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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志(1988～2005)一．。j“。第一节治安管理⋯⋯⋯⋯⋯⋯⋯⋯⋯1189第二节户政管理⋯⋯⋯⋯⋯⋯⋯⋯⋯1193第三节刑事侦查⋯⋯⋯⋯⋯⋯⋯⋯⋯1194第四节经济犯罪侦察⋯⋯⋯⋯⋯⋯⋯1195第五节禁毒⋯⋯⋯⋯⋯⋯⋯⋯⋯⋯1196第六节安全保卫⋯⋯⋯⋯⋯⋯⋯⋯⋯1197第七节道路交通管理⋯⋯⋯⋯⋯⋯⋯1199第八节消防⋯⋯⋯⋯⋯⋯⋯⋯⋯⋯1201第九节出入境管理⋯⋯⋯⋯⋯⋯⋯⋯1203第十节羁押监管⋯⋯⋯⋯⋯⋯⋯⋯⋯1204第二章检察⋯⋯⋯⋯⋯⋯⋯⋯⋯⋯⋯1205第一节刑事检察⋯⋯⋯⋯⋯⋯⋯⋯⋯1206第二节经济检察⋯⋯⋯⋯⋯⋯⋯⋯⋯1209第三节渎职侵权检察⋯⋯⋯⋯⋯⋯⋯1210第四节监所检察⋯⋯⋯⋯⋯⋯⋯⋯⋯1211第五节控告申诉检察⋯⋯⋯⋯⋯⋯⋯1212第六节民事行政检察⋯⋯⋯⋯⋯⋯⋯1213第七节预防职务犯罪⋯⋯⋯⋯⋯⋯⋯1214第三章审判⋯⋯⋯⋯⋯⋯⋯⋯⋯⋯⋯1215第一节刑事案件审判⋯⋯⋯⋯⋯⋯⋯1216第二节民事案件审判⋯⋯⋯⋯⋯⋯⋯1217第j节经济案件审判⋯⋯⋯⋯⋯⋯⋯1219第四节行政案件审判⋯⋯⋯⋯⋯⋯⋯1220第五节未成年人案件审理⋯⋯⋯⋯⋯1221第六节案件执行⋯⋯⋯⋯⋯⋯⋯⋯⋯1223第七节立案和信访⋯⋯⋯⋯⋯⋯⋯⋯1224第八节审判监督⋯⋯⋯⋯⋯⋯⋯⋯⋯1224第九节审判改革⋯⋯⋯⋯⋯⋯⋯⋯⋯1225第四章司法行政⋯⋯⋯⋯⋯⋯⋯⋯⋯⋯1227第一节法制宣传⋯⋯⋯⋯⋯⋯⋯⋯⋯1227第二节法律援助⋯⋯⋯⋯⋯⋯⋯⋯⋯1228第j节法律服务⋯⋯⋯⋯⋯⋯⋯⋯⋯1228第四节安置帮教⋯⋯⋯⋯⋯⋯⋯⋯⋯1230第五节社区矫正⋯⋯⋯⋯⋯⋯⋯⋯⋯1230第六节监所管理⋯⋯⋯⋯⋯⋯⋯⋯⋯1231附录：重大案件、事故和典型案例选录⋯⋯1232·6·第三十六卷军事第一章地方人民武装⋯⋯⋯⋯⋯⋯⋯⋯1234第一节民兵⋯⋯⋯⋯⋯⋯⋯⋯⋯⋯1234第二节预备役⋯⋯⋯⋯⋯⋯⋯⋯⋯⋯1236第三节国防动员⋯⋯⋯⋯⋯⋯⋯⋯⋯1237第二章兵役⋯⋯⋯⋯⋯⋯⋯⋯⋯⋯⋯1240第一节兵役制度⋯⋯⋯⋯⋯⋯⋯⋯⋯1240第二节兵员征集⋯⋯⋯⋯⋯⋯⋯⋯⋯1240第三节士兵退役⋯⋯⋯⋯⋯⋯⋯⋯⋯1241第三章驻宜兴部队⋯⋯⋯⋯⋯⋯⋯⋯⋯1241第一节武警8690部队⋯⋯⋯⋯⋯⋯⋯1241第二节武警二大队⋯⋯⋯⋯⋯⋯⋯⋯1243第三节73031部队农副业基地⋯⋯⋯⋯1243第四章人民防空⋯⋯⋯⋯⋯⋯⋯⋯⋯⋯1244第一节人防T程⋯⋯⋯⋯⋯⋯⋯⋯⋯1244第二节人防经费⋯⋯⋯⋯⋯⋯⋯．．：⋯1244第三节人防宣传和教育⋯⋯⋯⋯⋯⋯1245专记：军民共建“双拥模范城”⋯⋯⋯⋯⋯⋯1245第七编文化概览第三十七卷精神文明建设第一章工作机制⋯⋯⋯⋯⋯⋯⋯⋯⋯⋯1251第一节目标规划⋯⋯⋯⋯⋯⋯⋯⋯⋯1251第二节考评体系⋯⋯⋯⋯⋯⋯⋯⋯⋯1252第二章公民思想道德教育⋯⋯⋯⋯⋯⋯1252第一节爱国主义教育⋯⋯⋯⋯⋯⋯⋯1252第二节社会公德教育⋯⋯⋯⋯⋯⋯⋯1254第三节职业道德教育⋯⋯⋯⋯⋯⋯⋯1255第四节家庭美德教育⋯⋯⋯⋯⋯⋯⋯1256第五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1257第三章文明创建活动⋯⋯⋯⋯⋯⋯⋯⋯1258第一节文明城市创建⋯⋯⋯⋯⋯⋯⋯1258第二节文明村镇创建⋯⋯⋯⋯⋯⋯⋯1259第三节文明行业创建⋯⋯⋯⋯⋯⋯⋯1260第四节文明单位创建⋯⋯⋯⋯⋯⋯⋯1261



