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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25年我县建制以来，第一部《康保县志》的编纂出版，填补了历史

1的空白。是全县人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康保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地处内蒙古高原的东南缘，背靠内蒙古自治

区，南与沽源、张北、尚义三县接壤，通称“坝上高原"，属亦农亦牧的县份。

多少年来，康保县各族人民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茹苦含辛，游牧耕耘，繁

衍生息。他们不但有与大自然勇敢搏斗的刚毅性格和勤劳朴实的优良美德，也

有与反动势力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战争

时期积极开辟后方根据地，建立人民的政权和武装，消灭了日伪残余势力和政治

土匪。为支援“三大战役”的胜利，最终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新t
‘

中国成立后，全县各项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在前进中也遭受了一些挫折，

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拔乱反正，政治

安定，百业俱兴。全县人民欢欣鼓舞，同心同德，大胆创新，锐意改革。在党

的“十三大"路线指引下“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全县人民沿着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阔步前进。全县工业日益振兴，农业增强了抗灾

能力，畜牧业蓬勃发展，商业兴隆繁荣，教科文卫事业生机勃勃，人民生活水

平逐步提高，新的道德风尚正在形成，一代新人茁壮成长，开创了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两个文明”建设的新局面。

地方志是我国独有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的珍贵财富。

康保县历史上从无县志，这就给研究本县各项事业发展变化情况带来了一定的 ·

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力地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出现了蒸蒸日上酊

崭新局面。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是一项重要的思想文化建设。本

县修志工作，虽几经准备，但真正着手采写编纂还是1987年5月以来的事。修
志中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 义的观点，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和

地方特色。这是历史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在县委、县政府的领

导下，在全县人民的期待中，三度寒暑，五易其稿，第一部《康保县志》终于 ，

编纂出版了。这是一部具有“资政、教化、存史’’重要功能为一体的地方性百

科全书。首修《康保县志》是上继列祖，下惠后代的事业，是一项具有深远意

义的文化建设。县志记载了建县迄今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康保县盼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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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貌、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卫生、风俗等演变过程，它将

为康保县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资料，为对

广大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共产主义思想品

德教育提供乡土教材，为保存地方文献，为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编写

国史、省志和地方史志提供基础资料。同时，对培养干部的专业化、知识化，

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

编修县志是一项庞大的、浩繁的综合工程。《康保县志》的编写，得到了

不少老同志的亲切关怀和专家内行的热心指导，得到了省、地有关部门的支持

和县直各单位的密切合作，还有全体编写人员的辛勤耕耘，精心著述，在此一

井表示感谢。康保人民将从这部县志中鉴古知今，在新的历史时期，定会以顽

强的毅力，百倍的信心，开拓创新的精神，艰苦奋斗，励精图治，谱写出更加

光辉灿烂的历史新篇章。愿康保绿草青山钟灵毓秀，一代更比一代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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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康保县委书记

康保县人民政府县长 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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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地方志，在康保县虽属首次，但在我国却是渊源流长。《康保县志》

是忠实地记述了本县的自然、社会、历史和现状的资料书，它上至天文，下至

地理，一方人文，一邑物产，包罗万象，堪称为一地之“百科全书"·‘为当今

和后人充分掌握县情，确定施政方针，制定建设规划，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借鉴

和现实依据。几位前任县长作出编纂《康保县志》的决定；‘确是具有远见卓

识，这是一项有益于当代，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 ．7 ：

康保县地瘠民贫，但广大人民朴实敦厚，勤劳节俭，耐忍善良，虽生活贫

困，但对康保有着世代相传的深沉眷恋。新中国建立40年，随着倡明的科学技

术在康保推广运用，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不断被发现、开发，正在变成商品优

势，工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也随之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但是由于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制约，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脆弱的农业，

粗放的经营，靠天吃饭的现状还没有改变。灾年靠救济，丰年略有余，十年有

九旱，一年难生息的局面仍存在，致使温饱还没有稳定的解决。刚刚起步还没

有走出低谷的县办工业和乡(镇)企业，又面临市场疲软，财政拮据，资金紧

缺而滑坡。然而，我们要面对机遇和困难并存，潜力与问题兼有的现实，既要

看到希望和光明，又要充满信心和毅力，勇于负责，披荆斩棘，奋勇开拓，艰

苦创业。

修志是回顾历程，总结经验教训，展望前景的重大事业。要在国家计戈1I

下，适应市场需求，发扬自己优势。看未来，应在广阔土地资源上着力开发，

对具有丰富的牧草资源上要充分保护利用，有着畜牧业悠久历史的丰富经验要

全力发挥，在畜产品加工上的广阔前景要挖掘，矿产资源还有金、银、铅、煤

尚待开发，对人民群众雄厚劳动力的技术培训，智力开发上下功夫。尤其在国

家和省有针对性地对康保县实行扶持和倾斜政策，省直部门、地直部门和保定

市对本县实行重点扶持，这将有力地促进贫困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加速我县

稳定解决温饱和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要认清形

势，抓住时机，带领全县人民敢于迎接挑战，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扬长避短，

努力拼搏进取。经过五年、十年、乃至数十年的艰苦努力，把坝上高原的丰富

资源开发利用起来，又让人们的智能、技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造福于全县人

民。这里关键是要实事求是，坚持不懈，脚踏实地，不畏艰险，清政廉洁，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二

头苦干，为实现富国、富县，富民而努力奋斗。特别是需要正确的决策，坚强

的领导。这是今人贵无旁贷，义不容辞的使命。任重而道远，我们应当不逊于

古人，也不愧对今人和后人，挑起历史的重担。

修志历来是一项艰巨浩繁的工程，特别是建县以来的第一次修志，艰辛可

见，于今成书，当为一功。志书具有的资政、教化、存史的价值显而易见，堪

为一个时代的界碑。读者须在了解史实与背景下，自己应用资料，借鉴分析得

出结论，指导现实。

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出版此书更有特殊意义。这既是

馈赠后代子孙能以转化为物质力量的精神财富，也是献给亲爱的党一母亲的厚
=考L。 ：

●

——4——

康保县令民政府县长√7雾
：(后任)4

一九九一年四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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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堆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自然和社会
的历史与现状。本志是康保县建制以来，第一部志书，尽量使其具有“资政、

存史、教化"的功能。

二、断限。上限起自1115年，见于大事记、交通志，下限止于1987年。对

有些连续性强需述明原委的大亨、要事，则越限至搁笔。

三、结构。在篇首设概述，总摄全志，次为大亨记，勾勒脉络。之后为地

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七编，编下设章、节、目、子目、

细目。最后为附录。

四、内容。既全面记述，贯通古今，又详今略古，立足当代，以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为重点，详细记述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对解放后的历次政治

运动，分散于大亨记和有关编章记述。
。

五、人物、，不为生人立传。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亦收个别反面

人物，以警世人。既收本籍人士，亦传长期活动在康保有较大贡献的客籍人

士。对在各项事业中成绩卓著，或有某种建树的生人，采用“以事系人”的方

法，在有关编章予以辑录。

六、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形式，以志为主。各章

之首，根据需要冠以无题小序，指明要点，但不一律。在个别章节之后，设有

专记或附录，以补充正文。 ，

七，章法和文体。大亨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记事本末体。各类专志均以

类系事，横排纵叙，叙而不论。必要的议论，则力求简明、自然，与史实的记

述融为一体。文体，一律采用语体文。以文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

八、称谓。。本志在时间称谓上，解放前、后，以1948年12月28日第二次解

放为限。建国前、后，以1949年10月1日为限。人物称谓上，直书其名，不加
任何褒贬之词。 ’：

、

t九、纪年。清及清前用当时朝代纪年，用汉字。民国、日本用历史纪年，

使用阿拉伯字，都夹注公元纪年。建国后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字。．

十、数字书写。

1、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字；数字作为定型词、词组，惯用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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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或修辞语者用汉字。

