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H∞oNouIHZ9垂百重∽IXoNVIfI江西省地方志丛书

进贤县志

锺西．山营江般偃贝_|旦其士心曲珊岔l霎口贝厶荭¨叠_苗萧

证

西

人

昂

出．版

社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 一 ．。

”

。 目， 录

-_-●___-_●_●●-_●---——_____——一_-l_—___-_----l--___--___—__-—I_●-__-—__●-_---_l__-__-__-_-

序一言⋯⋯⋯⋯⋯⋯⋯：⋯⋯⋯⋯n(1)

凡’例⋯⋯⋯⋯⋯⋯⋯⋯⋯⋯⋯·(7、)

概’述⋯⋯⋯⋯¨⋯⋯．．．⋯⋯”．⋯(1>

大事记⋯⋯⋯⋯⋯⋯⋯·：⋯⋯⋯(7)
●

第一篇地理志
’

第一章县境⋯⋯⋯⋯⋯⋯”(43)

第一节位置⋯⋯⋯⋯⋯⋯·‘：⋯(43)

，-第二节沿革⋯⋯⋯⋯⋯⋯⋯⋯(43)

第三节区划⋯⋯⋯⋯⋯⋯⋯⋯(44)
‘，

。 第=章县城．乡镇⋯⋯⋯⋯⋯(47)

第一节县城⋯··：⋯⋯⋯⋯⋯⋯(47)

第二节乡镇⋯⋯．．．⋯⋯⋯⋯⋯(48>

李渡镇⋯⋯⋯⋯⋯⋯⋯⋯⋯(48)
-’ 温圳镇⋯⋯⋯⋯⋯Q QI'Q O⋯⋯(48)

。‘ ’三里乡⋯⋯⋯：⋯一i⋯一⋯·(49)

。梅庄乡⋯⋯⋯⋯：⋯⋯⋯⋯一(50)
4 赵埠乡，．．⋯⋯⋯⋯⋯⋯⋯⋯(50)

二塘乡”：⋯⋯⋯⋯⋯⋯⋯⋯(50)

前坊乡⋯⋯⋯⋯⋯⋯·’⋯⋯··(51)
p‘ ‘南台乡⋯⋯⋯⋯⋯⋯⋯⋯⋯(51)

架桥乡⋯⋯⋯“⋯⋯⋯⋯⋯·(52)

㈠’，7七里乡凼⋯⋯⋯⋯⋯⋯·：⋯·(52)

钟陵乡⋯⋯⋯⋯⋯⋯⋯⋯⋯(52)
。‘ 罗溪乡⋯⋯““⋯⋯⋯⋯⋯“(53)

。，_ 池溪乡⋯⋯一”⋯⋯⋯⋯⋯．(53)
“‘一， 泉岭乡⋯⋯·一一““⋯⋯．．(54)

‘∥‘ ‘凰岭乡“⋯⋯协·。⋯一⋯·：⋯．(54)

∽，，f， 云桥乡⋯‘··’．_．．jj·o∞“⋯⋯．(55、)

录
--。?r 。

t f‘：·，～。。 。一’J‘
．6’

一‘+张公乡⋯⋯⋯⋯⋯一-．．⋯w”(55>

，0、下埠集垒⋯．．．⋯⋯．．．⋯⋯⋯(56)
；： 前途乡⋯⋯⋯⋯⋯⋯⋯⋯u．．-C 56)

．． 文港乡⋯⋯⋯⋯⋯⋯⋯⋯⋯(56)

衙前乡⋯⋯⋯⋯⋯⋯：⋯⋯··(57)
’? ‘白圩乡⋯⋯⋯⋯⋯⋯⋯⋯⋯(57)

。i，长山晏乡⋯⋯⋯一⋯⋯⋯··(58)
一．。 军山湖乡⋯⋯⋯小．．．⋯∥⋯(58)

茅岗乡⋯⋯⋯⋯⋯⋯⋯·：：⋯(58)

， 捉牛岗乡⋯⋯⋯⋯．．．⋯⋯⋯(59)
j’

第三章人口⋯⋯⋯⋯⋯⋯⋯⋯(59)
，

第一节历代人口⋯⋯⋯⋯。⋯⋯(59)

第二节人口分布⋯⋯．．．⋯⋯．．．(62)

!：第三节人口构成⋯⋯⋯⋯⋯⋯(63)

：1 一，’民族⋯‘⋯⋯⋯⋯⋯?··(63)

·二、’文化⋯⋯⋯⋯⋯．．．⋯(63)

t，。 三、‘职业⋯⋯⋯⋯⋯⋯⋯(63)

’第四节寿命调查⋯一”．，．∥⋯·(e3)

‘第五节计划生育⋯⋯⋯⋯⋯⋯(64)

．。 一，机构⋯⋯··：⋯⋯⋯⋯⋯(64)

二、措施⋯⋯⋯⋯⋯⋯?⋯一(64)

三：效果⋯⋯⋯⋯-．．⋯⋯⋯(65)
‘“

^‘

，第四章地貌地质⋯⋯⋯··?“(65)

t、第一节地貌⋯⋯⋯⋯⋯⋯⋯⋯一(65)

．，．第二节地质⋯⋯⋯⋯⋯⋯⋯·．．(66)
⋯

第五章山脉水系⋯⋯⋯⋯⋯(67)

第一节山脉⋯⋯j：⋯⋯⋯⋯⋯·(67)

(‘第二节河流⋯·?：⋯·?⋯·一⋯⋯_(68)

一，抚河⋯⋯⋯⋯“⋯⋯⋯·(68)

乞l巴



第一节封建土地所有制⋯⋯⋯(95)

一，土地占有状况⋯⋯．I．⋯(95)

二，刺削形式⋯⋯⋯⋯⋯⋯(96)

第二节社会主义公有制⋯⋯⋯‘97)

一、土地改革⋯⋯⋯⋯⋯⋯(97)

二、农业合作化⋯⋯⋯⋯⋯(99)

·三，人民公社化⋯⋯⋯⋯⋯(99)

第二章经营管理⋯⋯⋯⋯⋯．．(99)

第一节个体经营⋯⋯⋯⋯⋯⋯(99)

