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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编修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新编《黄山市

志》(县级)，经几度寒暑，数易其稿，终于成书出版。这是值得我市

人民庆贺的一件大喜事!

我市位于皖南中部，境内南踞黄山，北卧太平湖，东藏樵山神

仙洞，西望九华山。青山秀水，气候宜人，是天然的旅游疗养胜地；

土地肥沃，山岭纵横，木竹、茶叶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阔的发

展前景，因而又是可爱的林茶之乡。

黄山，古名黟山。唐天宝六载(747)敕改为黄山。唐天宝十一

载(752)始建太平县，1983年12月撤太平县，设立黄山市(县

级)。黄山与太平山水相依，一脉相承，自古邑水“源出黄山，古称

仙源是也’’。

远在新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暴霜露，斩荆

棘，开山垦荒，繁衍生息。干百年来，勤劳智慧的太平人民在此创

造出突出的业绩：施行痘医，防治天花，最初始于此地；周子干的

《慎斋医案》，在中国医学史上享有一定地位；清末维新派人物、杰

出的外交家崔国因在《出使美日秘三国日记》中，提出“自强立国"

等主张；佛学大师杨文会创设“金陵刻经处"于南京，对振兴我国

佛学研究作出了贡献。在历次革命斗争中，英勇不屈的太平人民

为反抗压迫，抵御侵略，前赴后继，战斗不息。本世纪三十年代初，

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建立组织，领导人民开展民主革命。境内的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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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仁人，为追求真理，争取民族解放；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而浴血奋战，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团结

奋斗，艰苦创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万象更新，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硕果累累。建市后，全市人民遵循党的改革

开放的政策，围绕旅游业大力发展农、工、商业，使旅游业空前发

展，工农业产值持续增长，科、教、文、卫事业大为振兴，城乡建设

El新月异。

地方志乃地方之记。古往今来，人们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方

面所创历史伟绩，理当载入史册，长存于世，以彰往昭来，发扬光

大。《黄山市志》(县级)，记述了全市的自然风貌、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卫生和风俗民情等方面的演变情况。上溯千年，纵横百

里，凡重大事件，力求载入。

昔El，黄山人民用聪明与智慧，挥汗洒血写下了可歌可泣的

历史，今天在开发黄山、太平湖旅游资源，开拓旅、农、工、商业的

经济建设中，紧紧依靠党的政策和科学技术，必定能谱写出更加

辉煌的新篇章。 ．

． 金家保 童怀伟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金家保，原系中共黄山市委(县级)书记，现任黄山市(地级)政协主席、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

顾问。

童怀伟，原系黄山市(县级)人民政府市长，现任中共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党委副书记、黄山

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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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新编《黄山市志》(县级)的出版，是我区文化建设事业的一件

大事。值此付梓之际，特援笔作序以贺之。

编修地方志书，是我国所独有的文化传统。无论沧桑巨变，物

换星移，这项承先启后的事业总是相沿不衰。旧方志讲求“资政、

存史、教化"的作用，而我们今天修志则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借“地方志’’这一古老形式，用新的观点、方法以及各种

详实的材料，编纂社会主义的新方志，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借鉴，为当代乃至后世子孙留下丰富而宝贵的

本地历史资料。

新编《黄山市志》(县级)，集一地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人物诸方面内容于一书，工程浩繁；加之我区近几年行政体制

变动频繁，这给修志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使编纂成书的时间比

原定计划有所下延。而这次修志的大量工作是由原县级黄山市主

持，且志书的下限时间截至1987年底，仍属县级黄山市建制的时

期，同时遵照全省第三次地方志工作会议的规划要求，所以，志书

定名为《黄山市志》(县级)。

我区山水洞之美和林茶渔之富享誉皖南，素有旅游胜地和林

茶之乡的美称。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全区人民正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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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同心协力，艰

一定能把这块1669平方公里的土

马端森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h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四项基本

