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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一

《禹州市志(1985--2000)))将付梓，这是禹州120万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它系统地记述了1985年以来禹州的自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

的历史和现状，宏览全局，微及百科，是一部综合性的地情信息资料库，是继第一

届修志后的又一丰硕成果o ．

禹州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山川秀美、人杰地灵。旧志云：“阳翟自

古为人才之渊薮。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浃渫而扬波，其人磊落而英多，且声溢

四海，施及万年，非一方之彦，一时之秀也!"五千年历史长河，无数王朝更迭，禹

州涌现了许多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建筑家、水利家等等，

有无数的发明创造，给中华文明增光添彩。阳翟大贾吕不韦、先秦法家韩非子、

西汉政治家张良、改革家晁错、补缀《史记》的褚少孙、东汉行草鼻祖刘德升、东晋

三度临朝的褚太后、唐代独步书坛的褚遂良、百代画圣吴道子⋯⋯这些伟大的人

物为中华民族立下楷范，建树丰碑!这是禹州的骄傲!禹境先人们的丰功伟绩，

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永远让后嗣子孙仰其威、慕其德、用其教、享其惠。

无论红日当空，或是阴霾满天，都不减损他们历史的光辉。先秦至清末，禹境署

职官吏甚多。上达圣意，下顺民心者当数黄霸，曹广权o“汉丞相黄霸，以读书为

吏，至颍川太守。治颍川，以礼义条教喻告化之o⋯⋯化大行，名声闻。"把颍川

治理得“道不拾遗⋯⋯，狱中无重囚"，被征为京兆尹而至丞相。曹广权在任期

内，建学校、通航运、开煤矿、兴药业。曹君离禹时，“禹民阻道东门外，公别泪落

酒中，送者呜咽吞声不能成语”。曹离禹后，禹州人在颍河东岸为他建“去思亭"

以纪念。可见曹广权对于禹州的贡献，以至如此深孚众望，深得民心。一个封建

官吏尚且如此，做为负有建设新禹州使命的共产党人，我们又该有何作为呢?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禹州人民励精图治，艰苦

创业，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综合经济实力居全省前列。．新的形势给我们提出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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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巨的任务。“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时代要求我们以新的思维，新的高度，新的

气势来审视禹州，开发禹州，建设禹州。每一个共产党人不管你是“县官"、“乡

吏"，还是部门负责人，都要把自己，把本单位，本区域融入到全省、全国的大环境

中去运筹，去决策。踏踏实实地为民谋利，办实事，办好事，做禹州的焦裕禄、孔

繁森，以自己的行动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永不断章的优良传统。综观世界四大文

明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或音沉响绝，或中流枯竭，唯独中华文明仍屹

立在世界东方，千劫万难，磐石不毁，而且愈加放射出绚丽的光彩。这足以说明

包括地方志在内的中华古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及其发挥的独有的不可估量的作

用。我们应当义不容辞地把禹州传统文化研究透，继续坚持地方志为现实服务，

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繁荣和发展方志事业。要积极吸收、

弘扬我们浩繁的历史文化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实施大开发，谋求大发展，建设大

禹州，把“华夏第一都"推向全国，走向世界。

谨以是言为贺，为序!

． ⋯嗽书记阉度麦
；，夕互嚅乞尺；t国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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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3

序 二

《禹州市志(1985～2000)》终审定稿了，出版之前，总编室的同志约我作序，

作为禹州新世纪首届政府的市长，对承载禹州改革开放以来16年历史的《禹州市

志》，亦有许多话要说。思之再三，乃写下在禹州从政几年来的感想，权以代序。

禹州为古豫州三河之境，黄帝之故墟。境内肥田沃土，资源丰富。大禹初封

于此谓夏邑，启即位于钧台、以飨诸侯，开中华民族奴隶制社会国家之先河。春

秋时为郑栎邑，韩灭郑徙都之，韩都阳翟者历十余君共170年；战国时期就“富冠

海内"，为“天下名都"o秦以降，禹为郡、为军、为府、为州，均为京畿重地或一方

一地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

禹州愈来愈走向凋零。‘至民国，曾为“华夏第一都"之禹州．，在五千年间由“三朝

古都"降为一座破败的小县城。经济崩溃，百业萧条。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禹州人民重新安排河山田园，突出传统优势，强化城

镇建设。把一个千疮百孔、破败不堪的小禹州，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中药材集散

地、钧陶瓷文化的中心，中原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煤炭工业、建材工业基地。

社会主义新禹州百业俱兴，市场繁荣，城乡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88

年，禹州撤县改市，“三朝古都"又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o 5000年的禹州文明史灿烂辉煌、万古流芳。本志

记载的16年间，禹州百万人民励精图治，再谱新章：在这16年里，禹州社会经济

突飞猛进，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文化教育等各项社会事业空前繁荣。而今，跨入

新世纪的禹州，正以昂扬的姿态，加快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

“工业兴市‘，以城带乡"，以城东新区开发为龙头，以项目建设为基础，以煤炭、建

材、电力、中医药、旅游等产业为支撑，步入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快车道，成为

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一个经济更繁荣，城市更美丽，生活更富裕，社会

更文明的新禹州必将在中原大地崛起。



禹州市志

1985--2000)}科学地记述了禹州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和现状，

的珍贵科学史料，是一部横陈门类、纵贯百科，思想性、资料性和

的新方志。她的问世，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为世人

了解禹州，认识禹州，研究禹州提供了一个窗口。《禹州市志(1985--2000)} 仅

在当前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而且具有长久的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将一代一代

愫谥启世。

在此，谨对它的问世表示热烈祝贺。

觥瞅民政肺妻弓匆以乃
多-咕脚’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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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盛世修志，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志书，作为一方之信史，一地之综

合著述，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o《禹州市志(1985 2000))是禹州市新世

纪编纂出版的第一部新方志，是全面、系统、客观、真实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禹州自

