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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波县志》在荔波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省、州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的指导、帮助下，在县各部门、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修志工作者的共

同努力，顺利成稿。这是荔波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它的问世，对

荔波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县情教育，促进荔波的经

济发展、事业兴旺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荔波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运用历史唯

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朴实的文字真实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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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去伪存真，上溯千年，下至当今，为荔波的建设

和管理提供翔实而可靠的史料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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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书。

《荔波县志》使我们明白：解放前，荔波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

贫困。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

业，使荔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各

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依靠省州，面向两广，开发山区，兴县富

民"的经济发展战略，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迅速发展，政治、经济、文化

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荔波位于贵州南部边陲，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经济建设与发达地

区相比，差距甚大，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任重而道远。

但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县境拥有丰富的矿产、水能、旅游等资源。矿产已

探明的煤炭储量达5．?亿吨，同时还有比较丰富的铅锌、硅石、白云石等矿

藏。水能可开发量为刀．钌万千瓦，在建的大七孔水电站装机容量为4．8万

千瓦，不久即可输电。气候等自然条件良好，宜于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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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仅存的国家级茂兰喀斯特森林自然保护区总面积2万多公顷；正在开发的

国家级樟江风景名胜区。为荔波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前景。我们要抓住机

遇，利用地方优势，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切实抓好农业，搞好非耕地资源开

发，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同时，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工业，积极发展乡

镇企业、旅游业和第三产业，发扬荔波各族人民勤劳勇敢、开拓进取的光荣

传统，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团结一

致，奋力拼搏，勇于探索，真抓实干，发展经济，把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

势，为开创荔波的美好未来而努力奋斗!

一2一

中共荔波县委书记 饶昭德

荔波县人民政府县长 玉如敏

一九九六年十月



凡 例

一、新编《荔波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以中国共产党十一#i--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

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全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章、人物、附录组成。全志采用述、

图、记、志，传、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体。按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

类，设章分节立目，横排竖写，反映事物发展过程，体现内在规律。

三、本志记事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追本溯源，下限至1990年，

个别重要史实，为记述完整，适当延伸。

四、解放以后全县性各类综合统计，采用县统计部门的数字；各业务部

门的单项数据，由有关部门核实提供。本志所采用的资料来自各级档案馆的

档案、旧志、图书、·lg．-rq、笔记以及知情人提供，经考证后载入，一般不注

明出处。

五、计量单位，除耕地面积仍用市亩外，其余均用1984年2月27日

国务院《关于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所规定的计量单位。历

史上的计量单位，用括号注明公制换算数字。解放前的各种币制，按当时

的币值记写；解放后1954年以前的币值均按，万元折合1955年以后新人

民币，元。

六、历次政治运动，不设专章，散记于大事记和有关章节。

七、大事记按发生年月顺序，以编年体记述本县大事要事，跨月跨年

的，为记述完整，则以记事本末体记述。

八、本志只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本县有重要影响的已故人物立传。按

通例，不为生人立传。在世人物有突出贡献须作记载者，其事迹以事系人载



入有关章节。

九、由于行政区域变更频繁，历史上各种事件，均以发生在当时行政区

域范围内为主线记写。
。

十、历代年号用中文数字记写，并以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元纪年。民国时

期(1912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用阿拉伯数字记写并括注

公元纪年。‘‘解放前"、“解放后”以1949年，2月16日荔波解放作前后划分。

十一、文内简称，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括注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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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劳动人事⋯⋯⋯⋯⋯⋯⋯⋯⋯⋯⋯⋯⋯⋯⋯⋯⋯⋯⋯⋯⋯⋯⋯(279)

第六节监察⋯⋯⋯⋯⋯⋯⋯⋯⋯⋯⋯⋯⋯⋯⋯⋯⋯⋯⋯⋯⋯⋯⋯⋯⋯(286)

第七节档案⋯⋯⋯⋯⋯⋯⋯⋯⋯⋯⋯⋯⋯⋯⋯⋯⋯⋯⋯⋯⋯⋯⋯⋯⋯(287)

第八节信访⋯⋯⋯⋯⋯⋯⋯⋯⋯⋯⋯⋯⋯⋯⋯⋯·⋯⋯⋯⋯⋯⋯⋯⋯”(288)

第九节与境外的交往⋯⋯⋯⋯⋯⋯⋯⋯⋯．．．⋯⋯⋯⋯⋯⋯⋯⋯⋯⋯⋯(289)