原则为准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的方法，

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相统一。

二、本志按横排门类、纵写史实的编纂形式，采用记、志、传等

体裁，以志为主，辅以图、表、照片。

三、本志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取事上限自唐天宝十一载

(752)建太平县始，下限断至1987年。亦可因事略作下延。

四、本志资料来源于旧《太平县志》，各单位专业志，各级档

案，有关图书、报刊资料和私人珍藏的图片、文献、实物以及知情

者提供的材料等，志书中一般不注明其出处。

五、历史纪年、地名、历代政府和官职，沿用当时的习惯称谓；

古地名加注今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简称“建国前")沿用旧

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建国后")概

以公元纪年。

六、本志所用建国后国民经济统计资料，除少数专业数据以

有关部门数据为准外，一律采用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量单位

依历史各期的实际用法。

七、本志遵从生不立传的史规。人物立传记其功绩、述其为

人，以本籍和近现代人物为主，酌收适量外籍、古代人物。

八、本志《方言》编中，“口’’表示无适当字；“·"表示读轻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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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同音借用字。



目 录

序一·····-·············--·············⋯··········⋯·············(1)

序二．．．⋯⋯⋯⋯⋯⋯⋯⋯⋯⋯⋯⋯⋯⋯⋯⋯⋯⋯⋯⋯(1)

凡例·················································-·············(1)

概述⋯⋯⋯⋯⋯⋯···⋯⋯···⋯⋯⋯⋯⋯⋯⋯⋯······⋯(1)

大事记⋯⋯⋯⋯⋯⋯⋯⋯⋯⋯⋯⋯⋯⋯⋯⋯⋯⋯．．．⋯(6)

第一编，地 理

第一章建置区划，⋯⋯⋯⋯⋯⋯⋯⋯⋯⋯⋯⋯⋯⋯(44)

第一节建置⋯⋯⋯⋯⋯⋯⋯⋯⋯⋯⋯⋯⋯⋯⋯⋯(44)

第二节区划⋯⋯⋯⋯⋯⋯⋯⋯⋯⋯⋯⋯⋯⋯·-⋯·(45)

第三节区乡(镇)⋯⋯⋯⋯⋯⋯⋯⋯⋯⋯⋯⋯⋯⋯(50)

第二章自然环境⋯⋯⋯⋯⋯⋯⋯⋯⋯⋯⋯⋯⋯⋯⋯(54)

第一节地质地貌⋯⋯⋯⋯⋯⋯⋯⋯⋯⋯．．．⋯j”(54)

第二节山脉河流⋯⋯⋯⋯⋯⋯⋯⋯⋯⋯：⋯⋯”(56)

第三节气候物候⋯⋯⋯⋯⋯⋯⋯⋯⋯⋯⋯⋯⋯(64)

第四节土壤植被⋯⋯⋯⋯⋯⋯⋯⋯⋯⋯⋯⋯⋯(69)

第五节自然资源⋯⋯⋯⋯⋯⋯⋯⋯⋯⋯⋯⋯⋯⋯(76)

第六节自然灾害⋯⋯⋯⋯⋯⋯⋯⋯⋯⋯⋯⋯⋯⋯(81)
·1 ‘



旅 游

······g@O···························(87)

····································(87)

····································(89)

····································(91)

··⋯⋯⋯⋯·⋯⋯⋯⋯⋯⋯⋯(93)

········-···························(96)

····································(98)

···-································(98)

····m'O···························(102)

·······························0 00(102)

···························-······(104)

·································· (104)

··························；·······(105)

····0 0 0··········-················(108)

⋯⋯⋯·⋯··⋯⋯⋯··⋯·····(108)

·································· (113)

····oe o····················-···0 00(122)

····o Q@···o ol·········o o o·········(122)

·································· (123)

··········0．0·····················(126)

································-- (1 28)

·································· (129)．

··················-···············(132)

●1-l-l●，●，



f

第三编城乡建设

第一章市区建设⋯⋯⋯⋯⋯⋯⋯⋯⋯⋯⋯j⋯⋯”(134)

