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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永宁，是我工作过的地方。在动乱的年代，我和永宁人民一起渡过了令人难忘
的岁月。我对永宁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永宁县有些地方还是“人缺口粮畜缺草，取暖煮饭

缺柴烧”的贫困地区；而如今，改革开放，百业兴旺，人民富裕奔小康。永宁的工农
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城乡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可以说永宁近
几年来的发展变化令人惊叹。勤劳朴实的永宁回汉人民，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经历了三十多年艰苦奋斗，今天终于过上了好日子。作为一个曾经和永宁人

民共同生活和战斗过的老革命工作者，我深为永宁人民今天所取得的成绩而感到
自豪和欣慰。我曾和老乡们促膝交谈，总听到他们发自内心地、由衷地赞叹党的富
民政策好。我经常关注着永宁的每二丝可喜的变化，常为永宁的发展变化之快而
感到欢欣鼓舞。

摆在面前的《永宁县志》，是编纂者多年心血的结晶，也是永宁县有史以来的
第一部县志。我作为永宁县人民政府聘请的县志顾问之一，深知编纂志书之不易。
历史是已经逝去永不复返的客观发展过程，是和自然界密切联系着的人类社会的
前进运动。我们的先人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史典籍，供后

人挖掘整理，是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20世纪80年代，党中央号召文史工作者编
史修志，存古信今。《永宁县志》应运而生，为研究永宁县情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为
子孙后代留下了一部科学的信史。在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历史是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一部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创业史’，是人民自强不息走

向繁荣昌盛的奋斗史。砭永宁县志》沿着历史的足迹，详细地记述了永宁县几千年
来发展变化的过程，特别是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巨大变化赋以浓
墨重彩的详细记述。可以说《永宁县志》是一幅永宁漫长历史的绚丽画卷，是一曲
讴歌新时期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辉煌篇章。

《永宁县志》的出版，是一件引人注目、令人欣喜的大事。借此，祝永宁更加繁
荣昌盛，祝永宁人民生活更美好。

冯 茂
199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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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悠悠岁月，逝者如斯。远在黄帝之时，仓颉创造了文字，使修志编史成为可能。
自春秋战国始，历代相承，逐渐形成编纂地方志的文化传统，流传至今的一方全史

就有近万种、十二万卷之多，约占古代典籍的1／lO，成为今天的人们探寻历史足迹
的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具有资政、存史、教化诸多功用。同时，也在世界文化之林
独树一帜，被称为中国的“文化特产”。

永宁，人杰地灵。自古以来，人们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在这历史舞台上，我

们的祖先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好戏，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文明。“以史为镜，可
以知得失’’。若纵横剖析历史，将大大有利于今天的事业。因此，修志，对于熟悉历
史，温故知新，乃至以史为鉴是很有益的。

到了近代，人们的生活更趋活跃，创造的历史更加丰富多采。尤其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永宁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颗塞上明珠更加放射出熠熠光彩。面对
如此雄壮的新时代的进行曲，用鲜明的、生动的、准确的音符记载下时代的脚步
声，是史志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说，修志是搜集整理财富、保存
史料、启迪未来、繁荣文化，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明智举措。

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历史竟没有给永宁县留下任何类似地方志的史料。

这就使编纂《永宁县志》显得格外的重要和异常的艰难。永宁县志编审委员会办公
室的同仁从1984年开始搜集资料，1988年起笔，到1992年底完稿，历时8年，不
辞辛苦，追本溯源，广征博采，秉笔直书，四易其稿，终于斐然成章，使多少人的遗
憾化为历史。编纂者们的智慧和心血已溶解在这百万言的字里行间。

纵观全志，数千年风云变幻尽收眼底，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跃然纸上。全志结
构严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图文并茂。体现了详今略古、立足当代、横陈百业的
特点和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是一部对历史负责，可启迪后人，用新观
点、新方法编纂的新方志。

兴永宁必须爱永宁，爱永宁必须知永宁。《永宁县志》的编纂出版，将为我们认
识历史，服务当代，开拓未来提供重要的资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
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永宁县是我们的第二故乡，这块美
丽而富饶的黄土地哺育了我们，几十年的青春历程使我们不再变老，心中铭记着

父老乡亲的深情，时时为改革开放给永宁带来的每一个进步而欢欣不已，并虔诚
地祝福它拥有更美好的明天。《永宁县志》的问世，将使人们进一步了解永宁，认识
永宁，激励人们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满怀信心地去夺取永宁两个文明建设
的新胜利!

