风暴雨冰雹突降，林中树木连根拔起，老街数亩粮田和多户房屋受损。



29 1956年11月 1956 11 撤销乡政府，重新划归区域编制，老街成立两个高级社（勤丰一社）。

30 1957年5月 1957 5 开始向社会宣传实行生育政策，鼓励多胎生育。

31 1957年6月 1957 6 动员大办水利建设，高级社调劳动力到歇马大龙潭和马良鸡冠河建筑工地参加建设劳动。

32 1957年10月 1957 10
开展三治（治山、治水、治土）运动，高级社掀起旱改水，坡改梯，挖“青年堰塘”的高
潮，老街旱改水110亩，挖“青年堰”两处，其它堰塘36口。

33 1958年1月 1958 1
县政府召开第一届二次会议，号召党员群众“反对右派保守”，掀起大跃进高潮，成立人民
公社，高级社改为人民公社。老街为老街公社第一生产队大队。

34 1958年2月 1958 2
老街以颜家湾、李家包、宋家老屋、对面坡、作屋坡、溪沟等为工地开展旱改水。共改“望
天收”水田100多亩。

35 1958年5月 1958 5
大队贯彻县政府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精神，落实八大二次会议，“鼓足干劲、力争上
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36 1958年7月 1958 7
县委发文《加强领导，办好食堂，巩固人民公社》大队各生产小队都办食堂，所有男女老少
都到食堂吃饭。

37 1958年9月26日 1958 9 26
红土湾炼铁进入高潮，《湖北日报》报到“保康炼铁放卫星”，全县投资7万人，建钢铁
14700部，日产铁一百吨（浮夸产量）。反映当时炼铁场景。

38 1958年9月 1958 9
全国大办钢铁，店垭境内所有生产大队集中到新街红土湾和徐家堰建土炉炼钢铁，红土湾共
建100多处，徐家堰建40多处，炼钢铁热火朝天。大队组织专班砍伐古木用土窑烧炭。数百
人肩挑背驼运送木炭供应炼铁所需木炭，一切服务大办钢铁，淡化秋收。

39 1958年10月 1958 10
大队开展扫盲教育活动，老街大队在多处办识字班，动员妇女学文化，鼓励妇女积极参加生
活活动，提倡男女平等。

40 1959年4月 1959 4 公社食堂停止，炼钢铁停产，社员回生产队开展生产自救。

41 1959年6月 1959 6 天大旱百日，大队粮食欠收，损失惨重，社员普遍饮水困难。

42 1959年7月 1959 7 由于虚报浮夸，饥饿开始，大队干部冒险给社员发少量粮食，挽救生命，效果不明显。

43 1960年2月 1960 2 县委组织工作队进入大队开展“反五风”运动。



44 1960年5月 1960 5 杨承贵加入中国共产党。

45 1960年6月 1960 6 康德三加入中国共产党。

46 1961年4月 1961 4
老街大队在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贯彻《人民公社十二条》实行三级所有，纠正“一平二
调”错误，反对平均主义的政策指导下，生产步入正规。

47 1961年11月 1961 11
落实党在农村政策，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给划自留山、自留地，允许社员开垦小块耕
地，发展家庭养殖业和手工业。大队实行按劳计酬，按工分分口粮。

48 1962年10月 1962 10 店垭第六区撤销并入马良区，店垭分为老街、杨树、万寿三个公社。

49 1962年12月 1962 12 县农村工作队进入老街。花栎树林大队宣传“社会主义教育”实施方案（简称“社教”）。

50 1963年2月 1963 2
“社教”正式开始，进行整风、整社、社教和“小四清”工作。大小生产队派专班配合“清
账目、清仓库、清工分”对大小队长、会计、出纳进行“四查”清理。

51 1963年8月 1963 8
“小四清”提高到政治斗争上来。变“小四清”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
、清思想”。大队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进行管制，大队干部人人过关。

52 1963年11月 1963 11
大小生产队开展学雷锋活动，社员克己奉公、助人为乐的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多个进步青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53 1964年2月 1964 2
第二批社教工作队进驻大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清理经济问题，对账目，款项不清的大小
队干部办学习班整顿。