第二节集体经营⋯⋯⋯⋯⋯⋯(100)

一，合作社经营⋯⋯⋯⋯⋯(100)

二、公社经营-⋯⋯⋯⋯⋯(100)

三，农业生产责任制⋯⋯⋯(101)

第三章耕地作物产量⋯(102)

第一节耕地⋯⋯⋯⋯⋯⋯⋯⋯(102)

第二节作物⋯⋯⋯⋯⋯⋯⋯⋯(104)

一，种类⋯⋯⋯⋯⋯⋯⋯”(104)

一二，布局⋯⋯⋯⋯⋯⋯⋯⋯(105)
三，作物结构⋯⋯⋯⋯．．．⋯(105)

第三节产量⋯⋯⋯⋯⋯⋯⋯⋯(106)

一、粮食⋯⋯⋯⋯⋯⋯⋯⋯(106)

二，油特⋯⋯⋯⋯⋯⋯⋯⋯(107)

三，棉花⋯．．．⋯⋯⋯⋯⋯⋯(107)

四，其{I弘⋯⋯⋯⋯⋯⋯⋯·(107)

第四章农业技术⋯⋯⋯⋯⋯⋯(109)

第一节耕作制度⋯⋯⋯⋯⋯⋯(109)

一，民国年问水田，旱地
-、 复种情况⋯⋯⋯⋯⋯⋯(109)

二，建国后水田，早坫复

f， 种情况⋯⋯⋯⋯⋯⋯(109)
第二节品种改良⋯⋯一·-⋯⋯(11e)

一，水稻一⋯·“·一一⋯⋯”(1l∞
二、小_走·一一—一一一⋯·一一·(I∞)

1五，太豆叩一—一·一一一一⋯(1强)



．六：芝麻⋯⋯⋯⋯⋯⋯⋯⋯(111)

七，花生⋯⋯⋯⋯⋯⋯⋯⋯(111)

八、缸薯⋯⋯⋯⋯⋯⋯⋯⋯(111)’

第三节栽培技术⋯⋯⋯⋯⋯⋯(112)

一、水稻⋯⋯⋯⋯⋯·：⋯⋯·(112)
， 二、棉花⋯⋯OgQ@@O⋯⋯⋯⋯(112、

。 第四节植物保护⋯⋯⋯⋯⋯⋯(113)

一，病虫害⋯“⋯⋯⋯⋯⋯·(113)

二，植保措施⋯⋯⋯⋯⋯⋯(113)

第五章农作机具⋯⋯⋯⋯⋯⋯(114)

第一节传统农具⋯⋯⋯⋯⋯⋯(114)

第二节农具改良，农机

推广⋯⋯⋯⋯⋯⋯⋯⋯(115)

第三节农机管理⋯⋯⋯⋯⋯⋯(117)

第六章红壤改良⋯⋯⋯⋯⋯⋯(118)

第一节红壤状况⋯⋯⋯⋯⋯：·．(118)

一，红壤肥力⋯⋯⋯⋯⋯⋯(118)

二，红壤耕地⋯⋯一⋯⋯⋯(118)

第二节利用改良⋯⋯⋯⋯⋯⋯(119)

一，用地养地⋯⋯⋯⋯⋯⋯(119)

二，综合治理⋯⋯⋯⋯⋯⋯(121)
，

’ ：

第七章多种经营‰⋯．．⋯⋯⋯(Z23)

第一节种植业⋯⋯⋯⋯⋯⋯⋯(123)

一，蔬菜．⋯⋯⋯⋯⋯⋯⋯“(123)

二，瓜⋯⋯⋯⋯⋯⋯⋯⋯⋯(124)

三，‘果⋯⋯⋯⋯⋯⋯⋯⋯⋯(124)

四，茶叶⋯⋯⋯⋯⋯⋯⋯⋯(125)

五，甘蔗⋯⋯⋯⋯⋯⋯⋯⋯(125)

六、烟叶⋯⋯⋯．．．⋯⋯⋯⋯(126)

．七、麻⋯⋯⋯⋯⋯⋯⋯⋯⋯(126)

八、莲藕、荸荠⋯⋯⋯⋯⋯(126)

，， ．九，药材⋯⋯⋯⋯⋯⋯⋯⋯(126)

二、采集⋯⋯⋯⋯⋯⋯⋯⋯(127)

三、狞猎⋯⋯⋯⋯⋯⋯⋯⋯(128)

●
?

第八章国营农场⋯⋯⋯⋯⋯⋯(128)

第一节水稻原种场⋯⋯⋯⋯⋯(128)

。1第=节j早作物原种场⋯⋯⋯⋯(129)

第三节长山垦殖场⋯⋯⋯⋯⋯(129)

．第四节蚕桑场⋯⋯⋯⋯⋯⋯⋯(130)

附l省属场⋯⋯⋯⋯⋯⋯⋯⋯⋯(130)
j

I|

第三篇林业志

第一章森林资源⋯⋯⋯⋯⋯⋯(131)

第一节宜林山地⋯⋯”i⋯⋯”·(131)

一，有林地⋯⋯⋯⋯⋯⋯⋯(131)

二、无林荒山⋯⋯⋯⋯⋯⋯(132)

第二节林木种类⋯⋯”⋯⋯⋯·(132)．

一、用材林⋯⋯⋯⋯⋯⋯⋯(132)

二、防护林⋯⋯⋯⋯⋯⋯⋯(132)

三，薪炭林⋯⋯⋯⋯⋯⋯⋯(132)

四、经济林⋯⋯⋯⋯⋯··■·(133)

五，竹林⋯⋯⋯⋯⋯⋯⋯⋯(133)

第三节林木分布⋯⋯⋯⋯⋯⋯(133)

第二章植树造林⋯⋯⋯⋯⋯¨(133)

’第一节采种育苗⋯⋯⋯⋯⋯⋯(133)

一，采种⋯⋯⋯⋯⋯⋯”⋯·(133)

二、育苗⋯⋯”．⋯⋯⋯⋯⋯·(135)

第二节人工造林⋯⋯⋯⋯⋯⋯(135)

第三节红壤造杉⋯⋯⋯⋯⋯⋯(135)

