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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南县地方志办公室(宁志审[1999】字第1号) ·l·

．．宁南县地方志办公室 ·

’． 宁志审[1999]字第1号

●

松新镇立新村民委员会：

你村送审的<立新村志>，经我办组织编审人员和邀请有关人士

进行了终审。一致认为志稿观点正确，编排得体，史料翔实，文风端

正。具体地记述了该村解放前、后，农村经济和村民生活的巨大变

化，突出了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村级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迅速发展

和显著成就。其内容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自身的独特性，又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一部“资治、存史、育人”的重

要文献。<立新村志>开创了全州、全县村级修志之先河，在全省、全

国亦属罕见。该志撰成付印必将激励起各乡(镇)、村修志的热忱，有

助于我县农村经济的繁荣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据此，我办对该志同

意验收，批准付梓o

一 宁南县地方志办公室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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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新镇人民政府： ．

<立新村志>在镇党委、镇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经村支部、村委

会及编纂人员和部份村民的共同努力，历时十个月，于1998年底撰

写成十章三十九节及卷首、卷尾约十万字的初稿。1999年1月8目

至9日，由村支部、村委会全体成员、编纂人员，并邀请县地方志办公

室负责人和编辑、赵云发副镇长、吴桂先同志参加，共同会审。会后，

编纂人员根据会审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为时一月的修改补充，完成了

送审稿o

《立新村志》编纂中，受到了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重视，县地方志

办的鼎力相助。县委书记李经伦同志为村志题词，县委副书记刘万

伦同志为该志作序。县地方志办自始至终给予具体的指导帮助。前

镇党委书记李时祥在村社干部、编辑人员、村民代表的联席会上，就

村志编纂作了具体指示。终使《立新村志》成为全州、全县，村级修志

首例。现将《立新村志》(送审稿)呈报镇政府，请予审查批示以便上

报终审o
。

书。

松新镇立新村民委员会(公章)

1999年2月10日

经松新镇政府审查，同意报县地方志办公室审订出版立新村志

松新镇人民政府(公章)

一九九九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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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央十五大精

神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

难绳。如实记述本村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突出时代和地方特点，力

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上限于1949年，凡有可信资料尽量上溯。下限于1998

年。

三、本志以类系事，以时为序，横排竖写，分章、节、目、子目四个

层次，目为一、二、三⋯⋯，子目为(一)、(二)、(三)⋯⋯o资料来源于

县档案馆、松新镇政府、本村资料及采访口碑。

四、历史朝代及其年号、纪年，沿用原称，在括号内加注公历。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解放前、后，以宁南县解放

之日(1950年3月23日)划分。县、乡(镇)、村、组沿用当时名称。计

量以当时量制。
’

五、本志以语体文记述，使用的简化字、标点符号以<新华字典>

为准。名称、术语较长的，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再次用简称。

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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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特有的传统，习惯。<立新村志>属

全州、全县村级修志首例，是一件可告慰古人、裨益今世、惠及后代的

大好事。
‘

<立新村志>系统地记述了立新村的历史和现状，着重反映了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立新人民当家作主、改天换地、勇于实践的劳动．

创造。展示了立新人民坚忍不拔、顽强拼搏、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o

<立新村志》较为全面地汇集了解放以后，国民经济各个时期，党和政

府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和体制变化的实施成效，展现了改革开放

二十年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从这个基层点上，使我们看到了全县

农村的概貌，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希望所在o

<立新村志>饱含了编志人员的心血，闪烁着立新人民智慧的光

芒。该志用以存史，可抚今思昔，知创业艰辛；用以教化，可启迪后

人，明辨是非；用以资政，可以铜为镜，知盛衰兴替，值得一读。

立新村已跨入我县农村先进富裕行列，愿立新人民在中坝这块

“风水宝地"上，大展鸿图，再创辉煌。

中共宁南县委副书记：刘万伦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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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村志编纂小组 ·5· ·

立新村志编纂小组

组 长：张朝云

副组长：董庆才张国友． ．。

组 员：娄德昌 陈志清胡胜蓉李兴建王文刚

顾 问：赵云发吴桂先

主 编：张国清(助理编辑)朱正英(编辑)

编 辑：王材初许启伦

审 稿：董庆才张朝云张国友 ·

摄 影：唐波

制 图：陈云高

封面题字：史景方(中国书法家协会四川分会会员、凉山州书法

家协会理事、宁南书法协会秘书长)
’

验收机关：宁南县地方志办公室

校 对：张国清朱正英许启伦王材初

宁南县松新镇立新村民委员会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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