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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历史悠久，早在唐朝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就有应州婆览县

与都尚县的建置。后经宋、元、明、清历朝变迁，至民国3年(1914年)

改置三合县和都江县。民国30年(1941年)两县合并为三都县。1957年1

月建立三都水族自治县。从唐代至今已有1360多年的历史。

三都，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境内山川秀丽，气候宜人，雨量充

沛，资源丰富。居民92．5％是少数民族，其中水族占61％。他们勤劳勇

敢，敦厚淳朴，具有光荣传统，在开发和建设三都的过程中，建立了不可磨

灭的功勋。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县各族人民不断

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科学，群策群力，使三

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三都水族自治县志》，是三都县解放40多年来编修的第一部社会主义

新志书。它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

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全面地记述全

县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卫生、民族习俗等历史演变过

程。所记史实，均正本清源，去伪存真，上溯千年，下至当今，为三都的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是一部可供各

级领导和各族人民了解和研究县情的地方资料文献。

我深信，通过这部县志提供的翔实资料，使全县的各族人民真正认识自

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家乡，鉴古知今，继往开来，振奋精神，为振兴三

都，致富人民而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继续谱写出更加壮丽的新篇章。

中共三都水族自治县委书记 潘茂修



勤劳动，七度春秋，翻阅档案和图书3000多卷，采访、征集和摘录资料

600多万字，伏案笔耕，五改篇目，四易其稿，得以成书百余万字。

((---都水族自治县志》，全面记述了我县各族人民开发自然与社会活动的

历史和现状，是一部上溯千年，贯通古今；纵横百里，详述县情的地方百科

全书。它既可以为我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翔实的资料和科学依据，又

可以为我们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揭示客观规律；既可以为决策机关

和有关部门掌握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和措施，又可以为振兴三都经

济，致富人民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既可以为当代及后世子孙遗存丰富的历

史资料，又可以对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和社会主义教育，提供乡土教材。所以说编修县志是“服务当代，惠及后

世”的一项重要文化建设事业。

在编纂县志过程中，多次得到省、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关怀和

指导，还得到了原籍三都和在三都工作过的老干部及专家、学者的亲切指

教，从而使县志基本达到了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为一体，汇地方特

点、民族特点、时代特点于一书的要求。在此谨致谢忱。

《三都水族自治县志》的出版问世，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

项重要成果。欣喜之余，书就数语，是为序。

县志编委主任
”9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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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全国人民面向世界进行

改革开放的时代。三都水族自治县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土地上，面积不变，

而人口和工农业总产值迭翻几番，文化教育事业也随着发展，这个历史巨

变，有认真记录和研究的必要。历史是一面镜子，在编写地方志之前，这面

镜子是罩上一层薄纱的，或者是布满灰尘的，反映不出一时一地一人一事和

众人众事在历史长河中的真实面貌。自从1980年贵州倡议编修地方志以

来，三都地方各级领导和热爱地方文化事业的一批知识分子，就满怀豪情地

为编一本《三都水族自治县志》，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七载辛劳，得以出

版问世。

当代修志有有利的一个方面，就是党政领导一经重视，直接插手过问，

就如一个有清醒头脑的人，善于灵活地指挥全身神经系统，协调动作，可收

事半功倍之效。但也有困难的一个方面，就是资料缺少，“巧媳妇难为无米之

炊。”何况多年来培养的史学人才多数没有适当就位，一旦修志需才，只得从

各个部门去调选能者。然而三都县却谨慎地、完满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1988年春天，我同贵州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几位同志经独山、荔波

