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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新编《巴县志》历经12年之艰辛，今已成帙付梓。它的问世，是全县

人民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l

巴县山川毓秀，地理形胜。1929年以前，道、府、县同设治于重庆

城，地处扬子、嘉陵两江合流处，为西南水运枢纽与商贸中心，素以经济

发达、文风鼎盛著称。迁建后的巴县，东南西三面环绕重庆市区，天宝物

华，人文风流，是重庆市的近郊大县。

巴县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修志之风源远流长，有乾隆《巴县志》和

民国《巴县志》传世。民国《巴县志》付梓之后，迄今断修六十余年。1981

年成立新县志编纂委员会及办公室，着手编修新县志。

新编《巴县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史观，以详今略古、横分门

类、纵述古今的方法，全面、客观、严谨地记述了1911年至1985年闻巴

县的地理民情和经济社会变迁情况，充分反映了建国以来巴县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

堪称我县的一部地方百科全书。书中所载的丰富文献资料和历史经验，

既可作为各级领导科学决策的参考，又可作为向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

义、社会主义以及革命传统教育最生动的乡土教材。新编《巴县志》的问

世，必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巴县的过去和现状，更好地认识和把握

县情，使我们在今后的建设和改革中扬长避短，兴利除弊。希望全县广

大干部群众认真利用好新县志，为我县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建设巴县更

加美好的未来。

新编《巴县志》得以成书，是全体编纂人员辛勤耕耘和社会各方面

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此，谨向参与和关心、支

持编纂工作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感谢l

中共巴县县委书记牟禾荣

巴县人民政府县长 威万林

一九九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记述巴县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

史与现状，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时限，原则上上自1911年，下迄1985年。

三、本志由总述、大事记、附录和六篇四十七章构成。各篇按先自然

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的顺序排列。

四、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记事本末体为辅。

五、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收录对本县有较大贡献或有重大影

响的本外籍已故人物。生人事迹，以事系人的记入有关篇章。

六、本志用记叙体，述而不论，褒贬自见。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

七、称谓一律使用第三人称。人物直书其名，必要时可在人名前加

职务名称。使用历史地名时加注今地名。各种名称在志书中第一次出

现时一律用全称，需简称的注明简称称谓。

八、时间表述一律书写具体时间，使用历史纪年时注明公元纪年。

1949年11月29日巴县解放，这以前和以后简称“解放前”、“解放后”。

九、专用名词、成语、习惯用语、不定数、次第等中的数字及朝代纪

年的年月日数，均用汉字书写；中华民国纪年和公元纪年的年月日数、

计量、部队番号等一律用阿拉伯字书写。

十、计量单位用公制，旧制无法折算成公制的照实记载。

十一、记述解放前的货币，注明银元、法币、金元券、银元券等种类

名称。1955年3月以前使用的旧人民币值一律换算成新人民币值。

十二、本志所用统计数据以县统计局的为准，统计局没有的，则用

主管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

十三、本志所用资料来源于省市县档案馆档案、图书馆藏书、旧方

志、部门志、重庆大事记、报刊、调查材料等，在文中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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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禁烟⋯⋯⋯⋯“?⋯⋯⋯⋯”

二、禁赌⋯⋯⋯⋯⋯⋯⋯⋯⋯⋯

三、取缔反动会道门⋯⋯⋯⋯⋯

四、特种行业管理⋯⋯⋯⋯⋯⋯

(437)

(43节)

(438)

(438)

(439)

(442)

(445)

(445)

(445)

(448)

(452)

(453)

(454)

(454)

(454)

(457)

(457)

(458)

(458)

(459

(459

(459

(460)

(46I)

(461)

(461)

(461)

(461)

(462)

(462)

(462)

(463)

(463)

(463)

(464)

(465

(465

(466

第五节看守、劳改、拘留⋯⋯‘⋯(466)

一、看守⋯⋯⋯⋯⋯⋯⋯⋯⋯⋯(466)

