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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堆历史渊远；文化悠久，人民勤劳，勇敢、智慧，富有光荣

的革命传统o
。’

、

自殷商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改造自

然，发展生产，创造文化，谱写了文明史篇。元末，挥戈反对异族

的统治；清末，竖旗称捻抗清，抗日战争时期，奋勇杀敌，驱逐日

寇，解放战争时期，赴汤蹈火，推翻反动政权。特剐是淮海战役爆

发，双堆人民全力一赴，首当其冲，支援前线，为战争的胜利，作

出了重要贡献。建国三十多年中，双堆人民战天斗地，改变了家乡面

貌，留下了光辉业绩。这些斗争史实，远有文物可考，近则有目共

睹。但时代轮转，古往今来，从没有人把我区劳动人民创造的历

史，系统的编篡成集，惠及子孙，造福后代，遗憾至甚。

八十年代，喜逢盛世， “盛世修志，势在盛行矽。我区根据中

央的指示和省、县的部署，于一九八四年十月，区委、区公所作出

编篡《双堆区志》的决定，成立了区志领导小组。在县志办公室的

具体指导下，我们集贤汇能，组织了区志编篡小组，抽调热心史志

工作，并有一定写作能力的人员着手这一浩大艰巨的文化建设工

程。参加鳊篡的同志，怀着光荣的历史责任感和热爱地方的心情，

冒着烈日严寒，跑遍了全区各地，乃至外省，外县，征集了大量资

料。他们呕心沥血，分 百万字的史料，查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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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余卷档案，严格遵循“古为今用，详今略古，去伪存真，秉笔

直书"的原则，日夜伏案削笔，精心编篡，历经两年的艰苦劳动，

编篡出首部《双堆区志》o

这部地方志书的内容按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人

物、风土人情，将本区近百年来劳动人民艰苦创业的精神，革命志

士的丰功伟绩，翔实地记录下来。使革命前辈斗争的情景，重现在

人们眼前，不愧是“一方之总览，万世之资鉴秒。

《双堆区志》问世，将使全区人民，鉴古知今，兴利革弊，继

往开来，为建设两个文明，振兴中华，谱写更新更美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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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循《若干历史阊

题的决议》精神，本着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采用新观点、新方法记述当地各个

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体现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力求“详特略同弦具有时代

色彩和地方特点。，

二、本志遵循膏立足当代，追本溯源，详今略古，贯通古今矽的原则。上限断为

1938年，下限至1985年。个别事件上溯百年，乃至几千年。但重点记述建国后三十余年

的生产发展，社会变革的史实。

三、本志采用志，记，图、表、录等形式，使用语体文，记述体、规范汉字。全志内

容采取“述而不作’’寓褒贬于事实之中。 ．

四、本志通篇结构，按编、章、节，耳四个层次排列，并明确标题，横排竖写。全

志正文立概述，大事记，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附录十编。共

59章，194节。对同一事件、人物在各编，章、节交错互见时，则各有侧重，避免重

复。

五、本志为反映历史原貌，避免旁侵，随着行政区划和机构的变更，记述现区境范

围内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事件。

六，本志历史纪年，采用当时通用的习惯称谓，再加括号注明公元。建国后，一律

用公元纪年。公元纪年和文内有关数字、表格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历史记年，农历月，

日和正文一律用中文。

七，本志对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章节，不单立编章。对各个历史时期

的机构名称沿一般习惯称谓，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对人物一律直书其名，不加职衔或褒

贬词语，对地名记述，凡历史沿革用古地名，均在括号内注今地名，其余一律按本县地

名普查册之今地名记述。 r

八、本志遵循生人不立传的原剐，凡立传的人物均系著名革命烈士和各阶层，各时

期有社会影响的已故知名人士。对健在的党，政、军和各阶层知名人士只作简介。为帮

助读者从反面总结历史教训，选择少数反动人物罪行录附于人物编后。

九，本志部分章节后加附记，以补充不宜入正文的资料。

十j为了便于阅读，本志资料出处或引用他文，不在正文加注，仅在书后列出资料

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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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第一编概述⋯⋯⋯⋯⋯⋯⋯⋯⋯⋯⋯m．．．⋯⋯⋯⋯⋯⋯⋯⋯⋯⋯一⋯⋯一一m(1>

第=编大事记⋯⋯⋯⋯⋯⋯⋯⋯⋯⋯⋯⋯⋯．．．OOO 4P00 000000⋯⋯⋯m⋯⋯⋯⋯⋯⋯(7)

，第兰编地理‘1

策一章位置政区⋯⋯⋯⋯⋯⋯⋯⋯⋯⋯⋯⋯⋯⋯⋯⋯⋯⋯⋯⋯⋯⋯一⋯⋯一(25>

策一节位置⋯⋯⋯⋯⋯⋯⋯⋯⋯⋯⋯⋯⋯．．．⋯m⋯⋯⋯⋯⋯⋯·”··”⋯⋯”(25)

策二节政区⋯⋯⋯⋯⋯⋯⋯⋯⋯⋯⋯⋯⋯⋯⋯⋯一⋯⋯⋯⋯⋯⋯⋯⋯⋯一(25)

策二章沿革⋯⋯⋯⋯⋯⋯⋯⋯⋯⋯⋯⋯⋯⋯⋯⋯⋯⋯⋯⋯⋯一⋯⋯··j⋯⋯⋯(26)

策一节隶属沿革⋯⋯⋯⋯⋯⋯⋯⋯⋯⋯⋯⋯⋯⋯⋯⋯一⋯⋯⋯⋯⋯⋯⋯·”(26)

策二节建置沿革⋯000000 000000 000 gOlD 000 000000 000 000 00D 000 gDDOOOO⋯⋯⋯⋯⋯⋯一⋯⋯(26)

策三章民族人口⋯⋯⋯⋯⋯⋯⋯⋯⋯．．．⋯⋯．．．一⋯⋯⋯．．．⋯⋯⋯⋯⋯⋯000 000(28)

策一节民族⋯⋯⋯⋯⋯⋯⋯⋯⋯⋯⋯⋯⋯⋯⋯⋯⋯⋯⋯⋯⋯⋯⋯⋯⋯OOOOOI(28)

