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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历

史唯物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记述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白1986年起，下限至2000年止。

三、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需说明朝代年号，按志书要求统一

书写，行文以国家出版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四、本志系章、节体，共设15章、58节。将志、记、图、表、

照等结合，融为一体的志书框架为组合形式。

五、获奖单位和个人以时间为序，已故人物以卒年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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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早在1986年，当时的县文化局和县体委分别编写了《犍为县文化志》、《犍

为县体育志》，记载了1985年前全县文化、体育方面的史料，故本志书的断代从

1986年起，至2000年底截止。

随着时代进步、社会发展，全县文化、体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值

得大书特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队伍建设方面，干部职工的政治、业务素质有了较大提高。1985年时，

仅有党员32人，到2000年底，全系统已有党员53人。文化结构有了根本改变。

1985年，文化、体育系统共有大、中专生5名，到2000年底，具有大专以上文

凭的有25名，中专(含高中)文凭的有68名。有27人获得中级技术职称，54

人获得初级技术职称。这些数据充分表明，本县文体旅游系统职工队伍在思想道

德建设、业务能力提高上所取得的成绩。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1985年，全系统直属单位的办公用房和职工住房低

矮、潮湿、狭窄，甚至有相当部分系危房。经过10多年的努力，县城文化、体

育设施总建筑面积达23148平方米，总投资694万元(县财政投入65万元，多

方筹资629万元)。各单位的办公用房和活动用房全部改造成为高大、宽敞的楼

房。职工全部住进了单元式住宅，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得到较大丰富。

在群众文化活动方面，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不

断提高活动的规模和档次，从过去单一的、小打小闹的活动形式，向参与面更广、

影响力更大、品位更高的大型群众文化活动发展。如1997年举办的“庆回归、

爱中华"大型文艺演出，演员阵容达3000余人。1999年举办的庆祝建国50周

年大型文艺晚会，参演单位18个，演出节目16个，演职员达1000余人，效果

显著，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在体育事业方面，犍为县培养和向国家、省、市运动队输送了大量体育人才，

取得了骄人的战绩。突出的有邓国银、刘玉刚等国家级著名运动员，赢得过多枚

世界冠军奖牌。在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上，多年坚持和教育部门密切配合，选拔

苗子?制定培训计划，尽快使体育人才脱颖而出，为家乡增光添彩。

在业余文艺创作方面，由于受商品经济的制约，创作队伍有所萎缩，新人较



少。但在一批矢志不渝、躬耕不止的创作骨干支撑下，本县的文学、戏剧、音乐、

美术创作仍涌现了大量的好作品，获得过多种奖项，在全市也享有较大知名度，

殊为可喜。

当然，也应看到现实存在的不利因素和困难。随着社会生活的变革，娱乐形

式的多样化，对一些曾经红火的娱乐项目带来了极大冲击，电影“滑坡”、川剧

观众锐减，已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只有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努力适应市

场的需求，才是唯一的出路，也是一道严峻的课题。 一

本县旅游业因机构建立较晚，尚在起步阶段，虽然做了一些调查、规划和打

基础的工作，但值得记述的内容不多，故简要叙述。

总之，综观犍为县文化、体育、旅游事业的发展历程，证明“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也为“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一

格言提供了佐证。可以相信，一个全面繁荣、兴旺、发达的文化、体育、旅游事

业的大好局面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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