二、劳改⋯⋯⋯⋯⋯⋯⋯⋯⋯⋯(466)

三、拘留⋯⋯⋯⋯⋯⋯⋯⋯⋯⋯(467)

第六节户政管理⋯⋯⋯一⋯⋯⋯(467)

第七节交通管理⋯⋯⋯⋯⋯⋯⋯(468)

第八节消防管理⋯⋯⋯⋯⋯⋯⋯(468)

第十章检察⋯⋯⋯⋯⋯⋯⋯⋯⋯⋯(470)

第一节机构⋯⋯⋯⋯⋯⋯⋯⋯⋯(470)

一、巴县地方法院检察处⋯⋯⋯(470)

二、四川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检察处

⋯·’⋯⋯⋯⋯⋯⋯⋯⋯⋯⋯⋯(470)

三、巴县人民检察院⋯⋯⋯⋯⋯(470)

第=节检察工作⋯⋯⋯⋯⋯⋯⋯(470)

一、刑事检察⋯⋯“⋯⋯⋯⋯⋯·(470)

二、法纪检察⋯⋯⋯⋯⋯⋯⋯⋯(471)

三、经济检察⋯⋯⋯⋯⋯⋯⋯⋯(472)

四、监所检察⋯⋯⋯⋯⋯⋯⋯⋯(472)

五、控告申诉检察⋯⋯⋯⋯⋯⋯(472)

六、综合治理⋯⋯⋯⋯⋯⋯⋯⋯(473)

第十一章审判⋯⋯j⋯⋯⋯⋯j⋯⋯(474)·
第一节机构⋯⋯⋯．．．⋯⋯⋯⋯⋯(474)

一、巴县地方法院⋯⋯⋯⋯⋯⋯(474)

二、四川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474)

三、军法室⋯⋯⋯⋯⋯⋯⋯⋯⋯(474)

四、巴县司法处⋯⋯⋯⋯⋯．．．⋯(475)

五j巴县人民法院⋯⋯⋯⋯⋯⋯(475)

第二节审判制度和程序⋯⋯⋯⋯(475)。

第三节案件审理⋯⋯⋯⋯⋯⋯⋯(476)

一、刑事审判⋯⋯⋯⋯⋯⋯⋯⋯(476)

二、民事审判⋯⋯⋯⋯⋯⋯⋯⋯(477)

三、经济审判⋯⋯⋯⋯⋯⋯⋯⋯(478)，

四、申诉复查⋯⋯⋯⋯⋯⋯⋯⋯(478)

五、判后执行⋯⋯⋯⋯⋯⋯⋯⋯(478)’

第四节监狱⋯⋯⋯⋯⋯⋯⋯；⋯”(478)

第十二章司法⋯⋯⋯⋯⋯⋯⋯⋯⋯(480)

第一节机构⋯⋯⋯⋯⋯⋯⋯⋯⋯(480

第二节司法工作⋯⋯⋯⋯⋯⋯⋯(480

一、法制教育⋯⋯⋯⋯⋯⋯⋯⋯(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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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解⋯⋯⋯··?-“⋯⋯⋯⋯⋯