策二节人口⋯⋯⋯⋯⋯⋯⋯⋯⋯⋯⋯⋯⋯⋯m⋯⋯⋯⋯⋯⋯⋯⋯⋯⋯⋯⋯(28)

策三节姓氏耄寿⋯⋯⋯⋯⋯⋯．．．⋯⋯⋯⋯⋯m⋯⋯⋯⋯⋯一⋯⋯：⋯⋯⋯”(29)

策四章集镇简介⋯⋯⋯⋯⋯⋯⋯；⋯“⋯⋯⋯“OO 000 OOO⋯⋯m⋯⋯⋯⋯⋯⋯m(32)

策五章地貌地质⋯⋯⋯⋯⋯⋯⋯⋯⋯⋯⋯⋯⋯⋯⋯⋯⋯⋯⋯⋯⋯·⋯⋯⋯⋯”(35)

策一节地貌⋯⋯．．．⋯⋯⋯⋯⋯；⋯⋯⋯⋯⋯⋯⋯⋯⋯·⋯⋯·000 000 OOOODo 000 OOO 0eO(35)

第二节地质⋯⋯⋯⋯⋯⋯⋯OOO 6BO 000⋯．．．．．．⋯⋯⋯⋯⋯⋯⋯mm⋯⋯⋯⋯m(35)

第六章水系河流⋯⋯；⋯⋯⋯⋯o”j。一⋯⋯⋯⋯⋯⋯⋯⋯⋯⋯⋯⋯⋯⋯⋯”(36)

第七章土壤与植被⋯二⋯⋯⋯一“⋯“··；01000I 04p(PIP LDO OOO 000：⋯⋯⋯⋯⋯⋯”．．．⋯⋯(36)

．第一节土壤的类型与分布⋯⋯⋯⋯⋯⋯⋯⋯⋯⋯⋯⋯⋯⋯⋯⋯⋯．．．⋯一⋯(36)

第二节1土壤的特征与利用⋯⋯⋯m⋯⋯⋯⋯⋯⋯⋯⋯⋯⋯⋯m⋯⋯⋯⋯⋯(37)

第三节植被⋯⋯⋯⋯⋯⋯⋯⋯⋯⋯⋯⋯⋯．．．．．．⋯一⋯⋯⋯⋯．．．⋯⋯⋯⋯⋯(38)

第八章气候，物侯⋯⋯j⋯⋯⋯⋯”000 Omgggl⋯⋯⋯⋯一⋯⋯⋯⋯⋯⋯⋯”⋯⋯·(38)

第二节‘气侯：⋯··；··；··j⋯··j··j··j⋯⋯⋯⋯⋯⋯⋯⋯⋯⋯⋯⋯⋯⋯⋯⋯⋯⋯”(38)

’第=节。物侯：⋯··jOO BOO：⋯··：⋯⋯⋯⋯⋯⋯⋯⋯⋯⋯⋯·⋯⋯⋯⋯⋯⋯⋯⋯·”．(39)

第九章’自然资源；00 0·O⋯i··i”：··j”O。OO QOQj⋯⋯⋯··：⋯⋯⋯⋯⋯””⋯⋯⋯⋯一”⋯(39)

第·节野生植物⋯i⋯一⋯⋯⋯””·OOQ QOO”⋯⋯⋯⋯⋯⋯⋯⋯⋯⋯·一⋯⋯⋯·(39)

第=节’野生动物⋯j“⋯⋯⋯⋯⋯⋯⋯⋯⋯⋯⋯⋯⋯·⋯⋯⋯⋯⋯⋯⋯一一⋯(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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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矿藏⋯⋯⋯⋯⋯mm⋯·n⋯⋯⋯m⋯m一一⋯⋯⋯m⋯⋯mmm⋯(40)

第十章自然灾害⋯⋯⋯⋯m⋯一⋯⋯一⋯⋯⋯一⋯⋯⋯⋯⋯．．．⋯mm一。⋯(41)

第一节水灾⋯⋯m⋯⋯一一⋯⋯⋯⋯一⋯⋯一⋯⋯⋯⋯⋯．．．．．．．．．⋯⋯．．．。(41)

第二节旱灾．．．⋯m⋯．．．⋯⋯⋯m·一⋯⋯⋯⋯⋯⋯⋯mm⋯m⋯⋯．．．⋯一⋯(41)

第三节风灾⋯⋯．．．⋯⋯⋯⋯⋯⋯⋯⋯．．．．．．⋯⋯⋯·⋯⋯⋯⋯⋯⋯⋯⋯⋯⋯。(42)

第四节雹，霜灾．．．⋯⋯·：⋯⋯⋯⋯⋯·m．．．⋯。⋯⋯⋯⋯⋯⋯⋯．．．⋯⋯．．．．．．(42)

第五节虫，鼠灾m⋯⋯⋯⋯⋯⋯⋯⋯⋯⋯⋯⋯⋯⋯⋯⋯⋯⋯⋯．．．⋯．．．．．．⋯(42)

第四编经济

第一章农业．．．．．．⋯．．．⋯⋯⋯⋯⋯⋯m⋯⋯m⋯。⋯⋯⋯⋯⋯⋯⋯⋯⋯⋯．．．⋯(43)

第一节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m⋯⋯⋯⋯⋯⋯⋯(43)

第二节作物的品种⋯⋯⋯⋯⋯⋯一⋯⋯⋯⋯⋯⋯⋯⋯⋯⋯⋯⋯m⋯⋯．．．⋯(45)

第三帛耕作制度⋯⋯⋯⋯⋯⋯⋯一⋯”_⋯⋯⋯⋯⋯⋯⋯⋯⋯⋯⋯⋯⋯⋯⋯(47)

第四节农作物保护．．．⋯⋯⋯⋯⋯⋯⋯⋯⋯⋯⋯⋯⋯⋯⋯⋯⋯⋯⋯⋯⋯⋯⋯(52)

第五节农业机械⋯⋯⋯⋯⋯⋯⋯⋯⋯⋯⋯⋯⋯⋯⋯一⋯⋯⋯⋯⋯⋯⋯．．．⋯(53)

