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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典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为重庆向阳无线电

厂生产的2AP9情检波二板

管，用于试验通信卫星，性

能良好，发来贺电，以示嘉

奖。

<市中区工业局供稿)

魁星阁：清乾隆重度府

城囤已见著录。它位于文庙

(兮市二十九中学)与夫子

池(夸大众游艺固)之间，

地处市中区交通要冲，与

“解放纪念碑”遥遥相对，

结构精巧，是重庆著名古建

筑物之一。随着城市建设发

展需要，已袱拆除。故存文

聊照B一帕，以匈纪念。

(重庆市博物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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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继往开来
——创刊辞

中共重庆市市中区委书记李慎

中共重庆市市中区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市中区政府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办的《重庆市中

区史志》资料通讯(包括“地方志资料”版和“党史资料”版)，在上级和各方面大力支持

下，现在问世了。夸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是“重庆谈判”四十周年，也是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在这样一个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年头，创办这个刊物，是有他的历史

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编史修志是我国的优良历史传统。我区位于长江，嘉瞳江汇流之处，依山环水，风景壮

丽，素有山城之称。肌历史上看，早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周代初年，成为巴国首府开始，三千

多年来，都是历代州、郡、府、道，县的治所，是地区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有重

要的历史地位。近百年来，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轰轰烈烈，持续不断。特别是抗

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直接领导和指挥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革命斗争，无数革

命烈士和共产主义先驱人物的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史实，都发生在我区的大街小巷，更

增添了光荣的革命传统。解放以后，全区人民在中共重庆市委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而斗争”的实践中，各项建设事业，突飞

雄进，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九八三年六月，国务院批准的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

中，明确规定t市审区是重庆的政治、行政中心，商业、金融中心，水陆客运交通枢纽。人

民在激流勇进的历史长河中，穿过了许多暗礁峡口，战胜了无数险滩恶浪，谱写了光辉的革

命篇章，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遗产。各种文物，文献资料，浩如烟海，急待广征博采，整

理编纂，详载史籍。我区原属巴县，为县府所在地。一九三七年修《巴县志》时，仅是巴县

的--d"部分。建国三十多年来，修志工作没有进行，迄今已中断四十多年。因此，继往开

来，编史修志，巳经成为十分迫切的历史任务。

地方志是一个地区的自然、地理、经济、政治、军事，科学、文化、教育，人物．文

物、风俗、以及革命斗争史等的历史和现状的记述，是一个地区的“百科全书”。我们要建

设现代化的新城市，要加强城市发展的科学研究，就必须对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

状，进行全面的，系统的了解和研究，正确处理史料与现实的关系，使史志工作更好地为党

的总路线、总目标服务。这样，搞好史志工作，既能为全区各级党政领导部门掌握情况，进

行决策，提供翔实的资料和借鉴．为研究我区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加强同省内外的联系，

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服务，从而推动我区各方面的工作，发挥史志的咨询、参谋和助手作用，

同时还可为向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提供

生动的乡土教材。因此，史志工作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郭分。

史恚工作， “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全面地、

认真地把我党六十多年来的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为研究，编写、学习和宣传党的历史服



务，为实现党的邑任务、总日标服务。’’这就是兜志【作的指导思想、基本任务和工作要求．

为此，我们要运用新观电新材料、和新方法，按照L级部署的任务要求，在广泛征集、整
理资科的基础上，编写成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排栩统一的、具有州代特点，地区特点的史志。

当前是我国改革和经济振兴的黄盍时期，重庆足金围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市

委号召我们全__I'『以赴，衔山拼搏，共ili司努力，争取早日把重庆缝设成为一个依托西南，服务

西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多功能的经济中心城市。并明确捐出，要奄视市中区在垒市对

外开放中的战略地忙，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快市中医的旧城改造和市政建设，使之成为重庆

和西南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z扣心。耍尽快敞，I：解放碑地区，把市中区变成集全国名牌

