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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03年3月18日，大英县气象局挂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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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气象局建成四要素自动气象哨

人工增雨后的清凉



大英县回马镇安装自动雨易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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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末考

候晓春中共遂宁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原任中共大英县委书记



以蜗镜
继往开采

变丑苏民

刘苏民原中共大英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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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和平原中共大英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读史用志
明前人之得失，创今朝之

伟业

邓和平



●

陶琳遂宁市水利局局长、原中共大莫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

常务副县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乃镜开撅铆彩节弋力每闭凇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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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锋大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熟知历史，研究现状

开创未来

一月二十九日



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号象工作的重要枇示

气象部门要把天气常常告诉老百

姓。国民党老爷不管老百姓死活，而我

们是关心老百姓的。人工造雨是非常重

要的，希望气象工作者多努力。’

毛泽东(引自1953年、1956年)

气象工作对国计民生各方面都有

直接影响，因此，你们要做好气象服务

工作。

——周恩来(引自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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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对工业农业建设都是很重要

的，气象工作还要努力呀!

——邓小平(引自1974年)

看来经济越发展，气象灾害越容易

造成大的损失，你们的工作越显重要。

气象预报是否准确，不仅是经济问

题，也是政治问题，关系到经济建设，关

系到社会安定，人民群众关心，党中央、

国务院关心?。

气象事业发展水平的高低是一个

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标志之一。

——江泽民(引自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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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气象志

凡 例

一、新编<大英气象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遵循党和国家关于气象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

法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公共气象、安全气象、资源气象的发展

理念，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系统地记载了大

英境域及大英建县后累计近百年间气象发展变革的历史。

二、本志属新修，记述的历史范围限于大英县域，记述上限时间原则为

1912年(民国元年)，下限时间为2005年。记述中，大英建县前称“大英境

域”，建县后称“大英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分别称“建国前”、“建

国后”o

三、本志资料源于大英县域40余部乡镇志、乡镇续志和蓬溪县气象局、

统计局、档案局档案资料以及大英县气象局成立以来记载、整理的实时资料。

这些资料均通过编采人员认真调查，反复核对，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真实、

准确。

四、引用数据以气象部门提供的资料为准。计算标准和统计口径依照国

家统计规定，计量单位为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历朝(含民国)纪年用当时称

谓夹注公元纪年。地名沿用当时名加注今名。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表述形式，以述、记、志为主。

表分附各章节紧依文字叙述，图集中于卷首，录附于卷末。文体用现代语体

文，文字用现代规范简化字。

六、全志7万余字配以12幅历史资料图片，卷首序言开篇，概述总揽全

书，大事记联通全书脉络。继以十章构成全书主体，各章分辖节、目、子目、

分目。人物载述气象部门佼佼者。卷末设文存附录，存录断限期内重要文献

和部分2006年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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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事业是科技型、基础性社会公益事业。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与各种自然灾害不断抗争的历史。由大

气、水、冰雪、岩石和生物圈组成的气候系统，既给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提供

了适宜的环境和丰富的资源，同时各类自然灾害也不断地威胁着人类生命安

全，破坏着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总结大英百年气象的发

展历程，探索气象灾害的成因与危害，对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大

英气象事业与时俱进、助推“工业县、旅游城”建设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

现实意义。

据此，我局按照<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和县委、县政府总体安

排，启动了<大英气象志>编纂。历时一年，于2006年6月完成初稿编撰。

经本志编纂领导小组、<大英县志》总编室、县志编委、县政府初审、复审、

终审通过。

本志真实再现了大英县域近百年气象的发展历程，记述了气象预测、预

报的变革史；记载了大英人防灾、减灾等重要史实；热情讴歌了大英县域广

大干部建国后尤其是建县以来，指导广大人民群众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战胜了

一个又一个自然灾害，赢得了抗灾夺丰收、防汛保平安的主动权，达到了预

防和减轻自然灾害，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目的。志中还专题记述了大英气

象人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白手起家，风风雨雨走过的历程和在气

象观测、信息网络建设和气象灾害预报、预警等工程建设和公共服务、决策

服务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读来记忆犹新，感慨万千，不失为“资治、教

化、存史”的好志书，也是热爱气象事业的人员和气象工作者的一部工具书。

当今编志，传承文明，不忘历史，服务社会。参与本志编撰的同志不辞

辛苦，不畏艰难，多次至遂宁船山、蓬溪相关部门、本县镇乡调查、核实资

料，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获取珍贵的史料。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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