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西坪村大事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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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949 5
撤销南保兴宜县，设保康县，西坪划归保康县，属保康县重阳乡建制。同时成立西坪乡，辖
西坪、重溪。

2 1949年6月 1949 6
为庆祝解放，西坪乡成立文艺宣传队，在全乡巡回演出、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达
翻身农民的喜悦心。

3 1949年9月 1949 6
西坪乡成立农民协会，以农协会会员为骨干，号召广大贫苦百姓加入贫协会，继续深入的开
展减租减息运动。同时协助县政府进行民主建政工作。同月设立村级小学，校址在张家湾和
夏家湾 ，均为初级小学。

4 1949年10月 1949 10 积极分子吕永乐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村第一位共产党员。

5 1950年11月 1950 11
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号召全乡人民增产节约，捐款捐物，报名参军，全村共
有6人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6 1950年12月 1950 12
县土地改革工作组进驻西坪乡，会同乡政府和农协会共同成立土改委员会。开展土地改革运
动。次年4月结束，全乡192户农民共分得土地125亩、房屋140间、耕牛16头、农具8900多件
、粮食3600多公斤。

7 1952年3月 1952 3
县委特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文件，乡组织群众学习《婚姻法》。新婚姻法的
学习贯彻，使村内许多旧式婚姻解体，离婚者增多。

8 1952年4月 1952 4 马良区卫培训新接生员，西坪朱植梅接受培训，回村后，组织旧产婆学习新式接生法。

9 1952年10月 1952 10
土地改革，查田定产，清匪反霸工作顺利结束后全乡人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有了自己的政
权，为庆祝胜利，借国庆节之机举行大型文艺演出。

10 1953年1月 1953 1
县委组织互助组长培训班，西坪派余世忠参加培训，回乡后在全乡推行学习经验，并开始尝
试组织互助组，到年底，按自然村的公布，全乡共组织起临时互助组12个，季节性互助组8
个，常年互助组9个。

11 1953年6月 1953 6
乡组织各互助组利用农闲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到年底共新修渠道14条，新挖堰塘3口，
闸堰口2道。

12 1953年12月 1953 12 乡政府、乡农会组织人员宣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好处，为下一步实行生产合作社做准备。



13 1954年3月 1954 3
为推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乡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办好互助组，并针对前一阶段互助组
出现的问题，商讨解决办法。

14 1954年4月 1954 4
冯自军代表西坪乡参加在马良召开的全区医疗预防会议，会议结束后，乡成立以冯自军为组
长的医疗预防小组，组织人民群众，利用各种节日，一年分四季进行全村范围的大扫除。

15 1954年10月 1954 10 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张代忍退伍回乡，担任民兵连长，是西坪第一任连长。

16 1954年11月 1954 11 西坪乡成立农村信用合作社，宋先经任会计。

17 1955年5月 1955 5 在全村开始实行粮食“三定”即定产、定购、定销。一般年景下一定三年不变。

18 1955年12月 1955 12
西坪正式由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转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国强社
”。

19 1956年5月 1956 5 西坪乡撤销析出重溪，西坪独立设村，归马良区重阳乡管辖，对外普遍称为国强社。

20 1956年6月 1956 6 国强社举行民主选举，选举冯自军为社主任，余世忠为副主任，宋先经为会计。

21 1956年10月 1956 10 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宋先亮、王玉坤复员。

22 1956年12月 1956 12 土改老干部梁明理调入八斗坪村任民兵连长，后改任支部书记。

23 1957年9月 1957 9
村开展“三治”（治山、治水、治土）运动，在全村掀起旱改水、坡改梯、筑坝、修堰高潮
。冬季在沮河流潭湾处修建水坝，准备引沮河水灌溉农田，次年夏季，修好的水坝被洪水冲
毁，这一设想随即破灭。

24 1958年7月 1958 7
西坪国强社改称西坪大队，归马良公社（五社）建制，全大队设七个生产小队，大队实行大
队长负责制，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号召全队社员跑步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化运
动正式开始。

