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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南畿名邑数婺源”，清末政治家林则徐曾这样赞美婺源。婺源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县

份，境内群山拥翠，碧水长流，良好的自然生态与现代文明完美结合，被国内外媒体誉为

“中国最美的乡村”。婺源资源得天独厚，素享“茶乡”盛誉，荷包红鲤鱼、绿茶、龙尾砚、江

湾雪梨四大特产闻名遐迩；婺源曾属徽州，明清时期徽商在中华大地异军突起，婺商是徽

商中的一支劲旅。至今县境内遍布城乡的徽派古建筑群，既昭示了当时徽商的鼎盛，也是

一份宝贵的文化、旅游资源。婺源又是著名“书乡”，历史上人文蔚起，俊彦辈出。自宋至

清，县人著作入选《四库全书》的有81种1293卷，而朱熹、汪铉、齐彦槐、江永、詹天佑等杰

出人物灿若群星，至今名垂青史、光耀千秋!

婺源文脉久远，文风鼎盛，有着编修县志的优良传统。自宋成淳己巳年(1269)至上世

纪90年代，婺源先后修志15次。通过修志，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21世纪

开元之年，婺源县又启动了新一轮县志续编工作。经过编撰人员四年艰辛，数易其稿，广

采博收，字斟句酌，一部洋洋90万言的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新县志即将付梓。新

县志是一部全面反映婺源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地情、民风的地方“百科全书”，有着“资治、

存史、教化、兴利”等功能，对于我们认识县情，正确决策，振兴婺源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它

的问世，无疑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婺源是我的祖籍之地。我虽然长期旅居在外，但对先人创业和生活过的这片故土始

终怀着深深的眷念；为故乡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是我的夙愿。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

曾多次回到婺源，亲眼见证了故乡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巨变和进步，亲身体验到故乡的淳

朴民风和“天人合一”的和谐环境。我为故乡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欣喜不已，也为故乡的父

老乡亲对我这个游子的真情和关爱感慨万千!今后，我愿意继续关注婺源的发展，为宣传

婺源、建设婺源尽些绵薄之力!

《婺源县志》(1987。2001)付梓之际，谨书弁言表示祝贺，并以为序。

原全国人大常委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2005年10月

(浮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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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盛世修志。当历史跨入21世纪，从2001年6月起，婺源县启动了新一轮修志工作。

经过编撰人员4年多的不懈努力，《婺源县志(1987～2001)》即将付梓。这是我县文化建设

的丰硕成果，是功在当代、惠及后人的千秋盛事!

新编《婺源县志(1987—2001)》，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贯彻“存真求实”方针，系统地记录了我县1987～2001年期间自然地理、风土人情、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化和现状，全面反映了15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

借镜可以振衣，借史可以鉴今。新县志的出版，为我们了解县情、利用县情、兴利除弊，提

供了科学的依据和借鉴；同时也将激发全县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振兴家乡的热情。

我来婺源工作时间不长，但-9婺源山山水水，尤其是勤劳朴实的婺源人民建立了深厚

感情，美丽的婺源给我留下了难忘印象。“南畿名邑数婺源”，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赞美婺

源的诗句恰如其分。历史上，钟灵毓秀的婺源有着“茶乡”、“书乡”盛誉。改革开放以来，

婺源取得的成就更是令人瞩目。这些年婺源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生态经

济，紧紧围绕文化与生态旅游、以茶叶为龙头的绿色食品、木竹精深加工和生物制药等四

大产业，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呈现出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城乡面貌显著变化，人民群众

安居乐业的好局面。所有这些为今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相信在科学发展观和创

建和谐社会思想指导下，通过全县33万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把婺源建设成名副

其实的中国最美的乡村。

新志问世，谨献片言，权以为序。

帙200辩5 g-县10篙记P嗲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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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盛世修志，自古皆然。

在世纪更新，实施“十五”计划开局之年，我县开始续修《婺源县志》。续志上限为1987

年，下限为2001年。这15年，正处于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重要阶段，经济建设和各项社

会事业蓬勃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续志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引，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婺源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人文的历史，全面

反映了改革开放15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可谓“集时代精华于一册”，是一部体系完整、

文约事丰的地情书，是一座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资料宝库。置之案头，可翻可阅，可摘可