第五节文明社区创建⋯⋯⋯⋯⋯⋯⋯1261第六节文明家庭创建⋯⋯⋯⋯⋯⋯⋯1262第三十八卷文化事业第一章文学艺术⋯⋯⋯⋯⋯⋯⋯⋯⋯⋯1264第一节文学⋯⋯⋯⋯⋯⋯⋯⋯⋯⋯1264第二节戏剧．曲艺⋯⋯⋯⋯⋯⋯⋯⋯⋯1266第三节音乐·舞蹈⋯⋯⋯⋯⋯⋯⋯⋯⋯1269第四节摄影⋯⋯⋯⋯⋯⋯⋯⋯⋯⋯1271第二章群众文化⋯⋯⋯⋯⋯⋯⋯⋯⋯⋯1272第一节乡村文化⋯⋯⋯⋯⋯⋯⋯⋯⋯1272第二节社区文化⋯⋯⋯⋯⋯⋯⋯⋯⋯1273第三节校园文化⋯⋯⋯⋯⋯⋯⋯⋯⋯1274第四节企业文化⋯⋯⋯⋯⋯⋯⋯⋯⋯1275第五节家庭文化⋯⋯⋯⋯⋯⋯⋯⋯⋯1276第六节特色文化⋯⋯⋯⋯⋯⋯⋯⋯⋯1277第三章影剧．图书⋯⋯⋯⋯⋯⋯⋯⋯⋯⋯1278第一节影剧⋯⋯⋯⋯⋯⋯⋯⋯⋯⋯1278第二节图书⋯⋯⋯⋯⋯⋯⋯⋯⋯⋯1280第四章文物⋯⋯⋯⋯⋯⋯⋯⋯⋯⋯⋯1282第一节考古发掘⋯⋯⋯⋯⋯⋯⋯⋯⋯1282第二节文物研究⋯⋯⋯⋯⋯⋯⋯⋯⋯1283第三节文物保护⋯⋯⋯⋯⋯⋯⋯⋯⋯1284第四节文物利用⋯⋯⋯⋯⋯⋯⋯⋯⋯1288第五章文化市场⋯⋯⋯⋯⋯⋯⋯⋯⋯⋯1288第一节娱乐业市场⋯⋯⋯⋯⋯⋯⋯⋯1289第二节出版物市场⋯⋯⋯⋯⋯⋯⋯⋯1289第三节互联网上网服务市场⋯⋯⋯⋯1290第四节音像制品市场⋯⋯⋯⋯⋯⋯⋯1290第五节印刷业市场⋯⋯⋯⋯⋯⋯⋯⋯1290第六章史志．档案．文史⋯⋯⋯⋯⋯⋯⋯1291第一节党史编研⋯⋯⋯⋯⋯⋯⋯⋯⋯1291第二节地方志编修⋯⋯⋯⋯⋯⋯⋯⋯1293第i节档案⋯⋯⋯⋯⋯⋯⋯⋯⋯⋯1294第四节文史⋯⋯⋯⋯⋯⋯⋯⋯⋯⋯1297第七章报纸⋯⋯⋯⋯⋯⋯⋯⋯⋯⋯⋯1299目录第一节宜兴日报⋯⋯⋯⋯⋯⋯⋯⋯⋯1299第二节其他报纸⋯⋯⋯⋯⋯⋯⋯⋯⋯130l第八章广播电视⋯⋯⋯⋯⋯⋯⋯⋯⋯⋯1302第一节广播⋯⋯⋯⋯⋯⋯⋯⋯⋯⋯1302第二节电视⋯⋯⋯⋯⋯⋯⋯⋯⋯⋯1303第三十九卷文化遗产第一章非物质文化遗产⋯⋯⋯⋯⋯⋯⋯1307第一节传统技艺⋯⋯⋯⋯⋯⋯⋯⋯⋯1307第二节民间文学⋯⋯⋯⋯⋯⋯⋯⋯⋯1311第三节民问美术⋯⋯⋯⋯⋯⋯⋯⋯⋯1313第四节民间音乐⋯⋯⋯⋯⋯⋯⋯⋯⋯1315第’五节民间曲艺⋯⋯⋯⋯⋯⋯⋯⋯⋯1319第六节传统舞蹈⋯⋯⋯⋯⋯⋯⋯⋯⋯1321第二章物质文化遗产⋯⋯⋯⋯⋯⋯⋯⋯133l第一节遗址遗迹⋯⋯⋯⋯⋯⋯⋯⋯⋯1331第二节占建筑⋯⋯⋯⋯⋯⋯⋯⋯⋯⋯1333第三节石刻．碑坊⋯⋯⋯⋯⋯⋯⋯⋯⋯1338第四节文物藏品⋯⋯⋯⋯⋯⋯⋯⋯⋯1340专记：宜兴茶文化⋯⋯⋯⋯⋯⋯⋯⋯⋯⋯⋯1342第四十卷艺文第一章碑刻．楹联⋯⋯⋯⋯⋯⋯⋯⋯⋯⋯1346第一节碑刻⋯⋯⋯⋯⋯⋯⋯⋯⋯⋯1346第二节楹联⋯⋯⋯⋯⋯⋯⋯⋯⋯⋯1362第二章史志资料．宗谱⋯⋯⋯⋯⋯⋯⋯⋯137l第一节党史资料⋯⋯⋯⋯⋯⋯⋯⋯⋯1371第二节文史资料⋯⋯⋯⋯⋯⋯⋯⋯⋯1373第i节地方志书⋯⋯⋯⋯⋯⋯⋯⋯⋯1375第四节地方综合年鉴⋯⋯⋯⋯⋯⋯⋯1381第五节宗谱⋯⋯⋯⋯⋯⋯⋯⋯⋯⋯1382第三章著作⋯⋯⋯⋯⋯⋯⋯⋯⋯⋯⋯1386第一节市内人士著作⋯⋯⋯⋯⋯⋯⋯l386第二节在外乡贤著作⋯⋯⋯⋯⋯⋯⋯1388第四章新闻存目⋯⋯⋯⋯⋯⋯⋯⋯⋯⋯1412第一节中央媒体录用作品存目⋯⋯⋯1412第二节省部级媒体录用作品存目⋯⋯1416·7·



宜兴市志(1988～2005)第三节港澳及海外媒体录用作品存目⋯⋯⋯⋯⋯⋯⋯⋯⋯⋯⋯⋯⋯1417第四十一卷方言第一章词汇⋯⋯⋯⋯⋯⋯⋯⋯⋯⋯⋯1419第一节名词⋯⋯⋯⋯⋯⋯⋯⋯⋯⋯1419第二节动词及词组⋯⋯⋯⋯⋯⋯⋯⋯1422第三节形容词及词组⋯⋯⋯⋯⋯⋯⋯1425第四节副词⋯⋯⋯⋯⋯⋯⋯⋯⋯⋯1427第五节量词⋯⋯⋯⋯⋯⋯⋯⋯⋯⋯1428第六节代词⋯⋯⋯⋯⋯⋯⋯⋯⋯⋯1428第二章俗语⋯⋯⋯⋯⋯⋯⋯⋯⋯⋯⋯1428第一节谚语⋯⋯⋯⋯⋯⋯⋯⋯⋯⋯1429第二节歇后语⋯⋯⋯⋯⋯⋯⋯⋯⋯⋯1432第三章歌谣⋯⋯⋯⋯⋯⋯⋯⋯⋯⋯⋯1433第一节劳动类歌谣⋯⋯⋯⋯⋯⋯⋯⋯1433第二节爱情类歌谣⋯⋯⋯⋯⋯⋯⋯⋯1434第三节生活类歌谣⋯⋯⋯⋯⋯⋯⋯⋯1434第四节历史传说类歌谣⋯⋯⋯⋯⋯⋯1435第五节儿歌⋯⋯⋯⋯⋯⋯⋯⋯⋯⋯1437第四