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历史与现状的科学文献。它的出版，是禹州人

民政治文化生活中具有纪念意义的一件盛事。

禹州有着5000年的文明史，厚重浓郁的文化氛围和历史积淀，孕育了禹州传

统文化的奇葩——黄帝文化、大禹文化、中医药文化、钧陶瓷文化和画圣文化等

等，其传播惠及全国乃至海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过重要贡献。
世界文化名人，中国唐代“画圣"吴道子就生活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他

才思敏锐，技艺过人，创作了一系列世界级的不朽名作，赢得了人民的世代敬仰。

秦至唐、宋，吕不韦之《吕氏春秋》、韩非之《韩非子》、晁错之《晁氏新书》、褚遂良
之《褚遂良集》、孙甫之《唐史论断》等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均占据重要的地位，彰
显着禹州籍作家群在华夏民族文化海洋中的颇多建树。

禹境有案可稽的志书修于明代，至清朝，志书编修增多。现境内有明嘉靖

《钧州志》，清顺治、康熙、乾隆、道光、同治等五个版本的《禹州志》，民国《禹县志》
及新中国成立后1960年编修的《禹县志》，1989年编修的《禹州市志》共九个版本

存世。这些志书饱含着历代史志编纂者的心血和汗水，对于弘扬传统文化，传承

古老文明，促进禹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o

《禹州市志(1985～2000)}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3代、有益后世为宗旨，翔实

地记述了禹州改革开放特别是1985年以来社会各业的发展演变轨迹。全书采用

“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多种体裁，内容涵盖自然环境、经济建设、党政群团、

社会事业等各个方面，纵横结合，文图并茂，内容丰富、信息量大。是一部认识、

开发、宣传和振兴禹州不可或缺的科学文献，堪称一部禹州的百科全书。使我们

在了解市情、民情，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等方面大受裨益。

我将其荐于今人及后之来者：开卷有益o

《猫戮瓣裂茬表皇椎《禹州市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伊沙一J旷

≯。五和气；-t d

‘万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为《禹州市志》(1989年版)的续修志书。上限接上届志书下限1984

年，下限至2000年。为保持事物的连续性，部分史实作了必要的追溯和延伸。

二、本志的指导思想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重点反映改革开放后新时代、新形势下的新事物，努力使志书发挥其

资治、教育、存史作用，为现实服务。

三、本志采用章节体和条目体结合的体例。全志暗分卷首、地域环境、时代

特色、经济、政治、文化、人物、卷末八部分，明设26编，编下列章、节，节下列条目，

以条目为记述实体。

四、为突出时代特色，设“改革开放"编。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法，反

映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和各项事业的重大变化；为突出地方特色，设“钧瓷业"编、

“中医药业"编、“旅游服务业”编和“发制品业”章、“三粉’加工业”章、“建材工

业”章、“画圣故里”章。采用相对集中的办法，分别置于经济、文化部类中，反映

禹州的传统产业及传统文化。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o“总述"采用史志结合体；“大

事记"按时序记述大事；“人物"部分分三个层次：“传记”详载去世人物、“简介"略

记在世人物、“名表"归类列表略记人物；各专志以事系人；“附录"设“参考书目”，

卷末设全志“索引”o

六、志书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语言力求准确、简洁、朴实、流畅。

七、志内纪年、数字、标点符号运用等，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对撤县设市前

后的称谓，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原则，设市前仍称“禹县"，设市后称“禹州市"o

事件跨越设市前后的均以“禹州市”或“禹境”称。志内引文，尽量不转引，直接引用

原著，转引者则注明出处。志内注释，短注用文内夹注，长注采用页下脚注。

八、本志凡书省、市均指河南省、禹州市；“中华人民共和国X×部"简称“X

X部”；《中华人民共和国X X法》简称《X X法》；“中国共产党X×省(市、县)委

员会"简称“X X省(市、县)委"，“X X省(市、县)人民政府"简称“X X省(市、县)

政府”，未冠地名的，均指本省、本市(县)；X X年代，未特别注明的，均为20世纪

×X年代。

九、志中数据，以统计部门为主，行业主管部门为辅。所用资料，以各级档案

馆、图书馆和各部门供稿为主，兼用实物资料和口碑资料。



目 录

目 录

序⋯⋯⋯⋯⋯⋯⋯⋯⋯⋯⋯⋯⋯⋯⋯⋯⋯⋯⋯⋯⋯⋯⋯⋯⋯⋯⋯⋯⋯⋯⋯⋯⋯···⋯⋯⋯·(1)
序二⋯⋯⋯⋯⋯⋯⋯⋯⋯⋯⋯⋯⋯⋯⋯⋯⋯⋯⋯⋯⋯⋯⋯⋯⋯⋯⋯⋯⋯⋯⋯⋯⋯⋯⋯⋯⋯(3)

序三·⋯⋯⋯⋯⋯⋯⋯⋯⋯⋯⋯⋯⋯⋯⋯⋯⋯⋯⋯⋯⋯⋯⋯⋯⋯⋯⋯⋯⋯⋯⋯⋯⋯⋯⋯⋯··(5)

凡例⋯⋯⋯⋯⋯⋯⋯⋯⋯⋯⋯⋯⋯⋯⋯⋯⋯⋯⋯⋯⋯⋯⋯⋯⋯⋯⋯⋯⋯⋯⋯⋯⋯⋯⋯⋯(1)

总述⋯⋯⋯⋯⋯⋯⋯⋯⋯⋯⋯⋯⋯⋯⋯⋯⋯⋯⋯⋯⋯⋯⋯⋯⋯⋯⋯⋯⋯⋯．．．⋯⋯⋯⋯⋯(1)

大事记⋯⋯⋯⋯⋯⋯⋯⋯⋯⋯⋯⋯⋯⋯⋯⋯⋯⋯⋯⋯⋯⋯⋯⋯⋯⋯⋯⋯⋯⋯⋯·一⋯⋯⋯··(9)

