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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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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石棉县委的领导下，县人民政府按照上级部署，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编写，《石

棉县志)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之际付梓问世了!这部逾百万字的志书囊括

了县域内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状等各方面的内容；将县域内各族人民历尽艰险、拼

搏进取的历程，数代人创造的业绩，丰富的自然资源汇集成志，实在是一项宏大的文化建

设工程，为石棉县各族人民立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1 ，’
一

”
·．-’

石棉县1951年建置，近半个世纪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县域经济初步繁荣，社会稳定，

民族团结，人民安居乐业。历史在孕育新文化，文化在追溯历史。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的

优秀传统，历来被誉为勤政之举。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这一优秀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

江泽民同志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石棉县地方

志编纂工作始于1983年3月，受到历届党委和政府的关注。主修者将修志工作同贯彻党

的基本路线结合起来，着眼于与现实结合、服务于现实的需要，按照修志规律，在人少事

繁的情况下，辛勤工作，圆满完成编纂任务。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作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的组成部分，《石棉县志》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一是资治、存史、

教化，鉴往知来，了解县情，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趋利避弊，发挥优势，为决策提供

依据，发扬爱乡爱国精神，励精图治，推进石棉县的社会事业发展。二是石棉史无志乘，

作为首部县志无疑在地方文献史、当代地方文化建设史上是一大贡献。三是作为众手成志

的智慧硕果，必将为众家所用，寡此劳而众享其成，不言自明。

前人说过：“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们这一代人为石棉兴办了一

项责无旁贷的事业，更希望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后来人，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建设者，桑

梓的每一位公民，努力从前人的成功中汲取营养，从历史的挫折中悟出借鉴，勇敢地继续

开创未来的成功之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阔步前进。

因条件限制，加之编纂者能力水平有限，疏漏、错误在所难免，望有识之士及读者批

评指正。

‘ ，

， ：；

中共石棉县委书记杨 凯

石棉县人民政府县长黄万钧



凡 侈IJ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

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石棉县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为初修。上限原则自1952年建县，下限为1985年。为照顾初修

贯通古今的通例，各分志为明事物原委变化，追溯建县前，以“详史之略、

参史之错、补史之缺、续史之无”，体现初修特色o

三、金志首列概述、大事记，专志先自然后社会，横排竖写，事以类从，

体现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以附录和跋为志尾，体现纲、经、纬、尾的

体例。

四、全志横分专志，专志下设章、节，约124万字。

五、志、记、传、图、表、录并用，力求形象直观，增强可读性。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年号沿用当时称谓，并加注公元纪年。志

中解放前、解放后以1950年3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农场为界限。

七、县以下行政区划名称，1958年10月至1983年底称公社、大队、生

产队，其余时期皆称乡、村、组。地名以《石棉县地名录》为准。

八、所用数据，解放前的以档案、图书资料为准，解放后的以统计部门

法定数据为准。统计部门缺，则用部门提供数据。工农业产值注明各时期不

变价，未注明的均为原价。

九、计量单位，解放前的沿用旧制。解放后的，按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使用o

十、本志采用语体文，力求简明、朴实。文字、标点的使用，按国家统

一规定。

十一、入志资料取自省、地、县的档案、典籍、方志、族谱以及有关报

刊、知情人士口碑，跋文说明鸣谢，正文不一一作注。

十二、为体现特色，对志中少数门类升格。为保持各专志篇幅大体平衡，

采用合志，但仍横分，以免自乱体制o

●《露翅冱誓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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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3·

十三、《大事记>起自1949年10月1日，之前的历史大事已由新编《越

西县志》、《汉源县志>、《冕宁县志》记叙。
十四、《经济概览>中县情统计数据汇集1952年～1985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各项基本数据，集中概括，便于检索o，一

十五、入志人物以本籍为主，兼顾客籍在县域确有影响的人物。以近现

代人物为主，生不列传，不划类定型。传外设各类名录。

十六、对县内地属以上各单位情况，依据行业性质，归并于有关专志。

十七、鉴于县志面世滞后，本着志贵致用精神，《杂记>内赘录石棉县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八两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1986～1995)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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