25 1958年8月 1958 8
县委下发《加强领导、办好食堂、巩固人民公社》的文件，全大队大办食堂，以生产队为单
位办起了七个食堂，每个食堂设置管理员一名、炊事员若干名，统一安排生产队所有社员生
活。

26 1958年9月 1958 9
开展大办钢铁运动，全大队社员以大办钢铁为主，以农业生产为辅，在马槽石、高家山采集
铁矿石，肩挑背驮运到设在重阳徐家湾的铁厂炼生铁。同时号召全体社员捐献生铁，一时
间，百姓家铁制品都被收到铁厂炼铁。



27 1960年1月 1960 1
大队开始建新的大队部，新大队部为十开间、三丈进深，外带三面6尺宽的跑马檐、土木结
构二层楼房，建成后，从此告别了租房办公的历史。

28 1960年12月 1960 12
对全大队社员健康状况进行普查，共查出肺病患者3人、肝病患者20人、妇科病人18人、伤
寒病患者4人。并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办法治疗。

29 1961年5月 1961 5 撤销集体食堂，还原各家各户的自煮自食的生活状态。

30 1961年9月 1961 9 马良设区，重阳为公社，西坪大队隶属于马良区重阳公社。大队仍设七个生产小队。

31 1961年12月 1961 12
大队实行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分配方法结束了实行多年的大队或公社核算的方式。明
确放开了社员自留地、自留山、小块土地的管理政策。

32 1962年3月 1962 3 大队七个生产队增至8个生产队，原属西坪二队的孔家湾析出，设第八生产队。

33 1962年5月 1962 5 西坪大队卫生室正式成立，秦大生为主治医生，祝玉清、王家田为医生，时称保健室。

34 1962年11月 196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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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改善经营管
理，巩固集体经济，安排部署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大队支部书记黄安鹏参加了会议，回到大
队后传达贯彻会议精神。

35 1963年4月 1963 4
春荒缺粮，大队用自己的储备粮补助缺粮农户，共补助吕承桂、周全兴、章应成等16户缺粮
户。

36 1963年11月 1963 11 大队开展“学雷锋”活动，掀起了一股“学雷锋、做好事”的热潮。

37 1964年5月 1964 5 开展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大队总人口961人，男性447人、女性541人，全部为汉族。

38 1964年12月 1964 12 马良至重阳公路西坪段开始修建。

39 1965年3月 1965 3 过境西坪的重马路通车，西坪进来了第一辆过境汽车，从此告别了不通公路的时代。

40 1965年12月 1965 12
年底统计生猪养殖数量，全大队共有存栏生猪448头。达到户平两头猪的目标。全年粮食总
产量超过34万公斤，人均350公斤。

41 1966年2月 1966 2 刚刚退伍回乡的夏兆凤接任大队支部书记。



42 1966年11月 1966 11
大搞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在三队井沟 、四队槐坡分别升挖了两口堰塘，解决了部分农田灌
溉问题。

43 1967年8月 1967 8
修建“水轮泵”水利工程，由王大兴负责设计，引沮河水发电，后发展成集发电、加工、灌
溉为一体的水利工程，同年底工程竣工，结束了西坪无电的历史。

44 1968年8月 1968 8 大队购进一台碾米机和一台轧花机。

45 1969年10月 1969 10 大队在猫子岭筹建林场，由孔凡本任负责人。

46 1970年3月 1970 3
村级公路扩建开工，将安子垭至陈家巷子的所有骡马道扩建成能通拖拉机的村级公路，扩建
工程至次年夏完成。

47 1970年5月 1970 5 大队购进了第一台手扶拖拉机，主要是以运输为主，用于从公社向大队运送生产资料。

48 1970年6月 1970 6 大队安装了第一台手摇式电话机。

49 1970年9月 1970 9 大队购进两台动力脱粒机和柴油机。

50 1971年3月 1971 3 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大队八个生产队实现了全部通有线广播。

51 1972年4月 1972 4
大旱六个月无雨，致使二、三、四队水田无水灌溉，为确保收成，大面积水田改作旱地种苞
谷。

52 1973年2月 1973 2
县第九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西坪大队被评为先进集体，孔凡本被评为劳
动模范。