第一节城市规划⋯⋯⋯⋯⋯⋯⋯⋯⋯⋯⋯⋯⋯(134)
． 第二节道路街巷⋯⋯⋯⋯⋯⋯⋯⋯⋯：⋯⋯⋯“(135)

第三节主要建筑⋯⋯⋯⋯⋯⋯⋯⋯⋯⋯⋯⋯⋯(137)
’

第四节供排水与照明⋯⋯⋯⋯⋯⋯⋯⋯⋯⋯⋯(139)

第二章乡镇建设⋯⋯⋯⋯⋯⋯⋯⋯⋯⋯⋯⋯⋯⋯(142)

第一节集镇建设⋯⋯⋯⋯⋯⋯⋯⋯⋯⋯⋯⋯⋯(142)

第二节乡村建设⋯⋯⋯⋯⋯⋯⋯⋯⋯⋯⋯⋯⋯(146)

第三章建筑施工⋯⋯⋯⋯⋯⋯⋯⋯⋯⋯⋯⋯⋯⋯(149)

第一节施工单位⋯⋯⋯⋯⋯⋯⋯⋯⋯⋯⋯⋯⋯(149)

第二节施工能力⋯⋯⋯⋯⋯⋯⋯⋯⋯⋯⋯⋯⋯(150)

第三节主要工程⋯⋯⋯⋯⋯⋯⋯⋯⋯⋯⋯⋯⋯(151)

第四章市政管理⋯⋯⋯⋯⋯⋯⋯⋯⋯⋯⋯⋯．．．，⋯(153)

第一节建筑管理⋯⋯⋯⋯⋯⋯⋯⋯⋯⋯⋯⋯⋯(153)

第二节公共设施管理⋯⋯⋯⋯⋯⋯⋯⋯⋯⋯⋯(154)

第三节房地产管理⋯⋯⋯⋯⋯⋯⋯⋯⋯⋯⋯⋯(154)

第四节园林绿化管理⋯⋯⋯⋯⋯⋯⋯⋯⋯⋯⋯(157)

第五节环境保护⋯⋯⋯⋯⋯⋯⋯⋯⋯⋯⋯⋯⋯(157)

第五章太平湖建设⋯⋯⋯⋯⋯⋯⋯⋯⋯⋯⋯⋯⋯(159)

第一节湖区原貌⋯⋯⋯⋯⋯⋯⋯⋯⋯⋯⋯⋯⋯(159)

第二节移民安置⋯⋯⋯⋯⋯⋯⋯⋯⋯⋯⋯⋯⋯(161)

第三节建设开发⋯⋯⋯⋯⋯⋯⋯⋯⋯⋯⋯⋯⋯(163)

第四编7工 业

第一章工业体制⋯⋯⋯⋯⋯⋯⋯⋯⋯⋯⋯⋯⋯⋯(165)
t

·3·

l}_．●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节钼矿⋯⋯⋯⋯⋯⋯⋯⋯⋯⋯⋯⋯⋯⋯⋯

第二节煤矿⋯⋯⋯⋯⋯⋯⋯⋯⋯⋯⋯⋯⋯⋯⋯

第三节钒矿⋯⋯⋯⋯⋯⋯⋯⋯⋯⋯⋯⋯⋯⋯⋯

第四章机械工业⋯⋯⋯⋯⋯⋯⋯⋯⋯⋯⋯⋯⋯⋯

第一节农业机械⋯⋯⋯⋯⋯⋯⋯⋯⋯⋯⋯⋯⋯

第二节机床⋯⋯⋯⋯⋯⋯⋯⋯⋯⋯⋯⋯⋯⋯⋯

第五章建材工业⋯i⋯⋯⋯⋯⋯⋯⋯⋯⋯⋯⋯⋯”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水泥···⋯········⋯······⋯··⋯⋯⋯····⋯·

