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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势在必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

石窝乡有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后，．农村经

济产生了活力，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有了新的起色，人民生活水平不断
3

提高， “两个”文明建设，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在全面进行开

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时期，乡党委和政府根据上级部署，在

县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以及编写人员的辛勤努力

下，编纂了《石窝乡志》。这本乡志是群众智慧的结晶，它包罗万

象，继往开来，反映乡土特色，是石窝乡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的一项不朽工程o ．

J
．，

石窝，，在清嘉庆以前属巴州七乡，道光二年(公元一八二二年)

拨归太平o ：
．

历代以来，无论是《太平县志》或《万源县志》对石窝人民的战斗业

绩、乡土特色，和浩瀚的人民革命斗争历史洪流，和富饶的山区资源

都记载很少。 ·

今天写这本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观点、立场、方法，具有

社会主义时代特色，能反映石窝乡的历史、现状及特点，在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等方面又比较完整统一的《石窝乡志》；其目的在于t+

立足当代，放眼未来，让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前辈们的光辉业

绩，不致因时间推移而烟没；让子孙后代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

石窝人民是怎样在苦难的深渊中挣扎，度过那黑暗而漫长的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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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经过曲折而战斗的历程，现在的幸福

生活来之不易；并为正在进行“四化殄建设的石窝人民提供有所裨益

的历史借鉴，4从而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和我们正在建设

的共产主义事业。
／ ‘ 一

，资料收集，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在史料缺乏，文书档案残

缺，不少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和知情人均以作古的情况下，除有关机

关、部门、业务单位大力协助外，张有福、袁存浩、郭由礼、张在先

等老党员老干部和热心于乡志的向有万、向有刚、’向有国、李富儒、

向登寿、蒲德明等一百六十多个干部群众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提供了

不少宝贵资料，李复先、’张俊华、+毕代杨，袁孝新等同志为编写乡志’

老当益壮，公而忘私，废寝忘食，任劳任怨，克服一切困难，作出了

贡献。、I我们一并致以谢忱l _1 ·◆。

在编纂中，坚持求实存真，力求全面、：客观，系统、翔实地反映

石窝乡七十多年来的历史面貌，．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经县志办公

室和王永清、冉启明同志的具体辅导和协助，终于完成了编写任务。由

于我们的思想’：理论、政策、业务和写作水平有限，深感任重力微，

遗漏和不当之处很难避免，希读者鉴谅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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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万源县石窝乡委员会书记李明发

．，- ．万源县石窝乡人民政府乡长·朱开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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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实事求实，秉笔直书。对历史上的人和事，

不隐恶溢美，不人为的拔高和贬低。

二、篇目结构：全称《石窝乡志》，在参阅吸取旧方志优良传统

的基础上，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的特征。根据本乡的实际情况突出

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和建设两个文明的光辉业绩。统领纲目力求合

理，标题概括适当，文字简明扼要，内容按主从、性质、纵成体系、

横成序列、详主略从，力求归属得当，分别列入各篇章。为了防止遗

漏，部分近似相连，相通章节，、事有互见，但各有测重。

三、体裁和称谓：分图、志、记、．，传、录、表六种。．志为全书主

体，记、图、表根据篇章具体内容，以类事附图表，横分蛏写，纵横．

结合。人物传、根据事实的贯通，有分有合9文体上一般用语体文，

记叙体和常用的标点符号，力求文风朴实简明，，通俗易懂。历史朝代

附公元纪年。公元纪年和统计数字一律用阿拉伯字，凡历史朝代和职

官等一律不加政治性定语，直书其职别和姓名。

四、编写断限：根据详近略远，详今略古的原则，历史和现状均

有反映。以建国后的三十五年为主，上限一般是辛亥革命(1911年)

但建置沿革、：社会风土、大事记等篇章略有追溯；下限至1984年10月。；’

部份全乡性的数据写至-111983年底。有的数据为了说明问题，抽选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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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的年代列入。

五、资料来源：，以历史遗存的碑志、档案、文书及有关单位、，部

门提供的史料；历史事件，则以当事人和知情人员的口碑为主，体现

人民乡志人民写，人民乡志写人民的精神，充分依靠群众，广泛收集

资料，经反复核证选录。对于其说不一而叉!价值不大的事实，未列入

志。数据则是以乡政府和有关单位历年整编成书的资料为依据。

√六、石窝是人口多、耕地面积广的农业大乡之一，为便于总结经

验，给今后发展提供借签，更好地发挥其优势，故在农业篇后附上

《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其中面积，单产均以市亩市斤计算。其他篇

章涉及的面积，单产，计算方法相同： 。

七、《社会风情》篇章，多为民国时期的社会病态，择略入志，

是为了揭露当时勾心斗角、伤风败俗和剥削压迫人民群众的腐朽制度

和便于今后移风易俗、树立新风o．
‘。

．

．八、全志编纂，一自1984年4月14．日建立领导小组成立办公室和编

写班子起至1984年11月底完成，共15篇56章126节和142个小目，计

2 3．万字。7插图l 4幅。各类统计表4 6个。照片相对集中排列

于卷首或篇首o
+

，

九、全志的编纂，由于我们各方面的水平有限，深感任重力微，

错误之处，望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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