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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凡

修志工作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是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系统工程中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非

常重视这项工作，早在五十年代，周恩来总理按照毛泽东主席倡导，建立中国地

方志领导小组，负责推动全国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拨乱反正，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国家开始进入

新的历史时期，政治昌明，社会安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精神文明建

设蒸蒸日上，呈现着盛世修志的大好局面。《雅安地区财政志》随着修志活动的广

泛深入开展应运而生。
。

《雅安地区财政志》以“资治、教化、存史"为目的，重点记述全区财政建国

四十七年来的发展变化，从篇目设计到内容记述，都十分注重客观地再现史实及

其规律，把财力分配、调节经济、经济管理、财政监督的四大职能和生财、聚财、

用财的三财之道，融汇到财政的收入、支出、管理的真实记述中，突出社会主义

国家财政的人民性、建设性和计划性。

财政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它既支撑又表现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诸领

域中的发展进程。社会主义财政，离不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雅安地

区财政志》在编写过程中，坚持把建国47年来财政史实的记述，同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紧紧联系在一起，什么时候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财政就顺利发

展；什么时候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失误，财政就遭受损失。新中国建立初

期的三年(即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至1952年底，全

区国民经济全面发展，财政收支平衡。一五时期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全区1957

年财政收支分别比1952年增长6．98倍和10．86倍。1958年进入。大跃进"时期，

以“三高"，。五风"为主调，在各行各业大放。卫星”的浮夸风影响下，财政收

入连续三年形成大幅度人为的攀升，导致财政支出迅猛增长，基建规模扩大，投

一资增加。。文革"时期，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财政遭受新中国建国以来，

最为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966--1976年，十年中有九年出现赤字。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开创了社会主义

中国发展史上的新纪元，也成为我区两个文明建设的历史转折点。此后，随着改

革开放步伐的深入，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工农业生产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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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发展，财政收支稳定增长。由于全区财政收支持续增长，对区内政治、经济、文

化事业的支持，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段不寻常的业绩，将永远载人史册。

‘《雅安地区财政志》是有史以来第一部比较系统地搜集了半个世纪我区财政

史料的撰著，它的出版，不仅存史于志，而且以翔实的数据史料供我区财政理论

研究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分析、研讨、借鉴、参考。由于编辑时间仓促、条件和

水平有限，不足和疏漏之处，望专家、同行及读者不吝赐教，以尽善于今后修订

参考。
。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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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地区简介

雅安地区位于四川盆地西缘、地处北纬28。50’一30。56’，东经101。557—103。

56’，成一南北长条形，为四川盆地与康藏高原的过渡地带，位于邛崃山系与横断

山脉的交接处，西北高、东南低、沟河纵横、山岭崎岖，属亚热带气候，冬无严

寒，夏无酷署，但由于境内有大相岭亘阻之影响，形成在气温、日照、雨量、植

被等自然条件，明显不同的南北两区。本地区东邻成都市和眉山地区及乐山市，南

连凉山彝族自治州，西靠甘孜藏族自治州，北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历史上是

“南丝绸之路"的要塞，素有“西藏门户”，“滇西咽喉’’之称。

民国24年(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雅安地区的名山、雅安、荥经、石棉、

天全、芦山、宝兴、汉源等县(市)，均留下十分丰富可贵的遗迹遗址，也是红军

建立苏维埃政权根据地之一，建国前夕，更是中共地下党和各民主党派，进行地

下斗争十分活跃的地方。 ．，

雅安全区辖名山、荥经、汉源、石棉、天全、芦山、宝兴及雅安等七县一市，

共127个乡，41个镇，幅员面积15，31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95，757公顷，总人口

146．7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21．8万人，占83％，非农业人口24．92万人，占17％。

雅安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境内至今尚有汉、彝、藏、回四

个世居民族，加上其他外来兄弟民族，全区现有24个民族，少数民族49，572人，

占全区总人口的3．3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相继恢复和建立了地县(汉

源、石棉、宝兴)两级民委，全区恢复和新建了15个民族乡，其中：彝族乡9个，

藏族乡4个，彝族藏族乡和藏族彝族乡各1个，1986年7月经省政府批准，我区石

棉县享受“民族县"待遇。雅安地区行署所在地，设在雅安市。

雅安地区境内，拥有众多名山大川，风景秀美宜人，人文景观闻名遐迩，自

然资源非常丰富，是一块潜力深厚，极具可供长期大力开发的宝地，发展前景十

分广阔，石材资源，以其众多的色采，优异的材质，丰盛的储量，享誉中外，是

正在崛起的“东方石材王国"，其特点：一是分布广，遍布全区的芦山、宝兴、荥

经、汉源、石棉、天全六个县，裸露面积达2百多平方公里；二是品种多，以红色

为主的花岗石和白色为主的大理石，两大类别中，花岗石有艳红、樱红、玛瑙红、

紫花红及墨绿冰花、芝麻绿、翡翠绿等品种。大理石有洁白无瑕的“蜀白玉"，有

灰白、纯黑及黑白相间等品种；三是储量大，花岗石达30亿立方米以上，大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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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亿立方米以上；四是档次高，芦山县产的“中国红"花岗石，在国际上可与

