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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贵港市古为州、．郡治所，文化发达，素有编修地方志的优良传统。

有史可据的，宋淳熙年间编纂有《怀泽志》，清康熙年间编纂过《贵县

志》。惜毁于兵燹，两志已荡然无存，至今仅存清光绪及民国编的两部

《贵县志》，吉光片羽，倍觉可珍，但囿于时代局限性，瑕瑜互见，尤

以经济内容不足为憾事。如今，《贵港市志》的付梓问世，是我市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大成果，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贵港市地处桂东南浔郁平原，被誉为黄金水道的西江横贯中部，莲

花山脉屏障于北，气候温和，资源丰富，宜工宜农，自然条件得天独

厚。山川形胜，名闻遐迩，钟灵毓秀，英才辈出。百余万汉‘壮人民

朴实勤劳，：尤富革命传统。境内庆丰乡赐谷村为太平天国革命策源地。

奇石乡达开村为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故乡。1927年，中共贵县县委

在覃塘排厚村成立，组织武装赤卫队，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了英勇、

长期的斗争。1945年中共省工委副书记邑人黄彰在境内发动和领导了

震撼旧世界的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

许多优秀儿女又在此领导群众进行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的斗争，于

1949年11月4日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这座古城。’迎来新中国

的曙光。 ，．

解放以来，城1乡建设面貌一新，交通发达，经济繁荣。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硕果累累，为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

1988年12月20日国务院批准撤消县建制，设立贵港市，从此，贵港

古城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本市以港命名自有地方特色和深远意义。西

江流经境内长达100公里，拥有200吨级以上的深水码头泊位177个。

港口年货运吞吐量300万吨，为广西内河第一大港。目前，国家“七

五"计划重点建设项目的猫儿山新港正在兴建。建成后的新港年吞吐

量达1 000万吨，将成为华南内河第一大港。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给

我市的经济带来欣欣向荣的新局面。本市已成为自治区糖蔗、商品粮、



蚕桑、龙眼、瘦肉型猪和水产养殖的重要生产基地。市委、市政府带

领全市人民，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更新观念、奋发图强，为把贵港

市建设成为以糖纸、食品、建材和有色金属材料工业为主的对外贸易；

内河港口城市而艰苦奋斗。

要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充分了解地情，而地方志

正是了解市情的金钥匙。古人早就指出地方志有“存史、资治、教

化”的重要作用，可谓有益当代，惠及子孙。在改革开放、加速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的今天，志书的资治作用愈觉鲜明。它以大量真实可靠

的史料，反映社会的发展规律，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

制定各种方针、政策提供可资征信的依据。本书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突

出地方性、时代性、资料性和综合性。尤其是党的“十三大”以后，我

们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把记述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全志

的中心。力图丰富经济建设方面的内容，使它起到信息库的作用。

本书的编纂，经历8个寒暑，数易其稿。搜集资料，栉风沐雨；潜、

心编纂，呕心沥血。更有赖于上级修志部门的指导，各有关单位的通

力合作，始毕其功。

一全书150万言，图、表、传、记、录毕备，博而有体，杂而有章，

可谓一方之百科全书。《贵港市志》一书在手，查检披阅，一市之情隙

然于胸，不仅是施政建设的指南，而且是乡土教材的经典。

本书之成虽颇费功夫，但限于水平，难称完美，谬误纰漏，在所
难免，尚祈读者不吝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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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贵港市有志，。自南宋淳熙(公元1174——1189年)《怀泽志》始。

从南宋始改图经为地方志看来，《怀泽志》是与当时从《严州图经》改

名为《新定志》等同为我国最早的一批地方志。过500多年有康熙

《贵县志》，又过200多年有光绪《贵县志》，再过40多年有民国《贵

县志》。贵县自癸酉(1933年)修志，至今又50多年。以前的《：贵县

志》是旧时代的方志。今天，编修的《贵港市志》，是以新的观点、新

的方法、新的材料来编写的社会主义新方志，与前不同了。

贵港古西瓯骆越地，秦时属布山县，为桂林郡址。汉武帝定南粤，

废桂林郡，改置郁林郡，以布山县为郡治，在今贵港城东。晋宋、齐

因之。唐改置南尹州，设南尹州总管府。旋改南尹州为贵州，以郁林

县为州治所，在今贵港城郁江南3里。贵港自汉迄唐，都是祖国南疆

政治、军事要地，对民族团结、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至近代，又

成为广西重要商业城市，而且是华南和大西南的水陆联运的枢纽。从

文化来说，歌星刘三姐歌唱的民歌，传布四方，收于诗集，见于记载，

今天且蜚声于世界，文献分明记载为唐贵州(即今贵港)西山水南村

人(西山属水南里)，生于唐中宗己酉．(公元709年)，这些都将记于

市志内。尤其是在革命史上更有光荣的地位，太平天国革命起义于金

田，实发轫于贵县赐谷村。石达开为旷代人杰，生长于贵县那帮村中。

以黄鼎凤为首的天地会起义，其根据地在贵县。至今在东南亚、华南

与加拿大相继发现的天地会文献，其中最早价值最大的一本便是在贵

县覃塘附近地窖中掘出来的。贵县自1922年夏，陈勉恕任贵县中学校

长起，即领导学生和进步人士与地方旧势力展开斗争。到1927年。四

·一二一反革命政变后，贵县被广西反动政府通缉的共51人。当时以

一个县而被通缉之多至此数，在广西是没有的，广东也是没有的。因

此，当时香港各大报以要闻把全部名单登载出来。这反映了贵县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斗争的激烈。其后广西三次党代会有两次在贵县召
． 3



开，桂东南起义参加的六个县，贵县等4个县是主力。可见贵港市革

命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这些光荣的革命斗争事迹，更将大书特书于新

市志中。

今天新修《贵港市志》，与旧时代修志有不同的认识与要求。通过

编修市志，汇集大量有关本市的历史和现实资料，进行科学的整理组

合，形成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一方面要求弄清本市的过去、现在和

将来，认识本市的客观规律，为今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

史借鉴和科学依据。另一方面又要求提供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人物事

迹，以作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和共产主

义教育的教材。这是一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社会

主义建设服务，为今天和后来社会造福的重大工作。它是关系到承先

启后，继往开来的千秋大业。 。

这部新《贵港市志》，共有33个专志，广博而又翔实地记载本市

的自然概况和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方

面的历史和现状，巨细不遗，包罗万象。这在旧时代修志简直是不可

能想象的。只有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突飞猛进，建设了林林

总总的新事业，才能产生这个宏伟的篇目，也只有在今天这一个牵涉

到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大工作，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各