吴宣文邵汉清孙彦明
、 199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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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盛世修志，存古信今。编史修志，是
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的一件大事。《永宁县志》的问世，正是今天全县人民豪情逢

盛世，盛世抒壮志的历史见证。 ．

《永宁县志》经过8年辛勤笔耕，克服了资料匮缺，经费紧张等重重困难，广征

博采，反复修改；四易其稿，今天终于付梓印制。《永宁县志》的出版发行，成为永宁
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件盛事。

《永宁县志》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高标准严谨编写，将
几千年来永宁县的自然、人文、社会的变化生动而真实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志书体
例完备，内容充实，图文并茂，溶科学、文学于二体，是一部具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

色的志书。《永宁县志》本着以古为镜，资治通鉴的意图，体现了详今略古，立足当
代的原则，秉笔实录，全面而鲜明地记录了永宁从史前文明直到今天的历史演变。

永宁，地处黄河之滨，雄踞贺兰山东麓，自然环境优越，气候适宜，是名副其实
的“塞上江南，鱼米之乡’’；永宁，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类在此活动已有数万年的
历史。在渊源流长的历史长河中，永宁人民创造了光辉的业绩，谱写了动人的篇
章。解放35年来，永宁人民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东治黄河西治沙，中间

大搞园田化’’，艰苦创业，白手起家，取得了公认的成就，是创业史上的里程碑。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永宁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业连年大丰收，工业商
贸、交通邮电、文教卫生等各业捷报频传，城乡发展之快，变化之大，前所未有。永
宁已建成为全国重要商品粮基地县之一。

‘永宁是个农业县，农业是优势。1985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农村社会总产值、农

民人均产粮居自治区20个县市的首位；粮食总产量、禽蛋居第2位；农民人均纯
收入、奶类占有量居第3位。人均产粮、每个劳动力平均产粮、每个劳动力交粮、每
个农村劳动力创农村社会总产值、每个劳动力创农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占农村

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在全国2000余县市中名列第54位。《永宁县志》生动地记述
了永宁农业由原始劳作到科学耕种的艰辛发展历程，详记了解放35年来县委和

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所创立的丰功伟绩，实录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全县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城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体现了改革开放的必然性和必要
性，读后发人深思。

《永宁县志》真实地再现了永宁的历史，纵览古今，横陈百业，高屋建瓴，是“资

政、存史、教化"和必备的地方百科全书。它博采众长，内容翔实，结构严谨，实用价
值高，为我县领导决策和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它将成为永宁的乡土教材，
促进永宁各族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团结开拓，拼搏奋

进，务实创新，以更快的发展速度，把永宁建设得更加富饶、美丽。
众志成城，众手成志。在区、市志办的精心指导i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各有

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下，编纂者终于使这部卷帙浩繁，洋洋百万言的巨著得以问世。
可以肯定，作为永宁县第一部溶历史与现状、自然与社会于一体的权威著述，《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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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县志》在今后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中，一定会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

用。

盛世修志，泽被后世。我们在任内能把《永宁县志》奉献给全县人民，感到由衷

、高兴。正值《永宁县志》出版之际，谨代表全县人民向一切关心、支持修志工作的单
位和个人表示最诚挚的谢意l

永宁的过去，已成为历史；永宁的未来，更加光辉灿烂。缅怀过去，思绪万千，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建设新永宁的任务伟大而艰巨，让我们为谱写永宁历史的新

篇章而努力奋斗。
在《永宁县志》问世之际，心潮起伏，夜不能寐，欣然命笔，撰成此文，以志祝

贺。愿永宁人民永远安宁!

刘宗祥钱学福
1995年4月



凡 例

凡 例

一、《永宁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成为具有

鲜明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记述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一部综合性著述。

