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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东平县委书记朱永强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其经世致用的功能，在历代著述政论中颇多论及。“国

有史，邑有忠”“冶天r者以史为鉴，治都国者以志为鉴”，是为至理名言。

东平有着数千载的悠久历史，承戴着辉煌的现代文明。县志作为传承这种历史和文明的有

，放载体，得到历届县委、县政府的关心和支持。1989年酋部《东平县志》出版后，因其设计精

美，体例完备，内容#富，资料翔实等．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并荣获首届全国志书评比一等奖。

本幅县委、县政府III!呒IL-，把史．0_I=作列入《东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卜五规划*，写入

县政府【：作报告，将史志I：作放在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同等重要的高度一并考虑，在提出“团

结拼搏，奋力赶超，大干Ⅱ年建成经济强县”宏伟目标的同时，毅然作出了续修东平县志的决定。

本志的上限为1986年，F限为2003年。这·时期正是东平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步伐最大，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

的时期。把东平人民近二f．年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辉煌业绩用志书这一



东平县人民政府县长郭德文

形武客观、真实、系统、全面地记述和反映出来，是‘件有益当代、惠及千秋的宏图大，ik．也

是一件得民心，顺民意的“民心”工程。县史志办公室全体编纂人员币负县委、县政府重托，

经过近两年的精心编修．辛勤劳作，数易其稿，终于付梓出版，为东平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部《东平县志》，是本届县委、县政府向全县人民，向社会各界奉献的‘部权威性的县

情书和优秀的乡土教材，有着资政辅治、鉴往昭来的重要作用。希望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读好志，

用好志，为全县经济发展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是为序。

扣共东平县委书i已朱永强

东平县人民政腑县艮郭德文

='00五年十月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科学发展观，力求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

性的统。

二、本志上限为1986年，下迄2003年，是对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东平县志》的

续修。大事记和附录下延至2004年。少数事件闵事而异，上溯至事件开始。

三、采用现代语体文表述，述、记、志、传．照、表、录诸体并用。首设“概述”．次

设“大事记”，“附录”殿后，均不列编序号，志县为主，兼记乡镇，共设28编。有些编

冠以小序或简述。为反映地方特色，特设东平湖、腊山两编。为增强志书的可读性，配置

了随文图片，图文并茂。

四．本志人物编，几上部志书收录的人物．本志不再重复，部分历史人物补遗；人物

传略坚持“生不立传”原则，按卒年顺序排列(上部志书未收录的革命烈士除外)。人物简

介收录：正在或曾在东平担任县委书记、县人大主任、县长、县政协主席职务的领导干部，

按任职先后排列；东平籍正市(地)级以上领导干部，按生年顺序排列；正高级职称的专

业技术人员及县内著名企业法人和东平籍在海外工作的专家学者，按生年顺序排列；人物

表收录：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省以上党代表、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东平籍副地

(师)级领导干部。

五、机构、社会团体和会议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重复出现用简称，地名一般

使用现行标准名称。

六、本志资料来自部门，单位、志书。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统计资料，一般不注

明出处。

七，计量单位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九、本志除词}[成语、专门名称、习惯用语以及几分之JL4'的数字用汉字书写外，其

余均用阿拉伯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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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土地法制建设⋯⋯⋯⋯⋯⋯192 第四节农业示范园区建设⋯⋯⋯⋯．．214

第六章质量技术监督管理⋯⋯⋯⋯⋯1 93 第四章生态农业建设⋯⋯⋯⋯⋯⋯．214

第二节计量监督管理⋯⋯⋯⋯⋯⋯193
第三节质量监督管理⋯⋯⋯⋯⋯⋯194
第四节标准化管理⋯⋯⋯⋯⋯⋯．．194
第五节信息管理⋯⋯⋯⋯⋯⋯⋯．195
第六节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195

第七章工商行政管理⋯⋯⋯⋯⋯⋯．1 96

第一节机构⋯⋯⋯⋯⋯⋯⋯⋯．．196
第二节市场建设与管理⋯⋯⋯⋯⋯．196
第三节工商企业登记管理⋯⋯⋯⋯．．197

第二节农村能源综合利用⋯⋯⋯⋯．．214
第三节生态农业的创建与开发⋯⋯⋯．215

第四节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215
第五章种植业⋯⋯⋯⋯⋯⋯⋯⋯．215
第一节粮食作物⋯⋯⋯⋯⋯⋯⋯215
第二节经济作物⋯⋯⋯⋯⋯⋯⋯．218
第三节瓜菜作物⋯⋯⋯⋯⋯⋯⋯．219
第四节种植技术⋯⋯⋯⋯⋯⋯⋯．220
第五节 良种选育与引进⋯⋯⋯⋯⋯．22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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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223
植物保护⋯⋯⋯⋯⋯⋯⋯．224

