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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伴随新世纪的到来，《郯城县志》付梓面世。百年典籍，

一朝功毕，欣喜之情，无可言喻o

郯城地处鲁东南，北依沂蒙，南临淮海，为山东南大门，苏鲁之通衢，具有悠久

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根据考古推断，早在万年以前，即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

史书记述的“孔子师郯子”的故事被传为千秋佳话。勤劳、智慧、勇敢、质朴的郯城

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辉煌的斗争历史。革命先驱刘之言在1929年创建

了中共鲁南第一支部，继尔又组建了中共临郯县委，领导了临郯地区的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初期，罗荣桓元帅率一一五师挥师鲁南，解放了马头、郯城，并于1940年

1月创建了郯城县抗日民主政府，这是临沂地区内由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县级抗

日民主政府。当时，广大群众情绪高涨，根据地欣欣向荣，曾被誉为郯马的“黄金

时代”o在解放战争中，郯城人民有万余人参军，6万余人随军支前，数百名领导干

部南下开辟新区。在整个革命战争时期，全县共有1400余名烈士为国捐躯。新

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郯城人民继续发扬战争年代形成

的光荣传统，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全县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显

著成就。郯城人民所创造的绚丽历史和辉煌业绩理应载入史册，彪炳千秋。这是

97万郯城人民的热切期盼，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新编《郯城

县志》的付印出版，终将这一愿望变成现实。

郯之有志，始于明代o 1585年(明万历十三年)，县令颜若愚主修的首部《郯城

县志》问世；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知县张三俊、冯可参修成第二部《郯城县志》；

1673年(清乾隆二十八年)，知县王植、张金城重修县志；1810年(清嘉庆十五年)

知县吴楷完成《续修郯城县志》，被誉为山东名志。此后郯城断志190年。这次修

志工程告竣，弥补了这一历史缺憾。

新编《郯城县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指导，实事求是

地记载了郯城县的历史与现状。纵贯古今，横陈百科。首置概述、大事记，中设分

志30卷，后殿附录、编后记。诚然，因总纂仓促，水平所限，尚存一些不足，但总体

乙∥



序

看来观点正确，体例完备，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达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

统一。为人们了解郯城、认识郯城、研究郯城提供了可靠的地情资料；为全县各级

干部实行科学决策、科学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乡土教材。这部文献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传承

人类文明中必将发挥“存史、资政、教化”的有益作用。

编修方志，代为相继。郡县之有志，犹如国之有史。而历史对于现在和未来，

永远是一笔宝贵的财富o 1982年，中共郯城县委、县人民政府即成立地方史志编

纂委员会，设立县志办公室。1999年又作出了《加强县志编修工作的决定》，并召

开了全县史志工作会议，进一步推动了县志编纂工作的开展。省、市史志部门也

对纂修工作给予有力指导，社会各界人士亦对修志事业给于具体的支持。广大修

志人员夜以继日，加班加点，不畏清苦，不辞劳碌，不懈笔耕，终于在世纪之交修出

这部社会主义的新县志。值此，我们谨代表中共郯城县委、县人民政府向所有参

与编纂工作的同志表示诚挚的感谢，向关心修志事业的领导、专家、学者致以崇高

的敬意。

编修县志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泽被后世、惠及子孙的社会工程，是献

给新世纪的一份厚礼o《郯城县志》的出版发行，是全县两个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

成果。希望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读志、学志、用志，继承和发场郯城人民的优良

传统。为郯城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工作在郯城，我们深爱着这片热土，更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淳朴、勤劳、善良

的人民。为新世纪的福祉，我们把这部县志推荐给大家，并谨此为序。

⋯⋯书记翱
郯城县人民政府县长

2001年7月1日



凡 例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

；， 述境内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资料性与科学性的统一o

二、本志断限，上限为1840年，为保持史实的连续性、完整性，有些内容适当

上溯，下限定于1999年，大事记延至2000年o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首设概述和大事记，

综述县情，纵揽历史；中设分志30卷，分门别类记述事物的历史和现状；志末附

录，记载和辑录内容难以归类或分志不能详记及有待考证的重要史料。

四、人物卷设人物传略、革命烈士名录、英模人物名录和明清举人进士名录等

章。立传者为县内有重要影响的谢世人物；入英模名录者为受省级以上表彰的人

． 物o

。 五、单位称谓一般书当时通称，名称过长的，每卷首次出现时用全称，重复出

现时用简称。地名使用现行标准地名，使用历史地名时加注今名。

六、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大事记、建置、人口等卷，必要时加注中国历史朝代纪

年。

七、志中所用建国后数据，以统计部门为主，兼取各专业部门及专题调查数

据，计量单位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以公制为主，兼用市制；建国前各类数据资

料取之旧方志和历史档案，保留原计量单位，并加注说明。

八、志中所用“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所用“解放前后”，系指1948年11月8日郯城解放前后，“文化大革命期间”系指