章方言拾萃⋯⋯⋯⋯⋯⋯⋯⋯⋯⋯1438第一节词语探源⋯⋯⋯⋯⋯⋯⋯⋯⋯1438第二节俗语寻根⋯⋯⋯⋯⋯⋯⋯⋯⋯1442第三节方言特点⋯⋯⋯⋯⋯⋯⋯⋯⋯1444第四十二卷宗教·风俗第一章宗教⋯⋯⋯⋯⋯⋯⋯⋯⋯⋯⋯1448第一节佛教⋯⋯⋯⋯⋯⋯⋯⋯⋯⋯1448第二节道教⋯⋯⋯⋯⋯⋯⋯⋯⋯⋯1449第三节天主教⋯⋯⋯⋯⋯⋯⋯⋯⋯⋯1450第四节基督教⋯⋯⋯⋯⋯⋯⋯⋯⋯⋯1450第二章风俗⋯⋯⋯⋯⋯⋯⋯⋯⋯⋯⋯1451第一节岁时节庆习俗⋯⋯⋯⋯⋯⋯⋯1451第二节婚姻与生育习俗⋯⋯⋯⋯⋯⋯1453第三节丧葬与祭祀习俗⋯⋯⋯⋯⋯⋯1455第四节饮食与穿着习俗⋯⋯⋯⋯⋯⋯1457第五节新风尚⋯⋯⋯⋯⋯⋯⋯⋯⋯⋯1458·8·第六节陋俗．忌讳⋯⋯⋯⋯⋯⋯⋯⋯⋯1559第七节其他习俗⋯⋯⋯⋯⋯⋯⋯⋯⋯1459第八编社会建设第四+三卷社会保障第一章劳动就业⋯⋯⋯⋯⋯⋯⋯⋯⋯⋯1463第一节职业技能培训与考核⋯⋯⋯⋯1463第二节就业与再就业⋯⋯⋯⋯⋯⋯⋯1465第三节劳动争议仲裁⋯⋯⋯⋯⋯⋯⋯1467第四节劳动保障监察⋯⋯⋯⋯⋯⋯⋯1467第五节劳动工资⋯⋯⋯⋯⋯⋯⋯⋯⋯1468第二章社会保险⋯⋯⋯⋯⋯⋯⋯⋯⋯⋯1469第一节养老保险⋯⋯⋯⋯⋯⋯⋯⋯⋯1469第二节医疗保险⋯⋯⋯⋯⋯⋯⋯⋯⋯1472第三节职工失业保险⋯⋯⋯⋯⋯⋯⋯1474第四节职工_[伤保险⋯⋯⋯⋯⋯⋯⋯1475第五节职工生育保险⋯⋯⋯⋯⋯⋯⋯1476第三章住房保障⋯⋯⋯⋯⋯⋯⋯⋯⋯⋯1476第一节住房公积金⋯⋯⋯⋯⋯⋯⋯⋯1476第二节廉租房及经济适用房⋯⋯⋯⋯1480第四章社会救济⋯⋯⋯⋯⋯⋯⋯⋯⋯⋯1480第一节社会救助⋯⋯⋯⋯⋯⋯⋯⋯⋯1480第二节灾害救济⋯⋯⋯⋯⋯⋯⋯⋯⋯1482第三节最低生活保障⋯⋯⋯⋯⋯⋯⋯1482第五章社会福利⋯⋯⋯⋯⋯⋯⋯⋯⋯⋯1484第一节老年人事业⋯⋯⋯⋯⋯⋯⋯⋯1484第二节残疾人事业⋯⋯⋯⋯⋯⋯⋯⋯1486第三节慈善事业⋯⋯⋯⋯⋯⋯⋯⋯⋯1488第四节福利彩票⋯⋯⋯⋯⋯⋯⋯⋯⋯1489第五节福利企业⋯⋯⋯⋯⋯⋯⋯⋯⋯1490第六章优抚安置⋯⋯⋯⋯⋯⋯⋯⋯⋯⋯1490第一节拥军优属⋯⋯⋯⋯⋯⋯⋯⋯⋯1491第二节优待抚恤⋯⋯⋯⋯⋯⋯⋯⋯⋯1492第三节烈士褒扬⋯⋯⋯⋯⋯⋯⋯⋯⋯1493



第四节退伍军人安置⋯⋯⋯⋯⋯⋯⋯1493第五节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1495第四十四卷社会管理第一章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1496第一节社会团体管理⋯⋯⋯⋯⋯⋯⋯1496第二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和管理⋯⋯1501第二章严打整治⋯⋯⋯⋯⋯⋯⋯⋯⋯⋯1502第一节打击严重刑事犯罪⋯⋯⋯⋯⋯1502第二节社会治安专项整治⋯⋯⋯⋯⋯1503第三章维护社会稳定⋯⋯⋯⋯⋯⋯⋯⋯1504第一节信访处理⋯⋯⋯⋯⋯⋯⋯⋯⋯1504第二节人民调解⋯⋯⋯⋯⋯⋯⋯⋯⋯1506第三节平安创建⋯⋯⋯⋯⋯⋯⋯⋯⋯1508第四节打击邪教⋯⋯⋯⋯⋯⋯⋯⋯⋯1509第五节群体性事件预防和处置⋯⋯⋯1509第六节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1510第七节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1511第四章治安防范体系建设⋯⋯⋯⋯⋯⋯1512第一节社区警务⋯⋯⋯⋯⋯⋯⋯⋯⋯1512第二节科技防范⋯⋯⋯⋯⋯⋯⋯⋯⋯1513第三节群防群治⋯⋯⋯⋯⋯⋯⋯⋯⋯1514第五章安全生产监督管理⋯⋯⋯⋯⋯⋯1514第一节监管机制⋯⋯⋯⋯⋯⋯⋯⋯⋯1515第二节危险化学品监管⋯⋯⋯⋯⋯⋯1516第三节矿山安全管理⋯⋯⋯⋯⋯⋯⋯1517第六章食品药品监督管理⋯⋯⋯⋯⋯⋯1519第一节食品安全监管⋯⋯⋯⋯⋯⋯⋯1519第二节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管⋯⋯⋯⋯1522第四十五卷生态保护第一章环境保护⋯⋯⋯⋯⋯⋯⋯⋯⋯⋯1525第一节环境监测⋯⋯⋯⋯⋯⋯⋯⋯⋯1526第二节环境监察⋯⋯⋯⋯⋯⋯⋯⋯⋯1529第i节污染治理⋯．．