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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新编《大英人事志》以马列主义毛泽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努力

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遵循党和国家关于人事工作的方针、政策、法

律法规，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真实性原则，实事求是地、系统地记载了

大英境域及大英建县后的人事工作和发展历程。

二、本志属区域方志新修，不是《蓬溪县人事志》的简单续编。记述范

围是大英县域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人事工作。上限原则为1912年(民国元

年)，下限为2003年，相关部分史实适当上朔至晚清，下延至2004年。

三、全志26．6万字配以13幅历史资料图片。卷首序言开篇，凡例导

读，概述总揽全书，大事记连通全书脉络，继以10章构成全书主体，各章分

辖节、目、子目、分目。人物载述人事系统佼佼者，卷末设文存附录，存录

了限期内重要文献，后记载述本志成书过程。

四、本志资料源于大英县域40余部乡镇志、乡镇续志、蓬溪相关部门的

档案资料，建县后编纂的各类丛书和县人事局全部档案及口碑采访资料。这

些资料均经采编人员调查、反复核实，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筛选，真实准确。

五、引进数据以统计数据和人事档案数据为主，少数源于其他资料。数

据用阿拉伯数字表述。

六、历朝(含民国)纪年用当时称谓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国后用公元纪年并称建国后。地名沿用当时称谓夹注今名。建县前称“大英

境域”，建县后称大英县。

七、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表述，以述、记、志为主，

表分附相关章、节紧依文字叙述，图片集中于卷前。文体用现代语体文，记

述体，文字用现代规范简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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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大英人事志》是大英县人事系统首次实施完成的一项浩繁的基础

文化工程，是人事系统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治、教

化、存史”，功在当代，惠及千秋。

2004年，县人事系统将编修《大英人事》作为年度的重要目标任务，按

照县委、县府《关于做好新修(大英县志)工作的通知》，县人事局党组、

局领导班子多次认真研究，精心组织，启动了《大英人事志》编修工作。经

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形成初稿，再经局编修领导小组初审、县志总编室复

审，县府、县志编委领导终审，反复修改、订正核实，终在2005年春回大地

之时付梓面世。

人事行政是政府为最大限度地广纳人才和发挥所属成员内在功能，以完

成国家行政管理任务，而在政府公务人员的选拔、任用、奖惩、权益等方面

形成的一套章程、制度、标准、政策、管理方法和管理艺术的总和。人事工

作是行政之本、治国之基、富国之道，在国家的行政管理中处于关键和核心

地位。

县人事局是县人民政府综合管理全县人事工作的职能部门。人事工作培

养造就着一方的干部队伍，维系着政权正常有序的运转、社会的稳定繁荣和

地方的长治久安。

古之封建王朝中央设吏部，县设吏房；民国政府中央设铨叙部，县设人

事科。共和国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党和国家较之历代更强化了干部的管理。

中共中央设组织部，国家设人事部，县级人事管理机构建立健全，职能明确，

运作规范。

建国55年来，无论是建县前大英境域区、乡(镇)机关、企事业单位人

事干部，还是建县后大英县人事系统干部职工，他们按照党和国家关于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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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秉承党和国家赋予的职能职责，踏踏实实、

兢兢业业，尽职尽责选好人用好人，行使干部录用、任免、调配、培训、考

核、奖惩等管理职能，为大英造就了一支团结协作，坚韧不拔，吃苦耐劳，

作风过硬，服务意识明确，有开拓进取精神和较强执政能力的公务员队伍，

实现了大英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和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大英人事志》记载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事工作的辉煌历程。

“修史之难，莫过于志”。本志的编纂人员不辞辛劳，数度赴蓬，踏破人

事、档案、统计等单位的门槛，几乎走遍乡镇、．人事局内设机构和相关的部

门单位，查阅数百卷档案，数千份文件，采访数以百计的口碑资料，撷取点

点滴滴那珍贵的资料，串起人事吏海的串串珍珠，真实再现近百年大英境域

及大英建县后人事工作的历史进程。他们忠诚志德职守，秉承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观，没有丝毫的懈怠和疏忽，用心血敲响历史的钟声，以《大英人事志》

。的问世作为对大英人事工作者们的回报。

《大英人事志》的编修成功，靠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县人事系统

干部职工的努力，得力于大、蓬二县档案、统计、志办的大力支持。于此，

向他们表示感谢!

大英县人事局党组书记、局长 易天金

二OO五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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