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

九、所用资料来源于旧方志、历史档案、图书报刊、党史资料及各部门提供的

资料和社会调查，一般不随文标注出处。



1

目 录

序

凡例

概述⋯⋯⋯⋯⋯⋯⋯⋯⋯⋯⋯⋯⋯⋯⋯⋯⋯⋯⋯⋯⋯⋯⋯⋯⋯⋯⋯⋯⋯⋯⋯⋯⋯⋯⋯⋯(1)

大事记⋯⋯⋯⋯⋯⋯⋯⋯⋯⋯⋯⋯⋯⋯⋯⋯⋯⋯⋯⋯⋯⋯⋯⋯⋯⋯⋯⋯⋯⋯⋯⋯⋯⋯⋯(7)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四章

第一节

卷一行政区域

地理位置⋯⋯⋯⋯⋯⋯(49)

建置沿革⋯⋯⋯⋯⋯⋯(49)

境域变迁⋯⋯⋯⋯⋯⋯一(53)

区划变更⋯⋯⋯⋯⋯⋯·(53)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卷二 自然环境

地质⋯⋯⋯⋯⋯⋯⋯⋯(iii)

地层⋯⋯⋯⋯⋯⋯⋯⋯⋯(111)

构造⋯⋯⋯⋯⋯⋯⋯⋯⋯(112)

地貌⋯⋯⋯⋯⋯⋯⋯⋯⋯(113)

山．丘⋯⋯⋯⋯⋯⋯⋯⋯⋯(113)

平原⋯⋯⋯⋯⋯⋯⋯⋯⋯(114)

河流⋯⋯⋯⋯⋯⋯⋯⋯⋯(116)

土壤与植被⋯⋯⋯⋯(120)
土壤成因及母质⋯⋯⋯⋯(120)

土壤种类及分布⋯⋯⋯⋯(121)

土壤性状⋯⋯⋯⋯⋯⋯⋯(123)

植被⋯⋯⋯⋯⋯⋯⋯⋯⋯(124)

气候⋯⋯⋯⋯⋯⋯⋯”(125)
气候特征⋯⋯⋯⋯⋯⋯⋯(125)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章

温度⋯⋯⋯⋯⋯⋯⋯⋯⋯(125)

降水⋯⋯⋯⋯⋯⋯⋯⋯⋯(127)

日照⋯⋯⋯⋯⋯⋯⋯⋯⋯(129)

湿度蒸发⋯⋯⋯⋯⋯⋯(130)

风气压⋯⋯⋯⋯⋯⋯⋯(130)

地温霜期冻土结冰⋯⋯⋯(130)

物候⋯⋯⋯⋯⋯⋯⋯⋯⋯(132)

自然资源⋯⋯⋯⋯⋯⋯(135)

土地资源⋯⋯⋯⋯⋯⋯⋯(135)

水资源⋯⋯⋯⋯⋯⋯⋯⋯(135)

矿产资源⋯⋯⋯⋯⋯⋯⋯(137)

生物资源⋯⋯⋯⋯⋯⋯⋯(138)

药材资源⋯⋯⋯⋯⋯⋯⋯(147)

自然灾害⋯⋯⋯⋯⋯(148)

一>D

庄～

～

～

村～

～

～镇一一一

乡～

～

～贼娥缂姚



2 目 录

第一节涝灾⋯⋯⋯⋯⋯⋯⋯⋯⋯(148)

第二节旱灾⋯⋯⋯⋯⋯⋯⋯⋯⋯(149)

第三节风灾⋯⋯⋯⋯⋯⋯⋯⋯⋯(149)

第四节雹灾⋯⋯⋯⋯⋯⋯⋯⋯⋯(150)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霜冻和雨淞灾害⋯⋯⋯⋯(150)

第六节 虫灾⋯⋯⋯⋯⋯⋯⋯⋯⋯(151)

第七节地震灾害⋯⋯⋯⋯⋯⋯⋯(151)

卷三人口卺二八U

人口规模⋯⋯⋯⋯⋯“(153)
人1：／数量⋯⋯⋯⋯⋯⋯⋯(153)

分布密度⋯⋯⋯⋯⋯⋯⋯(154)

人口变动⋯⋯⋯⋯⋯(155)
自然变动⋯⋯⋯⋯⋯⋯⋯(155)

机械变动⋯⋯⋯⋯⋯⋯⋯(156)

人口构成⋯⋯⋯⋯⋯(159)
性别⋯⋯⋯⋯⋯⋯⋯⋯⋯(159)

年龄⋯⋯⋯⋯⋯⋯⋯⋯⋯(160)

民族⋯⋯⋯⋯⋯⋯⋯⋯⋯(161)

文化程度⋯⋯⋯⋯⋯⋯⋯(163)

第五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卷四农业

第一章机构⋯⋯⋯⋯⋯⋯⋯⋯⋯(177)

第一节农业局⋯⋯⋯⋯⋯⋯⋯⋯(177)

第二节农机局⋯⋯⋯⋯⋯⋯⋯⋯(177)

第三节畜牧局⋯⋯⋯⋯⋯⋯⋯⋯(178)

第二章农业生产关系变革⋯“(178)
第一节封建土地所有制⋯⋯⋯⋯(178)

第二节土地改革⋯⋯⋯⋯⋯⋯⋯(179)