53 1973年3月 1973 3 青龙垭下洞开工修建，历经八个月时间，到11月中旬顺利凿通。

54 1973年4月 1973 4 连接青龙垭洞口和四队堰塘的两条盘山渠动工兴建，6月底竣工。

55 1974年4月 1974 4 大队成立机务队，将各个小队分散的拖拉机手集中起来，统一管理、统一调配。

56 1974年6月 1974 6
全大队社员集中在青龙垭至沮河的小河道改田，将原来的河道改成水田，采取各小队谁改归
谁所有的办法，年底工程竣工，共改成水田60多亩。



57 1974年11月 1974 11 为解决三队农田灌溉而设计的口门垭人工隧道开工，次年2月竣工。

58 1974年12月 1974 12 年底核算，全大队粮食总产量突破50万公斤，社员人均口粮266公斤，人均分现金83元。

59 1975年3月 1975 3 连接口门垭至三队的盘山区开工修建，至8月底修通，将响水洞水引向了三队“安上”。

60 1975年5月 1975 5
响水洞水电站开工兴建，八月建成，建成后水电站具有发电、蓄水、加工等功能，装机容量
12千瓦。

61 1975年6月 1975 6 大队小学新校舍开始兴建，校址位于猫子岭。

62 1975年11月 1975 11
三队两口堰塘开始扩大，全大队社员参加扩堰塘工程，年底完工，被扩大的堰塘容量分别为
10000立方米和5000立方米。

63 1976年9月 1976 9 猫子岭小学建成并投入使用。

64 1977年4月 1977 4
大队购进一台小型手扶式收割机和两台动力插秧机，在全大队进行推广，收割机因不适用遭
淘汰。

65 1978年5月 1978 5 县第四届党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王贵莲、刘德汉分别作为党代表和人民代表参加会议。

66 1978年10月 1979 10
重潮大渠开工修建，西坪负责小河口至十二里半渠道的开挖，大战一个月  共投入劳力171
人。

67 1979年2月 1979 2 中越战争爆发，西坪籍战士张德辉、刘世荣、王大本、秦明凯参加这一战役。

68 1979年4月 1979 4
大队第一次拥有了两台25马力的大型拖拉机。人力水稻插秧机已达到七台， 同时购进一台
十二马力机耕船。

69 1979年12月 1979 12
利用冬闲时间进行农田改造和渠道、堰塘的延伸、扩容。当年共兴修渠道五条，堰塘总容量
扩大到18万立方米。

70 1980年3月 1980 3
按计划生育的有关实施精神，大队核发了第一批《独生子女证》，对自愿领取《独生子女证
》的农民家庭给予100元的奖励，全大队共有十二对夫妻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71 1981年 1981 当年，西坪拥有第一辆自行车，为六队罗成升所有。

72 1982年7月 1982 7 开始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大队284户、1348人，其中男性683人、女性665人。



73 1983年5月 1983 5 继续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将所有土地分配到农户，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74 1983年9月 1983 9 村小学开设学前教育班，张宗婷为首任教师。

75 1984年3月 1984 3
马良设镇、重阳设乡，大队改称村，西坪大队隶属关系变更为马良镇重阳乡西坪村，村下设
组，全村设七个组。

76 1984年4月 1984 4
大队改村后的首任党支部领导班子由支部书记刘德汉，副支部书记梁明焕和监察委员孔凡本
组成。

77 1985年11月 1985 11 村委会搬迁至原四队仓屋，村卫生室也随同搬迁。

78 1986年4月 1986 4 村在沮河西坪段天坑河处架设钢丝桥，共投入资金9000多元

79 1986年5月 1986 5 村决定在原校址重建村小学，8月完工，9月村小学正式由猫子岭迁入新区。

80 1987年8月 1987 3 沮河发大水，冲毁刚建起的钢丝桥。

81 1987年11月 1987 11 重建钢丝桥，投入资金8000多元。

82 1987年 1987
当年，电视机电风扇开始在村内出现，全村323户，已通电的达到312户，工业总产值突破百
万达105.5万元，较大型产业户已有七家，行业涉及到工业生产，饮食服务、木器加工业。

