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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县民政局全体同志合影
(张林、陈广春同志因出差未归)

前排左起：王正荣杨国全吴中擞李泽忠冉兴富

钟遵熬马建明周先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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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光

王文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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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才

赖兆明

袁德明

张继东

李革肖远德郑树华

余尚超叶惠先

外永封维海沈仕伦
芏世奇叶克松廖光清

壁山县民政局领导

从左至右吴中兴、李泽忠、钟遵熬、马建民同志合影



中共璧山县委书记刘楚雄．代表县委、县人大、县政府、

县政协和全县58万人民向英雄的56029部队赠送锦旗。

璧山县残疾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和工作

人员合影



壁山人民载歌载舞、用传统的民族文化——彩船亲切

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56029部队。

1987年底．璧山人民热烈欢送英雄的驻壁部队开赴云

南老山前线，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



壁山县社会福利院于1986年4月22日举行了

礼。图为福利院一角。

壁山县丁家镇敬老院、丁家镇社会福利中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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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山县城北乡敬老院全景。

1987年．璧山县先后四次发生旱灾，洪灾和风雹灾等自

然灾害。全县38个乡、镇普遍受灾，损失严重。因灾死亡

8人，伤22人，死亡大牲畜33头，损坏房屋1745间、倒塌

房屋1325间。图为7月20日壁城镇北街被洪水淹没的情

景。



制厂

壁山县积极发展福利企业，图为新落成的璧山支

p岫钾仉年_o月竣工的壁山县烈士陵园，座落在璧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的凤凰山上。圉为革命烈士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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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县积极进行殡葬改革，推行火化。一月建成殡仪馆，开展对外服务。图为殡仪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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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县民政志》 编纂人员名录

组长李泽忠

副组长钟遵熬 马建民吴中狱
组 员 鲁俊伯 袁德明 沈仕伦杨国全王正荣叶太洪

郑树华张林 ．

主 编

副主编

编 辑

编 纂

审 稿

资料员

校 对

摄 影

印 刷

吴中狱
鲁俊伯

何元德

刘祖乾

杨文光

赖兆明

周先泽

(责任编辑)

王定模吴中狱周先泽梅祖林

叶克松杨明伟谭奇兴

林华东叶如玉李远辉姜少农

吴中狱蒋济生
李世成陈明富等

璧山县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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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璧山县民政志》是璧山建县以来第一部系统地记载全县民政工

作的历史与现状的科学资料志书。编纂《璧山县民政志》是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是璧山县民政战线上的全体同志在

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的一项丰硕成果。 ，

《璧山县民政志》是在中共璧山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志编修委

员会的领导下，在县志办公室的帮助下，按照《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规

划纲要》，以史料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编纂的。它具有

以下三个特点：

一、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部志书以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

则，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

设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志书通过记述黄蜀澄、白深富等革命先烈和

革命将领谢唯进以及复员军人余永华等同志的英勇事迹，充分地证明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走社会主

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的伟大真理；革命先烈的英勇业迹和荣、复、

退、转军人的先进事迹，又是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

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二、资料真实可靠。地方志的价值，在于提供科学的史料依据，

而资料翔实系统和准确又是志书的生命。这部志书入选的资料是经过

1



调查考证，是真实可靠的。璧山县1949年12月1日解放后，我县党、

政领导和民政部门高度重视救灾救济、拥军优属、优抚安置等各项民

政工作，志书采用大量翔实的资料作了重点记述，．具体体现了璧山县

民政工作的地方特色。

三，体例完备，文风端正。这部志书的篇目设置，遵照“纵述历

史，横陈现状刀和“纵不断线，横不缺项"的要求，为完整地反映我

县民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对过去做过的户籍管理、禁烟禁毒、征

用土地和现在增办的地名普查、残联工作、社团登记等各项工作均列

入有关章节进行了记述。在文风上，采用规范化的现代语体文，记述

体，寓议论于记述中，寓褒贬于字里行间，语言简洁、通俗流畅、质

朴无华。

总之，《璧山县民政志》编纂成书，它将在资治、教化、存史等

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值得庆贺的。但是，由于志书记述的时限

长达八十年，加上编写人员是首次学习编纂县民政志，又因有些资料

无法查找故存在着表述不周，缺项空栏等缺点，恳切地期待读者批评

指正o

2

《璧山县民政志》编纂小组

1992年10月1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为依

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力求观

点与材料的统一o
’

二，本志上限于1911年，对需要溯源的事物，则适当上溯；下限

止于1991年，对有些需延伸的事物则适当下延。

三、本志遵循新编地方志体例，卷首列“概述”，总摄全书，

“大事记"纵贯古今；本志按性质分为《民政机构》、《行政区划和

地名管理》，《基层政权建设》、 《革命烈士褒扬》，《革命将领、

老红军和先进人物》，《优抚》、《安置》、《救灾和救济》、《扶

贫扶优》、《福利事业和福利生产》，《婚姻登记和殡葬改革》、

《禁烟和户政》、《征用土地和社团登记》，《璧山县残疾人联合

会》计14章。卷末设《编后记》，记载《璧山县民政志》撰写概况。

四、本志按“横排门类"，“纵写历史"、“详今略古、详近略

远刀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民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载建国

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五，本志应用记、7隐志、传、录，表等体裁，以志为主，采用

语体文，记述体，含褒贬于记述中，坚持“议从史出刀的原则。

六．．本志有关专用名称及地名，首次出现用全称和原地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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