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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富源县志》，经过六载艰辛，五易其稿，终于问世，这无疑是值得全县各族人民由

攘高兴的大事。

地处滇黔交界的富源，不但历史悠久，资源丰富，而且风情多彩，区位独特。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近半个世纪以来，这里的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

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更是日新月异，国泰民安，为编修史志提供了有利条件。

两千多年以来，富源编写县志，只是在清朝时期进行过两次．由予时代的局限，旧县志

难免观点陈旧、资料残缺，无法满足人们认识县情和借鉴历史的需要。现在，这部新编县志，

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贯通古今，略古详今，把富源的经济、政治，文化和

自然地理、人物等，忠实地记录下来。将从各方面收集来的浩瀚资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最后形成了一部具有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县志，这确确实实是永垂青史之举。从今以

后，富源人民的代代领导和子孙，既能够比较全面准确地了解过去，又可以得到无数的有益

启示，从而更好地振兴富源、发展富源。。历史是一面镜子”这旬名言，一定会通过新编《富源

县志》的发挥作用而被再次证实。

完成这项庞大的文化综合工程，其困难和复杂程度不言而喻。可以说，其字里行问都凝

聚着无数人的心血。因此，在它出版之时，对于给予通力合作的各级各部门，对于积极提供

翔实资料和宝贵意见的各方人士，对于进行辛勤耕耘的编撰人员，对于前来指导帮助的专

家、学者，致以诚挚的感谢l

，

i

—j～

李佐仁
’

1991年lO月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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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略古详今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历史和现状。

=，本志略古详今，上限适当追述在县域内事物的发端，重点在1912年以后，下限止予

1987年．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编及附录组成。专志不受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按事

物性质归类，分设自然地理、建置、人口、经济综述、农牧渔业、烤烟、林业、水利、工业、煤炭、

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粮油、财税、金融，工商物价、党派群团、政权政协、公安司法、民

政、人事劳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医药、体育、社会、人物、军事等共31编。

四、为突出地方特色，将烤烟、煤炭分别从农牧渔业和工业中抽出，列为专编记述。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分别记入有关篇

章，不设专章记述。

六、。人物编”掌握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酌收

个别反面人物。

七、县级领导人列名标准，统一为正副职。

八、本志以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相结合。叙事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力求文字

朴实准确，简明通俗。凡引用古汉语的专用字，一些特殊的古代人名、地名，简化后易造成误

解者，仍用繁体字。此外，一律按照国家语委1986年lO月10日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

使用简化字。

九、本志清代以前一律用朝代纪年，括号内注公元纪年，删去公元和年字。民国纪年则

用阿拉伯数字。

十、各项数据，以县统计局的年报数字为准。统计局没有的，采用各有关单位核实的数

字。度、量、衡按国务院规定的统一公制计算，不另加说明。

十一，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字。专用名称和成语的数字，仍用汉字，

百分比按公式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全志中所涉及的各种称谓，按历史习惯称呼，如：1954年

9月前称平彝县，9月后改称富源县I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指]949年iO月1日。

十=，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来自省、地、县档案馆及各单位档案室，均不注明出处．有少

数旧志和口碑材料，经考证鉴别，真实可靠的亦同时记入·



·二7· ⋯⋯～。蒜。毒每i：；；
．

，⋯ ， ·-⋯r⋯f，．? i一一一．：：·

目

参0⋯⋯⋯“。．一 ．-

‘录⋯⋯』’⋯⋯‘
H， ．， ：

云南省副省长保永康题辞’。．。。‘。 i⋯⋯⋯⋯， 一?

富源县县长刘寿荣题辞 一 ；’⋯⋯⋯⋯·‘⋯

图片⋯‘
⋯ 一⋯⋯⋯⋯r‘

序⋯：⋯⋯⋯⋯⋯：⋯⋯⋯⋯⋯⋯⋯⋯⋯⋯⋯⋯⋯“·中共富源县委书记李佐仁1

凡例00 0 00 0一．．⋯⋯⋯““⋯⋯⋯⋯⋯一⋯⋯⋯·-⋯“””””“”一”“⋯一⋯””一“量

概i苤·········⋯⋯⋯⋯⋯⋯⋯⋯···⋯·⋯···⋯⋯·········⋯⋯⋯⋯”⋯：··⋯····”1

大事记⋯⋯⋯⋯⋯⋯⋯．⋯⋯：·?。⋯⋯⋯⋯⋯⋯⋯⋯⋯⋯⋯憎⋯⋯⋯⋯⋯⋯⋯⋯5
_。‘’

●●

’f+ ●‘～^
⋯+1。’。’

，

’●●⋯． ’‘’