第三节互助合作⋯⋯⋯⋯⋯⋯⋯(179)

第四节人民公社化⋯⋯⋯⋯⋯⋯(180)

第五节生产责任制⋯⋯⋯⋯⋯⋯(180)

第三章农作物⋯⋯⋯⋯⋯⋯⋯(181)

第一节粮食作物⋯⋯⋯⋯⋯⋯⋯(181)

第二节经济作物⋯⋯⋯⋯⋯⋯⋯(186)

第四章耕作制度⋯⋯⋯⋯⋯⋯(188)

第一节耕作熟制⋯⋯⋯⋯⋯⋯⋯(188)

第二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七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八章

第一节

第二节

行业职业⋯⋯⋯⋯⋯⋯(164)

婚姻家庭⋯⋯⋯⋯⋯(165)

婚姻状况⋯⋯⋯⋯⋯⋯⋯(165)

姓氏⋯⋯⋯⋯⋯⋯⋯⋯⋯(167)

计划生育⋯⋯⋯⋯⋯·(167)
机构⋯⋯⋯⋯⋯⋯⋯⋯⋯(167)

发展概况⋯⋯⋯⋯⋯⋯⋯(168)

成果⋯⋯⋯⋯⋯⋯⋯⋯⋯(172)

居民生活⋯⋯⋯⋯⋯⋯(173)

农民生活⋯⋯⋯⋯⋯⋯⋯(173)

城镇居民生活⋯⋯⋯⋯⋯(175)

间作轮作套作⋯⋯⋯(190)

种子⋯⋯⋯⋯⋯⋯⋯”(191)

传统品种与引进推广品

种⋯⋯⋯⋯⋯⋯⋯⋯⋯⋯(191)

良种繁育⋯⋯⋯⋯⋯⋯⋯(195)

田间管理⋯⋯_⋯⋯(198)

施肥⋯⋯⋯⋯⋯⋯⋯⋯⋯(198)

灌溉⋯⋯⋯⋯⋯⋯⋯⋯⋯(200)

病虫害防治⋯⋯⋯⋯⋯⋯(200)

农机⋯⋯⋯⋯⋯⋯⋯⋯⋯(203)

农机管理⋯⋯⋯⋯⋯⋯⋯(203)

农机具⋯⋯⋯⋯⋯⋯⋯⋯(204)

畜牧业⋯⋯⋯⋯⋯⋯(212)
畜禽种类分布⋯⋯⋯⋯⋯(212)

畜禽饲养⋯⋯⋯⋯⋯⋯⋯(212)



目 录 3

第三节 品种改良⋯⋯⋯⋯⋯⋯⋯(216)

第九章淡水养殖⋯⋯⋯⋯⋯⋯(219)

第一节水域资源⋯⋯⋯⋯⋯⋯⋯(219)

第二节水产养殖⋯⋯⋯⋯⋯⋯⋯(220)

第三节 渔政管理⋯⋯⋯⋯⋯⋯⋯(223)

卷五林业

第一章机构⋯⋯⋯⋯⋯⋯⋯·(225) 第一节栽培历史⋯⋯⋯⋯⋯·(232)

第二章林业资源⋯⋯⋯⋯⋯。(225) 第二节现状概述⋯⋯⋯⋯⋯⋯⋯(233)

第一节 用材林 防护林⋯⋯⋯⋯(226) 第三节 银杏品种⋯⋯⋯⋯⋯⋯⋯(234)

第二节 经济林⋯⋯⋯⋯⋯⋯⋯⋯(226) 第四节 栽培模式⋯⋯“⋯⋯⋯⋯(234)

第三章植树造林⋯⋯⋯⋯．．(227) 第六章苗圃林场⋯⋯⋯⋯(237)

第一节 采种育苗⋯⋯⋯⋯⋯⋯⋯(228) 第一节 苗圃⋯⋯⋯⋯⋯⋯⋯⋯⋯(237)

第二节 荒山荒滩绿化⋯⋯⋯⋯⋯(228) 第二节林场⋯⋯⋯⋯⋯⋯⋯⋯⋯(238)

第三节 四旁植树．⋯⋯⋯⋯⋯(229) 第七章林木管理⋯⋯⋯k⋯(240)

第四节农田林网⋯⋯⋯⋯⋯⋯⋯(229) ，
第一节 管理措施⋯⋯⋯⋯⋯⋯⋯(240)

第五节 沿河林带速生林⋯⋯⋯(229) 第二节林木病虫防治⋯⋯⋯⋯⋯(241)

第四章果树⋯⋯⋯⋯⋯⋯⋯⋯⋯(230) 第三节采伐更新⋯⋯⋯⋯⋯⋯⋯(242)

第一节板栗⋯⋯⋯⋯⋯⋯⋯(230) 第八章林业科研⋯⋯⋯⋯“(243)

第二节 水果⋯⋯⋯⋯⋯⋯⋯⋯⋯(231) 第一节 科研活动⋯⋯⋯⋯⋯⋯⋯(243)

第五章。银杏⋯⋯⋯⋯⋯⋯⋯⋯．(232) 第二节科研成果⋯⋯⋯⋯⋯⋯”(243)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章

