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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进入新世纪后，余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1年财政收入突破1亿元大关；2002

年实现“乡乡通油(沥青)路”的目标；2003年康山大堤、古埠联圩、信瑞联圩全面达标，瑞洪

大桥、沙港大桥建成通车；2004年城北新区建成，县委、县政府搬人新区办公，昌万公路在6

月底竣工通车，迎康公路可望10月底建成；县城4万吨自来水厂8月交付使用，市湖换水

工程2004年全面完工；投资110亿元、装机240万千瓦的黄金埠电厂7月29日正式开工等

等，标志着余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通人和盛世局面，经济蓬勃发展，社会繁荣稳定，人民

安居乐业，满怀喜悦和希望。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江泽民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

后世的重要事业。”伟大的时代，需要产生质量更高，内容更丰富，规格更博彩的地方志。

在新编首部《余干县志》(1991年版)面世10年之后，县委、县政府决定续编《余干县

志》(1986—2000年)。在上级和有关部门积极支持下，经过全体编纂人员2年零6个月的

辛勤笔耕，现已撰定付梓，可庆可贺。

续编《余干县志》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翔实记述余干县改革开放重要历史阶段(1986—2000)15年间

自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变化及现状，突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贯穿改革发展主线、实事

求是精髓，体现与时俱进规律和时代精神，彰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建设的丰功伟绩，反映了先进生产力巨大发展，生产关系不断进步，社会结构快

速健康转型，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是改革开放胜利的史诗。

余干县改天换地的历史巨变，充分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这15年

间，余干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坚持发展

是硬道理，把发展作为兴县第一要务，积极探索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针对余干特点，念好山水经，打好优势仗，改造生态环境，改善生产条件，交通建设于1992

年建成马背嘴大桥，余黄公路改造成二级公路，打通了对外运输大动脉；邮电通讯，城乡成

网；农业生产逐年上升，1997年粮食总产达到4．34亿公斤，创历史新高，较1985年增长

53％，被评为全国粮食先进县；战胜1998年特大洪灾，创造了伟大的抗洪精神。

人类历史发展永无止境。我们要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进一步解放思想，与

时俱进，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开拓创新，深入搞好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扮靓余干的山山水水，为余干繁荣、富裕、文明增添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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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此为序，与全县人民共勉。

丰瓣篓霉耄陈智祥中共余干县委书记⋯⋯。

2004年9月



序 二

逢盛世而修志，察既往以知来。《余干县志》续志，几经寒暑，数易其稿，终于成帙问世

了，这是全县人民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谨书此文，权以为序。

我对余干的正式了解是从《余干县志》开始的。2002年7月，我来到余干任职，上任之

初，反复阅看《余干县志》，我读到了余干历史的厚重：战国故邑，秦皇县治，悠悠两千年，辉

煌两千载；我读出了余干地理的辽阔：秦置县时县境东抵歙，西抵豫章，南抵瓯徼建宁，北

抵番甸，历经析地后现仍辖有广阔地域；我读出了余干人文的昌盛：孕育了江西进入中国

历史第一人——汉长沙王吴芮，南宋右丞相赵汝愚，当代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

官正等一大批匡扶社稷、治国安邦的雄才俊杰；我读出了余干人民的坚强：两千年的繁衍

生息，两千年的不屈抗争，一代又一代英雄的余干人用勤劳、勇敢和智慧创造了一次又一

次可歌可泣的历史奇迹。志书的记述，给了我对余干良好的初始印象，而且，随着我在余

干工作多一天时间，多一份了解，就多了一份对余干的热爱，就多了一份振兴余干的信心。

我坚信，余干有辉煌的昨天，有奋进的今天，就一定会有灿烂的明天!