54 1964年3月 1964 3
选举康德三任老街村大队支部书记，朱昌成退位让贤。王作山任大队长，张春华任副大队
长，杨承贵任副大队长，彭永佩任会计，孙德财任财经委员。

55 1964年9月 1964 9 开展第二次人口普查。

56 1964年10月 1964 10 大队组织劳动力进入盘龙扁洞河工段修公路。老街30人 ，花栎树林30人参加公路建设。

57 1965年1月 1965 1
大队贯彻“国务院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和“湖北省度量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各户
废除“老八尺”、“十六两制”秤、和“升、斗、担”计物，采用市尺、市秤。大小生产队
取消“歇”“天牛”，采用市亩。



58 1965年3月17日 1965 3 17
通往歇马、马良、重阳的保南公路段在全县各方面支持和社员艰苦奋战后正式通车。大队劳
动力撤回到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

59 1965年6月 1965 6
响应公社号召，发展多种生产经营，大队聘请外地技术人员，向社员传授黑、白木耳生产技
术，各生产对建白木耳棚发展木耳产业。

60 1965年10月 1965 10 大队上劳动力参加保宜公路店垭段工程建设，实行分段施工。

61 1966年9月 1966 9
大队成立红卫兵组织，组织青年文艺队，题材为“革命样板戏”等群众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
。

62 1966年10月 1966 10
红卫兵在全大队“破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搜旧书、砸石碑、砸墓碑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揪斗大队老干部。

63 1967年3月 1967 3
全面推行“大寨式”评工记分法，评政治工分，根据社员自评和互评确定每天工分，每半年
或一年评一次。个人表现纳入年度奖惩。

64 1967年 1967
当年，大队始终坚持以积极斗争为纲，长期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进行训话，
批斗和管制。

65 1968年4月 1968 4
大队成立“三结合委员会”（党政军三结合），大队委员成员“靠边站”，由造反派凑成大
队成员班。

66 1968年5月 1968 5 大队基干民兵设置“哨基地”和“放哨岗”。

67 1969年2月 1969 2
贫宜队驻进大队学校，大队贫协会直接参与安排学校教学工作，公办教师回原籍接收贫下中
农再教育。

68 1969年3月 1969 3 推行大队合作医疗制度，看病全年只交5分钱。

69 1969年3月 1969 3
大队开展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高潮，毛主席语录为“最
高指示”，全体社员都要学习与遵行。

70 1969年12月 1969 12 大队领导班子恢复职位职权，原班子成员接着工作。

71 1970年10月 1970 10 大队实行耕作制度改革，大队推广“麦苞两熟”和“洋苞两熟”种作方式。

72 1971年7月 1971 7 发生罕见洪涝灾害，倾盆大雨持续16小时，导致部分窝田种冲田绝收。

73 1971年10月 1971 10 开展“批修整风”运动，由大队支部组织召开批修整风为内容的群众大会。



74 1971年11月 1971 11 大队成立治安保卫委员会。

75 1972年2月 1972 2
广泛开展“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家家门口竖旗杆，挂“三忠于”红旗，社员每天要
在毛主席像前早前示，晚汇报。

76 1972年4月 1972 4
天大旱，100多天无雨，大队粮食大幅度减产，是1930年以来干旱发生最早、受旱面积最大
的旱灾，群众生活靠公社从外地调粮食供应。

77 1973年2月 1973 2 大队组织劳动力到马良水田畈修建水库工程。

78 1973年6月27日 1973 6 27 大队境内普降冰雹，成片农作物严重受灾，大队党支部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

79 1974年1月 1974 1 开始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80 1974年9月 1974 9 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以大寨为榜样，组织劳力大干100天，在一组共改大寨田60亩。

81 1975年4月 1975 4 撤区并社，店垭公社驻地设新街集镇。

82 1975年8月4-9日 1975 8 4
保康发生特大暴雨，山洪导致县城瘫痪，清溪河道严重受损，大队派20多名青壮年劳动力参
加抢险。

83 1975年12月 1975 12 大队再次掀起农业学大寨活动，在集镇边沿的对面坡和作屋坡改梯田35亩。

84 1975年 1975 当年，大队组织常年专班参加杨树大畈水库建设，春秋两次突击。

85 1976年2月 1976 2 组织劳动力到老龙洞修发电站和突击修杨树大畈水库，配套大灌渠。

86 1976年7月 1976 7 大办社队企业。

87 1976年12月 1976 12
开展“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活动，大队在县工作队指导下“割资本主义尾巴”，
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88 1977年10月 1977 10
在1970年耕作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再次大力推广“麦苞两熟”种植和普遍使用杂交粮种，广
种“试验田”。