．●，．+．

， ‘第一编行政建置
』⋯⋯‘’’’-‘f ’。●。’‘’⋯‘“

第一章建置沿革⋯．．．⋯⋯⋯⋯⋯⋯⋯39 第四节．行政区划⋯⋯⋯⋯⋯⋯⋯42

‘第一节方位面积⋯⋯⋯⋯⋯⋯39 第=章县城和区⋯⋯⋯⋯⋯⋯⋯⋯⋯49

第二节沿革⋯⋯⋯⋯⋯⋯⋯⋯⋯39 4第一节县城⋯⋯⋯⋯⋯⋯⋯⋯⋯49

第三节境域变迁⋯⋯⋯⋯⋯⋯i“4l 。 第二节区⋯⋯⋯⋯⋯⋯⋯⋯⋯⋯50

第二编自

第一章．地质地貌⋯⋯⋯⋯⋯?⋯⋯··55

第一节地质⋯⋯⋯⋯⋯⋯⋯⋯⋯55

第二节地貌⋯⋯⋯⋯⋯⋯⋯⋯⋯57

簟=章．．气候-．．。⋯⋯·?⋯⋯⋯⋯⋯⋯一59

第一节．．气温⋯⋯⋯⋯⋯·o⋯⋯”59

t．第二节，日照⋯⋯⋯⋯·‘j··：⋯j⋯·．59

第三节。一降水⋯⋯⋯⋯⋯。j一”?⋯”59

第四节湿度，⋯·?⋯⋯⋯·i?·_??⋯·60

第五节风⋯⋯⋯⋯⋯⋯⋯⋯⋯⋯60

第六节霜雪⋯⋯⋯⋯⋯⋯⋯⋯60，．

第三章河流⋯⋯⋯⋯⋯⋯⋯⋯·j一⋯··60。

，i，第一节·块泽河一“：o：．．一对””麓⋯·60

然地理
。

’● ●_
，‘。‘

≯r第二节黄泥河⋯⋯⋯⋯⋯⋯⋯⋯6l

：+第三节嘉河一⋯⋯⋯⋯⋯⋯⋯⋯6l

i， 第四节丕德河⋯⋯⋯⋯⋯D OS QO0⋯6l

：⋯第五节篆长河，-．．．．⋯。⋯．．．⋯一⋯62

7 第六节其他河m⋯一⋯⋯⋯⋯⋯62

第四章±壤⋯⋯⋯⋯⋯⋯⋯⋯⋯⋯⋯62

： 第一节红壤一⋯⋯⋯⋯⋯⋯⋯⋯．62

第=节黄壤⋯⋯⋯．．．⋯⋯⋯_⋯63

。 第三节⋯黄橡壤．．．．．．··⋯叩⋯⋯⋯63

第四节棕壤⋯⋯⋯⋯⋯⋯⋯⋯⋯63

‘。·7。第五节紫色土⋯⋯⋯⋯⋯⋯⋯⋯63

冬：I第六节⋯石灰土_．．．?心～嚣0⋯爱⋯64



l-富源县志·目录

第七节草旬土⋯⋯⋯⋯⋯⋯⋯⋯64

第八节冲积土⋯⋯⋯⋯⋯⋯⋯⋯64

第九节水稻土⋯⋯⋯⋯⋯⋯⋯⋯64

第五章自然资源⋯⋯⋯⋯⋯⋯⋯⋯⋯65

第一节土地⋯⋯⋯⋯⋯⋯⋯⋯⋯65

． 第二节矿藏⋯⋯⋯⋯⋯⋯⋯⋯⋯66

第三节水⋯⋯⋯⋯⋯⋯⋯⋯⋯”73

第四节植物⋯⋯⋯⋯⋯⋯⋯⋯⋯74

第五节野生动物⋯⋯⋯⋯⋯⋯⋯78

第六章自然灾害⋯⋯⋯⋯⋯⋯⋯⋯⋯79

第一节气候灾害⋯⋯⋯⋯⋯⋯⋯79

第二节地质灾害⋯⋯⋯”⋯⋯⋯·82

第三编人 口

第一章人口变迁⋯⋯⋯⋯⋯⋯⋯⋯⋯83

第一节历代人口⋯⋯⋯⋯⋯⋯⋯83

第二节人口结构⋯⋯⋯⋯⋯⋯⋯88

第：章计划生育⋯⋯⋯⋯⋯⋯⋯⋯⋯92

第一节组织管理⋯⋯⋯⋯⋯⋯⋯92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四编经济综述

第一章所有制结构⋯⋯⋯⋯⋯⋯⋯101

第一节工业⋯⋯”⋯⋯⋯⋯⋯·101

第二节农业⋯⋯⋯⋯⋯⋯⋯⋯103

第三节商业⋯⋯⋯⋯⋯⋯⋯⋯105

第二章经济发展⋯⋯⋯⋯⋯⋯⋯⋯107

宣传教育⋯⋯⋯⋯．．．⋯⋯93

晚婚晚育⋯⋯⋯⋯⋯⋯⋯94