产-见于一域的“展销区”，汇多种荽昧佳鳍于一地的“差食区”，提供最佳服务的“文明区”，

这是时代赋予我区崭新的、更高的历史使命。古城换新貌，历史谱新编，作为长iI=上游和西

南地区中心城市中心区的照庆市中区，应该在服务四化，促进鞠番的宏伟奋斗目标中，更好

地发挥中心市场、综合服务基地的作用。为此，区的第删次党代表大会提出了“团结全区人

民，坚持改革，奋力拚搏，逐步把我区建设成为经济繁荣，文化发边，风尚良好，环境优

美，生活方便，人民富裕的现代化市中区”的奋斗目标。宴现这个目标，蛋求我们进一步解

放思想，学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知识。同

时，还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更好地发扬历史上形成的优点和有利条件，自觉地克服历

史上形成的缺点柑不利条件，因而，对编史修志，也就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

目前，我区史志工作，还处于创业阶段，对这样一项新的工作，从理论到实践，都还有

个探索过程，因而，也是一项十分繁重而艰巨的任务。我区是解放后由七个半小区合拼建立

的一个新区。有关我区历史和现状的文物、史料的征集、整理工作，才开始着手进行，加上

设在区内的中央，省、市缎单位较多，更增加了各种史料征集整理工作的复杂性。《市中区

史志》资料通讯的出版，无疑将为全区参加史志工作的同志和有志于此者，提供一个征集、

整理资料，考证史实，探对问题，交流经验，报导工作动态，传递信息的网地。这个园地。

还应及时转载串央及省、市有关文件，指示，介绍编史修志知识，叭加强对全区史志工作的

指导，促进和推动此项工作深八开展。

古人说t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咀人为镜，可眦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亡。编

史修志，继往开来，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我国历史上

不少有志之士，都深知编史修志的重要，为后代留下了许多珍贵遗产。党的十一届三申全会，

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吼来，各项建设事业在短时期内，取得了巨大成就。值

此“盛世修志”的大好时机，全区各级党委、行政组织，都要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抽调

与工作相适应的得力干部，建立工作班子，把专业人员与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做到

“群众治史”，“众手成志”。以选到“求实存真”，。存史资抬”的目的。所谓“人民史志人

民写，人民史志写人民”，这就是要求在专业队伍的指导下，充分发动群众，使我们的史志

忠实地记载人民创造的历史，歌颂伟火的人民，在历史，L，特别是在党领导下的革命与建设

中的丰功伟绩，以教育当代，传给后代。值此创刊之际，希翔全医各级党、政领导，切实把

这项工作列八议事日程，经常关心，定期过问，认真研究，按照区委部署，出色完成史志工

作任务。希望全区各条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给以大力支持I设在我区的中央、省、市级

单位，给以大力协助·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多加指教}社会上热心史志之士，多加爱护扶

持，同心协力，共同办好刊物，发挥其促进、推动全区编史修志的作用，为我区的强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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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重庆市市中区委员会、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

关于建立中共重庆市市中区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市中区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组织名单

根据市委办公厅《关于建立和加强党电工作机构的通知》(市办11984]39学)和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转发《全省地方志编纂工作会议纪要》(¨l办发[1983139号)的通知精神，为搞

好我区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和编纂社会主义的市中医地方志的工作，经1984年4月28日，

区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建立“中共重庆市市中区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和“重庆市市中区人民

政府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实行“两块牌子，一套机构”。工作人抽札有关部门和单位抽

调，同时聘请一部分离休，退休干部。两个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如下：

主任委员：李慎

副主任委员：李荫周红原

顾 问：王正珠刘素侠

委 员：余良才章自辉

陆玉书陈作汉

周昌岐彭鹤鸣

办公室主任：余良才(兼)

办公室副主任：刘中一(号职)

刘琰张震宇

盛百宜

邹用陆

汪俊

冯裕民

邹用陆(兼)