农村经营管理⋯⋯⋯⋯⋯⋯．226
农村财务管理⋯⋯⋯⋯⋯⋯226
农村财务审计⋯⋯⋯⋯⋯⋯226

农村集体资产管理⋯⋯⋯⋯．．226
农村合作基金会⋯⋯⋯⋯⋯．227

林业⋯⋯⋯⋯⋯⋯⋯⋯⋯227
资源⋯⋯⋯⋯⋯⋯⋯⋯．．227
资源培育⋯⋯⋯⋯⋯⋯⋯．230
林业资源保护⋯⋯⋯⋯⋯⋯233
林业产业⋯⋯⋯⋯⋯⋯⋯．233
果树⋯⋯⋯⋯⋯⋯⋯⋯．．234
桑蚕⋯⋯⋯⋯⋯⋯⋯⋯．．236
林业改革与政策法规⋯⋯⋯⋯237

畜牧业⋯⋯⋯⋯⋯⋯⋯⋯．237
畜禽种类⋯⋯⋯⋯⋯⋯⋯．237
小尾寒羊鲁西黄牛基地建设⋯．239
畜牧科技与品种改良⋯⋯⋯⋯240
动物检疫监督⋯⋯⋯⋯⋯⋯240

疫病防治⋯⋯⋯⋯⋯⋯⋯．241
兽药经营与管理⋯⋯⋯⋯⋯．242
饲料生产经营与管理⋯⋯⋯⋯242

农业机械⋯⋯⋯⋯⋯⋯⋯．．243
农业机具⋯⋯⋯⋯⋯⋯⋯．243
农机管理⋯⋯⋯⋯⋯⋯⋯．245
农机维修和技术培训⋯⋯⋯⋯247
农机作业与经营⋯⋯⋯⋯⋯．248

第九编水利

机构⋯⋯⋯⋯⋯⋯⋯⋯⋯253
行政机构⋯⋯⋯⋯⋯⋯⋯．253
事业机构⋯⋯⋯⋯⋯⋯⋯．253

防汛抗旱排涝水文测报⋯．．253
防汛⋯⋯⋯⋯⋯⋯⋯⋯．．253
抗旱⋯⋯⋯⋯⋯⋯⋯⋯．．255
排涝⋯⋯⋯⋯⋯⋯⋯⋯．．256
水文测报⋯⋯⋯⋯⋯⋯⋯．256

水利灌溉⋯⋯⋯⋯⋯⋯⋯．．257
机井灌溉⋯⋯⋯⋯⋯⋯⋯．257
引湖灌溉⋯⋯⋯⋯⋯⋯⋯．258
引黄灌溉⋯⋯⋯⋯⋯⋯⋯．258

第四节引河灌溉⋯⋯⋯⋯⋯⋯⋯．259
第五节节水灌溉⋯⋯⋯⋯⋯⋯⋯．259
第六节其他灌溉⋯⋯⋯⋯⋯⋯⋯．259

第四章水土保持⋯⋯⋯⋯⋯⋯⋯．．260
第一节水土流失状况⋯⋯⋯⋯⋯⋯260
第二节水土流失治理⋯⋯⋯⋯⋯⋯260

第五章管理⋯⋯⋯⋯⋯⋯⋯⋯⋯261

第一节河湖堤防管理⋯⋯⋯⋯⋯⋯261
第二节黄河工程管理⋯⋯⋯⋯⋯⋯261
第三节排灌工程管理⋯⋯⋯⋯⋯⋯261

第六章水利执法⋯⋯⋯⋯⋯⋯⋯．．262
第一节执法队伍建设⋯⋯⋯⋯⋯⋯262
第二节行政执法⋯⋯⋯⋯⋯⋯⋯．262

第七章水利科技⋯⋯⋯⋯⋯⋯⋯．．262
第八章水利经济⋯⋯⋯⋯⋯⋯⋯．．263
第一节施工企业⋯⋯⋯⋯⋯⋯⋯．263
第二节经营效益⋯⋯⋯⋯⋯⋯⋯．263
第三节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263

第九章水利工程⋯⋯⋯⋯⋯⋯⋯．．264
第一节湖河堤坝加固⋯⋯⋯⋯⋯⋯264
第二节闸坝⋯⋯⋯⋯⋯⋯⋯⋯．．265
第三节戴村坝⋯⋯⋯⋯⋯⋯⋯⋯265
第四节桥梁渡漕⋯⋯⋯⋯⋯⋯⋯．266
第五节水库塘坝⋯⋯⋯⋯⋯⋯．．266
第六节机电排灌⋯⋯⋯⋯⋯⋯⋯．266
第七节人畜饮水⋯⋯⋯⋯⋯⋯⋯．269

