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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必自爱乡始”，“爱乡心者，爱国心之源泉也”。好

的地方志是激励人们爱国爱乡的生动教材。它对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精神文|J』j建设，对振兴本地经济有资治作用。
、 四川省通江县《什字乡志》真实地反映了什字乡的自然、

地理、经济、文化教育、风土人物、文物古迹和jII陕革命根据地

‘人民革命斗争史实。可称是该乡的古今总览。更重要的是实

记了共和国成立三十多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的成

．功经验及失误教训，展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伟

大真理。志书的问世是对我国历代盛世修志这一悠久光荣历

史传统的继承和弘扬，是负责于前辈，服务于“四化”，惠及子

孙的承先启后、功德无量的大业。
’

+《什字乡志》以求实精神，集一乡之事，力求致用，以资鉴

戒、激励来者。发扬红军光荣传统，为社会主义建设建功立业。

它将使热心建设家乡的有志之土，在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方面

受到启迪，又可以给久别故乡的人们带去浓郁的乡土盛情，特

别是向今天的青少年提供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

．以喻社会主义新．中国来之不易的。我希望《什字乡志》将成为

信史而流传于世。

隗瀛涛
’

一九八九年--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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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

．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编

写。其目的在于“资治、教化、存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物质文
，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方志之一重要特性乃地方性，要求“言必有方”．理所

当然应具有地方特色。本志编写力求在处理好普避性同特殊

性关系的同时，尽量突出地方特色。本乡冶铁工业历殳悠久，

沿远流长，故在《工交财贸并j中将“冶铁工业”升格记述。

三、本志立足资料，资料来源于省、县档案馆有关本乡的

历史档案资料；区、乡文书档案资料；旧县志有关文献资料和

口碑采访资料共四千余件整理而成。

四、本志的编写，力求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按志之体制，

以真实资料为依据，进行编写。“议论于叙述之中，述而不

作”。

五、本书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内容重在近现代，特别

是建国后什字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卜

限的相对年代为。19l 1年，但必须追溯者不在此例；下限为

1985年。

六、本志篇目，以《概述》为全志之首，提纲挈领，钩勒一乡

全貌，《大事记》为全志之经，纵向记述一乡之大事。其余根据

“以类系事，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设《地理篇》、《农业

篇》、《工交财贸篇》、《政治篇》、《文卫篇》、《社会篇》、《人物

篇》，根据生不立传的惯例，生人不予列传。但有突出事迹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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