⋯⋯⋯⋯⋯⋯⋯．1532第二章资源综合利用⋯⋯⋯⋯⋯⋯⋯⋯1535第一节固体废物利用⋯⋯⋯⋯⋯⋯⋯1535目录第二节废水利用⋯⋯⋯⋯⋯⋯⋯⋯⋯1536第三节废气利用⋯⋯⋯⋯⋯⋯⋯⋯⋯1536第四节废旧物资回收利用⋯⋯⋯⋯⋯1537第三章生态丁程⋯⋯⋯⋯⋯⋯⋯⋯⋯⋯1538第一节自然生态保护⋯⋯⋯⋯⋯⋯⋯1538第二节水源地保护⋯⋯⋯⋯⋯⋯⋯⋯1540第三节矿山整治⋯⋯⋯⋯⋯⋯⋯⋯⋯1541第四节窑炉整治⋯⋯⋯⋯⋯⋯⋯⋯⋯1541第五节生态农业建设⋯⋯⋯⋯⋯⋯⋯1542第六节生态镇、村创建⋯⋯⋯⋯⋯⋯⋯1543专记：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和全国生态示范区⋯⋯⋯⋯⋯⋯⋯⋯⋯⋯⋯1543第四十六卷教育第一章基础教育⋯⋯⋯⋯⋯⋯⋯⋯⋯⋯1546第一节学前教育⋯⋯⋯⋯⋯⋯⋯⋯⋯1547第二节小学教育⋯⋯⋯⋯⋯⋯⋯⋯⋯1547第三节初中教育⋯⋯⋯⋯⋯⋯⋯⋯⋯1549第四节高中教育⋯⋯⋯⋯⋯⋯⋯⋯⋯1551第五节特殊教育⋯⋯⋯⋯⋯⋯⋯⋯⋯1554第六节学校选介⋯⋯⋯⋯⋯⋯⋯⋯⋯1554第二章职业教育⋯⋯⋯⋯⋯⋯⋯⋯⋯⋯1563第一节中等职业教育⋯⋯⋯⋯⋯⋯⋯1563第二节技丁教育⋯⋯⋯⋯⋯⋯⋯⋯⋯1565第三节学校选介⋯⋯⋯⋯⋯⋯⋯⋯⋯1565第三章成人教育⋯⋯⋯⋯⋯⋯⋯⋯⋯⋯1568第一节农村成人教育⋯⋯⋯⋯⋯⋯⋯1568第二节职T教育与培训⋯⋯⋯⋯⋯⋯1568第三节社区教育⋯⋯⋯⋯⋯⋯⋯⋯⋯1569第四章高等教育⋯⋯⋯⋯⋯⋯⋯⋯⋯⋯1569第一节普通高等教育⋯⋯⋯⋯⋯⋯⋯1569第二节成人高等教育⋯⋯⋯⋯⋯⋯⋯1570第五章教育现代化⋯⋯⋯⋯⋯⋯⋯⋯⋯1570第一节教育经费⋯⋯⋯⋯⋯⋯⋯⋯⋯1571第二节学校布局⋯⋯⋯⋯⋯⋯⋯⋯⋯1573第三节学校基本建设⋯⋯⋯⋯⋯⋯⋯15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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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志(1988～2005)第四节教育装备与信息化建设⋯⋯⋯1575第五节教育研究⋯⋯⋯⋯⋯⋯⋯⋯⋯1576第六章教师队伍⋯⋯⋯⋯．j⋯⋯⋯⋯⋯．1578第一节教师管理⋯⋯⋯⋯⋯⋯⋯⋯⋯1578第二节进修培训⋯⋯⋯⋯⋯⋯⋯⋯⋯1580第三节名师培养⋯⋯⋯⋯⋯⋯⋯⋯⋯1580第四节教师待遇⋯⋯⋯⋯⋯⋯⋯⋯⋯1581第七章教育督导⋯⋯⋯⋯⋯⋯⋯⋯⋯⋯1581第一节督政⋯⋯⋯⋯⋯⋯⋯⋯⋯⋯1581第二节督学⋯⋯⋯⋯⋯⋯⋯⋯⋯⋯1582第四十七卷医疗·卫生第一章疾病预防控制⋯⋯⋯⋯⋯⋯⋯⋯1583第一节计划免疫⋯⋯⋯⋯⋯⋯⋯⋯⋯1583第二节传染病防治⋯⋯⋯⋯⋯⋯⋯⋯1584第三节血吸虫病防治⋯⋯⋯⋯⋯⋯⋯1586第四节地方病与寄生虫病防治⋯⋯⋯1586第五节其他疾病防治⋯⋯⋯⋯⋯⋯⋯1587第二章医疗事业⋯⋯⋯⋯⋯⋯⋯⋯⋯⋯1587第一节医疗队伍⋯⋯⋯⋯⋯⋯⋯⋯⋯1588第二节医疗技术⋯⋯⋯⋯⋯⋯⋯⋯⋯1588第三节医学科研⋯⋯⋯⋯⋯⋯⋯⋯⋯1589第四节中医⋯⋯⋯⋯⋯⋯⋯⋯⋯⋯1590第五节重点和特色专科⋯⋯⋯⋯⋯⋯1591第六节设施．