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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陈元方

《神木县志》已经编就，该县领导和县志办的同志曾多次要我写序，我意请县领导同志
写．《神木县志》于1987年冬初稿完成后，我曾和一些同志去榆林审稿，又提起此事，．只好
勉为之序． 、，’

．

．，

?

神木县地处晋、陕、蒙边，素称要塞，为兵家必争之地．古时杨家世代驻守．功业卓
著．誉称名将，妇孺皆知。至今古城尚存．宋之名臣司马光、文彦博、范仲淹，欧阳修等曾
多次涉足著文，每有论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神术旅外学生王瀛、汪铭、张友清等一批
先进分子．在家乡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很早就建立了党组织．后来这里发展成为神府革命根
据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中央领导人十分重视此地，一度设为特区。直属党
中央领导．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问，在取得全国胜利的斗争中，神木地方的党和人民牺
牲奋斗，作出了极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神木人民为建设自己的家乡。奋斗不息，在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神木县煤炭储量极为丰富，近年来党和国
家主要领导人及中外专家多次视察，已列为国家重点项目着手开采．神木将会成为我国的重
要煤炭基地之一，那时陕北的面貌将会有一个大的改变．《神木县志》如实地记述了古人的
建树，老一辈的丰功伟绩和建国后神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总结了这些方面的
经验教训．这说明神木人民在实践中的创造与贡献，不但应当通过志书这种形式记载下来，
而且完全能够记述好，写出好的县志来． 。一， -，

我一向主张，地方志特别是县志：应该成为一个地方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载
体．在记述中既要有资料性，又要有科学性，既要反映建国4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
果，特别是lO年改革的成果，也要反映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使之裨益当代．惠及后世．
成功的经验不屑说会使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而记述某些失误，包括指导方针上的失误，会
使以后的工作汲取教训，少走弯路．我们的志书，不应是泛泛的一般性资料的汇集．而应是
一部既提供情况依据，又提供历史经验的严谨的科学的编著．．
．’新编地方志篇目的制定，．一定要从本地的实际出发，+不必互相模仿。千篇一律．必须充

分体现时代特色，专业特色，尤其要具备地方特色．《神木县志》初稿审完之后，有人主张
把该书的《煤炭志》并入《工业志》中。以免在志书篇目中出现项目分类。升格。的局面，认
为这样就使得志书篇目的统一。规范’．我主张志书既然是国情、地情著述，就应当实事求是
地反映当地的情况．既然煤发是神木的一大特色．就应当突出加以反映．而不能削足适履，
强求符合某种模式．事实证明《神木县志》专列《煤炭志》。比较详细地记述了神木县的煤
’炭地质．储量、品质、成分等．对于开发和建设神木县是具有极其重要作用的．

《神木县志》从198I着手，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重视下，惨志人员克服了重重困
难，·收集了大量资料．认真琢磨，9年中7易其稿．大的修改就有4次，端正了指导思想，
增加了大量内容．核实了所有资料。工作是严肃认真的．当然我不能断言，该志就没有不足
之处了，但至少可以说经过他们精心编修．书中的错谬之处是大大地减少了：质量是志书的
生命，‘只有写出高质量的志书，才有实用价值，才能流传千古，造福后代． 一

《神木县志》就要出版了，我相信这部志书能够在推动神木县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它应
有的作用．． ．



序

，王振武

《神木县志》的付梓出版，-是我县的一体大事。恚书编撰历时9载，7易其藕。它以流

畅的笔触，翔实的史料，记述了本县的自然环境，建置沿革、。-。风，童：民情以及经济、文化、教

育。卫生等各个方面的变迁和发展，是真实地反映神术历史和现状的一部严谨著述，也是中

华民族社会、文亿发矮变鲍～个缩影。 一
’、 。 -，：二

神木地处边陲要塞，史书称“南翌关中，北屏河套；左扼晋阳之险，‘右持灵夏之冲”．，北

宋著名抗辽英雄杨家将就出生在这里。五代时期，后晋商祖石敬墉向契丹贵族称臣。割让燕

云十六势|。杨宏信为保卫家乡，鑫囊为麟翔剃史，抗击侵略，雄踞～方，英雄萱绩，落代相

传。北宋时期，河东宣抚使范仲淹巡边来到这里，写下了著名的《留题麟州》和《麟髑戳
词》。神木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1928年建立地下党组织。大革命时期，．这里开展武装斗

