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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名山县志(1986．2000))出版问世，它全面记述了名山县15年来改革开放

的成就。这是名山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建设的又

。

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名山修志，始于清初，康熙十六年(1677)知

元禧，雍正十三年(1735)名山知县高第曾修县志，因年代久远，惜已失传。留

墨于世的光绪版、民国版、1992年版县志和这部续修县志，记述了名山不同历史时期的县

情，为全县人民留下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盛世修志。2000年春，全县续志工作启动。翌年12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关

于认真开展志书续修试点工作的通知》，将我县列入全省23个试点单位之一。县委、县政府

高度重视，调整机构，拨付专款，调聘人员，专事续修志书。全县上下通力合作，广泛征集

资料，三订纲目，四易其稿，历时五年，今已付梓，大功告成。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

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地方志是中国先进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续志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穿改革开放，继承前

志精华，突出经济，重视人文，全面详实地记述了名山“第七个五年计划”至“第九个五年

计划”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发展变化，求实存真，力求思想性、资料

性、科学性相统一，文字简练，地方特色、时代特点鲜明。

“资治、存史、教化”是志书的基本功能。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重

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治县必知县，县治离不开县志”。我到名山工作以来，通过调查研究，

阅读县志，从感性到理性，增加了对名山历史发展的认识。名山历史悠久，区位优势突出，

蒙山茶文化底蕴深厚，农副产品丰富，茶叶、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较大，名山发展空间广阔。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名山县志》将成为人们了解名山、认识名山、建设名山的重要参考

资料，对建设名山无疑会起到借鉴作用，希望名山人民，特别是各级干部，要读志用志，这

是我们的责任，也是续修《名山县志》的目的。全县人民只有坚定“城市立县、旅游兴县，

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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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业富县，工业强县”的战略思路，弘扬“负重自强，团结拼搏，创新实干，争创一流”的

名山精神，才能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推进名山发展新跨越。

续修《名山县志》，举众人之力，集千日之功，编纂出版，来之不易。全县各级党政机

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积极提供资料，编辑悉心撰稿，备尝艰辛；返聘人员辛劳敬业，

默默奉献；省、市方志领导、专家关怀指导；真所谓“众手成志”。在此，我谨向为续修《名

山县志》付出辛劳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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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山县志(1986～2000))由卷首、专志、卷尾三大部分组成。卷首为序、凡例、

概述和大事记；专志为志书主体，按事物分类，横排竖写；卷尾分附录与编后。

五、该志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考等，以志为主。志书采用现代汉语

书面语；行文力求准确、规范、朴实、简练、流畅。

六、概述综览全貌，略有议论；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政区、自

然环境从简记述，避免与1992年版《名山县志》重复，使续志资料完整。附录，收入历代名

人有关蒙山历史及蒙山茶文化的文献和诗词，便于读者查阅。

七、人传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按去世年月依次排列；在世人物的突出事迹用以事

系人的方法记人有关专卷。

八、该志各项统计数据，原则上以统计主管部门的资料为主，如有缺项等特殊情况，则

使用业务主管部门的资料。

九、计量单位，原则上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同时，因部分计量单位换算涉及面广。

困难较大，亦继续保留原历史时期的计量单位名称。

十、有关数字、简化汉字、标点符号的书写，图表的设计、绘制，按国家有关规定和业

务主管部门的要求执行。

十一、行文采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年份括注历史纪年或民国纪年。

“解放前”、“解放后”系指1950年1月16日前、后。



十二、会议、机构等名称，首次记述时使用全称，以后使用简称。

十三、人志资料主要源于乡镇、部门、单位上报的县志(续修)基础材料，县档案局档

案资料、统计局统计报表、《名山县志》、有关报刊、杂志、知情人士口碑等。志书引用后，

不再注明出处。

·2·



《名山县志(1986～2000))编辑室

特邀顾问秦安禄

主 编施南勋

执行副主编高殿懋

编 辑郑永进

李平国

摄 影郑焕平

陈洪刚

封面题字l李半黎I

马国栋

张启钧李德益

沈世林彭大辉王加富吴洪武

王显烈

郑厚德杨忠袁明

蒲永鸿



概 述

大事记

大事记年
专题记述

农业综合开发

特大灾害

1993年名山国际名茶节

处置“法轮功”邪教

县乡镇公路建设

“4·23”名王路抢劫案

农村饮水工程

农村电网“两改一同价”