到三都访问，一路青山绿水，风光秀丽，令人爽心悦目。从前以为这里是一

个长期闭塞的地方，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千村百寨，柳暗花明，集市贸易兴

旺，学校书声朗朗。滔滔都柳江流经县境八十多公里，自古就有舟楫之利。

城外长桥卧波，城内通衢掩树，百货充盈，车马奔驰，一派繁荣景象。清道

光时，贵阳人陶樽在三脚屯教义学，赋诗有“怪鸟惊呼雨，居民在半山，田

畴犹未辟，何以济时艰”的慨叹。民国33年，日本侵略军窜扰黔南五县，三

都遭受蹂躏，水族学者潘一志目睹“黔南遍地血飞红”的惨象，也发出“水旱

连灾兵燹后，田园寥落乱离中”的遣词。以今日情况对比，真是天壤有别，

换了人间。

三都是贵州省十个林区县之一，到处郁郁葱葱，蕴藏着无尽的财富。但

是，在多年的社会安定，医疗卫生事业发达，人口繁衍过快，向自然界索取

较多的情况下，以致生态逐渐失去平衡，要把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客观存在充

分利用，加以改变和发展，就要正确认识这个客观存在。《三都水族自治县

志》分f-]jJJ!类地记载了有关的资料。志书没有标明事物的规律，但它却揭示



了事物的规律性。志书没有贴上科学著作的标签，但它却是一部有助于认识

矛盾和解决矛盾的科学文献，也是一部包罗百科的地方全史。几年以来，常

同三都的修志同志们探讨编纂方法，也陆续读了三都志稿。这部志书资料详

实，体例得当，从中可以看到前人是怎样借鉴得失，奋发前进。我和三都各

族人民一起为这部新志列人中国志书之林，感到由衷的高兴，并藉此致以祝

贺之忱。

《贵州省志》副总纂 陈福桐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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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纂指导思想，本着“存真求实”原

则，实事求是地记述境内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以自治县所辖地域为记述范围，上限时间因事追溯不等齐，下

限为建立自治县三十周年的1 987年底止。

三、本志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综合体裁，按照社会分工和现

代科学分类方法，不受现行管理体制的约束，以事物性质设篇，章、节、

目。。

四、人物篇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本籍为主，非本地出生，但长期。

居住本地并有突出业绩者，一并收入予以立传。。在世人物有贡献需作记载

者，可以事系人载入有关篇章。党政职官表仅录县级正副职。

五，政治制度变化时间界限的划分和称呼，“建国前”、。建国后”是指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解放前”，。解放后”是指三都县解放时间前后，即
1 949年1 2月6日前后·

‘， ．

六、民族篇采取“详记主体民族，略记其他民族”的方法，专叙境内各民

族来源分布、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和民族关系，而不涉及政治、

经济、教育、卫生，体育等已在专篇记述的内容。

七，工业章包含境内县以上国营、集体、商业、供销、粮食、学校兴办

工业的兴衰起伏情况。乡镇以下工业由农业篇的乡镇企业章记述。

八、统计数字以县统计局年报数字为准，统计局未掌握的用部门提供的

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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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230)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中共三都县委会⋯⋯⋯⋯⋯⋯⋯⋯⋯⋯⋯⋯⋯⋯⋯⋯⋯⋯⋯⋯⋯⋯(230)

县委办事机构⋯⋯⋯⋯⋯⋯⋯⋯⋯⋯⋯⋯⋯⋯⋯⋯⋯⋯⋯⋯⋯⋯⋯(23 1)

党代表大会⋯⋯⋯⋯⋯⋯⋯⋯⋯⋯⋯⋯⋯⋯⋯⋯⋯⋯⋯⋯⋯⋯⋯⋯(234)·

区委会及基层组织⋯⋯⋯⋯⋯⋯⋯⋯⋯⋯⋯⋯⋯⋯⋯⋯⋯⋯⋯⋯⋯(238)

纪律检查委员会⋯⋯⋯⋯⋯⋯⋯⋯⋯⋯⋯⋯⋯⋯”⋯”⋯⋯⋯⋯⋯”(240)

组织建设⋯⋯⋯⋯⋯⋯⋯⋯⋯⋯⋯⋯⋯⋯⋯⋯⋯⋯⋯⋯⋯⋯⋯⋯⋯(242)

宣传教育⋯⋯⋯⋯⋯⋯⋯⋯⋯⋯⋯⋯⋯⋯⋯⋯⋯⋯⋯⋯⋯⋯⋯⋯⋯(244)

≮孳J



第八节统一

第三章明清政权

第一节烂土

第二节都江

第三节三脚

第四章民国政权

第一节都江县政府⋯⋯⋯⋯⋯⋯⋯⋯⋯⋯⋯⋯⋯⋯⋯⋯⋯⋯⋯⋯⋯⋯⋯⋯(250)

第二节三合县政府⋯⋯⋯⋯⋯⋯⋯⋯⋯⋯⋯⋯⋯⋯⋯⋯⋯⋯⋯⋯⋯⋯⋯⋯(25 1)

