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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大竹县委书记王伟 大竹县人民政府县长：李J

序

地方志具有独特的学术性和科学性，是我国特有的文化传统，是经世

致用的地情著述。考前世之兴衰，志当今之得失；服务当代，垂鉴后世。

故修志工作代代相传，连绵不断。明代嘉靖、清代乾隆、道光及民国年问，

均编有《大竹县志》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修Ⅸ大竹县志》，下

限断于1985年，至2002年已有17t1"-了。

17年来，大竹县经历了以解放生产力为核心的伟大历史变革——农业

土地集体经营改为责任承包到户，产业结构也得到合理调整；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构成多种分配形式；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

展的主要力量；在政事制度方面也进行了不少改革。目前全县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20世纪末，全县已初步实现小康。勤劳的

大竹人民，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面向未来，

开创辉煌，谱写了一部光辉灿烂的文明史。沧桑变化，奋斗成果，经验教



¨Il，功过是非，亟待载入史册，也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2003年3月27日，大竹县续修县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同月调聘人员，随

即组成编辑部，拟订纲目，培训编辑，搜集资料，按属性分类，着手编写

工作。此项工程浩大，加之当代人修当代志具有一定难度。况新志续修，

县内未有前例，无章可循。同时，修志是件需要淡泊名利，甘愿辛苦的工

作。编辑人员经过两年多的勤劳耕耘，终于成稿，出版发行。这是我县文

化工程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

，《大竹县志(1986～2002)》是大竹地情的信息宝库，一个地方的建设

能得到发展，离不开对当地地情的深入了解。《大竹县志(1986～2002年)》

作为反映17年来大竹地情的新载体，坚持求实存真的原则，以改革开放为

主线，四个现代化建设为重点，详略适宜，内涵蕴深，寓理律褒贬于纪

实；传人传史，图文并茂；具有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丰富的地

情资料和信息资源，能与社会需求相合拍。全书百余万字，横排门类，纵

述历史，把大竹各方面的发展状况，严谨朴实地贯穿始终。可为现实社会

党政领导决策，人民群众生产导向，消费生活咨询等方面服务。．它是·部

实用性强的社会科学著述，定能起到资政、存史、育人的作用0望全县人

民读后，鉴古知今，拓宽视野，结合实际，加快改革步伐；科研工作者需

要认识大竹，研究大竹，可从中获得所需资料；一切关心大竹建设的人士，

能从阅读本志中，为振兴大竹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贡献良策，使大竹更

加繁荣兴旺；’再谱华章。 ，

这里，对编辑人员付出的辛勤劳动，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深表谢意。

中共大竹县委书记：彦专

大竹县摅擎芽馅纠2005年9月
∥ o



凡 例

一、本志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坚持科学发展观，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以改革开放为主线，解放生

产力为核心，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为重点，选择和编纂有关资料。

二、本志为1992年出版的《大竹县志》续修。上限一般断至前志下限即1985

年，为探求事物源头，或补充所缺，可根据需要适当上溯，下限断至2002年。

三、本志分三部分：首卷为序言、照片、地图、凡例、总述、大事记；末卷

为附录、编后记；主卷按科学分类与部门分工相结合横分28篇。以《总述》为纲，

《大事记》为经，《政区》为范围，根据志书的功能作用选用资料进行编纂。

四、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体。在结构上

采用篇章节与条目相结合四个层次的编辑形式，节和目均可作记述单元。

五、本志除引文外，采用规范语体文，行文力求朴实、简洁、流畅。民国及

其以前朝代纪年，括号内注释为公元纪年。

六、本志所涉及机关、部门、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名称，均承前志。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县编年鉴、文书档案、知情人口碑及各单位县志资料员

专题供给。

八，本志所用数据，以县统计局公布的为准，必要时采取有关部门资料。

九、本志坚持生人不立传的原则。人物传记以生卒年月为序，并纵述其生平，

重在传人传史。长期生活、工作在大竹，对大竹乃至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

要影响的外籍人物，列入《流寓轶事》。在某些方面等有特出贡献的在世人物，

可以事系人入志，更为杰出者可列入当代人物选介。

十、计量单位一般按1984年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执行。

十一、上届《大竹县志》出版发行后，读者反映有遗漏和错记处，本志于

《附录》中设“勘误”一栏，或随文暗补。 ，

十二、对((政区》、《自然环境》，采取浓缩记述，便于本志读者了解县情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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