第二章林业⋯⋯．．．．．．一⋯⋯⋯⋯⋯⋯⋯⋯⋯⋯⋯⋯⋯⋯⋯⋯⋯⋯．．．⋯⋯⋯⋯(56)

第一节植树造林．．．⋯⋯⋯⋯⋯m⋯⋯⋯⋯⋯⋯⋯⋯⋯⋯⋯⋯⋯⋯⋯⋯．．．⋯(56)

第=节经济林⋯⋯⋯⋯⋯⋯⋯⋯⋯⋯⋯⋯⋯⋯⋯⋯⋯⋯⋯⋯⋯⋯m⋯⋯⋯(57)

第三节苗圃场⋯．．．⋯⋯⋯⋯⋯⋯～⋯⋯⋯⋯⋯⋯⋯⋯⋯⋯⋯⋯⋯⋯⋯⋯⋯(58)

第四节淮海林场．．．m⋯⋯⋯⋯⋯⋯⋯⋯⋯⋯⋯⋯⋯⋯⋯⋯⋯⋯⋯⋯⋯⋯⋯(60)

第三章畜牧业⋯⋯⋯⋯⋯⋯⋯⋯⋯⋯⋯⋯⋯⋯⋯⋯⋯⋯⋯⋯⋯⋯⋯⋯．．．⋯⋯(61)

第一节机构设置与疾病防治⋯⋯⋯⋯⋯⋯⋯⋯⋯⋯⋯⋯⋯⋯⋯⋯⋯⋯m⋯(61)

第二节家畜⋯⋯⋯⋯⋯⋯⋯⋯⋯⋯⋯⋯⋯⋯⋯⋯⋯⋯⋯⋯⋯⋯⋯⋯⋯⋯⋯(62)

第三节家禽⋯⋯⋯⋯⋯⋯⋯⋯⋯⋯⋯m⋯⋯．．．⋯⋯⋯⋯⋯⋯⋯⋯⋯．．．．．．⋯(64)

．第四章多种经营⋯⋯⋯⋯⋯⋯⋯⋯⋯⋯⋯⋯⋯．．．⋯⋯⋯⋯⋯⋯⋯⋯⋯⋯⋯⋯(65)

第一节养殖⋯⋯⋯⋯⋯⋯⋯⋯⋯⋯⋯⋯⋯⋯．．．⋯⋯⋯⋯⋯⋯⋯⋯⋯⋯⋯．．．(65)

第二节种植⋯⋯m⋯⋯⋯⋯⋯⋯⋯⋯⋯⋯⋯⋯⋯⋯⋯⋯⋯⋯⋯⋯⋯⋯⋯⋯(66)

第三节水产⋯⋯⋯⋯⋯⋯⋯⋯⋯m⋯⋯⋯⋯⋯⋯⋯⋯⋯⋯⋯⋯⋯⋯⋯⋯⋯(68)

第五章水利⋯m⋯⋯⋯⋯⋯⋯m⋯⋯⋯m⋯⋯⋯⋯⋯⋯一⋯⋯⋯⋯”⋯⋯⋯(70)

．·第一节河道治理．．．⋯⋯⋯⋯⋯⋯⋯⋯⋯⋯⋯．．．⋯⋯⋯⋯⋯⋯⋯⋯⋯⋯⋯⋯(70)

第二节排灌设施⋯⋯⋯⋯⋯⋯⋯⋯⋯⋯m⋯．．．⋯⋯⋯⋯⋯⋯⋯⋯⋯⋯⋯⋯(73)

第三节机井和喷灌⋯⋯⋯．．．⋯⋯m⋯⋯⋯⋯⋯⋯⋯⋯⋯⋯⋯⋯⋯⋯⋯⋯⋯(74)

第六章乡村企业⋯．．．⋯⋯⋯·⋯⋯⋯⋯⋯⋯⋯”“”⋯⋯⋯⋯⋯⋯”⋯⋯⋯⋯⋯(75)

第一节手工业．．．⋯⋯⋯⋯⋯⋯⋯⋯⋯⋯⋯⋯”⋯一⋯⋯⋯”⋯⋯⋯⋯⋯⋯⋯(75)

第二节粮油副食品加工业⋯⋯⋯⋯⋯⋯⋯⋯．．．一⋯⋯⋯⋯⋯⋯⋯一⋯．．．m(76)

第三节棉花加工业m⋯⋯⋯⋯⋯⋯⋯⋯⋯⋯．．．⋯⋯⋯⋯⋯⋯⋯⋯⋯⋯m⋯(79)

第四节建筑材料业⋯⋯⋯⋯⋯⋯⋯⋯⋯⋯⋯⋯⋯⋯⋯⋯⋯一m．．．⋯⋯⋯⋯(80)

； 第五节：炙『堆搬运站⋯⋯⋯⋯⋯⋯⋯⋯⋯⋯．．．．．．⋯mmm⋯⋯⋯⋯⋯⋯⋯⋯(82)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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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对私营工商业管理⋯⋯．．．⋯⋯⋯⋯⋯⋯m⋯⋯⋯⋯⋯m⋯⋯⋯⋯⋯(99)

第三节市场管理⋯⋯⋯⋯⋯⋯一⋯⋯⋯⋯⋯⋯⋯⋯⋯⋯⋯⋯．．．⋯⋯⋯⋯(101)

第四节经济合同管理⋯⋯⋯⋯．．．⋯一⋯⋯⋯⋯⋯⋯．．．⋯⋯⋯⋯⋯⋯⋯⋯(102)

第九章粮食⋯⋯⋯小⋯⋯⋯⋯⋯⋯⋯⋯．．．⋯⋯⋯⋯⋯⋯⋯⋯⋯．．．⋯⋯⋯⋯(103)

。第一节机构设置⋯⋯⋯⋯⋯⋯．．．⋯⋯⋯⋯一⋯⋯⋯⋯⋯⋯⋯⋯⋯⋯⋯⋯·(103)

第二节征购⋯．．．⋯⋯⋯⋯⋯⋯⋯⋯⋯⋯⋯⋯～一⋯一⋯⋯⋯．．．⋯⋯⋯⋯(104)