用，可圈可点，方便之至。 ＼

续志是一项很艰苦而又枯燥的工作，编纂人员在人力少、任务重的条件下，不求闻达，

孜孜不倦，实事求是，广征博采，辛勤笔耕，反复审改，数易其稿，用四年多时间编成这部90

万字的志书，实属不易，值得称道。

地方志是一地文化、历史的积累，具有资治、兴利、存史、教化的功能。本志的出版，将

给人启迪，发人深省、催人奋进。它为各级领导的决策提供历史借鉴；为宣传婺源、了解婺

源提供翔实的资料；为向广大群众及青少年进行县情教育提供乡土教材。县内各级领导

要潜心阅读、研究，找出规律，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

本志的编纂，得到省市地方志办公室和修志界同仁、专家的精心指导，得到各供稿单

位的大力支持。值此志书交付出版之际，谨向在修志中付出艰辛劳动的所有人员致以深

切的谢意。

婺源县人民政府县长

2005年10月 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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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

持实事求是原则和存真求实方针，做到继承-9创新相结合，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的统一。

二、本志断限，上限为1987年，下限至2001年末，为保持某些事物的完整性，必要时适

当上溯或下延；图片、大事记、人物传和县主要领导人更迭，下限延伸至定稿前。

三、本志为续志，重在叙述1987～2001年的县情，凡是前志(1993年版)有记载而又变

化不大的内容，如建置区划、自然环境、历史名人等一般不予重复，如有必要提及的只作简

略叙述。

四、续志体例继承前志采用的述、记、志、传、图、表、录体裁和篇、章、节、目结构。篇别

类、章分门、节立项、目见实体。以志为主体，篇按县境概况、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等顺序

横排竖写。篇首列特载、概述、大事记，篇末缀附录。改革开放的内容分散在各相关篇章

中记述，不单独设篇。

五、人物按生不立传原则入志。前志已录人物本志原则上不再收录，未录人物符合本

志立传标准则有漏补漏；健在人物采用以事系人方式随事记述或立表简介。

六、志书行文，严格执行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制发的《江西省续修地方志行文通

则》的规定，力求规范。对县内各机关单位名称的记述，第一次用全称，并用括号注明其简

称，以后都用简称。数据以统计局统计数据为准，书写按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执行。因本志下限为2001年，-9 20世纪仅一年之隔，故对上世纪年代

的记述，一般不冠以20世纪的字样，而直接表述为X X年代，例：80年代。

七、志书有交叉内容的，酌情一处详写，他处略写并注明参见有关章节。

八、本志编纂资料来源于县属各机关单位和各乡镇政府整理上报的资料，一般不注明

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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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111)

(111)

(112)

(113)

(115)

审判⋯⋯⋯⋯⋯⋯⋯⋯⋯⋯(124)

审判机关⋯⋯⋯⋯⋯⋯⋯⋯⋯(124)

刑事审判⋯⋯⋯⋯⋯⋯⋯⋯⋯(124)

民事审判⋯⋯⋯⋯⋯⋯⋯⋯⋯(124)

经济审判⋯⋯⋯⋯⋯⋯⋯⋯⋯(125)

行政审判⋯⋯⋯⋯⋯⋯⋯⋯⋯(125)

告诉、申诉⋯⋯⋯⋯⋯⋯⋯⋯(125)

执行工作⋯⋯⋯⋯⋯⋯⋯⋯⋯(125)

典型案例⋯⋯⋯⋯⋯⋯⋯⋯⋯(126)

司法行政⋯⋯⋯⋯⋯⋯⋯⋯⋯(128)

司法行政机关⋯⋯⋯⋯⋯⋯⋯(128)

法制宣传⋯⋯⋯⋯⋯⋯⋯⋯⋯(128)

基层工作⋯⋯⋯⋯⋯⋯⋯⋯⋯(129)

公证工作⋯⋯⋯⋯⋯⋯⋯⋯⋯(129)

律师事务⋯⋯⋯⋯⋯⋯⋯⋯⋯(129)

第六篇人事民政

人事劳动⋯⋯⋯⋯⋯⋯⋯⋯⋯(130)

管理机构⋯⋯⋯⋯⋯⋯⋯⋯⋯(130)

机构编制⋯⋯⋯⋯⋯⋯⋯⋯⋯(130)

干部管理⋯⋯⋯⋯⋯⋯⋯⋯⋯(132)