第一章区域建置⋯⋯⋯⋯⋯⋯⋯⋯⋯

第一节建置沿革⋯⋯⋯⋯⋯⋯⋯⋯

第二节行政区划⋯⋯⋯⋯⋯⋯⋯⋯

第三节 市域建置⋯⋯⋯⋯⋯⋯⋯⋯

第四节 乡村建置⋯⋯⋯⋯⋯⋯⋯⋯

第二章自然环境⋯⋯⋯⋯⋯⋯⋯⋯⋯

第一节地质⋯⋯⋯⋯⋯⋯⋯⋯⋯

第二节地貌⋯⋯⋯⋯⋯⋯⋯⋯⋯

第三节气候⋯⋯⋯⋯⋯⋯⋯⋯⋯

第四节 河流⋯⋯⋯⋯⋯⋯⋯⋯⋯

第五节 自然灾害⋯⋯⋯⋯⋯⋯⋯⋯(52)

第三章资源⋯⋯⋯⋯⋯⋯⋯⋯⋯⋯(53)

第一节 土地⋯⋯⋯⋯⋯⋯⋯⋯⋯(54)

第二节植物⋯⋯⋯⋯⋯⋯⋯⋯⋯(57)

第三节 动 物⋯⋯⋯⋯⋯⋯⋯⋯⋯(58)

第四节 矿 藏⋯⋯⋯⋯⋯⋯⋯⋯⋯(60)

第五节 水资源⋯⋯⋯⋯⋯⋯⋯⋯⋯(62)

第六节 旅游资源⋯⋯⋯⋯⋯⋯⋯⋯(68)

第七节 土特产资源⋯⋯⋯⋯⋯⋯⋯(69)

第一章‘人口民族⋯⋯⋯⋯⋯⋯⋯⋯

第一节人口数量与分布⋯⋯⋯⋯⋯

第二节人口构成⋯⋯⋯⋯⋯⋯⋯⋯

附：禹州市第三～第五次人1：2普查

情况公报⋯⋯⋯⋯⋯⋯⋯⋯⋯⋯

第三节 民族类别⋯⋯⋯⋯⋯⋯⋯⋯

第四节 民族事务⋯⋯⋯⋯⋯⋯⋯⋯

第二章民俗宗教⋯⋯⋯⋯⋯⋯⋯⋯

第一节 礼俗⋯⋯⋯⋯⋯⋯⋯⋯⋯

第二节 节 日⋯⋯⋯⋯⋯⋯⋯⋯⋯

(72)

(72)

(74)

(78)

(83)

(84)

(85)

(85)

(87)

第三节 宗教类别⋯⋯⋯⋯⋯⋯⋯⋯(89)

第四节 宗教事务⋯⋯⋯⋯⋯⋯⋯⋯(90)

第三章婚姻家庭⋯⋯⋯⋯⋯⋯⋯⋯(91)

第一节婚姻⋯⋯⋯⋯⋯⋯⋯⋯．．．．(91)

第二节家庭⋯．．．．⋯⋯⋯⋯⋯⋯⋯(92)

第四章居民生活⋯⋯⋯⋯⋯⋯⋯⋯⋯(92)

第一节 城镇居民生活⋯⋯⋯⋯⋯⋯(93)

第二节 农村居民生活⋯⋯⋯⋯⋯⋯(96)

第三节 小康村建设⋯⋯⋯⋯⋯⋯⋯(100)

∞钔”D

D

D

D∞””

0

0

0

0

0

H@H@0



2 禹州市志

第一章交通⋯⋯⋯⋯⋯⋯⋯⋯⋯⋯(102)

第一节 地方铁路⋯⋯⋯⋯⋯⋯⋯”·(102)

第二节铁路运输⋯⋯⋯⋯⋯⋯⋯⋯(103)

第三节公路网络⋯⋯⋯⋯⋯⋯⋯⋯(104)

第四节 公路建设⋯⋯⋯⋯⋯⋯⋯⋯(104)

第五节公路运输O O O⋯⋯⋯⋯⋯(105)

第六节公路养护与绿化⋯⋯⋯⋯⋯(107)

第七节．公路管理⋯⋯⋯⋯⋯⋯⋯⋯(107)

第二章通信⋯⋯⋯⋯⋯⋯⋯⋯⋯⋯(108)

第一节邮政⋯⋯⋯⋯⋯⋯⋯⋯⋯(109)

第二节 电信⋯⋯⋯⋯⋯⋯⋯⋯⋯(111)

第三节 移动通信⋯⋯⋯⋯⋯⋯⋯⋯(115)

第四节 无线电管理⋯⋯⋯⋯⋯⋯⋯(116)

第三章城市建设⋯⋯D OI⋯⋯⋯⋯⋯(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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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产⋯OI Q·OI⋯⋯⋯⋯(136)

第四章城市管理⋯⋯⋯⋯⋯⋯⋯⋯⋯(138)

第一节 市容市貌管理OI OI O(139)

第二节 城市秩序整治⋯⋯⋯⋯⋯⋯(140)

第三节 环卫管理⋯⋯⋯⋯⋯⋯⋯⋯(140)

第四节 城管宣传与执法⋯⋯⋯⋯⋯(142)

第五章乡镇建设⋯⋯⋯⋯⋯⋯⋯⋯⋯(142)

第一节 乡镇建设规划⋯⋯⋯⋯⋯⋯(143)

第二节 基础设施建设⋯⋯⋯⋯⋯⋯(145)

第三节 重点镇、村建设⋯⋯⋯⋯⋯(149)

第四节 建设管理⋯⋯⋯⋯⋯⋯⋯⋯(150)

第六章水利⋯⋯⋯⋯⋯⋯⋯⋯⋯⋯(150)

第一节 河道治理⋯⋯⋯⋯⋯⋯⋯⋯(151)

第二节水库建设⋯⋯⋯⋯⋯⋯⋯⋯(151)

第三节供水⋯⋯⋯⋯⋯⋯⋯⋯⋯(156)

第四节灌溉⋯．．．⋯⋯⋯⋯⋯⋯⋯(157)

第五节 防汛抗旱⋯⋯⋯⋯⋯⋯⋯⋯(158)