第三节销售⋯⋯⋯⋯⋯⋯⋯⋯⋯⋯⋯⋯⋯⋯⋯．．．⋯⋯⋯⋯⋯．．．⋯⋯⋯⋯(107)

第四节储运⋯⋯⋯⋯⋯⋯⋯⋯⋯⋯⋯⋯⋯⋯一⋯．．．⋯⋯⋯⋯⋯⋯⋯⋯⋯(110)

第五节储备粮和周转粮一⋯·一⋯⋯⋯⋯⋯⋯⋯·一一⋯⋯⋯⋯．．．⋯⋯⋯⋯(113)

第十章财税⋯⋯⋯⋯⋯⋯⋯”⋯·“⋯⋯⋯⋯⋯·～⋯⋯⋯-⋯⋯⋯⋯·～⋯⋯(113)

’第一节机构设置⋯⋯一⋯一·一⋯·一⋯⋯⋯··：o0000000Q 000000～⋯⋯⋯⋯⋯⋯(113)

第二节财政收入与支出⋯⋯⋯⋯⋯m“··n．．．．．．一⋯．．．⋯⋯⋯．．．⋯⋯⋯⋯(114>

第三节农业税收⋯⋯⋯⋯⋯⋯．．．⋯一⋯⋯·”⋯⋯⋯⋯⋯⋯⋯⋯⋯⋯⋯⋯·(114>

第四节工商税收⋯⋯⋯⋯⋯⋯⋯⋯～⋯一⋯一⋯⋯⋯⋯⋯⋯·⋯⋯⋯⋯⋯(115>

第十一章金融⋯⋯⋯⋯⋯⋯⋯⋯⋯⋯⋯⋯⋯⋯⋯⋯⋯⋯⋯⋯⋯⋯”·OOOOOOOOO(117>

第一节机构设置⋯⋯⋯⋯⋯⋯⋯⋯⋯”⋯⋯⋯⋯·⋯⋯⋯⋯⋯．．．⋯⋯⋯．．．(117)

第二节·货币⋯⋯⋯⋯⋯⋯⋯⋯⋯⋯一⋯·一⋯⋯⋯⋯⋯⋯⋯⋯⋯⋯⋯⋯⋯(117)
第三节储蓄⋯⋯⋯⋯⋯一⋯⋯⋯一⋯⋯⋯⋯⋯⋯⋯⋯⋯⋯⋯⋯⋯⋯⋯⋯·(118)

第四节信贷⋯⋯⋯⋯⋯⋯一UOlO OQ0000000一⋯·～⋯⋯一⋯⋯·～⋯⋯⋯·一⋯⋯(120)

4第五节债券发行⋯⋯⋯⋯⋯⋯⋯一·000000000 QOO 000000一⋯⋯⋯⋯⋯⋯⋯⋯⋯·(122>

第十二章交通⋯⋯⋯⋯⋯⋯⋯⋯⋯⋯⋯⋯⋯⋯⋯⋯⋯⋯⋯⋯⋯⋯⋯⋯⋯⋯(122)

第一节公路建设⋯⋯⋯⋯⋯⋯一⋯⋯一⋯⋯⋯⋯⋯⋯⋯⋯⋯⋯⋯⋯⋯⋯·(122)

第二节公路养护⋯⋯⋯⋯⋯⋯⋯．．．⋯一⋯·一⋯⋯⋯⋯⋯⋯⋯⋯⋯⋯⋯⋯·(124>

销三≮运输⋯⋯⋯⋯⋯⋯⋯⋯⋯⋯⋯⋯⋯⋯m⋯⋯⋯⋯⋯m⋯m⋯⋯⋯(125)

第十三章邮电⋯⋯⋯⋯⋯⋯⋯⋯．．．⋯⋯⋯⋯⋯⋯⋯⋯⋯⋯⋯⋯⋯⋯⋯⋯一(126)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十四章

机构设置⋯⋯⋯⋯⋯⋯⋯⋯⋯⋯⋯．．．”⋯⋯⋯⋯⋯⋯⋯⋯⋯⋯⋯·

邮i受··········”··⋯···················一···””········”············一·····一··

电信·····⋯”··⋯··········⋯·”····．．”·····”·········一····”···············

电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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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供电设备及输电线路⋯⋯⋯⋯⋯⋯⋯⋯⋯⋯⋯⋯⋯⋯⋯⋯⋯⋯⋯(128>

第二节-供，用电000000ID00 000 boo 000 LPmO olo 000 000IOLD 001D 000 900 060 OOLDILDm000 000 LPIPQ···100qo·OQO(129>

第三节用电管理．．．⋯⋯⋯⋯⋯⋯⋯⋯⋯⋯⋯⋯⋯⋯⋯⋯⋯⋯⋯⋯⋯⋯⋯(129)

第十五章乡镇建设⋯⋯⋯⋯⋯⋯⋯⋯⋯⋯⋯一⋯⋯⋯⋯⋯⋯⋯⋯m⋯⋯⋯(131)

第一节集镇建设⋯⋯⋯⋯⋯⋯⋯⋯⋯⋯⋯⋯⋯⋯⋯⋯⋯⋯⋯⋯m⋯⋯⋯(131)

第二节乡村建设⋯⋯⋯⋯⋯⋯⋯⋯⋯⋯⋯⋯⋯⋯⋯⋯m一⋯⋯⋯⋯⋯⋯(132)

第三节房地产管理⋯一⋯⋯⋯⋯⋯⋯⋯⋯⋯⋯⋯⋯⋯⋯⋯⋯⋯⋯⋯⋯⋯(133)

第四节建筑⋯⋯⋯⋯⋯⋯⋯⋯⋯⋯⋯⋯⋯⋯⋯⋯⋯⋯⋯⋯⋯⋯⋯⋯⋯“(134)
第五编政治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008 000 000000 000 000(135)

第一节机构设置⋯⋯⋯⋯⋯⋯⋯⋯⋯⋯⋯⋯⋯⋯⋯⋯⋯⋯⋯⋯⋯⋯⋯⋯(135)

第二节历届党员代表大会⋯⋯⋯⋯⋯⋯”⋯⋯⋯⋯⋯⋯⋯⋯⋯⋯⋯⋯⋯·(136)