今捧读续志书稿，一种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余干县志》续志，上溯1986年，下讫

2000年，客观真实地记述了这15年间全县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大变化。全

书共分24卷、98章、502节，计105万余字，体例完备，层次清楚，结构严谨，语言精炼，图文

并茂，熔科学性、资料性、系统性、可读性于一炉，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地方特色，

其蕴涵之丰富、特点之鲜明、编纂之科学、表述之明晰，实为同类志书之精品。

作为余干的地方百科全书，《余干县志》续志是人们了解和研究县情的案头卷，也是一

部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重要历史文献。一卷在手，犹如全县在胸，其意义和价值是不可

估量的。作为地方上的党政干部，站在人民公仆的角度，全面了解余干的昨天，深刻把握

余干的发展历程，以史为鉴，探索规律，明确方向，就会加深对余干这方水土的热爱，就会

领悟到立党为公、勤政为民和有所作为的真谛。作为普通干部群众，通过县志了解余干的

历史和现状，就会进一步增加对故园厚土的爱恋，进一步焕发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就能

更好地为家乡的振兴大业贡献聪明才智。希望全县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能认真

地读一读县志，并从中得到教益。

《余干县志》续志的编纂工作是在县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县志办和许多

热心修志的同志为之悉心筹划，默默耕耘，呕心沥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全县各乡镇场、

县直各单位也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密切的配合。在此，我谨代表县人民政府和全县90

万人民，向所有关心、支持、参与修志工作的各届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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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只有在实践中创造出辉煌的成就，才能在志书中留下灿烂的华章。我们正

处在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时代，面临着许多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理应创造出无愧前人、

造福今人、惠及后世的丰硕成果。值此志书甫成之际，愿与全县人民一道，鉴古知今，同心

协力，励精图治，继往开来，在这片美丽、神奇、深情的土地上，谱写出新的更加壮丽的诗

篇。

余干县人民政府县长陈建辉

2004年9月

]



凡 例

1．《余干县志》(1986。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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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记述余干县1986。2000年15

年间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各项事业实行改革开放与全面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力求

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2．本志为1991年出版的《余干县志》(下限1985年)的续修，断限为1986—2000年。

3．本志由卷、章、节、目框架构成，横排门类，纵述史实。除序言、概述、大事记、专记

外，共设24卷。篇目设置，从实际出发，立足反映县情和时代特点。体例采用记、述、志、

传、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图表插入有关章节。

4．本志所列数据，以县统计局法定数据为主，未列法定统计数据的，用各单位上报数

据。计量单位采用公制，对个别沿用已久的市制“亩”计量单位，仍继续使用。纪年，1911

年前用帝王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年)，1912年(含1912年)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5．本志突出时代特点，特设《改革开放》卷(卷三)。1986—2000年来各项事业的发展

和工作成绩的取得，主要是贯彻落实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除设专卷集中记述外，其他各

卷在记述事物的发展、变化、因果时，也注重贯穿改革开放的主线。

6．本志人物记述，设人物传略和人物表。人物表按收集时间先后排列；极少数超时限

任职的，亦收录入志。按照生不入传的原则，对编人传略的已故人物，根据已有资料择有

较大影响和贡献者记述。并增补了一些古代人物和1986以前的近现代人物o

7．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各供稿单位和县志办早年编写的年鉴资料，部分资料参考档案

及县级机关编印的文史资料。本志附录和特载的资料文献，一般按原件摘录，不作改动o

8．彩照时间有的延长到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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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兵员征集⋯⋯⋯⋯⋯⋯⋯⋯

第二节预备役⋯⋯⋯⋯⋯⋯⋯⋯⋯

第三章民兵工作⋯⋯⋯⋯⋯⋯⋯⋯⋯⋯(380)

第一节代表会⋯⋯⋯⋯⋯⋯⋯⋯⋯(380)

第二节组织⋯⋯⋯⋯⋯⋯⋯⋯⋯(380)

第三节军事训练⋯⋯⋯⋯⋯⋯⋯⋯(381)

第四节政治教育⋯⋯⋯⋯⋯⋯⋯⋯(382)