第十编工业

第一章综述⋯⋯⋯⋯⋯⋯⋯⋯⋯273

第一节管理机构⋯⋯⋯⋯⋯⋯⋯．273
第二节发展概况⋯⋯⋯⋯⋯⋯⋯．273

第二章工业企业所有制形式⋯⋯⋯⋯．274
第一节全民所有制工业⋯⋯⋯⋯⋯．274
第二节集体所有制工业⋯⋯⋯⋯⋯．277
第三节三资企业⋯⋯⋯⋯⋯⋯⋯．279

第三章工业体制改革⋯⋯⋯⋯⋯⋯．280
第一节产权体制改革⋯⋯⋯⋯⋯⋯280
第二节经营体制改革⋯⋯⋯⋯⋯⋯281

第四章工业门类及主要企业⋯⋯⋯⋯．282
第一节电力⋯⋯⋯⋯⋯⋯⋯⋯．．282
第二节化工⋯⋯⋯⋯⋯⋯⋯⋯．．285
第三节机械⋯⋯⋯⋯⋯⋯⋯⋯．．286



H 录

第四节纺织⋯⋯⋯⋯⋯⋯⋯⋯．．287 第八节水上运输⋯⋯⋯⋯⋯⋯⋯．318
第五节建筑材料⋯⋯⋯⋯⋯⋯⋯．288 第九节码头⋯⋯⋯⋯⋯⋯⋯⋯．．318
第六节服装制鞋⋯⋯⋯⋯⋯⋯⋯．288 第十节浮桥⋯⋯⋯⋯⋯⋯⋯⋯．．319
第七节食品⋯⋯⋯⋯⋯⋯⋯⋯．．288 第二章邮政⋯⋯⋯⋯⋯⋯⋯⋯⋯319
第八节造纸印刷⋯⋯⋯⋯⋯⋯⋯．289 第一节邮路⋯⋯⋯⋯⋯⋯⋯⋯．．320
第九节家具装饰⋯⋯⋯⋯⋯⋯⋯．290 第二节邮政业务⋯⋯⋯⋯⋯⋯⋯．320
第十节工艺美术⋯⋯⋯⋯⋯⋯⋯．290 第三节投递⋯⋯⋯⋯⋯⋯⋯⋯．．322
第十一节煤炭⋯⋯⋯⋯⋯⋯⋯⋯291 第四节设施设备⋯⋯⋯⋯⋯⋯⋯．322

第五章生产经营⋯⋯⋯⋯⋯⋯⋯．．291 第三章电信⋯⋯⋯⋯⋯⋯⋯⋯⋯322
第一节速度与效益⋯⋯⋯⋯⋯⋯．．291 第一节电报⋯⋯⋯⋯⋯⋯⋯⋯．．323
第二节技术开发改造⋯⋯⋯⋯⋯⋯292 第二节市话⋯⋯⋯⋯⋯⋯⋯⋯．．323
第三节名优产品录⋯⋯⋯⋯⋯⋯．．294 第三节农话⋯⋯⋯⋯⋯⋯⋯⋯．．325

第四节长途电话⋯⋯⋯⋯⋯⋯⋯．326
第十一编 民营经济 乡镇企业 第五节移动通信⋯⋯⋯⋯⋯⋯⋯．326

第六节互联网⋯⋯⋯⋯⋯⋯⋯⋯327

第一章综述⋯⋯⋯⋯⋯⋯⋯⋯⋯297
第一节由来⋯⋯⋯⋯⋯⋯⋯⋯．．297 第十三编 商业贸易
第二节构成⋯⋯⋯⋯⋯⋯⋯⋯．．297
第三节效益⋯⋯⋯⋯⋯⋯⋯⋯．．297 第一章商业⋯⋯⋯⋯⋯⋯⋯⋯⋯331

