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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志丛书《自然灾害志》于1993年6月开始修缭，经过

编修人员的艰辛努力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历时4年，终于成

书。

纵观社会发展历史，人类自产生以来则处于自然王国的外界

环境之中。大自然既给人们提供了赖以生存和发展韵丰富资源条

件，又给人类带来了洪涝、干旱、低温、风雹、病虫、地震等多

种难以抗拒的自然灾害。这些自然灾害的发生和发展，都不同程

度地给二定区域内的农业和工业生产，给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造成巨大的损失和破坏。尤其是建国40多年来，我市同全国、全

省一样，人口连年增加，耕地逐年减少，森林过伐，环境污染日

趋严重，自然灾害年渐频繁，且不断加剧，已成为制约我市城乡

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诸多的自然灾害是客观存在的；各种

自然灾害的发生和发展也是有一定客观规律的；各种自然灾害的

客观规律迟早总是能够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人们一旦认识和掌

握了自然灾害的客观规律，并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因

地制宜，因势利导，积极趋利避害，实旌防灾、减灾、抗灾、救

灾的综合措施，就能够在诸多的自然灾害条件下实现抗灾夺丰收、

抗灾保平安、抗灾求发展。

这部志书的可贵价值，就在于通过大量的客观史料，较为真

实而全面地展示了绵阳市辖区内500多年来各种自然灾害发生、

发展的事件和一般规律；各次重大灾害给我市经济、社会造成的

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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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损失；各级党政领导率领全市人民同诸多自然灾害作斗争，改

造自然、征服自然，夺取避灾、减灾、抗灾、救灾胜利的基本经

验和主要措施。这些不可多得的史料，尤其是书中揭示的诸多自

然灾害的客观规律和防灾、抗灾、减灾的宝贵经验，以及人类违

背自然规律、毁坏自然资源而招致自然灾害加剧，对人类严厉惩

罚的惨痛教训，都是值得当今和今后历届领导者和有关志士同仁

们引为鉴戒的。

由于编修《自然灾害志》是一项开拓性的探索工作，资料采

集困难，尤其因科技手段所限，人们对自然王国诸多灾害的客观

规律认识不足，加之编辑水平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切

望得到有关各方的指正。

刘登成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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