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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立在南充市金鱼岭最高处的天气雷达楼‘



一◆

建立于五十年代初期

的南充地区气象台旧址。

这是噩落在地区局院

内的主体业务楼局部．每

天的天气预报由这里制

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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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地区行署举办气象新闻发布会。分管气象副专员文正经

(右二)，主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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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弘 邻水县国土志

统征勘测规划室岗位执法责任制。

地产交易所岗位执行责任制。 ．．

地籍股岗位执法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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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南充气象志》，是我区第一部融贯

古今的气象业务专志。．她的孕育，既体现了对区内观天测候史实
、

与民间测天经验的发掘，继承和利用，又反映了对开拓、弘扬与发

展未来气象事业的寄托。这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无疑将会进一

步激励和推进我们整个事业的发展。她的问世，确实是一件令人

高兴的事情。

南充，开发甚早，‘是我国古代气象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展观天

测候活动的重要发端地之一。远自周秦时期，巴人就聚境繁衍生

息，先辈们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逐渐产生并形成了影响整个民族．

乃至世界文化的古代气象文明。早在西汉，区内就建立起我国历

史上最早的民间观象测候中心，涌现了一代影响深远的古气象泐

候学家，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测天成就，直至唐代，仍显示着它

的鼎盛与风骚。这对当时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具有较大

的推动作用。 ．

但是，旧的社会制度，局限并制约了气象技术及其事业的发‘
’

展。新中国的建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真正给气象

事业展示出广阔的前景，带给它蓬勃生机。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

命力量。气象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环境因子，属高科技领域。以志

的形式，从立体的角度去反映地区气象事业的兴衰起伏，去认识

和总结气象科学的自身变化和发展规律，去揭示和建立气象事业

与人们生产、生活的相依关系，并从中提供给人们以历史的借鉴

和专门知识，这就是我们的愿望。不敢说本志具有较为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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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四项基本原贝0

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反映史实，去

伪存真，务实致用。

二，本志为南充地区气象业务专志，按照实事求是，详今略

古的原则，凡南充地区行政公署现辖区内的气候变化及有关气象

事业的历史与现状，均属记述范围。 ，

三，本志断限，上自有史可寻，下限断至1990年12月31

日。‘ ‘

四，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五部份组成。

专志设章、节，目三个层次。图，表，照片随文穿插、力求图文

并茂，

，

‘

五、本志为记、述、志，图，表、录诸体并用。概述为夹述
夹议，大事记以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专业志采用语体文

记而不述，述而不作。

。六i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采用历史纪年，

括注公元年号，以后，则直书公元纪年。 ‘

． 七，本志对历史朝代，官职，党派，群团，会议，地名，机

构名称等，均采用历史原称，人名则直书姓名职务，不置褒

贬。
。

．

八、本志标点符号，计量单位和文字使用分别以《新华字

．典》附载的“常用标点符号用法简表’’，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在

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和《汉字简化方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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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统计，一律采用阿拉伯数码。r
‘

九，本志资料取材于文书档案，业务资料，科技文献和报刊

史籍，兼有少量采访调查材料。材料取舍以详近略远，古为今用

为原则。为有可比性，在附录中选辑了全国气候极值，并附有我

国气象发展年表，以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相互统一。
‘

十，行文中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再次出现时用简称，缩写、

摘引在页下标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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