第六节 水土保持⋯⋯⋯⋯O OI
OI BI(159)

第七章气象⋯⋯⋯⋯⋯⋯⋯⋯⋯⋯(162)

第一节 网络与设施⋯⋯⋯⋯⋯⋯⋯(162)

第二节 气象观测⋯⋯⋯⋯⋯⋯⋯⋯(163)

第三节 气象服务⋯⋯⋯⋯⋯⋯⋯⋯(163)

第三节 人事制度改革t OI LOll O(178)

第四节 民主法制建设⋯⋯⋯⋯⋯⋯(179)

第三章社会保障体制改革⋯⋯⋯⋯⋯(179)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一节 党政机构改革⋯⋯⋯．．．⋯⋯(176)

第二节 事业单位改革⋯⋯⋯⋯⋯⋯(177) 第五节

养老保险⋯⋯⋯⋯⋯⋯⋯⋯(180)

医疗保险⋯⋯⋯⋯⋯⋯⋯⋯(181)

失业保险⋯⋯⋯O O⋯⋯⋯(183)

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

···············--···················(183)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183)

、，、，、，、，、，、，、，、，

7

9

6

7

0

2

3

4

1

1

2

2

3

3

3

3

1

1

1

1

1

1

1上1，L／L，L，L，L／L，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连¨

．

．

．

．

．

．

、f^

●

．

●

．

●

●

●

改¨

一

一

一

¨

一

¨

与～

～

～电～

～

～划程化业用通设筑规工绿事供交建建市政市用市共场程城市城公城公市工

6

6

8

0

2

5

6

6

6

6

7

7

7

7

1

1

1

1

1

1

1／L／L，L／L／L，k，L

●

●

●

●

●

●

●

●

●

●

●

●

●

●

～革革～

一

一

～

～改改～

～

一

～～制制革革革～革体体改改改革改控济业制度改制调经企体制制体观村有通房体济宏农国流住治

经

政

节节节节节

立旱一二三四五章一第第第第第二

第

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3

第四章开放开发⋯⋯⋯⋯⋯⋯⋯⋯⋯

第一节招商引资⋯⋯⋯⋯⋯⋯⋯⋯

第二节 科技工业园区⋯⋯⋯⋯⋯⋯

第三节 经济技术开发区⋯⋯⋯⋯⋯

84

84

85

86

第四节对外贸易⋯⋯⋯⋯⋯⋯⋯⋯(187)

第五节经济技术协作⋯⋯⋯⋯⋯⋯(189)

第六节 投资优惠政策⋯⋯⋯⋯⋯⋯(190)

l 第五编经济综述 《

第一章经济结构⋯⋯⋯⋯⋯⋯⋯⋯⋯(192)

第一节产业结构⋯⋯⋯⋯⋯⋯⋯⋯(192)

第二节所有制结构⋯⋯⋯⋯⋯⋯⋯(195)

第三节投资结构⋯⋯⋯⋯⋯⋯⋯⋯(197)

第二章经济发展⋯⋯⋯⋯⋯⋯⋯⋯⋯(197)

第一节 国内生产总值⋯⋯⋯⋯⋯⋯(199)

第二节 工农业总产值⋯⋯⋯⋯⋯⋯(200)

第三章经济效益⋯⋯⋯⋯⋯⋯⋯⋯⋯(201)

第一节研究机构⋯⋯⋯⋯⋯⋯⋯⋯(217)

第二节研究与成果⋯⋯⋯⋯⋯⋯⋯(218)

第四章对外交流⋯⋯⋯⋯⋯⋯⋯⋯⋯(220)

第一节来访与交流⋯⋯⋯⋯⋯⋯⋯(220)

第二节钧瓷名品⋯⋯⋯⋯⋯⋯⋯⋯(221)

附：钧瓷的鉴赏与收藏⋯⋯⋯⋯⋯(222)

第五章钧瓷管理⋯⋯⋯⋯⋯⋯⋯⋯⋯(223)

第一节管理机构⋯⋯⋯⋯⋯⋯⋯⋯(224)

第二节行业管理⋯⋯⋯⋯⋯⋯⋯⋯(224)

第一章药材生产⋯⋯⋯⋯⋯⋯⋯⋯⋯(226)

第一节 药材资源与种植⋯⋯⋯⋯⋯(226)

附：禹州市发展药用果桑的条件

及潜力⋯⋯⋯⋯⋯⋯⋯⋯⋯⋯⋯(226)

第二节 药用动物养殖⋯⋯⋯⋯⋯⋯(229)

第二章药材加工⋯⋯⋯⋯⋯⋯⋯⋯⋯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采收加工⋯⋯⋯⋯⋯⋯⋯⋯

切制切工⋯⋯⋯⋯⋯⋯⋯⋯

炮制加工⋯⋯⋯⋯⋯⋯⋯⋯

(229)

(230)

(230)

(231)

、，、，、J、，、J、J、，

1

2

3

3

4

5

5

0

0

0

0

0

0

0

力2

2

2

2

2

2／L，L，L，L，L，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济～

～

～

～入入经境段类益收收制环阶门效政民有展展业模财国公发发行规

乍

节节

节节节节

一

二立早一

二三四第第四第第第第

第

8

8

9

0

1

3

6

6

7

7

0

0

0

1

1

1

1

1

1

1加加加殂殂俎俎殂殂殂，L／L，L，L，L，L，L，L，L，L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

●

●

●

●

●

●

●

●

～

一

一

～

一介～

～

～

～

一

～选～

～

～

一

～

～技一

～业～

～

～

～

～

一作一

～企～

～

～

～

～

～制型艺产～易易～产～及造工生易贸贸究生料施瓷瓷瓷贸内际研瓷原设钧钧钧瓷国国瓷

钧

钧

钧

节节节节节

节节

章一二三四五章一二章一第第第第第二第第三

第

第

第



4 禹州市志

三章药材贸易⋯⋯⋯⋯⋯⋯⋯⋯⋯(233)

