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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副省长敬正书

视察双流县农机工作。

2”侔被制譬藉霉磊量赫黧记王荣轩

省农器雹霎蕃曩某橐辈至器爹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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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省领导参加在双流县公兴镇

举行的四川省宣传贯彻《农业机械化

促进法》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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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0月21日．全国

农机管理工作会议的领

导和代表参观文星镇农

机管理服务站。图为在

大众汽车维修站介绍情

况时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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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农机安全监理员培训会

深入多镇宣传安全生产

县农机监理员检查田间作业安全

县农机监理员检查农机供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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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免耕施肥播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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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蔬保鲜冷藏库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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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县农机局
在职职工合影

1998年县农枧局部
分在职职工合影

参加《双流县农机志(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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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双流县农机志(2005年本)》经过严格审核、细致推敲、认真修改，三易其稿，终

于问世了，可喜可贺!

这本志书是用改革精神编写的。在记述双流县农业机械化发展历史中，尊重历史的

本来面貌。坚持“实录”，客观记述，对史实不作主观增减、褒贬修饰；坚持以史实显示

改革开放中双流县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以“资治、教化”，杜绝贴标签式地记述

历史，避免用片面的、表面的、孤立的史实去诠释标语，宣传观念；坚持多个方面记述

历史，力戒简单化。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古代正史的局限。北京师范大学启功教授

有首词《贺新郎·咏史》：“古史从头看。几千年，兴亡成败，眼花缭乱。多少王侯多少

贼，早已全部完蛋。尽成了，灰尘一片。大本糊涂流水账，电子机，难得从头算。竞自

有，若干卷。 书中人物千千万，细分来，寿终天命，少于一半。试问其余哪里去?

脖子被人切断。还使劲，断断争辩。檐下飞蚊生自灭，不曾知，何故团团转。谁参透，

这公案?”这首词形象、深刻、尖锐地揭露了中国古代正史的弊端。中国古代正史的编修

者们基于地位利益，受到时代局限，总是按照政治需要取舍史实，带着褒贬感情记述人

事，结果把历史写成了简单而模糊的糊涂账，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也掩埋了不少具有历

史价值的东西。正是因为《双流县农机志(2005年本)》坚持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三者统一，真实再现了双流县农业机械化发展历史，一定能够帮助人们了解历史，从中

吸取智慧和力量。尤其是帮助从事农机工作的人们明白今天的发展来之不易，激发他们

敬业爱岗的热情，抢抓机遇，加快发展，无愧前辈，无愧子孙。大家知道，只有正确认

识昨天，才能彻底懂得今天。而只要深刻了解昨天与今天，就能把握明天。我们坚信，

《双流县农机志(2005年本)》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双流县农业机械化进一步发

展，必将产生积极作用。有的专家已经看出了这本志书的价值，指出：“《双流县农机志

(2005年本)》在资治、存史、教化的功效上得到很好的体现，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知识

财富”。

《双流县农机志(2005年本)》是集体心血、众人智慧的结晶。在编写过程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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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县史志办领导、专家的关心、指导，得到了农村发展局干部职工上下一致的鼎力支持

和离退休老同志的大力帮助。几位编写人员，想方设法，史海勾沉，务实求真，不畏艰

辛，为这本志书的问世做出了贡献。在此，我代表双流县农村发展局谨向所有关心、支

持、参与《双流县农机志(2005年本)》编写的人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双流县农村发展局局长乒匀
200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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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系统记述双流县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三者统一。

二、本书记述时间，上限起自1986年，下限止于2006年底。根据需要，个别史事记

述，上限酌情追溯，下限适当下延。

三、本书记述范围，一般以2006年双流县行政区划为准。个别历史资料难以照此办

理的，依照当时的行政区划范围记事和统计。

四、本书体裁，包含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以志为主，诸体配合。

五、本书采用章、节、目结构，目以下设子目或分层次记述。

六、本书采用公元纪年。

七、本书使用的各种称谓，包括国名、人名、地名、行政区划、机构、职务、党派、

社会团体、企业、产品、牌号等，均按资料原文书写。

八、本书数字书写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单位制定的《关于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九、本书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十、本书文体，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以第三人称记述。用字以1986年10月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为准。标点符号以1990年3月国家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国家新闻出版署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十一、本书史料主要来自历史档案，部分采自口碑资料。所用资料都进行过认真核

实，并有资料卡备查，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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