第三节三都县政府⋯⋯⋯⋯⋯⋯⋯⋯⋯⋯⋯⋯⋯⋯⋯⋯⋯⋯⋯⋯⋯⋯⋯⋯(253)

第四节三都县参议会⋯⋯⋯⋯⋯⋯⋯⋯⋯⋯⋯⋯⋯⋯⋯⋯⋯⋯⋯⋯⋯⋯⋯(253)

第五节选举国大代表⋯⋯⋯⋯⋯⋯⋯⋯⋯⋯⋯⋯⋯⋯⋯⋯⋯⋯⋯⋯⋯⋯⋯(254)

第五章人民政权⋯⋯⋯⋯⋯⋯⋯⋯⋯⋯⋯⋯⋯⋯⋯⋯⋯⋯⋯⋯⋯⋯⋯⋯⋯⋯⋯(254)

第一节民族民主联合政府⋯⋯⋯⋯⋯⋯⋯⋯⋯⋯⋯⋯⋯⋯⋯⋯⋯⋯⋯⋯⋯(254)

第二节人民委员会⋯⋯⋯⋯⋯⋯⋯⋯⋯⋯⋯⋯⋯⋯⋯⋯⋯⋯⋯⋯⋯⋯⋯⋯(255)

第三节革命委员会⋯⋯⋯⋯⋯⋯⋯⋯⋯⋯⋯⋯⋯⋯⋯⋯⋯⋯⋯⋯⋯⋯⋯⋯(255)

第四节人民政府⋯⋯⋯⋯⋯·?⋯⋯⋯⋯⋯⋯⋯⋯⋯⋯⋯⋯⋯⋯⋯⋯⋯⋯⋯·(257)

第五节县政府派出机构⋯⋯⋯⋯⋯⋯⋯⋯⋯⋯⋯⋯⋯⋯⋯⋯⋯⋯⋯⋯⋯⋯(263)

第六节民族区域自治⋯⋯⋯⋯⋯⋯⋯⋯⋯⋯⋯⋯⋯⋯⋯⋯⋯⋯⋯⋯⋯⋯⋯(267)

第六章人民代表大会⋯⋯⋯⋯⋯⋯⋯⋯⋯⋯⋯⋯⋯⋯⋯⋯⋯⋯⋯⋯⋯⋯⋯⋯⋯(269)

第一节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269)

第二节人民代表大会·．．⋯⋯⋯⋯⋯⋯⋯⋯⋯⋯⋯⋯⋯⋯⋯⋯⋯⋯⋯⋯⋯⋯(270)

第三节人大常委会⋯⋯⋯⋯⋯⋯⋯⋯⋯⋯⋯⋯⋯⋯⋯⋯⋯⋯⋯⋯⋯⋯⋯⋯(274)

第七章县政协⋯⋯⋯⋯⋯⋯⋯⋯⋯⋯⋯⋯⋯⋯⋯⋯⋯⋯⋯⋯⋯⋯⋯⋯⋯⋯⋯⋯(275)

第一节政协县委员会⋯⋯⋯⋯⋯⋯⋯“⋯⋯⋯⋯⋯⋯⋯⋯⋯⋯⋯⋯⋯⋯⋯(275)

第二节重要活动⋯⋯⋯⋯⋯⋯⋯⋯⋯⋯⋯⋯⋯⋯⋯⋯⋯⋯⋯⋯⋯⋯⋯⋯⋯(277)

第八章，群众团体⋯⋯⋯⋯⋯⋯⋯⋯⋯⋯⋯⋯⋯⋯⋯⋯⋯⋯“⋯⋯⋯⋯⋯⋯⋯⋯(278)

劳节 县总工会⋯⋯⋯⋯⋯⋯⋯⋯⋯⋯⋯⋯⋯⋯⋯⋯·一⋯⋯⋯⋯⋯⋯o”(278)

第二节共产主义青年团三都县委员会⋯⋯⋯⋯⋯⋯⋯⋯⋯⋯⋯⋯⋯⋯⋯⋯(279)