第一节收购⋯⋯⋯⋯⋯⋯⋯⋯⋯(234)

第二节 药市⋯⋯⋯⋯⋯⋯⋯⋯⋯(235)

第三节 药材交流会⋯⋯⋯⋯⋯⋯⋯(236)

第四节 药业经营⋯⋯⋯⋯⋯⋯⋯⋯(237)

四章中医药研究与应用⋯⋯⋯⋯⋯(241)

第一节 中医药理论研究⋯⋯⋯⋯⋯(241)

第二节 中医特色专科及验方应用

第五章药业管理⋯⋯⋯⋯⋯⋯⋯⋯⋯

第一节行政管理⋯⋯⋯⋯⋯⋯⋯⋯

第二节 药业民间组织utoll

一章农业结构调整⋯⋯⋯⋯⋯⋯⋯(246)

第一节 种植业结构调整⋯⋯⋯⋯⋯(246)

第二节林业结构调整⋯⋯⋯⋯⋯⋯(247)

第三节 畜牧养殖业结构调整⋯⋯⋯(248)

二章种植业⋯⋯⋯⋯⋯⋯⋯⋯⋯⋯(248)

第一节 种植分区⋯⋯⋯⋯⋯⋯⋯⋯(249)

第二节 品种与产量⋯⋯⋯⋯⋯⋯⋯(249)

第三节增产措施⋯⋯⋯⋯⋯⋯⋯⋯(253)

第四节 加工与销售⋯⋯⋯⋯⋯⋯⋯(255)

第五节经营管理⋯⋯⋯⋯⋯⋯⋯⋯(256)

三章烟草业⋯⋯⋯⋯⋯⋯⋯⋯⋯⋯(257)

第一节烟叶种植⋯⋯⋯⋯⋯⋯⋯⋯(258)

第二节 烟叶购销⋯⋯⋯⋯⋯“⋯⋯(262)

第三节烟叶烘烤⋯⋯⋯⋯⋯⋯⋯⋯(266)

第四节烟草税收⋯⋯⋯⋯-⋯⋯⋯(267)

第五节卷烟经营⋯⋯⋯⋯⋯⋯⋯⋯(269)

第六节专卖管理⋯⋯⋯⋯⋯⋯⋯⋯(270)

四章畜牧业⋯⋯⋯⋯．．⋯⋯⋯⋯⋯·(271)

第二节“三粉”加工⋯⋯⋯⋯⋯⋯⋯

第三节 “三粉”销售⋯⋯⋯⋯⋯⋯⋯

第六章外向型农业⋯⋯⋯⋯⋯⋯⋯⋯

第一节 种植⋯⋯⋯⋯⋯⋯⋯⋯⋯

第二节加工⋯⋯⋯⋯⋯⋯⋯⋯⋯

第三节销售⋯⋯⋯⋯⋯⋯⋯⋯⋯

第七章林果业⋯⋯⋯⋯⋯⋯⋯⋯⋯⋯

第一节林区分布⋯⋯⋯⋯⋯⋯⋯⋯

第二节 造林绿化⋯⋯⋯⋯⋯⋯⋯⋯

第三节果树栽培⋯⋯⋯⋯⋯⋯⋯⋯

第四节 林木管护⋯o o⋯⋯⋯

第五节 林业技术推广⋯⋯⋯⋯⋯⋯

第六节林政管理⋯⋯⋯⋯⋯⋯⋯⋯

第八章农业综合开发⋯⋯⋯⋯⋯⋯⋯

第一节黄淮海平原综合开发⋯⋯⋯

第二节 旱地农业开发⋯⋯⋯⋯⋯⋯

第三节农村扶贫开发⋯⋯⋯⋯⋯⋯

第四节 商品粮基地建设⋯⋯⋯⋯⋯

第五节 高效农业园区建设⋯⋯⋯⋯

第九章农业机械⋯⋯⋯⋯⋯⋯⋯⋯⋯

第一节农机监理与培训⋯⋯⋯⋯⋯

第二节 农机经销⋯⋯⋯⋯⋯⋯⋯⋯

第三节 农机研制与推广⋯⋯⋯⋯⋯

第十章乡镇企业⋯⋯⋯⋯⋯⋯⋯⋯⋯

第一节 区域分布及结构⋯⋯⋯⋯⋯

第二节 企业组织形式及发展⋯⋯⋯

第三节行业门类⋯⋯⋯⋯⋯⋯⋯⋯

242

243

243

244

1

、，、，、，、，、，、，、，、，、，、，、，、，、，、，、，、，、，、，、，、，、，、，、，、，、，、，、，

9

0

0

1

1

1

2

2

3

5

5

6

7

7

8

8

9

0

1

3

3

4

5

6

7

8

8

7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9

9

9

9

9

9

9

9

9

9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L／k／L／L／k，●、／L／L，L／L／L，●、／L／L／L，k／～／L／L，L，L，●、，～／●、，～，k，I、



目 录 5

第一章煤炭工业⋯⋯⋯⋯⋯⋯⋯⋯⋯(308)

第一节 资源勘探与煤矿建设⋯⋯⋯(308)

第二节煤炭生产⋯⋯⋯⋯⋯⋯⋯⋯(310)

第三节煤矿安全⋯⋯⋯⋯⋯⋯⋯⋯(312)

第四节 煤炭运销⋯⋯⋯⋯⋯⋯⋯⋯(314)

第五节 行业管理⋯⋯⋯⋯⋯⋯⋯⋯(316)

第二章电力工业⋯⋯⋯⋯⋯⋯⋯⋯⋯(317)

第一节 电源建设⋯⋯⋯⋯⋯⋯⋯⋯(318)

第二节 电网建设⋯⋯⋯⋯⋯⋯⋯⋯(318)

第三节 电网运行⋯⋯⋯⋯⋯⋯⋯⋯(319)

第四节 供电用电⋯⋯⋯⋯⋯⋯：⋯··(321)

第五节 电业体制改革⋯⋯⋯⋯⋯⋯(324)

