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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事部、国家档案局授予市档案局、馆

“全国档案系统先进集体”的荣誉证书和奖杯。

上二童i

▲绋阳市档案局、档案馆是一个光荣的集体。

圈为所获各种表彰、奖励的一部份。

盘_



《绵阳市档案志》编纂人员名单

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陈新忠

副组长 郭国星 曾德安 龙方谷

成员 贾连清梁国喜侯开金

编辑人员：

主编曾德安龙方谷

编辑任朝宽刘晓贵 陈桂英

审改王志强



序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它记载了人类利套发趸的历史进

程。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丰富的知识资源。白殷商以来，甲

骨金石、竹简木牍、纸墨文书、文献典籍，灿烂浩翰。特，列另#

命历史档案并r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档案，记录了中国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真实历史和丰功伟绩，是伐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不

可缺少的宝贵材料。

档案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一项非常重葛的工

作。它的根本任务是，充分地利用档案材料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i义服务，为坚持刃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服务，为有利

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服务，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服务。同时，它也要为各

单位、各部门查考工作、总结经验、处理问题、维护本身合法权

益、开展科学和历史研究服务。

绵阳市的档案事业是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关怀下，从接

管旧政权档案工作开始，循序渐进，逐步发展起来的。自五十年

代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除在乡(公社)以上机

关建立起这项工作外，科技档案工作、企业档案工作、档案馆工

作相继建立起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市的档案

事业通过“恢复、整顿、总结、提高”，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已

形成以档案局为中心，档案馆为主体，档案室为基础，档案专业

教育为保证，档案宣传为先导的具有全市规模的档案事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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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档案志》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主要记述

了建国后40余年的历史。在编修过程中，编修者始终以历史唯物

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作指导，坚字寺字事求是的原则，用大

量翔实的资料和科学的记述方法，揭示了档案事业的发展变化及

内在规律。通观全书，既可看列各个时期党和政府关于档案工作

的方针、政第的不同要求，又可看到各级领导和广大档案工作者

在建设档案事业上的无私奉献；既可看到建国初期档案工作的初

创情况，又可看到40多年来这项事业的成就和日益发展的景象；

既可看到它发展的成功经验，又可看到应该吸取的教训。

我到档案战线已有38年了，从风华正茂到“耳顺”之年，算

得上将毕生精力贡献干党和国家的这一事业了。多年来，我和不

少档案工作者一样，希望组织上把档案工作的发展历史系统地写

一下，从巧对这项在以往基本处于封闭状态、鲜为人知的事业，以

及长期工怍在这个岗付上而名不见经传、默默奉献的人们有一个

恰当的评价。现在如J眨了，秽{口许多同志为此无不感到欣慰。

现在，我们绵阳的经济建设正处于飞速发展的新阶段，这对

档案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个老档案工作者，我相信绵

阳市的档案事业在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的关心、支持下，

在我们全体档案工作者的努力下，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为我市

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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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Ⅱ¨勿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客观地反映几十年来绵阳市¨案事

业的发展全过程。全志以史实记述为主，述而不论，按“详今略

古，详近略远”的原则进行编写。

二、本志上限为民国初期，下限至1990年底。民国时期采用

民国纪年，加注公历，其余的以公元纪年。

三、全志采用志、表、图、记四种形式，以志为主，表、志、

图相融；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事系人。

四、篇目结构：按事立章，章下设节、目。以概述为纲，大

事记为经，诸章节为纬，以期分层次、分重点概述全市档案事业

的发展。

五、本书所叙范围：1949年12月以前为国民党四川省第十三

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其所属各县；1950年1月以后为绵阳专

区、绵阳地区、绵阳市及其所属各县(市、区)，并随着各时期政

区的分、合、撤、并，范围亦不同，力求遵循历史事实，叙述完

整、准确。

六、称谓：中共绵阳地区委员会、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中

共绵阳市委员会分别简称“地委”、“地革委”、“市委”；民国时期

的四川省第十二区、十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建国后的绵阳地

区专员公署、绵阳地区行政公署、绵阳市人民政府分别简称“十

二区专署”、“十三区专署”、“专署”、“行署”、“市政府”；其余各

机关使用全称或它们的通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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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书所列档案的计量单位为卷、册、件。卷是经过立

卷归档后所形成案卷的计量单位；册是会计档案、统计数据档案

的计量单位；件是指单份文件。

八、本志书资料主要来源于绵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同时兼

采部分口碑资料和其它文献资料。

九、本志书记述中所系人物，一律直书其名，视其需要可于

姓名前冠以行政职称，不加其它称谓。

十、本志书中凡属统计性数据及年、月、日一律用阿拉伯数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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