争，刨建了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成长了王赢、汪铭，张友清、王箍

麴、贾荔夫等一批民族耩荚。抗霹战争时期，这里是晋绥边区敕丈后方；1药民族勰放事韭磁

出了很大贡献。 -’·，： 一1‘ ：’一
．1

神本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过渡地带，’南部丘凌起伏，沟壑纵横，北部沙丘绵
延，jl|遭拜阔，是浃嚣省土地蕊积最大的县。狰木矿产资源丰富，徕罗纪煤震优易采，驰名

中外，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亲临视察。从八十年代初期到现在短短几年，神府煤田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形成了大开发的局面．随着煤田的开发，神本的各项建设事业正在高速发展。这里

修遥了静本有受以来的第一条铁路——包神铁路，第二条铁路神朔线也在兴王建设之巾。害申
本豹开发建设已经提到国务院的议事珏程。可以预觅，神本将会有更加辉煌烛烂的前景。毋

庸讳言，神木也有其历史和现实造成的缺陷：长期的交通闭塞，经济贫困，导致教育文化落

后。这与飞速发展的形势很不适应，有待于继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人的素质。编
撰出版地方志歪是精神文瞬建设的一颈基础工程。 ·，≯‘o、 一．“’一一

’‘

开发建设神术，必须了解神木；‘认识神术。阅读《神木县志》，可以进一步了解神木的
历史秘现实，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我相信随着时闻的推移，《神木县志》在存史．资治、
教纯方嚣的价德会越来越大。 ·



前言

编史修志是我们孛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窀以存史、资政，。．教他筒传世。，
⋯二本县早在北宋时期就有。《麟府图经》。和《新秦郡志》等志书问世，研惜早融亡帙失传。
晨有雍正、乾隆年阀抄本《神本县志》、道光《神本县恚》和鼯圜三年的《神术乡土志》流
传，成为本熬稽古嚣今的珍贵文献。然而这些志书，由于历史的局限，其中遗漏之处颇多，
有必要予以订正秘补充。 。：

．、
一 ?一 一。-

神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兰座太山的统

治，‘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其阕可歇霹泣的英雄察迹，腿及建圈后在社会燕义革命和建设中

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都有大书特书的必要。因此，在当前大好形势下，以新观

点、新方法、新资料，编写一部薪酶《种术县志》势在必行。

在中共神木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人士的犬力支持下。新编《神术县志》
经过9年的准备，编写，终于成书付印了，这是一件德得痰贺的犬事。 ．，

，，这部志书，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详今略吉的原则和襄事求是的精

神，力求反殃出时代特点秘地方特色，使其在裔然群学和撞会科学的研究方面，在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方面，对子孙后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方面都有所稗益。然而由于我们水平有限，
资料不足，其中缺漏和错误之处缀多，期望专家和广太读者不吝教畜，以备屡之续修县志者

予以补厩o：， t_⋯‘‘7

神本县毒编纂委员会

一丸八九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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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则．
二、断限上岛有人类活动开始，下至19S6年终止．部分专志因资料掰限，难以追本溯

源，以现有最早资料开始记述． ．|．

，三、编捧采取事戳类分、接监设志，横排整写，戳横秀圭、分专志记述的方法。恚下设
章，章下设节，节下设目，力求归类得鳖纲目清楚。不便归类者列入附录． ·

辫，体藏潋恚为主，记．传，裹。录、墨、照并爆，斟末霉窒并茂、襁置映证。 ，

五，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本县古今概貌，志首设有《概连》和《大事记》。《概述》记述率

县建理，经济。交纯，军事及丈势夫咯；《大事记》以对系事，记述奉县吉今重大事件。’
六：奉恚一律采取语体文记述，力求文字简明，文风朴实．

七，地名、职富，均用当时习惯露谣，为了便于阕读。隧文加洼。
八、民豳以前的资料，主要来自奉县旧有志书，甘四史及文物考古资料，民国年闻的资。

辩圭萋取予档案翔疆碑资辩。建国籍酶资辩主簧由各部门挺供、蠢档和采访鹫得，散文中一。
般不注明出处． ．

‘’．‘‘

九，魇史纪年，睫圈以前一律幕帮当对称谓，矗糟括号加注公元年号，建国后翔公元纪
年．由于奉县于1933年创立苏区，凡苏区活动。根据习惯以公元纪年． 。

。

卡：4’恚警鬟舞麓4建国’，是指l卿譬lQ舅l磊中华太惩共和国成意，。本县辩放”是籀
1947年lO月30日县境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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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水电⋯⋯⋯⋯⋯⋯⋯⋯(148)

