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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一、历届顾问(1 984～2006)

杨兴周沈正书杨正祥岑化虎李富昌

二、历届编委 ，

第一届(1984·4—1990·1 1)

主任胡泰昌温泰祥王志雄

副主任沈永辉

委员谢连祥周惠宗杨寿勋

第二届(1990·11—2000·5)

主任柳开明米东生何坤

副主任王保生

委员胡泰昌温泰祥高世荣

杨寿勋马晋伟李贵皆

第三届(2000·5～2001·5)

主任张庆涛

副主任李长金王云峰沐德智

委员李长宏黎学清张之明

第四届(2001·5～2003·10)

主任张庆涛

副主任李永忠王文方沐德智

委员刘德安李震江张之明

第五届(2003·10．2006·1)

主任李长金

副主任李永忠刘德安王文方

委员李加禄李学兴李震江

周崇明

龙兴学杨嘉勋李贵皆

王云平李朝伟孙家贤魏九生马世贤

善心富马晋伟杨本聪李贵良

杨春锦善心富杨本聪李贵良 田站宏

沐德智

王洪生杨朝平田站宏杨本聪苏占雄

第六届(2006·1～ )

主任李长金

副主任李永忠刘德安 吕培生沐德智

委员李加禄李学兴李震江杨朝平王洪生田站宏杨本聪苏占雄

三、业务指导

钱成润李一是李成鼎梁耀武李亚平刘仕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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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

副主编

编 辑

索 引

英文目录

封面设计

编 务

沐德智

矣德忠

徐永兴

李亚平

马建平

沐德智

柳长贵

《易门县志》编纂职名

范元兴孙银龙

柳万云朱以信姜学舜刘永福杨增祥李贵皆

王坚洒福林

易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人员

在职人员

返聘人员

李贵皆

王坚

徐永兴

(按到职先后顺序排列)

沐德智柳长贵洒福林范元兴孙银龙矣德忠

柳万云朱以信姜学舜刘永福杨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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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易门县委书记李富昌

荔，{曹盏盒曩粪窨鑫茬李长金易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3¨亚

在全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六大及

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际，

新编《易门县志》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易门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的新成果，也是进入2l

世纪献给全县各族人民的一份厚礼。

众所周知，“太平编史，盛世修志”历来堪称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随中华文明继往开来，从不

断章。我们汲取中华文明之营养，承民族之传统，把编修地方志视为时代前进的需要和历史赋予我们的责

任来工作。如今，作为一方之全史的《易门县志》编纂出版，不仅是易门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文化建设工

程，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倍受全县人民关注的德政工程和民心工程。在此，对《易门县志》的成功

编纂出版深表庆贺!

古人云：“史如日月，志乘为灯。”又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镜，治郡国者，以志为镜。”概而言之，

史志的功用在于“资政、教化、存史”。历史上，新官、谏官、巡视官直至钦差，初到地方，下属都要

“以志呈阅”。清《吏治悬镜》上载，新官上任要奉行三十二项“莅任初规”，其中第三项为“览志书”。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建国后的和平建设时期，每到一地，第一件事就是

借读志书。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针对中央红军取得节节胜利是这样解释的：“打仗胜败在知情势。这情势

就是一个地方的山川气候、特产资源、风俗民情等等特点，只有把握好情势，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同

志还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现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变革日新月异、全面深刻，

没有丰富知识的领导和干部都将落伍于时代。我们正在建设惠及17万人民的小康社会，机遇与挑战并存，

优势与困难同在，要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风物掌故、风土人情以

及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的实际情况，治县良策绝不可能凭空产生。我们编史修志、读史用史，从

中获取丰富的知识和力量源泉，才能为地方、为国家、为民族的振兴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华民族的伟大，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就在于以编史修志不断记载自己创造的历史。不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不重蹈覆辙，不

断与时俱进。“人事有代谢，往事越古今”，使易门历史成为先进文化的一部分，使《易门县志》发挥其

“存史、资政、教化”的功用，促进易门的“三个文明”及“全面小康社会建设”，造福易门人民，这就是

我们编修《易门县志》的目的和归宿。

《易门县志》的编纂出版是坚持不懈努力奋斗的结果。1984年4月，易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成立，开始搜集资料和初步探索县志的编修工作，后因多方原因停滞，丧失了与全省同步的时机。1999