第五节参建活动⋯⋯⋯⋯⋯⋯⋯⋯(382)

第四章拥军爱民⋯⋯⋯⋯⋯⋯⋯⋯⋯⋯(383)

第一节“双拥”共建活动⋯⋯⋯⋯⋯(383)

第二节军队支援地方抗洪救灾⋯⋯(384)、，、l，、，、，、，、，、，、，、，

7

7

8

8

8

8

9

9

9

7

7

7

7

7

7

7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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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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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七公安司法

第一章公安⋯⋯⋯⋯⋯⋯⋯⋯⋯⋯⋯(385)

第一节机构队伍⋯⋯⋯⋯⋯⋯⋯(385)

第二节侦察破案⋯⋯⋯⋯⋯⋯⋯⋯(386)

第三节打击刑事犯罪⋯⋯⋯⋯⋯⋯(387)

第四节取缔“法轮功”邪教

组织⋯⋯⋯⋯⋯⋯⋯⋯⋯⋯(389)

第五节治安管理⋯⋯⋯⋯⋯⋯⋯⋯(389)

第六节户政管理⋯⋯⋯⋯⋯⋯⋯⋯(391)

第七节消防⋯⋯⋯⋯⋯⋯⋯⋯⋯(392)

第八节交通安全管理⋯⋯⋯⋯⋯⋯(393)

第九节预审看守⋯⋯⋯⋯⋯⋯⋯(394)

第十节内部保卫⋯⋯⋯⋯⋯⋯⋯⋯(395)

第十一节法制建设⋯⋯⋯⋯⋯⋯⋯(395)

第二章检察⋯⋯⋯⋯⋯⋯⋯⋯⋯⋯⋯(396)

第一节机构人员⋯⋯⋯⋯⋯⋯⋯(396)

第二节刑事检察⋯⋯⋯⋯⋯⋯⋯⋯(396)

第三节经济检察⋯⋯⋯⋯⋯⋯⋯⋯(396)

第四节法纪检察⋯⋯⋯⋯⋯⋯⋯⋯(397)

第五节监所检察⋯⋯⋯⋯⋯⋯⋯⋯(39r7)

第六节民事行政检察⋯⋯⋯⋯⋯⋯(398)

第七节控告申诉检察⋯⋯⋯⋯⋯⋯(398)

第一章人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二章劳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八节检察技术⋯⋯⋯⋯⋯⋯⋯⋯(398)

第九节典型案例⋯⋯⋯⋯⋯⋯⋯⋯(399)

第三章审判⋯⋯⋯⋯⋯⋯⋯⋯⋯⋯⋯(401)

第一节机构人员⋯⋯⋯⋯⋯⋯⋯(401)

第二节刑事案件审判⋯⋯⋯⋯⋯⋯(401)

第三节民事案件审判一⋯⋯⋯⋯⋯(403)

第四节经济案件审判⋯⋯⋯⋯⋯⋯(405)

第五节行政案件审判⋯⋯⋯⋯⋯⋯(406)

第六节告诉申诉与信访⋯⋯⋯⋯⋯(407)

第七节法医⋯⋯⋯⋯⋯⋯⋯⋯⋯(407)

第八节执行⋯⋯⋯⋯⋯⋯⋯⋯⋯(407)

第九节案例⋯⋯⋯⋯⋯⋯⋯⋯⋯(408)

第四章司法行政⋯⋯⋯⋯⋯⋯⋯⋯⋯⋯(409)

第一节机构人员⋯⋯⋯⋯⋯⋯⋯(409)

第二节法制宣传教育⋯⋯⋯⋯⋯⋯(409)

第三节调解⋯⋯⋯⋯⋯⋯⋯⋯⋯(410)

第四节公证⋯⋯⋯⋯⋯⋯⋯⋯⋯(411)

第五节律师工作⋯⋯⋯⋯⋯⋯⋯⋯(412)

第六节法律服务⋯⋯⋯⋯⋯⋯⋯⋯(413)