第四节养鱼⋯⋯⋯⋯⋯⋯⋯⋯(149)

第八章机构⋯⋯⋯⋯⋯⋯⋯⋯⋯，，(150)

第一节农业部门⋯⋯⋯⋯⋯⋯(150)

第二节林业部门⋯⋯⋯Y．．．⋯”(151)

第三节水利部门⋯⋯⋯⋯．．．⋯ (153)

第四节畜牧部门⋯⋯⋯⋯⋯⋯(153)

·工业志’ ，

第一章工业概况⋯⋯⋯⋯⋯⋯⋯(155)

第二章炼铁、修造、制碱业⋯⋯ (157)

第一节炼铁业⋯⋯⋯一⋯⋯⋯(157)

第二节机械修造业⋯⋯⋯⋯⋯j．．(158)

第三节制碱业⋯⋯⋯⋯⋯．．．⋯(159)

第三章建材工业⋯⋯⋯⋯．．．_⋯”(161)

第一节玻璃业⋯⋯⋯⋯⋯⋯⋯t1(161)

第二节水泥业⋯⋯⋯⋯⋯．．．⋯(162)

第三节砖瓦业⋯⋯⋯⋯⋯⋯：”(162)

第四节耐火材料业⋯⋯⋯⋯⋯(163)

第五节水泥制品业·4⋯⋯⋯⋯一’(163)

第四章电力工业⋯⋯⋯⋯^⋯⋯(1“)

第一节电力生产⋯⋯⋯⋯⋯⋯(164)

第二节电力输配⋯“⋯⋯⋯⋯·。(165)

第三节电力供应⋯⋯⋯⋯⋯⋯’(166)

第五章工艺美术制品业⋯⋯⋯⋯j(167)

第一节地毯业⋯⋯⋯⋯⋯⋯．．-(167)

第二节草柳编织业⋯⋯⋯⋯⋯(168)

第三节刺绣业⋯⋯⋯⋯¨⋯⋯(169)

第四节玻璃工艺品业⋯⋯⋯⋯ (169)

第五节陶瓷业⋯⋯⋯⋯。⋯j“(169)

第六章纺织、缝纫业⋯⋯⋯⋯⋯(170)

．第一节纺织业⋯⋯⋯⋯一⋯⋯(170)



·第二节缝纫业⋯⋯⋯-．．·o⋯⋯

第七章造纸、印刷业⋯小⋯一．⋯

第一节造纸业⋯⋯⋯⋯⋯⋯⋯

第二节印刷业⋯⋯⋯⋯⋯⋯⋯

第八章食品加工业⋯⋯⋯^“⋯

第二节行业概况⋯⋯⋯⋯⋯⋯

第二节主要生产单位⋯⋯“⋯·

第九章其他工业⋯⋯．，．⋯⋯⋯⋯·

第一节金属制品业⋯⋯⋯．．．⋯

一第二节木制家具业一⋯∥⋯⋯

‘第三节麻绳鞔具业⋯_中一⋯

第四节皮毛加工业⋯⋯⋯⋯⋯

第十章经营管理⋯⋯⋯⋯一⋯⋯

第一节经营体制⋯⋯．．-．⋯⋯⋯

第二节管理体制⋯⋯⋯．．．_⋯
．， t乒j ’．

煤炭志·t _“。“。

第一章神木煤田⋯⋯⋯⋯⋯_⋯

‘第一节。地理环境⋯?··÷⋯⋯⋯·

第二节地质概况⋯⋯⋯．．．⋯⋯

第三节煤层分布及储量-．．⋯⋯

第四节煤质和煤的工业价值⋯

第二章开发利用⋯⋯⋯⋯⋯⋯⋯

第一节煤田开发⋯⋯⋯．．．⋯·，?