89 1977年12月 1977 12
狠抓农田建设不放松，在小溪沟改梯田40亩，大擂鼓台改梯田25亩，花栎树林大队在江家杠
改“五大块”梯田30亩，为来年粮食增产奠定基础。



90 1978年1月 1978 1
大队组织劳动力，在一队柿子树坡和刘家湾改梯田30亩，花栎树林大队在六队袁家屋后改梯
田25亩。

91 1978年6月 1978 6 取消“队为基础”的核算单位，实行大队核算。

92 1978年10月 1978 10 大队组织专班突击队参加马良化肥厂建设。

93 1978年11月 1978 11 康德三当选为中共保康县第四届代表大会代表。

94 1979年2月 1979 2 栎树林向顺新、赵仁志、王树刚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

95 1979年4月 1979 4
大队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认真开展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公社工作队进大队宣传
贯彻责任制，实行“小段包工”。

96 1979年9月 1979 9
大队组织劳动力在三队八桃树湾改梯田35亩，“铁姑娘班”梁金秀、朱正凤加入中国共产党
。

97 1980年3月 1980 3 大队实行联产承包，打破“大锅饭”体制，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98 1980年4月 1980 4 大队联产承包工作基本结束，开展划分责任山，自留地和饲料地工作。

99 1981年3月 1981 3 全面实行联产计划酬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00 1981年11月 1981 11 康德三当选为中共保康胰第五届代表大会代表。

101 1982年4月 1982 4
大队实行“大包干”，包干后，社员在交齐国家的征购任务，留足集体的储备后，剩余粮油
不管多少，都是自己的收益。

102 1982年8月 1982 8
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大力提倡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
只生一个孩子，口号是“提倡一胎、允许二胎、杜绝三胎”。

103 1983年7月 1983 7
处置各生产队的闲置资产，所有小生产队粮食保管室及劳动工具作价卖给农户，所有粮食平
均分给农户。

104 1983年10月 1983 10 大队组织义务工参加保宜公路的碎石铺面建设，人平6方石子任务。

105 1983年 1983 当年，有社员逐步走出家门务工(俗称搞副业)创收。



106 1984年4月29日 1984 4 29 丁学国被选为老街村主任，当年机构改革，原大队改为村委会。

107 1984年6月 1984 6 大队给农户颁发《保康县人民政府土地使用证》和《保康县人民政府山林使用证》。

108 1984年7月 1984 7 集镇以外的部分农户用上照明电。

109 1984年7月25日 1984 7 25 遭特大暴雨袭击，冲垮田坎数十条，毁坏庄稼200多亩。

110 1984年11月 1984 11 康德三当选中共保康县第六届代表大会代表，江啟芝当选保康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11 1984年11月 1984 11 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大突击。

112 1984年 1984
当年，观坪大山顶和栾家坡庹家冲系茶场大队，归并为老街村，茶场大队系1975年成立，书
记唐宗秀、李月茂大队长，朱尚美任妇女主任。

113 1985年1月 1985 1
贯彻《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派购政策，实行议购议销。统购苞谷每
斤9分5厘改为议价，牲猪每斤3角5分改为议价，自愿出售。

114 1985年7月 1985 7
“店垭公社”改为“店垭区”，“老街管理区”设“老街乡”，店垭区辖老街乡、杨树乡、
万寿乡，大队更名为村，老街村归老街乡管辖，花栎树林村归杨树乡管辖。

115 1986年1月 1986 1
开展“一五”普法（1986-1990），村委会成立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开展普及十法一条例，
《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实行）、《民法通则》、《婚姻
法》、《继承法》、《兵役法》、《经济合同法》、《森林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116 1986年4月 1986 4 公安机关对16周岁以上村民颁发第一代《居民身份证》。