年，为扭转被动局面，县委政府下决心全面启动并加快县志编纂等地方志工作，遵循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关于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修社会主义新地方志的要求，加强领导，终于使《易门县志》的编

纂走上了科学、扎实、快速的轨道。1999年以来，县政府三次调整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成人员，四次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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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门县志

开全县修志工作会议，历任书记、县长都有力地领导了此项工作，使我县呈现了名副其实的盛世修志的大

好局面。经县志办及全体编纂人员的科学攻坚和艰辛努力，《易门县志》终于脱颖而出，作为一份宝贵的

“精神食粮”和“文化大餐”奉献给全县各族人民。

编修《易门县志》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全县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以及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等各个领域，事关全县机关、事业、企业和所有驻易单位，非众手而难以成书。全县多数单位按

要求组织提供了县志所需资料，一些单位趁势编修了自己的行业部门志，这是值得肯定的。我们希望全县

未修志出书的单位领导见贤思齐，克服困难，迎头赶上，不欠“历史”的帐；从事史志编纂工作辛苦、条

件艰苦，处于“冷线”部门，但任务光荣而艰巨，事业现实而长远，要始终以凸现历史、服务现实为己

任，以科学、严谨、求实、奉献的精神稳步推进史志事业，守清贫、耐寂寞、多进取、再跨越，为建立我

县完整、系统的历史资料信息库目标而继续努力奋斗；希望县志工程完成以后，继续为全县干部和群众在

学史、知史、用史，用好这部“辅治之书”，为促进易门文明进步作出更多贡献。

最后，向县志办及参加《易门县志》编纂的各位同志，向所有关心关注、理解和支持帮助易门史志事

业的各界人士、朋友们说一句：你们辛苦了!你们的心血、汗水和智慧所浇开的美丽花朵将永远盛开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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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中共易门县委原书记岑化虎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求实存真，教化资治。新编《易门县志》的出版发行，是易门各族人民政治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易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是易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丰硕

成果。

易门古为梁州地，西汉元封二年(前109)置县。元至元四年(1267)设演门千户所，至元十二年

(1275)改称易门县。易门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形成了自己的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

继承了中华民族独有的编修地方志的优秀文化传统。易门历史上曾多次修志。据清乾隆《易门县志》凡例

称：“旧志创自前明欧公常，至康熙五十九年又复纂修，俱系抄本。”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邑进士董良

材纂修《易门县志》共十二卷。清道光十八年(1838)易门知县李德生“倡率邑人士修纂，书未成而擢

去，留有草稿”。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易门知县严廷钰在李志草稿上大为扩充，纂成《续修易门县志》

流传至今。民国年间亦有修志之举，但无力完成，仅存零星残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等老一

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大力提倡关心重视地方志的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实

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拨乱反正。遵照中央和省有关指示精神，易门县成

立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办公室，开始探索社会主义新方志及县志的编修工作。1999年以后，按照江泽

民关于“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

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代的千秋大业”的指示，县委、政府加强对县志编修工作的领导，攻坚

克难，加快县志编修步伐，使县志成为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综合性大型历史文献，成为服务当代、有益

后世的资治之卷，辅政之书。

纵观历史，社会政治稳定、清明是文化建设和编修史志最为重要的条件，因此便形成了盛世修志

的历史总结。透过这种智慧的总结，我们看到，盛世修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时代前进的需

要。在以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特征的伟大时代，新编《易门县志》坚持贯通古今、详今略

古、实事求是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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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编纂。新编《易门县志》反映了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民族

特色，基本达到“门类齐全，重点突出，资料翔实，结构科学，体例完备，特点鲜明，文风端正”的

要求。为此，新编《易门县志》无疑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科学完整的历史资

料，为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提供了一部翔实的、真实可信的县情资料，对研究制定易门经济

和社会发展有借鉴作用。二是县志着重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易门所取

得的全面成就和基本经验，相信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定能从县志中总结有益的经验和汲取失败的教训。