第二节煤炭利用⋯⋯⋯⋯⋯．：．
～

‘

‘· ：．j。·

·交通邮电志·

第一章交通⋯⋯⋯⋯⋯⋯⋯⋯⋯

第一节民间道路⋯⋯⋯如⋯-

第二节公路⋯⋯⋯，⋯⋯一：⋯．．

第三节水路⋯⋯⋯⋯⋯⋯⋯⋯

第四节桥涵⋯⋯⋯“⋯．．．．．．⋯·

第五节管理⋯一⋯⋯⋯⋯“⋯·

’笫二章运输⋯⋯⋯⋯⋯⋯⋯⋯y·

第一节工具⋯⋯⋯⋯⋯⋯⋯⋯

第二节运输⋯⋯⋯⋯⋯⋯⋯⋯

第三节企业⋯⋯⋯⋯⋯⋯⋯⋯

第三章邮电⋯⋯⋯⋯⋯⋯⋯⋯一
第。节邮政⋯⋯⋯⋯．．-⋯⋯⋯

第二节电信⋯⋯⋯⋯⋯⋯⋯⋯：。(2lO)

第三节机构⋯⋯⋯⋯⋯⋯⋯⋯(211)
●

』

，

·商业志· ．一

第·章商业⋯⋯⋯⋯”∥⋯⋯⋯·

第一节集市贸易⋯⋯⋯⋯⋯⋯．
7 第二节私营商业⋯⋯⋯⋯“⋯·

。第三节城镇集体商业”⋯⋯⋯·

第四节供销合作商业⋯-．．⋯⋯‘

第五节国营商业⋯⋯⋯一：⋯⋯

．第二章粮油购销⋯⋯·》⋯⋯．．．⋯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收购⋯⋯⋯⋯⋯⋯⋯⋯

．第三节供应⋯⋯一⋯⋯·0⋯⋯

‘第四节储运⋯⋯-⋯⋯⋯⋯⋯．-

第五节食油购销⋯⋯⋯一．．．⋯

．第六节经营⋯⋯⋯⋯⋯?一⋯”

第三章外贸⋯⋯⋯⋯⋯⋯小“：⋯

第一节概况⋯⋯⋯⋯⋯⋯一⋯·

第二节出日商品⋯⋯⋯⋯⋯⋯

第三节经营管理⋯⋯⋯⋯⋯．．．

． 第四章物资⋯⋯⋯⋯⋯⋯⋯：一．⋯
、 第一节机构及管理··：．．⋯⋯⋯·

第二节采购⋯⋯⋯⋯一⋯⋯⋯

第三节供应⋯⋯⋯⋯⋯⋯一⋯

’

‘-‘t

·工商，物价志·．

第一章工商管理⋯⋯··：⋯．-．⋯⋯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私营工商管理⋯．．．⋯．：．

第三节市场管理⋯⋯⋯一¨⋯·。

第四节企业登记⋯．．．小．．．⋯⋯

第五节商标注册和 ，

．合同管理⋯⋯⋯¨一⋯·

第二章物价管理一⋯．-．．⋯⋯一⋯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物价⋯⋯⋯：⋯⋯“⋯-．

第三节物价调整⋯⋯⋯⋯⋯⋯

第四节价格制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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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物价检查⋯·+：⋯⋯⋯⋯(255) 第二节废水处理⋯⋯一⋯⋯⋯(306)

第三节废渣利用⋯⋯⋯⋯⋯⋯(306)