孙仁德

刘中一

“重庆市中区史志*资料通讯编辑部

主编：李慎陈崇德

副主编：刘中一周昌岐汪俊

党史资料版责任编辑：朱宗德刘灿殉 张国策武建政

地方志资料版责任编辑：张延宝许世和、张航
发行人：余良才

出版、广告、财务负责人：邹用陆廖正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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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

开创地方志工作新局面

[本刊讯]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最近就加强对全国地

方志工作的领导和修志队伍建设问题作了重要批示。今年七月底，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

董一博写信给胡榴邦同志，反映目前我国地方志编纂】：作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胡耀

邦同志八月二十日阅后在信上批示： “确要有一个敢抓敢闯的人牵头”，并请乔术同志“批

转社会科学院领导办”。八月二十⋯月乔木同志在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同志的批示中指出t

“此件请即阅，并认真改变目前的状态，调集有志于此者全力雌赴。遇有困难，请按范围分

请国务院和各省、市、县负责解决”。这再次表明，党中央对正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的编

纂新地方志工作的关心和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为了落实胡耀邦、胡乔木同志的批示，专门召集会议，进行讨论，

提出改进措施，于十月间报送中央宣传部。中宣部于十～月十二日批复t “你们报送的《关

于加强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的报告》已收悉，同意你们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四项措施。关于增

加编制和经费问题，我们支持，请你们分别与劳动人串部和财政部商定”。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姐于九月初召开了两次扩大会议，除指导小姐成员外，并邀请丁dl

东、山西、河南、安徽、武汉等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3J、公室的同志参加。会议深八领会了

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的精神，结台萤一博同志信中反映的问题，具体分析了当前有关加强领导

力量，．队伍建设，：￡作条件等方面不适应形势发展的情况，认为确宴到了“应当认真改变目

前的状态”的时候了。会议还就贯彻落实耀邦、乔术同志的批示提出了若干具体措施和建

议，包括如何充实健全指导小组办事机构，加强调查研究，发挥其应有作用，和 九八五年

工作初步安排。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还就改善对全国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和加强指导小组

机构等若干重大问题向国务院1}‘l示报告。据了解，有些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亦

正结合当地实际，贯彻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地方志工作重要批示的精神，改进地方志工作的领

导，调集人员，加强队伍建设。目前，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在全国贯彻执行，

我国各条战线都出现了繁荣昌盛、充满活力的新局面，我们各级地方志工作亦必须以改革创

新的精神，结合本身要际，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最近指示，开创地方志工作的新局面。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原栽《中国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i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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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文件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全国

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报告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确关部门：

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生国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的报告》，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

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各地要对地方志编纂工作进行一次检盘，进一步加强领导，充实人员，加强队伍建设，

切实解决地方志编纂工作中的问题。尚未建立地方志编纂班子的地方，要根据本地区情况，

逐步组建班予，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有关编制、经费、出版等问题，由地方各级政府根据

宴际情况，予烈适当解决。

国务院办公斤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九日

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的报告

国务院：

我国有着悠久的编修地方志的优良传统。现存的八千余种地方志，记载周详，内容丰

富，为世界各国所罕见。周思来周志生前十分重视编纂新地方志的工作，早在五十年代束成

立地方志小组时，就指定曾三同志主持其事。当时不少地区巳开始了新地方志的编纂工作。

十年动乱期间，地方志工作被迫中断。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咀后，由于中央领导同志的倡

导，我国地方志工作进八了一个新的时期。一九八一年成立了l{_I国地方史志协会，随后又饿

复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各地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修志工作。现在，全国

已有二十四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三分之一的城市。二分之一以上的县，先后建立了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着手编纂新地方志。预计一九八五年将有五十部县志、五部市志和部分

省、市志的专志脱稿成书。我国开始出现了“盛世修志”的可喜局面。



开展修志工作，有利于两个文明的建设。特别是随着城乡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工作

的发碰，各级领导和各行各业都迫切需要全而地、科学地认识和了解省情、市情和县情，通

过编修新地方志，汇集大量有关当地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备方面的历史和现实资

料，可眦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这对于发挥当地经济优势、恢复传统生产、开发新的资