“印度红’’争雄，宝兴县产的“蜀白玉”大理石，在1982年东京国际石材评比会上，

与意大利卡拉拉白色大理石并列榜首；五是生产能力大，1995年，全区生产大理

石，花岗石荒料20．04万ITl3，板材976．51万rfi2f成为全国最大的石材生产基地；六

是销路广，内销全国各大中城市，曾为毛泽东纪念堂、北京亚运村以及沿海10多

个城市高级宾馆增添色彩。外销美国、日本、香港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国

内外用户青睐。

雅安地区水利资源丰富，是国家规划的10大水电基地之一。区内以大渡河和

青衣江为主干流的大小河流有130多条，水利资源理论蕴藏量1，108万千瓦，可开

发量901万千瓦，已勘测可供建站的理论选址达300多处，其中，大渡河干流在雅

安境内长达150多公里，已列入国家开发规划。青衣江径流丰富稳定，河床落差大，

水头易集中，是成片建设中小型电站的理想基地。装机容量，全区1996年共53万

千瓦，其中：部属电站12万千瓦(南桠河电站)，地区与华能联办宝兴河开发公司

14万千瓦(铜头与雨城电站)，地县小水电27万千瓦，1995年全区工业生产发电

量173，875万千瓦小时，相应还建立输变电工程ii0千伏变电站3座，共9．9万千

伏安。至U1995年8月，全区8县(市)全部实现农村初级电气化，成为全国第一个

“县县实现农村初级电气化"的地区，户通电率达97％，人平年用电量达520千瓦

小时。

雅安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全区矿产品种占全省近三分之二，其中：石棉、云

母、硫铁、铝土、芒硝、铅锌、锰、煤炭等最为丰富，储量大，品位高，名列全

国全省前茅，石棉产量居全国第二。

雅安地区有林地74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38．9％，活立木蓄积量8，118万立方

米，属四川省重点林业基地。雅安是贡茶之乡，唐代大诗人李白(701—762)诗

日：“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即盛赞我区名山县境之蒙山中顶上清峰所产蒙

山名茶珍品。自唐至清历代被誉为“天下第一茶"。明代杰出医药学家李时珍

(1518--1593)经27年艰苦劳动所著成之《本草纲目》中日：“⋯蒙之中顶有茶，经

本地水煎服，二两当跟前无疾，四两即为地仙矣⋯”。传统蒙顶名茶，由唐初延续

至清末，被定为岁岁人贡珍品。蒙山中顶上清峰，尚有“皇茶园’’遗址建筑，保

存尚为完好。建国后，蒙山茶业融入科技大为发展。由于地理适宜，区内雅安、荥

经、芦山等县(市)，均有大规模的种植基地。雅安特制“峨眉毛峰”1985年在第

24届世界博览会上荣获金奖。

雅安地区自然风光和名胜古迹独具特色，旅游资源丰富。有“国宝"大熊猫，

世界上发现第一只大熊猫在雅安的宝兴县，建国以来为国家提供的大熊猫，雅安

占90％以上，亚运会的“盼盼"，奥运会的“欢欢"，均来自雅安。有集风景名胜

和茶文化于一身的蒙顶山，具有峨眉之秀、青城之幽，以及名山百丈湖和雅安碧

峰峡(正在申报国家级风景区)，均令人留连忘返。有属全国全省重点文物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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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颐阙"、“樊敏碑"，汉上计史“王晖石棺’’，纪念汉大将军姜维的“平襄楼"，

有旧石器时代的“富林文化’’遗址，有春秋战国时期荥经的“严道古城"遗址，冶

铜铸铁造钱布天下的“邓通城"遗址等。

雅安交通公路里程2，000多公里，以“川藏”、“川云(西)"线为骨架，东连

成都、眉山，西通甘孜、拉萨、西宁，南达西昌、攀枝花、昆明，北翻大雪山夹

金山靠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内接县、乡矿区的公路交通网络。投资10亿元的成

雅线，新津至雅安段，全封闭一级公路改造已动工，预计1999年完工，届时雅安

至成都，只需90分钟。雅安的邮电通讯已得到改善，7，000门程控电话已开通，可

直拨全国各地。

雅安全区境内，有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有极为丰富的水资源，有不少风景

优美如画旅游胜地，有全国闻名土特产。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相对滞后，

全区各县(市)财政，于1996年度，除天全、芦山、汉源、荥经、名山、雅安等

六县(市)的财政决算，当年持平并略有结余外，石棉、宝兴两县仍呈现赤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