劳动管理⋯⋯⋯⋯⋯⋯⋯⋯⋯(140)

工资福利⋯⋯⋯⋯⋯⋯⋯⋯⋯(142)

干部职工离退休⋯⋯⋯⋯⋯⋯(144)

职工社会保险⋯⋯⋯⋯⋯⋯⋯(145)

劳动保护⋯⋯⋯⋯⋯⋯⋯⋯⋯(147)

老龄工作⋯⋯⋯⋯⋯⋯⋯⋯⋯(148)

民政⋯⋯⋯⋯⋯⋯⋯⋯⋯⋯(148)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机构设置⋯⋯⋯⋯⋯⋯⋯⋯⋯(148)

村民自治管理⋯⋯⋯⋯⋯⋯⋯(149)

优抚安置⋯⋯⋯⋯⋯⋯⋯⋯⋯(149)

社会福利⋯⋯⋯⋯⋯⋯⋯⋯⋯(150)

救灾与救济⋯⋯⋯⋯⋯⋯⋯⋯(152)

婚姻登记⋯⋯⋯⋯⋯⋯⋯·

殡葬管理⋯⋯⋯⋯⋯⋯⋯·

地名勘界⋯⋯⋯⋯⋯⋯⋯·

民间组织登记⋯⋯⋯⋯⋯·

“两江”移民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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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市政建设⋯⋯⋯⋯⋯⋯⋯⋯⋯(162)

第七节市容管理⋯⋯⋯⋯．．．．0 Of U⋯(163)

第八节集镇建设⋯⋯⋯⋯⋯⋯⋯⋯⋯(163)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一节房地产开发管理O O．．．．J·l⋯⋯(168)

第二节住房制度改革⋯⋯⋯⋯⋯⋯⋯(169)

第八篇交通邮电

交通⋯⋯⋯⋯⋯⋯⋯⋯⋯⋯

管理机构⋯⋯⋯⋯⋯⋯⋯⋯⋯

路桥建设⋯⋯⋯⋯⋯⋯⋯⋯⋯

公路养护⋯⋯⋯⋯⋯⋯⋯⋯⋯

公路运输⋯⋯⋯⋯⋯⋯⋯⋯⋯

公路运输管理⋯⋯⋯⋯⋯⋯⋯

交通规费稽征⋯⋯⋯⋯⋯⋯⋯

第二十一章邮政⋯⋯⋯⋯⋯⋯⋯⋯⋯

第一节机构设置⋯⋯⋯⋯⋯⋯⋯⋯⋯

第二节邮政业务⋯⋯⋯⋯⋯⋯⋯⋯⋯

第三节邮运网络⋯⋯⋯⋯⋯⋯⋯⋯⋯(181)

第四节企业管理⋯⋯⋯⋯⋯⋯⋯⋯⋯(183)

第二十二章电信⋯⋯⋯⋯⋯⋯⋯⋯⋯(184)

第一节机构设置⋯⋯⋯⋯⋯⋯⋯⋯⋯(184)

第二节电信设施⋯⋯⋯⋯⋯⋯⋯⋯⋯(184)

第三节电信业务⋯⋯⋯⋯⋯⋯⋯⋯⋯(188)

第四节电信管理⋯⋯⋯⋯⋯⋯⋯⋯⋯(190)

第五节移动通信⋯⋯⋯⋯⋯⋯⋯⋯⋯(191)

第六节联合通信⋯⋯⋯⋯⋯⋯⋯⋯⋯(192)

第九篇水利水电

第二十三章水利建设⋯⋯⋯⋯⋯⋯⋯⋯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水利机构⋯⋯⋯⋯⋯⋯⋯⋯⋯

水利工程建设⋯⋯⋯⋯⋯⋯⋯

农田水利建设⋯⋯⋯⋯⋯⋯⋯

防汛抗洪⋯⋯⋯⋯⋯⋯⋯⋯⋯

水土保持⋯⋯⋯⋯⋯⋯⋯⋯⋯

水利科技研究与推广⋯⋯⋯⋯

(193) 第七节水政管理⋯⋯⋯⋯⋯．．．⋯⋯⋯(197)

(193) 第二十四章水电建设⋯⋯⋯⋯⋯⋯⋯⋯(198)

(193) 第一节管理机构⋯⋯⋯⋯⋯⋯⋯⋯⋯(198)