第一节

卷六水利

机构⋯⋯⋯⋯⋯⋯⋯⋯⋯(246)

河道治理⋯⋯⋯⋯⋯”(246)

沂河水系河道治理⋯⋯⋯(246)

沭河水系河道治理⋯⋯⋯(256)

中运河水系河道治理⋯⋯(262)

沂沭河分洪工程⋯⋯⋯⋯(264)

涝洼治理⋯⋯⋯⋯⋯⋯(265)

稻改⋯⋯⋯⋯⋯⋯⋯⋯⋯(265)

大埠河网化⋯⋯⋯⋯⋯⋯(266)

沟洫畦条台田⋯⋯⋯⋯⋯(266)

排灌工程⋯⋯⋯⋯⋯⋯(267)

自流灌区⋯⋯⋯⋯⋯⋯⋯(267)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七章

第一节

：第二节

扬水站⋯⋯⋯⋯⋯⋯⋯⋯(272)

机电井⋯⋯⋯⋯⋯⋯⋯⋯(280)

水利涵闸⋯⋯⋯⋯⋯⋯⋯(282)

蓄水工程⋯．．．⋯⋯⋯·(285)
闸坝⋯⋯⋯⋯⋯⋯⋯⋯⋯(286)

水库⋯⋯⋯⋯⋯⋯⋯⋯⋯(288)

抗旱防汛⋯⋯⋯⋯⋯(290)
组织机构⋯⋯⋯⋯⋯⋯⋯(290)

抗旱防汛纪略⋯⋯⋯⋯⋯(291)

水土保持⋯⋯⋯⋯⋯⋯(294)

水土流失状况⋯⋯⋯⋯⋯(294)

治理情况⋯⋯⋯⋯⋯⋯⋯(295)

^

]J／{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 目 录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三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卷七工业

经营体制⋯⋯⋯⋯⋯(299)
个体私营企业⋯⋯⋯⋯⋯(299)

县属集体企业⋯⋯⋯⋯⋯(300)

全民所有制企业⋯⋯⋯⋯(303)

生产门类⋯⋯⋯⋯⋯(305)
轻工业⋯⋯⋯⋯⋯⋯⋯⋯(305)

手工业⋯⋯⋯⋯⋯⋯⋯⋯(308)

机械电器⋯⋯⋯⋯⋯⋯⋯(310)

化工建材⋯⋯⋯⋯⋯⋯⋯(311)

矿业⋯⋯⋯⋯⋯⋯⋯⋯⋯(312)

企业管理⋯⋯⋯⋯⋯(313)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六章

卷八电业

机构⋯⋯⋯⋯⋯⋯⋯⋯⋯(325)

电力来源⋯⋯⋯⋯“(326)
县内发电·g O OO O O 61@0 00(326)

电网供电⋯⋯⋯⋯⋯⋯⋯(327)

电网建设⋯⋯⋯⋯⋯⋯(328)

电力线路⋯⋯⋯⋯⋯⋯⋯(328)

变电站⋯⋯⋯⋯⋯⋯⋯⋯(332)

配电网⋯⋯⋯⋯⋯⋯⋯⋯(334)

电力生产⋯⋯⋯⋯“(335)
电网控制⋯⋯⋯⋯⋯⋯⋯(335)

电力运行与检修⋯⋯⋯⋯(336)

安全监察⋯⋯⋯⋯⋯⋯⋯(337)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卷九交通

机构⋯⋯⋯⋯⋯⋯⋯⋯⋯(313)

管理内容⋯⋯⋯⋯⋯⋯⋯(314)

企业整顿⋯⋯⋯⋯⋯⋯⋯(315)

安全生产⋯⋯⋯⋯⋯⋯⋯(315)

重点企业简介⋯⋯⋯·(316)

改制企业⋯⋯⋯⋯⋯⋯⋯(316)

未改制企业⋯⋯⋯⋯⋯⋯(319)

乡镇企业⋯⋯⋯⋯⋯-(319)

管理⋯⋯⋯⋯⋯⋯⋯⋯⋯(319)

门类⋯⋯⋯⋯⋯⋯⋯⋯⋯(320)

名优产品选介⋯⋯⋯⋯(323)

用电⋯⋯⋯⋯⋯⋯⋯⋯⋯(337)

用电负荷与电量⋯⋯⋯⋯(337)

工业用电⋯⋯⋯⋯⋯⋯⋯(339)

农业用电⋯⋯⋯⋯⋯⋯⋯(339)

市政与居民用电⋯⋯⋯⋯(340)

“三电”管理⋯⋯⋯⋯⋯⋯(340)

电力经营⋯⋯⋯⋯⋯⋯(341)

电费⋯⋯⋯⋯⋯⋯⋯⋯⋯(341)

电价与电价构成⋯⋯⋯⋯(343)

业务发展⋯⋯⋯⋯⋯⋯⋯(344)

营业普查与用电监察⋯⋯(345)

乡村电力经营⋯⋯⋯⋯⋯(345)

