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4369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丛书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史志编纂委n贝会

新

疆

人

民

出

版

社



厶
Z；

版编



责任编辑：郑东辉

封面题字：李 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志境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一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7

ISBN 7—228—08891—3

_【．克⋯ Ⅱ．克⋯ Ⅲ．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一

地方志IV．K294．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66309号

审图号新S(2004)081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丛书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志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史志编纂委员会

主编贺继宏

副主编 程海序 刘彦金常安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g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邮编830002)

河南省郑州方志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787×1092毫米16开本32插页107印张2 550千字

’2004年7月第一版2004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l一1 500

ISBN 7—228—08891—3 定价：380元(上、下册)



目 录 · 1 ·

目 录

上 册

序一

序二

凡例

概述⋯⋯⋯⋯⋯⋯⋯⋯⋯⋯⋯⋯⋯⋯⋯⋯⋯⋯⋯⋯⋯⋯⋯⋯⋯⋯⋯⋯⋯⋯⋯⋯⋯⋯(2)

大事记⋯⋯⋯⋯⋯⋯⋯⋯⋯⋯⋯⋯⋯⋯⋯⋯⋯⋯⋯⋯⋯⋯⋯⋯⋯⋯⋯⋯⋯⋯⋯⋯(12)

第一编建置区划

第一章区域

第一节位置面积⋯⋯⋯⋯⋯⋯(92)

第二节辖区范围⋯⋯⋯⋯⋯⋯⋯(93)

第二章建置沿革

第一节历史沿革⋯⋯⋯⋯⋯⋯⋯(93)

第二节建置始末⋯⋯⋯⋯⋯⋯⋯(95)

第三章行政区划

第一节区域划分⋯⋯⋯⋯⋯⋯⋯(96)

第二节区划变更⋯⋯⋯⋯⋯⋯⋯(96)

第四章市县

第一节阿图什市⋯⋯⋯⋯⋯⋯⋯(97)

第二节阿克陶县⋯⋯⋯⋯⋯⋯⋯(97)

第三节乌恰县⋯⋯⋯⋯⋯⋯⋯⋯(98)

第四节阿合奇县⋯⋯⋯⋯⋯⋯⋯(98)

第五章城镇

第一节阿图什市区⋯⋯⋯⋯⋯⋯(99)

第二节阿克陶镇⋯⋯⋯⋯⋯⋯(100)

第三节乌恰城关镇⋯⋯⋯⋯⋯(100)

第四节阿合奇镇⋯⋯⋯⋯⋯⋯(101)

第五节康苏镇⋯⋯⋯⋯⋯⋯⋯(102)

第六节奥依塔克镇⋯⋯⋯⋯⋯(103)

第六章乡场

第一节阿图什市辖乡⋯⋯⋯⋯(103)

第二节阿克陶县辖乡⋯⋯⋯⋯(106)

第三节乌恰县辖乡⋯⋯⋯⋯⋯(111)

第四节阿合奇县辖乡⋯⋯⋯⋯(116)

第五节国营农、牧、林场⋯⋯⋯(117)

第二编自然环境

第一章地质

第一节地层⋯⋯⋯⋯⋯⋯⋯

第二节地质构造⋯⋯⋯⋯⋯⋯

第二章地貌

第一节地貌特征⋯⋯⋯⋯⋯⋯

第二节主要地貌类型⋯⋯⋯⋯

(121)

(132)

(134)

(135)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岩溶地貌⋯⋯⋯⋯⋯··?

雅丹地貌⋯⋯⋯⋯⋯⋯

地貌分区⋯⋯⋯⋯⋯⋯

主要山脉、山峰⋯⋯⋯⋯

36

38

39

41

第三章气候

第一节气候特点⋯⋯⋯⋯⋯⋯(145)



·2· 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志

第二节气温⋯⋯⋯⋯⋯⋯⋯

第三节降水⋯⋯⋯⋯⋯⋯⋯

第四节地面风⋯⋯⋯⋯⋯⋯⋯

第五节气候区划⋯⋯⋯⋯⋯⋯

第四章水文

第一节水系⋯⋯⋯⋯⋯⋯⋯

第二节冰川⋯⋯⋯⋯⋯⋯⋯

第三节地下水⋯⋯⋯⋯⋯⋯⋯

第四节水质⋯⋯⋯⋯⋯⋯⋯

第五节水资源及水能资源⋯⋯

第五章土壤

第一节土壤类型⋯⋯⋯⋯⋯⋯

第二节土壤分布⋯⋯⋯⋯⋯⋯

第三节土地质量及利用现状⋯

第六章植物与天然植被

第一节植物⋯⋯⋯⋯⋯⋯⋯

第二节天然植被⋯⋯⋯⋯⋯⋯

第三节植被类型⋯⋯⋯．．．⋯⋯

第四节植被分区⋯⋯⋯⋯⋯⋯

第七章野生动物

第一节鱼类⋯⋯⋯⋯⋯⋯⋯

第二节两栖类⋯⋯⋯⋯⋯⋯⋯

第三节爬行类⋯⋯⋯⋯⋯⋯⋯

第四节鸟类⋯⋯⋯⋯⋯⋯⋯

46

50

51

52

(154)

(158)

(161)

(162)

(162)

(165)

(170)

(173)