二、本志采用篇、章、节的结构形式：各篇排列的顺序是自然环境、建置人口、

农林水牧、工交商贸、党派群团、文化教育、体育卫生、民俗宗教、人物等。除大事

记、概述外共25篇、94章、326节、100余万字。

三、本志时间断限上限不限。根据资料考证，追本溯源，尽量上溯。但由于历史

资料严重短缺，各篇上溯年代有远有近。下限基本断于1985年底，个别内容为了

记述完整适当延长。

四、文体一律用记叙体，文字力求严谨、朴实、简洁、流畅，寓褒贬于事实之中。

五、全志覆盖的地域限于1985年底的永宁县行政区域。在行政区域以内的现

状和历史，力求不阙不漏。历史上已经划入邻县的区域只在有关事项上涉及。

六、所用数据原则上以县统计科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为准，统计资料上没有

的数据，以及经核实有错误的数据，以考证核实的为准。所用地图均系宁夏测绘局

制。

七、使用国家正式出版物的资料、档案资料以及征集的县志资料，为节省篇

幅，末注明出处。所引用文献、古籍的原文部分，个别的注明出处。

八、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日期不详者附于年末、月末，用

“是年’’、“是月’’或“春’’、“夏”、“秋’’、“冬"表示。

九、计量单位、数字、年号等书写，以1986年12月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等七

个单位《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依据。

‘十、人物篇分传、表两部分。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志内立传者大多是比较

有社会影响的各界已故人士、事迹突出的革命烈士和劳动人民。模范人物表主要

列当代各条战线上受自治区级以上单位表彰的先进人物。其余需要入志者，在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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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中采用“以事系人”记叙。

十一、本志资料，大部分录自区、市、县档案馆所藏文献、资料以及县内各单

位、部门提供的资料。部分来源于外地档案资料、部门的案卷，有关人员的回忆录

和采访记，均经反复核对，力求可靠。

十二、本志记事贯彻“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

成就为重点，充分体现改革、开放的时代特色。

十三、本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不设专章集中记述，

而在各篇章节中分别记叙，“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记中集中记述，各章节中侧重

记述。 ．



目 ．录 ·1·

目 录

概述⋯⋯⋯⋯⋯⋯⋯⋯⋯⋯⋯⋯(1) ’大事记⋯⋯⋯⋯⋯⋯⋯⋯⋯⋯⋯(10)

第一篇 自 然 环 境

第一章位置境域⋯⋯⋯⋯⋯⋯⋯⋯(1)

第一节地理位置⋯⋯⋯⋯⋯⋯⋯(1)

第二节现行境域⋯⋯⋯⋯⋯⋯⋯(1)

第二章地 质⋯⋯⋯⋯⋯⋯⋯⋯⋯(3)

第一节地层⋯⋯⋯⋯⋯⋯⋯⋯⋯(3)

第二节构造⋯⋯⋯⋯⋯⋯⋯⋯⋯(4)

第三节岩石矿藏⋯⋯⋯⋯⋯⋯(4)

第三章地 貌⋯⋯⋯⋯·⋯⋯⋯⋯”(5)

第一节贺兰山地⋯⋯⋯⋯⋯⋯⋯(5)

第二节洪积扇地⋯⋯⋯⋯⋯⋯⋯(6)

第三节河成老阶地⋯⋯⋯⋯⋯⋯(6)

第四节风沙地⋯⋯⋯⋯⋯．．-⋯⋯(6)

第五节黄河冲积平原⋯⋯⋯⋯⋯(6)

第四章气候物候⋯⋯⋯⋯⋯⋯⋯⋯(7)

第一节气候⋯⋯⋯⋯⋯⋯⋯⋯⋯(7)

第二节物候⋯⋯⋯⋯⋯⋯⋯⋯’(13)

第五章水 系⋯⋯⋯⋯⋯⋯⋯⋯(14)

第一节黄河山洪’沟⋯⋯⋯⋯(14)

第二节沟渠湖沼⋯⋯⋯⋯⋯(15)

第三节地下水⋯⋯⋯⋯⋯⋯⋯(15)

第六章土壤植被⋯⋯⋯一⋯⋯⋯(16)

第一节土壤⋯⋯⋯⋯⋯⋯⋯⋯(16)

第二节植被⋯⋯⋯⋯⋯⋯⋯⋯(17)

第七章野生动植物⋯⋯⋯⋯⋯⋯⋯(17)

第一节动物⋯⋯⋯⋯⋯⋯⋯⋯(17)

第二节植物⋯⋯⋯⋯⋯⋯⋯⋯(18)

第八章自然灾害⋯⋯⋯⋯⋯⋯⋯⋯(18)

第一节干热风沙暴二月雨

···⋯⋯⋯·⋯⋯⋯···⋯··(18)

第二节冰雹雨涝霜冻⋯⋯(19)

·第三节河患⋯⋯⋯⋯⋯⋯⋯⋯(19)

第四节地震⋯⋯⋯⋯⋯⋯⋯⋯(20)

第二篇 建 置

第一章沿革⋯⋯⋯⋯⋯⋯⋯⋯⋯⋯(23)

第一节历代隶属及建置⋯⋯⋯己3)
第二节建县纪事⋯⋯⋯⋯⋯⋯(24)

． 附：民国中央政府关于永宁．

等县建县的指令⋯⋯⋯!(24)
第三节县境变迁⋯⋯⋯⋯⋯⋯(24)