节育绝育⋯⋯⋯⋯⋯⋯⋯94

优生优育⋯⋯⋯⋯⋯⋯⋯95

奖惩⋯⋯⋯⋯⋯⋯⋯⋯⋯98

第一节农业⋯⋯⋯⋯⋯⋯⋯⋯107

第二节工业⋯⋯⋯⋯⋯⋯⋯一·108

第三节商业⋯⋯⋯⋯⋯⋯⋯一109

第四节综合指标⋯⋯⋯⋯～一110

第五编农牧渔业

第一章农业生产关系变革⋯⋯⋯⋯113

第一节封建土地所有制⋯⋯⋯113

第二节土地改革⋯⋯⋯⋯⋯⋯114

第三节农业互助合作⋯⋯⋯⋯115

第四节人民公社⋯⋯⋯⋯⋯⋯116

第五节联产计酬责任制⋯⋯⋯117

第=章农业生产O@Q OOO⋯⋯⋯⋯⋯⋯118

第一节土地开发⋯⋯⋯⋯⋯⋯118

第二节农作物分布⋯⋯⋯⋯⋯120

第三节生产机具⋯⋯⋯⋯⋯⋯124

第四节良种推广⋯⋯⋯⋯⋯⋯125

，第五节生产技术⋯⋯⋯⋯⋯⋯127

第三章畜牧业⋯⋯⋯⋯⋯⋯⋯⋯⋯129

第一节饲草资源⋯⋯⋯⋯⋯⋯129

第二节畜禽生产⋯⋯⋯⋯⋯⋯131

第三节畜种选育⋯⋯⋯⋯⋯⋯133

第四节疫病防治⋯⋯⋯⋯⋯⋯136

第四章副业渔业⋯⋯⋯⋯⋯⋯⋯138

第一节副业⋯⋯⋯⋯⋯⋯⋯：”138

第二节渔业⋯⋯⋯⋯⋯⋯⋯⋯138

第五章主要企事业单位⋯⋯⋯⋯⋯139

第一节事业单位⋯⋯⋯⋯⋯⋯139

第二节企业单位⋯⋯⋯⋯⋯⋯140

第六编烤 烟

第一章管理⋯⋯．．．⋯．．．⋯⋯⋯⋯⋯144 第一节机构⋯⋯⋯⋯⋯⋯⋯”·144



夕

■

●

第=节政策⋯⋯⋯⋯⋯⋯⋯m I“

第三节措施⋯⋯⋯⋯⋯⋯⋯一·145

第四节奖励⋯⋯⋯⋯⋯⋯⋯⋯146

第二章生产⋯⋯⋯⋯⋯⋯⋯⋯⋯⋯146

第一节种植⋯⋯⋯⋯⋯⋯⋯⋯146

第二节粗加工⋯⋯⋯⋯⋯⋯⋯147

第兰节面积和产量⋯⋯⋯⋯⋯148

第三章经营⋯⋯⋯一⋯⋯⋯⋯⋯⋯·149

第一节收购⋯⋯⋯⋯⋯⋯⋯⋯149

第二节调运⋯⋯⋯⋯⋯⋯⋯¨151
第三节效益⋯⋯⋯⋯⋯⋯⋯⋯153

第七编林 业

第一章植树造林⋯⋯⋯⋯⋯⋯⋯⋯156

第一节采种⋯⋯⋯⋯⋯⋯⋯⋯156

第二节育苗⋯⋯⋯⋯⋯⋯⋯⋯157

第三节植树造林⋯⋯⋯⋯⋯⋯158

第四节育林⋯⋯⋯⋯⋯⋯⋯⋯163

第=章森林保护管理⋯⋯⋯⋯⋯⋯164

第一节护林防火⋯⋯⋯⋯⋯⋯164

第二节保护管理⋯⋯⋯⋯⋯⋯165

第三节防治病虫害⋯⋯⋯⋯⋯167

第四节育林基金⋯⋯⋯⋯⋯⋯168

第三章林场建设：⋯⋯⋯⋯⋯⋯⋯“169

第一节国营林场⋯⋯⋯⋯⋯⋯169

第二节区乡林场⋯⋯⋯⋯⋯⋯171．

第四章木材⋯⋯⋯⋯⋯⋯⋯⋯⋯⋯172

第一节木材经营⋯⋯⋯⋯⋯⋯17置

第二节木材采伐⋯⋯⋯⋯⋯⋯17&

第三节木材购销⋯⋯⋯⋯⋯⋯17&

第五章山林权属⋯⋯⋯6@00 8 0I⋯17&

第一节权属⋯“⋯⋯⋯⋯⋯⋯·176．．

第二节山林纠纷⋯⋯⋯⋯⋯⋯177‘

第八编水 利

第一章工程建设⋯⋯⋯⋯⋯⋯⋯⋯180

第一节蓄水工程⋯⋯⋯⋯⋯⋯180

第二节引水工程⋯⋯⋯⋯⋯⋯191