第四节机构⋯⋯⋯⋯⋯⋯⋯⋯．．298 第一节体制改革⋯⋯⋯⋯⋯⋯⋯．331

第二章经济开发区⋯⋯⋯⋯⋯⋯⋯299 第二节商品购销⋯⋯⋯⋯⋯⋯⋯．331

第一节园区企业⋯⋯⋯⋯⋯⋯⋯．299 第三节商业网点⋯⋯⋯⋯⋯⋯⋯．332

第二节管理⋯⋯⋯⋯⋯⋯⋯⋯．．301 第四节四海商业城⋯⋯⋯⋯⋯⋯．．333

第三章特色村镇(乡)⋯⋯⋯⋯⋯⋯302 第五节饮食服务⋯⋯⋯⋯⋯⋯⋯．333

第一节特色乡镇⋯⋯⋯⋯⋯⋯⋯．302 第六节商办工业⋯⋯⋯⋯⋯⋯⋯．334

第二节特色专业村⋯⋯⋯⋯⋯⋯．．303 第二章供销合作社商业⋯⋯⋯⋯⋯．．335
第四章民营业户⋯⋯⋯⋯⋯⋯⋯．．304 第一节体制改革⋯⋯⋯⋯⋯⋯⋯．335

第一节民营工业户⋯⋯⋯⋯⋯⋯．．304 第二节农业生产资料经营⋯⋯⋯⋯．．335
第二节民营商业户⋯⋯⋯⋯⋯⋯．．304 第三节农副产品收购⋯⋯⋯⋯⋯⋯335

第五章乡镇企业⋯⋯⋯⋯⋯⋯⋯．．305 第四节百货土产 日用品经营⋯⋯．．335

第一节企业门类⋯⋯⋯⋯⋯⋯⋯．305 第五节棉花经营⋯⋯⋯⋯⋯⋯⋯．335

第二节企业改制⋯⋯⋯⋯⋯⋯⋯．308 第三章集市贸易和个体私营商业⋯⋯⋯336
第一节集市贸易⋯⋯⋯⋯⋯⋯⋯．336

第十二编 交通 邮电 第二节物资交流会⋯⋯⋯⋯⋯⋯．．337
第三节个体私营商业⋯⋯⋯⋯⋯⋯338

第一章交通⋯⋯⋯⋯⋯⋯⋯⋯⋯．311 第四章粮油贸易⋯⋯⋯⋯⋯⋯⋯．．339

第一节机构⋯⋯⋯⋯⋯⋯⋯⋯．．311 第一节体制改革⋯⋯⋯⋯⋯⋯⋯．339

第二节公路建设⋯⋯⋯⋯⋯⋯⋯．312 第二节收购⋯⋯⋯⋯⋯⋯⋯⋯．．339

第三节桥梁⋯⋯⋯⋯⋯⋯⋯⋯．．315 第三节销售⋯⋯⋯⋯⋯⋯⋯⋯．．340

第四节养护管理⋯⋯⋯⋯⋯⋯⋯．315 第四节仓储⋯⋯⋯⋯⋯⋯⋯⋯．．341

第五节路政管理⋯⋯⋯⋯⋯⋯⋯．316 第五节3nT_⋯⋯⋯⋯⋯⋯⋯⋯．．342

第六节规费征收⋯⋯⋯⋯⋯⋯⋯．316 第五章物资流通⋯⋯⋯⋯⋯⋯⋯．．343

第七节公路运输⋯⋯⋯⋯⋯⋯⋯．317 第一节体制改革⋯⋯⋯⋯⋯⋯⋯．34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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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⑤县志

第二节燃料供应⋯⋯⋯⋯⋯⋯⋯．345
第三节木材供应⋯⋯⋯⋯⋯⋯⋯．345
第四节机电设备⋯⋯⋯⋯⋯⋯⋯．346
第五节金属材料⋯⋯⋯⋯⋯⋯⋯．346
第六节化工轻工材料⋯⋯⋯⋯⋯⋯347
第七节建筑材料⋯⋯⋯⋯⋯⋯⋯．348

第六章石油经营⋯⋯⋯⋯⋯⋯⋯．．348
第一节管理体制⋯⋯⋯⋯⋯⋯⋯．348
第二节市场整顿安全管理⋯⋯⋯⋯348
第三节油库安全管理⋯⋯⋯⋯⋯⋯348

第七章药品经营⋯⋯⋯⋯⋯⋯⋯．．349
第一节体制改革⋯⋯⋯⋯⋯⋯⋯．349
第二节药品购销⋯⋯⋯⋯⋯⋯⋯．349

第八章烟草专营⋯⋯⋯⋯⋯⋯⋯．．350
第一节体制改革⋯⋯⋯⋯⋯⋯⋯．350
第二节行业管理⋯⋯⋯⋯⋯⋯⋯．351

第九章盐业经营⋯⋯⋯⋯⋯⋯⋯．．352
第一节机构沿革⋯⋯⋯⋯⋯⋯⋯．352
第二节购销量⋯⋯⋯⋯⋯⋯⋯⋯352
第三节网点建设⋯⋯⋯⋯⋯⋯⋯．352

第四节工业盐的管理⋯⋯⋯⋯⋯⋯353
第五节盐政管理⋯⋯⋯⋯⋯⋯⋯．353

第十章外经外贸⋯⋯⋯⋯⋯⋯⋯．．353
第一节机构改革⋯⋯⋯⋯⋯⋯⋯．353
第二节对外贸易⋯⋯⋯⋯⋯⋯⋯．354
第三节利用外资⋯⋯⋯⋯⋯⋯⋯．354
第四节对外经贸交流⋯⋯⋯⋯⋯⋯355

第十一章招商引资⋯⋯⋯⋯⋯⋯⋯355
第一节举措与实绩⋯⋯⋯⋯⋯⋯．355
第二节招商引资重点企业⋯⋯⋯⋯．．356

第十四编财政税务

第一章财政⋯⋯⋯⋯⋯⋯⋯⋯⋯359
第一节财政机构财政体制⋯⋯⋯⋯359
第二节财政收入⋯⋯⋯⋯⋯⋯⋯．360
第三节财政支出⋯⋯⋯⋯⋯⋯⋯．362
第四节财政管理⋯⋯⋯⋯⋯⋯⋯．366

第二章国有资产管理⋯⋯⋯⋯⋯⋯．368
第一节企业国有资产管理⋯⋯⋯⋯．．368
第二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369
第三节资产评估⋯⋯⋯⋯⋯⋯⋯．370

6 第四节清产核资和统计评价⋯⋯⋯⋯370

第三章国家税务⋯⋯⋯⋯⋯⋯⋯．．370
第一节机构改革⋯⋯⋯⋯⋯⋯⋯．370
第二节税种税率⋯⋯⋯⋯⋯⋯⋯．371
第三节税款征收⋯⋯⋯⋯⋯⋯⋯．371
第四节征收管理⋯⋯⋯⋯⋯⋯⋯．372
第五节税务稽查⋯⋯⋯⋯⋯⋯⋯．372

