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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自贡市殡仪馆一角

．_ 1983年以后，农村扶贫厂组兴起。

图为贡井区办的扶贫厂——梳花厂

V荣县为豌莽职工修建的宿禽

V 1989年4月，民政部长崔乃夫(右五)代袭用务院率领

慰问团到自贡煎灾区聪问视察
’

忙，。



残疾 人 事 业

▲ 自贡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大楼
’



组

成

《自贡市民政志》编纂领导小组

长：梁学勤

韦崇友(继任)
‘

员：古本镜 李治根 毛玉华

邹文清 王绪文

修志办公室

主任、主编：王绪文

主 笔：毛元祜

采集资料：陈泽良(参与主笔资料长编)

曾祥俊 陈文安 胡蜀珩

宋雪涵 邓世勋 陈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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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佣 l

凡 例

一，本志上限时间一般起自1939年自贡设市，下限时间断至1 989年·

二，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种体裁，而以志为主。

三，编纂记述，事以类分，横排竖写，因时系事，设章、节，目。

四，采用公元纪年。1949年解放以前，根据情况兼括注民国纪年。解放前同解放后

的时界划分，以1949年l 2)1 5日自贡市和平解放为断。

五，对有演变的较重要地名，街名，按所述时限的名称记述，第一次夹注今名．

六，货币以当事时通行币制记述．人民币额的记载，凡1955年3月1日发行新人民币

以前的，除贯通前后的统计表已按新币换算外，一律按当时的旧币额记述。

七，有关度、量、衡的记述，沿用历史资料的记载，未作换算。

八，记述范围以各时期市辖区域为准，荣县，富顺县一般自划入自贡时起纳入记

述，必要时上溯至该事体的发端。



序 言 1

序 言

在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金秋，自贡市设市5l周年之际，我们组织编纂的第一部社

会主义的《自贡市民政志》即将同读者见面了。

民政工作源远流长，任重道远。我们组织编纂这部反映自贡设市50年的民政专业

志，其目的是为了系统地回溯自贡民政工作的历史，以资治现实，服务未来，为广大民

政干部职工和热心于研究自贡民政的同志和朋友们，提供可靠史料．

《自贡市民政志》是一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坚

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记述自贡市民政历史与现状的地方性专业志。运用的史

料，翔实可靠，比较准确地反映出自贡设市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自贡

市民政工作起伏演进的变化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各个时期自贡民政工作的主

要成绩、经验、失误和问题。尽管对史料的采集尚不够全面，编纂记述的质量也不够理

想，但仍不失为一部反映自贡市的民政历史与现状较为全面系统的资料性书籍。

愿《自贡市民政志》为继承和发展自贡市的民政事业和民政工作，发挥其应有的资

政，存史、教育作用。

韦崇友

于1990年I O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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