第三节建国前党组织的活动⋯⋯⋯⋯⋯⋯⋯⋯⋯⋯⋯⋯⋯⋯⋯⋯⋯⋯⋯(144)

第四节党的农村工作⋯⋯⋯⋯⋯⋯⋯⋯⋯⋯⋯⋯⋯⋯⋯⋯⋯⋯⋯⋯⋯⋯(146)

第五节党的组织、宣传工作⋯⋯⋯⋯⋯⋯⋯⋯⋯⋯⋯⋯⋯⋯⋯⋯⋯⋯⋯(147)

第六节党的纪检工作⋯⋯⋯⋯⋯⋯⋯⋯⋯⋯⋯⋯⋯⋯⋯⋯⋯⋯⋯⋯⋯⋯(149)

第七节-党的统战工作⋯⋯⋯⋯⋯⋯⋯⋯⋯⋯⋯⋯⋯⋯⋯⋯⋯⋯⋯⋯⋯⋯(149)

第二章行政设置⋯⋯⋯⋯⋯⋯OOQ 000 OOB⋯⋯⋯⋯⋯⋯⋯⋯⋯⋯⋯⋯⋯⋯⋯⋯(153)

第一节机构沿革⋯⋯·⋯⋯⋯⋯⋯⋯⋯·⋯⋯⋯⋯⋯⋯⋯⋯⋯⋯⋯⋯⋯⋯·(153)

第二节区，乡政府主要领导人序列⋯⋯⋯⋯⋯⋯⋯⋯⋯⋯⋯⋯⋯⋯⋯⋯(154)

第三节几个年份干部编制情况⋯⋯⋯⋯⋯⋯⋯⋯⋯⋯⋯⋯⋯．．．⋯⋯⋯⋯(166)

第三章，社会团体⋯⋯．．．⋯⋯⋯．．．⋯⋯⋯⋯⋯⋯⋯⋯⋯⋯⋯⋯⋯⋯⋯m⋯⋯(167)

第一节工会⋯⋯⋯900 000 OlO⋯⋯⋯⋯⋯⋯⋯⋯⋯⋯⋯⋯⋯⋯⋯⋯⋯⋯⋯⋯(167)

第二节妇联会⋯goo ooa00Q⋯⋯⋯⋯⋯⋯⋯⋯⋯⋯⋯⋯⋯⋯⋯⋯⋯⋯⋯⋯⋯(168)

第三节青年团⋯⋯⋯⋯⋯⋯⋯⋯⋯⋯⋯⋯⋯⋯⋯⋯⋯⋯⋯⋯⋯⋯⋯⋯⋯(170)

第四节农会⋯⋯⋯⋯⋯⋯．．．⋯⋯⋯⋯⋯⋯⋯⋯⋯⋯⋯⋯⋯⋯⋯一⋯⋯⋯(170)

第四章民政⋯⋯．．．⋯⋯⋯⋯⋯·一000 000⋯⋯⋯⋯⋯⋯⋯⋯⋯⋯⋯⋯⋯⋯⋯⋯(171)

第一节机构沿革⋯⋯⋯⋯⋯⋯⋯⋯⋯⋯⋯⋯⋯⋯⋯⋯．．．⋯⋯⋯⋯⋯⋯⋯(171>

t第二节优抚工作⋯⋯⋯⋯⋯⋯⋯⋯．．．⋯⋯⋯⋯⋯⋯．．．⋯⋯⋯⋯⋯⋯⋯⋯(171>

第三节复，退军人的安置⋯⋯⋯⋯⋯⋯⋯⋯⋯⋯⋯⋯⋯⋯⋯⋯⋯⋯⋯⋯(172)

第四节社会救济⋯⋯⋯⋯⋯⋯．．．⋯⋯⋯⋯⋯⋯⋯⋯⋯⋯⋯⋯⋯⋯．．．⋯⋯(173>

第五节普选⋯⋯⋯．．．⋯⋯．．．⋯⋯⋯⋯⋯⋯⋯⋯⋯⋯⋯．．．⋯⋯⋯⋯⋯⋯⋯(174)

第五章司法⋯⋯．．．⋯⋯⋯⋯⋯⋯m⋯⋯⋯⋯⋯⋯⋯⋯⋯⋯⋯⋯⋯⋯一⋯⋯(175>

第一节法庭．．．⋯⋯⋯⋯⋯⋯⋯⋯⋯⋯⋯⋯⋯⋯．．．⋯⋯⋯⋯⋯⋯⋯⋯⋯⋯(175)

+，第二节．治安⋯⋯⋯⋯⋯⋯⋯⋯⋯⋯⋯⋯⋯⋯⋯⋯⋯⋯⋯⋯⋯⋯⋯⋯⋯⋯(176)

第六编军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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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捻军抗清⋯一⋯⋯⋯⋯⋯⋯⋯⋯⋯⋯

抗击日伪军⋯⋯⋯⋯⋯⋯⋯⋯⋯⋯⋯

消灭国民党反动武装⋯⋯⋯⋯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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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义务兵役⋯⋯⋯⋯”⋯⋯⋯⋯·eee*eeeee ee*⋯”⋯”⋯⋯⋯⋯⋯⋯⋯”

第五节预备兵役⋯⋯⋯⋯⋯⋯⋯”一”⋯”⋯⋯”⋯⋯⋯””．．””“⋯⋯””?

