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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疫人员正在开展肉品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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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修《通江县畜牧食品志》编纂领导小组

及编审人员

一、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杨永瑞

副组长：岳新民
‘

成员：王兆森李富育张瑞英余显光陈刚赵永禄龚平

王晓东吴德一闫柱国

二、编纂办公室

责任主编：岳新民

主 任：龚平

主 编：闰柱国

资料提供：龚平吴德一李富育杨德佑高成忠吴庭全

龙中华向猛余伯贵等

打 字：吴德一

三、审稿及其他人员

初 审：李富育王兆森王晓东岳新民朱克礼余显光

复 审：郭安林蹇黎明熊洁

终 审：通江县部门、乡(镇)志审查验收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周仁义

副组长：刘凯景瑞三郭安林

成 员：赵宗映张浩良蹇黎明 熊 洁薛 惠

摄 影：高成忠

封面设计：巴中市康艺彩印中心

校 对：闰柱国

四、印刷单位：巴中市康艺彩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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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畜牧食品局党委书记、局长杨永瑞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其修志之范围、成书之数量，是世界上任何国

家无与伦比的。我国地方志编纂，孕育于汉、晋，成型于两宋，发展于元、明，盛

行于清代。但鼎盛时期，还是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以来，从1983年至今，全
，

国普遍掀起两次修志高潮，什么乡镇志、部门志、专业志、县志、市志、省通志，如

雨后春笋，纷纷出版问世。就通江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亦不甘落后，于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编纂出版了不少乡镇志、部门志、专业志。当然，也毫不例外地编

纂出版了《通江县畜牧志》，这给通江畜牧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历史的借鉴作用。

第二轮续修史志，正值中央大刀阔斧解决“三农一(农业、农村、农民)间题之际，

我们“农口”部门责无旁贷地应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先锋。为此，我们为了给各

级政府领导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又在机关经费拮据的情况下，不遗余力地续

修《通江县畜牧食品志》，了却了我们这届局领导班子的夙愿，为后人留下了一

部为农服务的历史镜鉴，无不令人倍觉欣慰!

修志工作，正如江泽民同志1987年5月26日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成立大会上讲的那样：“编志工作是一项不容易引起重视的重要工作⋯⋯。是

一项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意义重大的事业"。我认为，修志工作

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如只顾眼前利益，舍不得花点钱来修

志，后人就不知晓前人的创业历史，我们一生所作的工作，则付诸东流，将遗憾

终身。该志辑成后，我在百忙中浏览了一遍，总体印象是好的。它以正确的观

点、翔实的资料、科学的布局、严谨的文风，真实地记述了1986年至2003年通

江畜牧事业方方面面的发展轨迹；有的节、目内容还交待了事物的发端及来龙

去脉，达到了续志“断限不断线”的要求。我觉得这部志书可以起到资治、教化、



存史的作用。我希望畜牧系统的全体职工，都要认真研究县情、行情，学会读志

用志，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中了解畜牧事业在全县农业经济中的“半边天”作

用，以增强自信、自尊、自重、自强不息的信心与决心。也希望社会同仁及各级

党政领导，在茶余饭后浏览一下这部志书，以增进对畜牧事业的理解与支持，使

通江的畜牧事业得到更大的发展。

‘这部志书的辑成，多亏县志办的认真指导与精心审核，多亏县档案馆及相

关部门给予提供资料之便，多亏特聘主编的辛勤笔耕，在志书付梓之际，一并表

示谢忱。由于部份史料奇缺难收，编纂人员对行业不熟，故使该志难成善志，万

望读者批评指正。

当局志定稿之际，受局志编纂领导小组委托，写此短语，以之为序。

二00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凡 例

一、续修《通江县畜牧食品志》(以下简称续志)，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

原则，把握断限内的社会主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科学、准确地反映时代特点

和经济发展轨迹。寓经验教训、成败兴衰、功过利弊于史实记述之中，力求达到

资治、教化、存史的目的。

=、续志记述时间，上限原则为1986年，但为达到“断限不断线"的续志要

求，必要的节、目内容，则简要地交代上限以前的来龙去脉；下限至2003年底，

极个别特殊事件需延伸的用括号区分。

’三、续志按通行体例结构，仍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五部分组成。

概述为全志之纲，大事记为全志之经，专志为纬为主体部份，附录为重要文献及

杂记内容。书前冠照片、序言、凡例，书后殿编后记，表、录分插于有关章节；力

求达到体例完备，图文并茂。

四、续志从部门的实际需要出发，集“专业志一、“局志’’于一体，力求编一部

搿一局之全史一，故专志中设立了机构组织、政治工作、畜禽生产、疾病防治、科技

兴牧、依法治牧、综合管理、生产经营效益、人物等章。 ．

”

五、续志按“横排门类"的一贯修志章法及部门实际，设立章、节、目三个层

次，个别目下设子目或细目；力求做到章与章、节与节、目与目“平起平坐"，内涵

外延不相重叠；章与节、节与目、目与子目层层相辖；标题力求简炼、醒目、显事

隐时、科学准确、不加修饰与附加。各章、节、目文字多少，不求一律。

六、续志“人物一，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在世于事业起推动作用的人物，

一作“人物简介"(局长、党委书记、劳动模范、研究员、政协副主席)，二是“以事

系人"，三是列表垂名；力求入志人物标准一致。

七、续志文体，采用规范的语体文，严戒文白夹杂及口语化；纵写史实立足

于实事求是、开门见山，除序言、概述外，力求述而不作，力戒公文用语、夹叙夹



议等非志书用语；但必要时，予以“画龙点睛”，彰明因果。“专志”记述时，坚持

“依时纵述"原则，尽量避免无时序的“静态记述"。

八、续志编写，是站在第三人称立场，力戒我局、我县、本局、本县等第一人

称用语。人物称谓，直书其名，不加褒贬和虚衔之词；专业术语按行业标准使用，

计量单位原则上用公制，在特殊情况下需用市制时，予以公制注释。

．九j数字使用，除成语、习惯用语、概指数、农历年月日及无计算价值的数字

用汉字外，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引文滓释采用随文括注，如“一局三站"(县局、

防检站、改良站、饲草站)等。

十、为节约文字，对书中多次使用的名称、术语进行简化。如通江县畜牧食

品局简称县局，中共通江县畜牧食品局党组简称县局党组，中国共产党遥江县

委员会简称通江县委，通江县畜禽繁育改良站简称县畜禽改良站等；但在首次使

用时用全称，括注简称。

4十一、表格设计，参照行业表格，力求做到时间、部门、事项、单位、数目“五

要素”齐全。表的编号如a-b吒，即a代表章、b代表节、c代表表序；同表跨页，不

再标标题，只在表前加一“续”字即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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