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嚣灞

胆磷_瞬■％—。Ik。



，’’’’’’’’、

2内部资料：
2注意保存：
～‘。t‘lItI，

绵阳市涪城区统计志
(1949—2004)

绵阳市涪城区统计局编

2006年10月



含原绵阳县、绵阳(县级)市、绵阳

市市中区政府统计(科)局、
和涪城区(计划)统计局



《绵阳市涪城区统计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名单

姓名 性别 担任职务 行政职务

林玉平 男 主任 局长．

陈学宁 女 副主任兼审稿 副局长

周维东 男 副主任 副局长

郑晓琼 女 副主任 纪检组长

刘永年 男 主编兼撰稿 前区(计划)统计局局长

余宗英 女 副主编 总统计师

俞顺蓉 女 成员兼审藕 办公室主任

安晓芹 女 成员兼校对 办公室副主任

唐素兰 女 成员 综合社会统计科科长

邓艾梅 女 成员 商贸投资统计科科长

王昕 男 成员 工业农经统计科科长

张强 女 成员 统计法规教育科科长

蒋勇 男 成员 民营经济统计办公室主任

任宇 女 成员 商贸投资统计科副科长

绵阳市涪城区统计局

二00四年二月二十六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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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城区统计志(1949～2004)》编纂委员会成员名单(从左至右)

前排：王昕余宗英周维东刘永年林玉平陈学宁郑晓琼
后排：蒋勇安晓芹张强俞顺蓉邓艾梅唐素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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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共绵阳市涪城区委、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2004年3

月1日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意见》(绵涪委

[2004 324号)文件作出的“区级各部门、各乡镇编纂部门志、乡镇

志及其他专业志”的部署，绵阳市涪城区统计局高度重视，加强领

导，决定建立了《绵阳市涪城区统计志》编纂委员会及其编辑部。

通过努力工作，绵阳市涪城区统计局在完成上报区政府办公室分

配的《涪城区志》有关章节任务的同时，完成了《绵阳市涪城区统

计志》(1949—2004)的编纂工作。经过多次研究，有选择地保留

了能够正确发挥“资治、教化、存史”功能，对今后涪城辖区统计工

作有查考价值的志书内容。全书近15．8万字。这是涪城区统计

事业发展史上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绵阳市涪城区统计志》(1949～2004)遵循远粗近细的原则，

客观地记述了绵阳市涪城区(含原绵阳县、绵阳[县级]市、绵阳市

市中区政府统计[科]局、和涪城区[计划]统计局)统计工作的发

展历史和运行轨迹。重点记述了1962年原绵阳县统计局建立至

2004年绵阳市涪城区统计局工作的发展变化过程。

根据绵涪委[2004324号文件中关于“要指导各级各部门、各

乡镇编篡部门志、乡镇志及其他专业志，”把握“政治关、史实关，

保密关”的精神，考虑到《绵阳市涪城区统计志》(1949～2004)专

业性强，数据较多，主要为绵阳市涪城区党政机关服务的实际情

况，本志书不向社会公开发行。经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2006年

10月9日《关于编印(绵阳市涪城区统计志(1949～2004))的批

复》(绵涪府函[2006]59号)文件批准，在报送上级政府统计局的

同时，仅作为“内部资料”向涪城区级党政机关赠发送阅。

在《绵阳市涪城区统计志》(1949—2004)成书之际，我代表中

共绵阳市涪城区统计局党组和领导班子，对所有参与此项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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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绵阳市涪城区统计志》(1949—2004)由于时间久远，人事更

迭，区划变动，疏漏和不足，甚至差误之处，还望读者原谅和指正。

中共绵阳市涪城区统计局

党组书记、局长林玉平

200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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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绵阳市涪城区统计志(1949—2004)》是绵阳市涪城区统

计局编印的公报性质的大型资料工具书。其宗旨是系统记述新中

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绵阳市涪城区统计局(含原绵阳县、绵阳

[县级]市、绵阳市市中区、绵阳市涪城区(计划]统计局，下同)的

工作历程及各方面的重要情况。由于绵阳市涪城区的前身行政区

域变更频繁(详见本说明之五)，故《涪城区统计志(1949～2004)》

以组织机构、人员、国家基本统计制度、2002年党政机构改革后职

责任务；及政府统计部门党务、政务、业务、机构、编制、人员、档案

全宗等重要情况大事记为主予以记述；其它部份适当从简。

二、本《志书》资料来源于数百件原绵阳县、绵阳[县级]市、绵

阳市市中区、绵阳市涪城区(计划)统计局的统计文书档案、年鉴、

调研报告、公报等。有关的回忆材料或口碑材料，均经考证核实，

力求准确无误。因资料来源广泛，一般均不加注出处。

三、上限为1949年，下限为2004年。个别因编印迄止时限关

系，如按照绵阳市政府《关于按国务院批准的行政区域进行统计

的模式的通知》(绵府函(2001]167号)文件规定，实行属地辖区

统计体制改革工作，伸延至2005年或工作结束止。

四、清朝、民国有关统计资料匮乏，凡能收集到的均予记述，以

免遗漏难觅。

五、绵阳市涪城区行政区划历经变更：1978年4月25日以前

为绵阳县；之后至1985年4月25日改为绵阳(县级)市；之后至

1992年9月改为绵阳市市中区；1992年9月之后根据国务院批示

绵阳市市中区一分为二，涪江以西建立涪城区，涪江以东建立游仙

区。1997年按照省、市决定又从涪城区划出绵阳市高新经济技术

开发区(非行政区划、下同)，2001年又从涪城区划出绵阳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绵阳市科教创业园区。从2005年4月14日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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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市政府又以绵委办(2005)28号文件(详见本志书第十六章)，