第四节县名考⋯⋯⋯⋯⋯⋯⋯(27)

第五节地名⋯⋯⋯⋯⋯⋯⋯⋯(28)／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永 ·宁 县 志

第二章行政区划⋯⋯⋯⋯⋯⋯⋯⋯(33)

第一节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33)

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行

政区划⋯⋯⋯⋯⋯⋯⋯(34)

第三章乡镇(区)⋯⋯⋯⋯⋯⋯⋯⋯(42)

第一节杨和镇⋯⋯⋯⋯⋯⋯⋯(42)

第二节李俊镇⋯⋯⋯⋯⋯⋯⋯(44)

第三节仁存乡⋯⋯⋯⋯⋯⋯⋯(46)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第三篇 人 口

第一章数量分布⋯⋯⋯⋯⋯⋯⋯(62)

第一节人口数量⋯⋯⋯⋯⋯⋯(62)

第二节人口发展⋯⋯⋯⋯⋯⋯(67)

第三节入口分布⋯⋯⋯⋯⋯⋯(68)

第二章人口构成⋯⋯⋯⋯⋯⋯⋯⋯(69)

第一节民族⋯⋯⋯二⋯⋯⋯⋯”(69)

第二节性别⋯⋯⋯⋯⋯⋯⋯⋯(71)一

第三节年龄⋯⋯⋯⋯⋯⋯⋯⋯(71)

第四节职业⋯⋯⋯⋯⋯⋯⋯⋯(72)

望洪乡⋯⋯⋯⋯⋯⋯⋯(48)

增岗乡⋯⋯⋯．，．⋯⋯⋯(50)

杨和乡⋯OO·toDD⋯⋯”(52)

胜利乡⋯⋯⋯⋯⋯．．．⋯(54)

望远乡⋯⋯⋯⋯⋯⋯⋯(56)

通桥乡⋯⋯⋯⋯⋯⋯⋯(58)

黄羊滩地区⋯⋯⋯⋯⋯(58)

第五节文化程度⋯⋯⋯⋯⋯⋯(77)

第六节婚姻⋯⋯⋯⋯⋯⋯⋯⋯(79)

第三章计划生育⋯⋯⋯⋯⋯⋯⋯⋯(81)

第一节概况⋯⋯⋯⋯⋯⋯⋯⋯(81)

第二节出育率胎次⋯⋯⋯⋯(81)

第三节节育绝育⋯⋯⋯⋯⋯(82)

t第四节晚婚优生⋯⋯⋯⋯⋯(83)
第五节政策规定⋯⋯⋯⋯⋯(83)

第四章姓氏⋯⋯⋯⋯⋯⋯一⋯⋯⋯(84)

第四篇 农 业

第一章±地所有制⋯⋯⋯⋯⋯⋯⋯(88)

第一节土地私有制⋯⋯⋯⋯⋯(88)

第二节土地改革⋯⋯⋯⋯⋯⋯(88)

第二章生产体制⋯⋯⋯⋯⋯⋯⋯⋯(91)

第一节互助合作⋯⋯⋯⋯⋯⋯(91)

第二节人民公社⋯⋯⋯⋯⋯⋯(92)

第三节农业生产责任制⋯⋯⋯(93)

第三章生产环境⋯⋯⋯⋯⋯⋯⋯⋯(94)

第一节耕地⋯⋯⋯⋯⋯⋯⋯⋯(94)

第二节农田类型⋯⋯⋯⋯⋯⋯(94)

第三节农田基本建设⋯⋯⋯⋯(9s)

第四章农作物⋯⋯⋯⋯⋯⋯⋯⋯⋯(97)

第一节粮食作物⋯⋯⋯⋯⋯⋯(97)

第二节经济作物⋯⋯⋯⋯⋯⋯(99)

第五章农作技艺⋯⋯⋯⋯⋯⋯⋯⋯(101)

第一节耕作制度⋯⋯”⋯⋯⋯·(101)

第二节土壤改良⋯⋯⋯⋯⋯⋯(102)

第三节良种选育推广⋯⋯⋯⋯(103)

第四节栽培技术⋯⋯⋯⋯⋯⋯(106)

第五节施肥除草⋯⋯⋯⋯⋯(107)

第六节病虫害防治⋯⋯⋯⋯⋯(108)

第六章农作机具⋯⋯⋯⋯⋯⋯⋯⋯(109)

第一节农具⋯⋯⋯⋯⋯⋯⋯⋯(109)

第二节农机具⋯⋯⋯⋯⋯⋯⋯(110)

