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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汉源县志》问世了。这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丰硕成果。

汉源修志，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清溪县志》编于清嘉庆四年(1799)，<汉源县志》续

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这两部县志继承了修志源流，文成简要，记载保留了汉源大量有

价值的史料，为后人认识汉源，了解汉源起了有益作用．

1950年3月汉源获得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县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中，创造出光辉业绩．作出了前人未有的贡献，岂能无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更是

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汉源同全国一样，日益繁荣昌盛，给编史修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越

条件，为“续史之无，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以发挥地方志”存史、资政、教育”的

作用，在党中央“盛世修志”的号召下，在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下，县委、人大、

政府、政协对此。千秋大业．不朽盛事”十分重视，决心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把我县中

断了五十多年的修志事业填补起来，积极组织力量开展工作，迄今历时10载，新编《汉源

县志》，终竣其功。

新编《汉源县志》，是在批判继承旧志的基础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

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胚的决议》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

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采用开门修志，。人民志书人民写”的编

纂方法，详今略古，求实存真，循“三新”(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的原则，编成汉源县第一

部社会主义新方志．

编史修志，贵在资治。《汉源县志》从本县实际出发，分门别类，广征博采，寓褒贬于记

事之中，明规律于成败得失之内，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它记载了辛亥革命以

来汉源县沧海桑田的兴衰起伏，成败得失，是认识汉源，建设汉源的珍贵史料和进行爱国

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衷心希望全县人民以县志为鉴，了解县情，探讨得失．扬

长避短，励志图新，团结奋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继续创造光辉业绩，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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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更加繁荣昌盛。 一、
‘

新编《汉源县志》的问世，同全体修志人员的辛勤劳动，老同志的亲切关怀，专家学者

的热心指教，兄弟县修志同行的帮助．以及县、区、乡(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紧密

配合都是分不开的。今修志有成，应该说是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硕果，在此，谨向

大家致以诚挚的谢意。由于修志专业性强，内容浩繁，众手成书，虽几经修正、评审，错谬之

处，在所难免。望读者、后之来者，给予充实，补正、完善．

中共汉源县委书记李清源

．疫鑫县人民政府县长李东和
1991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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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源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政策，以中共中央侠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潲供于经济体制改革

的决定)为准绳．实事求是．全面反映汉源县从自然到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起自辛亥革命的1911年．有的史实适当上溯，断至1985年。但为保持某些事

物的完整性．个别有所突破，重点记述解放后的36年。 ．

三、本志除卷首外。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和附录五部份组成。志末设编后记。

四、概述。概要记述汉源全貌和发展简况。为全志之纲。

五、大事记。按时序记述汉源历史上的大事，为全志之经。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

相结合。以编年体为主的体例。 。

六、专志。为全志之纬。一般设章、节、目三个层次。横排竖写．纵横结合。突出地方特

色、专业特色和时代特色。 ．

七、人物。以本籍人物、近现代人物、正面人物为主。按‘生不立传’韵原则．着重记述

对本县有较大影响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分别按卒年为序排列．重在记实．不加评论。

八、附录。辑录部分文存及杂记等。以拾遗补缺。’

九、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统称懈放前I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时期，统称懈放后I以公元纪年。

十、本志一律用语体文，记述体。简化字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

为准。引文注释一律采用文内加注。适当运用图表，完善体例，充实内容，增强可读性。

十一、专用名词、术语、度量衡标准单位，均按国家统一规定；计量单位和统计数字，以

国家统计局规定为准。

十二、本志所用资料，均为经过核实、鉴别的档案资料和采访的口碑、实物等资料，并

以一事一卡分类归档备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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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为保持事业的连续性，经县委、政府领导和编委主要负责同志研究决定：将断限

后至全志搁笔时的1986"-1992年的政权建设、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概略．以条目式汇集成

储篇X排于讨录>之后。以适应当前经济建设需要，为今后修志储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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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进步，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1950"'．'1956年，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解放农村生产力，人民群众生产积极

性空前高涨，经济恢复发展很快．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96．11％，人均产

值176元i人均占有粮食237公斤．

1958"-"1961年，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失之偏颇，强调。一大二公”，急躁冒进．

搞。大跃进”、。公社化”、“公共食堂”，违反。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规

律，夸大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严重挫伤群众劳动积极性，导致工农业生产大幅

度下降，人民生活陷入困境．

1962年，通过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形成。退到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一I纠正。一平二调”错误，恢复社员自留地

和家庭副业，又重新调动群众劳动积极性，生产逐步回升。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3845．22

万元，比1957年增长10．35％，人均产值184元，人均占有粮食232公斤．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工作都遭到严

重干扰和破坏。广大干部和群众克服种种困难，保持农业生产战线的基本稳定，农田基本

建设和农业生产还有所发展，累计开田改土18．4万亩I完成水利工程344处，引、蓄、提水

总量10586万立方米I大面积引进、推广良种，改进耕作技术．1978年粮食总产1亿多公

斤，人均占有粮食351公斤，比1965年增长51．3％门二农业总产值7262万元，比1965年

增长88．87％，年均递增5．01％，人均产值249元．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汉源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全县的工作重心逐