石灰⋯⋯⋯⋯⋯⋯⋯⋯⋯⋯⋯⋯⋯⋯⋯

砖瓦沙石⋯⋯⋯⋯⋯⋯⋯⋯⋯⋯⋯⋯⋯

水泥预制⋯⋯⋯⋯⋯⋯⋯⋯⋯⋯⋯⋯⋯

第六章食品工业⋯⋯⋯⋯⋯⋯⋯⋯⋯⋯⋯⋯⋯⋯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糕点糖果⋯⋯⋯⋯⋯⋯⋯⋯⋯⋯⋯⋯⋯

酒、饮料⋯⋯⋯⋯⋯⋯⋯⋯⋯⋯⋯⋯⋯⋯

豆制品调味品⋯⋯⋯⋯⋯⋯⋯⋯⋯⋯⋯

罐头⋯⋯⋯⋯⋯⋯⋯⋯⋯⋯⋯⋯⋯⋯⋯

粮油加工⋯⋯⋯⋯⋯⋯⋯⋯⋯⋯⋯⋯⋯

第七章化学工业⋯⋯⋯⋯⋯⋯⋯⋯⋯⋯⋯⋯⋯⋯

·4·

第一节林产化工⋯⋯⋯⋯⋯⋯⋯⋯⋯⋯⋯⋯⋯

(】65)

(166)

(167)

(170)

(】70)

(172)

(173)

(176)

(】76)

(177)

(178)

(180)

(180)

(181)

(182)

(182)

(182)

(1 83)

(1 83)

(1 84)

(184)

(185)

(186)

(186)

(186)

(189)

(189)

●

J

l

1

．．



第二节塑料⋯⋯⋯⋯⋯⋯⋯⋯⋯⋯⋯⋯⋯⋯⋯(189)

第八章其他工业⋯⋯⋯⋯⋯⋯⋯⋯⋯⋯⋯⋯⋯⋯(190)

第一节造纸印刷⋯⋯⋯⋯⋯⋯⋯⋯⋯⋯⋯⋯⋯(190)

第二节木竹加工⋯⋯⋯··j⋯⋯⋯⋯⋯⋯⋯⋯⋯(192)

第三节五金电器⋯⋯⋯⋯⋯⋯⋯⋯⋯一⋯⋯⋯(194)

第四节服装鞋帽⋯⋯⋯⋯⋯⋯⋯⋯⋯⋯⋯⋯⋯(194)

第五节纺织⋯⋯⋯⋯⋯⋯⋯⋯⋯⋯⋯⋯⋯⋯⋯(195)

第六节陶瓷⋯⋯⋯⋯⋯⋯⋯⋯⋯⋯⋯⋯⋯⋯⋯(195)

第七节造船⋯⋯⋯⋯⋯⋯⋯⋯⋯⋯⋯⋯⋯⋯⋯(196)

第八节制伞⋯⋯⋯⋯⋯⋯⋯⋯⋯⋯⋯⋯⋯⋯⋯(196)
7

●

第五编 农业水利

第一章体制⋯⋯⋯⋯⋯⋯⋯⋯⋯⋯⋯⋯⋯⋯⋯⋯(197)

第一节土地制度⋯⋯⋯⋯⋯⋯⋯⋯⋯⋯⋯⋯⋯(197)

第二节经营管理⋯⋯⋯⋯⋯⋯⋯⋯⋯⋯⋯⋯⋯(199)

第二章农业生产⋯⋯⋯⋯⋯⋯⋯⋯⋯⋯⋯⋯⋯⋯(203)

第一节耕地劳力⋯⋯⋯⋯⋯⋯⋯⋯⋯⋯⋯⋯⋯(203)

第二节农用机具⋯⋯⋯⋯⋯⋯⋯⋯⋯⋯⋯⋯⋯(204)

第三节粮食作物⋯⋯⋯⋯⋯⋯⋯⋯⋯⋯⋯⋯⋯(206)

第四节油料作物⋯⋯⋯⋯⋯⋯⋯⋯⋯⋯⋯⋯⋯(209)

第五节经济作物⋯⋯⋯⋯⋯⋯⋯⋯⋯⋯⋯⋯⋯(213)