(194) 第二节水电工程建设⋯⋯⋯⋯⋯⋯⋯(198)

(195) 第三节输电设施⋯⋯⋯⋯⋯⋯⋯⋯⋯(200)

(196) 第四节发电供电⋯⋯⋯⋯⋯⋯⋯⋯⋯(202)

(196) 第五节经营体制改革⋯⋯⋯⋯⋯⋯⋯(202)

第十篇土地矿产管理

第二十五章土地管理⋯⋯⋯⋯⋯⋯⋯⋯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机构设置⋯⋯⋯⋯⋯⋯⋯⋯⋯

用地管理⋯⋯⋯⋯⋯⋯⋯⋯⋯

土地有偿使用⋯⋯⋯⋯⋯⋯⋯

基本农田保护⋯⋯⋯⋯⋯⋯⋯ 苗207㈡姜嚣筹谣．．：：．：．：．．：．．．I：．．．譬21122；侈．( ) 第二节地质矿产勘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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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婺源县志

第三节矿产资源管理⋯⋯⋯⋯⋯⋯⋯(213) 第四节地质环境管理⋯⋯⋯⋯⋯⋯⋯(214)

第十一篇农牧渔业

第二十七章农业体制改革⋯⋯⋯⋯⋯⋯

第一节完善承包责任制⋯⋯⋯⋯⋯⋯

第二节调整农业布局⋯⋯⋯⋯⋯⋯⋯

第三节调整产业结构⋯⋯⋯⋯⋯⋯⋯

第四节发展生态农业⋯⋯⋯⋯⋯⋯⋯

第五节农业综合开发⋯⋯⋯⋯⋯⋯⋯

第二十八章农牧渔业管理⋯⋯⋯⋯⋯⋯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国营农业单位⋯⋯⋯⋯⋯⋯⋯

第三节经营管理⋯⋯⋯⋯⋯⋯⋯⋯⋯

第四节农村奔小康建设⋯⋯⋯⋯⋯⋯

第五节农业产值⋯⋯⋯⋯⋯⋯⋯⋯⋯

第二十九章种植业⋯⋯⋯⋯⋯⋯⋯⋯⋯

第一节粮食作物种植⋯⋯⋯⋯⋯⋯⋯

第二节经济作物种植⋯⋯⋯⋯⋯⋯⋯(223)

第三节种子管理⋯⋯⋯⋯⋯⋯⋯⋯⋯(225)

第四节科学施肥⋯⋯⋯⋯⋯⋯⋯⋯⋯(226)

第五节植物保护⋯⋯⋯⋯⋯⋯⋯⋯⋯(226)

第六节农业机械⋯⋯⋯⋯⋯⋯⋯⋯⋯(227)

第三十章畜牧副业⋯⋯⋯⋯⋯⋯⋯⋯(227)

第一节畜禽生产⋯⋯⋯⋯⋯⋯⋯⋯⋯(227)

第二节畜禽卫生检疫⋯⋯⋯⋯⋯⋯⋯(228)

第三节家庭副业⋯⋯⋯⋯⋯⋯⋯⋯⋯(228)

第三十一章渔业⋯⋯⋯⋯⋯⋯⋯⋯⋯(229)

第一节水域资源⋯⋯⋯⋯⋯⋯⋯⋯⋯(229)

第二节水产养殖⋯⋯⋯⋯⋯⋯⋯⋯⋯(229)

第三节荷包红鲤鱼养殖⋯⋯⋯⋯⋯⋯(230)

第四节渔政管理⋯⋯⋯⋯⋯⋯⋯⋯⋯(230)

第十二篇林业

第三十二章林业资源⋯⋯⋯⋯⋯⋯⋯⋯

第一节资源分布⋯⋯⋯⋯⋯⋯⋯⋯⋯

第二节资源调查⋯⋯⋯⋯⋯⋯⋯⋯⋯

第三十三章营林生产⋯⋯⋯⋯⋯⋯⋯⋯

第一节经营企业⋯⋯⋯⋯⋯⋯⋯⋯⋯

第二节植树造林⋯⋯⋯⋯⋯⋯⋯⋯⋯

第三节幼林抚育⋯⋯⋯⋯⋯⋯⋯⋯⋯

第四节林业基地⋯⋯⋯⋯⋯⋯⋯⋯⋯

第五节花木种植⋯⋯⋯⋯⋯⋯⋯⋯⋯

第六节林产品产量、产值⋯⋯⋯⋯⋯

第三十四章森林保护⋯⋯⋯⋯⋯⋯⋯⋯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封山育林⋯⋯⋯⋯⋯⋯⋯⋯⋯(236)

