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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充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志
(1950一2005)

主编赵文国

《西充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志》编纂领导小组编纂
二OO八年六月



《西充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志》领导小组及

编审人员名单

特约顾问：王明章李虹波

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赵锡勇

副 组 长：陈茂林张昭伦

成 员：赵文国彭文

编审人员：

总 编：赵锡勇

主 编：赵文国

编 辑：彭文杜波任天喜何志远

资 料 员：王永赵昌林杨力宇

摄 影：冯爱平

特约编审：赵文宝

审 定：西充县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西充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全体职工合影

前排左起．赵文国陈茂林赵锡勇

后排左起+王永赵昌林李文彬

张昭伦彭文杜波

何志远杨力宇任天喜任启锐



四川省安监局常务副局长何咸炳(前排左一)到西充调研安全生产工作

南充市安监局局长王明章(右一)到西充指导安全生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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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西充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

主任喻小广在2006年全县安全生产工

作会议上讲话

西充县人民政府县长、县安委会

主任蔡绍雄在2006年全县安全生产
工作会议上讲话



西充县安监局办公室一角

r—。’

上爿

西充县安监局执法用车

西充县安委会副主任、安办主任

安监局局长赵锡勇

团结务实的县安监局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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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厢房第三问办公

一九九九年前，县安办曾在原学街

一九九九年县安办随县政府迁八

府南小区，在新办公楼t楼办公

四川省烟花爆竹检测检验站

集科研、安全检测、评估于

。舔譬

体的



嗲?舅戆蕊毛∞
西充县红旗鞭炮厂

西充县宏达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

西充县民爆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 西充县民辉农药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毫臁



中石油西山加油站 西充县木角机砖厂生产车间

日

西充县双凤镇安全生产办公室

西充县义兴镇曹家庙村安全生产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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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西充县人民政府县长、县安委会主任蔡绍雄

安全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安全工作既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也关系

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在全县人民奋力抗灾自救、加快推进“三区一城”建

设进程之际，第一部记载和反映西充县安全生产历史与现状的<西充县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志》面世了。这是西充县安监局，也是西充县安全生产战线的一件

大事，可喜可贺!

西充县安全生产工作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经历

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兼到专的历史过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社会分工的不断精细，安全监管难度不断增大，但通过历届党政领导和安监工

作者的不懈努力，安全生产效果也逐渐显现：全民安全意识不断增强，各类安

全生产事故得到有效遏制，安全生产形势日趋平稳好转。这充分证明了党指

引的路线无比正确，体现了各级政府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悉心关爱和

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反映出西充历代安监工作者不辱使命，负

重自强，不懈努力的精神风貌。《西充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志》坚持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详近略远，就重避轻，广征博采各种史料，按事业立目，横排竖

写，准确、详实、全面地反映了西充县安全生产的发展轨迹，具有“资政、存史、

教化”和惠及后人的重要价值。

主编赵文国及全体编纂人员夜以继日，不辞辛劳，发扬求实、创新、协作、

奉献的敬业精神，历经一年半时间的艰辛劳作，从篇目的制定到志稿编纂、修

改、校核，力求做到观点鲜明正确，材料翔实可靠，体例完备严谨，篇目结构合

理，内容充实深刻，确保了志书质量。《西充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志》的问世，

对认真研究事故发生的原因和规律，总结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经验，探索实现安

全发展的有效途径，真正从源头上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确保全县安全生产

和社会稳定必将大有裨益。
．1·



序

俗语云：“志书可编，良志难求。”由于史实时过境迁、年长月久，加之编修

工作任务繁杂、时间仓促，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五
望全县安监工作者以志为鉴，履职尽责，为确保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再立
新功。

2008年6月



凡 例

一、断限：上限自1950年始，个别地方延至建国前，下限至2∞5年12月31日止。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全面准确地记述西充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以志为主，述、记、图、表、录等兼并运用，按横排事类、纵述历史的原则，分章、

节、目(少数子目)三个层次，力图史料翔实。特点突出，图表文并茂，反映出西充安全生产

事业的发展轨迹。

四、资料来源主要为县档案馆和县安办(局)档案室。少部分是专访知情人回忆的口

碑座谈资料。

五、本志以规范的现代汉语行文。

六、本志纪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图表数字用阿拉伯数，以简化汉字方案公布的简化

字为准。

七、人物仅简介安监局现任领导。

八、因资料缺乏，1950至1958年、1960年至1962年、1965年、1967年至1971年大事

记缺空，1973年、1980年大事记较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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