第七章管理⋯⋯⋯⋯⋯⋯⋯⋯⋯⋯(112)

第一节机构⋯⋯⋯⋯⋯⋯⋯⋯(112)



目． 录 ·3·

第二节土地管理⋯⋯⋯⋯⋯⋯(112)

第八章农场吊庄农业科研服务

单位⋯⋯⋯⋯⋯⋯⋯⋯⋯⋯(113)

第一节国营农场⋯⋯⋯⋯⋯⋯(113)

第二节吊庄⋯⋯⋯⋯⋯⋯⋯⋯(114)

第三节农业科研服务单位⋯⋯(115)

第五篇 水 利

第一章治河⋯⋯⋯⋯⋯⋯⋯⋯⋯⋯(119)

第一节治河工程⋯⋯⋯⋯⋯⋯(119)

第二节防汛防洪⋯⋯⋯⋯⋯(122)

第二章灌溉⋯⋯⋯⋯⋯⋯⋯⋯⋯⋯(124)

第一节自流灌溉⋯⋯⋯⋯⋯⋯(124)

第二节电力灌溉⋯⋯⋯⋯⋯⋯(126)

第三章排水⋯⋯⋯⋯⋯⋯⋯⋯⋯⋯(128)

第一节沟道排水⋯⋯⋯⋯⋯⋯

第二节暗管排水与抽排⋯⋯⋯

第四章管理⋯⋯⋯⋯⋯⋯⋯⋯⋯⋯

第一节机构制度⋯⋯⋯⋯⋯

第二节工程管理⋯⋯⋯⋯⋯⋯

第三节水费征收⋯⋯⋯⋯⋯⋯

第六篇林牧水产

第一章林业⋯⋯⋯⋯⋯⋯⋯⋯⋯⋯(134)

第一节种类分布⋯⋯⋯⋯⋯(135)

第二节采种育苗⋯⋯⋯⋯⋯(195)

第三节植树造林⋯⋯⋯⋯⋯．．．(136)

第四节管护采伐⋯⋯⋯⋯⋯(140)

第五节机构⋯⋯⋯⋯．．．⋯⋯⋯(141)

第六节林场林业专业户(重点

户)⋯⋯⋯⋯⋯⋯⋯⋯(142)

第二章畜牧⋯⋯⋯⋯⋯⋯⋯⋯⋯⋯(143)

第一节草场饲料⋯⋯⋯⋯⋯(144)

第二节家畜家禽⋯⋯⋯⋯⋯(145)

第三节其它养殖业⋯⋯⋯⋯⋯(147)

第四节疫病防治⋯⋯⋯⋯·⋯”(147)

(129)

(130)

(131)

(131)

(132)

(132)

第五节机构⋯⋯⋯⋯⋯⋯⋯⋯(149)

第六节畜禽场(站)畜牧专业户

(重点户)⋯⋯⋯⋯⋯⋯(149)

第三章水产⋯⋯⋯⋯⋯⋯⋯⋯⋯⋯(150)

第一节水面水温水质⋯⋯(151)

第二节水产品种⋯⋯⋯⋯⋯⋯(153)

第三节养殖⋯⋯⋯⋯⋯⋯⋯⋯(154)

第四节渔具捕捞⋯⋯⋯⋯⋯(156)

第五节渔场养鱼专业户(重点

户)⋯⋯⋯⋯⋯-”⋯”·(157)

第六节。2814斗工程概况⋯⋯⋯(158)

第七节机构⋯⋯⋯⋯⋯⋯⋯”·(158)

第七篇 工业 乡镇企业

第一章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163) 第二节改造后的手工业⋯⋯⋯(163)

第一节改造前的手工业⋯⋯⋯(163) 第：章县属工业⋯⋯⋯⋯⋯⋯⋯⋯(164)



·4· 永 宁 县 志

第一节‘。工业门类⋯⋯⋯⋯⋯⋯

第二节机构管理⋯⋯⋯⋯⋯

第三章乡镇企业⋯⋯⋯⋯⋯⋯⋯⋯

第一节发展概况⋯⋯⋯⋯⋯⋯

第二节企业结构⋯⋯⋯⋯⋯⋯

第三节重点企业简介⋯⋯⋯⋯

第四节管理⋯⋯⋯⋯⋯⋯⋯⋯

(164) 第四章区、市属工业⋯⋯⋯⋯⋯⋯(173)

(166) 第一节区属工厂⋯⋯⋯⋯⋯⋯(173)

(168) 第二节市屑工厂⋯⋯⋯⋯⋯⋯(173)