设备⋯⋯⋯⋯⋯⋯⋯⋯⋯1592第七节重点医院简介⋯⋯⋯⋯⋯⋯⋯1593第三章卫生监督监测⋯⋯⋯⋯⋯⋯⋯⋯1596第一节职业卫生监督监测⋯⋯⋯⋯⋯1596第二节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监测⋯⋯⋯1597第i节学校卫生监督监测⋯⋯⋯⋯⋯1597第四章卫生保健⋯⋯⋯⋯⋯⋯⋯⋯⋯⋯1598第一节妇女保健⋯⋯⋯⋯⋯⋯⋯⋯⋯1598第二节儿童保健⋯⋯⋯⋯⋯⋯⋯⋯⋯1598第三节农村初级卫生保健⋯⋯⋯⋯⋯1599第四节社区卫生服务⋯⋯⋯⋯⋯⋯⋯1599第五章医药管理⋯⋯⋯⋯⋯⋯⋯⋯⋯⋯1600第一节行政管理⋯⋯⋯⋯⋯⋯⋯⋯⋯1600·10·第二节医政管理⋯⋯⋯⋯⋯⋯⋯⋯⋯1601第三节药政管理⋯⋯⋯⋯⋯⋯⋯⋯⋯1601第四节血液管理⋯⋯⋯⋯⋯⋯⋯⋯⋯1602第六章爱国卫生⋯⋯⋯⋯⋯⋯⋯⋯⋯⋯1602第一节健康教育⋯⋯⋯⋯⋯⋯⋯⋯⋯1603第二节卫生镇、村创建⋯⋯⋯⋯⋯⋯⋯1603第三节病媒生物预防控制⋯⋯⋯⋯⋯1603第四节农村改水改厕⋯⋯⋯⋯⋯⋯⋯1603专记：宜兴建成国家卫生城市⋯⋯⋯⋯⋯⋯1604第四十八卷体育第一章群众体育⋯⋯⋯⋯⋯⋯⋯⋯⋯⋯1606第一芦职丁俸亭⋯⋯⋯⋯⋯⋯⋯⋯⋯1606第二节农民体育⋯⋯⋯⋯⋯⋯⋯⋯⋯1607第三节学校体育⋯⋯⋯⋯⋯⋯⋯⋯⋯1608第四节老年人体育⋯⋯⋯⋯⋯⋯⋯⋯1609第五节体育社团⋯⋯⋯⋯⋯⋯⋯⋯⋯1609第二章体育竞赛⋯⋯⋯⋯⋯⋯⋯⋯⋯⋯1610第一节全民运动会⋯⋯⋯⋯⋯⋯⋯⋯1610第二节市办竞赛⋯⋯⋯⋯⋯⋯⋯⋯⋯1611第三节承办比赛⋯⋯⋯⋯⋯⋯⋯⋯⋯1611第三章竞技体育⋯⋯⋯⋯⋯⋯⋯⋯⋯⋯1613第一节业余训练⋯⋯⋯⋯⋯⋯⋯⋯⋯1613第二节比赛成绩⋯⋯⋯⋯⋯⋯⋯⋯⋯1614第三节知名运动员⋯⋯⋯⋯⋯⋯⋯⋯1618第四章体育产业⋯⋯⋯⋯⋯⋯⋯⋯⋯⋯1619第一节体育设施⋯⋯⋯⋯⋯⋯⋯⋯⋯1620第二节体育市场⋯⋯⋯⋯⋯⋯⋯⋯⋯1621第三节体育彩票⋯⋯⋯⋯⋯⋯⋯⋯⋯1622补遗．勘误《宜兴县志》补遗⋯⋯⋯⋯⋯⋯⋯⋯⋯⋯1624《宜兴县志》勘误⋯⋯⋯⋯⋯⋯⋯⋯⋯⋯1631索引⋯⋯⋯⋯⋯⋯⋯⋯⋯⋯⋯⋯⋯⋯⋯⋯1633条目索引⋯⋯⋯⋯⋯⋯⋯⋯⋯⋯⋯⋯⋯⋯1633人物索引⋯⋯⋯⋯⋯⋯⋯⋯⋯⋯⋯⋯⋯⋯1672图片索引⋯⋯⋯⋯⋯⋯⋯⋯⋯⋯⋯⋯⋯⋯1676编后⋯⋯⋯⋯⋯⋯⋯⋯⋯⋯⋯⋯⋯⋯⋯⋯1681



第二十二卷林业宜兴是江苏自然植被面积最广、品种最丰富的县(市)。自然植被以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北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为主：栽培植被除农作物外，主要有经济林和茶、竹、桑、果树等。林业资源丰富．林业基础良好。随着林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宜兴林业产业快速发展．林业基地面积扩大．丘陵山区林产业框架基本形成．森林资源保护体系趋于完善．单位林地产出率提高．绿化效益初步显现。1988年．宜兴林地面积3．92万公顷．至2005年底．林地面积增至4．71万公顷。茶叶、毛竹、木材、水果等主要林特产品的种植面积、产量、质量和经济效益不断增长。林木良种基地从1988年的90公顷发展至2005年的2200公顷。建成较为集中连片的丰产林5530公顷、毛竹林1．09万公顷；因地制宜发展板栗、银杏等干果林基地3000公顷。绿化造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初步显现。2005年，全市竹木资源总价值约6．5亿元。农田林网和丘陵山区林木植被的建设与形成，对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起到良好作用．