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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四川省志·民政志》编辑工作人员名录

编 辑(以姓氏笔划为序)

吕小云 李 英 吴育才 林世鲲

邹剑霜 邹国栋 钟尚元 侯 沛

责任校对

李子勋 邹剑霜 吴育才

侯 沛 吕小云



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四川省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四川省

民政厅于 1983 年开始筹备编写《四川

省志·民政志》，以后逐步充实力量，

工作不断加强。1986 年初，成立民政

志编纂办公室，上半年集中精力编写

提纲，并经各处室负责人，部分业务骨

干集体讨论修改，先后六易其稿。10

月，成立以党组书记张荣先为主任委

员，党组成员冯秉昭为副主任委员，部

分处室负责人为委员的“四川省民政

厅《四川省志·民政志编纂委员会》”。

资料是修志的基础，资料搜集贯

穿编纂工作始终。1986 年起就集中主

要力量，分批分组先后到雅安、成都、

重庆等省、市档案馆，北京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省及成都、重庆、北碚图书馆，达县、通

江、巴中、江油、芦山等老区革命史料

单位，宜宾、雅安、铜梁、中江、凉山、名

山、洪雅、歌乐山等革命烈士纪念建筑

单位和本厅档案室，查阅档 案资料

11233 卷，书刊上千种，复印和手抄资

料约 500 万字，图表 200 余幅。

试写工作始于 1987 年。在编写

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

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理论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本着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详今略古的

原则，按照志书体例要求，力求写成一

部观点正确、资料翔实、文风端正、体

例完备、特点突出，具有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的《四川省志·民政志》，为

存史、资治、教化，为四川的经济建设、

社会发展服务。

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新

的工作。而民政业务项目繁多，且时跨

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85 年的 145 年。其间社会和政治、



经济制度迭经巨大变动，要完成这一

任务，确非易事。

针对编志人员来自不同岗位，缺

乏修志经验的实际，不断加强编志人

员对政治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修志

理论业务的学习，提高了修志队伍素

质，增强了责任感，调动了积极性。先

后派人参加北京修志函授班，桂林修

志培训班，黄山第四期全国修志工作

者进修班学习，并到黑龙江、山东、河

南、陕西、云南、贵州、江苏等省民政厅

学习修志经验；同时接待江苏、甘肃、

广东、贵州、湖北、湖南、陕西等省民政

部门修志同行，共同切磋业务，交流经

验。这些对我们提高修志水平都有裨

益和促进。

为提高修志工作的效率，实行长

计划，短安排，一步紧跟一步，采编结

合，具体分工，责任到人和包干负责的

办法。为保证志书质量，编志人员不厌

其烦地反复修改稿件。参加编志的离

退休老同志，不顾年老体弱，带病坚持

工作，为修志作出了重要贡献。经过全

体编辑人员群策群力，辛勤工作，完成

了《四川省志·民政志》的编纂任务。

1993 年，部分编委成员离退休，

由厅长李洪仁，副厅长邹淑英、李天久

任正副主委。在调整后的编委会领导

下，于 1994 年 4月 4 日－9 日在峨眉

山市召开了由正副主委主持、大部分

委员参加的审稿会，对已完成的志稿

总纂稿进行了审查讨论，继于同年 11

月 10 日再次召开编委会研究后，批准

定稿。

在编写过程中，参加过《民政志》

工作的还有刘鼎华、范达福、钟坤富、

苏明鸿、周生贵、李绍业、王清操 、刘

桂英、鲜于硕、刘龙祥、王源学等同

志，特此表示感谢。

《四川省志·民政志》编写成书，

曾获得历任领导、各有关单位和兄弟

省、市以及本省市、地、州、县民政部门

的协助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编

写《四川省志·民政志》无前例可借

鉴，加之我们水平有限，疏漏之处在所

难免。敬请读者，特别是民政战线上的

同志批评指正。

四川省民政厅《四川省志·民政志》编纂委员会

1994 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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