(168) 第五章供电⋯⋯⋯⋯⋯OOIDI$⋯⋯⋯(175)

(168) 第一节设备供应⋯⋯⋯⋯⋯(175)

(172) ．第二节用电管理⋯⋯⋯⋯⋯⋯(176)

(172)

第八篇 交 通 邮 电

第一章交通：⋯⋯⋯⋯⋯⋯⋯⋯⋯”

’第一节交通路线⋯⋯⋯⋯·⋯”

第二节运输⋯⋯⋯⋯⋯⋯⋯⋯

第三节机构⋯⋯⋯⋯⋯⋯⋯⋯

第四节交通安全与路政管理

77

77

80

81

第二章邮电⋯⋯⋯⋯⋯⋯⋯⋯⋯⋯

第一节邮政⋯⋯⋯⋯⋯⋯⋯⋯

第二节电信⋯⋯⋯⋯⋯⋯⋯⋯

第三节经营管理⋯⋯⋯⋯⋯⋯

第扎篇 商 业’ 贸 易

第一章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189)
j

第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的商业⋯⋯⋯⋯⋯⋯⋯(189)

第二节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189)

第二章商业体制⋯⋯⋯⋯⋯⋯⋯⋯(193)

第一节国营商业⋯⋯⋯⋯⋯⋯(193)

第二节供销合作商业⋯⋯⋯⋯(196)

第三节合作商业个体其他

商业⋯⋯⋯⋯⋯⋯⋯⋯

第三章商品经营⋯⋯⋯⋯⋯⋯⋯⋯

第一节工业品经营⋯⋯⋯⋯⋯

第二节副食品经营⋯⋯⋯⋯⋯

02

04

04

06

(183)

(184)

(185)

(186)

第三节农业生产资料经营⋯⋯(206)

第四节原材料经营⋯⋯⋯⋯⋯(208)

第五节．收购⋯⋯⋯⋯⋯⋯⋯⋯(208)

第六节饮食服务业⋯⋯⋯⋯⋯(211)

第四章集市贸易⋯⋯⋯⋯⋯⋯⋯⋯(212)

，第一节县城集市⋯⋯⋯⋯”⋯·(212)

第二节农村集市⋯⋯⋯⋯⋯⋯(212)

第五章粮油⋯⋯⋯⋯⋯⋯⋯⋯⋯⋯(214)

第一节行政管理⋯．．．⋯⋯⋯⋯(214)

·第二节粮油市场⋯⋯⋯⋯⋯⋯(215)

第三节粮油购销⋯⋯⋯⋯⋯⋯(215)

第四节粮油储运⋯⋯⋯⋯⋯⋯(218)

第五节粮油加工⋯⋯⋯⋯⋯⋯(219)



目 录 ·5·

第十篇财税 金融

第一章财政⋯⋯⋯⋯⋯⋯⋯⋯⋯⋯(220)

第一节机构⋯⋯⋯⋯⋯⋯⋯⋯(220)

第二节财政收入⋯⋯⋯⋯⋯⋯(221)

第三节财政支出⋯⋯⋯⋯⋯⋯(222)

第四节预算外收支与监督⋯⋯(225)

第五节债券发行⋯⋯⋯⋯⋯⋯(225)

第二章税务⋯⋯⋯⋯⋯⋯⋯⋯⋯⋯(226)

第一节机构⋯“⋯⋯⋯⋯⋯⋯·(226)

第二节工商税⋯⋯⋯⋯⋯⋯⋯(227)

第三节农业税⋯⋯⋯⋯⋯⋯⋯(230)

第四节牧业税契税⋯⋯⋯⋯(233)

第三章审计⋯⋯⋯⋯⋯⋯⋯⋯⋯⋯(234)

第一节定期审计⋯⋯⋯⋯⋯⋯(234)

第二节专项审计⋯⋯⋯⋯⋯⋯(234)

第四章金融⋯⋯⋯⋯⋯⋯⋯⋯⋯⋯(235)

第一节机构⋯⋯⋯⋯⋯⋯⋯⋯(235)

第二节租典⋯⋯⋯⋯⋯⋯⋯⋯(236)

第三节货币⋯⋯⋯⋯⋯⋯⋯⋯(236)

第四节存款⋯⋯⋯⋯⋯⋯⋯⋯(238)

第五节．信贷⋯⋯⋯⋯⋯⋯⋯⋯(238)

第六节结算⋯⋯⋯⋯⋯⋯⋯⋯(243)

第五章保险⋯⋯⋯⋯⋯⋯⋯⋯⋯⋯(244)