三是县志较完整全面地记述了易门的自然、地理、社会历史与现状和民情风俗等，是一部激发全县各

族人民认识易门、热爱易门并肩负起建设和发展易门历史重任、为现实服务较好的乡土教材，为建设

～个崭新的易门而努力奋斗。

编纂县志，是一件浩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程。我们的先辈，《续修易门县志》总纂者易门知县

3



易门县志

严廷珏，深知志书的资政作用，为官一任修志用志。在编写中“殚精竭虑”，离任后又捐资锓版，实属

难能可贵。而今新编《易门县志》的出版问世，这不仅是全县各级党政领导、各行各业关心支持的结

果，并且是全体志书编纂人员艰苦、辛苦、清苦、默默无闻和无私奉献的结果，是集体奋斗和智慧的

结晶。值此新编《易门县志》出版发行之际，特向省、市史志界的领导、专家和朋友们一并致以诚挚

的谢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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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萎I、显嘉会磊翥翼嚣嘉茬李永忠易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卜岫’

百年修志，知往鉴来；今古巨变，永载史册。当代历史文化建设的核心工程、建国以来易门县第一部

社会主义新方志，易门县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自清道光以来第一部综合性大型地方历史文献——《易门县

志》，历经6年完成编纂出版了。对此，深表祝贺与敬意。

知史明志当倍加学习奋进。作为一名学过历史专业的干部，又是《易门县志》编修工程的协调人和热

心者，我对史志有感情、有缘分和责任。自己深知学习理论、研究历史对于把握现实的重要性，深知修志

用志与“存史、资治、教化”的巨大社会功用，深知史志工作者完成这一庞大系统工程的艰辛，因而，总

在自觉夯实思想基础，强化工作责任，始终保持工作热情，企盼县志的出版与成功。

编纂地方志是国人独特的优良文化传统。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统治者均把修志提到长治久安的高度，此乃地方志常盛不

衰的重要原因之所在。志书以其“资治、教化、存史”之功能，伴民族、随历史、世相济、连绵不断，成

为弘扬民族精神和地域文化的主旋律，成为世界书林的“常青树”。

明代，易门始修县志，因社会变迁资料大都散佚。清乾隆年间邑进士董良材编修《易门县志》十二

卷，道光年间易门知县严廷珏主持编纂《续修易门县志》十四卷，为易门留下宝贵历史文化遗产。清朝后

期和民国时期中断修志，致使资料匮乏，存有局限，实为憾事。进入新世纪纂修《易门县志》，时间虽不

能与全省同步，但可博采众家之长，汲取宝贵经验，编修好县志。

易门历史悠久，民风淳朴，地灵人杰，山河秀美，物阜人熙，素有“滇中宝地”之称。十街脚家店发

掘出侏罗纪恐龙化石，是继禄丰恐龙化石之后的又一杰出贡献；汉、唐兴建的静乐庵堪称佛教圣地；县城

西边的大龙泉，为县内八景之首，有“滇西第一名胜”之美誉，现已建成闻名遐迩的国家森林公园。易门

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反抗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先辈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1926

年，中共云南省临委领导易门开展革命斗争，1928年春建立中共易门支部，1929年建立中共易门县委；

1936—1937年，易门籍的陈世昌，奉省临委派遣，组织“楚、易、双、峨”游击大队，开展“打富济贫”、

“杀官安民”的武装斗争；1948年，孙兰英、赵小峰等先烈为易门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及党长

期领导人民革命和奋斗牺牲，使易门县光荣的成为云南省革命老区县。易门自然资源得天独厚。有全国闻

名的铜矿；铁矿储量在2 400万吨以上，以含硫、含磷量少而倍受厂家亲睐；瓷土矿储量在100万吨以上，

且能露天开采；2000年全县森林覆盖率达55．6％；水力资源蕴藏量144．883千瓦，可建7个梯级发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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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门县志

此外，易门还具有离省城较近的区位优势、四通八达的交通和一定潜力的旅游资源，有深受游客和群众喜

食的山珍菌类及色鲜味美的易门豆豉等土特产。

盛世修志，势在必行；用志资治，大有可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地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先进文化的德政工程，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