第十节支农扶贫⋯⋯⋯⋯⋯⋯⋯⋯⋯⋯⋯⋯⋯⋯⋯⋯⋯⋯⋯⋯⋯⋯⋯(290)

第十一节编史修志⋯⋯⋯⋯⋯⋯⋯⋯⋯⋯⋯⋯⋯⋯⋯⋯⋯⋯⋯⋯⋯⋯(294)

第十章人民政协⋯⋯⋯⋯⋯⋯⋯⋯⋯⋯⋯⋯⋯⋯⋯⋯⋯⋯⋯⋯⋯⋯⋯⋯(295)

第一节历届委员会⋯⋯⋯⋯⋯⋯⋯⋯⋯⋯⋯⋯⋯⋯⋯⋯⋯⋯⋯⋯⋯⋯(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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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三节

第十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十二章

第一节公

第二节检

第三节审

第四节 司

第十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十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荔波县志

第十六章林业⋯⋯⋯⋯⋯⋯⋯⋯⋯⋯⋯⋯⋯⋯⋯⋯⋯⋯⋯⋯⋯⋯⋯⋯⋯(40 1)

第一节森林资源⋯⋯⋯⋯⋯⋯⋯⋯⋯⋯⋯⋯⋯⋯⋯⋯⋯⋯⋯⋯⋯⋯⋯(4 0il)

第二节营林生产⋯⋯⋯⋯⋯⋯⋯⋯⋯⋯⋯⋯⋯⋯⋯⋯⋯⋯⋯⋯⋯⋯⋯(407)

第三节林场⋯⋯⋯⋯⋯⋯⋯⋯⋯⋯⋯⋯⋯⋯⋯⋯⋯⋯⋯⋯⋯⋯⋯⋯⋯(41 1)

第四节森林保护⋯⋯⋯⋯⋯⋯⋯⋯⋯⋯⋯⋯⋯⋯⋯⋯⋯⋯⋯⋯⋯⋯⋯(414)

第五节森林利用⋯⋯⋯⋯⋯⋯⋯⋯⋯⋯⋯⋯⋯⋯⋯⋯⋯⋯⋯⋯⋯⋯⋯(417)

第十七章茂兰自然保护区⋯⋯⋯⋯⋯⋯⋯⋯⋯⋯⋯⋯⋯⋯⋯⋯⋯⋯⋯⋯(420)

第一节资源⋯⋯⋯⋯⋯⋯⋯⋯⋯⋯⋯⋯⋯⋯⋯⋯⋯⋯⋯⋯⋯⋯⋯⋯⋯(42 1)

第二节科研⋯⋯⋯⋯⋯⋯⋯⋯⋯⋯⋯⋯⋯⋯⋯⋯⋯⋯⋯⋯⋯⋯⋯⋯⋯(429)

第三节管理⋯⋯⋯⋯⋯⋯⋯⋯⋯⋯⋯⋯⋯⋯⋯⋯⋯⋯⋯⋯⋯⋯⋯⋯⋯(434)

第十八章水利电力⋯⋯⋯⋯⋯⋯⋯⋯⋯⋯⋯⋯⋯⋯⋯⋯⋯⋯⋯⋯⋯⋯⋯(436)

第一节水利⋯⋯⋯⋯⋯⋯⋯⋯⋯⋯⋯⋯⋯⋯⋯⋯⋯⋯⋯⋯⋯⋯⋯⋯⋯(436)

第二节电力⋯⋯⋯⋯⋯⋯⋯⋯⋯⋯⋯⋯⋯⋯⋯⋯⋯⋯⋯⋯⋯⋯⋯⋯⋯(469)

第十九章工业⋯⋯⋯⋯⋯⋯⋯⋯⋯⋯⋯⋯⋯⋯⋯⋯⋯⋯⋯⋯⋯⋯⋯⋯⋯(478)

第一节轻工业⋯⋯⋯⋯⋯⋯⋯⋯⋯⋯⋯⋯⋯⋯⋯⋯⋯⋯⋯⋯⋯⋯⋯⋯(478)

第二节重工业⋯⋯⋯⋯⋯⋯⋯⋯⋯⋯⋯⋯⋯⋯⋯⋯⋯⋯⋯⋯⋯⋯⋯⋯(486)