部门的力量，分工合作，相互支持，然后才能迅赴事功，胜利完成这

一项艰巨的任务。 ’．

。

这部宏篇巨著社会主义新《贵港市志》肯定能从其中看出本市的

客观规律，从而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制定建设贵港的切实可行的规

划；肯定能大大地提高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民族团结教育

和共产主义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挥重大的作

用，作出巨大的贡献。尔纲乡人，不曾为家乡稍尽棉薄，翘首南天，辄

深愧怍。今新市志即将告成，喜讯传来，遥想他日我市繁荣昌盛，民

康物阜，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因追述今昔，以表庆祝。

罗尔纲

1990年1O月1日于北京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

二、1988年12月20日，贵县撤县改市，故本志记事，改市前称贵县，此后称贵港市。

三、本志记述内容贯串古今，详今略古，上限尽量追溯到各类事物的发端f下限止于1989

年，有的内容则略有延伸．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40年．

四、本志卷首设‘概述>，综叙市情，总摄全志，为全志之纲．‘大事记》记秦代以来本

市的大事、要事，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卷末设《附录》，收录单项性的重要资料。

五、本志按事物性质归类，设33个专志，采用并列体，不设章节，横排门类，纵写史实，

反映本市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

六、本志以图、述，志、表、传、录，记为表达形式，以志为主。照片集中卷首，表随

文设置。

七、革命烈士、历史人物分设传略和名录，以卒年为序，在世名人，设简介和名录，以

生年为序．

八、本志资料来自各级档案馆、图书馆、纪念馆及中共贵港市委、市人民政府所属各部

门、各乡镇，经考证鉴别筛选后载入。各项统计数字，以玉林地区统计年鉴、市统计局提供

为主，兼用各类综合报告、专题调查和部门志的数据。

九、文内使用解放前解放后的概念，系指1949年12月4日贵县解放前后的时间。

十、志书纪年、计量、行文、皆按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制定的《广

西地方志编修工作行文规定>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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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降雨⋯⋯⋯⋯⋯⋯⋯⋯⋯⋯⋯⋯⋯⋯⋯⋯．．．⋯⋯⋯⋯⋯⋯⋯⋯⋯⋯⋯⋯⋯⋯(59)

(四)风、霜⋯⋯⋯⋯⋯⋯⋯⋯⋯⋯⋯⋯⋯⋯⋯⋯⋯⋯⋯⋯⋯⋯⋯⋯⋯⋯．．．⋯⋯⋯(62)

(五)温度与蒸发⋯⋯⋯⋯⋯⋯⋯⋯⋯⋯⋯⋯⋯⋯⋯⋯⋯⋯⋯⋯⋯⋯⋯⋯⋯⋯⋯⋯(62)

(六)农业气候区划⋯⋯⋯⋯⋯⋯⋯⋯⋯⋯⋯⋯⋯⋯⋯⋯⋯⋯⋯⋯⋯⋯⋯⋯⋯⋯⋯(62)

三、水文⋯⋯⋯⋯⋯⋯⋯⋯⋯⋯⋯⋯⋯⋯”．“⋯⋯⋯⋯．⋯”⋯．．⋯⋯“．““·⋯·．．⋯⋯(67)

(一)地表水⋯··：⋯⋯⋯⋯⋯⋯⋯⋯⋯⋯⋯⋯·⋯⋯⋯⋯⋯⋯⋯⋯··：⋯⋯⋯“．⋯⋯”(67)

(二)地下水⋯⋯⋯⋯⋯⋯·⋯⋯⋯“⋯⋯⋯⋯⋯⋯·”⋯⋯·-：⋯⋯⋯⋯⋯⋯⋯⋯⋯⋯(69)

四、土壤、植被⋯⋯⋯⋯⋯⋯⋯⋯⋯⋯⋯⋯⋯⋯⋯⋯⋯⋯⋯o⋯⋯⋯⋯⋯⋯⋯⋯(71)
(一)土壤⋯⋯⋯⋯⋯⋯⋯⋯⋯⋯⋯⋯⋯⋯⋯⋯⋯⋯⋯⋯⋯⋯⋯⋯⋯⋯⋯⋯⋯⋯⋯(71)

(二)植被⋯⋯⋯⋯⋯⋯⋯⋯⋯⋯⋯⋯⋯⋯⋯⋯⋯⋯⋯⋯⋯⋯⋯⋯⋯⋯⋯⋯⋯⋯”(79)

五、自然资源⋯⋯⋯⋯⋯⋯⋯⋯⋯⋯⋯⋯⋯⋯⋯⋯⋯⋯⋯⋯⋯⋯⋯⋯⋯⋯⋯⋯⋯(81)
‘(一)土地资源⋯⋯⋯⋯⋯⋯⋯⋯⋯⋯⋯⋯⋯⋯⋯⋯⋯⋯⋯·j⋯⋯⋯⋯⋯⋯⋯⋯⋯·(81)

(二)水资源⋯⋯⋯⋯⋯⋯⋯⋯⋯⋯⋯⋯⋯⋯⋯：⋯⋯⋯⋯⋯⋯⋯⋯⋯⋯⋯⋯⋯⋯··(81)

(三)矿资源⋯⋯⋯⋯⋯⋯⋯⋯⋯⋯⋯⋯⋯⋯⋯⋯⋯⋯⋯⋯⋯⋯⋯一⋯⋯⋯⋯⋯⋯(82)

(四)生物资源⋯⋯⋯⋯⋯⋯⋯⋯⋯⋯⋯⋯⋯⋯⋯⋯⋯⋯⋯．-．⋯⋯⋯⋯⋯⋯⋯⋯⋯(82)

六、自然灾害⋯⋯⋯⋯⋯⋯⋯⋯⋯⋯⋯⋯⋯⋯⋯⋯j⋯二⋯⋯⋯⋯⋯⋯⋯⋯⋯⋯⋯．(83)
(一)旱灾⋯⋯⋯⋯⋯⋯⋯⋯⋯⋯⋯⋯⋯⋯⋯⋯⋯⋯⋯⋯⋯⋯⋯⋯⋯⋯⋯⋯⋯⋯⋯(84)

(二)水5砭⋯⋯⋯⋯⋯⋯⋯⋯⋯⋯·⋯⋯⋯⋯⋯⋯⋯⋯⋯·⋯⋯⋯⋯⋯⋯⋯⋯⋯⋯⋯(86)
(三)风5℃⋯⋯⋯⋯⋯⋯⋯⋯”·⋯⋯“⋯⋯⋯⋯·⋯·⋯”⋯⋯⋯⋯··⋯····⋯⋯⋯⋯⋯(87)

(四)冰雹⋯⋯⋯⋯⋯”··，·····”·⋯⋯“⋯⋯···⋯··⋯⋯⋯·⋯⋯⋯”⋯·⋯··⋯⋯⋯⋯·(88)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五)地震⋯⋯⋯⋯⋯⋯⋯⋯⋯⋯⋯⋯⋯⋯⋯⋯⋯⋯⋯⋯⋯⋯⋯⋯⋯⋯⋯⋯⋯⋯⋯(88)

(六)低温阴雨⋯⋯⋯⋯⋯⋯⋯⋯⋯⋯⋯⋯⋯⋯⋯⋯一⋯⋯⋯⋯⋯⋯⋯⋯”：⋯⋯⋯(88)

