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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编修地方志，是整理、保存、’继承我国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为四

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的千秋大业。二轻工业志是地方志的

组成部分．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编修一部新型的二轻

工业志，既是社会主义建设之所需，又是教育子孙后代之必备。．

温江地区是“天府之国，，的心脏，历史悠久，农业发达，手工业

亦相应发展，颇具地方特色。《温江地区二轻工业志》即是以本地区

手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主线进行编写的。，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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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追溯本地区手工业发展的历史，重点反映新中国建立三

十三年来二轻工业生产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及二轻战线能工巧匠的技

艺和贡献，以利于充分发挥二轻工业的众多优势，不断加快二轻工业

的前进步伐，为“四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党交给我们的光

荣任务，也是我们编写《温江地区二轻工业志》的目的。



＼

凡 例

， 一、《温江地区二轻工业志》是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指示精神，

按照地委(1981)25号文件的安排部署，在地区二轻局党组的直接领

导下，抽调干部，建立临时性的专门机构—_地区二轻工业局史志
编纂办公室，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编写的。

二、《温江地区二轻工业志》的编写，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按“详今略古，

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眼未来"的原则j。紧紧抓住时代特点和本地

区二轻工业特点写出来的新型地方志专志。

三、《温江地区二轻工业志》是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广采博收资

料，坚持实事求是，认真调查研究，在占有详细资料的基础上编写成

的。它真实地反映了本地区二轻工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2一

四、本志生产篇的编写，采用纵横相结合的方法，既拉通从纵的

方面反映二轻工业的整个发展变化情况，又分行业叙述各自的发展史

和现状，还重点详叙了工艺美术品及具有特点的二轻企业，从横的方

面反映了二轻工业发展的面貌。

五、本志断限时间：因历史上从未有过手工业专志，旧的地方志

上虽有涉及．但粗略简单，挂一漏万，故在追溯历史状况时，尽量按

能追溯到的时期，以简略笔法记叙，上限原则上断至l 9 1 1年，。下限断
至l 983年6月底正式撤销温江地区，将所辖十二个县划归成都市。

六、本志文体为语体文，各篇均按记叙文五要素的基本要求进行

记述，力求做到追溯历史有根有据，记载现状实事求是，文字朴实，

通俗易懂，但限于水平，时间仓促，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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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江地区二轻工业志》

领导小组及糯纂办公室成员名单

一，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

组长：冯学彦 ．。一
‘：

副组长毒焦 明

．成员：张培良杨家国

二、编写办公室成员名单 ．

主编：周安让

编辑，工作人员：罗明儒 刘支德 周丽敏 !’

封面设计：宋宇超 。，：

摄 影：瞿学仁冯传薪 j
。

绘 图；宋国良 、

●

校对；宾元松，任临川，周晓鸣 徐敏基 胡可英

封面题字。 马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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