建立自然保护小区⋯⋯⋯⋯⋯(237)

护林防火⋯⋯⋯⋯⋯⋯⋯⋯⋯(239)

病虫害防治⋯⋯⋯⋯⋯⋯⋯⋯(239)

林业公安⋯⋯⋯⋯⋯⋯⋯⋯⋯(239)

第三十五章林业管理⋯⋯⋯⋯⋯⋯⋯⋯(241)

第一节管理机构⋯⋯⋯⋯⋯⋯⋯⋯⋯(241)

第二节林业资源管理⋯⋯⋯⋯⋯⋯⋯(241)

第三节分类经营管理⋯⋯⋯⋯⋯⋯⋯(242)

第四节山林权属管理⋯⋯⋯⋯⋯⋯⋯(242)

第十三篇茶业

第三十六章茶叶产制⋯⋯⋯⋯⋯⋯⋯⋯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茶叶种植⋯⋯⋯⋯⋯⋯⋯⋯⋯

第三节茶叶加工⋯⋯⋯⋯⋯⋯⋯⋯⋯

第三十七章茶叶购销⋯⋯⋯⋯⋯⋯⋯⋯

第一节实行“三放开”⋯⋯⋯⋯⋯⋯⋯

第二节精制茶外销⋯⋯⋯⋯⋯⋯⋯⋯

第三节拓宽内销市场⋯⋯⋯⋯⋯⋯⋯

(244) 第三十八章茶技交流⋯⋯⋯⋯⋯⋯⋯⋯(254)

(244) 第一节国内交流⋯⋯⋯⋯⋯⋯⋯⋯⋯(254)

(246) 第二节国际交流⋯⋯⋯⋯⋯⋯⋯⋯⋯(254)

(248) 第三十九章茶文化⋯⋯⋯⋯⋯⋯⋯⋯⋯(255)

(252) 第一节溯源⋯⋯⋯⋯⋯⋯⋯⋯⋯⋯⋯(255)

(252) 第二节茶俗⋯⋯⋯⋯⋯⋯⋯⋯⋯⋯⋯(256)

(253) 第三节茶道⋯⋯⋯⋯⋯⋯⋯⋯⋯⋯⋯(257)

(253) 第四节商标、广告及匾联⋯⋯⋯⋯⋯(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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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十四篇工业乡企

第四十一章乡镇企业⋯⋯⋯⋯⋯⋯⋯⋯(268)

第一节管理机构⋯⋯⋯⋯⋯⋯⋯⋯⋯(268)

第二节企业体制改革⋯⋯⋯⋯⋯⋯⋯(269)

第三节企业经营⋯⋯⋯⋯⋯⋯⋯⋯⋯(271)

第四节经营管理⋯⋯⋯⋯⋯⋯⋯⋯⋯(272)

第五节名优产品⋯⋯⋯⋯⋯⋯⋯⋯⋯(272)