(七)病虫害⋯⋯⋯⋯⋯⋯⋯⋯⋯⋯⋯⋯⋯⋯⋯⋯⋯⋯⋯⋯⋯⋯⋯⋯⋯⋯⋯⋯⋯⋯(89)

建置政区志

一、建置⋯⋯⋯⋯⋯⋯⋯⋯⋯⋯⋯⋯⋯⋯⋯⋯⋯⋯⋯⋯⋯⋯⋯：．．．⋯⋯⋯⋯⋯。(93)
(一)位置。境域⋯⋯⋯?⋯⋯⋯⋯⋯⋯⋯⋯⋯⋯⋯⋯⋯⋯⋯⋯⋯⋯⋯⋯⋯⋯⋯⋯“(93)

(二)建置沿革⋯⋯⋯⋯⋯⋯⋯⋯⋯⋯⋯⋯⋯⋯⋯⋯⋯⋯⋯⋯⋯⋯⋯⋯⋯⋯⋯⋯⋯(93)

二、行政区划⋯⋯⋯⋯⋯⋯⋯⋯⋯⋯⋯⋯‘⋯⋯⋯⋯⋯⋯⋯⋯⋯⋯⋯⋯⋯⋯⋯。(95)
(一)晚清时期⋯⋯⋯⋯⋯⋯⋯⋯⋯⋯⋯⋯⋯⋯⋯⋯⋯⋯⋯⋯⋯⋯⋯⋯⋯⋯⋯⋯⋯(95)

(二)民国时期⋯⋯⋯⋯⋯⋯⋯⋯⋯⋯⋯⋯⋯⋯⋯⋯⋯⋯⋯⋯⋯⋯⋯⋯⋯⋯⋯⋯⋯(98)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02)

三、市区、乡镇⋯⋯⋯⋯⋯⋯⋯⋯⋯⋯⋯⋯⋯⋯⋯⋯⋯⋯⋯⋯⋯⋯⋯⋯⋯⋯⋯(121)
(一)市区⋯⋯⋯⋯⋯⋯⋯?⋯⋯⋯⋯⋯⋯⋯⋯⋯⋯⋯⋯⋯⋯⋯⋯⋯⋯⋯⋯⋯⋯··(121)

(二)乡镇⋯⋯⋯⋯⋯⋯⋯⋯”··”⋯⋯·．．·”····⋯···⋯···⋯一··⋯⋯⋯⋯⋯⋯⋯⋯·<122)

人 口 志

一、人口的数量与分布⋯⋯⋯⋯⋯⋯⋯⋯⋯⋯⋯⋯⋯⋯⋯⋯⋯⋯⋯⋯⋯⋯⋯
(一)人口数量⋯⋯⋯⋯⋯⋯⋯⋯⋯⋯⋯⋯⋯⋯⋯⋯⋯⋯⋯⋯⋯⋯⋯⋯⋯⋯⋯⋯

(二)人口分布⋯⋯⋯⋯⋯⋯⋯⋯⋯⋯⋯⋯⋯⋯⋯⋯⋯⋯⋯⋯⋯⋯⋯⋯⋯⋯⋯⋯

二、人口变动⋯⋯⋯⋯⋯⋯⋯⋯⋯⋯⋯⋯⋯⋯⋯⋯⋯⋯⋯⋯⋯⋯⋯⋯⋯⋯·

三、人口构成⋯⋯⋯⋯⋯⋯⋯⋯⋯⋯⋯⋯⋯⋯⋯⋯⋯⋯⋯⋯⋯⋯⋯⋯⋯⋯⋯·
(一)性别、年龄构成⋯⋯⋯⋯⋯⋯⋯⋯⋯⋯⋯⋯⋯⋯⋯⋯⋯⋯⋯⋯⋯⋯⋯⋯⋯

(二)民族构成⋯⋯⋯⋯⋯⋯⋯⋯⋯⋯⋯⋯⋯⋯⋯⋯⋯⋯⋯⋯⋯⋯⋯⋯⋯⋯⋯⋯

(三)文化构成⋯⋯⋯⋯⋯⋯⋯⋯⋯⋯⋯⋯⋯⋯⋯⋯⋯⋯⋯⋯⋯⋯⋯⋯⋯⋯⋯⋯

(四)职业构成⋯⋯⋯⋯⋯⋯⋯⋯⋯⋯⋯⋯⋯⋯⋯⋯⋯⋯⋯⋯⋯⋯⋯⋯⋯⋯⋯⋯

(五)百岁老人简介⋯⋯⋯⋯⋯⋯⋯⋯⋯⋯⋯⋯⋯⋯⋯⋯⋯⋯⋯⋯⋯⋯⋯⋯⋯”‘

四、计划生育⋯⋯⋯⋯⋯⋯⋯⋯⋯⋯⋯⋯⋯⋯⋯⋯⋯⋯⋯⋯⋯⋯⋯⋯⋯⋯⋯⋯
(一)组织机构⋯⋯⋯⋯⋯⋯⋯⋯⋯⋯⋯⋯⋯⋯⋯⋯⋯⋯⋯⋯⋯⋯⋯⋯⋯“⋯⋯。

(二)节制生育⋯⋯⋯⋯⋯⋯⋯⋯⋯⋯⋯⋯⋯⋯⋯⋯⋯⋯⋯⋯⋯⋯⋯⋯⋯⋯⋯⋯

五、人民生活⋯⋯⋯⋯⋯⋯⋯⋯⋯⋯⋯⋯⋯⋯⋯⋯⋯⋯⋯⋯⋯⋯⋯⋯⋯⋯⋯
(一)农民生活⋯⋯⋯⋯⋯⋯⋯⋯⋯⋯⋯⋯⋯⋯⋯⋯⋯⋯⋯⋯⋯⋯⋯⋯⋯⋯⋯⋯

(二)工人生活⋯⋯⋯⋯⋯⋯⋯⋯⋯⋯⋯⋯⋯⋯⋯⋯⋯⋯⋯⋯⋯⋯⋯⋯⋯⋯⋯．．．

2

(131)

(131)

(132)

(135)

(137)

(137)

(148)

(150)

(152)

(153)

(154)

(154)

(154)

(156)

(156)

(157)



j’(三)市民生活．．．．¨”··坤．．．·一．．．．．．·“忡●·．-．⋯⋯⋯⋯⋯．．．⋯⋯⋯一⋯⋯·”一”．．．·‘(158)
_．

(四)干部职工生活⋯⋯⋯⋯⋯·”m．．．．-．⋯⋯⋯⋯⋯⋯⋯⋯⋯⋯．．．．．．⋯⋯⋯．．．．．．(159)

政党志

一、中共贵港市地方组织⋯⋯⋯⋯⋯⋯⋯⋯⋯⋯⋯⋯⋯⋯⋯⋯⋯⋯⋯⋯⋯⋯(163)
(一)党的建立和早期活动⋯⋯⋯⋯⋯⋯·?⋯⋯⋯⋯⋯⋯⋯⋯⋯⋯⋯⋯⋯⋯．．．⋯(163)