。第四章民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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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民兵训练⋯⋯⋯⋯⋯”⋯⋯⋯””⋯”⋯⋯一⋯⋯“⋯⋯⋯⋯”⋯⋯。
：

第三节民兵活动⋯一⋯⋯”⋯⋯⋯一””⋯一””””⋯”””⋯⋯⋯⋯⋯”⋯。

第七编文化+
’

第一章文化艺术⋯⋯⋯⋯⋯⋯⋯⋯⋯⋯”⋯⋯⋯⋯一⋯””⋯⋯⋯”⋯⋯⋯¨

第一节文化馆，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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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卫生院(所)⋯m⋯⋯⋯⋯⋯⋯··⋯⋯⋯⋯⋯⋯⋯⋯⋯⋯⋯⋯⋯·

第三节卫生医疗m⋯⋯·”⋯⋯⋯⋯⋯⋯⋯⋯⋯m⋯⋯⋯m⋯⋯⋯⋯”””

第四节卫生防疫⋯⋯⋯⋯⋯．．．⋯⋯⋯⋯⋯⋯⋯一⋯⋯⋯⋯m一⋯⋯⋯m

第五节妇幼保健⋯一⋯⋯⋯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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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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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教育，宗教，其他⋯⋯⋯⋯⋯⋯⋯⋯⋯⋯⋯⋯m⋯⋯。⋯⋯．．．一⋯

第四章历史人物⋯．．．⋯⋯⋯⋯⋯⋯⋯⋯⋯⋯⋯⋯⋯⋯⋯⋯。。。．．．⋯⋯．．．

第五章反动人物⋯．．．m—oel epooeeecogooo 000e4pal gioe glee oeo oooooel eoeJ．uoleqoooo 000099 eeo ooe oeo

15

15

21

22

(326)

(326)

(331)

(332)

(332)

(337)

(339)

(342)

(343>

7

厂秒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十编附录

’第一章文献资料⋯⋯⋯．．．00u1001．0 DOQ*000QO 00db QUO OUO 0D0000 000 096 09B O*Q．0．800 60*00B m00 000

第一节祭文⋯⋯⋯一⋯001 000Q01 000000aOO001 000000 000 000 DOt 000 000008 OOD OOO ODO 001 000000

第二节淮海战役文献⋯⋯⋯⋯⋯⋯⋯⋯⋯⋯⋯⋯⋯⋯⋯⋯⋯⋯⋯．．．⋯⋯

第二章淮海战役资料摘抄⋯⋯⋯⋯⋯．．．⋯⋯⋯⋯⋯⋯⋯⋯⋯⋯⋯⋯．．．⋯⋯

第一节前线记者报导⋯⋯⋯⋯⋯⋯⋯⋯⋯⋯⋯⋯⋯⋯⋯⋯一⋯⋯⋯⋯⋯

第二节在双堆战场被俘国民党将领回忆录⋯⋯⋯⋯⋯⋯⋯⋯⋯⋯⋯⋯⋯

第三章碑文⋯⋯⋯⋯⋯⋯．．．⋯．．．⋯⋯⋯⋯⋯⋯⋯⋯⋯⋯⋯⋯一⋯⋯⋯⋯⋯
。

第一节双堆烈士纪念塔碑文⋯⋯⋯⋯⋯⋯⋯⋯m⋯⋯⋯⋯⋯⋯．．．⋯⋯⋯

第二节庙宇碑文⋯⋯⋯⋯⋯⋯⋯⋯⋯”．．．⋯⋯⋯⋯⋯⋯⋯讪⋯⋯⋯⋯⋯·

第四章奇闻、异物·00000 gOIqgJ，．⋯⋯⋯⋯⋯⋯⋯⋯⋯：⋯⋯⋯⋯⋯⋯⋯⋯⋯⋯

．÷ 第一节奇闻⋯⋯⋯⋯⋯⋯⋯⋯⋯⋯⋯⋯⋯⋯⋯⋯⋯⋯⋯⋯⋯BB0 000006000000

、’第=节异物⋯⋯⋯⋯⋯⋯⋯⋯⋯⋯⋯⋯⋯⋯⋯⋯⋯⋯⋯⋯⋯000000000 00e000

编志始末一000 000 000 OQO Q00⋯⋯⋯⋯⋯⋯⋯⋯⋯⋯⋯⋯⋯一000 000·00⋯⋯⋯⋯m⋯⋯

编篡资料来源一⋯⋯⋯⋯⋯⋯⋯⋯⋯⋯⋯⋯⋯⋯⋯⋯⋯⋯⋯⋯⋯⋯⋯⋯⋯⋯⋯

区志编篡成员名录⋯⋯⋯⋯⋯⋯⋯⋯⋯⋯⋯⋯⋯⋯⋯⋯⋯⋯⋯⋯⋯⋯⋯⋯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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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双堆区位于滩溪县最南部，界滩溪，宿县，怀远，蒙城

22．6公里，东西宽18．2公里，总面积为244．5平方公里，垒区系坦荡的平原。淝河流经
。

西南边境，浍河靠近东北边蓬，潞河自西北向东南穿过区娩中部，把垒区分为漱北，；解

南两个自然区。淝，i柞、浍三河之间有九条大沟贯连，把垒区土地划为大，小不等的长。

方形水网块，为本区农业提供了良好的排灌条件。 ，，～⋯。，：一。。， ．。⋯ 一：
本区地处淮北平原中部，系中纬度地区，常年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为

14．8r℃。季风气候明显，冬季多东北风，夏季多西南风。雨量夏多，冬少，年平均降水

量为877．4毫米。日照时数为2376．21J,时，无霜期为210天。适合多种农作物和林木的生 。+

’

长· 、∥ √ 、，t
，，

．： ’．

本区建国前，水利条件很差，淝河淤塞，滞河不通，沟河不连贯，旱时无水，涝时

泛烂。建国后，经过三十多年的治理，南北有九条大沟，+沟通淝，．i解、浍三条主流，纵

横有90余条中沟和520条小沟构成水网，基本上可排可灌。另外，还有22处稻圩，，16面，，

水塘．423跟机井，且地下水位较高，便于利用。 一 ‘： 。，
。．．t

．：．

．
本区土壤除南部沿淝河一带为淤土外，大部分地区是砂疆黑土，约占总耕地面积的

． 96％。砂礓黑土包括黄土、黑土、青白土、自碱土，黄黑土，青黄土，上位黄土七个土，一t

属。此类土壤表层俱有黑土层，．下部俱有砂疆层，耕层浅，有机质含量低，普遍缺磷、。 。．

少氮，且地势低洼，极易受涝渍，但有一定的潜在肥力。t， ，+ ． 。。‘ ，，

’本区自然灾害频繁，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常见的自然灾害有干旱、雨涝，．霜冻、-冰

雹及干热风。 ：一，’ 、．

． ，一。． _二 ．，、、

‘

从1950--1966年偏涝的年分较多，多出现在6—8月分，19'66年以后，偏旱的年分，、、

较多，年内的旱情也不一致。三十五年来，涝灾出现11年，较严重的是1954年，1963

年、1971年、1979年四个年分。旱灾出现8年，其中以1966年最为严重一1976年秋旱， ．．’