第四章地方税务⋯⋯⋯⋯⋯⋯⋯．．373
第一节体制改革⋯⋯⋯⋯⋯⋯⋯．373
第二节税种税率⋯⋯⋯⋯⋯⋯⋯．373
第三节税款征收⋯⋯⋯⋯⋯⋯⋯．374

第四节征收管理⋯⋯⋯⋯⋯⋯⋯．375
第五节地税收入及税源分析⋯⋯⋯⋯375
第六节税务稽查⋯⋯⋯⋯⋯⋯⋯．376

第十五编金融

第一章货币⋯⋯⋯⋯⋯⋯⋯⋯⋯379
第一节货币发行⋯⋯⋯⋯⋯⋯⋯．379
第二节货币流通⋯⋯⋯⋯⋯⋯⋯．381
第三节金银管理⋯⋯⋯⋯⋯⋯⋯．382
第四节反假人民币⋯⋯⋯⋯⋯⋯．．382

第二章存款⋯⋯⋯⋯⋯⋯⋯⋯⋯383
第一节企业存款⋯⋯⋯⋯⋯⋯⋯．383
第二节储蓄存款⋯⋯⋯⋯⋯⋯⋯．383
第三节农村存款⋯⋯⋯⋯⋯⋯⋯．383

第三章贷款⋯⋯⋯⋯⋯⋯⋯⋯⋯384
第四章资金管理⋯⋯⋯⋯⋯⋯⋯．．：387
第一节现金和工资资金管理⋯⋯⋯⋯387
第二节信贷资金管理⋯⋯⋯⋯⋯⋯388
第三节利率管理⋯⋯⋯⋯⋯⋯⋯．388
第四节外汇管理⋯⋯⋯⋯⋯⋯⋯．389

第五章保险⋯⋯⋯⋯⋯⋯⋯⋯⋯390
第一节财产保险⋯⋯⋯⋯⋯⋯⋯．390
第二节人寿保险⋯⋯⋯⋯⋯⋯⋯．391

第六章金融机构⋯⋯⋯⋯⋯⋯⋯．．391
第一节银行信用社机构⋯⋯⋯⋯．．391
第二节保险证券机构⋯⋯⋯⋯⋯⋯393

第十六编政党群团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东平县委员会⋯⋯⋯397
第一节机构设置⋯⋯⋯⋯⋯⋯⋯．397
第二节党员代表大会⋯⋯⋯⋯⋯⋯399



日 录

第三节重要会议及重大决策⋯⋯⋯⋯400
第四节组织工作⋯⋯⋯⋯⋯⋯⋯．402 第十八编 政 务

第五节宣传工作⋯⋯⋯⋯⋯⋯⋯．407
第六节统战工作⋯⋯⋯⋯⋯⋯⋯．409 第一章民政⋯⋯⋯⋯⋯⋯⋯⋯⋯463
第七节党校工作⋯⋯⋯⋯⋯⋯⋯．4ll 第一节机构⋯⋯⋯⋯⋯⋯⋯⋯．．463
第八节党史工作⋯⋯⋯⋯⋯⋯⋯．412 第二节村民居民自治⋯⋯⋯⋯⋯⋯463
第九节机关党的工作⋯⋯⋯⋯⋯⋯413 第三节优抚⋯⋯⋯⋯⋯⋯⋯⋯．．465

第二章中共东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414 第四节安置⋯⋯⋯⋯⋯⋯⋯⋯．．467
第一节组织机构及任职⋯⋯⋯⋯⋯．414 第五节救灾救济⋯⋯⋯⋯⋯⋯⋯．468
第二节党风廉政建设⋯⋯⋯⋯⋯⋯415 第六节社会福利⋯⋯⋯⋯⋯⋯⋯．468
第三节宣传教育⋯⋯⋯⋯⋯⋯⋯．416 第七节婚丧管理⋯⋯⋯⋯⋯⋯⋯．469
第四节调查研究⋯⋯⋯⋯⋯⋯⋯．417 第八节地名管理⋯⋯⋯⋯⋯⋯⋯．471
第五节信访举报⋯⋯⋯⋯⋯⋯⋯．417 第九节民间组织管理⋯⋯⋯⋯⋯⋯471
第六节案件检查⋯⋯⋯⋯⋯⋯⋯．417 第二章劳动和社会保障⋯⋯⋯⋯⋯．．473
第七节案件审理⋯⋯⋯⋯⋯⋯⋯．417 第一节劳动管理⋯⋯⋯⋯⋯⋯⋯．473