第六节其他作物⋯⋯⋯⋯⋯⋯⋯⋯⋯⋯⋯⋯⋯(214)

第七节作物保护⋯⋯⋯⋯⋯⋯⋯⋯⋯⋯⋯⋯⋯(217)

第八节国营农场⋯⋯⋯⋯⋯⋯⋯⋯⋯⋯⋯⋯⋯(218)

第三章林业生产⋯⋯⋯⋯⋯⋯⋯⋯⋯⋯⋯⋯⋯⋯(220)

第一节山林权属．．．⋯⋯⋯⋯⋯⋯⋯⋯⋯⋯⋯⋯(220)
·5‘



林木蓄积⋯⋯⋯⋯⋯⋯⋯⋯⋯⋯⋯⋯⋯(221)

营林育林⋯⋯⋯⋯⋯⋯⋯⋯⋯⋯⋯⋯⋯(224)

林木管理⋯⋯⋯⋯⋯⋯⋯⋯⋯⋯⋯⋯⋯(229)

国家森林公园⋯⋯⋯⋯⋯⋯⋯⋯⋯⋯⋯⋯⋯(233)

茶叶生产⋯⋯⋯⋯⋯⋯⋯⋯⋯⋯⋯⋯⋯⋯(234)

产区产量⋯⋯⋯⋯⋯⋯⋯⋯⋯⋯⋯⋯⋯(234)

种植⋯⋯⋯⋯⋯⋯⋯⋯⋯⋯⋯⋯⋯⋯⋯(236)

采制⋯⋯⋯⋯····⋯⋯·一⋯⋯⋯·一··⋯⋯(240)

渔业生产⋯⋯⋯⋯⋯⋯⋯⋯⋯⋯⋯⋯⋯⋯(243)

养殖⋯⋯⋯⋯⋯⋯⋯⋯⋯⋯⋯⋯⋯⋯⋯(243)

捐i捞⋯·⋯··⋯⋯⋯⋯⋯⋯···⋯⋯”·⋯”·(248)

渔政⋯⋯⋯⋯⋯⋯⋯⋯⋯⋯⋯⋯⋯⋯⋯(249)

畜牧生产⋯：⋯⋯⋯⋯⋯⋯⋯⋯⋯⋯⋯⋯··(251)

家禽⋯⋯⋯⋯⋯⋯⋯⋯⋯⋯⋯⋯⋯⋯⋯(251)

家畜⋯⋯⋯⋯⋯⋯⋯⋯⋯⋯⋯⋯⋯⋯⋯(251)

疫病防治⋯⋯⋯⋯⋯⋯⋯⋯⋯⋯⋯⋯⋯(253)

水利建设⋯⋯⋯⋯⋯⋯⋯⋯⋯⋯⋯⋯⋯⋯(257)

蓄水⋯⋯⋯⋯⋯⋯⋯⋯⋯⋯⋯⋯⋯j⋯··(257)

引水⋯”⋯⋯”．．“⋯””⋯”一⋯⋯．．⋯⋯(258)

提水”一⋯⋯”⋯⋯⋯”⋯一””一⋯””一”(258)

水利工程管理⋯⋯⋯⋯⋯⋯⋯⋯⋯⋯⋯(259)

水土保持⋯⋯⋯⋯⋯⋯⋯⋯⋯⋯⋯⋯⋯(260)

第六编 交通邮电

交通⋯⋯⋯⋯⋯⋯⋯⋯⋯⋯⋯⋯⋯⋯⋯⋯(263)

路线”．．··”一一···⋯⋯”一“····”“一“⋯⋯(263)



第

第三节电信⋯⋯⋯⋯⋯⋯⋯⋯⋯⋯⋯⋯⋯⋯⋯(290)

第七编 财贸金融
’

’第一章商业⋯⋯⋯⋯⋯⋯⋯⋯⋯⋯⋯⋯⋯⋯⋯‰(295)

第一节经营体制⋯⋯⋯⋯⋯⋯·：⋯⋯⋯⋯⋯⋯·(295)