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放宽了农村各项经济政策．1982年，全县

实行以户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农民经营自主权，农村经济活跃，生产迅速发展．

1983年粮食总产14193万公斤，比1978年增长38．55％．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专业户大量

涌现，林牧副渔各业齐头并进，改变了农村经济结构单一模式和经营方式保守落后状况．

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12640万元，比1978年增长74．05％，7年中年均递增8．24％，人

均产值416元，人均占有粮食465公斤．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上升，占29．3％．在

农业产值中，林、牧、副、渔业占39．72％．与1949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7．34倍，工业

总产值增长33．93倍，其间，水稻、小麦单产，跃居全省之冠；生猪存栏238322头，创历史

最高水平l水果发展到240多个品种类型，上市鲜果四季不断1名特产品花椒、芸豆产量上

升，行销全国及欧美港澳-乡镇企业产值比1978年增长3l倍I工业生产已由解放前为数

不多的手工业作坊发展到采掘、机械、电力、磷肥、建材等lo多个项目，锰、铅锌、磷矿、花

岗石等矿产品也已销往国内外．

在不断调整、改革中，交通、邮电、商业、财政、金融等也有相应发展，保持较高的发展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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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成昆铁路从县东南缘过境，川云公路西线纵贯南北，乐(山)富(林)、峨(边)富(林)公

路在县城汇合，分支线通达41个乡(镇)，初步改变汉源四面被大山封锁的状况．交通运输

的发展，促进了商品流通．198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1978年增长132．4％．人民生活

水平有所提高，全县人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部份农户开始向小康水平过渡。

经济的发展，带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影视、广播及医药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1985年与1949年相比．在校小学生增加14倍，中学生增加11倍，多年来为国家培养数

’．以千计的各类人才，为农村培养了大批有一定知识文化的劳动者。汉源历史上长期蔓延的

疟疾、伤寒、霍乱、天花等传染病已基本消灭．医疗机构遍布城乡，病人就医称便，人民群众

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均有一定提高．

汉源资源丰富．属北温带与季风带之间的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气温垂直变

化显著，全县36．75万亩耕地，有“．8万亩分布在低山河谷，土壤肥沃．境内河川纵横，水

源充沛．光、热、水、土等自然条件都有利于粮食生产，也宜发展立体农业．花椒、水果、芸

豆、蔬菜等土特产品，早已闻名遐迩，特别是水果发展潜力很大．全县水果共有13个科，43

个种，240多个品系．梨、苹果、柑桔、樱桃四大水果占90％以上．1985年水果收入1903万

元，按农业人口人均水果收入65．7元．丘陵和中高山地区．有大量荒山、荒坡可供开发利

用，发展椒、果、豆、菜以及多种经营，为改变农业结构单一，振兴农村经济有不可低估的作

用。储量丰富的锰、钴、镍、铅锌，磷、菱镁、花岗石等矿产资源和建筑材料，以及金属伴生矿

床等品种多、品位高，具有发展冶金、化工、建材等地方工业的广阔前景．特别是四川红l

号、2号和独特的。雪花红”花岗石，已畅销省内外并转销香港、日本、意大利．但限于条件，

开采规模不大，只要改变开采技术，增进加工能力，变出售荒料、毛板为精板成品，经济效

益将成倍增长．全县水力蕴藏量，除国家计划开发的瀑布沟电站330万千瓦和深溪沟电站

60万千瓦外，尚有35万千瓦，其中，可开发量12．5万千瓦．现有电力，远远不能适应地方

工业发展的能源需求，如果瀑布沟电站能早日建成投产，必将带动汉源工业的大发展，商

贸的大繁荣和财政经济的。大翻身”．汉源是一个中草药资源宝库，初步查明，全县有中草

药品种1100多种，其中，当归、牛膝等93种已有不同规模的人工种植．县境森林蓄积量

719．4万立方米，林业用地和草场、荒地约占幅员面积的80％，但土地资源利用率低，有发

展林、牧业的较大潜力l交通运输有铁路、公路(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已初步构成网络，

县境内外，四通八达；全县农村劳动力13．9万余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有大量

剩余劳动力可供利用．这都是振兴汉源经济的潜在优势和良好基础。



4 汉源县志

但汉源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农业生产水平相差悬殊较大，全县海拔

最低点为大渡河出境处550米，与最高点马鞍山4021米，相对高差3471米．气温垂直差

异也大，年平均气温。平坝、河谷在16"C以上，中山13～16"C，高山1l℃以下(轿顶山仅

1．2"C)．平坝、河谷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商贸集中，文化较发达；中山、高山幅员

辽阔，人烟稀少，交通阻塞，生产条件差，群众生活贫困l九襄、富林历为农业高产区，水稻、

小麦单产多年居全省之冠，而皇木、宜东则受高寒、干旱困扰。玉米、杂粮单产正常年景也

只有一、二百公斤，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差距更大．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技术力量和管理

水平低下．1985年．全县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中，还不到三成。地方财政长期

处于困难境地，无力为建设提供资金，由于森林砍伐过度，生态失去平衡，水土流失严重，

水、旱、洪、涝、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繁．这些不利因素均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

展望未来，勤劳智慧的汉源各族人民，在县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群策群力，扬长避短，进一步加快改革、建设的步伐。“八五”大

发展，“九五”奔小康的战略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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