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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常委、宣传部

长王少雄(右二)视察文化

中心建设。

文化部副部长周和

平(右二)来沐川视察。

省文化厅厅长郑晓

幸(右二)来沐川视察文化

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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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化厅原厅长张

仲炎(右二)来沐川了解文化

中心建设情况。



市文化局局长廖克全(右

一)在县文化“三下乡”活动启

动仪式上讲话。



县文体局局长王志刚(右

组织召开文化工作会议。

县文体局局长涂海燕

冲)在局机关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动员大会上。





大会

县“四运会”总结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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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文体活动

四川省城市体育

四

学校运动会

璺l 一鼍 誊I齑扦砖蕾理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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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新高潮的新要求，我们编纂出版《沐川县文化体育志》，记录沐川县文化体

育的发展历程，总结成功经验，作为今后推动沐川文化体育发展的借鉴；本志

的出版本身，也是沐川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成就，为沐川县按照十七大要

求推动沐川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开了好头。

沐川县建县虽短，但沐川文化历史悠久并富有特色。古代，沐川地处彝汉

交界之地，并长期为沐川长官司所在地，彝汉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近代、

当代，沐川又以茶乡文化和竹乡文化独立于世，颇具特色。

沐川文化中心和沐川体育中心的相继建成，既是沐川县城的一道文化风

景，也为沐川文化、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平台。近几年沐川群众文化体育

活动生气勃勃，广场文体活动、欢乐周末广场吸引了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沐川

草龙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些沐川文化体育史上的亮点通过《沐川县文

化体育志》得以记载并流传，借以激励鼓舞沐川人民创造更新更好的沐川文化。

编辑们不辞辛劳，多方收集资料，认真编纂修改，为《沐川县文化体育志》

付出了心血，在此深表谢意!

沐川县文化体育局局长涂海燕

2 009年3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丰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及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客观、真实、科学地记载沐川县文体

工作的发展与变化。

二、本志上限自有资料记载之时，下限止于2006年底。部分内容延伸至

2009年。

三、本志采用记、述、志、传、表、录诸体。横分门类，纵述始末，首设

概述，钩玄撷要，时序为经，再分章节，记事系人，以人物篇殿后，简介人物。

四、本志资料丰要来源文书档案，也有其他部门文字记录，专访记录，所

有资料均经核实，务求真实而后使用。

五、木志用语体文，第三人称记述体，文字、标点、纪时、计量均使用国

家规范标准。

六、木志遵守保密法规，涉及机密资料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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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沐川从辫【l』分出建县后，根据省政府规定置沐川县国民体育委员会；县政

府置义化教育管理机构，锐’理教育的行政机构同时管理义化。1956年5月，沐川具人民

委员会置县体育运动委员会。1981年5月，沐川县人民政府调整机构设置，撤销原义教

局，分置义化局和教育局。1997年县义化局与县体委合并为沐川县义化体育局全今。局

机关内设机构有办公室、义体股、体育股、稽禽股。2005年3月22 U成立沐川县义化中

心，为县义化局下属副局级事业单化。县文体局先肝山彭强、刘赖林、夏军、十志刚、

邓筠、涂海燕任局长。

建国(1949年)初期，沐川县仪有义化系统电影放映队，20世纪70年代后，农村及

巾‘场电影队逐步建芷。垒】985乍F底，，仝具有电影放映队45个，实现乡乡有放映队，村村

设放映点的县、乡、村兰级放映叫。1988年，沐川县农村电影和私人包场放映T：作受到

中央、省委肯定。1989年，市电视台、市电影公i可在沐川县摄制厂丌发农村电影巾．场专

题片《希望之路》在省级专题会上播放，县公刊出席省开发农村电影市场经验交流会，并

作大会发青。以后随着电视普及，电影Ifi场逐渐萎缩，电影丰耍配合搞好科普宣传、革命

J力史传统教育以及普法教育等1：作。2005年，沐川县电影放映员饶水金被义化部评为2004

年度“送电影F乡”优秀农村电影放映员，是该年仝巾唯一获此殊荣的农村电影放映员，

也是沐川县唯一获得文化郜表彰的文化T：作者。2006年，建和乡放映队被评为2005年全

国优秀农村电影放映队。

1955{F以J，彳，逐步建●：图}S农村发行刚点，旧时丌展个体图}S发行l：作，丌展送丰s

活动。1985年前县新华fS店门m部仃科技图书发行争耗i、什会科学及义化艺术号枉、少

年儿童读物发行专柜。为方便读者选购，从1984年lO月起，文行)F架售丰弓。2003年，

按照省、市新华书店的改制部署，对沭川县新华辂店进行改制，随着改革丌放形势的发展，

县新华书店除经营一般书籍外，#要是发行中小学教材]：作。

沐川县义化活动主要有戏剧、Ⅲ鼓、曲艺、歌曲、灯舞、龙灯‘、狮灯、牛儿灯、彩莲

船、踩高跷等项H。解放(1949年)肪县内经常组钐{义艺调演，fs法、绘画展览等义艺

活动。1986 2006年，令具举办J，四埔“茶乡之秋”艺术节，国庆暨黄”电站建成投运

“双庆”活动，“』犬七。，迎l¨l 9。1，'歌咏晚会，首届竹乡艺术节，建县六f‘周年庆祝活动

等大型义化活动。经常，下展群众性义化活动。仝县20()3年建成市级义化先进县，2004年

建成省级义化先进县。

沐川挚尼1989年代表乐flf参加第：膈中国艺术常，矗：pq川分会场锦城艺术宫会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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