(二)中共责港市委机构⋯⋯⋯⋯⋯⋯⋯⋯⋯⋯⋯⋯⋯⋯⋯⋯⋯⋯⋯⋯⋯⋯⋯”(166)
(三)组织建设⋯⋯⋯⋯⋯⋯⋯⋯⋯⋯⋯⋯⋯⋯⋯·：⋯j⋯⋯⋯⋯⋯⋯⋯⋯⋯⋯⋯(167)

(四)宣传工作⋯⋯．．．⋯⋯⋯⋯⋯⋯⋯⋯⋯⋯⋯⋯⋯⋯⋯⋯⋯⋯⋯⋯⋯⋯⋯⋯⋯(172)

(五)统战工作⋯⋯⋯⋯⋯⋯⋯⋯⋯⋯⋯⋯⋯⋯⋯⋯⋯⋯⋯⋯⋯⋯⋯⋯⋯⋯⋯⋯(176)

(六)纪检工作⋯⋯⋯⋯⋯⋯⋯⋯⋯⋯⋯⋯⋯⋯⋯⋯⋯⋯⋯⋯⋯⋯⋯⋯⋯⋯⋯⋯(179)

(七)党史征集⋯⋯⋯⋯⋯⋯⋯⋯⋯⋯⋯⋯⋯⋯⋯⋯⋯⋯⋯⋯⋯⋯⋯⋯⋯⋯⋯⋯(180)

(八)代表大会⋯⋯⋯⋯⋯⋯⋯⋯⋯⋯⋯⋯⋯⋯⋯⋯⋯⋯⋯．．．⋯．．．⋯⋯⋯⋯⋯⋯(180)

(九)解放后重大政事纪略⋯⋯⋯⋯．．⋯·⋯⋯⋯·⋯⋯⋯⋯⋯⋯⋯⋯⋯⋯⋯⋯⋯”(183)

二、中国国民党贵县地方组织⋯⋯⋯⋯．．．⋯⋯⋯⋯⋯⋯⋯⋯⋯⋯⋯⋯⋯⋯(190)

三、民主党派贵港市地方组织⋯⋯：⋯⋯⋯⋯⋯⋯⋯一⋯⋯⋯⋯⋯⋯⋯⋯．，．(191)
(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贵港市支部⋯⋯⋯⋯⋯⋯⋯⋯⋯⋯⋯⋯⋯⋯⋯⋯⋯(191)

(二)中国民主同盟贵港市支部⋯⋯⋯．．．⋯⋯⋯⋯⋯⋯⋯．．．⋯⋯⋯⋯⋯⋯⋯⋯⋯(191)

(三)中国民主建国会责港市支部⋯⋯⋯⋯⋯⋯⋯⋯．‘．⋯⋯⋯⋯⋯⋯⋯⋯⋯⋯⋯(192)

(四)中国民主促进会贵港市支部⋯．．．⋯⋯⋯⋯．⋯⋯⋯⋯⋯⋯⋯⋯⋯⋯⋯⋯⋯⋯(192)

(五)中国农工民主党贵港市委员会⋯⋯⋯⋯．．．⋯⋯⋯⋯⋯⋯⋯．-．⋯⋯⋯⋯⋯⋯(192)

(六)中国致公党责港市工委会⋯⋯一⋯．．．m⋯⋯⋯⋯⋯⋯．．，．．．⋯⋯⋯⋯⋯．．．·”(193)

政权政协志

一、人民代表大会．．．⋯⋯⋯⋯⋯⋯⋯⋯⋯⋯⋯⋯⋯⋯⋯⋯⋯⋯⋯⋯⋯⋯⋯⋯⋯(197)’
(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7)

(二)人民代表大会⋯⋯⋯⋯⋯⋯⋯⋯⋯⋯⋯⋯⋯⋯⋯⋯⋯⋯⋯⋯⋯⋯⋯⋯⋯⋯(199)

二、县署、县府⋯⋯⋯⋯⋯⋯⋯⋯⋯⋯⋯⋯⋯⋯⋯⋯⋯⋯⋯⋯⋯⋯⋯⋯⋯⋯”(213)
(一)明清县署⋯⋯⋯⋯⋯⋯⋯⋯⋯⋯⋯⋯⋯⋯⋯⋯⋯⋯⋯⋯⋯⋯⋯⋯⋯⋯⋯⋯(213)

(二)民国县政府⋯⋯⋯⋯⋯⋯⋯⋯⋯⋯⋯⋯t．．⋯⋯⋯⋯⋯⋯⋯⋯⋯⋯⋯⋯⋯⋯(218)

三、人民政府⋯⋯⋯⋯⋯⋯⋯⋯⋯⋯⋯⋯⋯⋯⋯⋯⋯⋯⋯⋯⋯⋯⋯⋯⋯⋯⋯⋯一(221)
’(一)工作机构‘一⋯⋯⋯⋯⋯⋯⋯⋯⋯⋯⋯⋯⋯⋯⋯⋯⋯⋯⋯⋯‘⋯⋯⋯⋯⋯⋯(221)

(二)政务纪略⋯⋯⋯．．．⋯⋯⋯．．．⋯⋯⋯⋯⋯⋯⋯⋯⋯⋯⋯⋯．．．⋯⋯⋯⋯⋯⋯⋯(225)

(三)办公会议⋯⋯⋯⋯⋯⋯⋯⋯⋯⋯⋯⋯⋯．．．⋯⋯⋯⋯⋯⋯⋯⋯·一．．．-．”“·⋯一(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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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访⋯．．．⋯⋯⋯．．．．．．’．-．．．·n．．．m．I．Ⅲ⋯⋯．．-．．．．．-m．．．．．．⋯．．．南一⋯⋯．．．·lJ【228)

(五)华侨及港澳台同胞⋯⋯⋯⋯⋯⋯⋯⋯⋯⋯⋯⋯⋯⋯⋯⋯⋯⋯⋯⋯⋯⋯⋯⋯(229)

(六)区乡政权⋯⋯⋯⋯⋯⋯⋯⋯⋯⋯⋯⋯⋯⋯⋯⋯⋯⋯⋯⋯⋯⋯⋯⋯⋯⋯⋯⋯(234)

四、政{办⋯⋯⋯⋯⋯⋯⋯⋯⋯⋯⋯⋯⋯⋯⋯⋯⋯⋯⋯⋯⋯⋯⋯⋯⋯⋯⋯⋯⋯⋯⋯(235)
(一)历届会议⋯⋯⋯⋯⋯⋯⋯⋯⋯⋯⋯⋯⋯⋯⋯⋯⋯⋯⋯⋯⋯⋯⋯⋯⋯⋯⋯⋯(235)

(二)办理委员提案⋯⋯⋯⋯⋯⋯⋯⋯⋯⋯⋯⋯⋯⋯⋯⋯⋯⋯⋯⋯⋯⋯⋯⋯⋯⋯(239)

