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刘家坪村大事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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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 1949 10 20 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军区独立团肃清盘踞在后坪区的刘四少残匪。

2 1949年12月23日 1949 12 23
国民党地方军张懿轩、张福山、王胜后在后坪缴械投降，汤池乡（刘家坪村）隶属的后坪区
全境解放。

3 1950年1月 1950 1 后坪区改为金斗区。汤池乡（刘家坪村）依旧隶属金斗区直辖。

4 1950年3月 1950 3 汤池乡减租减息、清匪反霸全面开始。

5 1950年3月 1950 3 汤池乡成立中国新民主义青年团，团长：陈祖林。

6 1950年9月 1950 9 成立汤池乡农协会，第一任农协会主席：周永章。

7 1950年11月 1950 11 县土改工作队进驻汤池乡，至次年五月结束。

8 1951年7月 1951 7 金斗区改称为十一区。汤池乡（刘家坪村）隶属十一区直辖。

9 1951年8月 1951 8 开展土地复查运动，1952年结束。

10 1951年11月 1951 11 开始宣传《婚姻法》。

11 1952年6月 1952 6 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运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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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盗窃国家财物、反盗窃经济情
报）运动。



13 1952年12月 1952 12 开展民主建政工作，发动群众民主选举村干部，鲁开林任汤池乡乡长。

14 1953年1月 1953 1
湖北省第18放映队来县巡回放映电影《政府委员》、《保卫胜利果实》，刘家坪人民第一次
看到电影。

15 1953年7月 1953 7 开展第一次人口普查。

16 1954年7月 1954 7 刘家坪以互助组为基础成立初级合作社。

17 1954年10月 1954 10 开始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结束。

18 1955年3月 1955 3 实行新的货币制度，发行第一套人民币。

19 1955年9月 1955 9 十一区改称为三区，汤池乡改称为胜利二社。

20 1955年9月 1955 9
农村开始实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在正常情况下，一定三年不变，增产不增购，
受害照减。

21 1955年11月 1955 11
贯彻中央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决议》，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化转为高级生产
合作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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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956 3 胜利二社（刘家坪村）出劳力，参加修筑城关至开峰峪路段的公路。

23 1956年5月 1956 5
取消行政区域序号划分称谓，恢复地区称谓，三区改后坪区，辖东流水、油坊街、白果、前
坪、柳簸五个乡，胜利二社属后坪区下属的油坊街乡管辖。

24 1957年5月 1957 5 根据中央精神，开始提倡计划生育。

25 1957年11月 1957 11
开展“三治”：治山、治水、治土，刘家坪劳力80％投入坡改梯、旱改水和修堰、筑坝建设
中。

26 1958年3月 1958 3
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县委提出“大干、快干
、加油干”，“组织一个高潮赶高潮”的群众运动，要求大搞车子化、滑丝化、轻便木道化
。



27 1958年9月 1958 9
全县撤区乡建制，建立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后坪区改为后坪公社，下辖的五个乡改为五个
办事处。

28 1958年10月 1958 10
刘家坪大队社员每晚在每个小队仓库里，办扫盲学习班，突击开展扫盲运动，社员白天劳
动，晚上学习识字。

29 1958年11月 1958 11 刘家坪大队抽排劳力，参加修建馆驿和金盘洞水库。

30 1959年6月 1959 6 连续干旱，农田受灾。

31 1959年9月 1959 9
开展“反右倾、插红旗、拔白旗”运动，部分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批判或斗争，被打成“右倾
机会主义分子”。

32 1959年9月 1959 9 国家对农村财贸机构实行“两放、三统、一包”政策，营业所延伸到公社

33 1960年3月 1960 3 县组织有关部门对刘家坪进行第一次土壤普查。

34 1960年11月 1960 11
开展反“五风”（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工作，对1958年以来因
共产风使社队和农民个人蒙受的损失进行赔付兑现。

35 1961年6月 1961 6
撤销区级公社建制，后坪公社改为后坪区公所，区辖管理区改称为公社，刘家坪大队依旧隶
属于后坪区公所下属的油坊街公社管理

36 1961年8月1日 1961 8 1
开始执行县人委会对精减还乡和下放到生产队的干部、工人以及中学生的粮食供应政策，一
律改为生产队供应。

37 1961年9月 1961 9 刘家坪大队派遣劳力修筑保南公路。

38 1961年11月 1961 11 开展整风运动。

39 1961年11月30日 1961 11 30
县委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四级干部会议，讨论研究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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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1962年7月 1962 7 开展第二次精简工作，除精简干部以外，压缩城镇人口。



41 1963年3月 1963 3 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全国上下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

42 1963年6月 1963 6 开展“五反”（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运动。

43 1963年7月 1963 7 开展文化普查。

44 1963年8月 1963 8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社教），开展“以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为主要内
容的社教运动（简称“小四清”）。

45 1964年2月 1964 2 开展第二批社会主义教育（简称“大四清”），社教工作组进入刘家坪开展教育工作。

46 1964年7月 1964 7 开展第二次全国性人口普查。

47 1965年9月 1965 9 刘家坪开展第三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大四清”。