117 1987年 1987 当年，村组织义务工，定标定工鼓励农户修入组入户公路，以方便人民出行。

118 1988年3月 1988 3
花栎树林村选举产生新一届支部委员会，向和全任书记，王大坤任副书记，李长茂、马大华
任委员。老街村换届选举，康德三任书记，丁学国任村主任，胡宗保任村会计，宋均贵任村
治调主任，刘天菊任计生主任。

119 1989年1月 1989 1 老街村、花栎树林村均大力推广良种良法种植、新品种新方法获得群众认可。



120 1989年2月 1989 2 空降暴雪，积雪尺余，村民一个多星期宅家不能出行。

121 1989年11月 1989 11 响应政府号召，掀起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花栎树林村在六组小冲子改梯田25亩。

122 1990年3月 1990 3 开展第四次人口普查工作。

123 1990年3月 1990 3 店垭镇召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村书记、主任和人大代表参与选举。

124 1990年10月 1990 10 花栎树林村在碾子埫和袁家扁改梯田50亩。

125 1991年1月 1991 1
“二五”普法（1991-1995）教育开始，老街村、花栎树林村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开展普法教
育。

126 1991年3月 1991 3 恢复了停办10多年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店垭镇卫生院在黄坪办试点。

127 1991年6月 1991 6
老街村与花栎树林村均同时出动大批劳动力参加保宜公路扩修，保宜公路由原来的5米宽扩
修为9米宽。

128 1992年8月 1992 8 店垭镇福利院建成，地址庹家冲，部分“五保户”入住福利院。

129 1993年5月 1993 5 店垭镇牵头，建起电视差转战，老街、华栎树林全境可直接收到中央电视台。

130 1993年7月 1993 7 保宜公路店垭段开始铺柏油路，村民投义务工砸石子当铺路工料。

131 1993年11月 1993 11
老街村选举产生村支两委班子，丁学国任支部书记，彭大福任村主任。胡宗保任会计，宋均
贵任治调主任，刘天菊任妇女主任。

132 1994年7月 1994 7 全镇启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老街村和华栎树林村同时动工，完善村级小学校舍建设。

133 1994年10月 1994 10 镇政府组织全镇劳力，到老街村西沟挖茶山。

134 1995年1月 1995 1 老街村集资建校。

135 1995年10月 1995 10 镇政府组织全镇劳力，老街村派劳力到望粮山开挖茶山。



136 1996年1月 1996 1 实行联防联户。

137 1996年11月 1996 11
老街村选举产生村支两委班子，丁学国任支部书记，彭大福任村主任。冯祖明任会计，宋均
贵任治调主任、刘天菊任妇女主任。

138 1997年1月 1997 1 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

139 1997年3月 1997 3 给农户发放《农民负担监督卡》，农民“三提五统”按保发文件规定“一定三年不变”。

140 1998年10月 1998 10 省教委组织对店垭镇扫盲工作验收，老街村、花栎树林村顺利通过验收，达到合格水平。

141 1999年2月 1999 2 财政部门把罚没收入纳入税费管理。

142 1999年7月 1999 7 店垭镇关闭农村合作基金会，成立合作基金接管中心，实行“村账站管”。

143 1999年12月 1999 12
老街村换届选举，丁学国任书记，鄢明庆任村主任，冯祖明任支部组织委员兼村会计，宋均
贵任村治调主任，唐宗菊任计生主任。

144 2000年1月 2000 1 实行争创十星级文明评选。

145 2000年3月 2000 3 进一步加强村级税务管理，成立税管会，成员有丁学国、鄢明庆、冯祖明。

146 2000年3月 2000 3 规范村帐站审，每季度最后一个月30日村帐到乡镇经管站统一审。

147 2000年5月 2000 5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148 2001年1月 2001 1 实行退耕还林，老街完成280亩退耕还林。

149 2002年3月 2002 3
老街村与花栎树林村合并，由14个村民小组合并为7个村民小组。村支两委换届选举产生丁
学国任书记，鄢明庆任主任，冯祖明任组织委员兼会计，王大祥任纪检委员和宣传委员兼治
调，宋均建任计生主任。