第三章轻纺工业⋯⋯⋯⋯⋯⋯⋯⋯⋯(325)

第一节纺织、针织、服装工业⋯⋯⋯(325)

第二节 造纸、印刷、包装工业⋯⋯⋯(326)

第三节 皮革、家具工业⋯⋯⋯⋯⋯(326)

第四节 塑料工业⋯⋯⋯⋯⋯⋯⋯⋯(327)

第五节 行业管理⋯⋯⋯⋯⋯⋯⋯⋯(328)

第四章机械化学工业⋯⋯⋯⋯⋯⋯⋯(328)

第一节机械工业⋯⋯⋯⋯⋯⋯⋯⋯(329)

第二节 化学工业⋯⋯⋯⋯⋯⋯⋯⋯(329)

第五章发制品业⋯⋯⋯⋯⋯⋯⋯⋯⋯(330)

第一节原材料收购⋯⋯⋯⋯⋯⋯⋯(331)

第二节 发制品生产⋯⋯_⋯⋯⋯⋯(331)

第三节 发制品销售⋯⋯⋯⋯⋯⋯⋯(334)

第四节发制品企业选介⋯⋯⋯⋯⋯(334)

第六章。建材工业⋯⋯⋯⋯⋯⋯⋯⋯⋯(335)

第一节建材种类⋯⋯⋯⋯⋯⋯⋯⋯(335)

第二节建材生产⋯⋯⋯⋯⋯⋯⋯⋯(335)

第三节建材销售⋯⋯⋯⋯⋯⋯⋯⋯(336)

第七章陶瓷工业⋯⋯⋯⋯⋯⋯⋯⋯⋯(336)

第一节炻瓷与电瓷⋯⋯⋯⋯⋯⋯⋯(336)

第二节 高白瓷与建筑卫生瓷⋯⋯⋯(337)

第三节 园林建筑瓷与工艺美术瓷

······················-·············(338)

第八章工业企业选介⋯⋯⋯⋯⋯⋯⋯(339)

第一节许昌龙岗发电有限公司⋯⋯(340)

第二节 远航铝电集团⋯⋯⋯⋯⋯⋯(341)

第三节 禹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42)

第四节 禹王水泥有限责任公司⋯⋯(343)

第五节 中锋集团公司⋯⋯⋯⋯⋯⋯(344)

第六节 新峰矿务局⋯⋯⋯⋯⋯⋯⋯(346)

第七节 白庙矿业集团⋯⋯⋯⋯⋯⋯(347)

第八节 制药集团有限公司⋯⋯⋯⋯(347)

缈辫黟鳓蟹燃彩秽缈獬∥摊棼秒㈣搿㈣∽㈣缎黝鳓獬俐帮撕㈣粥嬲㈣搿獬㈤黟㈣㈣㈣缀

i 第十编 商贸流通 l
嚣融《虢a蕊蕊‰巍姥瓣懿≈女绺《∞黼黜簸赫瑞女澎《#觏描黼椎瓣蝴端籍箍鑫毽黝巍；瓣巍渤船擀蕊挂黝虢巍‰嘲‰赫梳瓣瓣鳓‰。口鳓女《∞瓣滋

第一章商业⋯⋯⋯⋯⋯⋯⋯⋯⋯⋯(350)

第一节 商品营销⋯⋯⋯⋯⋯⋯⋯⋯(350)

第二节 营销队伍⋯⋯⋯⋯⋯⋯⋯⋯(352)

第三节 盐业专营⋯⋯⋯⋯⋯⋯⋯⋯(353)

第四节 商业网点⋯⋯⋯⋯⋯⋯⋯⋯(354)

第五节 商办工业⋯⋯⋯⋯⋯⋯⋯⋯(355)

第二章供销合作事业⋯⋯⋯⋯⋯⋯⋯(356)

第一节农副产品经营⋯⋯⋯⋯⋯⋯(357)

第二节农业生产资料经营⋯⋯⋯⋯(357)

第三节 生活资料经营⋯⋯⋯⋯⋯⋯(359)

第四节 废旧物资经营⋯⋯⋯⋯⋯⋯(360)

第五节仓储运输⋯⋯⋯⋯⋯⋯⋯⋯(361)

第六节行业管理．JI Ot⋯⋯⋯”．．．⋯·(361)

第三章物资流通⋯⋯⋯⋯⋯⋯⋯⋯⋯(361)

第一节物资分配与供应⋯⋯⋯⋯⋯(362)

第二节 物资购销与经营改革⋯⋯⋯(363)

第三节 经营管理⋯⋯⋯⋯⋯⋯⋯⋯(364)



禹州市志

油贸易⋯⋯⋯⋯⋯⋯⋯⋯⋯(365) 第三节 粮油市场及加工品经营⋯⋯(370)

粮油购销⋯⋯⋯⋯⋯⋯⋯⋯(366) 第四节 粮油及饲料加工⋯⋯⋯⋯⋯(371)

粮食储运⋯⋯⋯⋯⋯⋯⋯⋯(369) 第五节粮食管理⋯⋯⋯⋯⋯⋯⋯⋯(372)

第五节 旅游管理⋯⋯⋯⋯⋯⋯⋯⋯(379)

第二章服务业⋯⋯⋯⋯⋯⋯⋯⋯⋯⋯(379)

第一节餐饮与娱乐业⋯⋯⋯⋯⋯⋯(380)

第二节 餐饮服务企业选介⋯⋯⋯⋯(380)

第三节 中介及特种服务业⋯⋯⋯⋯(382)

融管理⋯⋯⋯⋯⋯⋯⋯⋯⋯(384)第三章非银行金融组织D OI OlIO．．⋯⋯·(392)

金融机构与网点⋯⋯⋯⋯⋯(384) ’第一节农村信用社⋯⋯⋯⋯⋯⋯⋯(392)

货币发行⋯⋯⋯⋯⋯⋯⋯⋯(386) 第二节邮政储蓄⋯⋯⋯⋯⋯⋯⋯⋯(393)