83 1988年2月 1988 2 四组在红岩子和流潭湾分别建一座提水站。

84 1988年6月 1988 6
张承平由独立酿酒业转型为酿酒养猪一体提化发展,并开工兴建新式猪圈30间,实现生猪存栏
100头。

85 1988年11月 1988 11 重阳乡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我村由梁明焕和王贵莲参加。

86 1988年 1988
当年，全村工农业总收入达122.75万元,人均854元,当年完成粮食上交15.4万公斤,村被授予
多种经营先进单位称号,张承平被授予先进个人。

87 1989年12月 1989 12
进一步改造农村电网，村内更换电线杆40多根，架设高压线路3公里，村内所有农户全部通
电。

88 1989年 1989 当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128.4万元，蚕茧产量550公斤，柑橘园64亩。



89 1990年11月 1990 11 省文物考察队在西坪考察时，确定了具有春秋和汉代文化特征的“文化遗址”。

90 1991年3月 1991 3 养猪专业户张承平被评为湖北省劳动模范。

91 1991年12月 1991 12 钢丝桥进行大修，将原有桥板全部拆除重新更换。

92 1992年12月 1992 12 七组河口处架设石拱桥，采用青石作拱、水泥灌浆。

93 1992年 1992
当年，村粮食作物种植面积2468亩，产量突破100万公斤，平均单产416公斤，年末生猪存栏
1171头，工农业总产值149万元，人均1020元，村内有了第一台彩色电视剧。

94 1993年11月 1993 11 村小学和村委会讨论通过的“义务教育达标规划方案”正式启动。

95 1994年1月 1994 1 张承平被选举为保康县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96 1994年11月 1994 11
二组村民余传敏在背锅岭砍柴时意外发掘出来对本地楚文化研究有重要价值的春秋时期青铜
鼎。

97 1995年8月 1995 3 村开始安装程控电话，当年共安装50部。

98 1996年9月 1996 9 “三五普法”正式开始，开展“十星级文明农户”评选活动。

99 1997年11月 1997 11 重潮大渠工程启动，村组织民工上重潮大渠工程。

100 1998年2月 1998 2
为迎接“普九”验收计划，兴建的村小学教工宿舍楼工程正式开工。将原有土木结构的二层
楼房改建成砖混结构的二层单院楼。

101 1998年6月 1998 6 重马路扩建工程开工，村组织大批民工参加扩路工程。

102 1998年8月 1998 8
沮河上游的欧店、歇马普降大雨，沮水河水暴涨，西坪一、二、三组大批农田被淹，钢丝桥
第二次被冲毁。

103 1998年10月 1998 10 村民张承平第一个购买农用车。

104 1998年12月 1998 12 张承平被评为县十佳种养大户。



105 1999年3月 1999 3 西坪村开始大规模发展莲藕产业化种植，当年全村共种植800多亩。

106 1999年8月 1999 8
市、县、乡三级领导到村视察莲藕生产情况。长势喜人的莲藕基地受到上级领导的一致好
评，新闻图片登上了襄樊市新闻频道。

107 1999年11月 1999 11
村支两委进行第四届换届选举，选举张玉玺为村党支部书记，张德义为村主任，梁涛为村会
计，郝传育任治调主任，秦明政为出纳兼民兵连长，杨绪武为计生主任，王贵连为妇女主任
。

108 2000年12月 2000 12
郝传育被襄樊市人民政府授予“优秀人民调解员”称号，同时被重阳乡授予“先进村干部”
称号。

109 2001年3月 2001 3
县进行体制改革，撤销重阳乡并入马良镇，西坪村也随之划入马良镇管辖，村内仍设七个村
民小组。

110 2001年6月 2001 6 两马路扩建工程开工，村组织民工参加扩建工程。

111 2002年2月 2002 2 响应镇政府号召，村组织民工在七组马家埫植树30亩，在沮河沿岸植防护林10亩。

112 2002年11月 2002 11
进行村支两委第五届换届选举，选举工作实行“两推一选”的原则。选举结果为：张正玺任
村党支部书记；郝传育任村委会主任；梁涛任会计，秦明政任治调主任兼民兵连长，冯安毕
任妇女主任。