第二节商品购销⋯⋯⋯⋯⋯⋯⋯⋯⋯⋯⋯⋯⋯(301)

第三节对外贸易⋯⋯⋯⋯⋯⋯⋯⋯⋯⋯⋯⋯⋯(313)

第四节集市贸易⋯⋯⋯⋯⋯⋯⋯⋯⋯⋯⋯⋯⋯(315)

第五节饮食服务⋯⋯⋯⋯”⋯⋯⋯⋯⋯⋯⋯⋯·(318)

第二章财政税务⋯⋯⋯⋯⋯⋯⋯⋯⋯⋯⋯⋯⋯⋯(320)

第一节财政体制⋯⋯⋯⋯⋯⋯⋯⋯⋯⋯⋯⋯⋯(320)

第二节财政收支⋯⋯⋯⋯⋯⋯⋯⋯⋯⋯⋯⋯⋯(322)

第三节财政管理⋯⋯⋯⋯⋯⋯⋯⋯⋯⋯⋯⋯⋯(328)

第四节田赋农业税⋯⋯⋯⋯⋯⋯⋯⋯⋯⋯⋯⋯(332)

第五节工商各税⋯⋯⋯⋯⋯⋯⋯⋯⋯⋯⋯⋯⋯(335)

第三章金融⋯⋯⋯⋯⋯⋯⋯⋯⋯⋯⋯⋯⋯⋯⋯⋯(341)

第一节金融机构⋯⋯⋯⋯⋯⋯⋯⋯⋯⋯⋯⋯⋯(341)

第二节货币⋯⋯⋯⋯⋯⋯⋯⋯⋯⋯⋯⋯⋯⋯⋯(343)

第三节信贷⋯⋯⋯⋯⋯⋯⋯⋯⋯⋯⋯⋯⋯⋯⋯(346)

第四节结算⋯⋯⋯⋯⋯⋯⋯⋯⋯⋯⋯⋯⋯⋯⋯(348)

第五节储蓄⋯⋯⋯⋯⋯⋯⋯⋯⋯⋯⋯⋯⋯⋯⋯(349)
·7，



第六节债券⋯⋯⋯⋯⋯⋯⋯⋯⋯⋯⋯⋯⋯⋯⋯(350)

第四章保险⋯⋯⋯⋯⋯⋯⋯⋯⋯⋯⋯⋯⋯⋯⋯⋯(355)

第一节机构⋯⋯⋯⋯⋯⋯⋯⋯⋯⋯⋯⋯⋯⋯⋯(355)

第二节种类⋯⋯⋯⋯⋯⋯⋯⋯⋯⋯⋯⋯⋯⋯⋯(355)

第三节理赔⋯⋯⋯⋯⋯⋯⋯⋯⋯⋯⋯⋯⋯⋯⋯(356)

第八编 经济综合管理

第一章计划管理⋯⋯⋯⋯⋯⋯⋯⋯⋯⋯⋯⋯⋯⋯(358)

第一节管理体制⋯⋯⋯⋯⋯⋯⋯⋯⋯⋯⋯⋯⋯(358)

第二节经济计划⋯⋯⋯⋯⋯⋯⋯⋯⋯⋯⋯⋯⋯(359)

第二章物价计量⋯⋯⋯⋯⋯⋯⋯⋯⋯⋯⋯⋯⋯⋯(367)

第一节物价⋯⋯⋯⋯⋯⋯⋯⋯⋯⋯⋯⋯⋯⋯⋯(367)

第二节计量⋯⋯⋯⋯⋯⋯⋯⋯⋯⋯⋯⋯⋯⋯⋯(375)

第三章‘审计统计⋯⋯⋯⋯⋯⋯⋯⋯⋯⋯⋯⋯⋯⋯(377)

第一节审计⋯⋯⋯⋯⋯⋯⋯⋯⋯⋯⋯⋯⋯⋯⋯(377)

第二节统计⋯⋯⋯⋯⋯⋯⋯⋯⋯⋯⋯⋯⋯⋯⋯(378)