第一节机构⋯⋯⋯⋯⋯⋯⋯⋯(244)

第二节保险种类⋯⋯⋯⋯⋯⋯(244)

第三节理赔⋯⋯⋯⋯⋯⋯⋯⋯(244)

第十一篇 工商物价计量管理

第一章工商⋯⋯⋯⋯⋯⋯⋯⋯⋯⋯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经济监督检查⋯⋯⋯⋯

第三节工商企业登记⋯⋯⋯⋯

第四节市场管理⋯⋯⋯⋯⋯⋯

第五节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

(246) 第二章物价⋯··⋯⋯⋯⋯⋯⋯⋯⋯·

(246) 第一节机构管理⋯⋯⋯⋯⋯

(246)， 第二节产品价格⋯⋯⋯⋯⋯⋯

(247) 第三节交换比价⋯⋯⋯⋯．．．⋯

(248) 第三章计量⋯⋯⋯⋯⋯⋯⋯⋯⋯⋯

管理⋯⋯⋯⋯⋯⋯⋯⋯(250)

第六节其它管理⋯⋯⋯⋯⋯⋯(251)

第一节度量衡⋯⋯⋯⋯⋯⋯⋯

第二节计量管理⋯⋯⋯⋯⋯⋯

第十二篇城 乡 建设

第一章县城⋯⋯⋯⋯⋯⋯⋯⋯⋯⋯

第一节公用设施⋯⋯⋯⋯⋯⋯

第二节房屋建设⋯⋯⋯⋯⋯⋯

第二章乡村⋯⋯⋯⋯⋯⋯⋯⋯⋯⋯

第一节集镇建设⋯⋯⋯⋯⋯⋯

(260) 第二节村队建设⋯⋯⋯⋯⋯⋯

(260) 第三章房地产管理⋯⋯⋯⋯⋯⋯⋯

(261) 第一节私房管理⋯⋯⋯⋯⋯⋯

(263) 第二节公房管理⋯⋯⋯⋯⋯⋯

(263) 第四章环境保护⋯⋯⋯⋯⋯⋯⋯⋯

(252)

(252)

(252)

(254)

(257)

(257)

(257)

(263)

(264)

(264)

(266)

(268)



·6· 永 宁 县 志

第一节污染⋯⋯⋯⋯⋯⋯⋯⋯(268)

第二节治理⋯⋯⋯⋯⋯⋯⋯⋯(269)

第五章建筑⋯⋯⋯⋯⋯⋯⋯⋯⋯⋯(269)

第一节建筑队伍⋯⋯⋯⋯⋯⋯(269)

第二节建材设备⋯⋯⋯⋯⋯(270)

第三节工程造价和优良工程

选介⋯⋯⋯⋯⋯⋯⋯⋯(270)

第十三篇 党 派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

第一节民国时期党的活动⋯⋯

第二节中共永宁县委⋯⋯⋯⋯

第三节党务工作⋯⋯⋯⋯⋯⋯

第四节信访工作⋯⋯⋯⋯⋯⋯

第二章中国国民党⋯⋯⋯⋯⋯⋯⋯

(296)

(298)

第一节县党部⋯⋯⋯⋯⋯⋯⋯

第二节主要活动⋯⋯⋯⋯⋯⋯

附：三民主义青年团⋯

第三章民主党派⋯⋯⋯⋯⋯⋯⋯⋯

第一节民革永宁县支委会⋯⋯

第二节民盟永宁县支委会⋯⋯

第十四篇政 权

(301)

(302)

第一章人民代表大会⋯⋯⋯⋯⋯⋯(304) 第一节机构⋯⋯⋯⋯⋯⋯⋯⋯(328)

第一节选举⋯⋯⋯⋯⋯⋯⋯⋯(304) 第二节刑事审判⋯⋯⋯⋯⋯⋯(328)

第二节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 第三节民事审判⋯⋯⋯⋯⋯⋯(329)

⋯⋯⋯⋯⋯⋯⋯⋯⋯⋯(306) 第四节经济审判⋯⋯⋯⋯⋯⋯(330)

第三节县人民代表大会⋯⋯⋯(310)， 第五节申诉复查⋯⋯⋯⋯⋯⋯(330)

第四节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第四章．检察院⋯⋯⋯⋯⋯⋯⋯⋯⋯(331)

员会⋯⋯⋯⋯⋯⋯⋯⋯(316) 第一节机构⋯⋯⋯⋯⋯⋯⋯⋯(332)

第二章政府⋯⋯⋯⋯⋯⋯⋯⋯⋯⋯(320) 第二节刑事检察⋯⋯⋯⋯⋯⋯(333)

