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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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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地方志，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光荣的历史传统。在一个县来谈，编写专业志，

既为编写县志提供基础资料，又是本部门历史经验的总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

以后，省、地各级党委都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重新编写地方志，这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

需要。是振兴中华，盛世修志的历史反映。是上对祖宗负责，现对四化有利，下对子孙

造福的伟大历史任务。

编写城乡建没环境保护志，是高县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要把城市建设的历史状况和

现状全面系统地，分门别类地，如实地详记下来，使之成为～部具有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的史料。用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编写成一部能反映时代特点，部门特

色的，比较完整的城建志史料。这对于指导今后工作，培养干部，教育后代，继承历史

传统都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遵照高县人民政府--JL)t．五年关于编写好部门志和l 9 8 6年5月2 8日宜宾地区

建委“城乡建设志”修撰工作会高县会议精神，并转发了省建委关于修撰“城乡建设

志"的具体指示与要求，我们在高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和地区建委修志办公室的指导下，

抽调干部三人，并成立了城建志编辑领导组。从～九八五年四月份开始搜集资料，到一

九八六年和一九八九年底基本分篇章整理完毕。经过一九八七年上半年的清稿、编纂、送

核，但由于城建部门成立的时间不久，过去虽有建设部门，多是不管城建之事，且时断

时续，故资料收集困难颇多，加之编写人员水平有限，可以肯定地说本志还很不完善，

质量也不高，错漏难免。期望后志者象大江之水，一浪高过一浪，继续补充完善，继而

不断，与世共存。不尽之处繁多，敬请示教。

编者翟礼模闵松年

一九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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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资料的来源，是国家档案馆和群众口碑，以及有关科局部门志供稿。

二、本志除卷首外，从实际出发，只分章、节。

三、本志断限，上限原则上从民国元年(公元l 9 l 2)起，下限一般至1 9 8 5

年底止，部分延至1 9 8 9年。

四、本志叙述形式为记、志、图、表等，以志为主。

五、本志一律用语体文记述。

六、本志纪年，是按历史通用习惯，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

七，本志所用地名，尽可能注明今名。

八、对风景名胜，本志只记载现今犹存部分和增记新的风景点，而对过去旧县、乡

的老八景，无须一一交待。

九、本志只记载现有场镇概况，对没有设场镇之乡所在地，留待民政志去记述·

十、本志图集均为示意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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