行业管理⋯⋯⋯⋯⋯⋯．．．⋯(387) 第三节典当行⋯⋯⋯⋯⋯⋯⋯⋯⋯(394)

有银行⋯⋯⋯⋯⋯⋯⋯⋯⋯(388)第四章保险业⋯⋯⋯⋯⋯⋯⋯⋯⋯⋯(394)

中国工商银行⋯⋯⋯⋯⋯⋯(388) 第一节保险机构⋯⋯⋯⋯⋯⋯⋯⋯(395)

中国农业银行⋯⋯⋯⋯⋯⋯(389) 第二节财产保险⋯⋯⋯⋯⋯⋯D m(396)

中国银行⋯⋯⋯⋯⋯⋯⋯⋯(390) 第三节人寿保险⋯⋯⋯⋯⋯⋯⋯⋯(397)

中国建设银行⋯⋯⋯⋯⋯⋯(390) 第四节农业保险及涉外保险⋯⋯⋯(397)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92)

划⋯⋯⋯⋯⋯⋯O Qt g⋯⋯(400)

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400)

产业发展计划⋯⋯⋯⋯⋯⋯(403)

计划执行⋯⋯⋯⋯⋯⋯⋯⋯(408)

宏观调控⋯⋯⋯⋯⋯⋯⋯⋯(410)

政⋯⋯⋯⋯⋯⋯⋯⋯⋯⋯(411)

财政收支管理B DI Oll e(412)

会计管理与财政监督检查

⋯⋯⋯⋯⋯⋯⋯⋯⋯⋯⋯⋯(413)

第三节 国有资产管理⋯⋯⋯⋯⋯⋯(413)

第四节 预算外资金管理O BI
mI g(414)

第三章税务⋯⋯⋯⋯⋯⋯⋯⋯⋯⋯(415)

第一节税务机构⋯⋯⋯⋯⋯⋯⋯⋯(415)

第二节 国家税务⋯⋯⋯⋯⋯I OI O(416)

第三节地方税务⋯⋯⋯⋯⋯⋯⋯⋯(417)

第四章统计Q g⋯⋯⋯⋯(418)

第一节专业统计⋯⋯⋯⋯⋯⋯⋯⋯(418)

第二节 统计普查⋯⋯⋯⋯⋯⋯⋯⋯(419)

6

6

7

8

8

7

7

7

7

7

3

3

3

3

3／L，L，L／L，L

●

●

●

●

●

●

●

●

●

●

一

一路～

一

一

～线一

～

～

一游林～

～

一旅园一

．～

～及卉～～发区花务一开景性服业游游赏游游旅旅观旅



目 录 7

第三节抽样调查⋯⋯⋯⋯⋯⋯⋯⋯

第五章国土资源管理⋯⋯⋯⋯⋯⋯⋯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 土地使用制度⋯⋯⋯⋯⋯⋯

第三节土地利用⋯⋯⋯⋯⋯⋯⋯⋯

第四节用地管理⋯⋯⋯⋯⋯⋯⋯⋯

第五节土地监察与信访⋯⋯⋯⋯⋯

第六章环境保护⋯⋯⋯⋯⋯⋯⋯⋯⋯

第一节环境质量⋯⋯⋯⋯⋯⋯⋯⋯

第二节 污染防治⋯⋯⋯⋯⋯⋯⋯⋯

第三节环境管理⋯⋯⋯⋯⋯⋯⋯⋯

第七章物价管理⋯⋯⋯⋯⋯⋯⋯⋯⋯

第一节收费管理⋯⋯⋯_⋯⋯⋯⋯

第二节价格监督检查⋯⋯⋯⋯⋯⋯

第三节价格信息与价格事务⋯⋯⋯

第四节价格调整⋯⋯⋯⋯⋯⋯⋯⋯

第五节 价格调节基金⋯⋯⋯⋯⋯⋯

(421)

(422)

(422)

(422)

(423)

(424)

(426)

(427)

(427)

(428)

(430)

(431)

(432)

(433)

(434)

(434)

(436)

第八章工商行政管理⋯⋯⋯⋯⋯⋯⋯(436)

第一节机构与体制⋯⋯⋯⋯⋯⋯⋯(436)

第二节 企业登记管理⋯⋯⋯⋯⋯⋯(437)

第三节 市场与经济合同管理⋯⋯⋯(440)

第四节 个体私营企业管理及经济

监督检查⋯⋯⋯⋯⋯⋯⋯⋯(443)

第五节 商标广告管理⋯⋯⋯⋯⋯⋯(446)

第九章质量技术监督⋯⋯⋯⋯⋯⋯⋯(447)

第一节 质量管理与稽查⋯⋯⋯⋯⋯(447)

第二节计量管理⋯⋯⋯⋯⋯⋯⋯⋯(448)

第三节 质量监督⋯⋯⋯⋯⋯⋯⋯⋯(449)

第四节标准化管理⋯⋯⋯⋯⋯⋯⋯(450)

第五节机构与体制⋯⋯⋯⋯⋯⋯⋯(451)

第十章审计⋯⋯⋯⋯⋯⋯⋯⋯⋯⋯(452)

第一节 国家审计⋯⋯⋯⋯⋯⋯⋯⋯(452)

第二节 内部及社会审计⋯⋯⋯⋯⋯(454)