三、公证。⋯⋯⋯⋯⋯⋯⋯⋯@Iomoo

四、律师⋯⋯⋯⋯⋯⋯⋯⋯⋯⋯

第十三章军事⋯⋯⋯⋯⋯⋯⋯⋯⋯

第一节地方武装⋯⋯⋯⋯⋯⋯⋯

一、民国时期的地方武装⋯⋯⋯

二、解放后的地方武装⋯⋯⋯⋯

第二节驻军⋯⋯⋯⋯⋯⋯⋯⋯⋯

一、清末民国驻军⋯⋯⋯⋯⋯⋯

二、解放后的驻军⋯⋯⋯⋯⋯⋯

第三节兵役⋯⋯⋯⋯⋯⋯⋯⋯⋯

一、民国时期的兵役⋯⋯⋯⋯⋯

二、解放后的兵役⋯⋯⋯⋯⋯⋯

第四节重大战事⋯⋯⋯⋯⋯⋯⋯

一、清末民国时期战事⋯⋯⋯⋯

二、解放巴县⋯⋯⋯⋯⋯⋯⋯⋯

三、剿匪⋯⋯⋯⋯⋯⋯⋯⋯⋯⋯

第五节防空⋯⋯⋯⋯⋯⋯⋯⋯⋯

一、机构⋯⋯⋯⋯⋯⋯⋯⋯⋯⋯

二、防空工事⋯⋯⋯⋯⋯⋯⋯⋯

第十四章民政⋯⋯⋯⋯⋯⋯⋯⋯⋯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基层政权建设⋯⋯⋯⋯⋯

一、基层政权建置⋯⋯⋯⋯⋯⋯

二、基层选举⋯⋯⋯⋯⋯⋯⋯⋯

第三节优抚、安置⋯⋯⋯⋯⋯⋯

一、优抚⋯⋯⋯⋯⋯⋯⋯⋯⋯⋯

二、安置⋯⋯⋯⋯⋯⋯⋯⋯⋯⋯

第四节救济、福利⋯⋯⋯⋯⋯⋯

一、社会救济⋯⋯⋯⋯⋯⋯⋯⋯

二、灾害救济⋯⋯⋯⋯⋯⋯⋯⋯

三、福利事业⋯⋯⋯⋯⋯⋯⋯⋯

四、扶贫扶优⋯⋯⋯⋯⋯⋯⋯⋯

五、收容遣送⋯⋯⋯⋯⋯⋯⋯⋯

第五节婚姻登记⋯⋯⋯⋯⋯⋯⋯

第六节．殡葬改革⋯⋯⋯⋯⋯⋯⋯

一、改革旧的丧葬习俗⋯⋯⋯⋯

二、改革土葬、推行火葬⋯⋯⋯⋯

第十五章劳动人事⋯⋯⋯⋯⋯⋯⋯

(481) 第一节劳动就业⋯⋯⋯⋯⋯⋯⋯

“82) 一、招工⋯⋯⋯⋯⋯⋯⋯⋯⋯⋯

(482) 二、下乡⋯⋯⋯⋯⋯⋯⋯⋯⋯⋯

(484) 三、退休补员⋯⋯⋯⋯⋯⋯⋯⋯

(484) 四、办大集体⋯⋯⋯⋯⋯⋯⋯⋯

(484) 五、自谋职业，⋯⋯⋯⋯⋯⋯⋯⋯

(485) 第二节裁员与精简下放⋯⋯⋯⋯

(487) 第三节工资与津贴⋯⋯⋯⋯⋯⋯

(487) 一、工资制度⋯⋯⋯⋯⋯⋯⋯⋯

(488) 二、工资改革与调整⋯⋯⋯⋯⋯

(488) 三、津贴与补贴⋯⋯⋯⋯⋯⋯一
(488) 第四节劳动保险和福利⋯⋯⋯⋯

(489) 一、离体、退休、退职待遇⋯⋯⋯

(490) 二、病、伤、残待遇⋯⋯⋯⋯⋯⋯

(490) 三、职工假日待遇⋯⋯⋯⋯⋯⋯

(402) 四、死亡抚恤⋯⋯⋯⋯⋯⋯⋯⋯

(495) 五、困难补助⋯⋯⋯⋯⋯⋯⋯⋯

(497) 第五节劳动保护与安全生产⋯⋯

(497) 一、劳动保护⋯⋯⋯⋯⋯⋯⋯⋯

(499) 二、安全生产⋯⋯⋯⋯⋯⋯⋯⋯

(500) 第六节人事工作⋯⋯⋯⋯⋯⋯⋯

(500) 一、干部来源⋯⋯⋯⋯⋯⋯⋯⋯

(500) 二、干部编制⋯⋯⋯⋯⋯⋯⋯⋯

(500) 三、干部任免⋯⋯⋯⋯⋯⋯⋯⋯

(502) 四、干部调动⋯⋯⋯⋯⋯⋯⋯⋯

(503) 五、干部监察与奖励⋯⋯⋯⋯⋯

(503) 第十六章政务纪要⋯⋯⋯⋯⋯⋯⋯

‘506： 第四篇文化
(507) “。一一7⋯
(507) 第一章教育⋯⋯⋯⋯⋯⋯⋯⋯⋯⋯