2、百分比用阿拉伯字；几分之几用汉字。

3、各项数据，一般均用本县统计局数字，统计局缺的，采用有关单位数

字。统计局与单位数字相差悬殊的，两数并存，以作参考。

十一、资料来源。来自有关图书馆的文献资料，档案部门的档案资料，党

史征集资料，区划办资料以及有关报刊和采访的口碑资料等。经考证鉴别，去

伪存真后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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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铍萄。⋯”⋯·一·⋯⋯⋯⋯⋯”··⋯⋯⋯··⋯”⋯⋯“”·”⋯．⋯⋯”⋯·”“··”(131)

(六)磷矿点⋯⋯⋯⋯·n⋯⋯⋯⋯⋯⋯⋯⋯⋯⋯⋯⋯⋯⋯⋯⋯⋯⋯⋯⋯⋯⋯(132)

(七)萤石矿⋯⋯⋯⋯⋯⋯⋯⋯⋯⋯⋯⋯⋯⋯⋯山⋯⋯⋯⋯⋯⋯⋯⋯⋯⋯⋯(132)

(八)磷灰石⋯⋯⋯⋯⋯⋯⋯⋯⋯⋯⋯⋯⋯⋯⋯⋯⋯⋯⋯⋯⋯⋯⋯⋯⋯⋯⋯(134)

(九)大理岩⋯⋯⋯⋯⋯⋯⋯⋯⋯⋯⋯⋯⋯⋯⋯⋯⋯⋯⋯⋯⋯⋯⋯⋯⋯⋯⋯(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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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粘土岩⋯⋯”·····”······”·····”··⋯····”·”···””··一·”·····⋯··-·⋯··⋯·“(