第一章代表大会⋯⋯⋯⋯⋯⋯⋯⋯⋯

第一节代表产生⋯⋯⋯⋯⋯⋯⋯⋯

第二节 第六～第九届代表大会⋯⋯

第二章委员会⋯⋯⋯⋯⋯⋯⋯⋯⋯⋯

第一节 县级⋯⋯⋯⋯⋯⋯⋯⋯⋯

第二节 乡(镇、街道)级⋯⋯⋯⋯⋯

第三章领导方式⋯⋯⋯⋯⋯⋯⋯⋯⋯

第一节 民主决策⋯⋯⋯⋯⋯⋯⋯⋯

第二节组织实施⋯⋯⋯⋯⋯⋯⋯⋯

第三节督查总结⋯⋯⋯⋯⋯⋯⋯⋯

第四节 重要会议摘要⋯⋯⋯⋯⋯⋯

第四章重大决策⋯⋯⋯⋯⋯⋯⋯⋯⋯

第一节 第二个经济翻番⋯⋯⋯⋯⋯

第二节 综合体制改革⋯⋯⋯⋯⋯⋯

第三节 务实创新 团结奋进⋯⋯⋯

第四节 “富民兴禹”工程⋯⋯⋯⋯⋯

第五节 实施开放带动战略⋯⋯⋯⋯

第六节 建设“工业强市”，争创“全国

百强”⋯⋯⋯⋯⋯⋯⋯⋯⋯⋯(471)

第七节 调整经济结构⋯⋯⋯⋯⋯⋯(472)

第五章组织建设⋯⋯⋯⋯⋯⋯⋯⋯⋯(473)

第一节组织工作⋯⋯⋯⋯⋯⋯⋯⋯(473)

第二节老干部工作⋯⋯⋯⋯⋯⋯⋯(477)

第三节 市直工委工作⋯⋯⋯⋯⋯⋯(477)

第六章宣传教育⋯⋯⋯⋯⋯⋯⋯⋯⋯(478)

第一节 宣传工作⋯⋯⋯⋯⋯⋯⋯⋯(478)

第二节 党员教育培训⋯⋯⋯⋯⋯⋯(479)

第七章纪检监察⋯⋯⋯⋯⋯⋯⋯⋯(479)

第一节纪律检查⋯⋯⋯⋯⋯⋯⋯⋯(480)

第二节 监察工作⋯⋯⋯⋯⋯⋯⋯⋯(481)

第八章统战信访政策研究⋯⋯⋯(483)

第一节 统战工作⋯⋯⋯⋯⋯⋯⋯⋯(483)

第二节信访工作⋯⋯⋯⋯⋯⋯⋯⋯(484)

第三节 政策研究⋯⋯⋯⋯⋯⋯⋯⋯(485)

1

钾
'

、，、，、，、，、，、，、，、，、，、，、，、，、，、，、，、，、，

6

6

6

8

8

0

0

1

1

2

2

6

7

7

9

0

1

蜀蜀&5

5臼6

6

6

6

6

6

6

6

6

7

7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L，L，L／L，L／～，L／L，L／L，L／L／L，L／L／L，L



禹州市志

代表⋯⋯⋯⋯⋯⋯⋯⋯⋯(488)

表产生⋯⋯⋯⋯⋯⋯⋯⋯‘(488)

表构成⋯⋯⋯⋯⋯⋯⋯⋯(488)

代表大会会议⋯⋯⋯⋯⋯(489)

七届代表大会⋯⋯⋯⋯⋯(489)

八届代表大会⋯⋯⋯⋯⋯(490)

九届代表大会⋯⋯⋯⋯⋯(491)

十届代表大会⋯⋯⋯⋯⋯(491)

十一届代表大会⋯⋯⋯⋯(492)

第三章人大常委会⋯⋯⋯⋯⋯⋯⋯⋯(493)

第一节 第七届人大常委会⋯⋯⋯⋯(494)

第二节 第八届人大常委会⋯⋯⋯⋯(494)

第三节 第九届人大常委会⋯⋯⋯⋯(495)

第四节 第十届人大常委会⋯⋯⋯⋯(495)

第五节 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496)

第四章人大基层组织⋯⋯⋯⋯⋯⋯⋯(497)

第一节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497)

第二节 乡镇人大主席团⋯⋯⋯⋯⋯(497)

机构⋯⋯⋯⋯⋯⋯⋯⋯⋯(500)

(市)级政府机构⋯⋯⋯⋯(500)

(镇)级政府机构⋯⋯⋯⋯(501)

方式⋯⋯⋯⋯⋯⋯⋯⋯⋯(502)

议制度⋯⋯⋯⋯⋯⋯⋯⋯(502)

要会议摘要⋯⋯⋯⋯⋯⋯(503)

工负责制⋯⋯⋯⋯⋯⋯⋯(506)

标管理⋯⋯⋯⋯⋯⋯⋯⋯(506)

第三章施政纪要⋯⋯⋯⋯⋯⋯⋯⋯⋯(507)

第一节第八届人民政府⋯⋯⋯⋯⋯(507)

第二节第九届人民政府⋯⋯⋯⋯⋯(508)

第三节 第十届人民政府⋯⋯⋯⋯⋯(510)

第四节 第十一届人民政府⋯⋯⋯⋯(512)

第四章基层人民政府⋯⋯⋯⋯⋯⋯⋯(513)

第一节基层政权⋯⋯⋯⋯⋯⋯⋯⋯(513)

第二节 主要工作⋯⋯⋯⋯⋯⋯⋯⋯(513)

黔㈣獬㈣粼黼㈣獭例懒嬲卿∥蝴#黝㈣∥》懒㈣搿∽嬲㈣燃粥鬻删。带懈铡
l 第十七编 人民政协 l
麟瓤辅黼僦豁㈣喇∞鼢蕊罐蕊茹蜊施粕罐翰旃械；如赫赫—蛳。如；觚。#≈女洲‰≈＆》稍v镌藏氛妇㈣虢藏龋南幽§矗罄％露舶幽办僻砒舯，∞溢

三章政协工作⋯⋯⋯⋯⋯⋯⋯⋯⋯(518)

第一节全体会议⋯⋯⋯⋯⋯⋯⋯⋯(518)

第二节 参政议政⋯⋯⋯⋯⋯⋯⋯⋯(519)

第三节视察调研与文史资料征编

⋯⋯⋯⋯⋯⋯⋯⋯⋯⋯⋯⋯(520)

第

、，、夕、，、，、●，、，

6

6

6

7

7

7

1

1

1

1

1

1

5

5

5

5

5

5／k／L／L，～／k／L

一生成～

～

～员产构织构会

委员员组

委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