1972年的伏旱，1978年的春旱都比较严重。霜冻为害较大的是晚箱冻，1953年的一次晚

霜把全区含苞的小麦普遍冻死。冰雹是一种突然性的灾害，’多发生在六月分。千热风是

小麦灌浆乳熟期间的常见灾害，多发生在5—6月分。建国后千热风最长连续六天，即

1958年5月24—29日，1972年的6月5—10日。这些自然灾害对本区的农业生产影响很

大，应当弓l为注意。 o ．。
．：，

本区人口汉族居多，少数民族只有六人。建国后，人口增长较快。1948年全区只有

4．57／人，1958年增加到7．27／人，1978年严格推行计划生育后，人l：l增长始得控制。由于卫

生医疗事业的发展，人们的健康水平大有提高，入的平均寿命由建国前的45岁提高到1985

1



年的65岁。全区人口截至1985年，为70，057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为286．5人，小于全县人
“r

‘口密度。农业人日占总人口的98％，且文化素质较差，每千人拥有大学生0．72人，高巾

生28．24人，初中生140．44人，小学生305．55人，文盲，半文盲362．8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的人数，低于全县平均水平，这对本区各项建设事业是不利因素，应积极改变这种状况。

二，双堆历史渊远，，文化悠久，全区有古遗址12处，发现文物80余件。从出土的文

．．物表明，早在殷商时期，这里已有人类活动的足迹。据历史记载，春秋前期，这里居住

着淮夷部族，史称东夷，后夷族散为民户，衍为汉族。
。

春秋方国林立时，本地属宋国，’宋灭归楚。秦始皇统一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

置蕲县，本区属泗水郡蕲县辖。西汉属沛部(今淮北市相山西)，东汉属沛国。三国时

’入魏．隋统一中国属彭城郡(今徐州市)。唐元和四年，·建宿州，本地随蕲县隶之。北

宋属淮南道，南宋入金。元朝随蕲县并入宿州。明属凤阳府，清康熙元年(1662年)属

‘1安徽省凤阳府。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改宿州为宿县，本地属宿县。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的次年(1950年)属濉溪县。 ‘ 一

，、’ 三，双堆人民俱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优良传统和光荣历史。秦末陈胜、吴广起义

的大泽乡距本地仅10公里，当时对本地反秦斗争影响很大。元末农民大起义，本区人民

参加白莲教抗元者甚多。清末宿、涡、蒙捻军大起义，本区有捻军分旗首领张太和、李

． ‘允，陶大肚子，李三鸭在陈集竖旗起义，率捻抗清。抗日战争时期，本区青年学生邹法
‘

曾，黎策、‘于敬宗，于敬山在宿县参加。抗日救亡会一，宣传抗日。宿县沦陷后，他们

旋即回双堆一带和地方共产党员一起，组织抗El武装，打击日伪、土匪和国民党反动势

‘‘：力。抗日英雄马庆文用=牛盘(农具)砸死两个日军，后又组织了抗日武装，派部下打

死日军队长小野。六支队大队长杨子顺，浍河区委书记周大臣，两县区委书记谢子言，

浍河区区长马毓贤都是本区革命的先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们领导全区人
，t 民进行了艰苦卓绝、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全区还有80多名烈士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特别是淮海战役爆发，双堆集是主要战场之一，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双堆人民倾

、 家荡产，全力一赴投入支前，在战争中涌现出董万仲、张从善、吴西海等30多名支前模
j 二范，有马延昭、王万龄，胡明志、陆丙友等12名英雄牺牲在双堆战场。这些革命前辈和

一7先烈为垒区人民谱写了光辉的史篇。‘ 。 一
7． '4”’：’双堆人民俱有勤劳，勇敢，智慧的优良传统。几千年来，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灿烂

r，，’ 的文化。从出土的文物中发现有古代的纺轮、贝饰、陶俑、陶灶等工艺创作，一些出土

-．’

· 陶器上饰有绳纹，弦纹、菱纹÷几何纹和星、月，兽面等图案，平古堆还出土一枚原始

乐器陶埙。这些古代工艺表明本区人民有酷爱文化艺术的传统。唐代罗集的南大寺、醋

坊的欢冈寺等古建筑及寺内的精巧塑象都出自本区劳动人民之手。清末、民初罗集吴景

龙的雕塑、壁画在本区享有胜誉。双堆乡杨之峰的皮影戏是全县仅有的一种民间艺术。

另外，本区的民间刺绣、剪纸也较普遍。这些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艺术，在各个历史时

．“期，’鼓舞了人民的斗志，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一’ ’‘

oj本区的社会世俗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改革，文化的提高而变异。

‘～“旧社会，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地主恶霸鱼肉乡里，百姓贫困愚昧，只有把希望寄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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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天鬼神。因此，动辄求天保佑，凡事贝q求神鬼降福，婚丧嫁娶也要测算生辰八字，

逢年过节就烧香敬神，每逢出门办事或兴工动土也要择个良辰吉日。这种社会世俗束缚

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社会进步。 ．

建国后，人民政府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包办婚姻逐渐消除。妇女缠足的陋习

已绝迹，青年妇女不再扎独辫子或握篡，也穿对衿上衣或制服裤，男的不再穿长袍，嫁

娶不用轿抬，逢年遇节人们求神告天的迷信风气也逐渐淡薄，丧葬不再看风水。

“文化大革命刀十年，矗破四旧秒，革除传统习俗，大兴批、斗，打、砸、抢之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生活迅速提高，人们爱美观，讲卫生已成了世俗，但订