(十一)草煤⋯⋯⋯⋯”·⋯⋯⋯···⋯···⋯··················?···”·”·⋯···”·”·．．⋯(

(十二)黄金矿⋯⋯⋯⋯⋯⋯⋯⋯⋯⋯⋯⋯⋯⋯⋯⋯⋯⋯⋯⋯一⋯⋯⋯⋯⋯·(

第二节地貌⋯⋯⋯⋯⋯⋯⋯⋯⋯⋯⋯⋯⋯⋯．．．⋯⋯⋯⋯⋯⋯⋯⋯⋯⋯⋯⋯⋯(

一北部低山丘陵区⋯⋯⋯⋯⋯⋯⋯⋯⋯⋯⋯⋯⋯⋯⋯⋯⋯⋯⋯⋯⋯⋯⋯⋯(

二东部缓坡丘陵区⋯⋯⋯⋯⋯⋯⋯⋯⋯⋯⋯⋯⋯⋯⋯⋯⋯⋯⋯⋯⋯⋯⋯⋯(

三南部波状平原区⋯⋯⋯⋯⋯⋯⋯⋯⋯⋯⋯⋯⋯⋯⋯⋯⋯⋯⋯⋯⋯⋯⋯⋯(

第三节气候，物候⋯⋯⋯⋯⋯⋯⋯⋯⋯⋯⋯⋯⋯⋯⋯⋯⋯000 000 000 000 Q100··⋯⋯(

一气候⋯⋯⋯⋯⋯⋯⋯⋯⋯⋯⋯⋯⋯⋯⋯⋯⋯⋯⋯⋯⋯⋯⋯⋯⋯⋯⋯⋯⋯(

(一)气候类型⋯⋯⋯⋯⋯⋯⋯⋯⋯⋯⋯⋯⋯⋯⋯⋯⋯⋯⋯⋯⋯⋯⋯⋯⋯⋯(

(二)气候区划⋯⋯⋯⋯⋯⋯⋯⋯⋯⋯⋯O@·000 Q·0 0@@0@$⋯⋯⋯⋯⋯⋯⋯⋯⋯⋯(

(三)气温⋯⋯⋯⋯⋯⋯⋯⋯⋯⋯⋯⋯⋯⋯⋯⋯⋯⋯⋯⋯⋯⋯⋯⋯⋯⋯⋯⋯(

(四)光照⋯⋯⋯⋯⋯⋯⋯⋯⋯⋯⋯⋯⋯⋯⋯⋯⋯⋯⋯⋯⋯⋯⋯⋯⋯⋯⋯⋯(

(五)降水⋯⋯⋯⋯⋯⋯⋯⋯⋯⋯⋯⋯⋯⋯06@ooo o··@e@o·00Q@OQ$⋯⋯⋯⋯⋯⋯⋯(

(六)季风⋯⋯⋯⋯⋯⋯⋯⋯⋯⋯⋯⋯⋯⋯⋯⋯⋯⋯⋯⋯⋯⋯⋯⋯·一⋯⋯⋯(

(七)湿度⋯⋯⋯⋯⋯⋯⋯⋯⋯⋯⋯⋯⋯⋯⋯⋯⋯⋯⋯⋯⋯⋯⋯⋯⋯⋯⋯⋯(

(八)气压⋯⋯⋯⋯”·“·⋯⋯⋯”·”·⋯·⋯⋯··⋯“··””⋯··一“·”⋯···⋯·⋯⋯(

(九)霜期⋯⋯⋯⋯⋯⋯⋯⋯⋯⋯⋯⋯⋯⋯⋯⋯⋯⋯⋯⋯⋯⋯⋯⋯⋯⋯⋯⋯(

(十)地温⋯⋯⋯⋯⋯⋯⋯⋯⋯⋯⋯⋯⋯⋯⋯⋯⋯⋯⋯⋯⋯⋯⋯⋯⋯⋯⋯⋯(

二物侯⋯⋯⋯⋯⋯⋯⋯⋯⋯⋯⋯⋯⋯⋯⋯⋯⋯⋯⋯⋯⋯⋯⋯⋯⋯⋯⋯⋯⋯(

第四节水文⋯⋯⋯⋯⋯⋯⋯⋯⋯⋯⋯⋯⋯⋯⋯⋯⋯$0@@@Q QQO Q90 000⋯⋯⋯⋯⋯⋯(

一地表水⋯⋯⋯⋯⋯⋯⋯⋯⋯⋯⋯⋯⋯⋯⋯⋯⋯⋯⋯⋯⋯⋯”⋯⋯⋯．．”⋯(

二地下水⋯⋯⋯⋯⋯⋯⋯⋯⋯⋯⋯⋯⋯Q0000@0·B Q@@⋯⋯⋯⋯⋯⋯⋯⋯⋯⋯⋯(

第五节土壤⋯⋯⋯⋯⋯⋯⋯⋯⋯⋯⋯⋯⋯⋯⋯⋯⋯⋯⋯⋯⋯⋯⋯⋯⋯⋯⋯”·(

一土壤类型⋯⋯⋯⋯⋯⋯⋯⋯⋯⋯⋯⋯⋯⋯⋯⋯⋯⋯⋯⋯⋯⋯⋯⋯⋯⋯⋯(

(一)栗钙土类⋯⋯⋯⋯⋯⋯⋯⋯⋯⋯⋯⋯⋯⋯⋯⋯⋯⋯⋯⋯⋯⋯⋯·—一⋯‘(

(二)草句土类⋯⋯⋯⋯⋯⋯“⋯⋯⋯⋯⋯⋯⋯⋯⋯⋯⋯⋯⋯⋯⋯⋯⋯．．”⋯(

(三)盐土土类⋯⋯⋯⋯⋯⋯⋯·一⋯⋯⋯⋯⋯⋯⋯⋯⋯⋯⋯$OQ 000 000 a@o 00000·⋯(

’二土壤肥力⋯⋯⋯⋯⋯⋯⋯⋯⋯⋯⋯⋯⋯⋯⋯⋯⋯⋯⋯⋯⋯⋯⋯⋯⋯⋯⋯(

(一)耕层养分⋯⋯⋯⋯⋯⋯⋯⋯⋯⋯⋯⋯⋯⋯⋯⋯⋯⋯⋯⋯”⋯⋯⋯“”⋯(

(二)肥力分布⋯⋯⋯⋯⋯⋯⋯⋯⋯⋯⋯⋯⋯⋯⋯⋯⋯⋯⋯⋯⋯⋯⋯⋯⋯⋯(

(三)土壤微量元素含量⋯⋯⋯⋯⋯⋯⋯⋯⋯⋯⋯⋯⋯⋯⋯⋯⋯⋯⋯⋯⋯⋯(

。’三土壤分布⋯⋯⋯⋯⋯⋯⋯⋯⋯“⋯⋯⋯⋯⋯⋯⋯⋯一”⋯⋯⋯⋯⋯”⋯⋯(

第六节植被⋯⋯一⋯⋯⋯⋯⋯⋯⋯⋯⋯⋯⋯⋯⋯⋯⋯⋯⋯⋯⋯⋯⋯⋯⋯““⋯(

一天然植被⋯⋯⋯⋯⋯⋯⋯⋯⋯⋯⋯⋯⋯⋯⋯⋯⋯一⋯⋯⋯⋯⋯⋯⋯“¨⋯(

(一)草场类型⋯⋯⋯⋯⋯⋯⋯⋯⋯⋯⋯⋯⋯⋯⋯⋯⋯⋯”⋯⋯⋯⋯⋯””⋯(

(二)草场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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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植被⋯⋯⋯⋯⋯⋯⋯⋯⋯⋯⋯⋯⋯@00 ODO⋯⋯⋯⋯⋯⋯⋯⋯⋯⋯⋯⋯

三药用植被⋯⋯⋯⋯⋯⋯⋯⋯⋯⋯⋯⋯⋯⋯⋯⋯⋯⋯·一⋯⋯⋯⋯⋯⋯⋯⋯

第七节动物⋯⋯⋯⋯⋯⋯⋯⋯⋯⋯⋯⋯⋯⋯⋯⋯⋯⋯⋯⋯⋯⋯⋯⋯⋯⋯⋯⋯

一弱；生动物⋯·”····“·”···一⋯·”·····⋯”····“”·⋯·一···一···⋯···”··”·”·······

二人工饲养动物⋯⋯⋯⋯⋯⋯⋯⋯⋯⋯⋯⋯⋯⋯⋯⋯⋯⋯⋯⋯⋯⋯⋯⋯⋯

三水生动物⋯⋯⋯⋯⋯·一⋯⋯⋯⋯⋯⋯⋯⋯⋯⋯⋯⋯⋯一⋯⋯⋯⋯⋯⋯⋯·

第八节自然灾害⋯⋯⋯⋯⋯⋯⋯⋯⋯⋯⋯⋯⋯⋯⋯⋯一⋯⋯⋯⋯⋯⋯⋯⋯⋯·

一千旱⋯⋯⋯⋯⋯⋯⋯⋯⋯⋯⋯⋯⋯⋯⋯⋯⋯⋯⋯⋯⋯⋯⋯⋯⋯⋯⋯⋯⋯

(一)轻旱区⋯⋯⋯⋯⋯⋯⋯⋯⋯⋯⋯⋯⋯⋯一⋯⋯⋯⋯⋯⋯⋯⋯⋯⋯⋯⋯

(二)一般旱区⋯⋯⋯⋯⋯⋯⋯⋯⋯⋯⋯⋯⋯⋯⋯⋯⋯⋯⋯⋯⋯⋯⋯⋯⋯⋯

(三)重旱区⋯⋯⋯⋯⋯⋯⋯⋯⋯⋯⋯⋯⋯⋯⋯⋯⋯⋯⋯⋯⋯⋯⋯⋯⋯⋯⋯

(四)特重旱区⋯⋯⋯⋯⋯⋯⋯⋯⋯⋯⋯⋯⋯⋯⋯⋯⋯⋯⋯⋯⋯⋯⋯⋯⋯⋯

二水灾⋯⋯⋯⋯⋯⋯⋯⋯一⋯⋯⋯⋯⋯⋯⋯⋯⋯⋯⋯⋯⋯⋯⋯⋯⋯⋯⋯⋯·

三风灾⋯⋯⋯⋯⋯⋯⋯⋯⋯⋯⋯⋯⋯⋯⋯⋯⋯⋯⋯⋯⋯⋯⋯⋯000 0 00⋯⋯·

四雹灾⋯⋯⋯⋯⋯⋯⋯⋯⋯⋯⋯⋯⋯⋯⋯⋯⋯⋯⋯⋯⋯⋯⋯⋯⋯⋯⋯⋯⋯

五霜冻⋯⋯⋯⋯⋯⋯⋯⋯⋯⋯⋯⋯⋯⋯⋯⋯⋯⋯⋯⋯⋯⋯⋯⋯⋯⋯⋯⋯⋯

六寒潮⋯”·00·”⋯⋯⋯⋯⋯·一”·⋯⋯⋯⋯⋯⋯·”⋯⋯⋯·······⋯⋯⋯··⋯⋯

七农作物病害⋯⋯⋯⋯⋯⋯⋯⋯⋯⋯⋯⋯⋯⋯⋯⋯⋯⋯⋯⋯⋯⋯⋯⋯⋯⋯

八农作物虫害⋯⋯⋯⋯⋯⋯⋯⋯⋯⋯⋯⋯⋯⋯⋯⋯⋯⋯⋯⋯⋯⋯⋯⋯⋯⋯

九田间鼠害⋯⋯⋯⋯⋯⋯⋯⋯⋯⋯⋯⋯⋯⋯⋯⋯⋯⋯⋯⋯⋯⋯⋯⋯⋯⋯⋯

十地震⋯⋯⋯⋯⋯⋯⋯⋯⋯⋯⋯⋯⋯⋯⋯⋯@0 OO Q@0⋯⋯⋯⋯⋯⋯⋯⋯“

第二编经 济

(167)

(168)

(168)

(168)

(169)

(170)

(172)

(176)

(177)

(178)

(179)

(179)

(179)

经济综述⋯⋯⋯⋯⋯⋯⋯⋯⋯⋯⋯⋯⋯⋯⋯⋯⋯⋯⋯⋯⋯⋯⋯⋯⋯⋯⋯⋯⋯⋯⋯(181)

第一章农业⋯⋯⋯⋯⋯⋯⋯⋯⋯⋯⋯⋯⋯⋯⋯⋯⋯⋯⋯⋯⋯⋯⋯⋯⋯⋯⋯⋯⋯(183)

第一节农业经济制度⋯⋯⋯⋯⋯⋯⋯⋯⋯⋯⋯⋯⋯⋯⋯⋯⋯⋯⋯⋯⋯⋯⋯⋯(183)

一土地制度⋯⋯⋯⋯⋯⋯⋯⋯⋯⋯⋯⋯⋯⋯⋯⋯⋯⋯⋯⋯⋯⋯⋯⋯⋯⋯⋯(183)

(一)封建土地所有制⋯⋯⋯⋯⋯⋯⋯⋯⋯⋯⋯⋯⋯⋯⋯⋯⋯⋯⋯⋯⋯⋯⋯(183)

(二)农民土地私有制⋯⋯⋯⋯⋯⋯⋯⋯⋯⋯⋯⋯⋯⋯⋯⋯⋯⋯⋯⋯⋯⋯⋯(183)

(三)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制⋯⋯⋯⋯⋯⋯⋯⋯⋯⋯⋯⋯⋯⋯⋯⋯⋯⋯⋯(184)