决定“将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移交涪城区管理”；“将涪城区园

艺工业园移交绵阳市管理”。《涪城区统计志(1949—2004)》以现

行绵阳市涪城区行政区域为主。为尊重历史本来面貌，对上述各

段加“原绵阳县”，“原绵阳(县级)市”，“原绵阳市市中区”，“绵阳

市涪城区”加以区别。

六、计量单位：建国前，均使用原计量单位，不加换算；建国后，

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七、对于重要的统计资料(如历次人121普查结果，因未列入当

年的《统计年鉴》之中)，故本志书对主要数据作附表单独列示。

八、事件中所系人物，均以事件第一负责人，一律直书其名，不

加其它称谓。人物入志按市以上荣誉称号为限。统计局获奖以市

及区委、区政府以上为限。

九、对各项专业性普查均未列入各个统计专业章节之内，单独

列人“普查”专章作记述介绍。

十、表述形式。本志书运用现代汉语。体裁诸体并用，采用

记、述、志、传、图、表、录、考等，以志体为主。体例采用直陈其事、

述而不议的方法。记述力求客观准确，寓褒贬于记述之中。表格

随文插附。

十一、历史纪年。清朝以前用帝王年号。中华民国用民国纪

年，加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后，以公元纪年。本志称“建国

前”和“建国后”，是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时为限；“解放前”和“解放后”是以1949年12月21日绵阳解放

之时为限。建国后纪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法、纪年数字前不加

“公元”字样。



概述·1·

概 述

努力服务于建设绵阳科技城推进城乡一体化

团结奋进的绵阳市涪城区统计局

根据国家批准的《绵阳科技城发展纲要》，绵阳科技城位于成
都平原北部，距四川省会成都90公里。以绵阳城区为中心，规划

建设面积80平方公里。按照在现有基础上呈组团式格局发展的

规划：一是中心城区24平方公里(建成全市行政、信息、文化、金

融、商贸、服务中心)i二是以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中心的

永兴片区，面积17平方公里左右(重点发展以电子信息、新材料、

生物工程、精细化工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三是以绵阳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为中心的螗汛片区，面积15平方公里左右(城市基础工

业基地、发展二、三类工业。市委、市政府已决定从2005年4月
14日起整体划交涪城区)；四是以科教创业园为中心的青义片区，

面积8平方公里；五是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科技孵化园区为

中心的游仙片区，面积16平方公里。绵阳科技城前四个组团约

64平方公里均在涪城区行政区域内。占科技城规划面积80平方

公里的80％。因此，可以说，涪城区是绵阳科技城建设的主战场。

涪城区是1992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原绵阳市市中区

而建立的县级区。幅员面积597平方公里。现辖15个乡镇、5个

街道办事处、2个市属经济开发区。涪城区地处绵阳城市核心地

域。全区经济综合实力2003年名列四川省“十强县”第4位(已

连续两年名列第四位)，2004年名列第九位。遵照2001年12月

31日绵阳市政府《关于按照国务院批准的行政区域进行统计的模

式的通知》(绵府函[2001]167号)文件的规定，涪城区统计局承

担着本行政区域内中央、省、市、区各级各种经济类型的所在地辖

区统计任务。区统计局按月、季、年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提供统计

调查、信息、咨询、分析多种资料，已成为常年性努力服务于建设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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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科技城，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部门之一。

近年来，涪城区统计局党组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建设“钢班

子”，带出“铁队伍”、创一流业绩为目标，带领全局党员、干部、职

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团结拼搏，各项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是
经上级党委党员先进性教育首批验收合格的优秀单位之一。局党

组书记、局长林玉平被中共涪城区委授予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优
秀个人。

涪城区统计局党组2003年6月被中共绵阳市涪城区委授予

“四好”领导班子先进集体。2003年12月统计局党支部被区直机

关党委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被涪城区政府机关党委表彰为

“先进党支部”，统计局获区委授予“信息工程先进单位”、“档案工

作先进单位”、“部门包村工作先进单位”、“民间组织管理工作先

进单位”。统计局所承担的基本单位普查工作，获得了第二次全

国基本单位普查国家级先进集体称号。2004年6月命名为“继续

保持‘四好’的领导班子”。连续两年被中共绵阳市涪城区委授予

“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单位”(一等奖)。统计业务综合考核2004年

被绵阳市统计局授予特等奖。连续7年保持在全市各县(市、区)

名列前茅的工作水平。2004年12月经省人事厅、瘩统计局授予”

四川省统计系统先进集体”。2004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统计局授予“全国农村统计调查先进集体”。

涪城统计人，将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荣誉，按照既定的统计

工作方针，强化“五四三二一工程”建设，在推进依法治统，促进统

计事业健康发展的征程中，为服务科技城建设，推进城市一体化作

出新奉献。



涪城统计精神

求真 奉献 团结 创新

涪城统计工作方针

强管理 重核算 活调查 深分析

涪城统计工作思路

抓好“五嚼三二一工程”，即：增强五个意识(危机、机

遇、改革、开放、创新)；

用好四项权利(数据调查发布权、统计执法权、统计

管理权、评价考核权)；

抓好三个提高(数据质量、服务水平、自身发展力)；

做好两个提升(形象、地位)；

搞好一个弘扬(求实、奉献、团结、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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