第三章群众团体⋯⋯⋯⋯⋯⋯⋯．．41 8 第二节劳动工资⋯⋯⋯⋯⋯⋯⋯．475
第一节工会⋯⋯⋯⋯⋯⋯⋯⋯．．418 第三节劳动服务⋯⋯⋯⋯⋯⋯⋯．476
第二节共产主义青年团⋯⋯⋯⋯⋯．419 第四节社会保障⋯⋯⋯⋯⋯⋯⋯．477
第三节妇女联合会⋯⋯⋯⋯⋯⋯．．423 第三章人事与编制⋯⋯⋯⋯⋯⋯⋯479
第四节科学技术协会⋯⋯⋯⋯⋯⋯425 第一节机构⋯⋯⋯⋯⋯⋯⋯⋯．．479
第五节工商联⋯⋯⋯⋯⋯⋯⋯⋯427 第二节编制管理⋯⋯⋯⋯⋯⋯⋯．479
第六节残疾人联合会⋯⋯⋯⋯⋯⋯428 第三节干部工作⋯⋯⋯⋯⋯⋯⋯．483

第四节工资福利⋯⋯⋯⋯⋯⋯⋯．485

第十七编 政权 政协 第五节机关岗位责任制⋯⋯⋯⋯⋯．486
第六节全方位目标管理⋯⋯⋯⋯⋯．486

l 第一章东平县人民代表大会⋯⋯⋯⋯．433 第七节国家公务员管理⋯⋯⋯⋯⋯．487
’ 第一节东平县人民代表会议⋯⋯⋯⋯433 第四章政府法制⋯⋯⋯⋯⋯⋯⋯．．487

第二节东平县人大常委会⋯⋯⋯⋯．．436 第一节规范性文件制发⋯⋯⋯⋯⋯．487

第三节乡(镇)人民代表大会⋯⋯⋯．442 第二节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487
第二章东平县人民政府⋯⋯⋯⋯⋯．．443 第三节行政复议应诉⋯⋯⋯⋯⋯⋯488
第一节机构设置与任职⋯⋯⋯⋯⋯．443 第四节行政执法监督检查⋯⋯⋯⋯．．488

第二节施政绩略⋯⋯⋯⋯⋯⋯⋯．445 第五章行政监察⋯⋯⋯⋯⋯⋯⋯．．488

第三节乡(镇)人民政府⋯⋯⋯⋯．．449 第一节案件检查与处理⋯⋯⋯⋯⋯．488

第三章政协东平县委员会⋯⋯⋯⋯⋯450 第二节廉政建设⋯⋯⋯⋯．．⋯⋯．．488

第一节机构设置及任职⋯⋯⋯⋯⋯．450 第六章信访⋯⋯⋯⋯⋯⋯⋯⋯⋯489

第二节政协会议⋯⋯⋯⋯⋯⋯⋯．451 第七章侨务外事⋯⋯⋯⋯⋯⋯⋯．．490

第三节建言献策⋯⋯⋯⋯⋯⋯⋯．454 第一节侨务⋯⋯⋯⋯⋯⋯⋯⋯．．490
第四节视察调研⋯⋯⋯⋯⋯⋯⋯．455 第二节外事⋯⋯⋯⋯⋯⋯⋯⋯．．490
第五节委员提案⋯⋯⋯⋯⋯⋯⋯．456

第六节文史资料⋯⋯⋯⋯“⋯⋯．．456 第十九编 政 法

第七节对外联谊⋯⋯⋯⋯⋯⋯⋯．457
第八节咨询服务⋯⋯⋯⋯⋯⋯⋯．458 第一章公安⋯⋯⋯⋯⋯⋯⋯⋯⋯493

第九节乡镇政协⋯⋯⋯⋯⋯⋯⋯．459 第一节机构⋯⋯⋯⋯⋯⋯⋯⋯．．49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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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县志
f1986～2003)

治安管理⋯⋯⋯⋯⋯⋯⋯．494
刑侦破案⋯⋯⋯⋯⋯⋯⋯．497
1 10报警服务⋯⋯⋯⋯⋯⋯498
户籍管理⋯⋯⋯⋯⋯⋯⋯．498

交通管理⋯⋯⋯⋯⋯⋯⋯．499
消防管理⋯⋯⋯⋯⋯⋯⋯．501
预审看守⋯⋯⋯⋯⋯⋯⋯．501

检察⋯⋯⋯⋯⋯⋯⋯⋯⋯502
检查机构与制度改革⋯⋯⋯⋯502

刑事检察⋯⋯⋯⋯⋯⋯⋯．503
反贪污贿赂⋯⋯⋯⋯⋯⋯．．504
渎职犯罪侦查⋯⋯⋯⋯⋯⋯504
监所检察⋯⋯⋯⋯⋯⋯⋯．505
民事行政检察⋯⋯⋯⋯⋯⋯505
控告申诉检察⋯⋯⋯⋯⋯⋯505
职务犯罪预防⋯⋯⋯⋯⋯⋯505

法院⋯⋯⋯⋯⋯⋯⋯⋯⋯506
机构⋯⋯⋯⋯⋯⋯⋯⋯．．506
刑事审判⋯⋯⋯⋯⋯⋯⋯．506

民商事审判⋯⋯⋯⋯⋯⋯．．507
行政审判⋯⋯⋯⋯⋯⋯⋯．508
立案信访⋯⋯⋯⋯⋯⋯．．509
审判监督⋯⋯⋯⋯⋯⋯⋯．509
执行工作⋯⋯⋯⋯⋯⋯⋯．510
司法警察⋯⋯⋯⋯⋯⋯⋯．511
司法鉴定⋯⋯⋯⋯⋯⋯⋯．511
审判方式改革⋯⋯⋯⋯⋯⋯511