(三)活动纪要⋯⋯⋯⋯⋯⋯⋯⋯⋯⋯⋯⋯⋯⋯⋯⋯⋯⋯⋯⋯⋯⋯⋯⋯⋯⋯⋯⋯(239)

附z参议会 t

军事 志

一、武装⋯⋯⋯⋯⋯⋯⋯⋯⋯k⋯⋯⋯⋯⋯。⋯⋯⋯⋯⋯⋯⋯⋯⋯⋯⋯⋯⋯⋯．．．(247)
(一)清朝武装‘⋯⋯。⋯⋯⋯⋯⋯⋯⋯⋯⋯⋯⋯⋯!⋯⋯⋯⋯⋯⋯⋯⋯⋯⋯⋯⋯”(247)

(二)民国武装⋯⋯⋯·；⋯⋯⋯⋯⋯⋯⋯⋯⋯⋯⋯⋯⋯⋯⋯⋯⋯⋯⋯⋯⋯⋯⋯⋯·(248)

(三)’人民武装⋯⋯⋯⋯⋯⋯⋯⋯“⋯⋯⋯⋯⋯⋯⋯⋯⋯⋯⋯⋯⋯⋯⋯⋯⋯⋯如(249)

(四)国防教育⋯⋯⋯”?⋯⋯⋯⋯⋯⋯··一⋯⋯⋯⋯⋯⋯．．．⋯⋯⋯⋯⋯⋯⋯⋯⋯(257)
二、兵役⋯⋯⋯⋯⋯⋯⋯⋯⋯⋯⋯⋯⋯⋯⋯⋯⋯⋯⋯⋯⋯⋯⋯⋯⋯⋯⋯⋯⋯⋯⋯‘(258)

(一)募兵、征兵⋯⋯⋯⋯⋯⋯⋯⋯⋯⋯⋯⋯⋯⋯⋯⋯⋯⋯⋯⋯⋯⋯⋯⋯⋯⋯⋯(258)

(二)志愿兵、义务兵⋯··⋯⋯⋯⋯⋯⋯⋯⋯⋯⋯⋯⋯⋯⋯⋯⋯⋯⋯⋯·⋯⋯⋯⋯(258)

(三)兵役登记⋯⋯⋯⋯⋯⋯⋯⋯⋯⋯⋯⋯⋯⋯⋯⋯⋯⋯⋯⋯⋯⋯⋯⋯⋯⋯⋯⋯(259)

三、防空、联防⋯⋯⋯⋯。⋯⋯⋯⋯⋯⋯⋯⋯⋯⋯⋯⋯⋯⋯⋯⋯⋯⋯⋯⋯⋯．．．⋯(261)
(一)防空．．．⋯⋯⋯m．．．．．．⋯⋯⋯．．．⋯⋯⋯⋯⋯⋯⋯．．．⋯．．．．．．·⋯⋯⋯“⋯．．．m⋯(261)

(二)联防⋯⋯⋯⋯⋯⋯⋯⋯⋯⋯+⋯⋯⋯⋯⋯⋯．-．⋯⋯⋯⋯⋯⋯⋯⋯⋯⋯⋯⋯．．．(261)

‘四、兵事⋯⋯⋯⋯⋯⋯⋯⋯。：⋯⋯⋯⋯⋯⋯⋯⋯⋯⋯⋯⋯⋯⋯⋯⋯⋯⋯⋯⋯⋯⋯(262)
(一)反清斗争⋯⋯⋯⋯⋯⋯⋯⋯⋯⋯⋯⋯⋯．．．⋯⋯⋯⋯⋯⋯⋯⋯⋯⋯⋯⋯⋯⋯(262)

(二)粤桂军之战⋯⋯⋯⋯⋯⋯⋯⋯⋯⋯⋯⋯⋯⋯⋯⋯⋯⋯⋯⋯⋯⋯⋯⋯⋯⋯⋯(263)

(三)抗日兵事⋯⋯⋯⋯⋯⋯⋯⋯⋯⋯⋯⋯⋯⋯⋯⋯⋯⋯⋯⋯⋯⋯⋯⋯⋯⋯⋯⋯(263)

(四)解放战争⋯⋯⋯⋯⋯⋯⋯⋯⋯⋯⋯⋯⋯⋯⋯⋯⋯⋯⋯⋯⋯⋯⋯⋯⋯⋯．．．⋯(266)

(五)剿匪平暴⋯⋯⋯⋯⋯⋯⋯⋯⋯⋯⋯⋯⋯⋯⋯⋯⋯⋯⋯⋯⋯⋯⋯⋯⋯⋯⋯⋯(271)

群 团 志

一、工人团体⋯⋯⋯⋯⋯⋯⋯⋯⋯⋯⋯⋯⋯⋯⋯⋯⋯⋯⋯⋯⋯⋯⋯⋯⋯⋯⋯⋯
(o)组织⋯⋯⋯⋯⋯⋯⋯⋯⋯⋯⋯⋯⋯⋯⋯⋯⋯⋯⋯⋯⋯⋯⋯·⋯⋯⋯⋯⋯⋯··

‘(二)活动⋯⋯⋯⋯⋯⋯⋯⋯⋯⋯⋯⋯⋯⋯⋯⋯⋯⋯⋯⋯⋯⋯⋯⋯⋯⋯⋯⋯⋯⋯

二、农民团体⋯⋯⋯．．．．⋯⋯⋯⋯⋯⋯⋯．．．⋯⋯⋯．．．⋯⋯⋯⋯⋯⋯⋯⋯⋯⋯⋯⋯．．
4

(277)

(277)

(279)

(283)