92

94

94

96

第五节哺乳动物⋯⋯⋯⋯⋯⋯

第六节珍稀动物⋯⋯⋯⋯⋯⋯

第八章矿藏

第一节能源矿藏⋯⋯⋯⋯⋯⋯

第二节黑色金属矿藏⋯⋯⋯⋯

第三节有色金属矿藏⋯⋯⋯⋯

第四节贵重金属和稀有金属

矿藏⋯⋯⋯⋯⋯⋯⋯⋯

第五节化工原料矿藏⋯⋯⋯⋯

第六节建筑原料矿藏⋯⋯⋯⋯

第七节特种非金属矿藏⋯⋯⋯

第九章灾异

第一节干旱灾害⋯⋯⋯⋯⋯⋯

第二节霜冻灾害⋯⋯⋯⋯⋯⋯

第三节大风灾害⋯⋯⋯⋯⋯⋯

第四节雪灾⋯⋯⋯⋯⋯⋯⋯

第五节洪水灾害⋯⋯⋯⋯⋯⋯

第六节冰雹灾害⋯⋯⋯⋯⋯⋯

第七节干热风灾害⋯⋯⋯⋯⋯

第八节浮尘灾害⋯⋯⋯⋯⋯⋯

第九节病虫害⋯⋯⋯⋯⋯⋯⋯

第十节狼害⋯⋯⋯⋯⋯⋯⋯

第十一节旱獭和鼠疫⋯⋯⋯⋯

第十二节奇异现象⋯⋯⋯⋯⋯

第三编地震

第一章地震构造

第L节构造背景⋯⋯⋯⋯⋯⋯(240)

第二节地震带⋯⋯⋯⋯⋯⋯⋯(241)

第二章地震活动

第一节破坏性地震⋯⋯⋯⋯⋯(243)

第二节地震分布⋯⋯⋯⋯⋯⋯(244)

第三章监测预报

第一节机构⋯⋯⋯⋯⋯⋯⋯(250)

第二节预报⋯⋯⋯⋯⋯⋯⋯(251)

第四章抗震救灾

第一节 鸟恰县“八二三”地震⋯(251)

(206)

(209)

(212)

(214)

(216)

220

221

223

226

第二节阿克陶县喀热开其克

乡“一二·一”地震⋯⋯⋯(252)

第三节阿图什市“三一九”

地震⋯⋯⋯⋯⋯⋯⋯⋯(253)

第四节阿合奇县“九一八”

地震⋯⋯⋯⋯⋯⋯⋯⋯(254)

附一：新华通讯社对1985年8月

23日乌恰发生7．4级强烈

地震的报道⋯⋯⋯⋯⋯⋯⋯⋯(255)

附二：中共中央、国务院给乌恰

地震灾区的慰问电⋯⋯⋯⋯⋯(255)

、，、，＼，、，、，、，、，＼，、，、，、，、，

8

8

9

0

2

5

6

7

7

8

8

8

2

2

2

3

3

3

3

3

3

3

3

3

2

2

2

2

2

2

2

2

2

2、2

2，L／L／L／L／L／L／L／L／L，L／L／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3·

附三：新华通讯社对1996年3月

19日阿图什东北发生6．9

级地震的报道⋯⋯⋯⋯⋯⋯⋯(256)

附四：中共中央、国务院给阿图什

地震灾区的慰问电⋯⋯⋯⋯⋯(256)

第四编人口

第一章人口变化与分布

第一节人口变化⋯⋯⋯⋯⋯⋯

第二节人口密度与分布⋯⋯⋯

第二章人口素质与构成

第一节人口素质⋯⋯⋯⋯⋯⋯

第二节人口构成⋯⋯⋯⋯⋯⋯

第三章人口调查

(258)

(259)

(260)

(261)

第一节人口普查⋯⋯⋯⋯⋯⋯(267)

第二节人口抽样调查⋯⋯⋯⋯(267)

第四章计划生育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政策措施⋯⋯⋯⋯⋯⋯

第三节宣传教育⋯⋯⋯⋯⋯⋯

第四节生育管理⋯⋯⋯⋯⋯⋯

第五编民族宗教

第一章·古代民族

第一节土著民族⋯⋯⋯⋯⋯．．．

第二节民族迁徙和融合⋯⋯⋯

第二章维吾尔族

第一节历史演变⋯⋯⋯⋯⋯⋯

第二节经济生活⋯⋯⋯⋯⋯⋯

第三节语言文字⋯⋯⋯⋯⋯⋯

第四节宗教信仰⋯⋯⋯⋯⋯⋯

第五节风俗习惯⋯⋯⋯⋯⋯⋯

第三章汉族及其他民族

第一节汉族⋯⋯⋯⋯⋯⋯⋯

第二节塔吉克族⋯⋯⋯⋯⋯⋯

第三节其他民族⋯⋯⋯⋯⋯⋯

第四章民族关系

第一节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第二节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第五章民族区域自治

(277)

(278)

(280)

(282)

(284)

(285)

(286)

(288)

(291)

(292)

(294)

(294)

第一节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296)

第一章历史演变

268

269

271

272

第二节培养使用本地少数民
7

族干部⋯⋯⋯⋯⋯⋯⋯(297)

第三节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

策⋯⋯⋯⋯⋯⋯⋯⋯⋯(297)

第四节实施《民族区域自治

法》⋯⋯⋯⋯⋯⋯⋯⋯⋯(298)

第六章民族工作

第一节民族事务机构⋯⋯⋯⋯(299)

第二节民族事务工作⋯⋯⋯⋯(299)

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民族团结公约⋯⋯⋯⋯⋯⋯⋯⋯(300)

第七章宗教

第一节主要宗教演变情况⋯⋯

第二节伊斯兰教⋯⋯⋯⋯⋯⋯

第八章宗教工作

第一节宗教事务机构⋯⋯⋯⋯

第二节宗教事务工作⋯⋯⋯⋯

第六编柯尔克孜族

(301)

(303)

(304)

(304)

第一节族源⋯⋯⋯⋯⋯⋯⋯(309)