第一章 机构⋯⋯⋯⋯⋯⋯⋯⋯⋯(347) 第三节运输机构⋯⋯⋯⋯⋯⋯(348)

第一节行政机构⋯⋯⋯⋯⋯·(347) 第二章道路桥梁⋯⋯⋯⋯··(349)
第二节 管理机构⋯⋯⋯⋯⋯⋯⋯(347) 第一节古道⋯⋯⋯⋯⋯⋯⋯⋯⋯(349)



目 录 5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二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公路⋯⋯⋯⋯⋯⋯⋯⋯⋯(350)

桥梁⋯⋯⋯⋯⋯⋯⋯⋯⋯(351)

运输⋯⋯⋯⋯⋯⋯⋯一(352)
人畜运输⋯⋯⋯·?⋯⋯⋯·(352)

汽车运输⋯⋯⋯⋯⋯⋯⋯(353)

船舶运输⋯⋯⋯⋯⋯⋯⋯(354)

车辆维修⋯⋯⋯⋯⋯⋯⋯(356)

养护和绿化⋯⋯⋯⋯(356)
干线公路养护⋯⋯⋯⋯⋯(356)

县乡(镇)公路养护⋯⋯⋯(356)

第三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六章

一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卷十邮政电信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卷十一商业

私营商业⋯⋯⋯⋯⋯·(381)
国有(营)商业⋯⋯⋯”(383)

机构⋯⋯⋯⋯⋯⋯⋯⋯⋯(383)

专业公司⋯⋯⋯⋯⋯⋯⋯(384)

商品购销⋯⋯⋯⋯⋯⋯⋯(388)

供销合作商业⋯⋯⋯·(389)
机构⋯⋯⋯⋯⋯⋯⋯⋯⋯(389)

专业公司⋯⋯⋯⋯一⋯⋯(390)

基层供销社⋯⋯⋯⋯⋯⋯(393)

代购代销店⋯⋯⋯⋯⋯⋯(394)

供销业务⋯⋯⋯⋯⋯⋯⋯(394)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公路绿化⋯⋯⋯⋯⋯⋯⋯(357)

路政管理⋯⋯⋯⋯⋯⋯(357)

干线公路路政管理⋯⋯⋯(357)

县乡公路路政管理⋯⋯⋯(358)

规费征收⋯⋯⋯⋯⋯(358)
车辆购置附加费⋯⋯⋯⋯(358)

养路费⋯⋯．．．⋯⋯⋯⋯⋯(358)

货运建设基金⋯⋯⋯⋯⋯(359)

客运建设基金⋯⋯⋯⋯⋯(359)

公路运输管理费⋯⋯⋯⋯(359)

物资供应⋯⋯⋯⋯⋯⋯(397)

机构⋯⋯⋯⋯⋯⋯⋯⋯⋯(397)

经营业务⋯⋯⋯⋯⋯⋯⋯(397)

物资管理⋯⋯⋯⋯⋯⋯⋯(399)

对外经济贸易⋯⋯⋯·(400)
机构⋯⋯⋯⋯⋯⋯⋯⋯⋯(400)

出口贸易⋯⋯⋯⋯⋯⋯⋯(401)

进I：／贸易⋯⋯⋯⋯⋯⋯⋯(402)

主要出口商品种类⋯⋯⋯(404)

利用外资⋯⋯⋯⋯⋯⋯⋯(406)

外经往来⋯⋯⋯⋯⋯⋯⋯(407)

、，、，、，、，、，、，

9

9

2

4

6．9

6

6

7

7

7

7

3

3

3

3

3

3，L／L／L，L，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话话话话

～

～电电电电构报途内村动机电长市农移

～

～

一备务～

～

一

～设业

～攻构路政政唐皲椭懈愀愀蟾



6 目 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二章

卷十二粮油

机构⋯⋯⋯⋯⋯⋯⋯(409) 第六节粮食市场管理⋯⋯⋯⋯⋯(416)

粮油购进⋯⋯⋯⋯⋯．．(410) 第七节粮油票证⋯⋯⋯⋯⋯⋯。(416)

粮食征购⋯⋯⋯⋯⋯⋯⋯(410) 第四章粮油调运⋯⋯⋯⋯⋯⋯(417)

油料收购⋯⋯⋯⋯⋯⋯⋯(412) 第一节 粮油调拨⋯⋯⋯⋯⋯⋯⋯(417)

议价粮油销购⋯⋯⋯⋯⋯(414) 第二节 粮油运输⋯“⋯⋯⋯⋯⋯‘(419)

粮油销售⋯⋯⋯⋯一(414) 第五章粮油储藏⋯⋯⋯⋯”(419)

农村粮食销售⋯⋯⋯⋯⋯(414) 第一节 仓库建设⋯⋯⋯⋯⋯⋯⋯(419)

城镇粮食供应⋯⋯⋯⋯⋯(414) 第二节粮仓机械⋯⋯⋯⋯⋯⋯⋯(421)

’军队粮食供应⋯⋯⋯⋯⋯(415) 第三节 科学储粮⋯⋯⋯⋯⋯⋯⋯(421)

食油供应⋯⋯⋯⋯⋯⋯⋯(415) 第六章粮油加工⋯⋯⋯⋯⋯(422)

