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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奋勇向前、阔步迈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

的任务是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

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 为了

全面实现小康，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也不能少，不

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 扶贫开发是个系统工程，发展是第一要

务，只有发展，因地制宜找准路子，才能最终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治贫"

必先"治愚"在加强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同时，扶贫开

发还要注重文化扶贫，特别是通过挖掘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

的文化内洒、历史底蕴、地情资源，让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地情、了解历史、了解本

地区的优势和劣势，在思想上脱贫，尤为关键。

屡续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独有的优秀文化传统，绵延干年而不断。 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近几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刘延

东副总理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 2015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

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2015-2020 年)>> (以下简称《规划纲要>> ) ，明确要求到

2020 年必须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这是全国地方志工作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进程中的硬性任务，也是全国地方志系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献礼。 届时，

将同步实现省省有省志、市市有市志、县县有县志，这不仅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是

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 从目前来看，要实现这一目标任

务，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特别是民族地区与贫困地区，面临着缺乏人才、资金

等诸多困难。 实现到 2020 年必须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一个省、一个市、

一个县都不能少。 自 2015 年 8 月，经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批准，中国地方志指导

小组办公室启动民族地区与贫困地区志书出版资助工程(以下简称"资助工程" ), 

对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的国家级贫困县(区、旗、县级市) ，中

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存在出版经费困难的省市县三级综

合志书进行出版资助。 截至目前，已经确定资助两批 20 多部志书 。 2016 年 4 月，



该工程成功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实施的"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

子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 当前正处于全面推进扶贫开发工程的攻坚阶段，深入推进

资助工程，是全国地方志系统配合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工作，必须引起

高度重视。

资助工程是地方志系统的政治工程。 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

区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容，编篡出版志书，对于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民

族文化、革命文化，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建设意义重大。 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志书是充分展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些地区经

济社会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各族人民生活幸福安定的历史侬据。 特别是边疆地区

的志书，是历代王朝、社会主义新中国对该地区行使主权的文化宣示，是真实记录

边疆地区与祖国一脉相承、荣辱与共的重要载体。 《 规划纲要 》 明确要求到 2020

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各级政府和地方志工作机构

的政治要求，必须不打折扣坚决完成，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

也不能例外。 资助工程既是全国地方志系统的文化扶贫工程，又是确保到 2020 年

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的推进工程，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资助工程是促进民族地区与贫困地区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 地方志书是全面系统

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记述

内容包罗万象，记述对象丰富多彩，是对一个地方的文化普查和历史资料的全面梳理。

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建设，离不开文化支持。 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真正实现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才能最终实现小康。 与此同时，发展也必须是有序的而不是盲目的，

必须是实事求是的而不是凭空设想的，必须是因地制宜的而不是照搬照抄的。 实践证

明，脱离当地的自然条件、历史基础、文化传承、人文习俗等搞所谓的建设，要么是

盲人摸象、坐井观天，要么是擅苗助长、掩耳盗铃，要么是削足适履、画蛇添足，最

终会落得个水土不服、无疾而终。 对于民族地区与贫困地区来说，立足本地的资源、

市场、人文旅游等优势，因地制宜找准发展路子，是确保科学发展的首要任务。 民族

地区与贫困地区，尤其是那些自古以来还没有编修过志书的地区，开展志书编篡既是

对当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发展历史、发展脉络、发展规

律的全面摸底和调查，又是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11 、挖掘历史智慧的全面梳理

和探求。 通过学习、利用地方志书，让各级领导干部、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当地的历史、

了解实实在在的地情，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和智慧为现实提供借鉴和服务，是确保民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地区与贫困地区发展不走弯路、不走冤枉路的有效手段。

资助工程是全国地方志事业协调发展的促避工程。 第五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成立以来，一直把走基层、探实情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截至目前，已经到 30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调研。 通过座谈、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充分了解了当前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其中，区域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

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志工作与东部地区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是制约全国

地方志事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所在。 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花费了

大量的人力、物力，经过十余年的艰辛努力编篡出志书，因为缺乏出版经费迟迟未

能出版的状况。 正是基于以上了解到的情况，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才下

定决心启动资助工程。 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地方志事业区域发展不平

衡问题必须得到妥善解决，这也是深入贯彻 《规划纲要 》 的应有之义。 而作为主业

的修志编鉴，到 2020 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实现综合年鉴编篡全覆盖

的"两全目标"是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志工作发展的重中之

重。 从现实意义来说，资助工程对于实现全国地方志事业全面、协调 、 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迎来重大战略机遇。 越

是发展的关键时期，越要有大局观，越要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考虑问题。 《 规划纲

要 》 作为顶层设计，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都要落到实处，而作为"两全目标"之一

的到 2020 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实现省、市、县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

是关键中的关键。 希望借助资助工程的深入推进，进一步引起全国地方志系统对实

现"两全目标"的重视，确保按期保质完成，用志书客观而忠实地记述中国共产党

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光荣与曲折历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

献"志"礼。

是为序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L 

l I 在艺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 V 

2016 年 10 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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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羌族自治县志 》 是新中国成立后北川所编寨的第二部县志，旱在 2005

年就已启动，原计划 2008 年出书，却因突发汶川特大地震而受挫。 2010 年年初，

经请示绵阳市政府同意，再度启动修志工作。 当此之时，地震阴疆尚未散去，生活

也未走上正轨。 在己撰写出的志稿被毁、档案资料深埋废墟的情况下，修志工作者

蜗居在简陋的出租屋里，开始搜集每一项所能找到的基础资料，探访每一个地震中

幸免于难的知情人员，重新开始了县志的编修工作，其百折不挠、不畏艰辛的敬业

精神令人感佩!功夫不负离心人，经过四年多的艰苦努力，新编县志数易其稿，终

于成书，可喜可贺!