婚女方大要彩礼，办事大摆筵席，仍有发生。

四，本区地势平坦，土地广阔，经济历来以农业为主。总耕地面积为221，955亩，

人均耕地3．2亩，每个劳动力负担7．6亩。1985年土地复种指数为180．9％。

本区种植业以粮食为主体。主要粮食品种有小麦、大豆，其次是大麦、玉米、高

梁、碗豆、谷子，绿豆等。山芋也是本区的大宗作物。经济作物主要有芝麻、油菜、花。

生，其次是棉花，菸草，麻类、蔬菜等。+ ．。

建国前，本区粮食作物单产徘徊在100斤上下。建国后有所提高，五十年代单产为

，20斤，六十年代单产为150斤，七十年代单产上升到180斤。到1985年，全区粮食单产

达到408斤，总产达10，978万斤，相当于1949年的5．8倍、1975年的1．7倍、1981年的1．4

倍。其中12万亩小麦，总产达5，956．8万斤，单产为496斤，是1949年的5．9倍，是1975年

的3．7倍。1985年经济作物面积为“．7万亩，其中芝麻6．6万亩，油菜5万亩，棉花0．46万

亩。经济作物总产值达1，800万元，占农作物年总产值的34．7％，相当于1975年经济作

物产值的38．2倍。

本区林业，建国前仅村庄有护宅林木，建国后逐年增植，到1985年末有林业用地

1．45万亩，占全区土地面积的39．5％，但幼林较多，林木蓄积量仅有2，800立方米，森

林复盖率为II．2％。本区传统树种有椿，桑，栋、柳、槐，榆等。五十年代引进枫杨，

六十年代引进大官杨，泡桐，七十年代引进刺槐、法桐，八十年代引进一些针叶树，以

美化环境。 ．。

本区畜牧业，是农业畜牧类型，农民以养猪，羊，大牲畜为主，其次是养兔和家禽。

1985年，生猪饲养量达40，900头，强栏率为60％。羊16，764只，其中山羊占16，691只。

大牲畜以养耕牛为主，近年来，有向肉用牛发展的趋势。1985年全区大牲畜，由1984年

的15，000头，增加N18，166头。养兔业，是近期发展起来的，以长毛兔为主，1985年存

栏数为81，800只，年产毛量225担。家禽主要是鸡，鸭。鹅。饲养较为普遍，1985年，

出栏家禽22．8万只。全年养殖业总产值为825万元，占农业总收入的18％。

‘本区渔业，发展较快，全区有水面积2，612亩，放养面积为1，851亩，鱼种水面积8

亩，年产量为56．4担。其他水产有芦苇280亩，藕塘109亩。
， 本区乡镇企业，近年来发展较快，主要是个体加工业。其他还有建材业，建筑业．．

修配业。全区个体加工业．拥有面粉机94部，日加工面粉14万斤，榨油机"29部，日加

工油脂2，500斤。其他还有弹花，轧花，锯木，副食品加工业等也多使用机器生产。集体

～



兴办的企业，有双堆拓五七厂，’l除能制造辫子，杈予等农具，还可修配一般机器部

件，年产值6．3万元，还有双堆、芦沟、陈集三个轮窑厂积52座士窑分布全区各地，年

产砖l，940万块，．年产值为116．471元。垒区有建筑2：：493人，1985年在境内建房8．9万平

方米，产渣已达98．2万元。 4， -I‘，-

‘本区交通，原来很闭霍，1949年仅有宿蒙公路经过我区境7．5公里。到1985年，垒

区已修筑公路五条，共七段，长达60．6公里，六个乡均有班车通往周围城市，El客运量

达960人次。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公路的修筑，运输工具也日益增多。1985年全区拥

有汽车20辆i大型运输拖拉机八部，’小四轮144部。年货运量达9，000吨，大大促进了城
乡物资交流。 。

。
。

、
、

?‘

本区人民生活，建匿前，每年人均口粮只有230斤左右，有85％的农户缺粮。其中

25％的农户要借债或破产度El i人们每日两餐粗粮，年底还要吃菜吞糠，真是“二年糠

菜半年粮’’。致子衣著更为节俭，一般农户一生除了当新郎、新娘能穿上一件新衣裳。
、 其他就是“新三年，i羁三年，缝缝补朴又三年一。一个庄谁有一件新衣服、新鞋，‘走亲，

串髓的人都要幺借。 ：
m’’， ，．．，、’．

．，

‘’’ 建圆庇五十年代初，人均口粮300斤，生活有所好转，但仍以粗粮为主。1955年，
进入合作化以后，实行集体生产，产量虽有提高，但由于管理不善，人民生活仍处于贫

困状态。N19GO年，。由于经济建设盲目冒进，加上千部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追命

√ 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盛行，‘J人民生活急剧下降，乃至出现人，畜非正

常的死亡。六十年代初，’党纠正了上述错误，。人民生活有所好转，但仍是以山芋片维持

最低生活。1966--1976年，靠文化大革命矽十年动乱中，在盘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
c’

资本主义的茁力极左路线影响下，大家都要学“大寨黟的穷过渡，致使部分社员“吃粮

靠救济，花钱靠贷款”的状况。 一’ ⋯’ 。 j卜，．·一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了农村经济政策，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人民生活迅速提
。

高。。到1985年，每人平均占有粮食1，500斤，人均收入450元，是1975年人均收入的13．2

倍，“高于当年全县平均水平。’全区14，073户农民全部吃细粮、大部住瓦房，’一日三餐有

馍育菜。衣著也向毛料、化纤、高糕品发展。全区90％以上的农户有收音机、自行车、

手表：。部分农户有电视机，录音机、沙发。青年农民结婚大多数要花费数千元以上。

1985年，垒区农民存款数达169．16万元，是1980年的1．93倍。．‘ ‘r：

‘

j ．_7五、经验证明。‘发展农村经济，一靠当地瓷源，二靠经济政策，三靠科学。旧社会

由于不合理的剥削制度，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农村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建国初

期，’实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生产有所发展。但由于水利条件差，生产工

具落后，抗拒不了自然灾害，农村经济发展仍很缓慢1．．1955年，实行合作化以后，大兴

，了农田水利，改进了生产技术。但由于农村经济基础薄弱。政策不稳定，-加之，1958年

的盲目冒进，1960年的自然灾害和干部“五风黟盛行，农村经济仍处于困难时期。于

1962年，农村试行“兰自一包黟0“四大自由，，，经济刚刚抬头，不久又遭到批判。“文

化大革命万的十年动乱，使农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c⋯ j．7 一．． 。t’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落实了农村经济政策，特别是1980年以来，本区实行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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