。财政志·

第一章财政⋯⋯⋯⋯⋯”“⋯⋯“(256) ·党派群团志·

第一节体制演变⋯⋯⋯⋯⋯⋯(256) 第_章中国共产党⋯⋯⋯⋯一⋯

，第二节收入⋯⋯⋯⋯⋯⋯⋯⋯(257) 第一节组织发展⋯⋯⋯⋯⋯⋯

第三节支出⋯⋯⋯⋯⋯⋯⋯⋯ (259) 第二节党员⋯⋯⋯⋯．．．⋯⋯⋯

第四节机构⋯⋯·：⋯⋯．．．⋯⋯· (260)· 第三节代表大会⋯⋯⋯⋯⋯⋯

第二章税务⋯⋯”．，．⋯⋯⋯⋯⋯～ (263) 第四节党员教育⋯⋯⋯⋯。⋯一⋯

第-二节税收⋯⋯⋯⋯⋯⋯⋯⋯ (263) 第五节纪律检查⋯⋯⋯⋯⋯⋯

第二节．税务管理⋯⋯⋯⋯⋯⋯(270) 第六节统战工作⋯⋯⋯⋯·?⋯·

第三章金融⋯⋯⋯⋯⋯⋯⋯⋯⋯ (271) 第二章中国国民党⋯⋯⋯⋯-=““

第一节货币⋯⋯⋯⋯⋯⋯o⋯·(27l> 第一节’组织发展⋯⋯⋯⋯⋯⋯

第二节信贷⋯⋯⋯⋯⋯⋯⋯⋯ (273) 第二节主要活动⋯⋯⋯-一⋯

第三节拨款、结算⋯⋯⋯⋯⋯ (283) 第三章群众团体⋯⋯⋯“⋯⋯⋯·

第四节有价证券发行⋯⋯⋯⋯ (284) 第一节职工团体⋯．．．⋯⋯⋯⋯

第五节保险-．．⋯⋯⋯⋯⋯⋯⋯(285)． 第二节农民团体⋯⋯⋯⋯⋯⋯

第六节机构⋯⋯⋯⋯⋯⋯⋯⋯ (285) 第三节商民团体⋯⋯”_⋯⋯·

第四节青少年团体⋯⋯⋯∥。

·城乡建设志·． 第五节妇女团体⋯⋯⋯⋯⋯⋯

第一章县城建设⋯⋯⋯⋯⋯⋯⋯(290) ’第六节．其他团体⋯⋯⋯⋯⋯⋯

第一节县城变迁⋯⋯⋯⋯⋯⋯(290) -．

第二节街道分布⋯⋯⋯⋯⋯⋯’(291) ·政权巷·

第三节规模较大建筑物⋯⋯⋯ (293) 第一章权力机关⋯⋯⋯⋯山⋯⋯

第四节市政建设⋯⋯⋯⋯．-．⋯’：(295)第一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二章村镇建设⋯⋯⋯⋯⋯⋯⋯(296) 第二节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节集镇建设⋯⋯⋯⋯⋯⋯ (297) 第三节人大常委会⋯⋯⋯⋯⋯

第二节村庄建设⋯⋯⋯⋯⋯⋯ (300)。 第二章行政设置⋯⋯⋯⋯⋯⋯⋯

第三章建筑施工⋯⋯⋯⋯⋯⋯⋯ (301) 第一节中央和省，地驻县

第一节建筑队伍⋯⋯⋯⋯⋯⋯ (301) ．机构⋯⋯⋯!⋯⋯·_⋯
第二节设计、施工：⋯⋯⋯⋯” (302) 第二节县级政权机构⋯⋯⋯⋯

第三节建材供应⋯⋯⋯⋯⋯·?·(303) 第三节县级代议机构⋯⋯⋯⋯

第四章建设管理⋯⋯-⋯⋯⋯⋯ (303)． 第四节基层政权组织⋯⋯⋯⋯

第一节机构⋯⋯⋯⋯⋯⋯⋯⋯(303) 第三章人民政协^⋯⋯⋯⋯⋯·．⋯

第二节规划⋯⋯⋯⋯⋯⋯⋯⋯ (303)
。’

第一节组织机构⋯⋯⋯o⋯⋯·

第三节土地征用⋯⋯⋯⋯⋯⋯ (304) 第二节重要会议⋯一⋯⋯⋯⋯

第四节房地产管理⋯⋯：⋯⋯一 (304) 第四章政法⋯⋯⋯⋯⋯⋯⋯．．．⋯

第五章．环境保护⋯⋯⋯⋯⋯⋯⋯ (305) 第一节治安⋯⋯⋯．．：⋯⋯⋯⋯

第一节废气治理⋯⋯⋯⋯⋯⋯(305) ‘第二节审判⋯⋯⋯⋯⋯⋯⋯．⋯
． 4

·

(338)

(338)

(339)

(345)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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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检察⋯⋯⋯：⋯⋯⋯⋯“(36鼬‘
～ 社会耋义建设⋯⋯⋯⋯(397)

第鹳节司法行政⋯⋯⋯⋯⋯⋯；《370)’-第七章军供军运o⋯⋯·．．⋯⋯⋯(397)

第赢节重大致法活动一⋯_⋯《371)‘ ．第弩节军需供应⋯⋯⋯⋯⋯．；．(397)

第五章·政事⋯⋯⋯⋯⋯一矗⋯⋯ (3移)。+ ：．第=节民工变前⋯?⋯⋯⋯⋯一(399>·

。第一节选举⋯⋯⋯⋯⋯一⋯⋯a75)， 第八章重大兵事⋯⋯⋯⋯⋯⋯⋯<400)