(四)联产承包责任制⋯⋯⋯⋯⋯⋯⋯⋯⋯⋯⋯⋯⋯·一⋯⋯⋯⋯⋯⋯⋯⋯⋯(185)

二生产经营⋯⋯⋯⋯⋯⋯⋯⋯⋯⋯⋯⋯⋯⋯⋯⋯⋯⋯⋯⋯⋯⋯⋯⋯⋯⋯⋯(186)

(一)租佃关系⋯⋯⋯⋯⋯⋯⋯⋯⋯⋯⋯⋯⋯⋯⋯⋯⋯⋯⋯⋯⋯⋯⋯·⋯⋯”(186)

(二)互助合作组⋯⋯⋯⋯⋯⋯⋯⋯⋯⋯⋯⋯⋯⋯⋯⋯⋯⋯⋯⋯⋯⋯⋯⋯⋯(187)

(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87)

(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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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民公社····””······-······”········””··”·”·······一···”·····”·······”······(188>

(六)农业生产责任制⋯⋯⋯⋯⋯⋯⋯⋯⋯⋯m⋯⋯⋯⋯⋯⋯⋯⋯⋯⋯⋯⋯(188>

第二节农业劳动力⋯⋯⋯⋯⋯⋯⋯⋯⋯⋯⋯⋯⋯⋯⋯⋯⋯⋯⋯⋯⋯⋯⋯⋯⋯(193)

第三节耕地面积⋯⋯⋯⋯⋯⋯⋯⋯⋯⋯·”⋯⋯⋯⋯⋯⋯⋯⋯⋯⋯⋯⋯⋯⋯⋯(195>

第四节农业区划⋯⋯⋯⋯⋯⋯⋯⋯⋯⋯⋯⋯⋯⋯⋯⋯⋯⋯⋯⋯⋯⋯⋯⋯⋯⋯(197)

一北部低山丘陵牧林粮油区⋯⋯⋯⋯⋯·eDQ OO OO·O B·⋯⋯⋯⋯⋯⋯⋯⋯⋯(197)

二东部缓坡丘陵林牧粮油作区⋯⋯⋯⋯⋯⋯⋯⋯⋯⋯⋯⋯⋯⋯⋯⋯⋯⋯⋯(197)·

三南部波状平原农牧经作区⋯⋯⋯⋯⋯⋯⋯⋯⋯⋯⋯OOOOEO⋯⋯⋯⋯⋯⋯⋯(198)·

第五节种植制度⋯⋯⋯⋯⋯⋯⋯⋯⋯⋯⋯⋯⋯⋯⋯⋯⋯⋯⋯⋯⋯⋯⋯⋯⋯⋯(198)

一作物结构与分布⋯⋯⋯⋯⋯⋯⋯⋯⋯⋯⋯⋯⋯⋯⋯⋯⋯⋯⋯⋯000 aoo o·O QO·(198>

二种植方式⋯⋯⋯⋯⋯⋯⋯⋯⋯⋯⋯eOO OOeO⋯⋯⋯⋯p⋯⋯⋯⋯⋯⋯⋯·(198)

(一)稀植变密植⋯⋯⋯⋯⋯⋯⋯⋯⋯⋯⋯⋯⋯⋯⋯⋯⋯⋯⋯⋯⋯⋯⋯⋯⋯(199)-

(二)单种变套种⋯⋯⋯⋯⋯⋯⋯⋯⋯⋯⋯⋯⋯⋯⋯⋯⋯⋯⋯⋯⋯⋯⋯⋯⋯(199>

(三)麦茬晚薯，粮菜复种，一茬变两茬⋯⋯⋯⋯⋯⋯⋯⋯⋯⋯⋯⋯⋯⋯⋯(200>

(四)发展保护地栽培，一年生产多茬蔬菜⋯⋯⋯⋯⋯⋯⋯⋯⋯$00 00·eeo eoo⋯(200)

第六节农技农艺⋯⋯⋯⋯⋯⋯⋯⋯⋯⋯⋯⋯⋯⋯⋯⋯⋯⋯⋯⋯⋯⋯⋯⋯．．．⋯(201>

一土壤肥料⋯⋯⋯⋯⋯⋯⋯”⋯⋯⋯⋯⋯⋯⋯⋯⋯⋯⋯⋯⋯⋯⋯⋯⋯⋯⋯·(201>

(一)土壤⋯⋯⋯⋯⋯⋯⋯⋯⋯⋯⋯⋯⋯⋯⋯⋯⋯⋯⋯⋯⋯⋯⋯⋯⋯⋯⋯⋯(201>

(二)肥料⋯⋯⋯⋯···”·⋯”·⋯⋯⋯·”⋯⋯⋯”·⋯⋯”·⋯”·⋯⋯⋯·⋯⋯””·(201>

(三)养用结合⋯⋯⋯⋯⋯⋯⋯⋯⋯⋯⋯⋯⋯⋯⋯⋯⋯⋯⋯⋯⋯⋯⋯⋯⋯⋯(。202)_

二良种推广⋯⋯⋯⋯ee·ose eee ele eeo⋯⋯⋯⋯⋯⋯⋯⋯⋯⋯⋯⋯⋯⋯⋯⋯⋯⋯(202>

(一)品种”“””·⋯⋯”·”·⋯⋯⋯⋯”·⋯⋯⋯⋯⋯⋯⋯⋯⋯$$O EQO OOO O·00⋯⋯(202)

(二)繁育选用⋯⋯⋯⋯⋯⋯⋯⋯⋯⋯⋯⋯⋯⋯⋯⋯⋯⋯⋯⋯⋯⋯⋯⋯⋯⋯(204)

(三)经营⋯⋯⋯⋯⋯⋯⋯⋯⋯⋯⋯⋯⋯⋯⋯⋯⋯⋯⋯⋯⋯⋯⋯⋯．．．，⋯⋯⋯(205>

三栽培技术⋯⋯⋯⋯⋯⋯⋯⋯⋯⋯⋯⋯⋯⋯⋯⋯⋯⋯⋯⋯⋯⋯⋯⋯⋯⋯⋯(205>

(一)播种⋯⋯⋯⋯⋯⋯⋯⋯⋯⋯⋯⋯⋯⋯⋯⋯⋯⋯⋯⋯⋯⋯⋯⋯⋯⋯⋯⋯(205>

(二)田问管理⋯⋯⋯⋯⋯⋯⋯⋯⋯⋯⋯⋯⋯⋯⋯⋯⋯⋯⋯⋯⋯⋯⋯⋯⋯⋯(206>

四植物保护⋯⋯⋯⋯⋯⋯⋯⋯⋯⋯⋯⋯⋯⋯⋯⋯⋯⋯⋯⋯⋯⋯⋯⋯⋯”“”(206>

(一)病害⋯⋯⋯⋯⋯⋯⋯⋯⋯⋯⋯⋯⋯⋯⋯⋯⋯⋯⋯⋯⋯⋯⋯⋯⋯⋯⋯⋯(206>

(二)虫害⋯⋯⋯⋯⋯⋯⋯⋯⋯⋯⋯⋯⋯⋯⋯⋯⋯⋯⋯⋯⋯⋯⋯⋯⋯⋯⋯⋯(207)

