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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彭县水利、电力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编篡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相统一的部门志。全志共七章，计十二万五千字。除卷首外，正

文分章、节、目，分另4记述我县湔江和都江两水系的水利、水电的创

建、治理，开发利用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一、卒志编写内容上限，原则上起自创建，对历史河流溯源作必

要的科学识别，下限1 982年。

二、本志采取按类分章纵述方法，各章、节围绕重点记述，兼顾

一般。

三、本志采用记事本末体编写，文、图、表结合的方法，编纂而

成。

四、全志用语体文，引用史料，皆忠实原文，注明出处。文字及

标点符号，按照《新华字典》为准。4

五、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一般按原称呼。

六、历史纪年，在民国时期以前，按当时通用>-7惯用法，并加括

号注明公年元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以公元纪年编写。

七、地名书写，以述事时期原地名为准，在括号内按《彭县地名

录》注明今名。

八、本志中涉及的度、量、衡，一律以公制为准。历史的按旧制

加注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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