(508) 第一节机构⋯⋯⋯⋯⋯⋯⋯⋯⋯

(509) 一、教育局⋯⋯⋯⋯⋯⋯⋯⋯⋯

(511) 二、大学、中专招生办公室⋯⋯⋯

(511) 第二节学校⋯⋯⋯⋯⋯⋯⋯⋯⋯

(512) 一、书院、义学、私塾⋯⋯⋯⋯⋯

(512) 二、幼儿园(班)⋯⋯⋯⋯⋯⋯⋯

(512) 三、小学⋯⋯⋯⋯⋯⋯⋯⋯⋯⋯

(513) 四、普通中学⋯⋯⋯⋯⋯⋯⋯⋯

(514) 五、职业、专业学校⋯⋯⋯⋯⋯”

(514)

(514)

(516)

(517)

(518)

(518)

(518)

(519)

(519)

(521)

(524)

(524)

(524)

(526)

(527)

(529)

(530)

(531)

(531)

(533)

(534)

(534)

(535)

(536)

(537)

(537)

(539)

(553)

(553)

(553)

(553)

(553)

(553)

(554)

555

556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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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成人教育⋯⋯⋯⋯⋯⋯⋯(560)

一、农民教育⋯⋯⋯⋯⋯⋯⋯⋯(560)

二、职工教育⋯⋯⋯⋯⋯⋯⋯⋯(561)

三、干部教育⋯⋯⋯⋯⋯⋯⋯⋯(563)

第四节方针、学制、考试⋯⋯⋯⋯(563)

一、教育宗旨、方针⋯⋯⋯⋯⋯⋯一(563)

二，学制⋯⋯⋯⋯⋯⋯⋯⋯⋯⋯(564)

三、考试制度⋯⋯⋯⋯⋯⋯⋯⋯(564)

第五节教师⋯⋯⋯⋯⋯⋯⋯⋯⋯(566)

一、教师队伍⋯⋯⋯⋯⋯⋯⋯”(566)
二、结构⋯⋯⋯⋯⋯⋯⋯⋯⋯⋯(567)

三、师资培训⋯⋯⋯⋯⋯⋯⋯⋯(567)

四、工资待遇⋯⋯⋯⋯⋯⋯⋯⋯(568)

五、社会地位⋯⋯⋯⋯⋯⋯⋯⋯(568)

第六节教育经费⋯⋯⋯⋯⋯⋯⋯(569)

一，经费来源⋯⋯⋯⋯⋯⋯⋯⋯(569)

二、经费管理⋯⋯⋯⋯⋯⋯⋯⋯(570)

第二章科技⋯．．．⋯⋯⋯⋯⋯⋯⋯⋯(573)

第一节科学技术队伍⋯⋯⋯⋯⋯(573)

一、事业及企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

⋯⋯⋯⋯⋯⋯⋯⋯⋯⋯····⋯··(573)

二、农村技术人员⋯⋯“⋯⋯⋯(574)

三、引进各类技术人才⋯⋯⋯⋯(574)

第二节科学技术研究及推广⋯⋯(575)

一、科学技术研究⋯⋯⋯⋯⋯⋯(575)

二、科学技术成果引进及推广⋯(575)

第三节科学技术普及⋯⋯⋯⋯⋯(578)

一，科学技术普及及组织⋯⋯⋯(578)

二、科学技术宣传⋯⋯⋯⋯⋯⋯(578)

三、科技信息咨询服务⋯⋯⋯⋯(579)