48 1966年6月 1966 6
全大队群众大学毛主席著作，大造“红海洋”（到处墙壁上都用红油漆书写毛主席语录），
广泛宣传，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49 1966年9月 1966 9 红卫兵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旧习惯）。

50 1968年1月 1968 1 县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坪区革命委员会也随之成立。

51 1969年9月 1969 9 县抽调后坪区民兵赴谷城五山参加襄渝铁路建设，刘家坪大队参加建设，历时半年。

52 1969年10月 1969 10
工人、贫下中农马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贫宣队”）进驻学校，领导学校斗
、批、改。

53 1970年3月 1970 3 县办电影队首次在刘家坪大队放映“白毛女”。

54 1970年9月 1970 9 刘家坪大队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



55 1971年3月 1971 3
全县开展“批修整风”，开展“一打三反”名曰抓革命、促战备、促生产，实则是参加劳动
。

56 1971年7月 1971 7 普及样板戏，大队排演《红灯记》。

57 1972年4月 1972 4 开展玉米杂交选种工作。

58 1972年9月 1972 9 全大队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59 1972年12月 1972 12 推广大寨“火串堆肥法”。

60 1973年11月 1973 11 全县组织人力上马开始修筑朱家厂至观音岩的磷矿公路全长20公里。

61 1974年11月 1974 11 开展“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批判“小生产”，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集市贸易。

62 1975年7月 1975 7
撤区并社，改城关区为清溪河公社，原后坪区管辖的油坊街公社下属的包括刘家坪大队在内
的八个小队，划归清溪河公社管理。

63 1976年8月 1976 8 大办“五·七”教育网，大队办小学，生产队办“育红班”。

64 1976年9月18日 1976 9 18 毛泽东主席逝世，全大队举行纪念活动。

65 1977年3月 1977 3 刘家坪大队抽调民兵，赴马桥修建二级电站。

66 1977年8月 1977 8 恢复学校招生考试制度。

67 1978年5月 1978 5 反右斗争冤假错案甄别平反工作开始进行，次年6月结束。

68 1979年1月14日 1979 1 14
中共清溪河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总结了三年
来全公社工作，就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
展农、工、副业生产，进行了深入研究，做出了相应部署。



69 1980年9月 1980 9 开始地名普查工作。

70 1980年5月 1980 5
共青团县委、县教育局联合发出通知，决定把六、七两个月定为全县青少年“文明礼貌活动
月”。

71 1981年9月 1981 9

开始试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完成“大包干”，即土地联产到户的合同制度，集体不再
包揽分配。根据合同规定，完成征购、农业税、和上交费用外，其余收获全归自己。承包农
户158户，占全村农户100％。承包期15年不变，国家与农户签订承包合同，发放山林、土地
使用证书。

72 1981年9月 1981 9 贫下中农协会更名为农会

73 1982年7月 1982 7 开展第三次人口普查。

74 1982年11月 1982 11 纺织品全部敞开供应，取消凭票购买的规定。

75 1983年1月1日 1983 1 1 以农村为重点的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开始。

76 1983年9月 1983 9 对棉布实行免票敞开供应。

77 1984年4月 1984 4
进行体制改革，清溪河公社除原辖韩家湾、板仓河划归黄堡镇外，其余都并入城关镇；城关
镇辖土门、堰塘、油坊街三个乡和城郊办事处；刘家坪大队改称为刘家坪村，依旧隶属油坊
街乡管辖。

78 1984年5月 1984 5 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79 1985年1月 1985 1 工业、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80 1985年3月 1985 3 国家调整购销政策：粮油由派购改为合同订购；取消牲猪派购任务，实行指导性议购议销。

81 1986年11月 1986 11 开始实施“一五”普法教育



82 1987年7月 1987 7 村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党支部书记刘帮银任组长。

83 1987年11月 1987 11
撤掉乡级设置，镇辖管理区和办事处。管理区辖村，街道办事处辖居委会。油坊街乡改称为
油坊街管理区，刘家坪村依旧属于油坊街管理区管辖。

84 1988年9月 1988 9 开展创建文明村活动。

85 1989年9月 1989 9
开展“两清”（清查制造动乱、参与暴乱的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刑事犯罪分子；清理党员、干
部在动乱和暴乱期间的思想影响）

86 1989年11月 1989 11 开通DD14、DD16长途对端设备，用户可直拨全国629个大中城市市话用户。

87 1990年6月 1990 6 建立村级植保服务队。

88 1990年9月 1990 9 进行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

89 1991年12月 1991 12 开始实施“二五”普法。

90 1992年2月 1992 2
工业企业改革，破“三铁”（铁工资、铁交椅、铁饭碗）；商贸企业改革，实行“四放开”
（经营、物价、用工、分配）。

91 1993年1月 1993 1 县无限寻呼系统开通。

92 1994年1月 1994 1 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始住房制度改革

93 1995年1月 1995 1 配合公安开展打击“黄、赌、毒”战役，历时一个月。

94 1995年11月 1995 11 25
城关开通万门程控电话，长、市、农话合一，电话号码由6位升至7位，电话网进入襄樊市扩
大本地网，统一使用区号0710.