第：节．信访⋯⋯⋯⋯⋯⋯⋯⋯ (378) 第一节古代兵事⋯⋯．t．⋯“：-．．(400)+

第三节外事⋯⋯oo⋯．．．⋯⋯《3露)： 第二蒂近代兵事⋯⋯⋯⋯．．．⋯≤4艇>

第四节‘档案⋯⋯⋯⋯⋯⋯⋯-．．(380)； 。，‘^

，。 ·。文化大革命”意·

·军事志· 第一章。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柏8)

第一章’军事地理⋯⋯⋯⋯⋯⋯⋯ (382) 第一节．动乱的序幕⋯一⋯_．．．一(柏8)

第一节地理概况⋯⋯⋯⋯⋯⋯‘(382) 第二节·运动的发动蠢署_⋯⋯’(409)，

第三节军事要塞⋯⋯⋯⋯⋯⋯’(382) 第兰节。红卫兵，的兴起⋯⋯⋯(4IO)

第三带军事设施⋯⋯⋯⋯⋯⋯(383) ．第二章。造反派’的内讧厶⋯⋯⋯· “11)，

第二章军事机构⋯⋯⋯⋯⋯⋯⋯。(384) 第一节。造反派’分裂⋯⋯一⋯“11)

第一节古代兵防凯构⋯一⋯⋯(384) ．．第二节帮派武斗⋯⋯⋯⋯⋯⋯(412>

第二节民鬓军事枫构⋯⋯⋯⋯ (385) 第三节县。革命委员会” 。

第兰节人民武装机丰留⋯⋯o“(385> ’成立一o：⋯⋯厶⋯一⋯。“13)

第三章兵役制度⋯一∥⋯⋯⋯⋯· (388) 第三章动魏的持续发展⋯⋯⋯⋯ (414)

第一节府兵制，募兵制与7． 第-节狂热的现代迷信⋯⋯⋯(414)
。’·1 卫所裁⋯⋯⋯⋯⋯⋯⋯(388) 第二节。清瑗阶缀队伍钆～⋯”娃14)

第：节征兵制⋯⋯⋯⋯⋯⋯⋯(388) ·．第三节。一打三反扎⋯⋯⋯⋯”“15)

第三节志愿兵役制o”：⋯⋯⋯ (388) 第蹰节。。揽林批孔‰⋯⋯““” 015)

．’第四节义务兵役制与一 ． 第赢节鼍批邓反右扎⋯⋯⋯．．．·： (416)

《兵役法》⋯⋯⋯⋯“·(389)i 第四章拨乱反正⋯一⋯⋯⋯⋯⋯(416)

第四章驻军⋯⋯⋯⋯一⋯⋯⋯⋯<389) 第一节揭批。四人帮。⋯⋯⋯⋯(416)

第一节古代驻军：o⋯⋯⋯⋯⋯(389)7 第=节揭，批、查运动⋯⋯⋯ (417)

?第三节。雷民党驻军_⋯¨⋯⋯≤3∞) 。 第兰节平反冤．假，错案⋯⋯(418)

第三节人民军队⋯⋯⋯⋯⋯⋯．(390)’ 1_‘ ，·

。
’

第五章地方武装⋯一；⋯⋯⋯⋯⋯．+(3孵)‘．+·文化，教育卷：
‘一

～ ’

第一节古代乡兵⋯⋯：⋯⋯⋯”(391) 第一章．文化⋯⋯··?■⋯⋯·¨““”(419)

第二节民国地方武装⋯掣一⋯(391)． 第一节宣传活动⋯⋯⋯⋯⋯⋯(419)

第三节’人民武装．．．⋯⋯⋯⋯⋯’(392)j 第二节：图书阏览⋯．⋯一⋯．．．⋯“20)·

第六章民兵⋯·：⋯⋯⋯⋯⋯o⋯·”(395) 第兰节’报纸，广播，电视⋯⋯ (42l'

．第一节组织⋯⋯⋯⋯⋯⋯⋯w，，(39秘。 第四节电影放映⋯⋯·，⋯⋯⋯(422)，

第二节装备⋯⋯⋯⋯⋯⋯⋯- (3鳄)， 第五节戏剧演出m⋯⋯⋯⋯⋯。(424>·

第三节调练⋯⋯⋯⋯⋯⋯⋯⋯，r(395) 第六节民间艺术⋯⋯⋯⋯⋯一。m6)
+第四带参军参战⋯⋯⋯⋯⋯⋯(396) 第七节文艺创作⋯⋯⋯o⋯⋯‘429)·

第五节．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 ；’ 第八节机构¨．⋯⋯⋯”?⋯·i⋯+(躬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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