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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武阳镇是新津县治所在地。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自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迁县治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

建国后，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本镇已成为二个欣欣向荣的新城镇。

编修史志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但编修镇志在本镇却是一项

新的工作。对此我们十分重视，列为本镇重要工作之一，从人员、

经费、物资等各方面都积极支持，要求写出一本上对祖宗负责，现

为“四化”建设服务，下为子孙造福的镇志。

由于得到上级党政领导的支持、各部门及有关同志的帮助，尤

其是县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通过本志编写人员的辛勤而有效的劳

动，这本反映本镇历史和现状的《武阳镇志》才得以完稿成书．在

此谨致谢意· 一t

本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新的观点、新的材

料、新的方法进行撰写的，具有一定的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希望它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到参考和借鉴的作用。‘

中共新津县武阳镇委员会

新津县武阳镇人民政府

一九八三年八月



凡

一、本志按篇、章、节、目、项五个级次排列。篇、章、节标出级别序

次、题目；目标序次、题目；项只标题目，在正文之首，与正文隔一格。
1‘

二、本志各篇，按‘内容作横的安排，各篇、章中按其时间作纵

的安排。
一 ‘、。

三、本志按“详今略古，详近略远t?、’’的原鲻，内容重点在现

代、近代部分的记叙。

：四、本志时限，原则上为辛亥革命(1 91 1年)下为1982年。但

遇有必须追述者，可以超过上限，或须续述者，可以延至搁笔时：

五、同一事件在篇章中交错互见时，采取各有侧重的原则处

理，。尽量避免重复。 。、

六、为了突出本镇的特点，凡属全县相同的肉苍，本志只提及

而不作详述。 套 。。

七、本志的纪年写法，公元的年、月、日用阿拉值数字，其余

的，。用当时通用记法，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对地名用当时的名

称，在括号内加注今地名；．必要时叙述今地名也加注旧地名。

八，本镇名称前后有“城厢镇”、 “城关镇”、 “武阳镇”，

行文时用当时名称，必要时加注。

九、本志数字，原则上用汉字书写，在图表与科技用语上，用

阿拉伯数字书写·

十、本志使用的人民币数额，

新的人民币为计数标准。

十一。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

有关正文后面。

十二、本志文体为语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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