(一)农民协会⋯⋯⋯⋯⋯⋯⋯⋯⋯⋯⋯⋯⋯⋯⋯⋯⋯⋯⋯⋯⋯⋯⋯⋯⋯⋯⋯⋯

(二)劳农会⋯⋯⋯⋯⋯⋯⋯⋯⋯⋯⋯⋯·⋯⋯⋯⋯⋯⋯⋯⋯⋯⋯⋯⋯⋯⋯⋯⋯“

(三)贫下中农协会．．．．．．?⋯⋯·⋯⋯⋯⋯⋯⋯⋯⋯⋯⋯⋯．．．⋯⋯··“⋯．．-⋯⋯⋯⋯

三、青年团体⋯⋯⋯．．．⋯⋯⋯⋯⋯⋯⋯⋯⋯．．．⋯⋯⋯⋯⋯⋯⋯⋯⋯．．．⋯⋯⋯⋯．．．
(一)组织⋯小⋯⋯⋯⋯⋯⋯⋯⋯⋯⋯⋯⋯⋯⋯⋯⋯⋯⋯⋯⋯⋯⋯⋯⋯⋯⋯⋯⋯

(二)主要活动⋯⋯⋯⋯⋯⋯⋯⋯⋯⋯⋯⋯⋯·u⋯⋯⋯⋯⋯⋯⋯⋯⋯⋯⋯⋯⋯⋯

附。少年先锋队

四、妇女团体o⋯⋯⋯⋯⋯⋯⋯⋯⋯⋯⋯⋯⋯⋯⋯⋯．．．⋯⋯⋯⋯⋯⋯⋯⋯⋯⋯⋯
(一)组织⋯⋯⋯⋯⋯⋯⋯⋯⋯⋯⋯⋯⋯⋯⋯⋯⋯⋯⋯⋯小⋯⋯⋯⋯⋯⋯⋯⋯⋯

(二)主要活动⋯⋯⋯⋯⋯⋯⋯⋯⋯⋯⋯⋯⋯⋯⋯⋯⋯⋯⋯⋯⋯⋯⋯⋯·-⋯．r．⋯

五、工商团体⋯⋯⋯⋯⋯⋯⋯⋯⋯⋯⋯⋯⋯⋯⋯⋯⋯··j⋯⋯⋯⋯⋯⋯⋯⋯⋯⋯
(一)商会⋯⋯’⋯⋯⋯⋯．．．⋯⋯⋯⋯⋯⋯⋯⋯⋯⋯⋯⋯⋯⋯⋯⋯⋯⋯⋯⋯⋯⋯⋯

(二)工商业联合会⋯⋯⋯⋯⋯⋯⋯⋯⋯⋯⋯⋯⋯⋯⋯⋯⋯”“”⋯⋯⋯⋯⋯⋯⋯

六、归国华侨联合会⋯⋯⋯⋯⋯⋯⋯⋯⋯⋯⋯⋯⋯⋯⋯⋯⋯⋯⋯⋯⋯⋯⋯”
． (一)机构⋯⋯⋯⋯⋯⋯⋯⋯⋯⋯⋯⋯⋯⋯⋯⋯⋯⋯⋯⋯⋯⋯⋯⋯⋯⋯⋯⋯⋯⋯

(二)历届侨联代表大会⋯⋯⋯，．．．⋯⋯⋯⋯⋯⋯⋯⋯⋯⋯⋯⋯⋯⋯⋯⋯⋯⋯⋯⋯

(三)主要活动⋯⋯⋯⋯⋯⋯⋯⋯⋯⋯⋯⋯⋯⋯⋯：⋯⋯⋯⋯⋯⋯⋯⋯⋯⋯⋯⋯”

七、个体劳动者协会⋯⋯⋯．．．⋯⋯⋯⋯⋯⋯⋯⋯⋯⋯⋯⋯⋯⋯⋯⋯一⋯⋯．

八、其他协会山⋯⋯⋯⋯⋯⋯一⋯⋯⋯⋯⋯⋯‰⋯⋯⋯⋯一⋯⋯⋯⋯⋯⋯⋯⋯⋯

公安司法志

(283)

(284)

(284)

(284)

(284)

(286)

(290)

(290)

(291)

(29D

(295)

(295)

(297)

(297)

(297)

(297)

(298)

(299)

一、公安⋯．?⋯⋯⋯⋯⋯·“⋯···⋯⋯⋯⋯⋯·⋯⋯⋯⋯⋯⋯⋯⋯“·⋯^⋯⋯⋯⋯⋯·(304)
(一)机构⋯⋯⋯⋯⋯⋯⋯⋯⋯⋯⋯⋯⋯⋯⋯⋯⋯⋯⋯⋯⋯⋯⋯⋯⋯⋯⋯⋯⋯⋯(304)

<二)镇压反革命⋯⋯⋯⋯⋯⋯⋯⋯⋯⋯⋯⋯⋯⋯⋯⋯⋯⋯⋯⋯⋯⋯．．．⋯⋯⋯⋯(306)

(三)取缔反动会道门⋯⋯⋯⋯⋯⋯⋯⋯⋯⋯⋯⋯⋯⋯⋯⋯⋯⋯⋯⋯⋯⋯⋯⋯⋯(307)

一(四)打击刑事犯罪活动．．．m⋯⋯⋯⋯⋯⋯⋯⋯⋯⋯．．．⋯⋯⋯⋯⋯⋯⋯⋯m?·⋯·(307)

(五)改造四类分子⋯⋯⋯⋯⋯⋯⋯⋯一⋯⋯⋯⋯⋯⋯⋯⋯⋯⋯⋯⋯⋯⋯⋯⋯⋯(310)

(六)监狱管理⋯⋯⋯⋯⋯⋯．．．．⋯⋯⋯⋯⋯⋯⋯⋯⋯⋯!．．．⋯⋯?⋯⋯⋯⋯⋯⋯．．．·(310)

(七)治安管理⋯⋯⋯⋯⋯⋯⋯⋯⋯⋯．．．⋯⋯⋯?⋯⋯⋯⋯⋯·⋯⋯⋯⋯⋯⋯⋯⋯(311)
(八)户籍管理⋯⋯⋯⋯⋯⋯⋯⋯⋯⋯⋯厶⋯⋯．-．⋯⋯⋯⋯⋯．．．⋯⋯⋯⋯⋯⋯⋯(312)

(九)交通管理⋯⋯⋯⋯⋯⋯⋯⋯⋯⋯⋯⋯⋯⋯⋯⋯⋯⋯⋯⋯⋯⋯⋯⋯⋯⋯⋯⋯(313)

(十)消防管理⋯⋯⋯⋯⋯⋯⋯⋯⋯⋯⋯⋯⋯⋯⋯⋯⋯⋯⋯⋯⋯⋯⋯⋯⋯⋯⋯⋯(315)

(十一)治保联防⋯⋯⋯⋯⋯⋯⋯⋯⋯⋯⋯⋯⋯⋯⋯⋯⋯⋯⋯⋯⋯⋯⋯⋯⋯⋯⋯(317)

二、审判⋯⋯⋯⋯⋯⋯⋯⋯⋯⋯⋯⋯⋯⋯⋯⋯⋯⋯⋯⋯⋯⋯⋯⋯⋯⋯⋯⋯⋯⋯⋯(318)
(一)机构⋯⋯⋯⋯⋯⋯⋯⋯⋯⋯⋯⋯⋯⋯⋯⋯⋯⋯⋯⋯⋯⋯⋯⋯⋯⋯．．．⋯⋯．．．(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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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判制度⋯⋯⋯⋯⋯⋯⋯⋯⋯⋯⋯⋯⋯⋯⋯⋯⋯⋯⋯⋯⋯⋯⋯⋯⋯⋯⋯⋯