第三节管理体制⋯⋯⋯⋯⋯⋯⋯⋯⋯⋯⋯⋯⋯⋯⋯⋯⋯⋯⋯⋯⋯⋯⋯(489)

第二十章矿业⋯⋯⋯⋯⋯⋯⋯⋯⋯⋯⋯⋯⋯⋯⋯⋯⋯⋯⋯⋯⋯⋯⋯⋯⋯(492)

第一节地质勘探⋯⋯⋯⋯⋯⋯⋯⋯⋯⋯⋯⋯⋯⋯⋯⋯⋯⋯⋯⋯⋯⋯⋯(492)

第二节采矿⋯⋯⋯⋯⋯⋯⋯⋯⋯⋯⋯⋯⋯⋯⋯⋯⋯⋯⋯⋯⋯⋯⋯⋯⋯(495)

第二十一章 乡镇企业⋯⋯·?⋯⋯⋯⋯⋯⋯⋯⋯⋯⋯⋯⋯⋯⋯⋯⋯⋯⋯⋯·(499)

第一节行业⋯⋯⋯⋯⋯⋯⋯⋯⋯⋯⋯⋯⋯⋯⋯⋯⋯⋯⋯⋯⋯⋯⋯⋯⋯(499)

第二节管理⋯⋯⋯⋯⋯⋯⋯⋯⋯⋯⋯⋯⋯⋯⋯⋯⋯⋯⋯⋯⋯⋯⋯⋯⋯(502)

第二十二章交通⋯⋯⋯⋯⋯⋯⋯⋯⋯⋯⋯⋯⋯⋯⋯⋯⋯⋯⋯⋯⋯⋯⋯⋯(508)

第一节道路建设⋯⋯⋯⋯⋯⋯⋯⋯⋯⋯⋯⋯⋯⋯⋯⋯⋯⋯⋯⋯⋯⋯⋯(509)

第二节桥梁 渡口⋯⋯⋯⋯⋯⋯⋯⋯⋯⋯⋯⋯⋯⋯⋯⋯⋯⋯⋯⋯⋯⋯ (5 l 7)

第三节交通运输工具⋯⋯⋯⋯⋯⋯⋯⋯⋯⋯⋯⋯⋯⋯⋯⋯⋯⋯⋯⋯⋯(524)

第四节驿道及公路运输⋯⋯⋯⋯⋯⋯⋯⋯⋯⋯⋯⋯⋯⋯⋯⋯⋯⋯⋯⋯(526)

第五节铁路航道⋯⋯⋯⋯⋯⋯⋯⋯⋯⋯⋯⋯⋯⋯⋯⋯⋯⋯⋯⋯⋯⋯(528)

第六节运输组织⋯⋯⋯⋯⋯⋯⋯⋯⋯⋯⋯⋯⋯⋯⋯⋯⋯⋯⋯⋯⋯⋯⋯(530)

第七节交通管理⋯⋯⋯⋯⋯⋯⋯⋯⋯⋯⋯⋯⋯⋯⋯⋯⋯⋯⋯⋯⋯⋯⋯(531)

第二十三章邮政电信⋯⋯⋯⋯⋯⋯⋯⋯o⋯⋯⋯⋯⋯⋯⋯⋯⋯⋯⋯⋯⋯(534)

第一节邮政⋯⋯⋯⋯⋯⋯⋯⋯⋯⋯⋯⋯⋯⋯⋯⋯⋯⋯⋯⋯⋯⋯⋯⋯⋯(534)

第二节电信⋯⋯⋯⋯⋯⋯⋯⋯⋯⋯⋯⋯⋯⋯⋯⋯⋯⋯⋯⋯⋯⋯⋯⋯⋯(538)

第三节管理⋯⋯⋯⋯⋯⋯⋯⋯⋯⋯⋯⋯⋯⋯⋯⋯⋯⋯⋯⋯⋯⋯⋯⋯⋯(543)

——4——



日 录

第二十四章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548)

第一节县城建设⋯⋯⋯⋯⋯⋯⋯⋯⋯⋯⋯⋯⋯⋯⋯⋯⋯⋯⋯⋯⋯⋯⋯(548)

第二节区乡建设⋯⋯⋯⋯⋯⋯⋯⋯⋯⋯⋯⋯⋯⋯⋯⋯⋯⋯⋯⋯⋯⋯⋯(553)