第四节幼林抚育⋯⋯⋯⋯⋯⋯(136)

一，垦复⋯⋯一·．“⋯⋯⋯⋯(136)

、．；‘整杖⋯⋯⋯⋯⋯⋯⋯⋯(137)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_l·---__-__---。-·_·_···_，-·I-·-···_____···-_·--。一_-__-二_一一．-．-_-_．-_-一
。 三，施肥⋯．．．⋯⋯h二⋯⋯”(137)

第三章森林保护．．．⋯。⋯．．．”(137)

‘，‘第一节．护林机构⋯⋯⋯⋯⋯⋯(137)

第二节护林防火⋯⋯⋯⋯⋯⋯(138)

第三节病虫害防治⋯．．．⋯⋯⋯(’133)

第四节林业‘‘三定黟⋯⋯⋯⋯(138)
’

．I

第四章林场苗圃⋯¨⋯⋯⋯(140)

前岭林场⋯⋯⋯⋯．．．⋯．．．⋯⋯‘⋯(140)

北岭林场叩⋯⋯⋯⋯⋯⋯⋯⋯-一(140)

麻山林场⋯⋯⋯⋯⋯⋯⋯⋯⋯⋯(140)

大公岭林场⋯⋯⋯⋯⋯⋯⋯⋯⋯(140)

观花岭林场⋯⋯⋯⋯“⋯⋯⋯⋯(141)

红旗林场⋯⋯⋯⋯⋯⋯⋯⋯⋯⋯(141)

。 石灰岭林场⋯⋯⋯．¨·¨一⋯⋯”(141)

林木良种场⋯⋯⋯⋯⋯⋯⋯⋯⋯(142)

苗圃⋯⋯⋯⋯⋯⋯⋯⋯⋯⋯⋯⋯(142)

油茶分场⋯⋯⋯⋯··j⋯⋯⋯⋯⋯(142)

第五篇

预防⋯⋯⋯⋯一⋯⋯⋯(152)

检疲⋯⋯⋯⋯一⋯⋯⋯(152)

包医⋯⋯⋯⋯⋯⋯⋯⋯(152)

渔业志

第一耄渔业资源⋯⋯⋯⋯⋯⋯(155)
，． ·_ ●

第一节水域⋯⋯⋯·O D．QIO⋯⋯⋯(155)

一、湖泊⋯⋯⋯⋯⋯⋯⋯⋯(155)

．． 二、塘，库⋯⋯⋯⋯⋯⋯⋯(156)

三、河港⋯⋯⋯⋯⋯⋯⋯⋯(156)

第二节鱼类⋯⋯⋯⋯⋯⋯⋯⋯(156)

一、天然鱼类⋯⋯．．．⋯⋯⋯(156)

二、人工孵化鱼类⋯⋯⋯⋯(156)

三，水生动、植物⋯⋯⋯⋯(157)

第三节饵料⋯⋯⋯⋯⋯⋯⋯⋯(157)

一，浮游植物⋯⋯⋯⋯⋯⋯(157)
-． 二、浮游动物一··：⋯⋯⋯⋯(157)

三，水生维管柬植物⋯⋯⋯(157)

四，底栖动物．．．⋯⋯⋯⋯⋯(157)

第二童“天然捕捞⋯⋯⋯⋯-“(158)

第一节队伍⋯⋯⋯⋯⋯⋯⋯⋯(158)

第二节渔具⋯⋯⋯⋯⋯⋯⋯⋯(158)

第三节产量⋯⋯⋯⋯⋯⋯⋯⋯(159)

第三章人工养殖⋯⋯⋯⋯⋯⋯(160)
●

第一节鱼类养殖⋯⋯⋯⋯⋯⋯(160)

一、鱼苗，鱼种⋯⋯⋯⋯⋯(160)

二，放养⋯⋯⋯⋯⋯⋯⋯⋯(161)

第二节河蚌育珠，螃蟹

养殖⋯⋯⋯⋯⋯⋯⋯⋯(162)

一，河蚌育珠⋯⋯⋯⋯⋯⋯(162)

二，螃蟹养殖⋯⋯⋯⋯⋯⋯(163)

i第四章渔政⋯⋯⋯⋯⋯⋯⋯⋯(163)

第一节规章制度⋯⋯⋯⋯⋯⋯(163)



：。·’ 一、。作业时间，地段，
。。

j：t ‘‘MS．⋯·⋯⋯⋯⋯⋯⋯··(163)

二、禁湖，禁港_⋯⋯⋯⋯(163)

：，第二节行政管理⋯．．．⋯⋯⋯⋯(164)
。。。

。一、机构⋯⋯⋯⋯⋯”⋯⋯-(164)

、 二，措施⋯⋯⋯··j⋯⋯⋯⋯(164)
． ‘：

第六篇水翱志．。
●

J 。

第一章圩堤工程⋯?“⋯⋯⋯⋯(165)

． 第一节一’旧圩堤⋯一．．：⋯⋯⋯⋯(165)

第二节建国后兴建圩堤⋯⋯⋯(166)

第三节冬修夏防⋯，⋯⋯⋯⋯·，(168)

一、冬修⋯⋯⋯⋯⋯⋯⋯⋯(IC3)

，。．
二，夏防⋯⋯⋯．．．⋯⋯”⋯·(168)

三、管护⋯⋯⋯⋯⋯一⋯⋯(169)

’’第二章排涝⋯_⋯·．．⋯⋯”⋯·(169)

‘第一节排渍道⋯⋯“⋯⋯⋯⋯(169)

第二节电排站··j⋯⋯⋯⋯⋯⋯(170)

、第三节电站管理⋯．．．⋯⋯一⋯(173)

第三章蓄水灌溉⋯⋯⋯⋯⋯⋯(173)

第一节陂塘⋯⋯⋯⋯⋯⋯⋯．．．(173)

第二节水库⋯⋯⋯⋯⋯⋯⋯⋯(173)
、

第四章引水灌溉⋯⋯⋯⋯⋯⋯(176)

． 第一节闸坝⋯⋯⋯⋯⋯⋯⋯⋯(176)

第二节·渠道小．．．．．．⋯⋯⋯⋯^?(177)