‘(三)审判活动⋯⋯⋯⋯⋯⋯⋯⋯⋯⋯⋯⋯⋯⋯⋯⋯⋯⋯⋯⋯⋯⋯⋯⋯⋯⋯⋯⋯

三、检察⋯⋯⋯⋯⋯⋯⋯⋯⋯⋯⋯⋯⋯⋯⋯⋯⋯⋯⋯⋯⋯⋯⋯⋯⋯⋯⋯⋯⋯．．．。
(一)刑事检察⋯⋯⋯⋯⋯⋯⋯⋯⋯⋯⋯⋯⋯⋯⋯⋯⋯⋯⋯⋯⋯⋯⋯·‰⋯⋯⋯“

(二)经济检察⋯⋯⋯⋯⋯⋯⋯“⋯⋯⋯⋯⋯⋯⋯⋯⋯⋯⋯⋯⋯⋯⋯⋯⋯⋯⋯⋯·

(三)法纪检察⋯⋯⋯⋯⋯⋯·?⋯⋯⋯⋯⋯⋯⋯⋯⋯⋯⋯⋯⋯⋯⋯⋯⋯⋯⋯⋯⋯·

(四)监所检察⋯⋯⋯⋯⋯⋯⋯⋯⋯⋯⋯⋯⋯⋯⋯⋯一⋯⋯⋯⋯⋯”：⋯⋯⋯”⋯·

(五)控告申诉检察⋯⋯⋯⋯⋯⋯⋯⋯⋯⋯⋯⋯⋯⋯⋯⋯⋯⋯⋯⋯⋯⋯．．．⋯⋯⋯

四、司法行政⋯⋯⋯⋯⋯⋯⋯⋯⋯⋯⋯⋯⋯⋯⋯⋯⋯⋯⋯⋯⋯⋯⋯⋯⋯．．．⋯
(一)法制宣传⋯⋯⋯⋯⋯“⋯⋯⋯⋯⋯⋯⋯⋯⋯⋯⋯⋯⋯⋯⋯⋯⋯⋯⋯⋯⋯■·

(二)法律公证⋯⋯⋯⋯⋯⋯⋯⋯⋯⋯⋯⋯⋯⋯⋯⋯⋯⋯⋯⋯⋯⋯⋯⋯⋯⋯⋯”：

(三)律师事务⋯⋯⋯⋯⋯⋯⋯⋯⋯⋯⋯⋯⋯⋯⋯⋯⋯·：⋯⋯⋯⋯⋯⋯⋯⋯⋯⋯·

(四)基层调解⋯⋯⋯⋯⋯⋯⋯⋯⋯⋯⋯⋯⋯．．．⋯⋯⋯⋯．-．⋯⋯⋯⋯⋯⋯⋯⋯⋯

(五)处理山林土地水利纠纷⋯⋯⋯⋯⋯⋯⋯⋯⋯⋯⋯⋯⋯⋯⋯⋯⋯⋯⋯⋯⋯⋯

民 政 志

(319)

(319)

(324)

(324)

(325)

(325)

(325)

(326)

(326)

(326)

(327)

(327)

(328)

(329)

一、优抚安置⋯⋯⋯⋯⋯⋯⋯⋯⋯⋯⋯⋯⋯⋯⋯⋯⋯⋯⋯⋯⋯⋯⋯⋯⋯“⋯．(333)
(一)1r尤抚⋯·?⋯⋯⋯⋯⋯⋯⋯⋯⋯⋯⋯⋯⋯⋯⋯⋯·····””⋯⋯⋯··“”⋯·⋯···⋯(333)

(二)安置⋯⋯⋯⋯⋯⋯⋯⋯⋯⋯⋯⋯⋯⋯⋯⋯⋯⋯⋯⋯⋯⋯⋯⋯⋯⋯⋯⋯⋯⋯(336)

二、救灾救济⋯．．．⋯⋯⋯⋯⋯⋯⋯⋯⋯⋯⋯⋯⋯⋯⋯⋯⋯⋯⋯⋯⋯⋯⋯⋯⋯⋯”(338)
(一)救灾⋯⋯⋯⋯⋯⋯⋯⋯⋯⋯⋯⋯⋯⋯；⋯⋯⋯⋯⋯⋯⋯⋯⋯⋯⋯⋯⋯⋯⋯··(338)

(二)救济⋯⋯⋯．-．⋯⋯⋯⋯⋯⋯⋯⋯⋯⋯⋯⋯⋯⋯⋯⋯⋯：⋯⋯⋯⋯⋯⋯⋯⋯··(339)

三、扶贫⋯⋯⋯⋯⋯⋯⋯．．⋯⋯⋯⋯⋯⋯⋯⋯⋯⋯⋯⋯⋯⋯⋯⋯⋯⋯⋯⋯⋯⋯⋯(341)
四、社会福利⋯⋯⋯⋯⋯⋯⋯⋯⋯⋯⋯⋯⋯⋯⋯⋯⋯⋯⋯⋯⋯⋯⋯⋯⋯⋯⋯⋯-(342)

(一)孤寡老人的供养⋯．．．⋯⋯⋯⋯⋯⋯⋯⋯⋯⋯⋯⋯⋯⋯⋯⋯⋯⋯⋯⋯⋯⋯·一(342)

(二)难民与乞丐的安置”·，⋯⋯⋯·⋯·一⋯⋯⋯⋯·⋯··⋯⋯⋯⋯⋯⋯．．．⋯．．．“⋯·(343)

(三)孤儿弃婴的安置⋯⋯⋯⋯⋯⋯⋯⋯⋯⋯⋯⋯⋯．．．⋯⋯⋯⋯⋯⋯⋯．．．⋯⋯⋯(344)

．五、殡葬⋯⋯⋯⋯⋯⋯⋯⋯⋯⋯⋯⋯⋯⋯⋯⋯⋯⋯⋯⋯-．．⋯⋯⋯⋯⋯⋯⋯⋯⋯⋯(344)
六、婚姻⋯．：⋯⋯⋯⋯．．．⋯⋯⋯⋯⋯⋯⋯⋯⋯⋯⋯：⋯⋯⋯⋯⋯⋯⋯⋯⋯⋯⋯⋯·<345)

(一)结婚⋯⋯⋯⋯．：⋯⋯⋯⋯⋯⋯⋯⋯⋯⋯⋯⋯⋯⋯_⋯⋯⋯⋯⋯⋯⋯⋯⋯⋯·(345)

(二)离婚⋯⋯”⋯⋯··”“⋯⋯··⋯⋯”·⋯⋯“⋯⋯⋯⋯⋯⋯·“⋯⋯⋯·⋯⋯·⋯·“·(346)