第三节提水工程⋯⋯⋯⋯!⋯”203

第四节乡村人畜饮水⋯⋯⋯⋯204

· 第九编工

第一章经营体翩⋯⋯⋯⋯⋯⋯⋯⋯210

第一节个体⋯⋯⋯⋯⋯⋯⋯⋯210

第二节集体⋯⋯⋯⋯⋯⋯⋯⋯210

第三节国营⋯⋯⋯⋯⋯⋯⋯⋯211

第：章工业门类⋯⋯⋯⋯⋯⋯⋯⋯212

第一节食品⋯⋯⋯⋯⋯⋯⋯⋯212

第二节棉纺服装鞋帽⋯⋯214

第十编煤

第一章勘测⋯⋯⋯⋯⋯⋯⋯⋯⋯⋯231

第五节治河工程⋯⋯⋯⋯⋯⋯204：

第六节病害失误工程⋯⋯⋯⋯204．

第=章管理⋯⋯⋯⋯⋯⋯⋯⋯⋯⋯206，

第一节工程管理⋯⋯⋯⋯⋯⋯206．

第二节灌溉管理⋯⋯⋯⋯⋯⋯207。

业

第三节建材⋯⋯⋯⋯⋯⋯⋯⋯216．

第四节化学⋯⋯⋯⋯⋯·000·⋯218．

第五节电力厶⋯⋯⋯⋯⋯⋯⋯220，

第六节矿冶⋯⋯⋯⋯⋯⋯⋯⋯223．

第七节机械(含铸造、修理)⋯⋯224．

第八节造纸印刷⋯⋯⋯⋯⋯22色

第九节其他加工业⋯⋯⋯⋯⋯227"。

‘o
藤

第一节勘探⋯⋯⋯⋯⋯⋯⋯⋯2s1．

2多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j·膏源县志·+目录

r第二节·煤层?“⋯··!：⋯··吖?i．．．，·233

第二章生产一⋯⋯⋯⋯⋯·i⋯j一·：·2每4：

第一节开采⋯⋯⋯⋯“⋯，⋯t“234

第二节煤炭加工⋯⋯⋯⋯⋯⋯237

第三章煤矿安全⋯·”⋯⋯⋯n：⋯⋯238

第一节安全教育⋯⋯⋯⋯⋯⋯238

第二节承包和检查⋯⋯⋯⋯⋯239

第三节煤矿自然灾害⋯⋯⋯⋯239

第四章企业管理⋯⋯⋯⋯⋯⋯⋯⋯240

：：第_节．开采管理⋯··?⋯·?⋯⋯240
，，第二节．．劳动管理⋯⋯⋯⋯⋯⋯2,11

j 第三节技术管理⋯一⋯⋯⋯⋯242

第四节供销管理⋯⋯⋯⋯⋯⋯243

第五节财务管理⋯⋯⋯⋯⋯⋯243

第五章。．主要企业⋯⋯⋯⋯⋯⋯⋯⋯246

第一节省属企业⋯⋯⋯⋯⋯⋯246

第二节县属企业⋯⋯⋯⋯⋯⋯248

第十一编交 通

第一章道路⋯⋯⋯⋯⋯⋯⋯⋯⋯⋯250

第一节驿道⋯⋯⋯⋯⋯⋯⋯⋯250

第二节公路⋯⋯⋯⋯⋯⋯⋯⋯251

第三节铁路⋯⋯⋯⋯⋯⋯⋯⋯253

第四节渡口⋯⋯“⋯⋯⋯⋯⋯·255

第五节桥梁⋯⋯⋯⋯⋯⋯⋯⋯255

第=章运输⋯⋯⋯⋯⋯⋯⋯⋯⋯⋯257

第一节人畜运输⋯⋯⋯⋯⋯⋯257

第二节汽车运输⋯⋯⋯⋯⋯⋯260

第三节铁路运输⋯⋯⋯⋯⋯⋯265

第四节渡口运输⋯⋯⋯⋯⋯⋯265

第三章交通运输管理⋯⋯⋯⋯⋯⋯’265

第一节机构⋯⋯⋯⋯⋯⋯⋯⋯265

第二节管理⋯⋯⋯⋯⋯⋯⋯⋯266

第十二编．邮 电

第一章邮政⋯⋯⋯⋯⋯⋯⋯⋯⋯⋯269

第一节邮路⋯⋯⋯⋯⋯⋯⋯⋯269

第二节业务⋯⋯⋯⋯⋯⋯⋯⋯272

第=章电信⋯⋯⋯⋯⋯⋯⋯⋯⋯⋯278

第一节电话⋯⋯⋯⋯⋯⋯⋯⋯278

第二节电报⋯⋯⋯⋯⋯⋯⋯⋯286

第十三编城乡建设
’’