源、维护生态平衡等方面，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当前修志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领导机构不健全，相当一部分地方没有专门工作班

子，许多地方工作经费和人员编制问题没有解决。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我院召开了中

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扩大会议，提出改进地方志领导工作的具体措施如下：

一，进一步加强对垒尉修志工作的指导。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虚当从政策上、业务上指

导各地修志工作，定期向中央和国务院反映情况，对修志中涉及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及时请

示报告，并负责拟订编修新地方志和整理旧地方志的规划，制定新编地方志的工作条例，组

织交流修志工作的经验等。为完成上述任务，建议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作为一个独立机

构，由国务院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小组成员拟由原来的十一人增加到十七人，并在北

京成员中委派几人作为常务成员，主持日常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解决小组工作申的一

些困难。

二、建议各级政府加强对本地区修志工作的领导。新地方志的编纂，涉及到政治，经

济、文化、科学、教育各部门的工作，必须在当地政府主持下才能顺利进行。各级政府应改

进和充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修志工作班子作为事业单位，应有必要的专职工作人员I其编

制、办公用房、设备、事业经费、人员待遇(工资、职称等)方面的问题，由地方有关部门

切实加以解决。目前尚未建立修志班子的地方，也希望能根据实际情况尽早建立起来，以便

开展工作。

三、拟于一九八五年内召开全国第一次修志工作会议，检查地方志“六五”规划执行情

况，制定“七五”修志规划及长远设想，并讨论修志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四、制订《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确定编纂社会主义时期新方志的指导思想，方

针任务以及制订各娄方志的编写体例方法等问题，使各地修志工作有所遵循。该暂行规定拟

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名义发出。

以上报告如无不器，请批转各地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参照执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九^五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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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川办发E1983339号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全省地方志编纂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斤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

各市、州、县人民政府，各地区行政公署，省府各部门：

省政府同意《全省地方志编纂工作会议纪要》，现转发各地参照执行。

全省地方志编纂工作会议纪要

一、为了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开创我省编纂地方志工作的新局面，经省委同意，召开

了嚼"f省地方志编纂工作会议，省社科院院长、省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委员陈文同志在会上

作丁《关于四川省地方志一年来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组织交流了修志的经验，讨

论了关于编纂四川通志、市志、县志的工作条例和编纂方案(草案)等。通过这次会议，与

会同志普遍提高了认识，增强了编纂好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决心和信心。它对我省今后的修志

工作将是有力的推动和促进。

二、会议认为，地方志魁一个地区．：f匀自然、地理、经济、政治，军事、科学、文化，教

育、文物古迹、风土习俗、人物、革命斗争史等的历史和现状的记述，是地区的“百科全

书”。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修志的传统，至今尚存的地方志书多达八千五百余种。它不投是我

国的国宝，而且是世界文献宝库中的瑰宝。党中央对地方志一贯很重视。毛泽东、周恩来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次提倡研究和犏纂地方志。一九六。年前后，全国曾出现编籍地方

志热潮。但由于“左”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使这工作开始不久就中断了。现

在，我国经过拨乱反正，实现了历史上伟大的转变，在政治上出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盛

世。一九八。年，胡乔术同志倡导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编纂社会主义的新地方

志。这一号召，大得人心，不到三年，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市，近千个县热烈响应。我省部

分省级机关、两个省辖市、四个地区、 一百零四个县(市、区)开展了这一工作。形势一片

大好。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党的十二大报告巾提出的把发展科学确定为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

之一的问题，地方志也包括在社会科学内。当前，编纂地方志不仅是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优良

传统，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地方志可以为本地区的建设事业以及制订方针、政策提供历史借鉴

和详实的资料依据}地方志也是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

乡土教材，地方志的编纂又是提倡调盘研究，改进领导作风，促进干部专业化、知识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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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良好途径。总之，它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项基础性工怍，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的基础性工作。盛世修志，势在必行。编纂好地方志是造福后代的千秋大业，是历

史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不抓好这一工作，对干部来说，就是失职，就会负疚于子孙后代。