150 2002年3月 2002 3

在老街村二组集镇边，靠保宜公路投资3万元做仔猪交易市场。每年收租1万元。后街村民自
发组织道路，村投资1.5万元水泥款，村民自投工，集资买沙。村落实国家税费改革政策，
取消村民“三提五统”，保留农业税，村干部工资实行“转移支付”，由财政负担，同时推
行村组建设“一事一议”。丁学国当选县人大代表。

151 2004年 2004
当年，村落实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特产税和屠宰税政策，村民负担大大减轻。老村委会拆
除，平整村委会地基。

152 2005年11月 2005 11
村支两委选举，丁学国当选村书记；王大祥为支部委员纪检、宣传委员；冯祖明为支部组织
委员。鄢明庆当选为村主任；冯祖明为会计；宋均建为计生主任，王大祥为治调主任，李正
芳为村委会委员，妇代会主任。

153 2005年 2005
当年，四组至天星公路硬化，这是村组第一条硬化公路，老街片从东岩神龙交界至新街泌水
洞，全长2公里；新村委会大楼建成，一楼是大会议室，可容纳1500人开会，二楼是办公场
所。总投资202638元。

154 2006年 2006
当年，整村推进，2公里公里硬化完善，18公里砂石路公路完善，解决人蓄饮水建水池3个，
新发展茶园300亩。

155 2007年10月 2007 10 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

156 2007年 2007 当年，拆除老茶厂，新建老茶厂总投资781059.96元。

157 2008年11月 2008 11
村支两委选举，支部丁学国任书记；王大祥任支部宣传纪检委员；冯祖明为支部组织委员。
村委王大任村主任兼治调，冯祖明任会计，李正芳任计生、妇代会主任。

158 2008年 2008
当年，茶场完善，安装变压器投资11万元，房屋出租每年5万元，以后每年在原来基础上增
加1万元。

159 2009年 2009
当年，建三仙堂茶园300亩：市烟草公司投资10万元，土地整改完成茶园整治，全体党员参
加种植。

160 2010年1月1日 2010 1 1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161 2010年 2010 当年，宋承渭在将军破建300亩核桃园。

162 2011年11月 2011 11
老街村换届选举：丁学国任书记；王大祥任纪检宣传委员；李正芳任组织委员。村委：王大
祥任主任，宋万涛任会计，李正芳任计生、妇代会主任。



163 2011年 2011 当年，在二组建新农村平地基；老街村组建腰鼓队，“七.一”文艺汇演。

164 2012年 2012
当年，硬化一组公路：朱宗文屋旁到张春华长2.5公里；三组酒店维修，投资62.92047万元
。

165 2013年 2013
当年，在大山顶做600平方米安置房，方便无房居住临时救助，投资13.2161万元。在五组做
一个烤烟炉，投资3.69万元。修1、2、3组公路9.8公里。投资162.41万元。为店垭小学征地
。

166 2014年11月 2014 11
换届选举，丁学国连任书记，宋万涛任主任，李正芳连任计生委员，马鸿任会计，徐顺兴任
治调主任。

167 2014年 2014 当年，在二组安置点上修水池一个，花费8万元。

168 2015年8月 2015 8 丁学国离职，宋万涛主持工作。

169 2015年 2015
当年，在陈明楚门前修广场，投资50万元。在五组修水池400立方米一个，投资78000元。保
宜公路栾家坡至集镇路灯安装32盏，投资11.2万元。完成进一步土地确权。维修堰塘三组两
个。硬化五组公路。

170 2016年 2016
当年，村委会搬迁到加油站对面，原威杰茶场改为村委会。在王代国门前安置一个村标。12
户异地搬迁完工入住。

171 2017年 2017
当年，老街村安置点完工，12月11日入住28户。5、6、7组公路硬化6.15公里，五组从神龙
交界到李长茂；六组保宜公路到马家老屋；七组保宜公路至大渠。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

172 2018年11月 2018 11 换届选举，王大坤担任老街村书记，刘萍、李祖镜、李正芳当选村支委，马鸿任会计。

173 2018年12月 2018 12 完成第四次经济普查。

174 2019年 2019 当年，全村缺水地方实行自来水安装。2预防非洲猪瘟。

175 2020年 2020 当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开展新冠疫情防控；村级公路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