第；节县妇女联合会⋯⋯⋯”．．．⋯⋯⋯⋯⋯⋯⋯⋯⋯⋯⋯⋯⋯⋯⋯⋯⋯⋯·(283)
第四节县农会．．．⋯⋯⋯⋯⋯⋯⋯⋯⋯⋯⋯⋯⋯⋯⋯⋯⋯⋯⋯⋯⋯⋯⋯⋯⋯气284)

第五节县科学技术协会⋯⋯⋯⋯⋯⋯⋯⋯⋯⋯⋯⋯⋯⋯⋯⋯⋯⋯⋯⋯·⋯”(285)

第六节县工商业联合会⋯⋯⋯⋯⋯⋯⋯⋯⋯⋯⋯⋯⋯⋯⋯⋯⋯⋯⋯⋯⋯⋯(285)

第九章民政⋯⋯⋯⋯⋯⋯⋯⋯⋯⋯⋯⋯⋯⋯⋯⋯⋯⋯⋯⋯⋯⋯⋯⋯哪⋯⋯⋯⋯(286)

第一节优抚⋯⋯⋯“⋯⋯⋯⋯⋯⋯⋯⋯⋯⋯⋯⋯⋯⋯⋯⋯⋯⋯⋯·一ooeoo一⋯(286)

第二节救济⋯·h⋯⋯⋯⋯⋯⋯⋯⋯⋯⋯⋯⋯⋯⋯⋯⋯⋯⋯⋯⋯⋯⋯⋯⋯”(291)
．．



第三节社会福利⋯⋯⋯⋯⋯⋯⋯⋯⋯⋯⋯⋯⋯⋯⋯⋯⋯⋯⋯⋯⋯⋯⋯⋯⋯(293)

第四节婚姻登记⋯⋯⋯⋯⋯⋯⋯⋯⋯⋯⋯⋯⋯⋯⋯⋯⋯⋯⋯⋯⋯⋯⋯⋯⋯(294)

第五节遣送安置⋯⋯⋯⋯⋯⋯⋯⋯⋯⋯⋯⋯⋯⋯⋯⋯⋯⋯⋯⋯⋯⋯⋯⋯⋯(294)

第六节信访⋯⋯⋯⋯⋯⋯⋯⋯⋯⋯⋯⋯⋯⋯⋯⋯⋯⋯⋯⋯⋯⋯⋯⋯⋯⋯”(295)
第十章劳动人事⋯⋯⋯⋯⋯⋯⋯”⋯⋯⋯⋯⋯⋯⋯⋯““⋯⋯⋯⋯⋯⋯⋯⋯⋯⋯(296)

第一节劳动就业⋯⋯⋯⋯⋯⋯⋯⋯⋯⋯⋯⋯⋯⋯”一⋯⋯⋯⋯⋯⋯⋯⋯⋯·(296)

第二节劳动工资⋯⋯⋯⋯⋯⋯⋯．．．⋯⋯⋯⋯⋯⋯⋯⋯⋯⋯⋯⋯⋯⋯⋯⋯⋯(297)

第三节职工福利⋯⋯⋯⋯⋯⋯⋯⋯⋯⋯⋯⋯⋯⋯⋯⋯⋯⋯⋯⋯⋯⋯⋯⋯⋯(298)

第四节 干部任用⋯⋯⋯⋯⋯⋯⋯⋯⋯⋯⋯⋯⋯⋯⋯⋯⋯⋯⋯⋯⋯⋯⋯⋯⋯(299)

第五节编制管理⋯⋯⋯⋯⋯⋯⋯⋯⋯⋯⋯⋯⋯⋯⋯⋯⋯⋯⋯⋯⋯⋯⋯⋯⋯(299)

第六节 人员培训⋯⋯⋯⋯⋯⋯⋯⋯⋯⋯⋯⋯⋯⋯⋯⋯⋯⋯⋯⋯⋯⋯⋯⋯⋯(300)

第七节精简下放⋯⋯⋯⋯⋯⋯⋯⋯⋯⋯⋯⋯⋯⋯⋯⋯⋯⋯⋯⋯⋯⋯⋯⋯⋯(301)

第八节 知识分子工作⋯⋯⋯⋯⋯⋯⋯⋯⋯⋯⋯⋯⋯⋯⋯⋯⋯⋯⋯⋯⋯⋯⋯(30 1)