第四章工商行政管理⋯⋯⋯⋯⋯⋯⋯⋯⋯⋯⋯⋯(380)

第一节私营工商业改造⋯⋯⋯⋯⋯⋯⋯⋯⋯⋯(380)

第二节市场管理⋯⋯⋯⋯⋯⋯⋯⋯⋯⋯⋯⋯⋯(381)

第三节企业登记⋯⋯⋯⋯⋯⋯⋯⋯⋯⋯⋯⋯⋯(383)

第四节经济合同⋯⋯⋯⋯⋯⋯⋯⋯⋯⋯⋯⋯⋯(387)

第五节商标广告⋯⋯⋯⋯⋯⋯⋯⋯⋯⋯⋯⋯⋯(388)

第九编 政党群团

第一章政党⋯⋯⋯⋯⋯⋯⋯⋯⋯⋯⋯⋯⋯⋯⋯⋯(390)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390)
·8·



第二节中国国民党⋯⋯⋯⋯⋯⋯⋯⋯．．．⋯⋯⋯(412)

附：一、复兴社⋯⋯⋯⋯⋯⋯⋯⋯⋯⋯⋯⋯⋯⋯⋯⋯⋯⋯⋯(4】3)

二、中统凋查室⋯⋯⋯⋯⋯⋯⋯⋯⋯⋯⋯⋯⋯⋯⋯⋯⋯(414)

三、党政军联席会议⋯⋯⋯⋯⋯⋯⋯⋯⋯⋯⋯⋯⋯⋯⋯(414)

四、统一建国委员会⋯⋯⋯⋯⋯⋯⋯⋯⋯⋯⋯⋯⋯⋯⋯(414)

五、三民主义青年团 ⋯⋯⋯⋯⋯⋯⋯⋯⋯⋯⋯⋯(4】5)

’第三节民主党派⋯⋯⋯⋯⋯⋯⋯⋯⋯⋯⋯⋯⋯(415)

第二章群众团体⋯⋯⋯⋯⋯⋯⋯⋯⋯⋯⋯⋯⋯⋯(417)

第·节工人组织⋯⋯⋯⋯⋯⋯⋯⋯⋯⋯⋯⋯⋯(41 7)

第二节·农民组织⋯⋯⋯⋯⋯⋯⋯⋯⋯⋯⋯⋯⋯(420)

第三节妇女组织⋯⋯⋯⋯⋯⋯⋯⋯⋯⋯⋯⋯⋯(422)

第四节青少年组织⋯⋯⋯⋯⋯⋯⋯⋯⋯⋯⋯⋯(424)

第五节工商组织⋯⋯⋯⋯⋯⋯⋯⋯⋯⋯⋯⋯⋯(428)
。

第六节国际友好组织⋯⋯⋯⋯m⋯⋯⋯⋯⋯⋯(430) ／

第十编政权政协

第一章县署县政府⋯⋯⋯⋯⋯⋯⋯⋯⋯⋯⋯⋯⋯

第一节县署⋯⋯⋯⋯⋯⋯⋯⋯⋯⋯⋯⋯⋯⋯⋯

第二节+县政府⋯⋯⋯⋯⋯⋯⋯⋯⋯⋯⋯⋯⋯⋯

附：县议会、县参议会⋯⋯⋯⋯⋯⋯⋯⋯⋯⋯⋯⋯⋯

第二章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二节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节常务委员会⋯⋯⋯⋯⋯⋯⋯⋯⋯⋯⋯⋯

第三章人民政府⋯⋯⋯⋯⋯⋯⋯⋯⋯⋯⋯⋯⋯⋯

第一节苏维埃政府⋯⋯⋯⋯⋯⋯⋯⋯⋯⋯．．．⋯

厂，歹

＼

))))))))))

1

1

5

9

1

l

2

6

7

7

3

3

4

4

5

5

5

5

5

5

．

』q

lq』q

lq』q

Jq

Jq』q』q』q

9

／-，，-，／k／_／

(／一／／_／／L，k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