氟化物污染事故

两赴山西解救民工

蒙山茶原产地域产品保护

政 区

．沿 革

025建 置

026行政区划

县 城
028旧 城

028新 区

区乡概况

城关区

新店区

百丈区

蒙阳镇

城西镇

永兴镇

新店镇

车岭镇

百丈镇

黑竹镇

红星镇

马岭镇

城东乡

前进乡

红岩乡

万古乡

中峰乡

建山乡

廖场乡

联江乡

茅河乡

解放乡

双河乡

紫霞乡

城南乡

啤孓一
嗡吻啷吻咖耋；嘟嘟嘶啷啷帆眦哗晰晰邮嗍嗍咖眈嘟似溺嘶

6

6

8

8

9

O

0

1

2

3

4叭叭m叭叭∞吆吆舵吆∞



乏鲨选碰壁
056红光乡

自然地理

地 质

058地质发育简况

059地 层

059地质构造

地 貌一

特 征

山 岭

河 流一

水系特征

主要河流

气 候一弋 1峡一

气 温

降 水

日照和湿度

风和蒸发

自然灾害
洪 涝

风 灾

冰 雹

旱 灾

低温阴雨

山体滑坡

自然资源
土地资源

水资源

矿产资源

生物资源

人 口

人口变化

079人口分布

082人口变动

人口构成
084民 族

·2·

085

087

087

087

年龄性别

婚姻状况

文化程度

行业职业

人口普查

088第四次人口普查

088第五次人口普查

090

090

091

09l

093

094

计划生育

机构队伍

宣传教育

计生执法

技术服务

“三结合”工作

计生管理

县 委

重大会议
党代会

全委会

常委会

县委办公室工作
文 秘

督促检查

政策研究

机要保密

信 访

组 织

党员队伍

基层组织

领导班子

干部管理

知识分子工作

离退休干部工作

党史研究

机关工委

宣 传

106宣传队伍

蛳嘟

嘶晰

懈唧哪啷

聪功啪

m叭叭吆舵

吆∞：兮晒：兮∞∞嘶

嘶吻瑚

埘埘埘至|至|

至|M；宝{宝|宝瞄瞄瞄

D

0

O

0

1

2

3

4

5

6

啪啪啪啪帆董；

帆叭晒％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10纪委全委会

111党风廉政建设

112行政监察

112案件查处

政 法——
113综合治理

113“严打“整治

114维护稳定

114处置“法轮功”邪教

党 校

114机 构

114学习培训

114学历教育

115教学论文

人 大

人大会议

116第九届人代会

116第十届人代会

117第十一届人代会

117第十二届人代会

118第十三届人代会

人大常委会
119组成人员

120办事机构

124职能机构

124直属事业单位

126基层组织

重要会议一
127政府常务会

128县长办公会

128政府全体会议

主要政事
稳定农业

企业改革

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建设

旅游事业

科教兴县

社会保障

精神文明

办公室工作
文秘信息

法制工作

外事侨务

民族宗教

政 协

全体委员会议
134第一届委员会

·3·

凹如∞如儿虬孔砣

砣勉记∞

l

1

1

1‘●J

1，●■

l

1

1

1●l



134第二届委员会

135第三届委员会

135第四届委员会

136第五届委员会

组织机构一

138常务委员会

139委室设置

主要工作

140组织学习

140委员提案

141调查视察

141文史资料

142统一战线

群众团体

县总工会

工会组织

工会代表大会

工会工作

工人文化宫团县委——
团组织

团代会

共青团工作

少先队工作

关心下一代工作

县妇联——
147妇女组织

147妇代会

147妇联工作

县工商联——
148工商联组织

148工商联代表大会

148工商联工作

县科协
149科普工作

149科研活动

·4·

150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县残联
150残联机构

150残联工作

国防建设

机 构
152县人民武装部

152基层人民武装部

民 兵一
153组织建设

153政治建设

153军事训练

153武器装备管理

预备役部队

154组织建设

154政治工作

154战备训练

兵 役

154兵役登记

154兵役征集

军地共建

司 法

公 安——
156打击犯罪

158治安行政

159户 政

160消 防

162交通管理

163国安保卫

163出入境管理

163监所管理

检 察
164查处职务犯罪

165刑事检察

躬私钳笛

钻钙铂稻稻

1

1

l

l

l，I

l■l

l



166诉讼监督

审 判一
167刑事审判

167经济审判

167民事审判

168行政审判

168告诉申诉

168执行工作

168法 警

司法行政一
169普法教育

169律 师

170公 证

171人民调解

172基层法律服务

民 政

救济安置

社会救济

赈 灾

优待抚恤

复退安置

地名勘界
地名管理

边界勘定

民政执法

婚姻登记

社团管理

殡葬管理

村民自治建设

人事劳动

人 事

182机构编制管理

183干部管理

184公务员管理

186工 资

188职称工作

188老龄工作

劳 动——
189制度改革

189劳动保护

189就业服务

190安全生产

190劳动仲裁