’第五章提水灌蕊⋯⋯一⋯·。⋯··(178)

第一节水车⋯⋯⋯⋯⋯⋯⋯⋯(178)

第二节机电灌溉站⋯⋯⋯⋯⋯(178)
’．：务。

第七篇工业志， ．

Ⅵ ．．：+．

第一章匠铺作坊⋯⋯⋯⋯：⋯··i 187)

第二章机械造船⋯⋯⋯⋯⋯⋯(IS8)

豢

4

第一节机械制造⋯⋯⋯⋯⋯⋯(188)

第二节船舶修造一⋯⋯⋯⋯⋯<192)

第三章煤炭电力⋯⋯⋯⋯⋯(193)

第一节煤炭开采·j··：·0⋯⋯⋯(193)

第二节电力⋯⋯i⋯⋯⋯⋯⋯⋯(194)

一，发电⋯··：j⋯⋯⋯⋯⋯⋯(194)

二，变电⋯⋯⋯：．．：⋯⋯⋯”(196)
、

‘^‘。三、输电。⋯“：·：⋯⋯⋯⋯“(197)

， 四，用电⋯■，．．⋯⋯⋯．．．⋯·(197)

五、电器生产⋯⋯⋯⋯⋯⋯(197)

第四奄建材化工⋯⋯⋯一“(198)
一?

’

f
r， t

第一节建筑材料⋯⋯⋯⋯⋯⋯(198)

第二节化工生产⋯、⋯⋯⋯絮⋯(．_200)
j

第五章轧花纺织⋯⋯．．．⋯⋯：(201)

，第一节’轧花⋯-·i⋯⋯⋯⋯⋯⋯(201)

第二节纺织⋯⋯⋯一⋯⋯⋯⋯(201)

第六章食品加工⋯⋯⋯⋯⋯⋯(203)
‘

n

，㈠第一节粮油加工一．．．⋯¨⋯⋯·(203)

，’第二节酿酒⋯⋯．．⋯⋯⋯··：⋯·(205)

‘第三节副食品加工⋯⋯⋯⋯⋯(206)

第七章印刷造纸⋯⋯一一⋯‘(207)
·’

‘’‘

+叫

，’第一节印刷⋯．．．⋯⋯⋯⋯⋯⋯(207)

7．第二节造纸⋯．⋯⋯⋯⋯⋯⋯⋯(203)

。第八章毛笔毛刷加工⋯r．．．⋯⋯(208)
．1 。．

’

第一节毛笔⋯⋯⋯⋯⋯⋯⋯⋯(208)

第二节毛刷⋯⋯⋯⋯⋯⋯⋯⋯(209)

第九章．其他工业”“．．⋯⋯⋯⋯(210)
c‘

。 ‘、

第一节陶瓷⋯⋯⋯⋯⋯⋯⋯⋯(2i0)

一，陶器⋯⋯⋯⋯⋯⋯⋯⋯(21 0)

二、瓷器⋯⋯⋯⋯⋯⋯⋯⋯(211)

’第二节缝纫I O OI m"”一一；⋯⋯⋯(虬1)

；5-



备 垒 一¨一、’ ．．．
，． 一 ．．

妻 ：． i - j —

j ! 兰 ； ：：二．二：．：。二：： ：二．：』i ：誓

第三节制革⋯⋯⋯⋯⋯⋯⋯⋯(211)

第四节鞭爆、焰花⋯⋯⋯⋯⋯(212)

第五节牛角制品⋯⋯⋯⋯⋯⋯(212)
，

，

第十章工业管理⋯⋯⋯⋯⋯⋯(213)
‘．J

第一节管理机构⋯⋯⋯⋯⋯⋯(213)

第二节经营管理⋯⋯⋯⋯⋯⋯(213)
一 一，生产计划⋯⋯⋯⋯⋯⋯(213)

二，经营方法⋯⋯⋯⋯⋯··(213)

三，管理体制⋯⋯⋯⋯⋯⋯(214)

四、经济承包责任制⋯⋯⋯(214)

第八篇交通邮电志
、

第一章交通⋯⋯⋯⋯⋯⋯⋯(215)

第一节公路⋯⋯⋯⋯⋯⋯⋯⋯(215)

一，公路建设⋯⋯⋯⋯⋯⋯(215)

二、运输工具⋯⋯⋯⋯⋯⋯(217)

三、运输量⋯⋯⋯⋯⋯⋯⋯(218)

第二节航运⋯⋯⋯⋯⋯⋯⋯⋯(219)

一，航道⋯⋯⋯⋯⋯⋯⋯⋯(219)

。二，码头，渡口⋯⋯⋯⋯··(220)
三、运输工具⋯m⋯⋯⋯⋯(221)

四，，水运量⋯⋯⋯⋯⋯⋯⋯(222)

第三节铁路⋯⋯⋯⋯⋯⋯⋯⋯’(223)

一、铁路建设⋯：⋯⋯⋯⋯(223)

二、铁路运输⋯⋯⋯⋯⋯⋯(223)

第四节桥梁⋯⋯⋯⋯』．．⋯⋯⋯(224)

一、便道桥⋯⋯⋯⋯⋯⋯·(224)
二，公路桥⋯⋯⋯⋯⋯⋯“(225)
三、铁路桥⋯⋯⋯⋯⋯⋯··(229)

第五节交通管理小⋯⋯⋯⋯⋯(229)

一，公路监理⋯⋯⋯⋯⋯⋯(229)

二、公路养护⋯⋯⋯⋯⋯⋯(230)

三、船舶监理⋯⋯⋯⋯⋯⋯(231)

第二章邮电⋯⋯⋯⋯⋯⋯⋯⋯(231)

·6·

，

第一节邮政⋯⋯⋯⋯⋯⋯⋯⋯(231)

一、铺、所⋯⋯⋯⋯⋯⋯⋯(231)

二，邮路⋯⋯⋯⋯⋯⋯⋯⋯(233)

，三、邮递⋯⋯⋯⋯⋯⋯m⋯(238)

四、邮件⋯⋯⋯⋯⋯⋯⋯⋯(238)

五、报刊发行⋯⋯小⋯⋯⋯(239)