‘然价粮油销售⋯⋯⋯⋯⋯(415)

卷十三财政税务

财政⋯⋯⋯⋯⋯⋯⋯⋯⋯(425)

机构⋯⋯⋯⋯⋯⋯⋯⋯⋯(425)

财政体制⋯⋯⋯⋯⋯⋯⋯(426)

财政收入⋯⋯⋯⋯⋯⋯⋯(427)

财政支出⋯⋯⋯⋯⋯⋯⋯(428)

财政管理⋯⋯⋯⋯⋯⋯⋯(429)

财政监督⋯⋯⋯⋯⋯⋯⋯(432)

农业税收⋯⋯⋯⋯⋯⋯⋯(432)

国家税务⋯⋯⋯⋯⋯·(437)

第一节机构⋯⋯⋯⋯⋯⋯⋯⋯⋯(437)

第二节税收制度⋯⋯⋯⋯⋯⋯⋯(438)

第三节税种税率⋯⋯⋯⋯⋯⋯⋯(440)

第四节税收管理⋯⋯⋯⋯⋯⋯⋯(444)

第三章地方税务⋯⋯⋯⋯”(445)
第一节机构⋯⋯⋯⋯⋯⋯⋯⋯⋯(445)

第二节赋税制度⋯⋯⋯⋯⋯⋯⋯(445)

第三节税种税率⋯⋯⋯⋯⋯⋯⋯(445)

第四节税务管理⋯⋯⋯⋯⋯⋯⋯(448)

卷十四金融保险

第一章机构⋯⋯⋯⋯⋯⋯⋯”(451) 第三章存款⋯⋯⋯⋯⋯⋯⋯(461)
第一节钱庄⋯⋯⋯⋯⋯⋯⋯⋯⋯(451) 第一节 民国储蓄⋯⋯⋯⋯⋯⋯⋯(461)

第二节 银行⋯⋯⋯⋯⋯⋯⋯⋯⋯(452) 第二节 对公存款⋯⋯⋯⋯⋯⋯⋯(461)

第二章 货币⋯⋯⋯⋯⋯⋯⋯⋯(455) 第三节储蓄存款⋯⋯⋯⋯⋯·(461)
第一节建国前货币⋯⋯⋯⋯⋯⋯(455) 第四节储蓄利率⋯⋯⋯⋯⋯⋯⋯(462)

第二节建国后货币发行及流 第四章信贷⋯⋯⋯⋯⋯⋯⋯⋯⋯(463)
通⋯⋯⋯⋯⋯⋯⋯⋯⋯⋯(458)



目 录 ～ 7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七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民间信贷⋯⋯⋯⋯⋯⋯⋯(463)

工商贷款⋯⋯⋯⋯⋯⋯⋯(464)

农业贷款⋯⋯⋯⋯⋯⋯⋯(466)

农村信用联社贷款⋯⋯⋯(467)

基本建设投资贷款及预

算审查⋯⋯⋯⋯⋯⋯⋯⋯(467)

三资企业和外贸企业贷

款⋯⋯⋯⋯⋯⋯⋯⋯⋯⋯(468)

票据贴现⋯⋯⋯⋯⋯⋯⋯(469)

信用卡业务⋯⋯⋯⋯(469)

信托租赁⋯⋯⋯⋯”(470)
信托业务⋯⋯⋯⋯⋯⋯⋯(470)

委托代理⋯⋯⋯⋯⋯⋯⋯(470)

租赁业务⋯⋯⋯⋯⋯⋯⋯(470)

核算出纳⋯⋯⋯⋯⋯(471)

会计核算⋯⋯⋯⋯⋯⋯⋯(471)

结算⋯⋯⋯⋯⋯⋯⋯⋯⋯(471)

联行⋯⋯⋯⋯⋯⋯⋯⋯⋯(472)

第四节

第八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九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十章

第一节

第二节

卷十五经济管理

计划管理⋯⋯⋯⋯⋯·(483)

机构⋯⋯⋯⋯⋯⋯⋯⋯⋯(483)

产业结构⋯⋯⋯⋯⋯⋯⋯(483)

计划业务⋯⋯⋯⋯⋯⋯⋯(487)

长期规划⋯⋯⋯⋯⋯⋯⋯(489)

中期计划⋯⋯⋯⋯⋯⋯⋯(490)

短期计划⋯⋯⋯⋯⋯⋯⋯(492)

统计管理⋯⋯⋯⋯⋯(496)

机构⋯⋯⋯⋯⋯⋯⋯⋯⋯(496)

专业统计⋯⋯⋯⋯⋯⋯⋯(497)

物价管理⋯⋯⋯⋯⋯(500)
机构⋯⋯⋯⋯⋯⋯⋯⋯⋯(500)

建国前市场物价⋯⋯⋯⋯(501)

建国后市场物价⋯⋯⋯⋯(504)

变换比价⋯⋯⋯⋯⋯⋯⋯(509)

第五节

第六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现金出纳⋯⋯⋯⋯⋯⋯⋯(473)