第九节 落实职工政策⋯⋯⋯⋯⋯⋯⋯⋯⋯⋯⋯⋯⋯⋯⋯⋯⋯⋯⋯⋯⋯⋯⋯～303J

第十节职工离退休⋯⋯⋯⋯⋯⋯⋯⋯⋯⋯⋯⋯⋯⋯⋯⋯⋯⋯⋯⋯⋯⋯⋯⋯(303)

公安司法篇

第一章民国司法⋯⋯⋯⋯⋯⋯⋯⋯⋯⋯⋯⋯⋯⋯⋯⋯⋯⋯⋯⋯⋯⋯⋯⋯⋯⋯⋯(305)

第一节司法⋯⋯⋯⋯⋯⋯⋯⋯⋯⋯⋯⋯⋯⋯⋯⋯⋯⋯⋯⋯⋯⋯⋯⋯⋯⋯⋯(305)

第二节治安⋯⋯⋯⋯⋯⋯⋯⋯⋯⋯⋯⋯⋯⋯⋯⋯⋯⋯⋯⋯⋯⋯⋯⋯⋯⋯⋯(306)

第二章．公安⋯⋯⋯⋯⋯⋯⋯⋯⋯⋯⋯⋯⋯⋯⋯⋯⋯⋯⋯⋯⋯⋯⋯⋯⋯⋯⋯⋯⋯(307)

第一节公安机构⋯⋯⋯⋯⋯⋯⋯⋯⋯⋯⋯⋯⋯⋯⋯⋯⋯⋯⋯⋯⋯⋯⋯一⋯·(307)

第二节户籍管理⋯⋯⋯⋯⋯⋯⋯⋯⋯⋯⋯⋯⋯⋯⋯⋯⋯⋯⋯⋯⋯⋯⋯⋯⋯(307)

第三节禁烟禁赌⋯⋯⋯⋯⋯⋯⋯⋯⋯⋯⋯⋯⋯⋯⋯⋯⋯⋯⋯⋯⋯⋯⋯⋯⋯(308)

第四节镇压反革命⋯⋯⋯⋯⋯⋯⋯⋯⋯⋯⋯⋯⋯⋯⋯⋯⋯⋯⋯⋯⋯⋯⋯⋯(309)

第五节治安管理⋯⋯⋯⋯⋯⋯⋯⋯⋯⋯⋯⋯⋯⋯⋯⋯⋯⋯⋯⋯⋯⋯⋯⋯”；(3 10)

第六节易燃易爆品管理⋯⋯⋯⋯⋯⋯⋯⋯⋯⋯⋯⋯⋯⋯⋯⋯⋯⋯⋯⋯⋯。．j目p l 1)

第七节 消防⋯⋯⋯⋯⋯⋯⋯⋯⋯⋯⋯⋯⋯⋯⋯⋯⋯⋯⋯⋯⋯⋯⋯⋯⋯⋯⋯(3 l 2)

第八节交通监理⋯⋯⋯⋯⋯⋯⋯⋯⋯⋯⋯⋯⋯⋯⋯⋯⋯⋯⋯⋯⋯⋯⋯⋯1(3 1 3)

第九节监所管理⋯⋯⋯⋯⋯⋯⋯⋯⋯t⋯⋯”⋯⋯⋯⋯⋯⋯⋯⋯⋯⋯⋯⋯⋯(3 14)

第三章检察⋯⋯⋯⋯⋯⋯⋯⋯⋯⋯．．．⋯⋯⋯⋯⋯⋯⋯⋯⋯⋯⋯⋯⋯⋯⋯⋯⋯⋯·(3 14)

第一节检察机构⋯⋯⋯⋯⋯⋯⋯⋯⋯⋯⋯⋯⋯⋯⋯⋯⋯⋯⋯⋯⋯⋯⋯⋯⋯(3 14)

第二节刑事检察⋯⋯⋯⋯⋯⋯⋯⋯⋯⋯⋯⋯⋯⋯⋯⋯⋯⋯⋯⋯⋯⋯⋯⋯⋯(3 15)
’

第三节经济检察⋯⋯⋯⋯⋯⋯⋯⋯⋯⋯⋯“⋯⋯⋯⋯⋯⋯⋯⋯⋯⋯⋯⋯⋯·(3 16)

第四节 法纪检察⋯⋯⋯⋯⋯⋯⋯⋯⋯⋯⋯⋯⋯⋯⋯⋯⋯⋯⋯⋯⋯⋯⋯⋯⋯(3 16)



