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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川县人民政府

关于新修《合川县志》征集历史资料的通告

合川府发(1 9 8 3)2 6 8号

，为了继承和发扬编篡地方志的优良传统，使历史不致中断，决定新修《合川县志》。新

修《合川县志》，是记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至一九八一年我县七十年间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是我县的百科全书。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打新修县志是为“四化弦建设服务，是我们当前进行精神

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新修好《合川县志》，当前必须做好新县志史料征集工作，

县人民政府号召全县-T--部和人民，县境内各区、社、镇、机关，企事业、学校、厂矿单位带

头提供史料，共同做好新县志的史料征集编纂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征集历史资料的范围

1，有关合川县及各区、社(乡)、镇建置的历史资料：文物、。文献及地图。：．

2、私人收藏合川历代政府编篡的合川州志、县志、乡土志和各种专志，以及旧县政府

告示、公报，年鉴，二法令汇编、各种政务专刊和各种文书档案。

3、我县和外地出版载有合川情况的报纸、刊物、快邮代电、书籍。

4、与合川历史发展有关的照片、图表、文物、金右(包括陶器、铜器、玉器、瓷器、

汉砖、钱币等)、碑碣、铭文、讣告、墓志、族谱。

5、学校、社团、宗教的校刊，会刊、章程、同学录、同乡录、题名录、纪念册等文献

以及组织机构、活动情况的记述资料。

6、与合川历史有关正反方面有影响人物的诗文、著作、传记、笔记、日记、手稿、讲

演稿，公私函电及其活动回忆录等。

7、民国时期合JtI工厂、商店、交通、邮电、水电事业和作坊的文书、帐册、合同、契

约，章程、商标、广告；。奖豫÷．矿规、店规等文字、实物和回忆其兴衰等资料。

8，零县的名医、名厨和百工巧匠的验方、秘方、种养殖良种技艺，以及独特技术工艺

品、名小吃及其操作规程的记述。

g、民国时期合川文化、教育、体育、音乐、书画、戏剧、电影、新闻、出版等方面的

文献、图片资料及回忆记述。

10、民国时期的金融、财税、网粮机构的文献资料及回忆记述。

11，民国时期合川政局演变情况的回忆记述资料。包括防区时代历次争夺合川的情况；

蒋介石入川后合川的政局；攘日战争胜利后全面内战的合Jtl情景；解放前夕合JtI的反动势力



的挣扎等。

1 2、民国时期的党(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民社党)、政(旧政府、参议会，法院)、

军(团练、国民兵团、自卫队，广合师管区、驻军，兵役制度)、警(警佐室、警察局、警

察中队)、特(中统、军统、特委会和其他杂特)的组织及活动情况的有关文献资料和回忆

记述。

13，革命文献、文物(包括中国共产党地下斗争和辛亥革命的重大活动)，人民抗暴

(抗丁、抗粮、抗揭)斗争的史实记述、回忆录和革命文物、纪念品等。

14，本县出现过的特大灾异事件(如兵灾、匪患、大水灾：大旱灾，大火灾、大风灾、

大冰雹以及地震、慧星、日蚀、月蚀等)和异常现象(如怪胎、怪兽、畸形人等)情况的照

片和记述。

15、有关本县的历史传说、民间故事、民歌、川江号子、华莹山革命游击队歇谣，民

谣，民谚以及各种忌讳等的记述。

二、征集历史资料的办法
l、以上各类历史资料的文字、实物，复印品、复制品，如愿捐或借用，我们非常欢

迎。凡借用史料，一定妥善保管，用后奉还．

2、对捐赠或提供有重要价值的文物、史料，给予适当奖酬。

3、欢迎广大干部、群众提供线索或代为征集。如已掌握历史资料或线索，本人无力撰

写和收集的，请来函、来电联系。

三、征集历史资料的要求

1、撰稿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内容务求详实、具体，字迹工整，避免错漏，并请滓

明姓名、住址，以便联系。

2，来稿、来信请交合川县编修县志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县府机关内)．

乐

县长 杨如松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县政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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