(三)鼠害⋯⋯⋯⋯⋯⋯⋯⋯··⋯·⋯⋯⋯⋯⋯⋯⋯⋯⋯⋯⋯⋯⋯⋯⋯⋯⋯一·(207>

(四)防治⋯⋯⋯⋯⋯⋯⋯⋯⋯eeo o o 0 ooo$⋯⋯⋯⋯⋯⋯⋯⋯⋯⋯⋯⋯⋯⋯(207>

(五)植保机构⋯⋯⋯⋯⋯⋯⋯⋯⋯⋯⋯⋯⋯⋯⋯⋯IoO OOOOOO⋯⋯⋯⋯⋯⋯⋯(207>

第七节。农作机具⋯⋯⋯⋯⋯⋯⋯⋯⋯⋯⋯⋯⋯⋯⋯⋯⋯⋯⋯⋯⋯⋯⋯⋯⋯⋯(207)．

一农机⋯⋯⋯⋯⋯⋯⋯⋯⋯⋯⋯⋯⋯⋯⋯⋯⋯⋯⋯⋯⋯⋯⋯⋯⋯⋯⋯⋯⋯(208>

(一)拖拉机⋯⋯⋯⋯⋯⋯⋯⋯⋯⋯⋯⋯⋯⋯⋯000 000 C00 0QO eeo 000⋯⋯⋯⋯⋯⋯(208>

(=)耕作机具⋯⋯⋯⋯⋯⋯⋯⋯⋯⋯⋯⋯⋯⋯⋯⋯⋯⋯⋯⋯⋯⋯⋯⋯⋯⋯(20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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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灌机械⋯⋯⋯⋯⋯⋯⋯⋯⋯⋯⋯⋯⋯⋯⋯～⋯⋯⋯⋯⋯⋯⋯⋯⋯⋯

(四)收获机械⋯⋯⋯⋯⋯⋯⋯W·o·eo·oo o··⋯⋯⋯⋯⋯⋯⋯⋯⋯⋯⋯⋯⋯⋯⋯

(五)植保机械⋯⋯⋯⋯⋯⋯⋯⋯⋯⋯⋯⋯⋯⋯⋯⋯⋯⋯⋯⋯⋯⋯⋯⋯⋯·”

(六)农副产品加工机械⋯⋯⋯⋯⋯⋯⋯⋯⋯⋯⋯⋯⋯⋯⋯⋯⋯⋯⋯⋯⋯⋯

二农机管理⋯⋯⋯⋯⋯⋯⋯⋯⋯⋯⋯⋯⋯⋯⋯⋯⋯⋯⋯⋯⋯⋯⋯⋯⋯⋯．．．

三农业机械机构⋯⋯⋯⋯⋯⋯⋯⋯⋯⋯⋯⋯⋯⋯⋯⋯⋯⋯⋯⋯⋯⋯⋯⋯⋯

第八节农业生产⋯⋯⋯⋯⋯⋯⋯⋯⋯⋯⋯⋯⋯⋯⋯⋯⋯⋯⋯⋯⋯⋯⋯⋯⋯⋯

一粮食作物⋯⋯⋯⋯⋯⋯⋯⋯⋯⋯⋯⋯⋯⋯⋯⋯⋯⋯⋯⋯⋯⋯⋯⋯⋯⋯⋯

(一)莜麦⋯⋯⋯⋯⋯⋯⋯⋯⋯⋯⋯⋯000 OOO OOB⋯⋯⋯⋯⋯⋯⋯⋯⋯⋯⋯⋯⋯

(二)，j、麦⋯⋯⋯⋯⋯⋯⋯⋯⋯⋯·”···⋯·j⋯·⋯⋯⋯⋯⋯·““⋯⋯⋯⋯·⋯⋯

(三)马铃薯(土豆，山药)⋯⋯⋯⋯⋯⋯⋯⋯⋯⋯⋯⋯⋯⋯⋯⋯⋯⋯⋯⋯

(P!j)：i§：黍⋯⋯⋯⋯⋯⋯⋯⋯⋯⋯···⋯···⋯···⋯⋯⋯·⋯··⋯···⋯⋯⋯⋯······

(五)豆类⋯⋯⋯⋯⋯⋯⋯⋯⋯⋯⋯⋯⋯⋯⋯⋯⋯⋯⋯⋯⋯⋯⋯⋯⋯⋯⋯⋯

(六)荞麦⋯⋯⋯一⋯⋯⋯⋯⋯⋯⋯⋯⋯⋯⋯⋯⋯⋯⋯⋯⋯⋯⋯⋯⋯⋯⋯⋯．

(七)燕麦⋯⋯⋯⋯⋯⋯⋯⋯⋯⋯⋯⋯⋯⋯⋯⋯⋯⋯⋯⋯⋯⋯⋯⋯⋯⋯⋯⋯

二经济作物⋯⋯⋯⋯⋯⋯⋯⋯⋯⋯⋯⋯⋯⋯⋯⋯⋯⋯⋯⋯⋯⋯⋯⋯⋯⋯⋯

(一)!Ⅱ!l$E⋯⋯⋯·⋯··⋯⋯⋯⋯⋯⋯⋯⋯⋯⋯⋯⋯⋯⋯⋯⋯⋯⋯⋯⋯⋯⋯⋯

(：：二)菜籽⋯·⋯⋯⋯⋯··⋯⋯⋯⋯⋯⋯⋯⋯．·．⋯·⋯⋯·．⋯⋯．．．⋯．．．⋯⋯⋯⋯

(三)瓜果类⋯⋯⋯⋯⋯⋯⋯⋯⋯⋯⋯⋯⋯⋯⋯⋯⋯⋯⋯⋯⋯⋯⋯⋯⋯⋯⋯

(四)烟叶麻类⋯⋯⋯⋯⋯⋯⋯⋯Oo Ooo⋯·IO OOO OO⋯·⋯⋯⋯⋯⋯⋯⋯⋯⋯⋯

(五)药材⋯⋯⋯⋯⋯⋯⋯⋯⋯⋯⋯⋯⋯⋯⋯⋯⋯⋯⋯⋯⋯⋯⋯⋯⋯⋯⋯⋯

(六)蔬菜作物⋯⋯⋯⋯⋯⋯⋯⋯⋯⋯⋯⋯⋯⋯⋯⋯⋯⋯⋯⋯⋯⋯⋯⋯⋯⋯

第九节农业成本⋯⋯⋯⋯⋯⋯⋯⋯⋯⋯⋯⋯⋯⋯⋯⋯⋯⋯⋯⋯⋯⋯⋯⋯⋯⋯

一物质费用⋯⋯⋯⋯⋯⋯⋯⋯⋯⋯⋯⋯⋯⋯⋯⋯⋯⋯⋯⋯⋯⋯⋯⋯⋯⋯⋯

二用工报酬⋯⋯⋯⋯⋯⋯⋯⋯⋯⋯⋯⋯⋯⋯⋯⋯⋯⋯⋯⋯⋯⋯“⋯⋯⋯⋯

第=章畜牧⋯⋯⋯⋯⋯⋯⋯⋯⋯⋯⋯⋯⋯⋯⋯⋯⋯⋯⋯⋯⋯⋯⋯⋯⋯⋯⋯⋯⋯

第一节畜禽品种及分布⋯⋯⋯⋯⋯⋯⋯⋯⋯⋯⋯⋯⋯⋯⋯⋯⋯⋯⋯⋯⋯⋯⋯

——羊⋯⋯⋯⋯⋯⋯⋯⋯⋯．．．···⋯⋯⋯⋯⋯．⋯．．⋯⋯⋯⋯⋯⋯⋯⋯．．．⋯⋯⋯

二马．⋯⋯⋯⋯．．⋯．．．．⋯⋯⋯⋯．．⋯⋯⋯⋯⋯⋯⋯⋯⋯⋯⋯⋯⋯⋯⋯⋯⋯⋯

三』1}．．．⋯⋯⋯⋯⋯⋯．⋯⋯⋯⋯．．⋯⋯⋯⋯．⋯⋯⋯⋯⋯．．⋯⋯⋯⋯⋯．．．⋯．．．

四驴··．⋯···⋯⋯⋯⋯·⋯⋯··⋯⋯·⋯⋯．·⋯⋯⋯⋯⋯⋯⋯⋯．⋯．．⋯⋯．．．⋯⋯

五骡·”⋯⋯．⋯··．．·⋯一””·．⋯⋯⋯·．”⋯”⋯⋯．．．．⋯⋯⋯⋯⋯⋯⋯⋯⋯⋯。．

六 猪．．．．．．．．．⋯⋯⋯⋯．⋯．．．⋯⋯．．．．．．．．⋯⋯⋯⋯．⋯．．⋯⋯⋯．．．．．．⋯．⋯．．．．．⋯

，t二兔···⋯⋯⋯⋯⋯⋯⋯⋯⋯⋯⋯．⋯⋯⋯⋯⋯⋯⋯⋯．．⋯．．．⋯⋯⋯⋯⋯····．．

，＼又鸟··⋯⋯⋯⋯．⋯．”⋯⋯⋯⋯．．⋯⋯⋯．⋯．⋯⋯⋯⋯⋯⋯．⋯．．⋯⋯⋯。⋯⋯

第二节品种改良⋯⋯⋯⋯⋯⋯⋯⋯⋯⋯⋯⋯⋯⋯⋯⋯⋯⋯⋯⋯⋯⋯⋯⋯⋯⋯

一马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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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210)