改善农田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稳产高产，并改善生态、生产和生活环境，促进工商业、旅游业的发展。林业管理日趋合理、规范，林业行政执法能力增强．林业技术服务、森林植物检疫及护林防火等组织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为依法护林、制止乱砍滥伐、防止山林火灾、保护森林资源发挥重要作用。经济纵横．林业第一章森林资源宜兴地跨中亚热带和北亚热带．属中亚热带北缘海洋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温和湿润，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土壤肥沃．自然条件优越．森林资源较为丰富。1988～2005年，宜兴林业稳步发展，森林面积、蓄积量、覆盖率逐年增加，森林资源质量不断提高。1988年，全市有林地①面积3．56万公顷．林木覆盖率22．38％．成片林活立木蓄积量53．2万立方米。2005年．林业资源调查．全市林地面积4．71万公顷．林木覆盖率28．58％．比全省林木覆盖率高出13．78个百分点．林木蓄积81．6万立方米。维管束植物有180科、559属、1235种。全市有古树名木528株．其中千年以上古树5株。茂密的植被为森林动物创造良好的栖息环境．境内有野生动物上百种。第一节林地面积一、成片林地面积1988年．全市林地面积3．92万公顷．其中林分②面积1．8l万公顷、经济林6700公顷、竹林1．08万公顷、疏林和灌木林1500公顷、新造林地867公顷、苗圃地67公顷、无林地1200公顷。2001年，森林分类经营后，有林地面积按森林类别分：生态公①有林地：树木郁闭度大于等于20％天然、人工林地。②林分：内部特征基本一致而与周围又有显著差异的森林地段·8()9·



宜兴市志(1988～2005)图22—12005年的龙池山林区(局部)(市农林局)术2．65万公顷．商品林1．1万公顷。有林地按林}：特用林3667公顷；防护林2．29万公顷，其中鼠涵养林2．12万公顷、农田防护林133．3公顷、巴保持林1533．3公顷：一般用材林5200公顷：经禾5800公顷。林地按所有制形式分：国有林地3．3公顷．集体林地4．19万公顷。林地面积最多；个镇(场)依次是张渚镇、湖没镇、太华镇、丁蜀宜兴市林场。1988～2005年．林地面积增加3．3公顷．有林地面积增加7267公顷。其间，通召笋养竹和扩鞭改造．毛竹林面积有较大幅度增但因征用林地和平原地区淡杂竹锐减．竹林总}{增加不多。2005年．全市林地面积4．71万公其中乔木林2．29万公顷、经济林9200公顷、竹【．09万公顷、疏林和灌木林1600公顷、新造林地公顷、苗圃地2200公顷、无林地267公顷。乔木豇积按树种组分：柏33．3公顷，黑松333．3公顷，琶松9400公顷．国外松833-3公顷．杉木2153．3页，水杉(池杉)160公顷，栎类680公顷，刺槐20页，杨(柳)2573．3公顷，其他杂、阔叶树6660公二、“四旁”树折算面积1988年．全市宅旁、村旁、路旁、水旁“四旁”树10·木包括农田林网树木592．5万株．折合面积3767公顷。2005年，全市“四旁”树539．4万株．折合面积2733公顷。造成“四旁”树减少的原因：一是农民房屋修造和宅基地不断扩展．采伐部分树木：二是调查标准有变化．1988年的连片3亩以上纳人成片林计算．连片不足3亩的为“四旁”树。2005年变成连片l亩以上纳入成片林计算．连片不足l亩的为“四旁”树。通过逐年全民义务植树、农田林网建设和村级公路两侧绿化，农村绿化总量有增无减。第二节林木蓄积1988年．经过10多年的人工造林、封山育林和毛竹林扩鞭培育．全市活立木蓄积53．2万立方米．其中成片林33．8万立方米、“四旁”树19．4万立方米。成片林中，乔木林31．