第一章县城建设⋯⋯⋯⋯⋯⋯⋯⋯289 第一节勘察设计⋯⋯⋯⋯⋯⋯303

第一节县城⋯⋯⋯⋯⋯⋯⋯⋯289’ 第二节施工队伍⋯⋯⋯⋯⋯⋯304

第二节街巷桥涵⋯⋯⋯⋯⋯290 第三节建筑管理⋯⋯⋯⋯⋯⋯305

第三节建筑⋯⋯⋯⋯⋯⋯⋯⋯293 第四鼙房地产管理⋯⋯⋯⋯⋯⋯⋯307
7

第四节水电设施⋯⋯⋯”?⋯⋯295 第一节房产管理⋯⋯⋯⋯⋯⋯307

。 第五节环卫绿化⋯⋯⋯．．⋯·296 第二节建设用地管理⋯⋯⋯⋯308

， 第六节城建经费⋯⋯⋯⋯⋯⋯296 第五章。环境保护⋯⋯⋯⋯⋯⋯⋯⋯310

第=章村镇建设⋯⋯⋯⋯⋯⋯⋯⋯297 r． 第一节+环境污染⋯⋯⋯⋯⋯⋯310

“．第一节集镇．．．⋯⋯⋯⋯?i⋯⋯·297 ：‘第二节生态环境⋯⋯⋯·：⋯⋯·311

第二节乡村⋯⋯⋯⋯⋯⋯⋯⋯301 第三节治理污染⋯⋯⋯⋯⋯⋯312

第三章建筑业⋯⋯⋯⋯⋯⋯⋯一“·303“’t r．*t

￡0一‘⋯，⋯⋯ ⋯o．： 0 卜．⋯⋯⋯，，，⋯ ～

．：⋯，



。
。第十四编商。业

第一章经曹体一一⋯⋯⋯⋯⋯⋯⋯316

第一节私蕾商业⋯⋯⋯⋯⋯⋯316

， 第二节供销合作商业⋯⋯⋯⋯318

．第三节国营商业⋯⋯⋯⋯⋯一318

第：章．农副产品购销．．．⋯⋯⋯⋯叩，319

。 第·节采购总值⋯⋯⋯⋯⋯⋯319

第二节扶持发展生产⋯⋯⋯⋯320

第三节主要品种购销⋯⋯⋯⋯322

第三章农业生产资料购销⋯⋯⋯⋯326

；‘第一．节收购⋯⋯⋯⋯⋯，?⋯⋯·326

第二节销售⋯⋯⋯⋯⋯⋯⋯⋯327

第四章 日用工业品购销⋯⋯⋯⋯⋯329

． 第一节．收购⋯⋯⋯⋯⋯⋯⋯⋯329
。

第二节销售⋯⋯⋯⋯⋯⋯⋯⋯330

宜源县志·月录·毫

第五章·统置计划物资⋯⋯⋯⋯⋯⋯337

第一节收购⋯⋯⋯⋯⋯⋯⋯·i·33．7．

·第二节销售⋯⋯⋯⋯⋯·；：⋯·H 338

第六章．对外贸易小⋯⋯⋯⋯小⋯⋯339

第一节机构⋯⋯⋯⋯⋯．．．⋯⋯：339

； 第二节，扶持生产⋯⋯⋯■．．．⋯·340

第三节经营品种⋯⋯⋯⋯⋯⋯340

第七章饮食服务⋯⋯⋯⋯⋯⋯⋯⋯342

t：t第一节饮食⋯⋯⋯⋯⋯⋯⋯⋯342

第二节服务⋯⋯⋯⋯⋯⋯⋯⋯345

第八章财务管理⋯⋯⋯⋯⋯--．．．．⋯347

。 第一节规章制度⋯。⋯1⋯⋯347

。 第二节清查处理·?⋯⋯⋯．．．⋯·348

· 第三节几项改革_⋯⋯⋯⋯⋯·350

第十五编粮 油

第一章积谷⋯⋯⋯⋯⋯⋯⋯⋯⋯⋯354

． 第一节收储⋯：⋯⋯⋯⋯⋯⋯”354

第二节使用⋯⋯⋯⋯⋯⋯⋯⋯354

第二章粮食征购⋯．．．?⋯⋯⋯⋯⋯“355

t． 第一节耕地税．⋯．．．⋯⋯?⋯⋯”355

第二节农业税⋯⋯⋯⋯⋯⋯⋯356

第三节．征购⋯⋯⋯⋯⋯·j⋯⋯·357

第四节合同定购⋯⋯⋯：··：·；：“359

．。 第五节．粮食议购¨⋯⋯⋯⋯⋯-361

第三章粮食供应⋯⋯⋯⋯⋯⋯⋯⋯361

第一节城镇粮食供应⋯⋯⋯⋯361
， ^

第十六编财
’ ’

第一章收入⋯⋯⋯⋯⋯⋯⋯⋯⋯?”一382

第一节农业税收入⋯⋯??⋯⋯·382

t 第：节工商备税收入．．⋯k。!-·譬384

第三节其他收入⋯⋯⋯⋯⋯⋯391

第：章支出⋯⋯一⋯⋯⋯⋯⋯⋯⋯394

第一节经济建设支出⋯⋯⋯⋯394

t 第二节农村粮食供应⋯⋯⋯⋯364,

第四章油料购锖⋯⋯⋯⋯⋯⋯⋯⋯368

第一节油料收购⋯⋯⋯⋯⋯⋯368

( 第二节城镇食油供应⋯⋯⋯⋯371

第五章储运⋯⋯⋯⋯⋯⋯⋯．．．⋯⋯371

第一节仓储⋯⋯⋯⋯⋯一⋯⋯371

： 第二节调运⋯⋯⋯⋯⋯一⋯⋯375

第六章经营管理⋯⋯⋯⋯⋯⋯⋯⋯377

；， 第一节经济核算⋯⋯⋯⋯⋯⋯377

．． 第二节经营承包⋯一j．．．⋯⋯⋯·378

t
”

政税务
‘。· ；f．

， 第二节文教卫生事业费支出·-395

i， 第三节．．行政管理费支出o⋯⋯·397

I一第四节．抚恤和社会福利事业：．二：

n。 ．⋯．费支出。：_?⋯絮：⋯i“397

第五节其他支出⋯⋯⋯⋯⋯⋯399

第三章警理⋯⋯⋯⋯⋯⋯⋯⋯⋯⋯399



●·■源县恚·目录

第一节财政．．．⋯⋯⋯⋯⋯⋯⋯399 第二节税收⋯@o e·eQ 000$O 0$$·@@e 6ee 403

第十七编金 融 ，

第一●货币⋯⋯⋯⋯⋯⋯⋯⋯⋯⋯405

第一节货币种类⋯⋯⋯⋯⋯⋯405

第二节货币管理⋯⋯⋯⋯⋯⋯406

第三节货币流通·S e o·o·@0 ee e oo@le6 407

第：章信贷⋯⋯⋯⋯⋯⋯⋯⋯⋯⋯409

第一节存款⋯⋯⋯⋯⋯⋯⋯⋯409

第二节贷款⋯⋯⋯．．．⋯⋯⋯⋯411

第三章收兑结算@@oI@O OOI O D 0 0@0@@O@O@415

第一节代理收兑⋯⋯⋯⋯⋯⋯415

第二节结算⋯⋯⋯⋯⋯⋯⋯⋯417"