·4· 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志

第二节形成和发展⋯⋯⋯⋯⋯(311)

第三节迁徙⋯⋯⋯⋯⋯⋯⋯(326)

第二章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斗争

第一节汉、唐时期⋯⋯⋯⋯⋯⋯(328)

第二节元、明时期⋯⋯⋯⋯⋯⋯(329)

第三节反对大小和卓叛乱的

斗争⋯⋯⋯⋯⋯⋯⋯⋯(329)

第四节反对张格尔叛乱的

斗争⋯⋯⋯⋯⋯⋯⋯⋯(330)

第五节反抗阿古柏入侵的

斗争⋯⋯⋯⋯⋯⋯⋯⋯(331)

第六节反对俄国侵略者的

斗争⋯⋯⋯⋯⋯⋯⋯⋯(333)

第三章经济生活

第一节畜牧⋯⋯⋯⋯⋯⋯⋯(334)

第二节农耕⋯⋯⋯⋯⋯⋯⋯(336)

第三节渔猎⋯⋯⋯⋯⋯⋯⋯(337)

第四节林业⋯⋯⋯⋯⋯⋯⋯(338)

第五节工业⋯⋯⋯⋯⋯⋯⋯(339)

第六节现代柯尔克孜族的产

业结构⋯⋯⋯⋯⋯⋯⋯(341)

第四章语言文字

第一节语言⋯⋯⋯⋯⋯⋯⋯

第二节文字⋯⋯⋯⋯⋯⋯⋯

第五章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

第一节社会组织⋯⋯⋯⋯⋯⋯

第二节宗教信仰⋯⋯⋯⋯⋯⋯

第六章风俗习惯

第一节家庭⋯⋯⋯⋯⋯⋯⋯

第二节婚姻⋯⋯⋯⋯⋯⋯⋯

第三节生养⋯⋯⋯⋯⋯⋯⋯

第四节丧葬⋯⋯⋯⋯⋯⋯⋯

第五节生活习俗⋯⋯⋯⋯⋯⋯

第六节其他习俗⋯⋯⋯⋯⋯⋯

第七节岁时节日⋯⋯⋯⋯⋯⋯

第八节历法⋯⋯⋯⋯⋯⋯⋯

附：柯尔克孜族部落情况的

(342)

(343)

(346)

(347)

(349)

(350)

(351)

(352)

(354)

(361)

(361)

(363)

资料⋯⋯⋯⋯⋯⋯⋯⋯⋯⋯⋯⋯(364)

第七编农业

第一章机构

第一节行政机构⋯⋯⋯⋯⋯⋯

第二节业务机构⋯⋯⋯⋯⋯⋯

第二章生产关系变革和体制改革

第一节私营经济⋯⋯⋯⋯⋯⋯

第二节集体经济⋯⋯⋯⋯⋯⋯

第三节国营经济⋯⋯⋯⋯⋯⋯

第三章农作物种类

第一节粮食作物⋯⋯⋯⋯⋯⋯

第二节经济作物⋯⋯⋯⋯⋯⋯

第三节其他农作物⋯⋯⋯⋯⋯

第四节优质棉基地⋯⋯⋯⋯⋯

第四章农艺农技。

第一节土壤改良⋯⋯⋯⋯⋯⋯

第二节种子⋯⋯⋯⋯⋯⋯⋯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81

(381)

(382)

第三节肥料⋯⋯⋯⋯⋯⋯⋯

第四节植物保护⋯⋯⋯⋯⋯⋯

第五节耕作制度⋯⋯⋯⋯⋯⋯

第六节生产工具6 61 O．．．．O

第五章农业区划

第一节农区⋯⋯⋯⋯⋯⋯⋯

第二节半农半牧区⋯⋯⋯⋯⋯

第三节牧区⋯⋯⋯⋯⋯⋯⋯

第六章产量、产值与分配

第一节产量⋯⋯⋯⋯⋯⋯⋯

第二节产值⋯⋯⋯⋯⋯⋯⋯

第三节分配⋯⋯⋯⋯⋯⋯⋯

第四节农民生活⋯⋯⋯⋯⋯⋯

382

383

384

385

(385)

(386)

(387)

387

388

391

392

第七章科研与技术推广
、

第一节科研⋯⋯⋯⋯⋯⋯⋯(392)

一，j蠲1●目翎jj



目 录 ·5·

第二节技术推广⋯⋯⋯⋯⋯⋯(393)

附一：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 霍加·哈孜⋯⋯⋯⋯⋯⋯⋯⋯(394)

附二：农业战线上的科技尖兵

刘体瑾⋯⋯⋯⋯⋯⋯⋯⋯⋯⋯(395)

附三：以科技造福人民的高

级农艺师王子远⋯⋯⋯⋯⋯⋯(396)

第八编园艺

第一章资源优势

第一节气候优势⋯⋯⋯⋯⋯⋯(399)

第二节水土优势⋯⋯⋯⋯⋯⋯(399)

第三节品种优势⋯⋯⋯⋯⋯⋯(399)

第二章瓜果品种

第一节瓜类⋯⋯⋯⋯⋯⋯⋯

第二节果类⋯⋯⋯⋯⋯⋯⋯

第三章木纳格葡萄

第一节品种及品质特点⋯⋯⋯

第二节产地及规模⋯⋯⋯⋯⋯

第三节栽培⋯⋯⋯⋯⋯⋯⋯

第四节保鲜贮藏⋯⋯⋯⋯⋯⋯

第五节科研⋯⋯⋯⋯⋯⋯⋯

第四章喀拉库赛甜瓜

第一节产地⋯⋯⋯⋯⋯⋯⋯

第二节品质特征⋯⋯⋯⋯⋯⋯

第三节栽培技术⋯⋯⋯⋯⋯⋯

第四节贮藏加工⋯⋯⋯⋯⋯

(401)