第二节电信⋯⋯⋯⋯⋯⋯．．⋯(240)

一、电话⋯⋯⋯⋯⋯⋯⋯⋯(240)

二、电报⋯⋯⋯⋯⋯⋯⋯·(241)
三、传真⋯⋯⋯⋯⋯⋯⋯“(242)

第三节邮电管理⋯⋯⋯⋯⋯⋯(242)

第九篇城乡建设志
，

第一摩县城建设⋯⋯⋯⋯⋯⋯(24s)

第一节街道⋯⋯⋯⋯⋯⋯⋯⋯(245)

第二节建筑⋯⋯⋯⋯⋯⋯⋯⋯(246)

第三节供水⋯⋯⋯⋯⋯⋯⋯⋯(247)

第四节绿化⋯⋯⋯⋯⋯⋯⋯⋯(248)

第二章村镇建设⋯⋯⋯⋯⋯⋯(243)

第一节村庄⋯⋯⋯⋯⋯⋯⋯⋯(248)

第二节集镇⋯⋯⋯⋯⋯⋯⋯⋯(250)

第三节房屋特点⋯⋯⋯⋯⋯⋯(250)

第三章建筑企业⋯⋯⋯⋯⋯⋯(251)

第四章房地产管理⋯⋯⋯⋯⋯(253)

第一节房产管理⋯⋯⋯⋯⋯⋯(253)

第二节地产管理⋯⋯⋯⋯⋯⋯(254)

‘第三节白蚁防治⋯⋯⋯⋯⋯⋯(255)

第五章环境保护⋯⋯⋯⋯⋯⋯(255)

第一节环境污染⋯⋯⋯⋯⋯⋯(255)

第二节环保措施⋯⋯⋯⋯⋯⋯(256)

^-。，’l- k



第四章供销合作社II g@IOI@@l：．．-(270)

第一节产品购进⋯⋯⋯⋯⋯⋯(271)

第二节产品供应⋯⋯⋯⋯⋯⋯(274)

一，农业生产资料供应⋯⋯(274)

二，日用杂品茶果供应⋯⋯(275)

三，供销系统所属各公司和⋯

合作商店⋯⋯⋯⋯⋯⋯(275)

第五章．对外贸易⋯⋯⋯⋯⋯⋯(279)

第一节出口物资⋯⋯⋯⋯⋯⋯(280)

第二节外贸生产基地⋯⋯⋯⋯(282)

第六章粮油商业⋯⋯⋯⋯⋯⋯(284)

第一节谷场粮油店⋯⋯⋯⋯(284)

一，谷场⋯⋯⋯⋯⋯⋯⋯⋯(284)
／

， 二，粮油店⋯⋯⋯⋯⋯⋯⋯(284)

第二节粮油购销⋯⋯⋯⋯⋯⋯(284)

一，收购“j⋯⋯⋯⋯·⋯⋯··(284)

二，销售⋯⋯⋯⋯⋯⋯⋯⋯(285)

第三节粮油储运⋯⋯⋯⋯⋯⋯(286)

一，储存⋯⋯⋯⋯⋯⋯I．II@l@(288)

， 。
二，调运⋯⋯⋯⋯⋯⋯⋯⋯(287)

第十一篇财政金融志

第一章财政⋯⋯⋯⋯⋯⋯⋯⋯(289)

二，压缩社会集团的 ．，
，

购买力⋯⋯⋯⋯⋯⋯⋯(301)

第二章税务⋯⋯⋯⋯．．⋯⋯⋯·(302)

第一节农业税”⋯．“⋯⋯⋯⋯·(302)

，一，清代田赋⋯⋯⋯⋯⋯⋯(302)

二，民国时期田赋⋯⋯⋯⋯(303)

三、建国后的农业税⋯⋯⋯(303)

第二节工商税⋯⋯⋯⋯一⋯⋯(303)

一，清代工商税⋯，：⋯⋯⋯·(308)
一 ．二，民国时期工商税⋯⋯⋯(308)

三、建国后的工商税⋯⋯⋯(309)

第三章金融^：⋯⋯⋯”⋯⋯”(315)

1第一节金融机构⋯⋯⋯⋯⋯⋯(315)

一，当铺”，⋯”⋯⋯⋯⋯⋯··(315)

；，钱庄．．．⋯⋯⋯⋯⋯⋯⋯(315)

三，银行⋯·⋯⋯⋯⋯⋯⋯”(315)

第二节，；工商信贷⋯⋯．．．¨⋯⋯(316)

一，贷款业务⋯⋯⋯⋯⋯⋯(316)

‘二，存款业务⋯⋯i@o)all⋯⋯(316)

第三节农村金融⋯⋯⋯⋯⋯⋯(321)

一，发放农贷⋯⋯⋯·?⋯⋯·(321)

二，信用合作⋯⋯⋯⋯⋯⋯(323)

第四节储蓄⋯⋯⋯⋯’州⋯⋯⋯(325)

；第五节城乡保险⋯?⋯“II o$@t@I@一(326)

第六节货币流通．．．．．．⋯一⋯⋯(326)



第一节集市贸易管理⋯⋯⋯⋯(335)

第二节企业登记⋯⋯⋯⋯⋯“·(335)

第三节·经济合同管理⋯⋯⋯⋯(336)

第四节、商标注册⋯⋯⋯⋯⋯⋯(336)

第三章物价管理⋯⋯⋯。⋯⋯(339)
j ’

，

： 第一节民国时期的物价⋯⋯⋯(339)

第二节建国后的物价⋯⋯⋯⋯(339)

、 ．一，审枇物价⋯⋯⋯⋯⋯⋯(339)

： 、． 二、管理措施⋯⋯·⋯⋯⋯··(3姐)

、第四奄物资管理⋯⋯⋯⋯⋯⋯(343)

r 第一节物资销售⋯⋯⋯⋯⋯⋯(314)

。7第二节计划物资供应⋯⋯：⋯··(344)

‘一、金属、机电，轻化‘。
‘‘

建材供应⋯⋯⋯⋯⋯⋯(344)

i
‘二、木竹供应⋯⋯⋯⋯⋯⋯(3．47)

●

．第五章标；隹计量管理⋯⋯⋯(348)
⋯’