的千秋大业。它对我们研究历史、认识现状、借鉴得失、指导工作大有裨益，特别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

祖国、爱家乡的教育提供了一部生动的乡土教材，也为国内外人士认识和了解易门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

必将为易门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建设步伐产生深远影响。

实心做事，只为热爱；和谐美好，全凭努力。易门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我并非易门人，在此地工作

的时间也不长，但我热爱易门。我坚信，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上，按“三个

代表”要求，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方针不动摇，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不动摇，努力发展经

济、繁荣文化、创建平安富裕的和谐社会，易门是大有希望的，易门将会发展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好。

编写卷帙浩繁的县志官书，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专家修志、众手成书”的原则至关重要。其

次，思想明确、思路清晰、思考周密、科学规划、人员素质作风过硬、善于合作攻坚也是质量和成功的关

键。1999。2005年，在县委、政府领导下，县志办组织精兵强将纂修县志，广泛搜集资料，节假不休，不

避寒暑，孜孜不倦，伏案笔耕，连续作战，反复修改，精益求精，完成宏篇巨著。再者，从资料搜集、拟

订篇目、总纂合成、审查修改到编印成书，均得到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有关专

家、学者还不断地给予热情帮助、指导，这些都值得汲取与珍视。我有幸分管史志工作，深知修志资治的

重要和修志工程的浩大与艰巨。从事修志的同志为之倾注心血，奉献智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借作序之

机，再次表示真诚的谢意。同时向社会各界人士推荐此书，《易门县志》一册在手，无沦专家学者、领导、

干部、群众及外来投资者，你所关注的信息必将开卷有益，助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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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易门县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力求体现地方性、历

史性、全面性和综合性。

二、本志严格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进行编修，贯彻存真求实的方

针，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以达到“资治、教化、存史”的目的，为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三、本志按照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述内容重点放在当代，突出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和改革

创新特色。

四、本志断限上起有资料记载的事物，下迄2000年(其中，个别内容根据需要略有延伸)。记述地域

范围以本县现行辖区为限、适当考虑历史辖区范围。

五、本志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规定的基本体例，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体裁，以

志为主，各志以类系事，横排竖写，按先自然后社会的顺序平列。概述、大事记置前，不列入志的序列。

六、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入志人物以对本县社会历史有较大影响者为主，尽可能体现全面性、

广泛性，使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人志人物只记事迹，不作评述，不区别人物类别，以卒年为序排列。

七、行文方法：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其余除引文外，

均用语体文记述，但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八、纪年书写：中华民国前用汉字记朝代纪年，括号内注公历纪年。民国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加注公历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历纪年。行文中出现的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等，均指20世纪。

政区及机关名称，均按当时称谓记述。地名，以《易门县地名志》为准。

九、本志数字、标点符号书写严格遵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有关部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规定》、《标点符号用法》执行，所记货币及度、量、衡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等

规定执行，个别计量单位按历史习惯用法。

十、全志资料大部分来自省、市县档案馆、图书馆、县属各部门编写的志稿、历代编修的县志和文献

史料，亦有部分系走访知情人的口碑资料，但不注明出处。

十一、本志为节省篇幅，记述中尽量采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建

立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铜厂、浦贝、十街彝族乡均简称为铜厂乡、浦贝乡、十街乡；县属机关、企

事业单位，除首次出现使用全称外，一般采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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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事业单位⋯⋯⋯⋯⋯⋯⋯⋯⋯