(403)

(407)

(407)

(408)

(410)

(411)

第五章胡苑乃克杏

第一节产地⋯⋯⋯⋯⋯⋯⋯

第二节品质特征⋯⋯⋯⋯⋯⋯

第三节栽培技术⋯⋯·j⋯⋯⋯·

第四节加工⋯⋯⋯⋯⋯⋯⋯

第六章巴仁杏

第一节产地⋯⋯⋯⋯⋯⋯⋯

第二节品质特征⋯⋯⋯⋯⋯⋯

第三节生产、加工和销售⋯⋯⋯

第七章蔬菜

第一节种植历史⋯⋯⋯⋯⋯⋯

第二节品种⋯⋯⋯⋯⋯⋯⋯

第三节生产⋯⋯⋯⋯⋯⋯⋯

第四节菜篮子工程⋯⋯⋯⋯⋯

第八章花卉

第一节栽种⋯⋯⋯⋯⋯⋯⋯

第二节繁育⋯⋯⋯⋯⋯⋯⋯

附：园艺专家夏邦庆⋯⋯⋯⋯⋯⋯⋯

第九编无花果

第一章产地和栽培

第一节产地⋯⋯⋯⋯⋯⋯⋯(422)

第二节栽培历史⋯⋯⋯⋯⋯⋯(423)

第三节栽培面积、产量⋯⋯⋯⋯(423)

第二章品种品质

第一节品种⋯⋯⋯⋯⋯⋯⋯(423)

第二节品质⋯⋯⋯⋯⋯⋯⋯(424)

第三章价值和效益

第一节经济价值⋯⋯⋯⋯⋯⋯(424)

第二节经济效益⋯⋯⋯⋯⋯⋯(425)

第四章生态条件

第一节水土条件⋯⋯⋯⋯⋯⋯

第二节气候条件⋯⋯⋯⋯⋯⋯

第五章栽培技术

第一节栽培⋯⋯⋯⋯⋯⋯⋯

第二节管理⋯⋯⋯⋯⋯⋯⋯

第六章采收销售加工

第一节采收和销售⋯⋯⋯⋯⋯

第二节加工⋯⋯⋯⋯⋯⋯⋯

第七章科研

(415)

(415)

(416)

(419)

(419)

(419)

(426)

(426)

(427)

(429)

(430)

(431)



·6· 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志

第一节栽培技术的实验与 第二节种植区划分区研究⋯⋯(433)

研究⋯⋯⋯⋯⋯⋯⋯⋯(432)I

第十编畜牧

第一章机构

第一节行政机构⋯⋯⋯⋯⋯⋯(438)

第二节业务机构⋯⋯⋯⋯⋯⋯(439)

第二章经济体制

第一节私营经济⋯⋯⋯⋯⋯⋯(439)

第二节集体经济⋯⋯⋯⋯⋯⋯(441)

第三节国营经济⋯⋯⋯⋯⋯⋯(442)

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二

牧场⋯⋯⋯⋯⋯⋯⋯⋯⋯⋯⋯⋯(444)

第三章草场资源

第一节草场面积⋯⋯⋯⋯⋯⋯(444)

第二节牧草种类⋯⋯⋯⋯⋯⋯(444)

第三节草场分布⋯⋯⋯⋯⋯⋯(445)

第四节草场利用⋯⋯⋯⋯⋯⋯(446)

第五节草场改良和保护⋯⋯⋯(446)

第四章牧区基本建设

第一节草场建设⋯⋯⋯⋯⋯⋯(447)

第二节水利建设⋯⋯⋯⋯⋯⋯(447)

第三节牧道建设⋯⋯⋯⋯⋯⋯(448)

第四节棚圈建设⋯⋯⋯⋯⋯⋯(448)

第五节草料基地建设⋯⋯⋯⋯(449)

第五章品种和品种改良

第一节牲畜品种⋯⋯⋯⋯⋯⋯(449)

第二节繁育改良⋯⋯⋯⋯⋯⋯(452)

第三节 中国美利奴新疆型细

毛羊⋯⋯⋯⋯⋯⋯⋯⋯(452)

第六章牧事活动

第一节牧养⋯⋯⋯⋯⋯⋯⋯(453)

第二节转场⋯⋯⋯⋯⋯⋯⋯(454)

第一章机构

第三节繁殖⋯⋯⋯⋯⋯⋯⋯

第四节剪毛抓绒⋯⋯⋯⋯⋯

第五节屠宰⋯⋯⋯⋯⋯⋯⋯

第六节牧业机械⋯⋯⋯⋯⋯⋯

第七章畜病及防治

第一节防病体系⋯⋯⋯⋯⋯⋯

第二节牲畜疫病⋯⋯⋯⋯⋯⋯

第三节畜病调查鉴定⋯⋯⋯⋯

第四节防治⋯⋯⋯⋯⋯⋯⋯

第八章抗灾保畜

第一节雪灾⋯⋯⋯⋯⋯⋯⋯

第二节旱灾⋯⋯⋯⋯⋯⋯⋯

第三节风灾⋯⋯⋯⋯⋯⋯⋯

第四节狼害、鼠害和虫害⋯⋯⋯

第九章产量、产值与分配

第一节产量⋯⋯⋯⋯⋯⋯⋯

第二节产值⋯⋯⋯⋯⋯⋯⋯

第三节收入及分配⋯⋯⋯⋯⋯

第十章牧业区划

第一节区划工作⋯⋯⋯⋯⋯⋯

第二节畜牧业分区⋯⋯⋯⋯⋯

第十一章农区畜牧业

第一节农牧区划分⋯⋯⋯⋯⋯

第二节特点⋯⋯⋯⋯⋯⋯⋯

第三节生产形式⋯⋯⋯⋯⋯⋯

第十二章科技

第一节科研和技术推广机构⋯

第二节新技术推广⋯⋯⋯⋯⋯

第十一编农牧机械

55

56

56

57

457

458

460

461

461

462

462

462

第一节行政机构⋯⋯⋯⋯⋯⋯(476)

