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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内江地区地处四川腹地，成渝两市之间，成渝公路、铁路和沱江纵贯全市，水陆交通发达．

发展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内江自古以农为本，解放前少有现代工业，几无“三废”污染．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区各级政府动员和组织群众大力发展经济。现代工业迅速崛起．至

今已建成以轻化工为主体的工业体系，成为四川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

然，伴随工业增长与生俱来的“三废”污染亦逐年加重．自然生态遭受破坏，发展经济的投

资环境逐步恶化，严重制约着内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影响到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治

理污染，保护环境，势在必行。

我国的环保事业从1973年开始发端，1983年确立为基本国策，国家陆续发布一系列环保

法律法规，进一步引起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在全国环境保护浪潮中．内江地、县两级环保机构于

1975年先后建立。十多年来，全市环保战线的同志在各级政府领导下，与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密

切配合，协同作战，坚持“规划、协调、监督、服务”的环保工作方针，认真落实环境保护八项制

度，依法强化环境管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有效地治理了一大批老污染源，较好地控制新污

染，全市环保事业近几年进展较快．环境管理进一步加强。

我市十几年环保工作的发展史，成功与失败同在，经验同教训并存，可歌可泣，可圈可点．

但迄今尚无一部系统而科学的地方环境保护历史文献可稽，于建设项目管理、环境科研．监测

诸多不利，80年代初，欣逢中央倡修方志，我市环保战线的同志们深知编史修志的重大意义和

作用，高度重视这项工作，精心组织，科学安排。编纂人员顶酷暑，御严寒，四处奔波，广罗资料．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连续奋战，汇集成初稿，凡30万言，弭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合理取舍，几易其稿，历时七年，终成《内江地区环境保护志》。

《内江地区环境保护志》客观地反映了全市环境污染和环境管理的发展史，熔经验与教训．

成绩和不足于一炉，对促进内江环保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进而对内江的经

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此，我谨向参加编修此志而辛勤工作的同

志表示深深的谢意。

封光德

1993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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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记述时限起于1949年，止于1985年。记述范围以内江市1985年底行政区划为

主。划归外区为次。

二、体裁采用述、记、志、图、表、录和必要的考辨，而以志为主。按横排综述，事以类从设篇、

章、节、目等项。因事物的联系而形成的渗透，章、节中取交叉追述。

三、本志所用资料，来自内江地区及所辖县档案馆馆存档案、环境保护局(办)机关存档案．

有关县志及地区有关单位。环境监测资料自1980年起，来自《内江地区环境监测年鉴》、《1985

年内江地区环境质量报告书》。

四、本志文体用语体文、记述体。凡机关、单位等专用名，在一篇之内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

后均用简称。各种相关图、表均随文所附；文件，附于相应章节之末。

五、各种数字的用法，均按照1986年12月3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

国家计量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中宣部新闻局、中宣部出版局公布《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试行规定》使用。

六、1985年6月1日，内江地区更名为内江市。自后，志中出现内江市称谓．即为原内江地

区；市中区即原内江市。



秘密 肉江市主要工业污染源废水中污浓物等标负荷分饰图 D—08

铡图：曾毓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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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避县环境监刹站人日柬葫芦口水库术样(威远县环镕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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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拉地Ⅱ豇境监Ⅲj占^女采集沱江水样(内正地Ⅸ环境监w站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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