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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地方志源于先秦，兴于唐宋，蔚然成风于明清。地方志是对历史和

现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方之全书，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更有
着“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科学研究价值，是我国
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有的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之一。

。

然而，由于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小农自然经济的影响，各类专业志相对

于州县志却比较薄弱。有幸于喜逢新中国建立的盛世到来，社会经济不断发
展，现代科技突飞猛进，为我们专业志的编修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条件。尤其是
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通人和，百业更新，盛世修志的春风也吹开了

各类专业志竞相争妍的奇葩。1992年，在市修志办的指导下，内江市建委专
设修志机构，拨付专款，选调“有志于此"的有识之士，本着总概全貌、横分

门类、纵述沿革、详独略同的修志原则，广征博采，辛勤笔耕，历时三载，四
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较为全面系统反映内江建设历史发展与现状的专业志

．——《内江地区城乡建设志》。志书不同于其他著作，非许多人的集体努力难
以完成。这部志书付梓成书，既是社会各界人士大力支持关心的结果，也是包

括全体修志人员在内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它问世之际，我们自然要向为之付
出了劳动的所有同志由衷地致以谢意。

纵观历史，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城市现代化程度，而城市现代化

程度，反映了一个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鉴于此，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城

市建设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要以史为鉴，让其有地方特色的城市
建设在辩证的扬弃中充分展现其时代特色、民族风格，唯其如此，才有可能使

我们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去连接城市建设继往开来的春天。

199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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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志使用的史志体裁，有志、记、图、表、录等，以志为主，图表随

文，按照横排竖写，突出“建’’．字的要求，采用语体文记述，务求严谨、朴实、

简洁。

五、本志从部门的职能分工和城乡建设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以类系事，

以事立篇，篇章节目，逐层统属。 。

。六、志中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机构官职均用当时称呼。地名夹注今名；

历史纪年夹注公元年份，但不书“公元，，二字；民国纪年每节第一次出现时夹

注公元年份。专用名词第一次出现用全称，以后用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后，简称解放前后。
。

七、1985年6月内江“撤地建市”后，志中出现内江市称谓，即为原内

江地区，市中区为原内江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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