金融管理⋯⋯⋯⋯⋯·(473)
金融机构管理⋯⋯⋯⋯⋯(473)

现金管理⋯⋯⋯⋯⋯⋯⋯(474)

工资基金管理⋯⋯⋯⋯⋯(474)

外汇管理⋯⋯⋯⋯⋯⋯⋯(475)

金银管理⋯⋯⋯⋯⋯⋯⋯(475)

贷款卡管理⋯⋯⋯⋯⋯⋯(476)

帐户管理⋯⋯⋯⋯⋯⋯⋯(476)

国家委托业务⋯⋯⋯“(477)

经理国库⋯⋯⋯⋯⋯⋯⋯(477)

折实公债⋯⋯⋯⋯⋯⋯⋯(477)

国家经济建设公偾⋯⋯⋯(477)

国库券⋯⋯⋯⋯⋯⋯⋯⋯(478)

企业债券⋯⋯⋯⋯⋯⋯⋯(479)

保险⋯⋯⋯⋯⋯⋯⋯一(479)
保险种类⋯⋯⋯⋯⋯⋯⋯(479)

保险收入和保险理赔⋯⋯(480)

物价政策⋯⋯⋯⋯⋯⋯⋯(510)

管理业务⋯⋯⋯⋯⋯⋯⋯(512)

技术监督⋯⋯⋯⋯⋯“(514)

机构⋯⋯⋯⋯⋯⋯⋯⋯⋯(514)

计量及计量管理⋯⋯⋯⋯(514)

标准化管理⋯⋯⋯⋯⋯⋯(516)

质量监督⋯⋯⋯⋯⋯⋯⋯(518)

行政执法⋯⋯⋯⋯⋯⋯⋯(520)

代码标识⋯⋯⋯⋯⋯”D O r(521)

工商行政管理⋯⋯⋯·(522)
机构⋯⋯⋯⋯⋯⋯⋯⋯⋯(522)

市场管理⋯⋯⋯⋯⋯⋯⋯(523)

工商企业登记管理⋯⋯⋯(525)

经济合同管理⋯⋯⋯⋯⋯(527)

商标广告管理⋯⋯⋯⋯⋯(528)

7)



8 目 录

第六节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七章

个体私营经济管理⋯⋯⋯(530)

审计监督⋯⋯⋯⋯”(532)
机构⋯⋯⋯⋯⋯⋯⋯⋯⋯(532)

审计业务⋯⋯⋯⋯⋯⋯⋯(532)

土地矿产管理⋯⋯⋯·(533)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卷十六城乡建设

第一章县城建设⋯⋯⋯⋯⋯(539)
第一节机构⋯⋯⋯⋯⋯⋯⋯⋯⋯(539)

第二节规划⋯⋯⋯⋯⋯⋯⋯⋯⋯(539)

第三节道路⋯⋯⋯⋯⋯⋯⋯⋯⋯(542)

第四节桥涵⋯⋯“⋯⋯⋯⋯⋯⋯(544)

第五节给水⋯⋯⋯⋯⋯⋯⋯⋯⋯(544)

第六节排水⋯⋯⋯⋯⋯⋯⋯⋯⋯(545)

第七节路灯⋯⋯⋯⋯⋯⋯⋯⋯⋯(545)

第八节绿化⋯⋯⋯⋯⋯⋯⋯⋯⋯(545)

第九节环境卫生⋯⋯⋯⋯⋯⋯⋯(546)

第十节主要建筑⋯⋯⋯⋯⋯⋯⋯(547)

第十一节开发建设⋯⋯⋯⋯⋯⋯(548)

第十二节 防震抗震⋯⋯⋯⋯⋯⋯(548)

第二章乡村建设⋯⋯⋯⋯⋯·(549)

第一节 乡村建设规划⋯⋯⋯⋯⋯(549)

第二节 乡镇驻地建设⋯⋯⋯⋯⋯(549)

第三节村街建设⋯⋯⋯⋯⋯⋯⋯(550)

第三章城乡建设管理⋯⋯⋯(550)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一节县城建设管理⋯⋯⋯⋯⋯(550)

第二节 乡村建设管理⋯⋯⋯⋯⋯(551)

第三节城区民房规划管理⋯⋯⋯(551)

第四章建筑行业⋯⋯⋯⋯⋯⋯(552)

第一节发展状况⋯⋯⋯⋯⋯⋯⋯(552)

第二节 队伍建设⋯⋯⋯⋯⋯⋯⋯(553)

；第三节技术工艺⋯⋯⋯⋯⋯⋯⋯(555)

第四节建筑设计⋯⋯⋯⋯⋯⋯⋯(557)’

第五节基建投资⋯⋯⋯⋯⋯⋯⋯(557)

第六节优良工程选介⋯⋯⋯⋯⋯(557)

第五章环境保护⋯⋯⋯⋯⋯(558)

第一节机构⋯⋯⋯⋯⋯⋯⋯⋯⋯(558)

第二节环境污染⋯⋯⋯⋯⋯⋯⋯(558)

第三节污染治理⋯⋯⋯⋯⋯⋯⋯(560)

