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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厶 童·

刖 舀

李 炜

记录昨天的事件，是为了启迪今天的工作思路，总结昨天的成绩、经验和教

训，是为了今天的事业顺利发展。

《乐至县文化体育志》忠实地再现乐至文化体育事业20年来的发展过程，再

现全县文体工作者在中共乐至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的

关怀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奋力拼搏，创新开拓，勇攀高峰的勃勃英姿。

《乐至县文化体育志》在记述成就的同时，也记述挫折。她尊重历史，尊重

客观事实，力求真实，突出重点，详略适宜。让她真正起到“存史资政”，为后人

寻觅史迹留下依据，为建设和谐文化增添动力。

《乐至县文化体育志》，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

帜，坚持科学发展观，遵循修志体例，突出文化体育工作的特点和特色，努力做

到“断限不断线，续事不袭事，分述不分书，承义不承例”的原则，使志书人撰

写表现手法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乐至县文化体育志》既是我们对历史回顾与汇报，又是对我们现在工作的

巨大鞭策——我们应该给下一部志书留下什么样的成就?后面的人如何来撰写今

天?我们只有精忠职守，勤奋工作，爱岗敬业，让问号化作无尽动力，让问号化

作前进的号角，用辛勤的耕耘，为下一部志书留下美好的收获。

二oo七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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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搜集1985年至2005年间乐至县文化体育艺术史实。因涉及史实的

连续性，故在个别限、断时间略有突破。

二、本志共分十六章：(一)大事记；(二)乐至县文化体育局机构沿革；(三)

文化产业；(四)群众文化；(五)表演艺术；(六)电影发行放映；(七)陈毅纪

念馆；(八)文物保护管理所；(九)乡镇文化站；(十)体育；(十一)文艺协会；

(t---)文体设施建设；(十三)民间民俗文化活动；(十四)文化体育界知名人

士录；(十五)文存；(十六)体育获奖存录；

三、本志在文体、文风上力求一致，以语体文记叙为主。对人物、事件不加

褒贬之词。

四、本志涉及有关事件需要详细说明的，则采用专题附录，需要用数字说明

的则采用表式。

五、本文的书写要求、名称运用、引文注释等，按照《新志续修资料》要求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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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一陈毅故居

送戏下乡 电影放到农家院

新华二射啬门市 撼养作家艺术家的曲圃一 《乐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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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乐至县的文化体育事业在中共乐至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县人大、

县政协的关心支持下，全县文体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县的一系列文件精

神，高扬“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大旗，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脚踏实地，深

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第一线，“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大力开展

全民健身运动”。乐至的文化体育事业得以蓬勃发展。

全县有文化站25个，村文化活动室5个，文化大院2个，文化中心户2个，

农村书屋3个，专职文化干部44人，社区文化活动队伍50支，骨干成员3000

余人，年城乡合计开展群众文化活动2000余次；

全县有体育活动场所140个，路径场所7套，全民健身运动经常参与者达20

万人(次)。

电影下乡放映年达2000余场；川剧下乡演出达100余场；文体产业科学健康

稳步发展；文物保护和管理井井有序；红色旅游前景喜人。一大批老一辈文化体

育工作者孜孜不倦，青春焕发，新绩屡建；一大批文体新秀，奋勇争先，青出于

U
．．．一0

今天的乐至文化体育事业，正以一幅美丽的图画，展示在87万人民面前。文

化体育事业迎来的将是辉煌灿烂的明天!



第一章文体工作大事记

(1985年至2005年)

1985年

8月，由县委宣传部、县文教局文化股牵头，文化馆具体承办，在全县范围

内开展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的搜集工作。

1986年

5月至7月，县文化馆组织开展了全县性的歌咏赛事——“天池文艺大赛”。

《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乐至县广播站等新闻媒体，

均作了报道。

9月，《乐至县民间文学“三集成’’》整理编辑工作完成。

9月9日，邓小平同志为陈毅故居题写“陈毅故居’’四个字。

1987年

4月，完成《乐至县文化志》的编写印刷工作。

7月，完成《乐至县文化馆志》的撰写。

8月26日，陈毅故居文物陈列馆竣工并正式对外开放。

1988年

8月12日，中共重庆市委赠送花草树苗给陈毅故居。县委副书记谭朝敏带队，

率卡车10辆(驾驶员全是共产党员或单位先进工作者)，去重庆华莹山苗圃，拉

回各类名贵花木，栽植在故居庭院及空坪上。

2月，文化馆因排危修建职工住房，拆除了清朝咸丰年代修建的乐至文庙。

至此，乐至县城区内最后一处古文物建设在世间消逝。

3月，文化馆办起了乐至第一家录像发行站和录像放映厅。

1989年

5月15日，乐至县人民政府公布《乐至县文物保护单位名单》。20处文物单

位列入保护之列。

1990年

10月8日，乐至县文化局成立。

1991年



国家邮电部发行《纪念陈毅元帅诞辰90周年》纪念邮票。

8月26日，《乐至文化》为纪念陈毅元帅诞辰90周年举办文艺专刊。

1992年

3月，我县第一家镭射录相厅在川剧团开办。

1993年

4月，乐至县第一家夜总会——“火凤凰”夜总会在县JII剧团二楼开办。

1994年

3月，乐至县第一家卡拉0K厅——“红苹果”开办。

当年，乐至县四大班子决定：将乐至县轻气功艺术团中22名演职人员“农转

非”，黄剑锋组队的乐至县轻气功艺术团，从此从一个民间业余表演团体，成了民

间职业艺术表演团体。

12月，伍忠余创作的《赛银幕》等6篇小小说一次性发表在《百花园》杂志

上。

1995年

乐至县少年儿童业余体校开展全县范围内的体育苗子选材活动。

1996年

春，陈毅纪念馆修建工程奠基。工程由县通达建筑有限公司施建。

8月20日，四川省军区护送中央军委赠送的陈毅元帅铜像到乐至，并安放在

灵鹫山上供人瞻仰。江泽民同志为陈毅铜像亲笔题写“陈毅元帅”四个字。

8月26日，陈毅铜像揭幕仪式暨陈毅元帅诞辰95周年纪念活动，在陈毅纪

念馆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国防部长迟浩田，代表党中央、中央军

委亲临乐至为陈毅铜像揭幕并作讲话。省委书记谢世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析

忠、省长宋宝瑞、省政协主席聂荣贵参加纪念活动。

1997年

2月，音像制品出租行业在乐至兴起。但个体经营户必须挂靠到文化单位名

下经营。

1998年

3月，王同云创作的中篇小说《杜五登打工记》在《四川农村日报》连载。

1999年

8月，周安民创作的大型戏剧《元帅情》获“巴蜀文艺奖”戏剧类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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