第六节复查纠正错案⋯⋯⋯⋯⋯⋯⋯⋯⋯⋯⋯⋯⋯⋯⋯：⋯⋯⋯⋯⋯⋯⋯··(320)

第五章司法行政⋯⋯⋯⋯⋯⋯⋯⋯⋯⋯⋯⋯⋯⋯⋯⋯⋯⋯⋯⋯⋯⋯⋯⋯⋯⋯⋯(321)

第一节法制教育⋯⋯⋯⋯⋯⋯⋯⋯⋯⋯⋯⋯⋯⋯⋯⋯⋯⋯⋯⋯⋯⋯⋯⋯⋯(321)

第二节 民事调解⋯⋯．一．⋯⋯⋯⋯⋯⋯⋯⋯⋯⋯⋯⋯⋯⋯⋯⋯⋯⋯⋯⋯⋯”·(322)

’第三节法律顾问⋯⋯⋯⋯⋯⋯⋯⋯⋯⋯⋯⋯⋯⋯⋯⋯⋯⋯⋯⋯⋯⋯⋯⋯⋯(322)

第四节公证⋯⋯⋯⋯⋯⋯⋯⋯⋯⋯⋯⋯⋯⋯⋯⋯⋯⋯”⋯⋯⋯⋯⋯⋯⋯⋯·(323)
●

’

军事篇

第一章地方武装⋯⋯⋯⋯⋯⋯⋯⋯⋯⋯”t⋯⋯⋯⋯”⋯⋯⋯⋯⋯⋯⋯⋯⋯⋯⋯·(325)

第一节明清地方武装⋯⋯⋯⋯⋯⋯⋯⋯⋯⋯⋯⋯⋯⋯⋯．．．⋯⋯⋯⋯⋯⋯⋯(325)

第二节 民国地方武装⋯⋯⋯⋯⋯⋯⋯⋯⋯⋯⋯⋯⋯⋯⋯⋯⋯⋯⋯⋯⋯⋯⋯(327)

第三节人民武装⋯⋯⋯⋯⋯⋯⋯⋯⋯⋯⋯⋯⋯⋯⋯⋯⋯⋯⋯⋯⋯⋯⋯⋯⋯(33 1)

第二章驻军⋯⋯⋯⋯⋯⋯⋯⋯⋯⋯⋯⋯⋯⋯⋯⋯⋯⋯⋯⋯⋯⋯⋯⋯⋯⋯⋯⋯⋯(334)

第一节清朝军队⋯⋯⋯⋯⋯⋯⋯⋯⋯⋯⋯⋯⋯⋯⋯⋯⋯⋯⋯⋯⋯⋯⋯⋯⋯(334)

第二节 民国军队⋯．．．⋯⋯⋯⋯⋯⋯⋯⋯⋯⋯⋯⋯⋯⋯⋯⋯⋯⋯⋯⋯⋯⋯⋯(339)

第三节 中国人民解放军⋯⋯⋯⋯⋯⋯⋯⋯⋯：⋯⋯⋯⋯⋯⋯⋯⋯⋯⋯⋯⋯··(340)

第三章兵役⋯⋯⋯⋯⋯⋯⋯⋯⋯⋯⋯⋯⋯⋯⋯⋯⋯⋯⋯⋯⋯⋯⋯⋯⋯⋯⋯⋯⋯(341)

第一节．募兵征兵⋯⋯⋯⋯⋯⋯⋯⋯⋯⋯⋯⋯⋯⋯⋯⋯⋯⋯⋯⋯⋯⋯⋯⋯(34 I)

第二节志愿兵⋯⋯⋯⋯⋯⋯⋯⋯⋯⋯⋯⋯⋯⋯⋯⋯⋯⋯⋯⋯⋯⋯⋯⋯⋯⋯(343)

第三节义务兵⋯⋯⋯⋯⋯⋯⋯⋯⋯⋯⋯⋯⋯⋯⋯⋯一⋯⋯⋯⋯⋯⋯⋯⋯⋯(344)

第四节 义务兵与志愿兵结合⋯⋯⋯⋯⋯⋯⋯”．．⋯⋯⋯⋯⋯⋯⋯“扣⋯⋯”·(344)