(210)

(210)

(210)

(211)

(215)

(215)

(215)

(21G)

(216)

(216)

(216)

(216)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219)

(219)

(226)

(228)

(228)

(228)

(228)

(228)

(228)

(228)

(228)

(228)

(228)

(228)

(228)



二天然草场⋯⋯⋯⋯⋯⋯⋯⋯⋯⋯⋯⋯⋯⋯⋯⋯⋯⋯⋯⋯⋯⋯⋯⋯⋯⋯⋯(244)

三人工草场⋯⋯⋯⋯⋯⋯⋯⋯⋯⋯⋯⋯⋯⋯⋯⋯⋯⋯⋯⋯⋯⋯⋯⋯⋯⋯⋯(246)

(一)盐碱滩改良⋯⋯⋯⋯⋯⋯⋯⋯⋯⋯⋯⋯⋯⋯⋯⋯⋯⋯⋯⋯⋯⋯⋯⋯⋯(248)

(二)喷灌施肥和浇水试验⋯⋯⋯⋯⋯⋯⋯⋯⋯⋯⋯⋯⋯⋯⋯⋯⋯⋯⋯⋯⋯(248)

(三)牧草冬播⋯⋯⋯⋯⋯⋯⋯⋯⋯⋯⋯⋯⋯⋯⋯⋯⋯⋯⋯⋯⋯⋯⋯⋯⋯⋯(249)

(四)深松复状改良退化草场⋯⋯⋯⋯⋯⋯⋯⋯⋯⋯⋯⋯⋯⋯⋯⋯⋯⋯⋯⋯(249)

(五)深松补播试验⋯⋯⋯⋯⋯⋯⋯⋯·：⋯⋯⋯⋯⋯⋯⋯⋯⋯⋯⋯⋯⋯⋯⋯·(249)

(六)豆科与禾本科牧草混播⋯⋯⋯⋯⋯⋯⋯⋯⋯⋯⋯⋯⋯⋯⋯⋯⋯⋯⋯⋯(249)

第五节饲养⋯⋯⋯⋯⋯⋯⋯⋯⋯⋯⋯⋯⋯⋯⋯⋯⋯⋯⋯⋯⋯⋯⋯⋯⋯⋯⋯⋯(250)

一饲养方式⋯⋯⋯⋯⋯⋯⋯⋯⋯⋯⋯⋯⋯⋯⋯．．．⋯⋯⋯⋯⋯⋯⋯⋯⋯⋯⋯(250)

(一)家庭饲养⋯⋯⋯⋯⋯⋯⋯⋯⋯⋯⋯⋯⋯⋯⋯⋯⋯⋯⋯⋯⋯⋯⋯⋯⋯⋯(250)

(二)集体饲养⋯⋯⋯⋯⋯⋯⋯⋯⋯⋯⋯⋯⋯⋯⋯⋯⋯⋯⋯⋯⋯⋯⋯⋯⋯⋯(251)

(三)集体与分户饲养⋯⋯⋯⋯⋯⋯⋯⋯⋯⋯⋯⋯⋯⋯⋯⋯⋯⋯⋯⋯·⋯⋯”(251)

二大办猪场⋯⋯⋯⋯⋯⋯⋯⋯⋯⋯⋯⋯⋯⋯⋯⋯⋯⋯⋯⋯⋯⋯⋯⋯⋯⋯⋯(252)

第六节人工养鱼⋯⋯⋯⋯⋯⋯⋯⋯⋯⋯⋯⋯⋯⋯⋯⋯⋯⋯⋯⋯⋯⋯⋯⋯⋯⋯(253)

第七节疫病防治⋯⋯⋯⋯⋯⋯⋯⋯⋯⋯⋯⋯⋯⋯⋯⋯⋯⋯⋯⋯⋯⋯⋯⋯⋯⋯(255)

一牛病防治⋯⋯⋯⋯⋯⋯⋯⋯⋯⋯⋯⋯⋯⋯⋯⋯⋯⋯⋯⋯⋯⋯⋯⋯⋯⋯⋯(255)

二马病防治⋯ao$1eQ$1$$$1$$oseo⋯⋯⋯⋯⋯⋯⋯⋯⋯⋯⋯⋯⋯⋯⋯⋯⋯⋯⋯⋯(259)

三羊病防治⋯⋯⋯⋯⋯⋯⋯⋯⋯⋯⋯⋯⋯⋯⋯⋯⋯⋯⋯⋯⋯⋯⋯⋯⋯⋯⋯(261)

四猪病防治⋯m⋯⋯⋯⋯⋯⋯⋯⋯⋯⋯⋯⋯⋯⋯⋯⋯⋯⋯⋯⋯⋯⋯⋯⋯⋯(261)

五兔瘟防治⋯⋯⋯⋯⋯⋯⋯⋯⋯⋯⋯⋯⋯⋯⋯⋯⋯⋯⋯⋯⋯⋯⋯⋯⋯⋯⋯(263)

六鸡病防治⋯⋯⋯⋯⋯⋯⋯⋯⋯⋯⋯⋯⋯⋯⋯⋯⋯⋯⋯⋯⋯⋯⋯⋯⋯⋯⋯(263)

七狂犬病防治⋯⋯⋯⋯⋯⋯⋯⋯⋯⋯⋯⋯⋯⋯⋯⋯⋯⋯⋯⋯⋯⋯⋯⋯⋯⋯(265)

第八节畜产品经营⋯⋯⋯⋯⋯⋯⋯⋯⋯⋯⋯⋯⋯⋯⋯⋯⋯⋯⋯⋯⋯⋯⋯⋯⋯(265)

第九节畜牧业管理机构⋯⋯⋯⋯⋯⋯⋯⋯⋯·一一⋯⋯⋯⋯⋯⋯⋯⋯⋯⋯一⋯·(266)

一蒙疆钟纺牧场⋯⋯⋯⋯⋯⋯⋯⋯⋯⋯⋯⋯⋯⋯⋯⋯⋯⋯⋯⋯⋯⋯⋯⋯⋯(266)