、，、，、，、，、，、，、，、，、，、，

3

6

7

9

0

2

2

3

3

4

6

6

6

6

7

7

7

7

7

7

4

4

4

4

4

4

4

4

4

4／L，L，L／L，L／L／L／L／L／L

o，月Iqg，。

q



目 录 。7‘

==============================================一

第二节业务机构⋯⋯⋯⋯⋯⋯(477)

第二章．农牧机具 ～ ·

第一节传统农牧工具⋯⋯⋯⋯

第二节农业机械⋯⋯⋯⋯⋯⋯

第三节牧业机械⋯⋯⋯⋯⋯⋯

第四节机械化程度⋯⋯⋯⋯⋯

第三章经营管理

478

478

478

479

第一节经营O 6．．．．O(479)

第二节管理⋯⋯⋯⋯⋯⋯⋯(481)

第四章农机具修造与供销
’ ‘

第一节三级修造⋯⋯⋯⋯⋯⋯(481)

第二节农机具生产⋯⋯⋯⋯⋯(482)

第三节农机具供销⋯⋯⋯⋯⋯(483)

第五章培训

第一节初级培训⋯⋯⋯⋯⋯⋯(484)

第二节 中等教育和技工教育⋯(484)

第十二编林业

第一章机构

第一节行政机构⋯⋯⋯⋯⋯⋯(487)

第二节事业及企业机构⋯⋯⋯(488)

第二章天然林木资源

第一节次生林⋯⋯⋯⋯⋯⋯⋯(489)

第二节高山原始森林⋯⋯⋯⋯(490)

第三章人工造林

第一节种苗⋯⋯⋯⋯⋯⋯⋯(490)

第二节植树造林⋯⋯⋯⋯⋯⋯(491)

第三节“三北”防护林工程⋯⋯(492)

第四节城镇绿化⋯⋯⋯⋯⋯⋯(492)

第五节家庭园艺⋯⋯⋯⋯⋯⋯(494)

第四章木材采伐和利用

第一节采伐集运⋯⋯⋯⋯⋯(494)

第二节木材销售⋯⋯⋯⋯⋯⋯(495)

第三节经济效益⋯⋯⋯⋯⋯⋯(495)

第五章林区建设

第一节林区道路⋯⋯⋯⋯⋯⋯(495)

第二节迹地更新⋯⋯⋯⋯⋯⋯(496)

第三节营林⋯⋯⋯⋯⋯⋯⋯(496)

第六章森林保护

第一节森林防火⋯⋯⋯⋯⋯⋯(496)

第二节森林病虫害防治⋯⋯⋯(497)

第三节林区自然环境保护⋯⋯(498)

第七章林业区划

第一节林业普查⋯⋯⋯⋯⋯⋯(498)

第二节林业分区⋯⋯⋯⋯⋯⋯(499)

第八章科研

第一节队伍⋯⋯⋯⋯⋯⋯⋯(499)

第二节科研成果⋯⋯⋯⋯⋯⋯(500)

第十三编水利

第一章机构

第一节行政机构⋯⋯⋯⋯⋯⋯

第二节业务机构⋯⋯⋯⋯⋯⋯

第二章农田水利

第一节灌区⋯⋯⋯⋯⋯⋯⋯

第二节引水工程⋯⋯⋯⋯⋯⋯

第三节蓄水工程⋯⋯⋯⋯⋯⋯

第四节排水工程⋯⋯⋯⋯_⋯

第五节提水工程⋯⋯⋯⋯⋯⋯

(503)

(504)

(505)

(506)

(506)

(507)

(508)

第三章牧区水利

第一节草原灌溉⋯⋯⋯⋯⋯⋯

第二节草原水利工程⋯⋯⋯⋯

第四章供水、饮水

第一节城镇供水⋯⋯⋯⋯⋯⋯

第二节农牧区饮水⋯⋯⋯⋯⋯

第三节改水防病⋯⋯⋯⋯⋯⋯

第四节水源地管理⋯⋯⋯⋯⋯

第五章水利管理

(509)

(509)



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志

工程管理⋯⋯⋯⋯⋯⋯(512)

用水管理⋯⋯⋯⋯⋯⋯(512)

水文事业

网点分布⋯⋯⋯⋯⋯⋯(513)

第二节测量查勘⋯⋯⋯⋯⋯(514)

第三节水文资料⋯⋯⋯⋯⋯⋯(515)

第四节水文预报⋯I 0I 4I⋯⋯⋯(516)

第十四编乡镇企业

机构队伍

机构⋯⋯⋯⋯⋯⋯⋯

队伍⋯⋯⋯⋯⋯⋯⋯

企业归属

乡镇办企业⋯⋯⋯⋯⋯

村(队)办企业⋯⋯⋯⋯

联户企业⋯⋯⋯⋯⋯⋯

个体企业⋯⋯⋯⋯⋯⋯

企业门类

(518)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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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编工业

机构

自治州经济贸易

委员会⋯⋯⋯⋯⋯⋯⋯(529)

县(市)经济贸易

委员会⋯⋯⋯⋯⋯⋯⋯(530)

