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陈家湾村大事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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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 当年，陈家湾村正式建立，王先华任党支部书记。

2 1951年 1951 当年，土改工作结束，陈家湾村百姓领取了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

3 1951年3月19日 1951 3 19
召开保康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贯彻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生产度荒等政策精神，陈家湾
积极响应。

4 1952年 1952 当年，开展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运动。

5 1953年11月 1953 11 马良镇（陈家湾村）王先华参加，开展“两管”和“五改”工作，达到改善环境效果。

6 1954年7月1日 1954 7 1 保康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张维礼为县长。

7 1955年 1955
当年，遵照区委的安排,开展粮食定产、定购、定销工作(后为统购统销)。政府动员群众将
家中多余粮食卖给国家，交售爱国粮。

8 1956年 1956 当年，从本年度开始，培训新法接生，普种牛痘疫苗，消灭“天花”。

9 1957年4月 1957 4 全县掀起三治， 治山、治水、治土热潮。

10 1958年5月 1958 5
保康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陈家湾积极贯彻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精神:“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11 1959年 1959 当年，饮水困难，沮河断流。

12 1960年6月 1960 6 陈家湾组织人员开展第一次土壤普查。

13 1961年 1961 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十二条》文件精神，纠正“一平二调”错误。



14 1962年3月19日 1962 3 19 保康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苏俊生为县长。

15 1963年12月 1963 12 大队成立贫下中农协会组织，原“农协会”改为“贫协会”第一届贫协会主任是孟宪国。

16 1964年6月 1964 6 大队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

17 1965年3月 1965 3 保康县第一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召开。

18 1966年12月 1966 12 农业年报统计。

19 1967年 1967
当年，实行“三基本”(基本肥料、基本劳动日、基本口粮)分配按工分粮、基本口粮“三、
七”开”或“四、六”开分粮食。

20 1968年7月 1968 7
响应、落实县革委会通令: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不搞派性斗争精神，收缴枪支，制止武斗
。

21 1969年 1969 当年，工人、贫下中农进驻学校，教师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22 1970年11月 1970 11 马良镇（陈家湾村）集中青壮年劳动力开展冬季农田基本建设。

23 1972年 1972 当年，春保宜公路的马良至店垭段维修扩建。陈家湾大队组织劳动力参与施工。

24 1973年 1973
当年，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掀起“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高潮，阮家湾组织
农民改造农田。

25 1974年 1974
当年，生产大队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小生产”，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
集市贸易，农民挖的小块土地全部收归集体所有，已种作物一律交公。

26 1975年8月 1975 8 全县发生水灾，马良遭受洪灾。

27 1976年9月18日 1976 9 18 组织收听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实况，缅怀毛泽东主席的丰功伟绩。

28 1978年 1978

当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观点；做出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29 1979年 1979 当年，农村开展以灭鼠为中心的除害灭病活动。

30 1980年3月 1980 3
陈家湾大队开始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打破“大锅饭”“大呼隆”生产体制，包产到劳，极
大地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31 1981年 1981 当年，陈家湾大队设卫生保健室。

32 1982年 1982
当年，全大队总产量155550公斤，上交公粮和留种子后，社员分配123888公斤，人品分量是
174公斤。全大对年终分配，现金42008元，人均现金纯收入59元。

33 1983年 1983 当年，陈家湾村进一步完善生产责任制承包工作，个人户都签订了承包合同书。

34 1984年5月 1984 5
向村民颁发《保康县人民政府土地使用证》和《保康县山林使用证》，规定土地一定20年不
变，山林一定50年不变。

35 1985年 1985 当年，陈家湾村开展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教育”。

36 1986年7月 1986 7
落实马良镇政府“关于实行禽畜防疫承包的实施方案”，马良兽医站每年春秋两季对禽畜进
行防疫注射。

37 1987年 1987
当年，陈家湾村粮食单产398.5公斤，总产257850公斤，人平量是353.22公斤，基本解决了
村民温饱问题。

38 1988年3月 1988 3
马良镇党委下发《关于1988年村组直补干部工资与岗位责任制结账的通知》，规定村支书、
村主任、村会计村治调主任为享受定额补助对象，四级干部工资与工作效率挂钩，年终按责
任制目标考核据实兑现。

