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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一角

△90年代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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陟威远天然气化工厂车问

q威远县建筑陶瓷厂

陟威远钢铁厂车问



△葫芦口水库

V威远煤矿矿井

△新店辣椒



△威远氮肥厂

陟人工造林

q杂交水稻制种



司县人民政府办公大楼

陟滨河游园凉亭



△威远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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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世文纪念馆

△南大街街心花园

△冯玉撵题词花瓶(威远煤矿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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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方志，源于先秦，唐宋渐多，明清修志蔚然成风。地方志是对历史和现状的

。一方之综合记录”，有着“存史、资政、教育”的作用，具有很高的实用和科学研究价

值，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大力倡

导编修地方志。1956年国务院制订的《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及国家。七五”规

划，都把地方志列为重点科研项目，由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编修新方志，既是对国

情进行系统科学调查整理的繁浩工程，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今，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是我们无可推卸的历史责

任。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国民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日益

改善，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盛世修志的时机已经成熟．1983年，县委、县人大、县人

民政府作出决定，专设修志机构，拨付专款，选调人员，新修县志。全体修志人员广征

博采，辛勤笔耕，有关部门大力支持，通力配合，从篇目设计、分志撰写到总纂成书，历

时十载，六易其稿，一部珍贵的历史长卷——全新的地方文献《威远县志》终于出版问

世。这是县委领导、人大重视、政府主持、政协支持的结果，是全体修志人员和全县人

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纵观历史，威远县在清代乾隆、嘉庆和光绪年间，曾修三部县志，成册18卷，对全

县当时的历史和现状作出了可贵的记录。但旧志因囿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偏见和落入

固定的模式之中，均以记述天文、地理、建置、官师、人物为主，有较大的局限性。新

修县志则以记述经济为主，并全面记述自然、建置、人口、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体

育、卫生，科技、人物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具有广阔的容量、鲜明的地方特点和时代特

色。在篇目设计上，先以“概述”为纬，“大事记”为经，从纵横两方面反映全县概貌；

．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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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按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的顺序，分列28篇，以类系事，横分竖写，与卷首详略互见；

最后作附录，求全书之完整。新县志实事求是地、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威远县近百年的历

史和现状，特别是建国后36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经验，是

一部时代性、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相统一的．为现代和将来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地

方百科全书。

可以相信，新编《威远县志》的问世一定会得到各界人士的珍视，将有助于县内广

大干部和群众，进一步了解威远，热爱威远，t观今鉴古，励志图强，同心同德，艰苦奋

斗，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威远经济建设的发展、人民的富裕而努力拼搏l

倪念亲林树清

．一九九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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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威远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中共中央《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威远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文字记述上限一般起自1911年．部分内容按需上溯。下限断至1985年

(除第二十四篇第十章外)。在内容上，本着。志贵周详”和“详略得当”的原则，详今

略古，详近略远，详异略同，突出时代和地方特点。

三、本志采用按事业立志，以类系事，横排竖写；以横为主，纵横结合。首列概述、

大事记，再按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要求，设立专志，每志一篇。每篇分章、节、目。

力求体例科学，记述清晰。

四、本志记述除引用占文原文外，一律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

五、体裁采用记、志、传、图、表、录，而以分志为志书的主体。

六、本志取用资料，均经鉴别、考证、核实，志中不再交待出处。所用各种统计数

据，主要来源于统计部门的资料，部分由业务主管部门提供，均通过统计部门审查认

可。

七、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物篇中收录的均系对社会发展起过推动或阻碍作

用的已故人物。以威远县籍人物、正面人物、近现代人物为主，按卒年顺序排列。对影

响较大、功绩突出的在世人物，采用因事系人的方法，写入有关分志。

八、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主要按时序记事，对跨越时间

较长的重大事件，相对集中，将其始末记述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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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纪年以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限，其前后统称为建国前和

建国后，历史朝代及其年号、纪年沿用通称．后加注公元纪年I中华民国一律简称民国．

其纪年首次出现时，加注公元纪年．以下类推，不再加注。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十、地名称谓一般使用历史名称．有变动的，注以今名，县内今地名一律以《四川

省威远县地名录》为准。

十一、专用名词、术语、质量标准单位．均按国家统一规定使用。行文中用古旧或

外国货币单位时，一律照当时的币值记述，计量单位按当时通用单位记述，不作换算．建

国初的人民币均换算为1955年发行的人民币。为准确反映建国后的工农业发展速度，产

值以1980年(注明按现价计除外)不变价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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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远县，位于四川省中南部。东邻内江，南连自贡，西界荣县，北接资中、仁寿。地

跨北纬29。2T——29。47’，东经104。16’——104。53’。南北长54公里，幅员面积1287．22

平方公里，人口67．1万。全县辖7区、5镇、61乡．县城严陵镇，离省会成都214公里，

距内江市区57公里。
7’

一

威远地境，古为梁州之域，周属蜀国．秦隶蜀郡，汉属犍为郡，东晋时为獠人聚居

地。北周保定五年(公元565)置盘石县，辖有威远境地。隋开皇三年(公元583)，置

威远戍，取“威名远震”之义。开皇十一年，改戍为县，乃威远建县之始。贞观元年

(公元627)，在县境又置婆日、至如二县。贞观八年，婆日、至如二县并入威远，县城遂

有“婆城”之名。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和义并入威远。元初，废威远县，迄元统元

年(1333)复置。明洪武四年(1371)，威远并入荣德县。洪武九年，复设威远县。清康’

熙六年(1667)，并入荣县。康熙十三年，复设县。康熙二十年，再并入荣县。雍正七年

(1729)，复置威远县。迄1985年止，威远置县已历1394年。．，一 ．

县境属扬子陆台四川分区西南部，出露地层多为中生界、新生界陆相地层，地质结

构为荣威穹窿与新店子向斜。物华天宝，矿藏丰富。威远气田分布于曹家坝、新场至越

溪一带，震旦系气藏富集，藏气面积216平方公里。气藏高度224米，压降储量400亿

立方米。煤藏于须家河组合含煤地层，分布于山王、新场、越溪等区，地质储量11520万

吨。菱铁矿产于须家河组第五、六段煤层围岩中。石灰石质纯、性脆，易开采，储量大。

岩盐产于威西岩盐矿床，品位高、厚度大，分布全县。此外，铝土页岩矿、含钾水云母

粘土、石英砂、高岭土、白云石、方解石、石膏等，均为富藏。 ；

全县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自西向东倾斜，地表形态分为低山、丘陵两大地貌区。

西北部低山区地质结构与荣威穹窿一致，山峦起伏，沟谷纵横，一般海拔500—8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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