第十八编工商物价管理

第一章工商管理⋯o@e eee oe⋯⋯⋯⋯422 第=章物价管理⋯⋯⋯IDO QOe O@·⋯⋯429

第一节机构⋯⋯⋯⋯⋯⋯⋯⋯422 第一节管理措施⋯⋯⋯⋯⋯⋯429

第二节市场管理⋯⋯⋯⋯⋯⋯422 第二节商品价格⋯⋯⋯⋯⋯⋯432

第三节工商登记⋯⋯⋯⋯⋯⋯425 第三节物价监督⋯⋯⋯⋯⋯⋯435

第四节经济合同管理⋯⋯⋯⋯427 第四节计量⋯⋯⋯⋯⋯⋯⋯⋯436,

‘第五节商标广告管理⋯⋯⋯⋯429

第十九编党派群团

第一章中国国民党⋯⋯⋯⋯⋯⋯⋯439

第一节中国国民党平彝县党部⋯439

第二节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

平彝县分团部⋯⋯⋯440

第=章中国共产党⋯⋯⋯⋯⋯⋯⋯441

第一节中共富源县党组织建设⋯441

第二节县委工作机构⋯⋯⋯⋯443

第三节区(镇)党委⋯⋯⋯⋯⋯444

第四节历次县党代表大会⋯⋯446

第五节中心工作⋯⋯⋯⋯⋯⋯450

第六节宣传教育工作⋯⋯⋯⋯452

第七节统一战线工作⋯⋯⋯⋯45垂

第八节纪律检查工作⋯⋯⋯⋯455

第三章群众团体⋯“⋯⋯⋯⋯⋯⋯457

第一节工会；⋯⋯⋯⋯⋯⋯⋯”457

第二节农会“⋯⋯⋯⋯⋯⋯⋯458

第三节妇女联合会⋯⋯⋯⋯⋯459

第四节共产主义青年团⋯⋯⋯460

第五节科学技术协会⋯⋯⋯⋯463

第二十编政权政协

第一章地方权力机关⋯⋯⋯⋯⋯⋯465

第一节县参议会⋯⋯⋯⋯⋯⋯465

第二节人民代表大会⋯⋯⋯⋯466

第=章政权机关⋯⋯⋯⋯⋯⋯⋯⋯471

第一节县攻府⋯⋯⋯⋯⋯⋯⋯471

第二节基层政府⋯⋯⋯⋯⋯⋯477

第三章政治协商会议⋯⋯·：⋯⋯⋯-478

第一节组织机构；⋯⋯⋯⋯j⋯·478

第二节职能活动⋯⋯⋯⋯：⋯”t7a



第二十一编公安 司法

第一章机构⋯⋯⋯⋯⋯⋯⋯⋯⋯⋯481

第一节公安局⋯⋯⋯⋯⋯⋯⋯481

第二节。检察院⋯⋯⋯⋯⋯⋯⋯482

第三节，法院⋯⋯⋯⋯⋯⋯⋯⋯482

第四节司法局ggBtOO⋯⋯⋯⋯⋯483

曩=章人民公安⋯⋯⋯⋯⋯⋯⋯⋯484

第一节镇压反革命⋯⋯⋯⋯⋯484

第二节打击刑事犯罪⋯⋯_⋯488

第三节监所管理⋯⋯．．．⋯¨⋯490

第四节治安管理：⋯⋯⋯⋯⋯”490

第五节交通管理tOg OOO OOO@@O@OO@OO 493

第六节消防⋯⋯⋯⋯⋯⋯⋯⋯494

第三章检察⋯⋯⋯⋯⋯⋯⋯⋯⋯⋯497

第一节刑事检察⋯⋯⋯⋯⋯⋯497

矗源县志·目霖?7

第二节经济检察⋯⋯⋯⋯⋯⋯498

第三节法纪检察·g O O t OOg Ot it 498

第四节监所检察(附控告申诉

检察)．．．⋯：⋯⋯⋯⋯”499

第四章审判⋯⋯?⋯⋯⋯⋯⋯⋯⋯”499

第一节刑事审判⋯．．．⋯⋯⋯⋯499

第二节民事审判⋯”O Q O OtO Oi@⋯502

第三节经济审判⋯⋯⋯⋯⋯⋯505

第五章司法行政⋯⋯OtOOOO Otl ggO Q gO·O 0 506

第一节法制宣传QO 00t⋯⋯⋯⋯506

第二节人民调解⋯⋯⋯⋯⋯⋯507

第三节公证工作⋯⋯⋯⋯⋯⋯508

第四节律师工作⋯⋯⋯⋯⋯⋯509

、

第二十二编民 政

第一章优抚安置⋯?⋯⋯⋯⋯⋯⋯”511

第一节拥军优属ooo oot 001 oot otl o Do 511

第二节旌表抚恤·．．⋯．．．⋯”513
第三节复退军人安置⋯⋯⋯⋯514

第=章救济⋯⋯⋯⋯⋯⋯一⋯⋯⋯515

第一节灾荒救济00@000too 0·t olt⋯515

第二节困难救济⋯⋯tOQ O@@O@Q@B@516

第三章社会福利⋯⋯⋯⋯⋯⋯⋯⋯520

第一节福利设施⋯⋯⋯⋯⋯⋯520

第二十三编

第一章千部0@00 Og@tO⋯⋯⋯⋯⋯⋯⋯526

第一节干部管理．．．⋯⋯⋯”¨·526