新编县志紧接 1996 年版县志的下限，记述了 1988-2007 年北川推进改革

开放、全面开启现代化建设的历程，真实再现了 20 年中北川经济发展的不俗成就

和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 就整体而言，有专家认为这部志书"体裁得当，分类

合理;资料翔实，全面系统;选材精当，主旨明确;行文规范，文字简洁;特色鲜

明，可读性强"可谓是十分中肯的评价。 由于本志在档案资料严重缺乏的情况下

完成，致使一些章节下限时间( 2007 年)的内容部分缺失，但因编篡人员具有长

期在县工作的经历，凭借对县情的深刻了解和理解，全面完整地记载了县境所发生

的大事、要事，准确地传递出时代变革的脉动，足以弥补基于客观原因留下的局部

瑕疵，仍不失为可资后世治县参考的良志。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志稿不仅在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着力突出地方

特色，还浓墨重彩介绍了北川的人文资源。 北川是古代治水英雄、我国第一个国家

政权一一夏王朝的缔造者大禹的诞生地，又是古老民族一一羌族的聚居地，这里还

是 1935 年红军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不仅历史文化积淀厚重，而且具有光荣的革

命传统。 新编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志特设 《 民族 》 篇并附录《北 JII 羌族大事记 >> ，介

绍北川羌族的历史演变、党的民族政策贯彻落实的历程，以及羌族的传统文化;在

《 文化 》 篇中详细介绍大禹文化、羌族文化、红军文化的内洒和现实状况;在<< "番

地"变迁与镇乡概况 》 篇中着重介绍各乡镇的人文资源。 可以说，本志汇集了改革

开放后几十年来北川地方文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这不仅有利于保护珍贵

的乡土文化资源，而且将对繁荣民族文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发展旅游事业发挥

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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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编县志即将出版发行之际，谨向呕心沥血的修志工作者，以及为本志的编

篡出版提供支持帮助的单位和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

中共北川羌族自治县委书记扳 夜

…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严♂麦
2015 年 6 月



题记

谨将此书献给那些深埋在北川地震废墟下的几代修志先贤们，愿他们的在天之

灵能够分享《北川羌族自治县志》成功问世的喜悦!

这本是一段早该完成的历史记载，但正值志稿录入电脑之际， 2008 年 5 月 12

日，突发的灾难瞬间将所有资料重压在垮塌房屋的钢筋混凝土之下。

后继修志者迎难而上，八方搜寻"残牍断简"将其连缀成文，是有该志新生。

但圄于文献渺然、史料破残，虽竭尽心智却无法弥补档案资料的缺失，因而遗漏和

错ì1t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见谅。

《北 JII 羌族自治县志》编者

2015 年 6 月



土!2 BEE 本日
、 T曰~I。、，山、

凡例

本志是《北川县志》的续修，按照续(续修)、补(补遗)、纠(纠错)、创(创新)要求进行编

篡，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

求是，全面、准确、科学地记述北川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与现状，力求科学性、

思想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时间断限

本志上限为 1988 年，接上部《北川县志( 1911 一 1987) )) ，下限至 2007 年。 个别事类、建置沿革

等适当上溯， 2008 年汶川特大地震给北川造成巨大灾难，直接影响本志编修，故设《特载》记述地震

灾情及救援概况。

三、内窑编排

全志除卷首外，分概述、大事记、特载、专志、人物传、附录六个部类。 概述综叙县情，总摄全

书，排列于全志之首;大事记按时序略记断限年代内的大事要事，为全志之经;专志为志书主体，按

事类立篇，以《建置沿革》开篇，以~"番地"变迁与镇乡概况》殿后，篇以下设章、节、目等层次，

从横的方面具体记述全县历史、自然、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的发展概况，为全志之纬;人物之后

列附录。 概述、大事记、特载、人物传、附录不列篇序 、 不分章节，地图和照片原则上集中于卷首，

表格一般随文。

四、表述形式

以第三人称记述，寓'褒贬于史实记述之中。 采用语体文记述，力求严谨朴实、简洁流畅。 语言文

字、数字用法、量和单位以及标点符号，遵守和执行图书出版物相关的国家标准。

五、纪年方法

中华民国成立前用历史纪年，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中华民国时期采用民国纪年，括号内注明

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使用公元纪年。

六、入志资料

基础资料源于北川县、 北川羌族自治县 1988-2006 年的 9 部年鉴，经过反复核实后人志使用。

2∞7 年年鉴文稿毁于地震，造成资料缺失，虽责成相关单位尽力补充，但由于客观原因限制，仍留下

部分空缺，成为本志难以避免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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