劳动人事志

一、劳动管理⋯⋯⋯⋯⋯⋯⋯⋯⋯⋯⋯⋯⋯⋯⋯⋯⋯⋯⋯⋯⋯⋯⋯⋯⋯⋯⋯⋯⋯(349)
6



(一)招工制度⋯⋯⋯⋯⋯⋯⋯⋯⋯⋯⋯⋯⋯⋯⋯⋯⋯⋯⋯⋯⋯⋯⋯⋯⋯⋯⋯⋯

(二)待业人员安置⋯⋯⋯⋯⋯⋯⋯⋯⋯⋯⋯⋯⋯⋯⋯⋯⋯⋯⋯⋯⋯⋯⋯⋯⋯⋯

(三)历年工人情况⋯⋯⋯⋯⋯⋯⋯⋯⋯⋯⋯⋯⋯⋯⋯⋯⋯⋯⋯⋯⋯⋯⋯⋯⋯⋯

(四)奖惩、劳动仲裁⋯⋯⋯⋯⋯⋯⋯⋯⋯⋯⋯⋯⋯⋯．．．⋯⋯⋯⋯⋯⋯⋯⋯⋯⋯

二、干部管理⋯⋯⋯⋯⋯⋯⋯⋯⋯⋯⋯⋯⋯⋯⋯⋯⋯⋯⋯⋯⋯⋯⋯⋯⋯⋯．．．⋯⋯．
(一)干部吸收⋯⋯⋯⋯⋯⋯⋯⋯⋯⋯．．．⋯⋯⋯⋯⋯⋯⋯⋯⋯⋯⋯⋯⋯⋯⋯⋯⋯

(二)干部提拔⋯⋯⋯⋯⋯⋯⋯⋯⋯⋯⋯⋯⋯⋯⋯⋯·：⋯⋯⋯⋯⋯⋯⋯⋯⋯⋯⋯
(三)干部编制⋯⋯⋯．．．⋯⋯⋯⋯⋯⋯⋯⋯⋯⋯⋯⋯⋯⋯⋯⋯⋯⋯⋯⋯⋯⋯⋯⋯

三、职工工资⋯⋯⋯⋯⋯⋯⋯⋯⋯⋯⋯⋯⋯⋯⋯⋯⋯⋯⋯⋯⋯⋯⋯⋯··：⋯⋯⋯⋯
(一)工资甚金管理⋯⋯⋯⋯⋯⋯⋯⋯⋯⋯⋯⋯⋯⋯⋯．．．⋯⋯⋯⋯⋯⋯⋯⋯⋯⋯

(二)工资改革和调整⋯⋯⋯⋯⋯．．．⋯⋯⋯⋯⋯⋯⋯⋯⋯⋯⋯⋯⋯⋯⋯⋯⋯⋯⋯

四、劳保、福利⋯⋯⋯⋯⋯⋯⋯⋯⋯⋯⋯⋯⋯⋯⋯⋯_。⋯⋯⋯⋯⋯⋯⋯⋯⋯

五、离、退休⋯⋯⋯⋯⋯⋯⋯⋯⋯⋯⋯⋯⋯⋯⋯⋯⋯⋯⋯⋯⋯⋯⋯⋯⋯⋯⋯·
(一)离休⋯⋯⋯⋯⋯⋯⋯⋯一⋯⋯⋯⋯⋯⋯⋯⋯⋯⋯⋯⋯⋯⋯“”“⋯⋯⋯⋯⋯·

。 (二)退休⋯⋯⋯⋯⋯⋯⋯⋯⋯⋯⋯⋯⋯⋯⋯⋯⋯⋯⋯⋯⋯⋯⋯⋯⋯⋯⋯⋯⋯⋯

农业志

一、所有制和经济体制变革⋯．．．⋯⋯⋯⋯⋯⋯⋯⋯⋯⋯⋯⋯⋯⋯⋯⋯⋯⋯⋯
(一)土地私有制⋯⋯⋯⋯⋯⋯⋯⋯⋯⋯⋯⋯⋯⋯⋯⋯⋯⋯⋯⋯⋯⋯⋯⋯⋯“⋯·

(二)土地改革⋯⋯⋯⋯⋯⋯⋯⋯⋯⋯⋯⋯⋯⋯⋯⋯⋯⋯⋯⋯⋯⋯⋯⋯⋯⋯⋯⋯

(三)农业合作化⋯⋯⋯⋯⋯⋯⋯⋯⋯⋯⋯⋯⋯⋯⋯⋯⋯⋯⋯⋯⋯⋯⋯⋯m⋯⋯

(四)人民公社⋯⋯⋯⋯⋯⋯⋯⋯⋯⋯⋯⋯⋯⋯⋯⋯⋯⋯⋯⋯⋯⋯⋯⋯⋯⋯⋯⋯

(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二、生产条件⋯⋯⋯⋯⋯⋯⋯⋯⋯⋯⋯⋯⋯⋯⋯⋯⋯⋯⋯“⋯⋯⋯⋯⋯⋯⋯⋯“
(一)耕地面积⋯⋯⋯⋯⋯⋯⋯⋯⋯⋯⋯⋯⋯⋯⋯⋯⋯⋯⋯⋯⋯⋯⋯⋯⋯⋯⋯⋯

(二)劳力资源·”⋯⋯⋯⋯⋯⋯⋯⋯⋯⋯⋯⋯⋯⋯⋯⋯⋯⋯⋯⋯⋯⋯⋯⋯⋯⋯⋯

(三)农业机具⋯⋯⋯⋯⋯⋯⋯⋯⋯“．．．⋯⋯⋯⋯⋯⋯⋯⋯⋯⋯⋯⋯⋯⋯⋯⋯⋯”

三、．农技农艺⋯⋯⋯⋯⋯⋯⋯⋯⋯⋯⋯⋯⋯⋯：⋯⋯⋯j⋯⋯⋯．：⋯：⋯．·：⋯⋯⋯⋯·
(一)农业区划⋯⋯⋯⋯⋯⋯⋯⋯⋯⋯⋯⋯⋯⋯⋯⋯⋯⋯⋯⋯⋯⋯⋯⋯⋯⋯⋯⋯

(二)耕作制度⋯⋯⋯⋯⋯⋯⋯⋯⋯⋯⋯⋯⋯⋯⋯⋯⋯⋯⋯⋯⋯⋯⋯⋯⋯⋯⋯⋯

(三)土壤改良⋯⋯⋯⋯⋯⋯⋯一⋯⋯⋯⋯⋯⋯⋯⋯⋯⋯⋯⋯V⋯⋯⋯⋯⋯⋯⋯·

(四)月巴料·⋯⋯⋯⋯一”·⋯⋯⋯⋯⋯⋯⋯⋯”·⋯：⋯·⋯⋯“⋯”“⋯⋯⋯⋯⋯⋯⋯·

(五)良种推广⋯⋯⋯⋯⋯⋯⋯⋯⋯⋯⋯⋯⋯⋯；⋯⋯⋯⋯⋯⋯⋯⋯⋯⋯⋯⋯⋯”

(六)栽培技术⋯⋯⋯⋯⋯⋯⋯⋯⋯⋯⋯⋯·：⋯⋯⋯；⋯⋯⋯o⋯⋯⋯⋯⋯⋯⋯⋯

(七)植物保护⋯⋯⋯⋯⋯⋯⋯⋯⋯⋯⋯⋯⋯⋯⋯⋯⋯⋯⋯⋯⋯⋯⋯⋯⋯⋯⋯⋯

(349)

(350)

(351)

(351)

(352)

(352)

(353)

(354)

(356)

(356)

(356)

(359)

(360)

(360)

(361)

(36 7r)

(367)

(368)

(370)

(371)

(373)

(374)

(374)

(375)

(377)

(382)

(382)

(384)

(385)

(385)

(387)

(389)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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