第二节干部培训及职称改革⋯528

第：章工人⋯⋯⋯⋯⋯⋯⋯⋯⋯⋯529

第一节工人队伍⋯⋯⋯⋯⋯⋯529

第二节劳动就业⋯⋯⋯⋯⋯⋯529

’第三节知青安置⋯·Ot@Ot OO．Q⋯⋯530

第二节五保户供养⋯⋯⋯⋯⋯521

第三节精简退职职工补助ttO OO 521

第四章婚姻登记⋯⋯⋯⋯⋯⋯⋯⋯522

第一节结婚登记⋯⋯⋯⋯⋯⋯522

第二节离婚登记⋯⋯⋯⋯⋯⋯522

第五章支工支前⋯⋯⋯⋯⋯；⋯⋯”522

第一节支援修公路和铁路rOB DtO 522

第二节支援修飞机场和国防

厂矿⋯⋯·⋯⋯⋯⋯”523

人事劳动
●

第四节职业培谰⋯⋯⋯⋯⋯⋯531

第五节劳动保护⋯⋯⋯O·It OO 531

第三章职工待遇⋯⋯⋯⋯⋯_⋯⋯533

第一节工资⋯⋯⋯⋯．Ot·Ot⋯⋯533

第二节奖金⋯⋯⋯⋯⋯⋯⋯⋯537

第三节福利⋯⋯⋯⋯⋯⋯⋯⋯538

第四节离退休待遇⋯⋯．t．⋯⋯538



釜：禽瘤县志．目曩

第二+四编

第一摩机构“·“⋯⋯⋯⋯⋯⋯⋯。541

’第。节’县级机构⋯⋯⋯⋯⋯一541

第二节区(乡)武装部⋯⋯⋯一542

第=章。’兵役。“⋯⋯⋯⋯⋯⋯⋯⋯··544

，7第二节募兵制‰：“；⋯⋯^⋯“544,

第二节征兵⋯⋯⋯⋯⋯⋯⋯⋯545

第三节’义务兵役制⋯⋯山⋯“546

第四节预备役登记⋯⋯⋯⋯⋯547

第三章’驻军’’兵■_⋯⋯⋯⋯⋯⋯”547

第二节驻军⋯⋯⋯⋯⋯⋯⋯一547

，第二节’兵器管理⋯⋯⋯⋯⋯”549
：⋯⋯⋯。⋯⋯ 。’1

’第=十五编

第一章警通教育⋯⋯⋯⋯⋯⋯⋯⋯558

第一节幼儿教育⋯⋯⋯⋯⋯⋯558

第二节小学教育⋯⋯⋯⋯⋯⋯559

第三节’中学教育⋯⋯⋯⋯⋯⋯563

第=章’专业教育⋯⋯⋯⋯⋯⋯⋯⋯567

第一节+教师迸修学校⋯⋯⋯⋯567

4第二节’职业中学⋯⋯⋯⋯⋯”567
第三章成人教育。⋯⋯⋯⋯⋯⋯⋯⋯568

第一节。‘扫盲I．．．．⋯⋯⋯⋯“．．．⋯568

第二节业余教育⋯⋯⋯⋯⋯⋯569

军 事·：

t、第三节-三支两军"_⋯⋯⋯⋯·549

第四章民兵．．．．．．o⋯⋯⋯⋯⋯⋯⋯550'

第二节4建制。_⋯⋯⋯⋯⋯⋯⋯·550

第二节堋练～；·_⋯⋯⋯⋯⋯⋯·550

第三节。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551

第四节’人防。_⋯⋯⋯⋯⋯⋯55杏

第五章。I要军事活动⋯⋯⋯⋯⋯⋯552

第二节红军长征过富源⋯⋯⋯552

第二节～游击战争时期⋯⋯⋯⋯554．

第三节。剿匪战斗⋯⋯⋯⋯⋯·-：555,

教．育 ⋯⋯． ． ：．，

第四章教膏趴伍⋯⋯⋯⋯⋯⋯⋯⋯571'

．第，节来源⋯⋯⋯⋯⋯⋯⋯⋯57L

第二节进修⋯⋯⋯⋯⋯⋯⋯⋯571

第三节。待遇．．：：⋯⋯⋯⋯·：⋯⋯57Z"

第五章教育警理⋯⋯⋯⋯⋯⋯⋯⋯574

’第一节体制⋯⋯⋯⋯⋯⋯⋯⋯574

第二节教学管理⋯⋯⋯⋯⋯⋯575,

第六章教育经费⋯⋯．．．⋯⋯⋯⋯⋯57哥

第一节经费⋯⋯⋯⋯⋯⋯⋯⋯577

+第二节教学设备⋯⋯⋯⋯⋯⋯582
一．． ：

⋯，．⋯。! 第二十六编科．技

第一章科技队伍⋯⋯⋯⋯⋯⋯⋯⋯585．

第一节机构⋯⋯⋯⋯⋯⋯⋯⋯585

’第二节⋯人员⋯⋯⋯⋯⋯⋯⋯⋯586

第=章科蕾活动⋯⋯⋯⋯⋯⋯⋯⋯588

一’第一节宣传培训⋯⋯⋯⋯⋯588

第二第技术推广⋯⋯⋯⋯⋯⋯589
-√』_，J ，

⋯，． 第二十七编

第一曩文化机构⋯·：⋯一⋯⋯··jo·601

第一节文化馆(站、室)⋯⋯⋯⋯601

t第三节学术活动⋯⋯⋯⋯⋯⋯590

第三章科技成果⋯⋯⋯⋯⋯⋯⋯⋯591．

-。第二节一研究。推广⋯⋯⋯⋯⋯5娃

’第=节。成果应用效益⋯⋯⋯⋯593,

第三节地震测报⋯⋯⋯⋯～”599,
，⋯一一一⋯⋯⋯，。’ !