第四章军事设施⋯⋯⋯⋯⋯⋯⋯⋯⋯⋯⋯⋯⋯⋯⋯⋯⋯⋯⋯⋯⋯⋯⋯⋯⋯⋯⋯(347)

第一节城垣与军较场⋯⋯⋯⋯⋯⋯⋯⋯⋯⋯⋯⋯⋯⋯⋯⋯⋯⋯⋯⋯⋯⋯⋯(347)

第二节营屯⋯⋯⋯⋯⋯⋯⋯⋯⋯⋯⋯⋯⋯⋯一⋯⋯⋯⋯⋯⋯⋯⋯⋯⋯⋯⋯(347)

第三节关隘⋯⋯⋯⋯⋯⋯⋯⋯⋯⋯⋯⋯⋯⋯⋯⋯⋯⋯⋯⋯⋯⋯⋯”一⋯⋯”(349)

第四节碉堡壕堑⋯⋯⋯⋯⋯⋯⋯⋯⋯⋯⋯⋯⋯⋯⋯⋯⋯⋯⋯⋯⋯⋯⋯⋯(350)

第五章民兵⋯⋯⋯⋯⋯⋯⋯⋯⋯⋯⋯⋯⋯⋯⋯⋯⋯⋯⋯⋯⋯⋯⋯⋯⋯⋯⋯⋯⋯(35 1)

第一节组织建设⋯⋯⋯⋯⋯⋯⋯⋯⋯⋯⋯⋯⋯⋯⋯⋯⋯⋯⋯⋯⋯⋯⋯⋯⋯(3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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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训练⋯⋯⋯⋯⋯⋯⋯⋯⋯⋯⋯⋯⋯⋯⋯⋯⋯⋯⋯⋯⋯⋯⋯⋯⋯⋯⋯(354)

第三节活动⋯⋯⋯⋯⋯⋯⋯⋯⋯⋯⋯⋯⋯⋯⋯⋯⋯⋯⋯⋯⋯⋯⋯⋯⋯⋯⋯(356)

第六章 重大兵事⋯⋯⋯⋯⋯⋯⋯⋯⋯⋯⋯⋯⋯⋯⋯⋯⋯⋯⋯⋯⋯⋯⋯⋯⋯⋯⋯(360)

第一节乜富架起义反明斗争⋯⋯⋯⋯⋯⋯⋯⋯⋯⋯⋯⋯⋯⋯⋯⋯⋯⋯⋯⋯(360)

第二节都江苗族人民抗清斗争⋯⋯⋯⋯⋯⋯⋯⋯⋯⋯⋯⋯⋯⋯⋯⋯⋯⋯⋯(360)

第三节罗光明斋教军反清斗争⋯⋯⋯⋯⋯⋯⋯⋯⋯⋯⋯⋯⋯⋯⋯⋯⋯⋯⋯(362)

第四节潘新简水族义军反清斗争⋯⋯⋯⋯⋯⋯⋯⋯⋯⋯⋯⋯⋯⋯⋯⋯⋯⋯(366)

。第五节抗击日本侵略军⋯⋯⋯⋯⋯⋯⋯⋯⋯⋯⋯⋯⋯⋯⋯⋯⋯⋯⋯⋯⋯”，(374)

第六节解放前夕的游击斗争⋯⋯⋯⋯⋯⋯⋯⋯⋯⋯⋯⋯⋯⋯⋯⋯⋯⋯⋯⋯(376)

第七节解放三都县城⋯⋯⋯⋯⋯⋯⋯⋯⋯⋯⋯⋯⋯⋯⋯⋯⋯⋯⋯⋯⋯⋯⋯(377)

第八节剿匪斗争⋯⋯⋯⋯⋯“⋯⋯⋯⋯⋯⋯⋯⋯⋯⋯⋯⋯⋯⋯⋯⋯⋯⋯⋯·(378)

经济综合篇

弟一草经济综述⋯⋯⋯⋯⋯⋯⋯⋯⋯⋯⋯⋯⋯⋯⋯⋯⋯⋯⋯⋯⋯⋯⋯⋯⋯⋯⋯(38 1)

第一节 民国以前经济⋯⋯⋯⋯⋯⋯⋯⋯⋯⋯⋯⋯⋯⋯⋯⋯⋯⋯⋯⋯⋯⋯⋯(38 1)