电 力

火 电⋯⋯⋯⋯⋯⋯⋯

水电⋯⋯⋯⋯⋯⋯⋯

供电⋯⋯⋯⋯⋯⋯⋯

建材

水 泥⋯⋯⋯⋯⋯⋯⋯

水泥构件⋯⋯⋯⋯⋯⋯

条砖⋯⋯⋯⋯⋯⋯⋯

石膏板、粉⋯⋯⋯⋯⋯⋯

采矿、冶炼

钢铁⋯⋯⋯⋯⋯⋯⋯

铜⋯⋯⋯⋯⋯⋯⋯⋯⋯

铅锌⋯⋯⋯⋯⋯⋯⋯⋯

盐化

(530)

(531)

(532)

32

34

34

35

(535)

(536)

(537)

采矿⋯⋯⋯⋯⋯⋯⋯

建材⋯⋯⋯⋯⋯⋯⋯

纺织⋯⋯⋯⋯⋯⋯⋯

加 工⋯⋯⋯⋯⋯⋯⋯

建筑⋯⋯⋯⋯⋯⋯⋯

商贸餐饮⋯⋯⋯⋯⋯⋯

服务行业⋯⋯⋯⋯⋯⋯

交通运输⋯⋯⋯⋯⋯⋯

其他⋯⋯⋯⋯⋯⋯⋯

第一节原盐开采⋯⋯⋯⋯⋯⋯

第二节原盐加工⋯⋯⋯⋯⋯⋯

第六章水晶

第一节水晶开采⋯⋯⋯⋯⋯⋯

第二节水晶加工⋯⋯⋯⋯⋯⋯

第七章纺织

第一节毛纺⋯⋯⋯⋯⋯⋯⋯

第二节针织⋯⋯⋯⋯⋯⋯⋯

第三节地毯⋯⋯⋯⋯⋯⋯⋯

第八章食品蔓jn-r

第一节糕点加工⋯⋯⋯⋯⋯⋯

第二节果脯加工⋯⋯⋯⋯⋯⋯

第三节酿酒⋯⋯⋯⋯⋯⋯⋯

第九章棉花、皮毛／jn-r

第一节棉花加工⋯⋯⋯⋯⋯⋯

第二节皮革加工⋯⋯⋯⋯⋯⋯

第三节毛绒加工⋯⋯⋯⋯⋯⋯

第十章手工业

(521)

(522)

(522)

(522)

(523)

(523)

(524)

(524)

(524)

第一节缝纫⋯⋯⋯⋯⋯⋯⋯(546)

、，、，、，、，、，、，、，、，、，、，、，、，、，

9

9

0

0

1

1

2

2

2

3

3

4

5

3

3

4

4

4

4

4

4

4

4

4

4

4

5

5

S

5

5

5

5

5

5

5

5

5

5，L／L／L／L／L／L／k／L，L，L／L／L／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9·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十一章

第一节

木制家具及农具制作⋯(546)

铁制小农具及铁皮制

品制作⋯⋯⋯⋯⋯⋯⋯(546)

民族特需制品⋯⋯⋯⋯(547)

名优产品

国家级优质产品⋯⋯⋯(547)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十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十六编煤炭

第一章煤田地质

第一节勘探⋯⋯⋯⋯⋯⋯⋯(556)

第二节乌恰含煤区⋯⋯⋯⋯⋯(558)

第三节奥依塔克含煤区⋯⋯⋯(558)

第四节罕德里克一库斯拉甫

含煤区⋯⋯⋯⋯⋯⋯⋯(559)

第二章康苏煤矿

第一节概况⋯⋯⋯⋯⋯⋯⋯

第二节发展历史⋯⋯⋯⋯⋯⋯

第三节投资效益⋯⋯⋯⋯⋯⋯

第四节矿山机械矿山救护⋯

第三章县办煤矿

第一节阿克陶县办煤矿⋯⋯⋯

第二节乌恰县办煤矿⋯⋯⋯⋯

第三节阿图什市(县)办煤矿⋯

559

560

561

562

(562)

(563)

(564)

第四章乡镇煤矿

第一节阿克陶县乡镇煤矿⋯⋯(564)

部级优质产品⋯⋯⋯⋯

自治区级优质产品⋯⋯

工业管理

行政管理⋯⋯⋯⋯⋯⋯

生产经营管理··j⋯⋯⋯

劳动管理⋯⋯⋯⋯⋯⋯

(548)

(548)

(548)

(549)

(550)

第二节乌恰县乡镇煤矿⋯⋯⋯(565)

第三节阿图什县乡镇煤矿⋯⋯(566)

第五章外地在境内开采的煤矿

第一节喀什地区煤矿⋯⋯⋯⋯(566)

第二节英吉沙县煤矿⋯⋯⋯⋯(566)

第三节喀什市煤矿⋯⋯⋯⋯⋯(567)

第四节疏勒县煤矿一矿⋯⋯⋯(567)

第五节疏勒县煤矿二矿⋯⋯⋯(567)

第六节岳普湖县煤矿⋯⋯⋯⋯(567)

第七节疏附县煤矿⋯⋯⋯⋯⋯(567)

第八节莎车县库斯拉甫煤矿⋯(567)

第九节兵团农三师四十一团

前进煤矿⋯⋯⋯⋯⋯⋯(567)

第十节兵团农三师四十二团

煤矿⋯⋯⋯⋯⋯⋯⋯⋯(568)

第十一节兵团农三师二牧场

煤矿⋯．．．⋯⋯⋯⋯⋯(568)

