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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充县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杜培松

顾 问：张长端’

副主任委员：王永寿赵良杰杜延聪

委 员：赵华章 谢明渊 冯维纲

李汝昭 李仲华 梁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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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富 安必胜 庞明坝 杨元松、杨政华

曹慧君(女)

陈昌明，赵允一 王文元 刘佳维，曹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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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琼李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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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术 王卓维 邓高如 左炳恒 冯登泰

张承源何光 何彩孝 何孔德 何庆锷

罗文会赵培善 赵文定 晏大模 徐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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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全景

县人大，县人民政府、县政协大院

县委办公大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 i●●．．●，



吧{{}满圈

采摘斩靛

日优”

北福々古柏



升钟水进爵城r

龙江桥倒虫[管

宦马河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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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充县氮肥



两免县防疫站食．。-f，』】生监督

蛳f·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尼湖

i一7。。。黑”
k

哆o。_一

麓 副

，j吨fI求水

f二和农民Z化官

既充县人民版院外科大楼



西充中学讲矗实验摩

晋城中学预制厂

太平中学



双凤中学教学大楼

太平中．t：,tb学

复安罗村沟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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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充，悠悠古县，沧桑千载，人杰地灵。山多胜迹，民亦风姿。文化发达，英才辈出。西充

人民自古以来勘劳朴实，忠厚仁义，穷不离书，礼仪相宾。余牛年莅任以来，亲睹全县63万人

民顺应改革开放之天时，发挥人才资源之地利，珍惜安定团结之人和，千年苕国，已成米粮之

乡，正朝小康迈进。古老充国，欣欣向荣。吾躬与其盛而深感幸运。

志乘之书，向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修志借鉴，更得古往今来贤者重视。然而，自蜀

汉谯周之研究地方史，到明万历刘启周之始撰《西充志》稿本散佚，清康熙李昭治之修成《西

充县志》传世以来，历代县志或多挂漏，或有谬失，或评断未当。为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新编

《西充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运用新观点、新方法j新资料、新体例，记述西充地方历史。举凡政治、经济、社会之

发展，风土、人情、地理、自然之演变，无不尽收其内。纵溯千年，横分百类，洋洋百万余言，准

确翔实，简明严密典雅。虽瑕疵之处亦以难免，但仍不失为一方之全史。西充县情，展卷可得。

鉴往知来，为政者决策可稽，为民者用此可考。

巨著宏篇，众手相成。自1983年夏新编《西充县志》工作开展以来，主修之领导重视，社

会贤达支持。专修人员业勤，案牍劳形：尤为可贵的是，得到西充地方长老、西充籍在外工作

之贤士、曾在西充工作过的领导的大力支持，以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秘书长郦家驹，

学者董一博、傅振伦，省地方志编委会，地区地方志编审委员会领导，川东北地方志横向联系

会同仁热情斧正。其敬事慎行之劳，博荟文明之功，自有志在，留芳后世，不待赘言。

。众推作序，欣然命笔。难为得体，谨表贺忱。 ．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新体例，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准确地反映西充从自然

面貌到人文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突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色和地方特色。

二、本志贯串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一般在1911年，某些篇章因事制宜上溯到古代。下

限至1985年。
．

三、本志采用综合的纪传体裁，以志为主，述、记、志、传、录、图、表、考兼运并用。

四、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辑录西充经济、政治、社会、人文等方面大事、要事、首

事。

五、本志入志人物，依照生不立传原则，着重记述籍属近现代已故英雄、模范、专家学者

及爱国爱乡之士．均以卒年为序列传。烈士英名入录。贡献突出，生平不凡之生人，其事迹

酌入有关章节，其名亦可同时入表。入表者以地区、生年为序。

六、本志卷尾设附录，收入难入正文而又不可或缺之资料(断至定稿时)，以备查考。

七、本志以规范的现代汉语行文。用公元纪年。同时注以当时之习惯称谓。本志所称“解

放后”，系指1949年12月14日西充和平解放之后。政区及机关，组织等均取当时名称。地

名以1984年地名普查标准名称为准，注以历史名谓；已湮地名，保留原称。各项数据，原则上

取县统计局数字。度量衡统一采用现行公制单位，其它计量单位在引文中照录，一般加注换

算．数字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使用。

八、本志大多资料来源于地方旧志、历史档案和各部门现行文书档案，一部分摘自回忆

录、图书、杂志、报刊资料，均经考证鉴别后载入，出处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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