一7一



二畜牧业管理机构沿革⋯⋯⋯⋯⋯⋯⋯⋯⋯⋯⋯⋯⋯⋯⋯⋯⋯．。⋯⋯⋯⋯

’三畜牧事业单位⋯⋯⋯⋯⋯⋯⋯⋯⋯⋯⋯⋯⋯⋯⋯⋯⋯⋯⋯⋯⋯⋯⋯⋯⋯

(一)康保县畜牧兽医工作站⋯⋯⋯⋯⋯⋯⋯⋯⋯⋯⋯⋯⋯⋯⋯⋯⋯⋯⋯⋯

(二)康保县草原工作站⋯⋯⋯⋯⋯⋯⋯⋯⋯⋯⋯⋯．。⋯⋯⋯⋯⋯⋯⋯⋯⋯

． (三)康保县兽医院⋯⋯⋯⋯⋯⋯⋯⋯⋯⋯⋯⋯⋯⋯⋯⋯⋯⋯⋯⋯⋯⋯⋯⋯

，(四)康保县动物检疫站⋯⋯⋯⋯⋯⋯⋯⋯⋯⋯⋯⋯⋯⋯⋯⋯⋯⋯⋯⋯⋯⋯

(五)章盖营马匹育种场⋯⋯⋯⋯⋯⋯⋯⋯⋯⋯⋯⋯⋯⋯⋯⋯⋯⋯⋯⋯⋯⋯

(六)基层畜牧兽医站管理委员会⋯⋯⋯⋯⋯⋯⋯⋯⋯⋯⋯⋯⋯⋯⋯⋯⋯⋯

(七)绵羊改良冻精站⋯⋯⋯⋯⋯⋯⋯⋯⋯⋯⋯⋯⋯⋯⋯⋯⋯⋯⋯⋯⋯⋯⋯

(八)康保县家畜配种站⋯⋯⋯⋯⋯⋯⋯⋯⋯⋯⋯⋯⋯⋯⋯⋯⋯⋯⋯⋯⋯⋯

第三章林业⋯⋯⋯⋯⋯⋯⋯⋯⋯⋯⋯⋯⋯⋯⋯⋯⋯⋯⋯⋯⋯⋯⋯⋯⋯⋯⋯⋯⋯

第一节林木资源⋯⋯⋯⋯⋯⋯⋯⋯⋯⋯⋯⋯⋯⋯⋯⋯⋯⋯⋯⋯⋯⋯⋯⋯⋯⋯

一树种分布⋯⋯⋯⋯⋯⋯⋯⋯⋯⋯⋯⋯⋯⋯⋯⋯⋯⋯⋯⋯⋯⋯⋯⋯⋯⋯⋯

=面积积蓄⋯⋯⋯⋯⋯⋯⋯⋯⋯⋯⋯⋯⋯⋯⋯⋯⋯⋯⋯⋯⋯⋯⋯⋯⋯⋯⋯

第二节林木权属⋯⋯⋯⋯⋯⋯⋯⋯⋯⋯⋯⋯⋯⋯⋯⋯⋯⋯⋯⋯⋯⋯⋯⋯⋯⋯

第三节植树造林⋯⋯⋯⋯⋯⋯⋯⋯⋯⋯⋯⋯⋯⋯⋯⋯⋯⋯⋯⋯⋯⋯⋯⋯⋯⋯

第四节林果，苗木⋯⋯⋯⋯⋯⋯⋯⋯⋯⋯⋯⋯⋯⋯⋯⋯⋯⋯⋯⋯⋯⋯⋯⋯⋯

一j舛c{畏⋯⋯⋯⋯⋯⋯⋯⋯⋯⋯⋯⋯⋯⋯⋯⋯⋯⋯⋯⋯⋯⋯⋯⋯··．⋯⋯⋯⋯

：：二苗；1c⋯⋯⋯⋯⋯⋯⋯⋯⋯···⋯⋯⋯·⋯⋯··⋯⋯······⋯⋯⋯⋯000 oo·000⋯⋯

第五节林木保护⋯⋯⋯⋯⋯⋯⋯⋯⋯⋯⋯⋯⋯⋯⋯⋯⋯⋯⋯⋯⋯⋯⋯⋯⋯⋯

一护林⋯⋯⋯⋯⋯⋯⋯⋯⋯⋯⋯⋯⋯⋯⋯⋯⋯⋯⋯⋯⋯⋯⋯⋯⋯⋯⋯⋯⋯

二病虫害防治⋯⋯⋯⋯⋯⋯⋯⋯⋯⋯⋯⋯⋯⋯⋯⋯⋯⋯⋯⋯⋯⋯⋯⋯⋯⋯

三林业生产责任制⋯⋯⋯⋯⋯⋯⋯⋯⋯⋯⋯⋯⋯⋯⋯⋯⋯·00 000 00··00 000⋯⋯

四技术培训和研究⋯⋯⋯⋯⋯⋯⋯⋯⋯⋯⋯⋯⋯⋯⋯⋯⋯⋯⋯⋯⋯⋯⋯⋯

第六节林产品经营⋯⋯⋯⋯⋯⋯⋯⋯⋯⋯⋯⋯⋯⋯⋯⋯⋯⋯⋯⋯⋯⋯⋯⋯⋯

第七节林业管理机构⋯⋯⋯⋯⋯⋯⋯⋯⋯⋯⋯⋯⋯⋯⋯⋯⋯⋯⋯⋯⋯⋯⋯⋯

附：典型林专记⋯⋯⋯⋯⋯⋯⋯⋯⋯⋯⋯⋯⋯⋯⋯⋯⋯⋯⋯⋯⋯⋯⋯⋯⋯

第四章水利⋯⋯⋯⋯⋯⋯⋯⋯⋯⋯⋯⋯⋯⋯⋯⋯⋯⋯⋯⋯⋯⋯⋯⋯⋯⋯⋯⋯⋯

第一节蓄水工程⋯⋯⋯⋯⋯⋯⋯⋯⋯⋯⋯⋯⋯⋯⋯⋯⋯⋯⋯⋯⋯⋯⋯⋯⋯⋯

第二节农田水利工程⋯⋯⋯⋯⋯⋯000 005 BB0⋯⋯⋯⋯⋯⋯⋯⋯⋯⋯⋯⋯⋯⋯⋯

第三节抗洪排涝工程⋯⋯⋯⋯⋯⋯⋯⋯⋯⋯⋯⋯⋯⋯⋯⋯⋯⋯⋯⋯⋯⋯⋯⋯

第四节水土保持工程⋯⋯．．．⋯⋯⋯⋯⋯⋯⋯⋯⋯⋯⋯⋯⋯⋯⋯⋯⋯⋯⋯⋯⋯

第五节经营管理⋯⋯⋯⋯⋯⋯⋯⋯⋯⋯⋯⋯⋯⋯⋯⋯⋯⋯⋯⋯⋯⋯⋯⋯⋯⋯

一管理凭；式⋯⋯⋯”···⋯··⋯⋯⋯⋯⋯··”⋯····⋯一·⋯⋯··⋯·⋯···“⋯·⋯⋯

二机构沿革⋯⋯⋯⋯⋯⋯⋯⋯⋯⋯⋯⋯⋯⋯⋯⋯⋯⋯⋯⋯⋯⋯⋯⋯⋯⋯⋯

附：三老虎水库专记⋯⋯⋯⋯⋯⋯⋯⋯⋯⋯⋯⋯⋯⋯⋯⋯⋯⋯⋯⋯⋯⋯⋯

第五章副业⋯⋯⋯⋯⋯⋯⋯⋯⋯⋯⋯⋯⋯⋯⋯⋯⋯⋯⋯⋯⋯⋯⋯⋯⋯⋯⋯⋯⋯

一8一

(267≯

267'>·

267>

267)t·

267>·

(267')

(267>

(267)·

(268>*

(268>·

(269)·

(269>，

(269>

(269)-

(270)

(271>，

(274)

(274)·

(275)·，

(276>，

(276)，

(277)“

(278)

(278)

(278>

(279>

(279)·

(289>

(289)一

(292)·

(294)·

(294)一

(295)、

(295)

(295)·

(296)

(298 y



第一节养殖业⋯⋯⋯⋯⋯⋯⋯⋯⋯⋯⋯⋯⋯⋯⋯⋯⋯⋯⋯．．．⋯⋯⋯⋯⋯⋯⋯(299>

第二节种植业⋯⋯⋯⋯⋯⋯⋯⋯⋯⋯⋯⋯⋯⋯⋯⋯⋯⋯⋯⋯⋯⋯⋯⋯⋯⋯⋯(300)