第七节“两劳”回籍人员安置帮教⋯⋯⋯

···············⋯······························(413)

卷十八人事劳动民政

事⋯⋯⋯⋯⋯⋯⋯⋯⋯⋯⋯(414)

机构⋯⋯⋯⋯⋯⋯⋯⋯⋯(414)

编制管理⋯⋯⋯⋯⋯⋯⋯⋯(415)

干部队伍⋯⋯⋯⋯⋯⋯⋯⋯(415)

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416)

职称改革⋯⋯⋯⋯⋯⋯⋯⋯(417)

工资改革与福利⋯⋯⋯⋯⋯(417)

人才交流⋯⋯⋯⋯⋯⋯⋯⋯(419)

老龄工作⋯⋯⋯⋯⋯⋯⋯⋯(419)

动⋯⋯⋯⋯⋯⋯⋯⋯⋯⋯⋯(420)

劳动管理制度改革⋯⋯⋯⋯(420)

就业工作⋯⋯⋯⋯⋯⋯⋯⋯(420)

职业技能开发⋯⋯⋯⋯⋯⋯(420)

劳动争议仲裁与劳动

监察⋯⋯⋯⋯⋯⋯⋯⋯⋯⋯

第五节劳动保护与安全管理⋯⋯⋯

第六节社会保险⋯⋯⋯⋯⋯⋯⋯⋯

第三章民政⋯⋯⋯⋯⋯⋯⋯⋯⋯⋯⋯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基层政权建设⋯⋯⋯⋯⋯⋯

第三节拥军优属⋯⋯⋯⋯⋯⋯⋯⋯

第四节复退军人安置⋯⋯⋯⋯⋯⋯

第五节救灾救济⋯⋯⋯⋯⋯⋯⋯⋯

第六节社会保障⋯⋯⋯⋯⋯⋯⋯⋯

第七节社会福利⋯⋯⋯⋯⋯⋯⋯⋯

第八节行政管理⋯⋯⋯⋯⋯⋯⋯⋯

第九节残联工作⋯⋯⋯⋯⋯⋯⋯⋯

第四章老(贫)区建设⋯⋯⋯⋯⋯⋯⋯⋯

(421)

(421)

(422)

(424)

(424)

(424)

(424)

(425)

(426)

(428)

(428)

(429)

(434)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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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机构⋯⋯⋯⋯⋯⋯⋯⋯⋯(435)

第二节老(贫)区分布⋯⋯⋯⋯⋯⋯(435)

第三节扶贫项目、资金⋯⋯⋯⋯⋯(436)

第四节扶贫成效⋯⋯⋯⋯⋯⋯⋯⋯(436)

卷十九思想道德建设

第一章组织机构⋯⋯⋯⋯⋯⋯⋯⋯⋯⋯

第一节县级机构⋯⋯⋯⋯⋯⋯⋯⋯

第二节乡镇场、县直单位机构⋯⋯

第二章思想道德教育⋯⋯⋯⋯⋯⋯⋯⋯

第一节思想教育⋯⋯⋯⋯⋯⋯⋯⋯

第二节社会公德教育⋯⋯⋯⋯⋯⋯

第三节职业道德教育⋯⋯⋯⋯⋯⋯

第四节家庭美德教育⋯⋯⋯⋯⋯⋯

第一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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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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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第三章文明创建活动⋯⋯⋯⋯⋯⋯⋯⋯(442)

(438) 第一节文明创建启动⋯⋯⋯⋯⋯⋯(442)

(438) 第二节文明城镇街道创建⋯⋯⋯⋯(442)

(438) 第三节文明单位、家庭创建⋯⋯⋯(443)

(438) 第四节文明乡村创建⋯⋯⋯⋯⋯⋯(444)

(440) 第四章除陋习树新风⋯⋯⋯⋯⋯⋯⋯(444)

(441) 第一节革除陋习⋯⋯⋯⋯⋯⋯⋯⋯(444)