第四节 环境监测⋯⋯⋯⋯⋯⋯⋯(561)

第五节征收排污费⋯⋯⋯⋯⋯⋯(563)

第六节宣传与教育⋯⋯⋯⋯⋯⋯(563)

卷十七政党群团

中国共产党郯城地

方组织⋯⋯⋯⋯⋯·(565)
地方党史概述⋯⋯⋯⋯⋯(565)

机构沿革⋯⋯⋯⋯⋯⋯⋯(573)

党的历次代表大会⋯⋯⋯(575)

纪律检查⋯⋯⋯⋯⋯⋯⋯(581)

组织建设⋯⋯⋯⋯⋯⋯⋯(583)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二章

第一节

宣传教育⋯⋯⋯⋯⋯⋯⋯(584)

党校教育⋯⋯⋯⋯⋯⋯⋯(587)

统一战线⋯⋯⋯⋯⋯⋯⋯(588)

信访工作⋯⋯⋯⋯⋯⋯⋯(591)

中国国民党郯城地

方组织⋯⋯⋯⋯⋯·(594)
国民党在郯城县的早期

3

3

5

6

3

3

3

3

5

5

5

5，●、／L／L／L

●

●

●

●

●

●

●

●

●

●

●

●

一

～护～

～

～保～～理源理一管资管构地地产机土土矿



目 录 9

， 活动⋯⋯⋯⋯⋯⋯⋯⋯⋯(594)

第二节抗战时期的活动⋯⋯⋯⋯(595)

第三节解放战争时期的活动⋯⋯(596)

第三章群众团体⋯⋯⋯⋯⋯·(599)

第一节联合团体⋯⋯⋯⋯⋯⋯⋯(599)

第二节 职工团体⋯⋯⋯⋯⋯⋯⋯(599)

第三节青年团体⋯⋯⋯⋯⋯⋯⋯(602)

第四节 儿童团体⋯⋯⋯⋯⋯⋯⋯(607)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章

卷十八政权政协

权力机关⋯⋯⋯⋯”(621) 第一节

参议会⋯⋯⋯⋯⋯⋯⋯⋯(621) 第二节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621) 第三节

人民代表大会⋯⋯⋯⋯⋯(621) 第四节

人大常委会⋯⋯⋯⋯⋯⋯(623) 第五节

人民代表选举⋯⋯⋯⋯⋯(625) 第六节

行政机构⋯⋯⋯⋯⋯(627) 第七节

清末县衙．⋯⋯⋯⋯⋯⋯．(627) 第四章

民国县公署⋯⋯⋯⋯⋯⋯(629) 第一节

民主政府⋯⋯⋯⋯⋯⋯⋯(632) 第二节

人民政府⋯⋯⋯⋯⋯⋯⋯(633) 第三节

综合政务⋯⋯⋯⋯⋯(637)

卷十九民政

第一章机构⋯⋯⋯⋯⋯⋯⋯(649)

第二章基层政权建设⋯⋯⋯(649)
第一节农村基层政权建设⋯⋯⋯(649)

第二节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649)

第三章参军支前⋯⋯⋯⋯⋯·(650)

第一节参军⋯⋯⋯⋯⋯⋯⋯⋯⋯(650)

第二节支前⋯⋯⋯⋯⋯⋯⋯⋯⋯(651)

第四章接收安置⋯⋯⋯⋯⋯⋯(652)
第一节 红军及军队离退休干部

接收安置⋯⋯⋯⋯⋯⋯⋯(652)

人民政协⋯⋯⋯⋯⋯·
组织机构⋯⋯⋯⋯⋯⋯⋯

历届政协委员会⋯⋯⋯⋯

主要活动⋯⋯⋯⋯⋯⋯⋯

642

642

643

646

第二节 复退军人接收安置⋯⋯⋯(653)

第五章拥军优属⋯⋯⋯⋯⋯(655)

第一节抚恤⋯⋯⋯⋯⋯⋯⋯⋯⋯(655)

第二节 烈士褒扬⋯⋯⋯⋯⋯⋯⋯(655)

第三节 陵园墓地建设⋯⋯⋯⋯⋯(656)

第四节 优待优抚⋯⋯⋯⋯⋯⋯⋯(656)

第六章社会救济⋯⋯⋯⋯⋯(657)
第一节救灾⋯⋯⋯⋯⋯⋯⋯⋯⋯(657)

第二节救济⋯⋯⋯⋯⋯⋯⋯⋯⋯(659)

第三节扶贫⋯⋯⋯⋯⋯⋯⋯⋯⋯(660)

)卢

9

2

3

5

6

7

8

O

1

1

1

1

l

1

同6

6

6

6

6

6／～，I、，-、／L，L，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一

一

～体体体体体体体团团团团团团团人他女民业技化疾其

妇农商科文残

墙F节节节节节节一五六七八九十十第第第第第第第

7

8

9

9

0

1

l

3

3

3

3

4

4

4

6

6

6

6

6

6

6／L，I、／L，L，k，-、，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游～

一

～

一革发旅～

～

一

一改开和纂制作生制合究编法工卫体综研志府务国济业济方政侨爱经农经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