节人民法庭⋯⋯⋯⋯⋯⋯．．511
司法行政⋯⋯⋯⋯⋯⋯⋯．．51 1

机构⋯⋯⋯⋯⋯⋯⋯⋯．．511
普法教育⋯⋯⋯⋯⋯⋯⋯．512
法学教育⋯⋯⋯⋯⋯⋯⋯．512

律师⋯⋯⋯⋯⋯⋯⋯⋯．．512
公证⋯⋯⋯⋯⋯⋯⋯⋯．．513

基层司法行政⋯⋯⋯⋯⋯⋯513
。148”服务⋯⋯⋯⋯⋯⋯．．514
法律援助⋯⋯⋯⋯⋯⋯⋯．514

第二十编军事

第一章机构⋯⋯⋯⋯⋯⋯⋯⋯⋯51 7

第一节东平县人民武装部⋯⋯⋯⋯．．517
8 第二节驻军⋯⋯⋯⋯⋯⋯⋯⋯．517

第二章兵役⋯⋯⋯⋯⋯⋯⋯⋯⋯51 7

第一节征兵⋯⋯⋯⋯⋯⋯⋯⋯．．517

第二节预备役⋯⋯⋯⋯⋯⋯⋯⋯518
第三章民兵⋯⋯⋯⋯⋯⋯⋯⋯⋯518
第一节组织建设⋯⋯⋯⋯⋯⋯⋯．518
第二节武器装备⋯⋯⋯⋯⋯⋯⋯．518
第三节军事训练⋯⋯⋯⋯⋯⋯⋯．519

第四章国防教育和动员⋯⋯⋯⋯⋯．．51 9

第一节国防教育⋯⋯⋯⋯⋯⋯⋯．519
第二节国防动员⋯⋯⋯⋯⋯⋯⋯．519

第五章拥政爱民⋯⋯⋯⋯⋯⋯⋯．．520
第一节参加地方建设⋯⋯⋯⋯⋯⋯520

第二节抢险救灾⋯⋯⋯⋯⋯⋯⋯．520
第三节扶贫帮困⋯⋯⋯⋯⋯⋯⋯．520

第二十一编教育

第一章基础教育⋯⋯⋯⋯⋯⋯⋯．．523
第一节幼儿教育⋯⋯⋯⋯⋯⋯⋯．523

第二节小学教育⋯⋯⋯⋯⋯⋯⋯．524
第三节初中教育⋯⋯⋯⋯⋯⋯⋯．524
第四节特殊教育⋯⋯⋯⋯⋯⋯⋯．525
第五节高中教育⋯⋯⋯⋯⋯⋯⋯．526
第六节重点中小学选介⋯⋯⋯⋯⋯．527
第七节民办教育⋯⋯⋯⋯⋯⋯⋯．530

第二章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532
第一节职业教育⋯⋯⋯⋯⋯⋯⋯．532
第二节技工教育⋯⋯⋯⋯⋯⋯⋯．533
第三节广播电视教育⋯⋯⋯⋯⋯⋯535
第四节函授教育与自学考试⋯⋯⋯⋯535

第三章教师⋯⋯⋯⋯⋯⋯⋯⋯⋯537
第一节教师队伍⋯⋯⋯⋯⋯⋯⋯．537

第二节教师培训⋯⋯⋯⋯⋯⋯⋯．537
第三节教师管理⋯⋯⋯⋯⋯⋯⋯．538

第四章教育行政⋯⋯⋯⋯⋯⋯⋯．．538
第一节学制课程⋯⋯⋯⋯⋯⋯⋯．538
第二节考试招生⋯⋯⋯⋯⋯⋯⋯．539
第三节教学研究⋯⋯⋯⋯⋯⋯⋯．539
第四节教育经费⋯⋯⋯⋯⋯⋯⋯．539
第五节教育设施⋯⋯⋯⋯⋯⋯⋯．540
第六节教育督导⋯⋯⋯⋯⋯⋯⋯．541
第七节校办企业⋯⋯⋯⋯⋯⋯⋯．542



【{ 录

第一节地震监测⋯⋯⋯⋯⋯⋯⋯．573

第二十二编 精神文明建设 第二节知识宣传⋯⋯⋯⋯⋯⋯⋯．573

第一章道德建设⋯⋯⋯⋯⋯⋯⋯．．545 第二十四编 文化 体育
第一节理想信念教育⋯⋯⋯⋯⋯⋯545
第二节“三德”教育⋯⋯⋯⋯⋯⋯．545 第一章文化艺术⋯⋯⋯⋯⋯⋯⋯．．577