(441) 第二节彰扬新风⋯⋯⋯⋯⋯⋯⋯⋯(445)

卷二十教育科技

育⋯⋯⋯⋯⋯⋯⋯⋯⋯⋯⋯(447)

机构与管理⋯⋯⋯⋯⋯⋯⋯(447)

教育改革⋯⋯⋯⋯⋯⋯⋯⋯(448)

幼儿教育⋯⋯⋯⋯⋯⋯⋯⋯(449)

小学教育⋯⋯⋯⋯⋯⋯⋯⋯(450)

中学教育⋯⋯⋯⋯⋯⋯⋯⋯(457)

职业技术教育⋯⋯⋯⋯⋯⋯(460)

成人教育⋯⋯⋯⋯⋯⋯⋯⋯(461)

社会办学⋯⋯⋯⋯⋯⋯⋯⋯(461)

教师队伍⋯⋯⋯⋯⋯⋯⋯⋯(462)

教学科研⋯⋯⋯⋯⋯⋯⋯⋯(462)

第十一节

第十二节

第十三节

第十四节

第二章科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卷二十一文化旅游

化⋯⋯⋯⋯⋯⋯⋯⋯⋯⋯⋯(471)

机构⋯⋯⋯⋯⋯⋯⋯⋯⋯(471)

群众文化⋯⋯⋯⋯⋯⋯⋯⋯(472)

民间文艺⋯⋯⋯⋯⋯⋯⋯⋯(473)

创作⋯⋯⋯⋯⋯⋯⋯⋯⋯(473)

文物古迹⋯⋯⋯⋯⋯⋯⋯⋯(477)

文化场所⋯⋯⋯⋯⋯⋯⋯⋯(478)

电影放映⋯⋯⋯⋯⋯⋯⋯⋯(479)

图书⋯⋯⋯⋯⋯⋯⋯⋯⋯(479)

文化市场⋯⋯⋯⋯⋯⋯⋯⋯(480)

办学条件⋯⋯⋯⋯⋯⋯⋯

危房改造⋯⋯⋯⋯⋯⋯⋯

社会赞助办学⋯⋯⋯⋯⋯

勤工俭学⋯⋯⋯⋯⋯⋯⋯

技⋯⋯⋯⋯⋯⋯⋯⋯⋯⋯⋯

机构⋯⋯⋯⋯⋯⋯⋯⋯⋯

科技人员⋯⋯⋯⋯⋯⋯⋯⋯

科普活动⋯⋯⋯⋯⋯⋯⋯⋯

科技成果⋯⋯⋯⋯⋯⋯⋯⋯

专利管理⋯⋯⋯⋯⋯⋯⋯⋯

科技项目及经费⋯⋯⋯⋯⋯

第二章广播电视⋯⋯⋯⋯⋯⋯⋯⋯⋯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广电宣传⋯⋯⋯⋯⋯⋯⋯⋯

第三节广电建设⋯⋯⋯⋯⋯⋯⋯⋯

第四节设备管理与维修⋯⋯⋯⋯⋯

第五节乡镇场广播站⋯⋯⋯⋯⋯⋯

第六节行业管理⋯⋯⋯⋯⋯⋯⋯⋯

第三章史志档案⋯⋯⋯⋯⋯⋯⋯⋯⋯⋯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党史编研⋯⋯⋯⋯⋯⋯⋯⋯

弼似似缅蛳晒蛳彻彻们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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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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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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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志鉴编辑⋯⋯⋯⋯⋯⋯⋯⋯(484)

第四节档案管理⋯⋯⋯⋯⋯⋯⋯⋯(484)

第四章旅游⋯⋯⋯⋯⋯⋯⋯⋯⋯⋯⋯⋯(485)

第一章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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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旅游资源⋯⋯⋯⋯⋯⋯⋯⋯(485)

第二节旅游景点⋯⋯⋯⋯⋯⋯⋯⋯(485)