烟草志

第一章烤烟生产⋯⋯⋯⋯⋯⋯⋯⋯⋯⋯⋯

第一节种植区域⋯⋯⋯⋯⋯⋯⋯⋯⋯

第二节栽培管理⋯⋯⋯⋯⋯⋯⋯⋯⋯

第三节病虫害防治⋯⋯⋯⋯⋯⋯⋯⋯

第四节烟叶采烤⋯⋯⋯⋯⋯⋯⋯⋯⋯

第二章经营⋯⋯⋯⋯⋯⋯⋯⋯⋯⋯⋯⋯

第一节烟叶收购⋯⋯⋯⋯⋯⋯⋯⋯⋯

第二节卷烟销售⋯⋯⋯⋯⋯⋯⋯⋯⋯

第三节经济效益⋯⋯⋯·8 0,·o
o⋯⋯⋯⋯

第三章专卖⋯⋯⋯⋯⋯⋯⋯⋯⋯⋯⋯⋯

第一节烟叶管理⋯⋯⋯⋯⋯⋯⋯⋯⋯

第二节卷烟市场管理⋯⋯⋯⋯⋯⋯⋯

第四章机构⋯⋯⋯⋯⋯⋯⋯⋯⋯⋯⋯⋯

第一节烟草公司⋯⋯⋯⋯⋯⋯⋯⋯⋯

第二节烟草专卖局⋯⋯⋯⋯⋯⋯⋯⋯

林业志

第一节病虫害防治⋯⋯⋯⋯⋯⋯⋯⋯

第二节森林防火⋯⋯⋯⋯⋯⋯⋯⋯⋯

第三节封山育林⋯⋯⋯⋯⋯⋯⋯⋯⋯

第四章林政管理⋯⋯⋯⋯⋯⋯⋯⋯⋯⋯⋯

第一节山林权属⋯⋯⋯⋯⋯⋯⋯⋯⋯

第二节林木管理⋯⋯⋯⋯⋯⋯⋯⋯⋯

第三节林政纠纷调处⋯⋯⋯⋯⋯⋯⋯

第五章森林利用⋯⋯⋯⋯⋯⋯⋯⋯⋯⋯⋯

第一节采伐⋯⋯⋯⋯⋯⋯⋯⋯⋯⋯

第二节运输⋯⋯⋯⋯⋯⋯⋯⋯⋯⋯

第三节木材经营⋯⋯⋯⋯⋯⋯⋯⋯⋯

第六章机构⋯⋯⋯⋯⋯⋯⋯⋯⋯⋯⋯⋯

第一节行政机构⋯⋯⋯⋯⋯⋯⋯⋯⋯

第二节企事业单位⋯⋯⋯⋯⋯⋯⋯⋯

第一章水

第一节

7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电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章水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四章机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一章资源与区划⋯⋯⋯⋯⋯⋯⋯⋯⋯⋯(246)