第三节编制加工⋯⋯⋯⋯⋯⋯⋯⋯⋯⋯⋯⋯⋯⋯⋯⋯⋯⋯⋯⋯⋯⋯⋯⋯⋯⋯(301)

’篇六章工业⋯⋯⋯⋯⋯⋯⋯⋯⋯⋯⋯⋯⋯⋯⋯⋯⋯⋯⋯⋯⋯⋯⋯⋯⋯⋯⋯⋯⋯(307)

第一节产业结构⋯⋯⋯⋯⋯⋯⋯⋯⋯⋯⋯⋯⋯⋯⋯⋯⋯⋯⋯⋯⋯⋯⋯⋯⋯⋯(307')

一纺织工业⋯⋯⋯⋯⋯⋯⋯⋯⋯⋯⋯⋯⋯”⋯⋯⋯⋯⋯⋯⋯⋯⋯⋯⋯⋯⋯·(307)

二机械工业⋯⋯⋯⋯⋯⋯⋯⋯⋯⋯⋯⋯⋯⋯⋯⋯⋯⋯⋯⋯⋯⋯⋯⋯⋯⋯⋯(307)

三食品工业⋯⋯⋯⋯⋯⋯⋯⋯⋯⋯⋯⋯⋯⋯⋯⋯⋯⋯⋯⋯⋯⋯⋯⋯⋯⋯⋯(308)

四建材工业⋯⋯⋯⋯⋯⋯⋯⋯⋯⋯⋯⋯⋯⋯⋯⋯⋯⋯⋯⋯⋯⋯⋯⋯⋯⋯⋯(308)

五化学工业⋯⋯⋯⋯⋯⋯⋯⋯⋯⋯⋯⋯⋯⋯⋯⋯⋯⋯⋯⋯⋯⋯⋯⋯⋯@QO000(308)

六服装鞋革工业⋯⋯⋯⋯⋯⋯．．．⋯⋯⋯⋯⋯⋯⋯·一⋯⋯⋯⋯⋯⋯⋯⋯⋯⋯(309)

七印刷工业⋯⋯⋯⋯⋯⋯⋯⋯⋯⋯⋯⋯⋯⋯⋯⋯⋯⋯⋯⋯⋯⋯⋯⋯⋯⋯⋯(309)

八陶瓷工业⋯⋯⋯⋯⋯⋯⋯⋯⋯⋯⋯⋯⋯⋯⋯⋯⋯·—⋯⋯⋯⋯⋯⋯⋯⋯”(310)

九煤炭工业⋯⋯⋯⋯⋯⋯⋯⋯⋯00@a oo@ooooo 0@0⋯⋯⋯⋯⋯⋯⋯⋯⋯⋯⋯⋯⋯(310)

第二节经营体制⋯⋯⋯⋯⋯⋯⋯⋯⋯⋯⋯⋯⋯⋯⋯⋯⋯⋯⋯⋯⋯⋯⋯⋯⋯⋯(311)

一个体手工业·”·”·”·””··⋯⋯·····”·“·⋯”······一”·····⋯····⋯⋯”⋯““”·(311)

二集体工业⋯⋯⋯⋯⋯⋯⋯⋯⋯⋯⋯⋯⋯⋯⋯⋯⋯⋯⋯⋯⋯⋯⋯⋯⋯⋯⋯(318)

三国营工业⋯⋯⋯⋯⋯⋯⋯⋯⋯⋯⋯·⋯⋯⋯⋯⋯⋯⋯⋯⋯⋯⋯⋯⋯⋯”⋯(319)

四部门工业⋯⋯⋯⋯⋯⋯⋯⋯⋯⋯⋯⋯⋯⋯⋯⋯⋯⋯⋯⋯⋯⋯⋯⋯⋯⋯⋯(319)

(一)县供销社所属工业⋯⋯⋯⋯⋯⋯⋯000000⋯⋯⋯⋯⋯⋯⋯⋯⋯⋯⋯⋯⋯(319)

(二)商业局食品加工厂⋯⋯⋯⋯⋯⋯⋯⋯⋯⋯⋯⋯⋯⋯⋯⋯⋯⋯⋯⋯⋯⋯(320)

第三节工厂选介⋯⋯⋯⋯⋯⋯⋯⋯⋯⋯⋯⋯⋯⋯⋯⋯⋯⋯⋯⋯⋯010 000@@@0@$⋯(322)

一县属国营工厂简介⋯⋯⋯⋯⋯⋯⋯⋯⋯⋯⋯⋯⋯⋯⋯⋯⋯⋯⋯⋯⋯⋯⋯(323)

(一)康保县皮毛厂⋯⋯⋯⋯⋯⋯⋯⋯⋯⋯⋯⋯⋯⋯一⋯⋯⋯⋯⋯⋯⋯⋯⋯·(323)

(二)康保县毛纺织厂⋯⋯⋯⋯⋯⋯⋯⋯⋯⋯⋯⋯⋯⋯⋯⋯⋯⋯⋯⋯⋯⋯．．．(324)

(三)康保县酒厂⋯⋯⋯⋯⋯⋯⋯⋯⋯⋯⋯⋯“⋯⋯⋯⋯⋯⋯⋯⋯⋯⋯⋯⋯(325)

(四)康保县陶瓷厂⋯⋯⋯⋯⋯⋯⋯⋯⋯⋯⋯⋯⋯⋯⋯⋯⋯⋯⋯⋯⋯⋯⋯⋯(327)

(五)康保县煤矿⋯⋯⋯⋯⋯⋯⋯⋯⋯⋯⋯⋯⋯⋯⋯⋯⋯⋯⋯⋯⋯⋯⋯⋯⋯(328)

(六)康保县砖厂⋯⋯⋯⋯⋯⋯⋯⋯⋯⋯．一⋯⋯⋯⋯⋯⋯⋯⋯⋯⋯⋯⋯⋯⋯(329)

。(七)康保县化工厂⋯⋯⋯⋯⋯⋯⋯⋯⋯⋯⋯⋯⋯⋯⋯⋯⋯⋯⋯⋯⋯⋯⋯⋯(330)

(八)康保县煤肥厂⋯⋯⋯⋯⋯⋯⋯⋯⋯⋯⋯⋯⋯⋯⋯⋯⋯⋯⋯⋯⋯⋯⋯⋯(330)

(九)康保县农机一厂⋯⋯⋯⋯⋯⋯⋯⋯⋯⋯⋯⋯⋯⋯⋯⋯⋯⋯⋯⋯⋯⋯⋯(330)

(十)康保县汽修厂⋯⋯⋯⋯⋯⋯⋯⋯⋯⋯⋯⋯⋯⋯⋯⋯⋯⋯⋯⋯⋯⋯⋯⋯(330)

(十一)康保县印刷厂⋯⋯⋯⋯⋯⋯⋯⋯⋯⋯⋯⋯⋯⋯⋯⋯⋯⋯⋯⋯⋯⋯⋯(331)

(十二)康保县糖厂⋯⋯⋯⋯⋯⋯⋯⋯⋯⋯⋯⋯⋯⋯⋯⋯⋯⋯⋯⋯⋯⋯⋯⋯(331)

二县属集体企业简介⋯⋯⋯⋯⋯⋯⋯⋯⋯⋯⋯⋯⋯⋯⋯⋯⋯⋯⋯⋯⋯⋯⋯(331)

(一)康保县服装厂⋯⋯⋯⋯⋯⋯⋯⋯⋯⋯⋯⋯⋯⋯⋯⋯⋯(}00@@O@@Q OOO⋯⋯⋯(331)

一9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