第十五篇商业贸易

第四十二章商业企业改革⋯⋯⋯⋯⋯⋯

第一节国有商业改革⋯⋯⋯⋯⋯⋯⋯

第二节集体商业改革⋯⋯⋯⋯⋯⋯⋯

第三节民营商业发展⋯⋯⋯⋯⋯⋯⋯

第四十三章市场贸易⋯⋯⋯⋯⋯⋯⋯⋯

第一节经营网点⋯⋯⋯⋯⋯⋯⋯⋯⋯

第二节商品购销⋯⋯⋯⋯⋯⋯⋯⋯⋯

第三节计划统配物资供应⋯⋯⋯⋯⋯

第四节专卖物资与医药购销⋯⋯⋯⋯

第五节餐饮服务⋯⋯⋯⋯⋯⋯⋯⋯⋯

第六节集市贸易⋯⋯⋯⋯⋯⋯⋯⋯⋯

第四十四章粮油经营⋯⋯⋯⋯⋯⋯⋯⋯

第一节机构与体制改革⋯⋯⋯⋯⋯⋯

第二节粮油定购与收购⋯⋯⋯⋯⋯⋯

第三节粮油销售⋯⋯⋯⋯⋯⋯⋯⋯⋯

第四节粮油调拨⋯⋯⋯⋯⋯⋯⋯⋯⋯

第五节粮油储存⋯⋯⋯⋯⋯⋯⋯⋯⋯

第六节粮办工业⋯⋯⋯⋯⋯⋯⋯⋯⋯

第七节粮油财务⋯⋯⋯⋯⋯⋯⋯⋯⋯

第四十五章对外经济贸易⋯⋯⋯⋯⋯⋯

第一节机构设置⋯⋯⋯⋯⋯⋯⋯⋯⋯

第二节横向经济联合⋯⋯⋯⋯⋯⋯⋯

第三节利用外资⋯⋯⋯⋯⋯⋯⋯⋯⋯

第四节外贸出口⋯⋯⋯⋯⋯⋯⋯⋯⋯

第十六篇景物旅游

第四十六章景物⋯⋯⋯⋯⋯⋯⋯⋯⋯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名山胜景⋯⋯⋯⋯⋯⋯⋯⋯⋯

奇岩异水⋯⋯⋯⋯⋯⋯⋯⋯⋯

名木古树⋯⋯⋯⋯⋯⋯⋯⋯⋯

古建筑⋯⋯⋯⋯⋯⋯⋯⋯⋯⋯

第四十七章旅游⋯⋯⋯⋯⋯⋯⋯⋯⋯

(301)

(301)

(303)

(304)

(304)

(307)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旅游开发⋯⋯⋯⋯⋯⋯⋯⋯⋯(307)

旅游宣传⋯⋯⋯⋯⋯⋯⋯⋯⋯(307)

旅游景区⋯⋯⋯⋯⋯⋯⋯⋯⋯(308)

旅游管理⋯⋯⋯⋯⋯⋯⋯⋯⋯(313)

旅游服务⋯⋯⋯⋯⋯⋯⋯⋯⋯(314)

第十七篇金融商保

第四十八章金融⋯⋯⋯⋯⋯⋯⋯⋯⋯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金融机构⋯⋯⋯⋯⋯⋯⋯⋯⋯

货币流通⋯⋯⋯⋯⋯⋯⋯⋯⋯

金融管理⋯⋯⋯⋯⋯⋯⋯⋯⋯

信贷业务⋯⋯⋯⋯⋯⋯⋯⋯⋯

(316) 第四十九章商业保险⋯⋯⋯⋯⋯⋯⋯⋯(324)

(316) 第一节保险机构⋯⋯⋯⋯⋯⋯⋯⋯⋯(324)

(317) 第二节人民保险⋯⋯⋯⋯⋯⋯⋯⋯⋯(325)

(319) 第三节财产保险⋯⋯⋯⋯⋯⋯⋯⋯⋯(325)

(321) 第四节人寿保险⋯⋯⋯⋯⋯⋯⋯⋯⋯(326)

心

∞∞∞舛卯醯

2

2

2

2

2

2／L，L，L／L／L／L

～

～

一

～

～没

～

～

～

～

一建

～

～

～

～

～区～构革产益业业机改生效工理制业济南工管体工经城

、，、，、，、，、，、，、，、，、，、，、，、，

6

8

0

3

4

5

7

8

8

8

9

O

8

8

9

9

9

9

9

9

9

9

9

0

2

2

2

2

2

2

2

2

2

2

2

3／L，L／L，L／L／L，k，L／L／L，L／L、，、，、，、，、，、，、，、，、，、，、，、，

3

3

5

6

7

7

7

O

1

4

4

6

7

7

7

7

7

7

7

8

8

8

8

8

2

2

2

2

2

2

2

2

2

2

2

2／k，L，L／L，L／L，L／L／L／L／L／L



·6· 婺源县志

第五十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十八篇财政税务

财政⋯⋯⋯⋯⋯⋯．．．⋯⋯⋯·(327)

财政机构⋯⋯⋯⋯⋯⋯⋯⋯⋯(327)

财政体制⋯⋯⋯⋯⋯⋯⋯⋯⋯(328)

财政收支⋯⋯⋯⋯⋯⋯⋯⋯⋯(328)

国有资产管理⋯⋯⋯⋯⋯⋯⋯(331)

债券销兑⋯⋯⋯⋯⋯⋯⋯⋯⋯(333)