第一节林地林种⋯⋯⋯⋯⋯⋯⋯⋯(246) 第一章体

第二节主要树种⋯⋯⋯⋯⋯⋯⋯⋯⋯(249) 第一节

第三节古树名木⋯⋯⋯⋯⋯⋯⋯⋯⋯(250) 第二节

第四节林业区划⋯⋯⋯⋯⋯⋯⋯⋯⋯(250) 第三节

第二章植树造林⋯⋯⋯⋯⋯⋯⋯⋯⋯⋯⋯(252) 第四节

第一节采种育苗引进⋯⋯⋯⋯⋯(252) 第五节

第二节城乡植树造林⋯⋯⋯⋯⋯⋯⋯(253) 第二章行

第三章森林保护⋯⋯⋯⋯⋯⋯⋯⋯⋯⋯⋯(255) 第一节

水利电力志

利⋯⋯⋯⋯⋯⋯⋯⋯⋯⋯⋯⋯

设施⋯⋯⋯⋯⋯⋯⋯⋯⋯⋯

治理⋯⋯⋯⋯⋯⋯⋯⋯⋯⋯

管理⋯⋯⋯⋯⋯⋯⋯⋯⋯⋯

力⋯⋯⋯⋯⋯⋯⋯⋯⋯⋯⋯⋯

电站⋯⋯⋯⋯⋯⋯⋯⋯⋯⋯

电 网⋯⋯⋯⋯⋯⋯⋯⋯⋯⋯

变电站⋯⋯⋯⋯⋯⋯⋯⋯⋯⋯

用电管理⋯⋯⋯⋯⋯⋯⋯⋯⋯

产⋯⋯⋯⋯⋯⋯⋯⋯⋯⋯⋯⋯

渔业⋯⋯⋯⋯⋯⋯⋯⋯⋯⋯

渔政⋯⋯⋯⋯⋯⋯⋯⋯⋯⋯

构⋯⋯⋯⋯⋯⋯⋯⋯⋯⋯⋯⋯

行政机构⋯⋯⋯⋯⋯⋯⋯⋯⋯

事业单位⋯⋯⋯⋯⋯⋯⋯⋯⋯

企业单位⋯⋯⋯⋯⋯⋯⋯⋯⋯

乡镇企业志

制⋯⋯⋯⋯⋯⋯⋯⋯⋯⋯⋯⋯

乡(镇)企业⋯⋯⋯⋯⋯⋯⋯

村社企业⋯⋯⋯⋯⋯⋯⋯⋯⋯

个体私营企业⋯⋯⋯⋯⋯⋯⋯

联营企业⋯⋯⋯⋯⋯⋯⋯⋯⋯

直属企业⋯⋯⋯⋯⋯⋯⋯⋯⋯

业⋯⋯⋯⋯⋯⋯⋯⋯⋯⋯⋯⋯

农业⋯⋯⋯⋯⋯⋯⋯⋯⋯⋯

5

6

7

8

8

9

0

O

0

1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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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门县志

第二节工业⋯⋯⋯⋯⋯⋯⋯⋯⋯⋯(288)

第三节建筑业⋯⋯⋯⋯⋯⋯⋯⋯⋯⋯(289)

第四节运输业⋯⋯⋯⋯⋯⋯⋯⋯⋯⋯(289)

第五节商饮服务业⋯⋯⋯⋯⋯⋯⋯⋯(289)

第三章管理⋯⋯⋯⋯⋯⋯⋯⋯⋯⋯⋯⋯(291)

第一节计划管理⋯⋯⋯⋯⋯⋯⋯⋯⋯(291)

第二节生产管理⋯⋯⋯⋯⋯⋯⋯⋯⋯(292)

第三节财务管理⋯⋯⋯⋯⋯⋯⋯⋯⋯(292)

第四节质量管理⋯⋯⋯⋯⋯⋯⋯⋯⋯(294)

第五节技术管理⋯⋯⋯⋯⋯⋯⋯⋯⋯(295)

第六节安全管理⋯⋯⋯⋯⋯⋯⋯⋯⋯(296)

第四章机构⋯⋯⋯⋯⋯⋯⋯⋯⋯⋯⋯⋯(297)

第一节县级管理机构⋯⋯⋯⋯⋯⋯⋯(297)

第二节乡(镇)管理机构⋯⋯⋯⋯⋯(298)