第十三篇党派群团志，
‘

，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351)

第一节组织机构⋯⋯一⋯：‘：j．(351．)

一、县委⋯一⋯j⋯：：⋯⋯-．．(351)

他党派⋯⋯⋯⋯⋯⋯⋯(358)

第一节中国国民党⋯⋯⋯．．．⋯(358)
、 第二节中国青年党⋯⋯⋯⋯⋯(359)

第四章群众团体⋯⋯⋯⋯⋯¨(359)

笫一节工人团体⋯⋯⋯⋯⋯⋯(359)

． 一、组织概况⋯⋯⋯⋯··j⋯(359)

’二，全县工人代表大会⋯⋯(359)

第二节农民团体⋯⋯⋯⋯⋯⋯(362)

’一，农民协会⋯⋯⋯⋯t．．⋯(362)

二，贫枉、下中袈协会⋯⋯(362)

第三节青年团体⋯⋯⋯⋯⋯⋯(362)

一、共产主义青年团⋯⋯⋯(362)

二．三民主叉青年团⋯⋯⋯(365)

第四节妇女团体⋯⋯⋯⋯⋯⋯(365)

一、’组织概况⋯⋯⋯⋯⋯⋯(365)
～

二、妇女代表大会⋯⋯⋯⋯(365)

’‘三、主要活动纪略⋯⋯⋯⋯(366)

第五节工商团体⋯⋯⋯⋯⋯：··(366)

一、商会⋯⋯⋯⋯·⋯⋯⋯”(366)
。6

二、工商业联合会⋯⋯⋯⋯(366)

第六节文化科技学

术团体⋯⋯⋯⋯⋯⋯⋯(367)

一，县文学艺术工作者 ．。

联合会⋯⋯⋯⋯⋯⋯⋯(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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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篇政权志

第一章县人民代表大’
，

一． ，，．会．．．⋯⋯⋯⋯⋯⋯⋯(371)

㈠第一节7县人大常务委员会⋯(371)

?。|第二节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371)

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371)

二、人民代表大会二⋯⋯··(372)
．r ⋯一． ，，。 ‘

第二章．政府⋯⋯⋯⋯⋯⋯⋯(375)

第一节清朝县衙，⋯⋯⋯⋯⋯(375)

。一、机构设置’⋯⋯⋯⋯⋯(375)
t 二、知县更迭⋯⋯⋯⋯⋯(376)

第二节民国政府⋯⋯⋯⋯⋯(376)

一，、机构设置⋯⋯⋯⋯⋯(376)

．二，县长(知县)更迭⋯(378)

附l县参表会⋯⋯⋯⋯‘⋯(379)

第三节人民政府⋯⋯⋯⋯⋯(381)

．n 一，机构设置⋯⋯‰⋯⋯(381)

二，县人民政府领导成’
‘ 员更迭：⋯⋯⋯?··：⋯·(383)

第三章，人民政协O B g@@O@@l m@O·(384)

第—节．组织机构⋯⋯⋯⋯⋯(384)

第二节历届委员会⋯⋯⋯⋯(384)

第三节领导人员更迭⋯⋯⋯(386)

第十五篇公检法志

‘第一章沿革⋯⋯⋯“⋯⋯⋯(387)

第二章治安⋯”?⋯：⋯⋯⋯“(388)
‘ 、1 9¨，

f，第一节治安管理?·!·!⋯'．．，“(388)

‘盱5：，“一、清匪反霸⋯⋯⋯⋯⋯(388)

。 二，镇压反革命⋯⋯⋯⋯(333)

三、对反动党团登记⋯⋯(388)

四，取缔反动会道门⋯⋯(389)

附s同善祖，一贯道⋯⋯(389)
j

第二节户籍管理⋯⋯⋯⋯⋯(389)

《j一 ·一，民国对期的户籍管理⋯(3．89)

， 二、建国后的户籍管理⋯(390)

第三节消防⋯⋯⋯⋯⋯⋯⋯(391)

．．． 一，民国时期的消防⋯⋯(391)

二、建国后的消防⋯⋯⋯(391)

第三章检察”，¨一⋯⋯⋯⋯·(392)

第二节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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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2第四节’监所检察’·o⋯⋯⋯”(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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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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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司法⋯⋯⋯?⋯⋯⋯．．(393)
，

i’第一节案件审理⋯⋯⋯⋯⋯(393)

，一，刑事审判⋯．．．⋯?⋯··(393)
， 二，民事审享·}一⋯⋯⋯⋯一(394>

三、经济审判⋯⋯：⋯⋯··(394)

第二节民事调解一⋯⋯⋯⋯t 395)

一，调解组织⋯⋯⋯⋯⋯(395)

二，调解情况⋯⋯⋯⋯··：(395)

-第三节．’公证业务⋯⋯⋯⋯⋯(395)

第四节法律顾问⋯⋯⋯⋯⋯(39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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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选举⋯⋯⋯⋯⋯⋯⋯(397)

第二章社会救济⋯⋯⋯⋯⋯⋯(398>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赈济⋯．⋯(：898)

第二节建国后的救济⋯．．．⋯(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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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灾害救济⋯⋯．．．(399)

第三章社会福利⋯⋯⋯⋯⋯(399)

第一节社会福利厂(店)⋯⋯(399)

第二节敬老院⋯⋯⋯tt Dt O@O a@(399)

第三节农村“五保"m@l ODatO@(399)

第四章拥军优属⋯⋯⋯⋯⋯(400)

第一节支前⋯⋯t Ol O@tt UBt@t⋯(400)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

＼ 西南时的支前⋯⋯⋯(400)

二，抗美援朝时的支前⋯(400)

第二节优抚⋯⋯⋯⋯⋯⋯⋯(400)

一，节日慰问⋯⋯⋯⋯⋯(400)

二，烈士褒扬⋯⋯⋯⋯⋯(400)

三，发放抚恤金⋯@t@@Q O D@O(400)

四、发放残废金·!⋯⋯⋯·(400)

五、定期定量补助⋯⋯⋯(401)

六、代耕⋯⋯⋯⋯⋯⋯⋯(401)