39 1989年12月 1989 12
马良镇架设输电线路463条，总里程474.95公里，其中高压线路32条、98.14公里；低压线路
431条、376.8公里。全镇31个村、128个村民小组通电，通电农户6726户，占总农户的97%。

40 1990年7月 1990 7 陈家湾进行第四次人口普查。

41 1991年2月 1991 2 村开展“二五”普法宣传教育活动。

42 1992年 1992
当年，终统计全村贵重物品：自行车41辆；缝纫机26部；收音机17台；黑北电视机45台；彩
电4台；手表292支；洗衣机10台；电风扇23台；沙发94个上午；电冰箱；摩托车；轿车等。                      

43 1993年9月 1993 9
马良镇党委制定《马良镇社会治安整顿实施方案》，集中一个月时间整顿社会治安，村积极
组织实施。



44 1994年 1994 当年，对村民、居民、学生进行经常性的健康教育。正式启动“普九”工程。

45 1995年5月 1995 5 村制定土地管理“三无”(无违法批地、无违法用地、无违法占地)考核达标实施方案。

46 1996年11月 1996 11 根据保康县《关于开展第一次农业普查的通知》精神，开展农业普查工作。

47 1997年1月 1997 1 马良镇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48 1998年3月 1998 3
马良镇政府“关于1998年农民负担定项限额指标”的通知，规定1998年农民负担的“三提五
统”人平57.03元，并填写《农民负担卡》发放到农户。

49 1999年2月 1999 2
贯彻宣传马良镇党委、政府印发的《马良镇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力争按
要求、保质保量完成延包工作务。

50 2000年11月 2000 11 进行第五次人口普查。

51 2001年6月 2001 6
组织人员参多加镇政府“小闲大突”“保宜公路水田畈改线工程。参加小闲大突水田改线和
两马公路扩建工程。

52 2002年11月 2002 11 村第五届村支两委换届选举。

53 2003年7月 2003 7 村内按照全镇统一 安排,实行费税改革。

54 2004年6月 2004 6 村民一律换发国家林业局统一制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

55 2005年11月 2005 11 村第六届村支两委会换届选举。

56 2006年5月 2006 5 进入“五五”普法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和学法、懂法、用法、守法的自觉性。

57 2007年 2007
当年，紧紧围绕加快发展提升能力，强村富民夯实基础，“双建双带”激活党员作用，县、
镇、村三级互动改善工作机制，在全镇深入持久地开展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为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和活力。

58 2008年11月 2008 11 村第七届村支两委会换届选举



59 2009年3月 2009 3 进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60 2010年11月 2010 11 村开展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

61 2011年 2011 当年，村两委换届选举。

62 2012年8月 2012 8 开展“六五”普法教育活动。

63 2013年 2013 当年，陈家湾村被湖北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命名为“省级生态村”。

64 2014年 2014 当年，全村209户791人，人均纯收入达到9230元，又以“千元”台阶递增。

65 2015年 2015 当年，全村237户838人，人均纯收入达到10338元，突破“万元”大关。

66 2016年 2016 当年，陈家湾村践行“唐越道路”，探索发展特色产业发展软籽石榴，250亩杨梅60亩。

67 2017年 2017 当年，新村委会，破土动工。

68 2018年 2018 当年，陈家湾村被省委省政府确定为2019年度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69 2019年 2019 当年，陈家湾村被省委省政府确定为乡村振兴建设示范村。

70 2019年12月 2019 12 陈家湾村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评为“国家森林乡村”。

71 2020年9月 2020 9 央视财经频道“走村直播看脱贫”栏目组在陈家湾村进行直录播。

72 2020年11月 2020 11 陈家湾获得央视“最佳人气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