三、会议认为，新修地方志，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

本碌则，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豫的决议》为准绳，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详夸略古，详近略远，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编纂成思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志书。地方志的内容立综合记载一个地区

(省、市、州、县)从自然面貌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基本情况。总的要求是，以

概述为全志之纲，以建置沿革为金志之首，以近现代大事记为经，“自然地理、社会经济、

政治、军事、文教、科学、风俗、文物、人物等为纬。在县体篇目的设置、体例和编写方法

上可以参照中国史志协会拟定的关于省志、市志、县志三个编纂方案的建议，但不强求1

律。各地应根据本区情况，突出地区特点，特别是在开始一段时间，可以在上述原91II的前提

下，放开手脚去千，上面不要统得太死。

四、会议认为，加强党和政府对修志工作的领导，建立和健全各级修志机构，是开创修

志工作新局面的根本保证。各级政府应把编纂地方志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列

八议事日程。各市、地、州、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应由政府的负责同志担任主要领导，吸收

各有关{：I；f1负责人硬热心干修志事业的社会名流、史志专家参加。

各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应是当地政府直接领导下的常设机构，省志各专志机构，都应配

备一定数目的专职人员。

各级修志机构的专职人员，一般应具有一定的政治思想水，}、科学知识和写作能力，老、

中、青相结合，修志人员一经配备，应相对地保持稳定。省、市、地、州修志机构和四JRl大学

历史系，可根据条件，专门设立短期学习班，培训修志人员。

各级修志队伍除专职人员外，还应适当聘请和吸收社会各方面力量参加，特别是一些离

休退休的老干部、老专家，他们经历丰富，学识广博，得到他们的密切合作，对修志极其有

利。

为了广泛地团结各方面人士参加修志工作，各地可仿照什邡等县的经验，成立地方志协

会。这次会上，即成立了四川省地方志协会筹备组，负责成立四川省地方志协会的筹备工作。

五、会议认为，创造和改善编纂地方志的工作条件，对开创修志新局面是必要的。目

前，除各级修志机构有待建立和健全外，各地的修志办公用房也相当困难，希望各地人民政

府结台机构改革，妥善给予解决。地方财政部门应把修志经费列八每年预算，作为专款拨给

修志机构应用。省地方志编委会的盎费，每年造具预算，报省人民政府审核，由省财政厅拨

发。各市、地、J'i1、县的修志经赞，由当地财政部门拨发。省志各专志的费用，由各专志的

主管单位列八预算实报实销。

六、会议认为，编纂地方志还必须得割各有关力而的大力协作。各缎档案馆怼修志人员

查阅档案的规定，应适当放宽，尽可能提供方便。省、市和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图书

馆，也应积极为编纂地方志提供资料，为修志人员盎阅图书资料创造有利条件。出版部门列

印刷、出版地方志刊物、资料和志书，电应积极支持、协作。

会议号召，为了完成编纂社会主义新地方志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

望，全省地方志工作者，应该振奋精神，同心同德，刻苦钻研，以出色的工作，为建设社会

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川省编制委员会、IⅡlJII省财政厅、

NJII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文件

志发E198438号

《关于各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编制和经费的通知》

各市、地、州、县人民政府(行署)：

一、人员编制；重庆市、成都市十五至二十人I凉山、阿坝、甘孜等州十至十五人，渡

口市、自贡、泸州、各地区行署八至十人，各县、市，区五至八人，德阳市无修志任务，但

应设置机构，指导所属各县的修志工作，编制五人。请各地根据实际需要，自行确定。

二、各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编制列八事业编制，其经费由编志机构造报年度预算，由

各级列人科学事业费开支。

三、各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事机构(总编室或办公室)的级别，相当于同级政府的局

级事业单位。请各级党委组织部调配一至二名政治思想水平较高，有业务知识和文字能力的

干部主持办事机构，负责总编工作。

四，各级编志机构的人员，要尽快调齐，注意质量，保持稳定。

四川省编制委员会

凹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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