七、优待劳动日⋯⋯⋯⋯(401)

八、发放优待金O mO 0 O Q@@⋯(402)

第三节安置⋯⋯⋯⋯⋯⋯⋯(402)

第五章侨务Q 0@jIII@@O@@@Q Q@@I D(404)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婚姻登记、殡葬

改革⋯⋯⋯⋯⋯⋯⋯(405)

婚姻登记⋯⋯⋯⋯⋯(405)

殡葬改革⋯⋯⋯⋯⋯(406)

第十七篇劳动人事志

第一章劳动⋯⋯⋯⋯⋯⋯⋯(407)

第一节劳动就业⋯⋯⋯⋯⋯(407)

第二节劳动工资⋯⋯⋯⋯⋯(408)

一、供给制与工资削⋯⋯(408)

二，改革工资制度⋯⋯⋯(408)

·10·

三，工资调整⋯⋯⋯⋯⋯(408)

第三节劳保福利i I tO D DO tO⋯(410)

一，劳保用品Q@m t t a@⋯(410)

， 二，福利基金⋯⋯⋯tt@I@(411)

第四节上山下乡、精简 ，．、

下放D@a OI D O@O·I@I D Dt OI⋯(411)

一、上山下乡⋯⋯⋯⋯．．．(411)

二、精减职工⋯⋯⋯⋯⋯(411)

7三，干部下放⋯⋯⋯⋯⋯(412)

四，知青插队⋯⋯⋯⋯⋯(412)

第二章人事t@@o@@tloo'o@Q@·QIt⋯(412)
●

第一节任用制度⋯⋯⋯⋯⋯(412)

第二节人员编制⋯⋯⋯⋯”(413)
一、清末县衙人员⋯⋯⋯(413)

二，民国时期县政府

人员⋯⋯⋯⋯⋯⋯⋯(413)

三、建国后的国家干部⋯(414)

第三节离休，退休，； ．

退职⋯⋯⋯⋯一唑．．．(415)

第十八篇军事志

，第一章兵役ePe oo m e e@DJ，B JI p D D D p(417)
，

1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抽丁⋯⋯(417)
f

第二节建国后的志愿，义

务兵⋯⋯⋯⋯．．．⋯⋯(417)

7篇二章地方武装⋯⋯⋯⋯⋯(418)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四，

清末团练⋯⋯O Dtt⋯(418)

民国自卫大队⋯⋯⋯(,118)

建国后的县大队⋯⋯(418)

民兵⋯⋯⋯“⋯⋯．．．·(418 y

组织建制ttDIt e DO p@J e⋯(419>

武器装备⋯⋯⋯⋯⋯(419)

军事训练⋯⋯⋯⋯⋯(419)

政治工作PtO Qt@@@@⋯．．．(419)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太平军在进贤的反

清斗争⋯_··：⋯⋯⋯⋯(421)

北伐军克进贤⋯⋯⋯⋯(422)

进贤人民反抗日本

侵略者的英勇斗争⋯⋯(422)

人民解放军解放 ，7

进贤⋯⋯⋯⋯⋯⋯⋯⋯(423)

第十九篇文化志

第一章文化机构⋯⋯⋯⋯⋯⋯(425)

第一节文化馆，站⋯⋯⋯⋯⋯(425)

一，县文化馆⋯⋯⋯⋯⋯⋯(425)

二，乡镇文化站⋯⋯⋯⋯”(426)
第二节图书馆⋯⋯⋯^⋯⋯⋯．’(426)

第三节县新华书店⋯⋯⋯⋯⋯(426)

第四节县电影发行公司⋯⋯⋯(427)

第五节县档案馆⋯⋯⋯⋯⋯⋯(427)

． 一，沿革⋯⋯．．．⋯⋯⋯⋯”(427)
、 二、设施⋯⋯．．．⋯⋯⋯⋯⋯(428)

，： 三，案卷⋯⋯⋯⋯⋯⋯⋯⋯(428)

四、利用⋯Blin De

D⋯⋯⋯⋯⋯(428)

、第=章表演团体⋯⋯⋯⋯⋯⋯(429)

； 第一节戏班⋯⋯⋯⋯⋯·一⋯⋯(429)

： ‘第二节采茶剧团⋯．．．⋯⋯⋯⋯(429)

二、道情，快板，莲
‘·‘ 花乐⋯⋯⋯⋯⋯⋯⋯⋯(435)

三，民歌⋯⋯⋯⋯⋯⋯⋯⋯(435)

第四章新闻⋯⋯⋯⋯⋯⋯⋯(443)

第一节报刊⋯⋯⋯⋯⋯⋯⋯”·(443)

第二节广播⋯⋯⋯⋯⋯一⋯⋯(443)
j 第三节电视⋯⋯⋯⋯⋯⋯⋯⋯(444)

第五章文物、、名胜⋯⋯⋯⋯⋯(444)

1第一节

四，

五，

第二节

四，

’五、

文物⋯⋯

古桥⋯⋯

古遗址⋯

古寺庙⋯

古墓葬⋯

古牌坊⋯

名胜⋯⋯

栖贤山⋯

第二十篇教育志

(444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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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451

(454

(454

(454

第一章旧式教育⋯⋯⋯⋯⋯一C 457)

第一节私垫⋯⋯⋯⋯⋯⋯⋯⋯(457)

第二节社学⋯⋯⋯⋯⋯⋯⋯⋯(458)
t

第三节书院⋯⋯⋯⋯⋯⋯⋯⋯(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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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广播电视大学进贤县

教学班⋯⋯⋯⋯⋯⋯⋯(472)

县职工夜校⋯⋯⋯⋯⋯(472)

成人自学考试⋯⋯⋯⋯(473)

第六章教育管理⋯⋯⋯⋯⋯⋯(473)

第一节7教育行政⋯⋯⋯⋯⋯⋯(473)

一，县教育局(科)⋯⋯⋯·：·(473)

二、乡镇辅导站⋯⋯⋯⋯⋯(473)

第二节教学研究⋯⋯⋯⋯⋯⋯(474)

第三节教育经费⋯⋯⋯⋯⋯⋯(474)