第二章文明创建活动⋯⋯⋯⋯⋯⋯．546 第一节群众文化事业⋯⋯⋯⋯⋯⋯577
第一节移风易俗改造社会⋯⋯⋯⋯546 第二节文艺创作⋯⋯⋯⋯⋯⋯⋯．579
第二节创建文明城市⋯⋯⋯⋯⋯⋯546 第三节民间文艺⋯⋯⋯⋯⋯⋯⋯．585
第三节创建文明村镇⋯⋯⋯⋯⋯⋯547 第四节民间文学⋯⋯⋯⋯⋯⋯⋯．585
第四节创建文明行业⋯⋯⋯⋯⋯⋯547 第五节文化市场新闻出版管理⋯⋯．．590
第五节创建文明单位⋯⋯⋯⋯⋯⋯548 第二章广播电视⋯⋯⋯⋯⋯⋯⋯．．591
第六节争当文明标兵⋯⋯⋯⋯⋯⋯549 第一节管理机构⋯⋯⋯⋯⋯⋯⋯．591
第七节文明诚信⋯⋯⋯⋯⋯⋯⋯．549 第二节广播⋯⋯⋯⋯⋯⋯⋯⋯．．591

第三章文明新风⋯⋯⋯⋯⋯⋯⋯．．552 第三节电视⋯⋯⋯⋯⋯⋯⋯⋯．．591
第一节见义勇为⋯⋯⋯⋯⋯⋯⋯．552 第三章史志档案⋯⋯⋯⋯⋯⋯⋯592
第二节捐资助学⋯⋯⋯⋯⋯⋯⋯．553 第一节史志⋯⋯⋯⋯⋯⋯⋯⋯．．592
第三节扶贫帮困⋯⋯⋯⋯⋯⋯⋯．553 第二节档案⋯⋯⋯⋯⋯⋯⋯⋯．．593
第四节救灾捐助⋯⋯⋯⋯⋯⋯⋯．553 第四章文物名胜⋯⋯⋯⋯⋯⋯⋯595

第四章文明建设管理⋯⋯⋯⋯⋯⋯．554 第一节文物古迹⋯⋯⋯⋯⋯⋯⋯．595
第一节领导机制⋯⋯⋯⋯⋯⋯⋯．554 第二节文物保护⋯⋯⋯⋯⋯⋯⋯．603
第二节工作机制⋯⋯⋯⋯⋯⋯⋯．554 第三节名胜⋯⋯⋯⋯⋯⋯⋯⋯．．606

第五章体育⋯⋯⋯⋯⋯⋯⋯⋯⋯607
第二十三编 科学技术 第一节体育队伍⋯⋯⋯⋯⋯⋯⋯．607

第二节学校体育⋯⋯⋯⋯⋯⋯⋯．607

l 第一章机构队伍⋯⋯⋯⋯⋯⋯⋯．．557 第三节群众体育⋯⋯⋯⋯⋯⋯⋯．608
7 第一节管理机构⋯⋯⋯⋯⋯⋯⋯．557 第四节体育设施与经费⋯⋯⋯⋯⋯．609

第二节专业技术队伍⋯⋯⋯⋯⋯⋯557 第五节人才输送与体育竞赛⋯⋯⋯⋯609
第三节群众性科技队伍⋯⋯⋯⋯⋯．560

第四节选聘科技副职⋯⋯⋯⋯⋯⋯561 第二十五编 医药 卫生

第二章科技管理⋯⋯⋯⋯⋯⋯⋯．．561
第一节科技规划管理⋯⋯⋯⋯⋯⋯561 第一章机构⋯⋯⋯⋯⋯⋯⋯⋯⋯61 3

第二节科技成果管理⋯⋯⋯⋯⋯⋯565 第一节行政机构⋯⋯⋯⋯⋯⋯⋯．613
第三节知识产权管理⋯⋯⋯⋯⋯⋯567 第二节预防保健机构⋯⋯⋯⋯⋯⋯613
第四节技术市场管理⋯⋯⋯⋯⋯⋯570 第三节医疗机构⋯⋯⋯⋯⋯⋯⋯．614

第三章气象⋯⋯⋯⋯⋯⋯⋯⋯⋯570 第四节药品监督管理机构⋯⋯⋯⋯．．616
第一节气象测报⋯⋯⋯⋯⋯⋯⋯．570 第二章预防保健⋯⋯⋯⋯⋯⋯⋯．．616
第二节气象服务⋯⋯⋯⋯⋯⋯⋯．571 第一节预防接种⋯⋯⋯⋯⋯⋯⋯．616
第三节防雷防雹增雨减灾⋯⋯⋯⋯571 第二节妇幼保健⋯⋯⋯⋯⋯⋯⋯．617
第四节气象科研⋯⋯⋯⋯⋯⋯⋯．572 第三节地方病防治⋯⋯⋯⋯⋯⋯．．617

第五节管理机构⋯⋯⋯⋯⋯⋯⋯．572 第四节传染病防治⋯⋯⋯⋯⋯⋯．．618
第六节设施建设⋯⋯⋯⋯⋯⋯⋯．572 第三章医疗⋯⋯⋯⋯⋯⋯⋯⋯⋯61 9

第四章防震减灾⋯⋯⋯⋯⋯⋯⋯．．573 第一节中医⋯⋯⋯⋯⋯⋯⋯⋯．．61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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