第一节民国永宁县政府⋯⋯⋯(320) 第三节经济检察⋯⋯⋯⋯⋯⋯(3．34)

附：永宁县参议会⋯⋯(323) 第四节法纪检察⋯⋯⋯⋯⋯⋯(336)

第二节永宁县人民政府⋯⋯⋯(323) 第五节监所检察⋯⋯⋯⋯⋯⋯(336)

第三节基层政权组织⋯⋯⋯⋯(326) 第六节控告申诉检察⋯⋯⋯⋯(338)

第三章法院⋯⋯⋯⋯⋯⋯⋯⋯⋯⋯(327)

第十五篇 人民政协 社会团体

第一章人民政协⋯⋯⋯⋯⋯⋯⋯⋯(340)

第一节机构⋯⋯⋯⋯⋯⋯⋯⋯(340)

第二节历届县政协委员会⋯⋯(340)

第三节历届县政协领导人⋯⋯．(342)



目 录 ·7·

第四节活动纪略⋯⋯⋯⋯⋯⋯

第二章社会团体⋯⋯⋯⋯⋯⋯⋯⋯

第一节工人组织⋯⋯”：⋯⋯⋯

第二节农民组织⋯⋯⋯⋯．．．⋯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青少年组织⋯⋯⋯⋯⋯(348)

妇女组织⋯⋯⋯⋯⋯⋯(352)

工商业者组织⋯⋯⋯⋯(354)

其他组织⋯⋯⋯⋯⋯⋯(355)．

第十六篇 治安 司法行政

第一章治安⋯⋯⋯⋯⋯⋯⋯⋯⋯⋯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社会治安⋯⋯⋯⋯⋯⋯

第三节治安管理⋯⋯⋯⋯⋯⋯

第四节看守劳改⋯⋯⋯⋯⋯

第五节消防⋯⋯⋯⋯⋯⋯⋯⋯

(357) 第二章司法行政⋯⋯⋯⋯⋯⋯⋯⋯

(357) 第一节机构⋯⋯⋯⋯⋯⋯⋯⋯

(358) 第二节法制宣传⋯⋯⋯⋯⋯⋯
(368) 第三节律师⋯⋯⋯⋯⋯⋯⋯⋯

(371) 第四节公证⋯⋯⋯⋯⋯⋯⋯⋯

(372) 第五节人民调解⋯⋯⋯⋯⋯⋯

第十七篇 民政 劳动人事

第一章民政⋯⋯⋯⋯⋯⋯⋯⋯⋯⋯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民主建政⋯⋯⋯⋯⋯⋯

第三节拥军优属⋯⋯⋯⋯⋯⋯

第四节安置⋯⋯⋯⋯⋯⋯⋯⋯

第五节救灾救济⋯⋯⋯⋯⋯

第六节社会福利⋯⋯⋯⋯⋯⋯

第七节婚姻登记⋯⋯⋯⋯⋯⋯

73

73

73

74

(375)

(376)

(379) 第八节殡葬改革⋯⋯⋯⋯⋯⋯(391)

(379) 第二章劳动人事⋯⋯⋯⋯⋯⋯⋯⋯(392)

(379) 第一节机构⋯⋯⋯⋯⋯⋯⋯⋯(392)

(380) 第二节职工队伍⋯⋯⋯··：⋯⋯(392)

(384) 第三节人事管理⋯⋯⋯⋯⋯⋯(395)

(387) 第四节劳动工资⋯⋯mee mBa o·⋯(402)

(390) 第五节劳动就业⋯⋯⋯⋯⋯⋯(405)

(391) 第六节劳动保护⋯⋯⋯⋯∥⋯(408)

第十八篇 军 事

第一章防务驻军⋯⋯⋯⋯⋯⋯⋯

第一节古代的防务设施⋯⋯⋯

第二节民国时期的防务⋯⋯⋯

第三节驻军⋯⋯⋯⋯⋯⋯⋯⋯

第二章地方武装⋯⋯⋯⋯⋯⋯⋯⋯

第一节民国时期的地方武装

(408)

408

409

410

410

’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

地方武装⋯⋯⋯⋯⋯⋯

第三章兵役制度⋯⋯⋯⋯⋯⋯⋯⋯

第一节民国时期的兵役⋯⋯⋯

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

兵役⋯⋯⋯⋯⋯⋯⋯⋯

第四章民兵⋯⋯⋯⋯⋯⋯⋯⋯

(411)

(413)

(413)

(414)

(41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