95 1997年9月 1997 9 从朱家厂转播塔拉闭路线上来，村民们能看到12套电视节目。



96 1998年11月 1998 11 实施“天保工程”，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工作启动。

97 1999年3月 1999 3 启动“法律进万家”活动。

98 1999年4月 1999 4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99 2000年7月 2000 7
城关镇政府对全镇行政事业单位单位财务实行零户统管。镇成立零户统管会计工作站，镇统
管全镇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工作。刘家坪村财务也实行零户统管。

100 2000年10月 2000 10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101 2001年1月 2001 1 开始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102 2001年12月 2001 12 开展实施“四五普法”教育。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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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税大幅度下调，逐步取消统一
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特产税收政策，农民负担比改革前下降17.6％。

104 2002年12月 2002 12 26 撤销油坊街管理区行政机构，刘家坪村属城关镇直辖，原来的六个村组合并为三个组。

105 2003年11月 2003 11 开展毒鼠强专项治理。

106 2004年9月 2004 9 国家对部分贫困生免费发放教科书。

107 2005年2月 2005 2 21
开始进行义务教育阶段贫困生“两免”工作。到2008年全村所有学生享受“两免”，部分学
生享受“一补”。

108 2005年10月 2005 10 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如期举行

109 2006年3月 2006 3 启动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



110 2006年5月 2006 5 组织党员学习政策法规。

111 2007年2月 2007 2 宣传新型合作医疗政策，落实相关制度。

112 2007年4月 2007 4 学习落实城镇发〔2007〕27号关于《维护社会稳定方案》，研究部署本村相应工作。

113 2008年9月 2008 9 27
举行第七届村委会成员选举大会，选出村主任：刘帮银；财经、计生委员：田启武；治保调
解委员：刘帮军。

114 2009年6月 2009 6
村内开展第二次水改工作，后坡、大堰沟分别建50m³的饮水塔一个，并将村内沿公路所有的
水管道进行了联通。

115 2010年4月 2010 4
组织开展村民健康体检工作，安排儿童接种儿保工作、妇保工作，新农保参保工作。启动村
组织建设整改工作，城关镇下派谢发文担任刘家坪村支部书记，王智文任村委会主任。

116 2011年8月 2011 8 启动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作，对餐饮行业门店发放专门的垃圾桶。

117 2013年2月 2013 2 启动群众路线教育。

118 2014年8月 2014 8 启动村内第四次改水工程，大堰沟饮用水塔转址新建，对老饮水管网进行更换

119 2015年7月 2015 7 新一轮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启动，11月中旬结束。

120 2015年9月 2015 9 启动垃圾分类治理，刘家坪村组织102人赴堰河村参观学习

121 2016年2月 2016 2 刘家坪村大力开展垃圾分类治理，在大堰沟建设垃圾分拣场。

122 2016年3月 2016 3 经过村支两委讨论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村集体租赁土地10亩，用于种植佛手山药。

123 2016年4月 2016 4 支部书记王智文发明“三态”垃圾分类处理设备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24 2016年9月 2016 9 开展一事一议建设，投资12.22万元建设罗家厂河堤87米。

125 2016年11月 2016 11 经过村支部，村民代表讨论，刘家坪村投资26000元购置垃圾车1辆

126 2016年12月 2016 12 刘家坪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集中搬迁仪式城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黄伟重要讲话。

127 2017年6月 2017 6 在县委党校参加保康县“七五”普法宣讲员培训班。

128 2017年4月 2017 4 刘家坪村发展西瓜种植，种植麒麟瓜10亩获得成功。

129 2018年3月 2018 3 刘家坪村村支两委干部参加城关镇土地增减挂钩工作推进会。

130 2018年4月 2018 4 刘家坪村支两委积极申报美丽乡村建设试点

131 2018年7月17日 2018 7 17 刘家坪村被确定为乡村振兴试点村，并在刘家坪村成立乡村振兴试点建设工程指挥部。

132 2018年12月 2018 12 投资13.6万元在安置点对面新修河堤100米

133 2019年3月 2019 3 乡村振兴建设工程项目全面启动。

134 2019年5月 2019 5 刘家坪村钢构大棚4000平方米开工建设。

135 2019年9月 2019 9 投资300万元建设刘家坪村花卉蔬菜智能温棚开工建设。

136 2019年11月 2019 11 刘家坪村组织党员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137 2020年2月 2020 2 全村村干部、村民齐心协力投入疫情防控工作



138 2020年7月 2020 7 国家委托第三方宜城工作小组来保康针对一有，两不愁，三保障脱贫验收大普查工作。

139 2020年9月 2020 9 刘家坪村开展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工作。

140 2020年10月 2020 10 刘家坪村美丽乡村建设初步完成，乡村面貌发生巨大改变。

141 2020年11月 2020 11 刘家坪村开展全市美丽乡村补短板强弱项拉练示范线建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