财政管理⋯⋯⋯⋯⋯⋯⋯⋯⋯(335)

专项资金管理⋯⋯⋯⋯⋯⋯⋯(337)

第八节会计

第九节财政

第五十一章税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机构

工商

基金

工商税征管⋯⋯⋯⋯⋯⋯⋯⋯(349)

农业“四税”征收⋯⋯⋯⋯⋯⋯(350)

第十九篇综合经济管理

第五十二章经济体制改革⋯⋯⋯⋯⋯⋯

第一节体改机构⋯⋯⋯⋯⋯⋯⋯⋯⋯

第二节企业体制改革⋯⋯⋯⋯⋯⋯⋯

第三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第四节综合配套改革⋯⋯⋯⋯⋯⋯⋯

第五十三章计划管理⋯⋯⋯⋯⋯⋯⋯⋯

第一节计划管理机构⋯⋯⋯⋯⋯⋯⋯

第二节计划体制与计划实施⋯⋯⋯⋯

第三节固定资产投资管理⋯⋯⋯⋯⋯

第四节农业区划与国土规划⋯⋯⋯⋯

第五节物资管理⋯⋯⋯⋯⋯⋯⋯⋯⋯

第六节毕业生分配与农转非管理⋯⋯

第五十四章统计管理⋯⋯⋯⋯⋯⋯⋯⋯

第一节统计管理机构⋯⋯⋯⋯⋯⋯⋯

第二节统计业务建设⋯⋯⋯⋯⋯⋯⋯

第三节统计项目⋯⋯⋯⋯⋯⋯⋯⋯⋯

第四节国情国力调查⋯⋯⋯⋯⋯⋯⋯

第五十五章工商行政管理⋯⋯⋯⋯⋯⋯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登记发照管理⋯⋯⋯⋯⋯⋯⋯

第三节经济合同管理⋯⋯⋯⋯⋯⋯⋯

第四节商标、广告管理⋯⋯⋯⋯⋯⋯

第五节经济检查⋯⋯⋯⋯⋯⋯⋯⋯⋯

第六节维护消费者权益⋯⋯⋯⋯⋯⋯

第七节维护个私企业者权益⋯⋯⋯⋯

第八节规费收取⋯⋯⋯⋯⋯⋯⋯⋯⋯

第五十六章物价管理⋯⋯⋯⋯⋯⋯⋯⋯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价格管理⋯⋯⋯⋯⋯⋯⋯⋯⋯

第三节物价监督与鉴证⋯⋯⋯⋯⋯⋯

第四节物价指数与价调基金⋯⋯⋯⋯

第五节市场价格⋯⋯⋯⋯⋯⋯⋯⋯⋯

第五十七章审计事务⋯⋯⋯⋯⋯⋯⋯⋯

第一节审计机构⋯⋯⋯⋯⋯⋯⋯⋯⋯

第二节审计实绩⋯⋯⋯⋯⋯⋯⋯⋯⋯

第三节国家审计⋯⋯⋯⋯⋯⋯⋯⋯⋯

第四节内部审计⋯⋯⋯⋯⋯⋯⋯⋯⋯

第五节社会审计⋯⋯⋯⋯⋯⋯⋯⋯⋯

第五十八章质量技术监督⋯⋯⋯⋯⋯⋯

第一节监督机构⋯⋯⋯⋯⋯⋯⋯⋯⋯

第二节计量管理⋯⋯⋯⋯⋯⋯⋯⋯⋯

第三节标准化管理⋯⋯⋯⋯⋯⋯⋯⋯

第四节质量监督⋯⋯⋯⋯⋯⋯⋯⋯⋯

第五十九章经济环境整治⋯⋯⋯⋯⋯⋯

第一节整治机构⋯⋯⋯⋯⋯⋯⋯⋯⋯

第二节整治工作⋯⋯⋯⋯⋯⋯⋯⋯⋯

第三节一个窗口服务⋯⋯⋯⋯⋯⋯⋯

第二十篇教育体育

第六十章教育⋯⋯⋯⋯⋯⋯⋯⋯⋯⋯(382)

第一节学前教育⋯⋯⋯⋯⋯⋯⋯⋯⋯(382)

第二节、基础教育⋯⋯⋯⋯⋯⋯⋯⋯⋯(383)

第三节职业教育⋯⋯⋯⋯⋯⋯⋯⋯⋯(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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