113 2002年 2002
当年，全村粮食总产量70万公斤；全年总收入483.5万元，其中农业收入142万元，农民人均
纯收入1830元。

114 2003年9月 2003 9
村小学因生源减少，自三年级以上 全部并入重阳乡小学，村小学开设一、二年级两个教学
班，教师也只保留三人。

115 2003年 2003
粮食种植面积1603亩，总产量53.7万公斤；全村大力发展黄姜种植，全村总种植面积
120亩，年产黄姜9万公斤；年产生猪存栏2357头，全年出栏肥猪2527头；全年总收入511.7
万元，人均纯收入1890元。

116 2004年9月 2004 9 村小学正式撤销，学生分流到重阳中心小学和马良镇中心小学，所有校产收归村集体所有。

117 2004年12月 2004 12 西坪大桥工程正式启动，并与承建方签订了合同。

118 2004年 2004
当年，全村粮食总产量75.5万公斤，平均亩产510公斤；种植黄姜130亩，年产黄姜9.6万公
斤；年末生猪存栏2558头，全年出售生猪2595头；经济总收入533.4万元，人均纯收入1950
元。



119 2005年 2005
当年，村全面取消农业税及一切农民需缴费用；全年粮食种植面积1633亩，粮食总产量64万
公斤；当年植树2200株；年底生猪存栏2726头，全年肥猪出栏2928头；全年经济总收入
598.2万元，人均纯收入2058元。

120 2006年3月 2006 3 道路硬化工程继续施工，本年度计划硬化从老坟茔至西坪二组及三组境内的主干线。

121 2006年7月 2006 7 村计划新建的村委会办公楼正式开工，年底工程全部竣工。

122 2006年 2006
当年，粮食作物播种原面积1578亩，粮食总产量60.6万公斤；全村共植树2300株；年底生猪
存栏2866头，全年出栏肥猪2994头；全年经济总收入703.6万元，人均纯收入2466元。

123 2007年12月 2007 12
村道路硬化工程通过验收。同时对道路养护工作做出了规定，制定了养护标准，将养护工作
落实到具体责任人并签订合同。

124 2007年 2007
当年，全村粮食种植面积1703亩，粮食总产量74.5万公斤；当年植树造林总面积145亩；年
底生猪289头，全年肥猪出栏3184头；全年经济总收入835.8万元，人均化收入2673元。

125 2008年1月 2008 1 暴发历史罕见的雨雪冰冻天气，给村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结果。

126 2008年 2008
当年，全村粮食种植面积1562亩，粮食总产量72.8万公斤；当年造林面积115亩；年底生猪
存栏2923头，全年出栏肥猪3435头；全年经济总收入1005.6万元，人均纯收入3347元。

127 2009年 2009
当年，全村粮食种植面积1624亩，粮食总产量76.3万公斤；造林面积100亩；发展核桃基地
244亩；生猪存栏3070头，肥猪出栏4380头；全年经济总收入1156.4万元，人均纯收入4003
元。

128 2010年3月 2010 3
村开展“支部创五好，党员争五星”活动，并成立以郝传育为组长，秦明政、张代军、余承
继为成员的争创活动领导小组。

129 2010年 2010
当年，全村种植面积1684亩，粮食总产量81.84万公斤；当年造林面积260亩，植树1800株；
生猪存栏3670头，全年肥猪出栏5080头，经济总收入1387.72万元，人均纯收入4732元。

130 2011年11月 2011 11
第八届村支两委换届，选举郝传育为支部书记、秦明政为村主任、张代军为村会计、余承继
为治调主任，张宗琴为妇女主任。

131 2011年 2011
当年，粮食种植面积1729亩，总产量90.7万元；造林面积40亩；生猪存栏3960头，全年肥猪
出栏5700头；全年经济总收入1734.66万元，人均纯收入5682元。