第十七编交通

第一章机构

第一节行政机构⋯⋯⋯⋯⋯⋯

第二节业务机构⋯⋯⋯⋯⋯⋯

第三节公路建设养护单位⋯⋯

第四节汽车运输企业⋯⋯⋯⋯

第五节汽车修理、配件企业⋯⋯

第二章古代交通

第一节道路⋯⋯⋯⋯⋯⋯⋯

第二节驿站⋯⋯⋯⋯⋯⋯⋯

(571)

(572)

(572)

(573)

(574)

(574)

(575)

第三节运输工具⋯⋯⋯⋯⋯⋯(575)

第三章公路

第一节国道⋯⋯⋯⋯⋯⋯⋯(575)

第二节省道⋯⋯⋯⋯⋯⋯⋯(576)

第三节县乡道路⋯⋯⋯⋯⋯⋯(577)

第四节边防专线⋯⋯⋯⋯⋯⋯(578)

第五节桥梁⋯⋯⋯⋯⋯⋯⋯(578)

第四章公路运输

第一节国营运输⋯⋯⋯⋯⋯⋯(580)



· 10· 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志

第二节民间运输⋯J O．．．．⋯⋯(582)

第五章铁路

第一节道路⋯⋯⋯⋯⋯⋯⋯(582)

第二节桥梁⋯⋯⋯⋯⋯⋯⋯(582)

第三节运输⋯⋯⋯⋯⋯⋯⋯(583)

第四节车站⋯⋯⋯⋯D O．．．．(583)

第六章交通管理

第一节运政管理⋯⋯⋯⋯⋯⋯(583)

第二节交通规费征稽⋯⋯⋯⋯(583)

附：路桥专家雒秉枢⋯⋯⋯⋯⋯⋯⋯(584)

第十八编邮电

第一章机构

第一节清代、民国时期邮电

机构⋯⋯⋯⋯⋯⋯⋯⋯(586)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邮电机构⋯⋯⋯⋯⋯(587)

第二章邮政

第一节邮路⋯⋯⋯⋯⋯⋯⋯(590)

第二节邮政业务⋯⋯⋯⋯⋯⋯(591)

第三章电信

第一节线路⋯⋯⋯⋯⋯⋯⋯

第二节电路⋯⋯⋯⋯⋯⋯⋯

第三节电信设备⋯⋯⋯⋯⋯⋯

第四节电信业务⋯⋯⋯⋯⋯⋯

第十九编商业

第一章机构队伍

第一节行政管理机构⋯⋯⋯⋯

第二节业务机构⋯⋯⋯⋯⋯⋯

第三节商业网点⋯⋯⋯⋯⋯⋯

第四节商业队伍⋯⋯⋯⋯⋯⋯

603

604

607

608

第二章体制

第一节私营商业⋯⋯⋯⋯⋯⋯(609)

第二节国营商业*1 0．．．．．D m一6 6*00(610)

第三节集体商业⋯⋯⋯⋯⋯⋯(610)

第三章经营总值

第一节社会商

第二节商品流

第三节社会商

第四章商品经营

第一节百货

第二节纺织品

第三节五金交

第四节食品⋯⋯⋯⋯⋯⋯⋯(622)

第五节糖烟酒茶⋯⋯⋯⋯⋯⋯(624)

第六节石油煤炭⋯⋯⋯⋯⋯(626)

第七节饮食服务⋯⋯⋯⋯⋯⋯(627)

第八节蔬菜⋯⋯⋯⋯⋯⋯⋯(629)

第九节药品⋯⋯⋯⋯⋯⋯⋯(630)

第十节少数民族特需商品⋯⋯(632)

第五章商品采购和储运

第一节采购⋯⋯⋯⋯⋯⋯⋯(634)

第二节储运⋯⋯⋯⋯··j⋯⋯(634)



目 录 · 11 ·

第二十编供销

第一章机构

第一节行政管理机构⋯⋯⋯⋯(643)

第二节业务机构⋯⋯⋯⋯⋯⋯(644)

第三节基层供销机构⋯⋯⋯⋯(645)

第二章畜产品经营

第一节收购⋯⋯⋯⋯⋯⋯⋯(646)

第二节加工⋯⋯⋯⋯⋯⋯⋯(647)

第三节销售⋯⋯⋯⋯⋯⋯⋯(647)

第三章棉花经营

第一节收购⋯⋯⋯⋯⋯⋯⋯(648)

第二节加工⋯⋯⋯⋯⋯⋯⋯(648)

第三节销售⋯⋯⋯⋯⋯⋯⋯(648)

第四章果品经营

第一节收购⋯⋯⋯⋯⋯⋯⋯

第二节加工⋯⋯⋯⋯⋯⋯⋯

第五章农牧业生产资料经营

第一节农牧机具⋯⋯⋯⋯⋯⋯

第二节化肥⋯⋯⋯⋯⋯⋯⋯

’第三节农药⋯⋯⋯⋯⋯⋯⋯

第四节地膜⋯⋯⋯⋯⋯⋯⋯

第六章生活资料经营

第一节茶叶⋯⋯⋯⋯⋯⋯⋯一

第二节日用杂品⋯⋯⋯⋯⋯⋯

第二十一编物资

第一章机构

第一节管理机构⋯⋯⋯⋯⋯⋯(655)

第二节业务机构⋯⋯⋯⋯⋯⋯(655)

第二章购销

第一节金属材料⋯⋯⋯⋯⋯⋯(657)

第二节机电设备⋯⋯⋯⋯⋯⋯(658)

第三节轻化建材⋯⋯⋯⋯⋯⋯(660)