第三节农村建设⋯⋯⋯⋯⋯⋯⋯j⋯⋯⋯⋯一⋯⋯⋯⋯⋯⋯⋯⋯⋯⋯”(556)
第四节建筑业⋯⋯⋯⋯⋯⋯⋯⋯⋯⋯⋯⋯⋯⋯⋯⋯⋯⋯⋯⋯⋯⋯⋯⋯(558)

第五节环境保护⋯⋯⋯⋯⋯⋯⋯⋯⋯⋯⋯⋯⋯⋯⋯⋯⋯⋯⋯⋯⋯⋯⋯(559)

第六节园林绿化⋯⋯⋯⋯⋯⋯⋯⋯⋯⋯⋯⋯⋯⋯⋯⋯⋯⋯⋯⋯⋯⋯⋯(560)

第七节房地产⋯⋯⋯⋯⋯⋯⋯⋯⋯⋯⋯⋯⋯⋯⋯⋯⋯⋯⋯⋯⋯⋯⋯⋯(56 1)

第二十五章商业⋯⋯⋯⋯⋯⋯⋯⋯⋯⋯⋯⋯⋯⋯⋯⋯⋯⋯⋯⋯⋯⋯⋯⋯(562)

第一节国营商业⋯⋯⋯⋯⋯⋯⋯⋯⋯⋯⋯⋯⋯⋯⋯⋯⋯⋯⋯⋯⋯⋯⋯(563)

第二节供销合作社商业⋯⋯⋯⋯⋯⋯⋯⋯⋯⋯⋯⋯⋯⋯⋯⋯⋯⋯⋯⋯(58 1)

第三节集体和个体商业⋯·⋯⋯⋯⋯⋯⋯⋯⋯⋯⋯⋯⋯⋯⋯⋯⋯⋯⋯”(588)

第四节集市贸易⋯⋯⋯⋯⋯⋯⋯⋯⋯⋯⋯⋯⋯⋯⋯⋯⋯⋯⋯⋯⋯⋯⋯(590)

第五节商品销售⋯⋯⋯⋯⋯⋯⋯⋯⋯⋯⋯⋯⋯⋯⋯⋯⋯⋯⋯⋯⋯⋯⋯(592)

第二十六章粮油⋯⋯⋯⋯⋯⋯⋯⋯⋯⋯⋯⋯⋯⋯⋯⋯⋯⋯⋯⋯⋯⋯⋯⋯(596)

第一节机构⋯⋯⋯⋯⋯⋯⋯⋯⋯⋯⋯⋯⋯⋯⋯⋯⋯⋯··⋯⋯⋯⋯⋯⋯·(596)

第二节粮油购销⋯⋯⋯⋯⋯⋯⋯⋯⋯⋯⋯⋯⋯⋯⋯⋯⋯⋯⋯⋯⋯⋯⋯(597)

第三节粮油储运⋯⋯⋯⋯⋯⋯⋯⋯⋯⋯⋯⋯⋯⋯⋯⋯⋯⋯⋯⋯⋯⋯⋯(605)

第四节粮油加工⋯⋯⋯⋯⋯⋯⋯⋯⋯⋯⋯⋯⋯⋯⋯⋯⋯⋯⋯⋯⋯⋯⋯(608)

第五节粮油管理⋯⋯⋯⋯⋯⋯⋯⋯⋯⋯⋯⋯⋯⋯⋯⋯⋯⋯⋯⋯⋯⋯⋯(609)

第二十七章财政税务⋯⋯⋯⋯⋯⋯⋯⋯⋯⋯⋯⋯⋯⋯⋯⋯⋯⋯⋯⋯⋯⋯(6 1 4)

第一节财政⋯⋯⋯⋯⋯⋯⋯⋯⋯⋯⋯⋯⋯⋯⋯⋯⋯⋯⋯⋯⋯⋯⋯⋯⋯(614)

第二节税务⋯⋯⋯⋯⋯⋯⋯⋯⋯⋯⋯⋯⋯⋯⋯⋯⋯⋯⋯⋯⋯⋯⋯⋯j··(622)

第二十八章金融保险⋯⋯⋯⋯⋯⋯⋯⋯⋯⋯⋯⋯⋯⋯⋯⋯⋯⋯⋯⋯”⋯·(636)

第一节货币流通及现金管理⋯⋯⋯⋯·⋯⋯⋯⋯⋯⋯⋯⋯⋯⋯⋯⋯⋯”(636)