工业志

第一章矿冶⋯⋯⋯⋯⋯⋯⋯⋯⋯⋯⋯⋯

第一节采矿⋯⋯⋯⋯⋯⋯⋯⋯⋯⋯

第二节冶铁⋯⋯⋯⋯⋯⋯⋯⋯⋯⋯

第二章陶瓷⋯⋯⋯⋯⋯⋯⋯⋯⋯⋯⋯⋯

第一节土陶⋯⋯⋯⋯⋯⋯⋯⋯⋯⋯

第二节瓷器⋯⋯⋯⋯⋯⋯⋯⋯⋯⋯

第三章建材⋯⋯⋯⋯⋯⋯⋯⋯⋯⋯⋯⋯

第一节砖瓦⋯⋯⋯⋯⋯⋯⋯⋯⋯⋯

第二节水泥⋯⋯⋯⋯⋯⋯⋯⋯⋯⋯

第三节花岗石板材⋯⋯⋯⋯⋯⋯⋯⋯

第四节钢材⋯⋯⋯⋯⋯⋯⋯⋯⋯⋯

第五节瓷质墙地砖⋯⋯⋯⋯⋯⋯⋯⋯

第四章粮油Jj口-r⋯⋯⋯⋯⋯⋯⋯⋯⋯⋯⋯

第一节粮食加工⋯⋯⋯⋯⋯⋯⋯⋯⋯

第二节油料加工⋯⋯⋯⋯⋯⋯⋯⋯⋯

第三节饲料加工⋯⋯⋯⋯⋯⋯⋯⋯⋯

第四节副食品加工⋯⋯⋯⋯⋯⋯⋯⋯

第五章其他⋯⋯⋯⋯⋯⋯⋯⋯⋯⋯⋯⋯

第一节纸印⋯⋯⋯⋯⋯⋯⋯⋯⋯⋯

第二节糖酒⋯⋯⋯⋯⋯⋯⋯⋯⋯⋯

第三节农机具修造⋯⋯⋯⋯⋯⋯⋯⋯

第四节化肥生产⋯⋯⋯⋯⋯⋯⋯⋯⋯

第五节服装生产⋯⋯⋯⋯⋯⋯⋯⋯⋯

第六节木竹具加工⋯⋯⋯⋯⋯⋯⋯⋯

第六章机构⋯⋯⋯⋯⋯⋯⋯⋯⋯⋯⋯⋯

第一节行政机构⋯⋯⋯⋯⋯⋯⋯⋯⋯

4

第二节国合工业企业⋯⋯⋯⋯⋯⋯⋯(313)

铜业志

第一章矿山⋯⋯⋯⋯⋯⋯⋯⋯⋯⋯⋯⋯(316)

第一节矿区⋯⋯⋯⋯⋯⋯⋯⋯⋯⋯(316)

第二节铜矿资源⋯⋯⋯⋯⋯⋯⋯⋯⋯(316)

第三节设计建设⋯⋯⋯⋯⋯⋯⋯⋯(317)

第二章生产⋯⋯⋯⋯⋯⋯⋯⋯⋯⋯⋯⋯(317)

第一节采选⋯⋯⋯⋯⋯⋯⋯⋯⋯⋯(317)

第二节冶炼⋯⋯⋯⋯⋯⋯⋯⋯⋯⋯(320)

第三章经营⋯⋯⋯⋯⋯⋯⋯⋯⋯⋯⋯⋯(321)

第一节官管民营⋯⋯⋯⋯⋯⋯⋯⋯⋯(321)

第二节国营⋯⋯⋯⋯⋯⋯⋯⋯⋯⋯(322)

第三节联营⋯⋯⋯⋯⋯⋯⋯⋯⋯⋯(328)

交通志

第一章设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运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章管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施⋯⋯⋯⋯⋯⋯⋯⋯⋯⋯⋯⋯(330)

古道⋯⋯⋯⋯⋯⋯⋯⋯⋯⋯(330)

公路⋯⋯⋯⋯⋯⋯⋯⋯⋯⋯(330)

桥梁⋯⋯⋯⋯⋯⋯⋯⋯⋯⋯(337)

输⋯⋯⋯⋯⋯⋯⋯⋯⋯⋯⋯⋯(340)

人力⋯⋯⋯⋯⋯⋯⋯⋯⋯⋯(340)

畜力⋯⋯⋯⋯⋯⋯⋯⋯⋯⋯(341)

机械动力⋯⋯⋯⋯⋯⋯⋯⋯⋯(341)

企业⋯⋯⋯⋯⋯⋯⋯⋯⋯⋯(342)

理⋯⋯⋯⋯⋯⋯⋯⋯⋯⋯⋯⋯(344)

运政管理⋯⋯⋯⋯⋯⋯⋯⋯⋯(344)

公路管理⋯⋯⋯⋯⋯⋯⋯⋯⋯(347)

安全管理⋯⋯⋯⋯⋯⋯⋯⋯⋯(348)

机构⋯⋯⋯⋯⋯⋯⋯⋯⋯⋯(352)

建设环保志

第一章县城建设⋯⋯⋯⋯⋯⋯⋯⋯⋯⋯⋯

第一节治城沿革⋯⋯⋯⋯⋯⋯⋯⋯⋯

第二节县城规划⋯⋯⋯⋯⋯⋯⋯⋯⋯

第三节街道建设⋯⋯⋯⋯⋯⋯⋯⋯⋯

第四节房屋建设⋯⋯⋯⋯⋯⋯⋯⋯⋯

第五节旧城改造⋯⋯⋯⋯⋯⋯⋯⋯⋯

第六节供排水⋯⋯⋯⋯⋯⋯⋯⋯⋯⋯

第七节路灯环卫⋯⋯⋯⋯⋯⋯⋯⋯⋯

第八节绿化⋯⋯⋯⋯⋯⋯⋯⋯⋯⋯

第二章村镇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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