第三节旅游线路⋯⋯⋯⋯⋯⋯⋯⋯(487)

卷二十二卫生体育

生⋯⋯⋯⋯⋯⋯⋯⋯⋯⋯⋯(489)

机构体制⋯⋯⋯⋯⋯⋯⋯(489)

县属医疗单位⋯⋯⋯⋯⋯⋯(490)

卫生防疫⋯⋯⋯⋯⋯⋯⋯⋯(491)

妇幼保健⋯⋯⋯⋯⋯⋯⋯⋯(493)

血吸虫病防治⋯⋯⋯⋯⋯⋯(494)

皮肤病防治⋯⋯⋯⋯⋯⋯⋯(497)

医政药政⋯⋯⋯⋯⋯⋯⋯(497)

农村医疗保健⋯⋯⋯⋯⋯⋯(498)

单采血浆⋯⋯⋯⋯⋯⋯⋯⋯(499)

爱国卫生运动⋯⋯⋯⋯⋯⋯(500)

第二章体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育⋯⋯⋯⋯⋯⋯⋯⋯⋯⋯⋯

机构队伍⋯⋯⋯⋯⋯⋯⋯

体育场地⋯⋯⋯⋯⋯⋯⋯⋯

群众体育⋯⋯⋯⋯⋯⋯⋯⋯

学校体育⋯⋯⋯⋯⋯⋯⋯⋯

武术学校⋯⋯⋯⋯⋯⋯⋯⋯

国家水上运动培训基地⋯⋯

承办全国少年赛艇(无敌杯)

比赛⋯⋯⋯⋯⋯⋯⋯⋯⋯⋯

体育竞赛⋯⋯⋯⋯⋯⋯⋯⋯

卷二十三人物先进集体

第一章人物传略⋯⋯⋯⋯⋯⋯⋯⋯⋯⋯

第一节古代人物⋯⋯⋯⋯⋯⋯⋯⋯

第二节近现代人物⋯⋯⋯⋯⋯⋯⋯

第二章人物表⋯⋯⋯⋯⋯⋯⋯⋯⋯⋯⋯

第一节先进人物⋯⋯⋯⋯⋯⋯⋯⋯

第二节高级职称科技

人员⋯⋯⋯⋯⋯⋯⋯⋯⋯⋯

第三节革命烈士⋯⋯⋯⋯⋯⋯⋯⋯

(500)

(500)

(501)

(501)

(502)

(502)

(502)

(503)

(503)

(507) 第三章寓外余干籍知名人士

(507) 名录⋯⋯⋯⋯⋯⋯⋯⋯⋯⋯⋯⋯(524)

(509) 第一节副地(厅、师)级以上党政军

(511) 人员⋯⋯⋯⋯⋯⋯⋯⋯⋯⋯(524)

(511) 第二节高级科技人员⋯⋯⋯⋯⋯⋯(526)

第四章先进集体⋯⋯⋯⋯⋯⋯⋯⋯⋯⋯(532)

(515) 第一节国家级表彰的先进集体⋯⋯(532)

(523) 第二节省级表彰的先进集体⋯⋯⋯(533)

卷二十四文存

一、文献⋯⋯⋯⋯⋯⋯⋯⋯⋯⋯⋯⋯⋯⋯

二、艺文选录⋯⋯⋯⋯⋯⋯⋯⋯⋯⋯⋯⋯

三、故事传说奇闻轶事⋯⋯⋯⋯⋯⋯⋯

四、前志补正⋯⋯⋯⋯⋯⋯⋯⋯⋯⋯⋯⋯

534

543

551

552

五、修志文选⋯⋯⋯⋯⋯⋯⋯⋯⋯⋯⋯⋯(555)

编后记⋯⋯⋯⋯⋯⋯⋯⋯⋯⋯⋯⋯⋯⋯⋯(559)

县志编纂机构、顾问及编纂人员⋯⋯⋯⋯(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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