第四节教师队伍⋯⋯⋯⋯⋯⋯(475)
、 ： 一

第二十一篇科技志

第一章科研项目及成

果⋯⋯⋯⋯⋯⋯⋯⋯⋯(477)

，．12·
。

箔园章竞赛活动⋯⋯⋯⋯⋯¨(49．2)

第二十三篇卫生志

第一童医疗⋯·。7⋯⋯⋯⋯⋯‘：’(495)

第一节中医中药⋯⋯⋯⋯⋯⋯(495)

一，中医⋯⋯⋯⋯⋯⋯⋯⋯(495)

二、中药⋯⋯⋯⋯⋯⋯⋯⋯(496)

‘第二节西医西药⋯⋯⋯⋯⋯⋯(497)

一、西医·：⋯⋯⋯⋯⋯⋯⋯。(497)

二、西药⋯⋯⋯⋯⋯⋯⋯⋯(497)

‘第三节医疗设施⋯⋯⋯⋯⋯⋯(493)

一、县人民医院⋯⋯⋯⋯⋯(498)

二、县中医院⋯⋯⋯⋯⋯⋯(498)

三，中心卫生院⋯．．．⋯⋯⋯(498)

四、乡，镇卫生院⋯⋯⋯⋯(499)

第二章防疫保健⋯⋯⋯⋯⋯⋯(499)



’第—节卫生防疫⋯⋯⋯⋯⋯⋯(499)

一，预防接种⋯⋯⋯⋯⋯⋯(499)

二，传染病防治⋯⋯⋯⋯⋯(501)

第=节妇幼保健⋯⋯⋯⋯⋯⋯(503)

一，妇科病查治⋯⋯⋯⋯⋯(503)

‘二、新法接生⋯⋯⋯⋯⋯⋯(504)
、 三、婴幼儿保健⋯⋯⋯⋯⋯(504)

第三章除害灭病⋯_⋯⋯⋯⋯(505)
●

．第一节爱国卫生运动⋯⋯⋯⋯(505)

第二节地方病防治⋯⋯⋯⋯⋯(506)

一，麻风病⋯⋯⋯⋯⋯⋯⋯(506)

二，其他地方病⋯⋯⋯唑⋯(506)

j第四章·医疗管理⋯⋯⋯⋯⋯‘(507)

第一节医疗制度⋯⋯⋯⋯⋯⋯(507)

一，公费医疗⋯⋯⋯⋯⋯⋯J(507)

二，合作医疗⋯⋯⋯⋯⋯⋯(507)

第二节医政⋯⋯⋯⋯⋯⋯⋯⋯(508)

第三节药品检验⋯：⋯⋯⋯⋯··(508)
、

第四节医疗队伍⋯⋯⋯⋯⋯⋯(508)

笫=十四篇血防志
‘-

第一章疫病流行⋯⋯⋯⋯⋯“(511)

第一节疫区⋯⋯⋯⋯⋯⋯⋯⋯(511)

第二节疫情⋯⋯⋯⋯⋯⋯⋯⋯。(512)

第=章疫病防治⋯⋯⋯⋯⋯⋯、(512)

第一节血防机构O B'g O,g⋯⋯⋯··(512)

第二节查螺灭螺⋯⋯⋯⋯．．．⋯(513)

一、查螺⋯⋯⋯⋯⋯⋯⋯⋯(513)
‘一 二，灭螺⋯⋯⋯⋯⋯一⋯⋯(513)

第三节查病治病⋯⋯⋯⋯⋯⋯(515)

一、查病⋯⋯⋯⋯⋯⋯⋯⋯(515)

二、治病⋯⋯⋯⋯⋯⋯⋯⋯(515)

第四节防护⋯一一⋯一⋯⋯⋯(517)

葺 录

一

， ‘

第三章疫区新貌：⋯-jl⋯⋯⋯’(⋯5—18)一

第二十五篇社会志
～ ．r

。

第一章姓氏⋯⋯⋯⋯．．．⋯⋯⋯(519)
·l'‘

·。

第二章宗教⋯．．．⋯⋯⋯⋯⋯”(519)

第一节佛教⋯⋯⋯⋯⋯⋯⋯⋯(519)

、第二节道教⋯⋯⋯⋯⋯⋯⋯⋯(520)

第三节天主教⋯⋯⋯⋯⋯⋯⋯(520)

。i、、第四节基督教⋯⋯⋯⋯⋯⋯⋯(521)

。第三章风俗⋯：⋯⋯⋯⋯⋯⋯·(522)
o ； ’。：4

第—节生活习惯⋯⋯⋯⋯⋯⋯’(522)

一，衣着一⋯⋯⋯⋯⋯⋯⋯(523)

二、饮食⋯⋯⋯⋯一⋯⋯⋯(523)

． 三、住房⋯⋯⋯：⋯⋯⋯⋯“(523)
· 四、礼节与娱乐⋯⋯⋯“⋯(523)

。 第二：宵时：常⋯⋯⋯⋯⋯⋯⋯⋯’(524)
j 一、春节⋯⋯⋯⋯⋯⋯⋯⋯(524)

， 二、清明节⋯⋯一⋯：’⋯一··(524)
三，端午节⋯⋯“⋯⋯⋯⋯(52,D

四、中元节⋯⋯⋯．．．⋯⋯⋯(525)

，|’五、中秋节⋯．：．⋯一：⋯⋯⋯(525)

六、，重阳节一⋯⋯．-⋯⋯⋯·(525)

第三节婚丧喜庆⋯⋯⋯⋯⋯⋯(525)

一、娟一嫁”⋯：⋯·!⋯⋯⋯⋯·(525)

．．， 二、生育⋯⋯。．⋯⋯·j⋯⋯⋯(526)

三、寿祝⋯⋯⋯⋯⋯⋯⋯⋯(528)
r¨ 四、丧葬⋯⋯⋯⋯·：⋯⋯⋯·(526)

．五，庙会⋯⋯⋯⋯⋯⋯⋯”(526)
‘

第四章方言⋯⋯⋯．．“．⋯‘j⋯(527)

第一节语系⋯⋯⋯⋯⋯⋯⋯⋯(527)．

，：第二节语音⋯⋯⋯⋯．．⋯⋯⋯·(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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