第二节 建国后的经济⋯⋯⋯⋯⋯⋯⋯⋯⋯⋯⋯⋯⋯⋯⋯⋯⋯⋯⋯⋯⋯⋯⋯(384)

第二章经济体制变革⋯⋯⋯⋯⋯⋯⋯⋯⋯⋯⋯⋯⋯⋯⋯⋯⋯⋯⋯⋯⋯⋯⋯⋯⋯(388)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封建土地所有制⋯⋯⋯⋯⋯⋯⋯⋯⋯⋯⋯⋯⋯⋯⋯⋯⋯⋯⋯⋯⋯⋯(388)

土地改革⋯⋯⋯⋯⋯⋯⋯⋯⋯⋯⋯⋯⋯⋯⋯⋯⋯⋯⋯⋯⋯⋯⋯⋯⋯(389)

农业合作化⋯⋯⋯⋯⋯⋯⋯⋯⋯⋯⋯⋯⋯⋯⋯⋯⋯⋯⋯⋯⋯⋯⋯⋯(390)

对个体手工业改造⋯⋯⋯⋯⋯⋯⋯⋯⋯⋯⋯⋯⋯⋯⋯⋯⋯⋯⋯⋯⋯(392)

对私营工商业改造⋯⋯⋯⋯⋯⋯⋯⋯⋯⋯⋯⋯⋯⋯⋯⋯⋯⋯⋯⋯⋯(393)

第六节人民公社⋯⋯⋯⋯⋯⋯⋯⋯⋯⋯⋯⋯⋯⋯⋯⋯⋯⋯⋯⋯⋯⋯⋯⋯⋯(395)

第七节家庭联产承包⋯⋯⋯⋯⋯⋯⋯⋯⋯⋯⋯⋯⋯⋯⋯⋯⋯⋯⋯⋯⋯⋯⋯(398)

第三章 国民经济计划管理⋯⋯⋯⋯⋯⋯⋯⋯⋯⋯⋯⋯⋯⋯⋯⋯⋯⋯⋯⋯⋯⋯⋯(399)

第一节计划编制与管理⋯⋯⋯⋯⋯⋯⋯⋯⋯⋯⋯⋯⋯⋯⋯⋯⋯⋯⋯⋯⋯⋯(399)

第二节物资管理⋯⋯⋯⋯⋯⋯⋯⋯⋯⋯⋯⋯⋯⋯⋯⋯⋯⋯⋯⋯⋯⋯⋯⋯⋯(402)

第四章物价管理⋯⋯⋯⋯⋯⋯⋯⋯⋯⋯⋯⋯⋯⋯⋯⋯⋯⋯⋯⋯⋯⋯⋯⋯⋯⋯⋯(405)

第一节价格⋯⋯⋯⋯⋯“⋯⋯”⋯⋯⋯⋯⋯⋯⋯⋯⋯⋯⋯⋯⋯⋯⋯⋯⋯⋯一(405)

第二节管理监督⋯⋯⋯⋯⋯⋯⋯⋯⋯⋯⋯⋯⋯⋯⋯⋯⋯⋯⋯⋯⋯⋯⋯⋯⋯(408)

第五章工商行政管理⋯⋯⋯⋯⋯·⋯⋯⋯⋯⋯⋯⋯⋯⋯⋯⋯⋯⋯⋯⋯⋯⋯⋯⋯“(4 10)

第一节市场管理⋯⋯⋯⋯⋯⋯⋯⋯⋯⋯⋯⋯⋯⋯⋯⋯⋯⋯⋯⋯⋯⋯⋯⋯⋯(4 10)

第二节工商企业管理⋯⋯⋯⋯⋯⋯⋯⋯⋯⋯⋯⋯⋯⋯⋯⋯⋯⋯⋯⋯⋯⋯⋯(41 2)

第三节个体工商户⋯⋯⋯⋯⋯⋯⋯⋯⋯⋯⋯⋯⋯⋯⋯⋯⋯⋯⋯⋯⋯⋯⋯⋯(413)

第四节计量管理⋯⋯⋯⋯⋯⋯⋯⋯⋯⋯⋯⋯⋯⋯⋯⋯⋯⋯⋯⋯厶⋯⋯⋯⋯·(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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