3万立方米、疏林1．5万立方米、散生林1万立方米。2005年，全市活立木蓄积81．6万立方米．其中成片林64．6万立方米、“四旁”林17万立方米。成片林中，乔木林57．6万立方米、疏林0．5万立方米、散生林6．5万立方米。竹量3773．9万支．其中毛竹3586万支、刚竹44．6万支、淡杂竹143．3万支。第三节古树名木一、种类、数量宜兴是省古树名木存量最丰富的县(市)之一。1997年，全市一级古树名木247株、二级200株，分属26个科。最多的是银杏树，有121株．其中千年树龄5株．最大胸径189厘米，仍正常开花结果。千年七叶树(俗称“娑婆树”)1株，胸径160厘米，正常结实．列全国之最。1998年，发现有“活化石”之称的国家一级濒危保护树种银缕梅．2002年5月．完成第三次全市古树名木和长生树调查．调查树木近千株．对古树名木调查标准作



新的调整：树龄在300年以上的为一级古树，100年以上的为二级古树．原生的国家一级濒危保护树木为一级古树f不论树龄)。市林场的银缕梅和湖没镇玉女山庄的榉树林为古树林。据此标准，2002年，全市有古树名木528株，其中一级248株、二级280经济纵横．林业株，分属27个科。最多的是银缕梅，有207株；其次是银杏，有129株，其中千年树龄5株，最大胸径213厘米，仍正常开花结果。千年七叶树1株，列全国之最，胸径175厘米，正常结实。2002年宜兴市古树名木情况表22—1单位：株树种名科名属名曾用名fI数量{分布银杏银杏银杏白果129太华68、湖汶19、张渚18、宜城7、和桥4、丁蜀3、周铁2、芙蓉I寺2、新街2、官林l、新建1、新庄1、大浦1金钱松松松一1张渚1白皮松松松一l宜城1马尾松松松一3张渚2、丁蜀1柏木柏柏木一2i张渚2圆柏柏圆柏桧柏7太华4、宜城3罗汉松松罗汉松一3宜城3枫杨胡桃枫杨盖柳杨3太华1、张渚l、湖汉l胡桃胡桃胡桃胡桃1宜城1雪松松松一3宜城3苦槠壳斗苦槠苦槠栲{4湖汶2、鲸塘l、宜城1青冈栎壳斗栎一2西渚2麻栎壳斗栎小叶栎lji张渚1榔榆榆榆油树3宜城2、湖没l榉树榆榆一40湖汶31、张渚9朴树榆朴树一lO张渚5、宜城5黑松松松—31宜城3广玉兰J木兰木兰．荷花玉兰jl宜城1腊梅腊梅腊梅一2宜城2银缕梅金缕梅银缕梅一207{市林场195(含龙池山自然保护区97株)、张渚7、宜城5石楠蔷薇石楠光叶石楠121张渚2垂丝海棠蔷薇平果一l|和桥1紫藤豆紫藤一l宜城1皂荚树『豆皂荚皂角1I新街1槐树豆槐树中国槐4{芙蓉寺l、太华l、张渚1、宜城1重阳木大戟重阳木一I官林1乌桕大戟乌桕一2f太华1、宜城l黄杨黄杨黄杨黄杨2宜城2黄连木l漆树黄连木l—ll张渚1冬青冬青冬青一3f西渚2、张渚1·811·



宜兴市志(1988—2005)续表22—1单位：株树种名科名属名曾用名数量分布枸骨冬青冬青2宜城2三角枫漆树漆树11张渚1、宜城10七叶树七叶树七叶树5太华3、荚蓉寺1、湖汶1紫薇干屈菜干屈菜2宜城2石榴石榴石榴1宜城1柿树柿树柿树6湖没4、太华2丁香木犀丁香1宜城1桂花木犀木犀木犀16宜城13、湖没2、和桥1长叶女贞木犀女贞1张渚1宜兴唐竹禾本唐竹1张渚1棕榈棕榈棕榈扇子树2宜城2扁柏柏扁柏1张渚1五针松松松3宜城2、和桥1朴榆榆榆I宜城1桧柏柏桧柏1西渚1杜仲杜仲杜仲1芙蓉寺1水杉杉水杉3宜城3湿地松松松2宜城2鸡爪械槭树槭树1宜城1红枫槭树槭树1宜城1龙柏柏柏6宜城6黄檀黄檀4宜城4刺楸五加刺楸1宜城1香樟樟樟8宜城8女贞木犀女贞l宜城1臭椿苦木臭椿1宜城1梓树紫薇梓树1宜城1二、名珍拾萃宜兴古树名木中．有许多名贵珍稀品种。和桥镇闸口村(宋代为永定村)邵氏庭院有一株种植于北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的紫锦重瓣垂丝海棠．为大文学家苏轼亲手所植。现存的海棠系原根株萌生．树高3．5米，主干粗25厘米，冠幅3米多．长势健旺。