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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1991年11月，日本拓殖

大学拳击队来内江市与

四川拳击队进行友谊比

赛后合影。

．．1990年9月，德籍华人

西德柏林大学教授喻钟

烈向内江市政府捐赠张

大千手书《赠大将军喻

君培论传》。市委、人大、

政府、政协主要领导黄

森荣、付运鸿、梁昌飞、

罗开忠、龚正才与喻钟

烈夫妇合影。

．．1987年朝鲜平安南道艺

术团到内江进行友好访

问演出，与市政府有关

领导合影。



卜1992年5月，四川省副省

长刁金祥、省外办副主

任々小龙、内江市市长

梁昌飞会见塔吉克斯坦

共和国库利亚布州政府

代表团。

卜1988年，内江市市长雷

秀祥会见英国华侨曾志⋯L

．．1991年5月，内江市政府

常务副市长罗开忠会见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库利

亚布州政府代表团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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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1991年3月，乐至县政府聘任

美籍华人吴仲良先生为“乐

至县吴仲良中学”名誉校长。

▲1991年3月，“乐至县立仲良中学”

命名及“吴仲良教学奖励基金会”

成立大会。

卜1990年1月，由资阳县归侨、侨眷、

涉外侨胞集资修建的“侨兴大厦”

落成。

和地区的外宾在观看资料片《今

日内江》。

彷名蚣



卜1984年，由华侨林再高先生以母

亲名义捐资兴办的“四川省资中

县华侨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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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安岳卧佛

◆历史悠久的资中文庙

．．座落在内江市沱江之滨
的张大千纪念馆



▲筒阳民俗文化活动——九莲灯 ▲历史文化名城资中清代一条街

卜风景秀丽的简阳三岔湖

．．简阳龙泉湖桃花溪渡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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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1987年6月，朝鲜平安南道轻

工代表团前来内江友好访问。

1⋯●⋯_⋯⋯1。⋯⋯、
常务副市长罗开忠亲切会见塔吉

克斯坦共和国库利亚布省市代表

团一行。

卜1989年10月，内江市市委书

记付运鸿、常务副市长鲁绍

彬等会见日本佛教考察团。

．．1991年8月，前苏联化工机械进出

口公司驻华商务处处长乌马拉托

夫考察四川硫酸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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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地区自清代与海外交往，经历曲折艰难，凡200余年。其问，数十个国家和地

区人士来内江传教、经商、参观、访问、探亲、旅游或进行公务活动；不少内江籍居民

出海留学、访问、谋生，一些人士留居海外，至今，已有6000余内江籍华人、华侨、

港澳同胞散居在50余个国家和地区。出国(境)的内江籍人士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与

管理经验，给处于祖国腹心地带的内江地区带来新鲜气息，许多出国的内江籍人士在不

同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为祖国和故乡争光。1978年后，内江籍华人、华侨及港澳同胞

与家乡的联系加强，他们不断回乡探亲、访友。．区内归侨、侨眷及港澳同胞亲属亦不断

出国(境)探亲或定居。海外内江籍华人、华侨及港澳同胞纷纷发扬爱国、爱乡热情，

他们或捐资于内江地区公益事业；或协助引进资金、项目；或投资在家乡办企业；或为

家乡建设提供信息；或回乡讲学、传授科技知识与技术。内江籍华人、华侨及港澳同胞

于内江地区对外开放、经济与社会发展，贡献良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内江地区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团体、人

士在友好、平等、互利的原则下不断开展国际交往，官方外交、民间外交互相促进。

“让内江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内江”成为全区人民的共识。内江对外开放的13年中外

．事、侨务工作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前沿阵地，经历了由接待型逐步向管理服务型

的转化，其职能、任务、内容、范围均发生了变化。我市在贯彻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路线和中央的对外方针政策，利用外事、侨务民问对外友好工作渠道，促进内江对外

开放和经济、科技、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内江地区很早就成为川中南著名文化发祥地之一，区内人文景观与优美的自然风光

相辉映，旅游资源丰富。全区旅游资源得到初步开发和利用，接待设施逐渐完善配套，

接待能力有所增强，旅游由国内发展到国外，由自发逐步发展到有组织、组团批量进

行。随国内外游客逐年增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不断增大，旅游业与对外开放相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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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发展迅速。

200年时间不算短，无论对外交流、侨务或是旅游事业都有值得回忆之处，这段历

史对于今人与后人，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90年代初，笔者负责主持内江外事、

侨务、’旅游工作，深感挖掘、整理、记述这段历史，以造福于人类，实在是一件刻不容

缓的事，当以此为己任。适逢各级政府倡修新方志，于是组织内江市(地区)人民政府

外事办公室、侨务办公室及旅游局诸同仁，分工合作，发凡起例，搜集资料，考订史

实，编写修改再三，终于草成<内江地区外事侨务旅游志>24万言。

中国方志源远流长，不乏传世之作。我们在纂修这部志书过程中，既继承传统，又

力求有所创新。旨在客观记述历史与现状的前提下，力求将志书编纂成具有较高应用价

值的资料性著述，尽可能将内江地区200余年对外交流、侨务、旅游事业的纵横尽纳其

中，让读者一卷在手而知其经纬。但为客观条件及自身水平所囿，加之方志学处于不断

发展之中，这部志书挂一漏万又在所难免。全志并不奇崛，记述也欠恢宏，笔力亦乏苍

劲，但字里行问则跳动着我们对历史负责的赤子之心。如果志书出版后，对从事外事、

侨务、旅游工作和研究的人士有所帮助，对促进内江地区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强内江地

区与海外经济、文化、技术交流，团结海外内江籍人士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我们就

感到欣慰了。

古来方志成于众手，非集体之功不能就。这部志书编纂过程中，不少领导、同仁、

知情者，在内江工作过的老同志及专家、学者为此付出了辛劳，值志书草成之际，笔者

也借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志稿杀青之日，内江地区撤地建市已历lO年。10年来，全区改革开放更加深入扩

大，是内江地区有史以来对外交流最活跃的时期。回顾历史，感慨万千，命笔为文，是

为序。

郑素芳

一九九五年五月



凡 例 I

凡 例

一、新修(内江地区外事侨务旅游志>，依据内江地区及所属县、市、区档案馆及

外事、侨务、旅游系统历年积累之资料，以及各县、市、区新修外事、侨务、旅游志稿

和相关部门的方志资料，加上经查考核实之口碑资料，遵循新修方志指导思想、原则、

方法和体例编写。

二、本志以可上溯之事物为上限。1985年撤销内江地区，建立地级内江市，其后

外事、侨务及旅游事业于改革开放大潮中发生巨变，史实翔实，容下限断至1992年。

三、本志以1985年内江地区的行政区划为记述范围。此前划出之荣县、井研及简

阳龙泉等地，凡事涉本地区大政者书，余者略述。1985年地改市后之内江市，以括号

注明“地区”，以别于此前的县级内江市。

四、辛亥革命以前按朝代年号纪年，括号加注公元年份；以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人民币一律换算成币制改革后的新币。计量单位采用国家最新公布之标准。

五、本志以语体文记述，采用述、记、志、传、图、表等体裁，以志为主。图表插

于相关章节；大事记采用编年与纪事本末结合体；记述人名，直书其名，女性于姓名后

加括号注明；企事业单位名称，按当时称谓记述；地名以各县、市、区所编<地名录)

为准，历史地名加今注。记人述事，一本实录，不加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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