第二节信贷储蓄结算⋯⋯⋯⋯⋯⋯⋯⋯⋯⋯⋯⋯⋯⋯⋯⋯⋯⋯⋯(639)

第三节拨款监督⋯⋯⋯⋯⋯⋯⋯⋯⋯⋯⋯⋯⋯⋯⋯⋯⋯⋯⋯⋯⋯⋯⋯(651)

第四节信用合作社⋯⋯⋯⋯⋯⋯⋯⋯⋯⋯⋯⋯⋯⋯⋯⋯⋯⋯⋯⋯⋯⋯(654)

第五节保险⋯⋯⋯⋯⋯⋯⋯⋯⋯⋯⋯⋯⋯⋯⋯⋯⋯⋯⋯⋯⋯⋯⋯⋯⋯(656)

第六节业务管理⋯⋯⋯⋯⋯⋯⋯⋯⋯⋯⋯⋯⋯⋯⋯⋯⋯⋯⋯⋯⋯⋯⋯(657)

第二十九章经济管理⋯⋯⋯⋯⋯⋯⋯⋯⋯⋯⋯⋯⋯⋯⋯⋯⋯⋯⋯⋯⋯⋯(663)

第一节计划管理⋯⋯⋯⋯⋯⋯⋯⋯⋯⋯⋯⋯⋯⋯⋯⋯⋯⋯⋯⋯⋯⋯⋯(663)

第二节统计管理⋯⋯⋯⋯⋯⋯⋯⋯⋯⋯⋯⋯⋯⋯⋯⋯⋯⋯⋯⋯⋯⋯⋯(666)

第三节物价管理⋯⋯⋯⋯⋯⋯⋯⋯⋯⋯⋯⋯⋯⋯⋯⋯⋯⋯⋯⋯⋯⋯⋯(670)

第四节工商行政管理⋯⋯⋯⋯⋯⋯⋯⋯⋯⋯⋯⋯⋯⋯⋯⋯⋯⋯⋯⋯⋯(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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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管理⋯⋯⋯⋯⋯⋯⋯⋯⋯⋯⋯⋯⋯⋯⋯⋯⋯⋯⋯⋯⋯⋯⋯

准计量管理⋯⋯⋯⋯⋯⋯⋯⋯⋯⋯⋯⋯⋯⋯⋯⋯⋯⋯⋯⋯⋯

计⋯⋯⋯⋯····⋯⋯·⋯⋯⋯·····⋯·⋯⋯⋯·⋯⋯⋯·⋯⋯⋯⋯··

育···⋯·⋯⋯⋯···⋯·⋯⋯··⋯⋯⋯⋯⋯⋯···⋯⋯···⋯⋯⋯⋯··

学义塾私塾 书院学堂⋯⋯⋯⋯⋯⋯⋯⋯⋯⋯⋯⋯⋯

儿教育⋯⋯⋯⋯⋯··”··“⋯·⋯⋯⋯⋯⋯⋯⋯⋯⋯⋯⋯⋯⋯⋯

学教育⋯⋯⋯⋯⋯⋯⋯⋯⋯⋯⋯⋯⋯⋯⋯⋯⋯⋯⋯⋯⋯⋯⋯

等教育⋯⋯⋯⋯⋯⋯⋯⋯⋯⋯⋯⋯⋯⋯⋯⋯⋯⋯⋯⋯⋯⋯⋯

人教育⋯⋯⋯⋯⋯⋯⋯⋯⋯⋯⋯⋯⋯⋯⋯⋯⋯⋯⋯⋯⋯⋯⋯

师⋯⋯⋯⋯⋯⋯⋯⋯⋯⋯⋯⋯⋯⋯⋯⋯⋯⋯⋯⋯⋯⋯⋯⋯⋯

育行政⋯⋯⋯⋯⋯⋯⋯⋯⋯⋯⋯⋯⋯⋯⋯⋯⋯⋯⋯⋯·⋯⋯”