社会保障——
191失业保险

191养老保险

191工伤大病医疗保险

国 土

土地调查

192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192土地资源分析土地利用——
193经济区

194城镇国有土地

194土地复垦土地经济——
195土地税

195土地规费

196土地地价

地籍管理——
197土地登记

198土地统计

198日常地籍管理

建设用地管理
199用地计划管理

199土地审批

199用地补偿安置

土地执法监察
200执法人员

200行政执法

·5 ·

乃弭弭％

％丌

他侉踮舳

l●l

1，l

l●I

1●l

l

1



201非农建设用地清理

202耕地占用

203土地案件查处

水 利

水利工程——
204水 库

205山平塘

205玉溪河引水工程

206小堰渠

提 水～
206电力提水

208机械提水

208人畜饮水工程

水政执法一

水土保持一

2ll水土治理

211预防监督

渔 业一

211苗种培育

212稻田养鱼

212山平塘养鱼

212水库养鱼

212集约化养鱼

212渔业收入

水利收费

213乡镇饮水收费

213灌溉用水收费

经济综述

经济结构——
219所有制机构

219产业结构

220投资结构

经济体制改革
221农业体制改革

·6·

222工业体制改革

222商业体制改革

223财税体制改革

224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224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人民生活一
224农民生活

225城镇居民生活

225储蓄存款

招商引资一
226招商政策

227招商活动

228招商项目

229招商成果

乡镇企业一
231体制结构

233固定资产投资

234企业类型

农 业

农村工作

粮油生产

开发农业

村社集体经济

小康建设

抗灾救灾

耕作制度

水 田

旱 地

粮食作物
水 稻

玉 米

小 麦

豆 类

薯 类

其 它

油 菜
产 量

7

7

8

9

9

9

0

l

2

3

5

5

5

6

乃犸乃筋筋

乃甜

孔M弘抖M孔

觯



246栽培技术良种体系——
247引种试验

247杂交水稻

248杂交玉米

249种子经营

蚕 桑——
250育苗栽桑

250养 蚕

果 树——
251主要水果

251零星水果

蔬 菜——
252品 种

253保护地栽培

253特种蔬菜

253食用菌花卉苗木——
253品 类

254花 农

254花 艺植物保护——
254病虫草鼠害

255病虫测报

255植物检疫

255统防统治土壤肥料——
255改造低产田土

256化 肥农村经营管理——
257第二轮土地承包

257农村合作基金会

257财务管理科技推广——
258农技推广中心

258县农技推广站

258乡镇农技站农政执法——
258种子检验

▲巳矗
259市场监管

259农民负担

农 机
260主要机具

261管理服务

茶 业

蒙山茶——
264黄 茶

264绿 茶

265黑 茶

266花 茶

生 产——
267茶 园

269栽 培

270采 摘

270良 种

加 工——
271原 料

272工艺流程

273机 具

273茶叶企业

营 销——I={ ，r’

276茶 市

279茶 税

管 理——
279质量管理

280原产地域保护

281无公害茶叶

茶事活动——
282名茶节

282茶文化研讨会

282皇茶采制及祭祀

282蒙山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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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 牧

畜禽养殖
猪

牛

羊

兔

鸡

鸭 鹅

饲草饲料

饲草资源

饲料种类

疫病防治
防治网络

主要牲畜疫情

主要家禽疫情

疫病防治

畜禽寄生虫病防治

行政执法

项目建设

林 业

森林资源
294森林资源调查

294林地资源

294林木资源

林业生产一

297采种引种

297育 苗

298“四荒”开发

298绿化达标

300退耕还林

资源保护一
301护林防火

301病虫防治

302野生动物保护

·8 ·

302古稀珍树

302天然林保护工程

林木采伐

303限额采伐

304林木运营

林业科技

305良种推广

305造林技术

林政管理
305管理机构

306林业执法

306山林权属

工 业

所有制

309国 有

310集 体

311个体私营

311股 份

体制改革

312国有企业改制

312集体企业改制

产业门类
313电 力

314机 械

316化 工

317食 品

319建 材

320自来水

320造 纸

320印 刷

320缫 丝

321服 装

工业管理
322计划管理

323财务管理

323质量管理

阱晒嘶盯黯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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