每年清明节前抽发新枝，叶丛中下垂红丝花柄，系挂紫红色花蕾，春暖后分批开花，树姿婆娑．花朵艳丽．极富观赏价值。·812·太华民望齐有一株占老的七叶树，被称为“万木之冠”．七叶树生长之处是兴建于唐代的报德寺遗址．据传这株七叶树是报德寺和尚所植．树龄已逾千年。2002年，实测树高20米，胸围5．5米，冠幅东西径25米、南北径16米，覆盖面积400平方米。古树主干中空．离地面80厘米处有一个50厘米X80厘米的洞．离地5米处有一个30厘米x40厘米的洞．两洞上下贯通。在漫长的岁月中，树干主枝有四处折断的痕迹。在折断处又抽生新枝，形成了围



径200厘米以上的侧枝10多个．树冠枝繁叶茂。湖汝镇省庄村北侧100多米的寂照庵遗址有两株古树，小的是七叶树，树龄200多年．高22米，胸围228厘米。大的是银杏，树龄500多年．高30米，胸围528厘米。银杏树主枝分3层共12株，每株主枝胸围都在200厘米以上．大的超过300厘米，年年果实累累。最奇特的是银杏树第一层3株主枝的分又处寄生一棵朴树．朴树树龄也在100年以上，树高10米，胸围50厘米。银杏属裸子植物．朴树属被子植物，两者在分类系统上相隔甚远，两株树能融为一体共生共荣．实属罕见。多数解释是朴树种子由鸟类啄食．其核果随鸟粪便排出．恰好落在银杏树上，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发芽生根．并不断吸收银杏树体的养分、水分长大，造成树上长树的奇观。太湖沿线的周铁、洋溪、新庄、丁蜀、、袱东各有一棵千年古银杏．相传都是三国时孙权母亲所植．这5棵高大的银杏树成为数百年间太湖行船进港的航标．经济纵横·林业裸子植物银杏、水杉是中国仅存的活化石树种。1991年．宜兴发现又一个被子植物活化石新树种——银缕梅。据考证．银缕梅是6700万年前第三纪孑遗植物．已列人国家重点保护的濒危植物名单。宜兴银缕梅的发现．不仅使国内金缕梅亚科的4个属增加到5个属．而且对开展中国华东植物区系、东亚和北美植物区系及其亲缘、金缕梅科植物系统发育等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引起世界植物学家关注。银缕梅是珍稀古植物，现生存的株数不多，仅在宜兴市、安徽省金寨县、浙江省湖州市有少量发现。银缕梅险遭绝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雌雄花期不遇，后通过人工授粉已解决这一问题．种子育苗和扦插繁殖也获得成功。至2005年底．原生银缕梅在张渚镇善卷洞有7株、市林场195株、宜城镇5株(从市林场移植)：全市有实生苗1000余株．扦插苗栽在不同类型的山坡上．生长情况良好。第二章植树造林弟一早但侧】亘杯1988年后，全市加强丘陵山区林业建设．绿化宜林荒山荒地，开展人工造林，改造低产林．实施封山育林，租地营造太湖防护林，在公路、铁路、航道两旁建设“绿色通道”，积极发展平原绿化。1988。2005年，全市成片造林和改造低值林1．63万公顷．“四旁”植树3946万株，封山育林1．02万公顷．建成农田林网5．16万公顷．占应建农田林网面积的90．4％。城乡景观绿化以香樟和杜鹃为主。2003年5月，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定．将香樟树和杜鹃花定为宜兴市市树、市花。第一节绿化造林1988～2005年，全市宜林荒山荒地基本绿化．城区绿化工程及公路、铁路沿线等重点绿化工程相继完成，形成以市区绿化为中心．绿化通道为支架．镇·813·̈ ()()∽年的太华镇胥锦村民望芥七叶树一市农林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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