132 2012年2月 2012 2 在全镇召开的总结2011年度工作大会上，村被评为“先进单位”。

133 2012年4月 2012 4 全县在马桥镇尧治河培训基地举行农村支部书记培训班，村支部书记郝传育参加培训。



134 2012年5月 2012 5
村成立矛盾调处中心，由支部书记任组长，治调主任任副组长，村民代表为成员，治调主任
负责日常工作。

135 2012年 2012
当年，全年粮食种植面积2045亩，总产量103.11万公斤；外出务工人员500人，劳务收入700
万元；人工造林100亩；年底完成封山育林面积2800亩；生猪存栏2430头，出栏肥猪
6089头；当年经济总收入2203.06万元，人均纯收入6648元。

136 2013年5月 2013 5
为组织六、七安全饮水问题，村计划在响水洞兴建水塔一座，并埋设自来水主管道3000米，
工程于八月中旬动工，年底结束。

137 2013年 2013
当年，全年粮食种植面积2030亩，总产量101.8万斤；外出务工人员524人，务农收入956万
元；人工造林60亩，零星植树1650株；生猪存栏2070头，出栏肥猪5970头；当年经济总收入
2352.7万元，人均纯收入7853元。

138 2014年5月 2014 5
二组安全饮水工程开工建设，在高家山龙洞口建起一座容量80立方米的水塔，埋设文线管道
2500来。十月份通水竣工。

139 2014年11月 2014 11
村支两委第九届换届选举工作展开，按省委“村级换届书记主任必须一肩挑”的要求，选举
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梁涛任村支部书记兼村主任、秦明政任村会计、余承继任治调主任兼
民兵连长、李华丹任妇女主任兼计生主任。

140 2014年 2014
当年，粮食种植面积1608亩，总产量753.7吨；外出务工人员328人，劳务收入884万元；生
猪存栏1580头，全年肥猪出栏6180头；经济总收入3137.5万元，人均纯收入8560元 。

141 2015年5月 2015 5 全县村志编纂工作开始启动，西坪村被纳入首批100个村范围，于10月份正式启动。

142 2015年 2015
当年，粮食种植面积1564亩，总产量770.8吨；生猪存栏1520头，肥猪出栏6025头；经济总
收入4117.4万元，人均纯收入10303元。

143 2016年6月 2016 6 改扩建西坪村老村委会及绿化、亮化等工程。

144 2016年6月 2016 6 启动精准扶贫易地搬迁集中安置房一期工程建设，当年12月搬迁入住。

145 2017年4月 2017 4 启动精准扶贫易地搬迁集中安置房二期工程建设，当年12月搬迁入住。

146 2017年5月 2017 5
西坪村内与五、六、七组“农户+合作社”模式种植冷水稻，并成立保康县庹峪冲冷水米种
植专业合作社。

147 2017年6月 2017 6 启动三组窑沟污水管网及公厕建设，并配1辆垃圾清运车、21个清运箱、600余个大垃圾筒。



148 2017年12月 2017 12
马良镇党委政府招商引资在西坪村三、四组流转土地150余亩启动小龙虾养殖基地建设，并
成立保康县顺成小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

149 2018年2月 2018 2
在西坪村三、四组流转土地100余亩启动葡萄种植基地建设，并成立保康县梦琪紫晶葡萄种
植专业合作社。

150 2018年7月 2018 7 由县、镇党委政府组织在我村成功举办首届龙虾狂欢节。

151 2018年9月 2018 9 启动一、七组安全饮水智能自来水工程。

152 2018年10月 2018 10 启动第十届村支两委换届选举工作。

153 2019年2月 2019 2 启动五组四个拦水坝工程。

154 2019年3月 2019 3 西坪村纳入全省美丽乡村建设村并开展相关工作。

155 2019年6月 2019 6 启动新建西坪村党群服务中心、村卫生室建设。

156 2019年10月 2019 10 启动五组至七组村级公路加固、改扩建工程。

157 2019年12月 2019 12 启动西坪段沮河河堤建设。

158 2020年3月 2020 3 启动文化广场及百姓舞台建设。

159 2020年8月 2020 8 启动全国第十次人口普查工作。

160 2020年9月 2020 9 启动三组桥头至五组瓮子桥新改宽8米、长600米的村级产业公路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