第三章采购储运

第一节采购⋯⋯⋯⋯⋯⋯⋯

第二节转运⋯⋯⋯⋯⋯⋯⋯

第三节仓储⋯⋯⋯⋯⋯⋯⋯

第四章回收利用

第一节回收⋯⋯⋯⋯⋯⋯⋯

第二节加工利用⋯⋯⋯⋯⋯⋯

第二十二编粮油

第一章机构

第一节行政机构⋯⋯⋯⋯⋯⋯

第二节业务机构⋯⋯⋯⋯⋯⋯

第三节粮油企业⋯⋯⋯⋯⋯⋯

第二章粮油购销

第一节征购⋯⋯⋯⋯⋯⋯⋯

第二节销售⋯⋯⋯⋯⋯⋯⋯

第三节市镇粮油供应⋯⋯⋯⋯

第四节议价销售⋯⋯⋯⋯⋯⋯

(666)

(667)

(667)

668

670

671

672

(650)

(650)

(651)

(652)

(662)

(662)

(663)

(663)

(664)

第五节市场饮食销售⋯⋯⋯⋯(672)

第三章粮油／jⅡ-r

第一节粮食加工⋯⋯⋯⋯⋯⋯

第二节油脂加工⋯⋯⋯⋯⋯⋯

第三节食品加工⋯⋯⋯⋯⋯⋯

第四节饲料加工⋯⋯⋯⋯⋯⋯

第四章粮油储运

第一节储藏⋯⋯⋯⋯⋯⋯⋯

第二节调运⋯⋯⋯⋯⋯⋯⋯

76

77

77

78

(678)

(680)



· 12· 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志

第二十三编外贸

第一章机构

第一节行政机构⋯⋯⋯⋯⋯⋯

第二节业务机构⋯⋯⋯⋯⋯⋯

第三节外贸商品加工企业⋯⋯⋯

第二章出口贸易

第一节种类⋯⋯⋯⋯⋯⋯⋯

第二节收购⋯⋯⋯⋯⋯⋯⋯

第三节生产加工⋯⋯⋯⋯⋯⋯

第四节 出口国家和地区⋯⋯⋯

(682)

(683)

(683)

84

85

86

87

第三章进口贸易

第一节种类⋯⋯⋯⋯⋯⋯⋯

第二节购货国家和地区⋯⋯⋯

第三节订货计划⋯⋯⋯⋯⋯⋯

第四章边贸

第一节边贸活动⋯⋯⋯⋯⋯⋯

第二节旅游购物⋯⋯⋯⋯⋯⋯

第三节国际商场⋯⋯⋯⋯⋯⋯

第二十四编口岸

第一章口岸管理

第一节机构⋯⋯⋯⋯⋯⋯⋯(690)

第二节管理⋯⋯⋯⋯⋯⋯⋯(691)

第二章吐尔尕特口岸

第一节历史变迁⋯⋯⋯⋯⋯⋯(691)

第二节口岸建设⋯⋯⋯⋯⋯⋯(692)

第三章伊尔克什坦口岸

第一节历史变迁⋯⋯⋯⋯⋯⋯(693)

第二节口岸建设⋯⋯⋯⋯⋯⋯(693)

第四章海关

第一节吐尔尕特海关⋯⋯⋯⋯(694)

第二节伊尔克什坦海关⋯⋯⋯(695)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687)

(687)

(687)

(688)

(688)

(688)

第三节业务⋯⋯⋯⋯⋯⋯⋯(695)

第五章检验检疫

第一节商品检验⋯⋯⋯⋯⋯⋯(697)

第二节卫生检疫⋯⋯⋯⋯⋯⋯(699)

第三节动植物检疫⋯⋯⋯⋯⋯(699)

第六章口岸贸易

第一节进口贸易⋯⋯⋯⋯⋯⋯(700)

第二节出口贸易⋯⋯⋯：⋯⋯··(700)

第七章外运 ．、

第一节机构⋯⋯⋯⋯⋯⋯⋯(701)

第二节业务⋯⋯⋯⋯⋯⋯⋯(701)

第二十五编城乡建设环境保护



目 录 · 13·

第二十六编财政

第一章机构

第一节州行政机构⋯⋯⋯⋯⋯

第二节县(市)行政机构⋯⋯⋯

第三节业务机构⋯⋯⋯⋯⋯⋯

第二章财政收入

第一节农牧业收入⋯⋯⋯⋯⋯

第二节企业收入⋯⋯⋯⋯⋯⋯

第三节工商税和地方各税

收入⋯⋯⋯⋯⋯⋯⋯⋯

第四节债券收入⋯⋯⋯⋯⋯⋯

第五节建设基金收入⋯⋯⋯⋯

第六节预算外收入⋯⋯⋯⋯⋯

第七节上级补助收入⋯⋯⋯⋯

(718)

(720)

(721)

(721)

(723)

(724)

(724)

(726)

(727)

(730)

第三章财政支出

第一节行政管理费支出⋯⋯⋯

第二节事业经费支出⋯⋯⋯⋯

第三节经济建设费支出⋯⋯⋯

第四节其他支出⋯⋯⋯⋯⋯⋯

第四章财政管理

第一节财政体制改革⋯⋯⋯⋯

第二节预算管理⋯⋯⋯⋯⋯⋯

第三节财务管理⋯⋯⋯⋯⋯⋯

第四节国有资产管理⋯⋯⋯⋯

第五节资金证券市场管理⋯⋯

第六节财政监督⋯⋯⋯⋯⋯⋯

第二十七编税务

第一章机构

第一节州行政机构⋯⋯⋯⋯⋯(754)

第二节县(市)行政⋯⋯⋯⋯⋯(755)

第三节业务机构⋯⋯⋯⋯⋯⋯(758)

第二章历代税赋

第一节官税⋯⋯⋯⋯⋯⋯⋯(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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