四、科学技术培训⋯·⋯⋯⋯⋯”(580)

第四节科学技术管理⋯⋯⋯⋯⋯(580)

一、科学技术成果管理⋯⋯⋯⋯(580)

二、科技人员管理⋯⋯⋯⋯⋯⋯(583)

三、科学技术经费管理⋯⋯⋯”(583)
四、科技情报管理⋯⋯⋯⋯⋯⋯(583)

第三章文化艺术⋯⋯⋯·⋯⋯⋯⋯”(584)

第一节机构⋯⋯⋯⋯⋯⋯⋯⋯⋯(584)

一，行政管理机构⋯⋯⋯⋯⋯⋯(584)

二、文化事业机构⋯⋯⋯⋯⋯⋯

第二节音乐、舞蹈⋯⋯⋯⋯⋯⋯

第三节曲艺⋯⋯⋯⋯⋯⋯⋯⋯⋯

第四节美术、书法、篆刻、摄影
⋯⋯川●⋯．．．●●川⋯⋯⋯ⅢⅢ⋯●●●

第五节文学⋯⋯⋯⋯⋯⋯⋯⋯⋯

一、文学组织及刊物⋯⋯⋯⋯⋯

二、文学创作⋯⋯⋯⋯⋯⋯⋯”
三、民间文学集成⋯⋯⋯⋯⋯⋯

第六节戏剧⋯⋯⋯⋯⋯⋯⋯⋯⋯

一JlI层日⋯⋯·⋯”⋯⋯·?⋯⋯··”

二、话剧、歌剧⋯⋯⋯⋯0·O 0 0

第七节电影⋯⋯⋯⋯⋯⋯⋯⋯⋯

一、电影队⋯⋯⋯⋯⋯⋯⋯⋯⋯

二、电影院⋯⋯⋯⋯⋯⋯⋯⋯⋯

三、经营管理⋯⋯⋯⋯⋯⋯⋯⋯

第八节图书·一⋯⋯⋯⋯⋯⋯⋯⋯

一、藏书⋯⋯⋯⋯⋯⋯⋯⋯⋯⋯

二、阅览与流通⋯⋯⋯⋯⋯⋯⋯

三、发行与销售⋯⋯⋯⋯⋯⋯⋯

第九节文物⋯⋯⋯⋯⋯⋯⋯⋯“
一、文物普查⋯⋯⋯⋯⋯⋯⋯⋯

二、馆藏文物⋯⋯⋯⋯⋯⋯⋯⋯

三、文物保护单位⋯⋯⋯⋯⋯⋯

第十节风景名胜⋯⋯⋯⋯⋯⋯⋯

一、东温泉风景区⋯⋯⋯⋯⋯⋯

二、圣灯山自然保护区⋯⋯⋯⋯

三、云篆山风景区·B··II ·Qll·

第四章广播、电视m⋯⋯⋯⋯⋯⋯

第一节广播⋯⋯⋯⋯⋯⋯⋯⋯⋯

一、广播事业⋯，⋯⋯⋯⋯⋯⋯”

二、广播宣传⋯⋯⋯⋯⋯⋯⋯⋯

三、广播队伍⋯⋯⋯⋯⋯⋯⋯⋯

第二节电视⋯⋯⋯⋯⋯⋯⋯⋯⋯

第五章档案⋯⋯⋯⋯⋯⋯⋯⋯⋯⋯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收集与整理⋯⋯⋯⋯⋯⋯

一、收集⋯⋯⋯⋯⋯⋯⋯⋯⋯⋯

二、整理与鉴定⋯⋯⋯⋯⋯⋯⋯

(584)

(585)

(586)

(587)

(587)

(587)

(588)

(588)

(588)

(588)

(589)

(589)

(589)

(589)

(589)

(590)

(590)

(591)

(591)

(592)

(592)

(593)

(593)

(601)

(601)

(602)

(602)

(604)

(604)

(604)

(605)

(606)

(606)

(607)

(607)

(607)

(607)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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