，

文 化 ， ：
。

’第二节图书馆(室>⋯⋯⋯⋯⋯60Z

第三节新华书店⋯⋯⋯⋯⋯⋯602

—



j第四节’’档案馆<室)⋯⋯·：⋯·。：·603
第五节4龟影队(彩’“⋯二⋯一五·603

、 第六节演唱队(团)⋯⋯．．．⋯⋯604

第：章文化艺术⋯⋯⋯⋯⋯⋯⋯⋯6C4

第一节创作⋯o·j⋯^⋯⋯⋯·604

、’第=节～演唱．．．．■．：：，叉Z：：：：⋯。615

第三节电影⋯。⋯⋯一：⋯·：_；：一618
‘ 第圈节～图书一：·j”：⋯：⋯⋯⋯一620

‘富源县志·目录·9

7第三童‘广播电祝．；；；．．t乏·泛⋯·：：一·。”622
；，jo 1第卅了’广播％；·I：．r．．．．”：：：．．⋯：”622

， ，第二节电视⋯⋯⋯⋯⋯⋯⋯⋯623

1第三节新闻通讯⋯⋯⋯⋯⋯⋯625．

第四章文物名胜％Ⅲ“⋯⋯“⋯⋯”·626
-i o第一节⋯文物。‘古迹"eee e ef．04@⋯626

·曩‘第二节。名胜．．．⋯⋯o⋯⋯⋯⋯629
-?： ，一，

‘。。“i—
z

第二十八编卫生 医药

第一章机构⋯⋯⋯⋯⋯⋯⋯¨^w⋯632 。第三章医疗⋯⋯⋯⋯⋯⋯⋯⋯⋯⋯．6

第一节卫生医疗机构⋯⋯⋯⋯ 一。 第一节中医⋯⋯⋯⋯⋯⋯⋯⋯．4s632 645

第二节药品经营机构⋯⋯⋯⋯634 第二节西医⋯⋯⋯⋯⋯⋯⋯⋯646,

第二章卫生保健⋯⋯⋯⋯⋯⋯．．．⋯635 第三节中西医结合⋯⋯⋯⋯⋯647

¨⋯第·节⋯保健制度DOQ OOe Q Ug@@，OOD OOO 635 第四章药品⋯⋯⋯⋯⋯⋯⋯⋯··：⋯649

第二节防疫⋯⋯⋯o⋯⋯⋯⋯636 第一节药品生产⋯⋯⋯⋯⋯⋯649

．⋯第三节⋯妇幼保健一一⋯·⋯⋯t．640⋯⋯．，第二节药品经营％⋯．．．⋯⋯⋯650'

?t第四节爱国卫生运动⋯⋯⋯⋯642，． ，第三节药政管理。·“⋯⋯⋯⋯”65z

第二十九编

第一章机构设施⋯⋯⋯⋯⋯⋯⋯⋯653

第一节机构⋯⋯⋯⋯⋯⋯⋯⋯653

第二节设施⋯⋯⋯⋯⋯⋯⋯⋯654

第=章人才培养⋯⋯⋯⋯⋯⋯⋯⋯655

肇一节培堋工作⋯⋯⋯⋯⋯⋯655

第三十编

第一章人民生活⋯⋯⋯⋯⋯⋯⋯⋯665

第—嗲农民生活⋯⋯⋯⋯⋯⋯665

第二节职工生活⋯⋯⋯⋯⋯⋯669

第=章家庭⋯⋯⋯⋯⋯⋯⋯⋯⋯⋯670

第一节婚姻⋯⋯⋯⋯⋯⋯⋯⋯670

第二节家庭结构⋯⋯⋯⋯⋯⋯672

第蔓节家庭教育⋯⋯⋯⋯⋯⋯673

第三章民族⋯⋯⋯⋯⋯⋯⋯⋯⋯⋯673

第一节汉族⋯⋯⋯⋯⋯⋯⋯⋯673

第二节彝族⋯⋯⋯⋯⋯⋯⋯⋯675

体 育

第二节人才输送⋯⋯⋯⋯⋯⋯659'

第三章体育活动⋯⋯⋯⋯⋯⋯⋯⋯659

第一节项目⋯⋯⋯⋯⋯⋯⋯⋯659

第二节竞赛⋯⋯⋯⋯⋯⋯一．．n 661

社 会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回族⋯⋯⋯⋯⋯⋯⋯⋯677

水族⋯⋯⋯⋯⋯⋯⋯⋯679

苗族⋯⋯⋯⋯⋯⋯⋯⋯681

其他民族⋯⋯⋯⋯⋯⋯683

第四章宗教⋯⋯⋯⋯⋯⋯⋯⋯”

第一节天主教⋯⋯⋯⋯⋯”

第二节基督教⋯⋯⋯⋯⋯”

第三节’伊斯兰教⋯⋯⋯⋯”

第四节佛教⋯⋯⋯⋯⋯⋯”

第五章方富⋯⋯⋯⋯⋯⋯⋯⋯”

l

I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