ja}}支·⋯⋯⋯⋯⋯·⋯·⋯·⋯···⋯⋯·⋯·⋯⋯·⋯⋯⋯⋯⋯⋯⋯··

技组织⋯⋯⋯⋯⋯⋯⋯⋯⋯⋯⋯⋯⋯⋯⋯⋯⋯⋯⋯⋯⋯⋯⋯

技队伍⋯⋯⋯⋯⋯⋯⋯⋯⋯⋯⋯⋯⋯⋯⋯⋯⋯⋯⋯⋯⋯⋯⋯

技普及⋯⋯⋯⋯⋯⋯⋯⋯⋯⋯⋯⋯⋯⋯⋯⋯⋯⋯⋯⋯⋯⋯⋯

技应用⋯⋯⋯⋯⋯⋯⋯⋯⋯⋯⋯⋯⋯⋯⋯⋯⋯⋯⋯⋯⋯⋯⋯

技成果⋯⋯⋯⋯⋯⋯⋯⋯⋯⋯⋯⋯⋯⋯⋯⋯⋯⋯⋯⋯⋯⋯⋯

文1l：·⋯⋯⋯⋯⋯·⋯·⋯⋯·⋯⋯⋯⋯⋯⋯···⋯⋯⋯⋯⋯⋯⋯··

化馆、站⋯⋯⋯⋯⋯⋯⋯⋯⋯⋯⋯⋯⋯⋯⋯⋯⋯⋯⋯⋯⋯⋯

艺团体⋯⋯⋯⋯⋯⋯⋯⋯⋯⋯⋯⋯⋯⋯⋯⋯⋯⋯⋯⋯⋯⋯⋯

书 报刊⋯⋯⋯⋯⋯⋯⋯⋯⋯⋯⋯⋯⋯⋯⋯⋯⋯⋯⋯⋯⋯⋯

学艺术⋯⋯⋯⋯⋯⋯⋯⋯⋯⋯⋯⋯⋯⋯⋯⋯⋯⋯⋯⋯⋯⋯⋯

播电视电影⋯⋯⋯⋯⋯⋯⋯⋯⋯⋯⋯⋯⋯⋯⋯⋯⋯⋯⋯

12墨1管·⋯⋯⋯⋯⋯⋯··⋯·⋯⋯⋯⋯⋯⋯⋯···⋯⋯⋯⋯·⋯·⋯⋯

理机构⋯⋯⋯⋯⋯⋯⋯⋯⋯⋯⋯⋯⋯⋯⋯⋯⋯⋯⋯⋯⋯⋯⋯

地设施⋯⋯⋯⋯⋯⋯⋯⋯⋯⋯⋯⋯⋯⋯⋯⋯⋯⋯⋯⋯⋯⋯⋯

校体育⋯⋯⋯⋯⋯⋯⋯⋯⋯⋯⋯⋯⋯⋯⋯⋯⋯⋯⋯⋯⋯⋯⋯

众体育⋯⋯⋯⋯⋯⋯⋯⋯⋯⋯⋯⋯⋯⋯⋯⋯⋯⋯⋯⋯⋯⋯⋯

技体育⋯⋯⋯⋯⋯⋯⋯⋯⋯⋯⋯⋯⋯⋯⋯⋯⋯⋯⋯⋯⋯⋯⋯

才输送和培养⋯⋯⋯⋯⋯⋯⋯⋯⋯⋯⋯⋯⋯⋯⋯⋯⋯⋯⋯⋯

医药卫生⋯⋯⋯⋯⋯⋯⋯⋯⋯⋯⋯⋯⋯⋯⋯⋯⋯⋯⋯⋯⋯⋯

!±：防疫⋯·⋯··⋯·······⋯⋯·⋯⋯··⋯⋯⋯······⋯⋯⋯⋯⋯⋯．·

疗⋯⋯⋯”⋯⋯⋯⋯·⋯⋯⋯⋯⋯⋯⋯·⋯””⋯⋯⋯⋯⋯⋯⋯·

幼保健⋯⋯⋯⋯⋯⋯⋯⋯⋯⋯⋯⋯⋯⋯⋯⋯⋯⋯⋯⋯⋯⋯⋯

药及医政⋯⋯⋯⋯⋯⋯⋯⋯⋯⋯⋯⋯⋯⋯⋯⋯⋯⋯⋯⋯⋯⋯

(683)

(686)

(687)

(689)

(689)

(690)

(692)

(709)

(714)

(716)

(718)

(737)

(737)

(738)

(740)

(741)

(743)

(747)

(747)

(749)

(752)

(754)

(766)

(776)

(776)

(776)

(778)

(779)

(784)

(784)

(797)

(798)

(813)

(819)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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