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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和重要杠杆。它的曼动，主要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而

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又同社会剞度和浓附于这种制度的政治、金融、税收、生产、流通、

分配等项政策密切相关。编写一部事实准确，内容详备，观点明正，体例合适的物价志，是

惠及子孙后代的一件大事，尤其是在当今改革之期，更具有承前启后，服务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意义。

《鄂州市物价志》，以物价变化为首章，记述了本市自l 6 4 4年至l 9 8 7年物价变

化的历史，接着以物价政策、物价管理、价格改革和物价补贴等章，分别对主要工农业

严品的差，比价雯化；物价管理措施与效果；价格改革的起步和初效；物价补贴的内容夏数

据等作了如实的叙述。它以“详今略古”为原则，重点反映了民国中、后期，在国民党和

日伪政权的压榨下，国民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史实；详述了解薮店党扫A氏政

府顺应民心，坚持实行“稳定物价”的方针和“有利于发展工农业生产，安定j髓连步友善z、。

民生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长远物价政策，取得了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物价长

期基本稳定，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成就。旨在让人们通观物价史实，了解和勿忘过去，珍惜

今天的幸福，为创建美好的明天充满信≤j，为未来的历史续写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这部志书的编纂工作，在市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市地方志办的具体指导下，承蒙各有

关部门，特别是市商业局和供销社的协助与支持，于1 9’8 6年5月着手，在过去无专门物

价史料，有文字记载的商品价格寥寥无几的情况下．经过编纂人员的广收博采和精心筛选、

编写，于1 9 8 8年4月完成初稿，经审阅、修改，打印成册，送发有关领导、专家和各有

关部门审查后，于1 9 8 9年元月邀请省物价局高级经济师毛贤忠、武汉市政协副秘书长、原

武汉大学副教授肖国金、黄冈地区物价局局长张云波、市财办顾问王俊华、市地方志办副主任

杨立才、工作员高昆吾和新、老物价干部共2 2人参加了评审，提出了许多指导意见，为我

们完成这部《物价志》修改稿付出了辛劳，在此一并致以感谢。 ·

但由于有些历史资料无法查考，加上编纂水平有限。又无经验借鉴，难免错误和缺陷，

我们恳请专家、学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多提宝贵意见，使其更加完善。

鄂州市物价局长党组书记
张 孝 安

《物价志》编纂领导小组组长



凡 例

1，本志定名为《鄂州市物价志》，是记述原鄂城县、鄂城市和现鄂州市物价史料的第一

部专业志。上限起自1 6 4 4年，下限至1 9 8 7年。

2、本志根提《鄂州市志》，编纂方案(修改稿)的安排和编写分工，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坚持瓣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章、节、目、的

结构，采用记志、图、表有机联系，以志为主，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

3、《鄂州市物价志》记述商品计量、计价金额单位，按时代区分为：解放前以当时实际

使用的度量衡器计量标准和流通货币计价单位；解放后的计量单位一律换算为公制，计价金
，

额单位，一律以1 9 5 5．年3月币制改革后．，新老人民币1：1 O 0 O 0的兑换率换算算成

现币。 ． ：

4，本志遵循l 9 8 7年1月1日，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等单位联合颁友
，

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对数字和年、月、时期。均采用阿拉伯数字。

5、本志部份章、节的内、容，间有交叉，但从突出章、节的特点出发，又各有侧重点，以

避语言重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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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解放前的物价

第一章 农产品价格

第一节 粮 价

清代，以白银、铜元计价，币值较稳。粮价随年景丰歉变动，平年变化不大，灾年价以

倍计涨．据清光绪l 1年重修《武昌县志》记载：

清顺治元年(公元1 6 4 4年)大米每担(下同)田赋折银约0．74 1两，到顺治9年

(公元1 6 5 2年)大早． “斗米价银4钱”，(折担价银4两)，为顺治元年田赋米价

5．4倍。

康熙3 O年(公元1 6 9 1年)稻谷每石(下同)田赋折价银o．4 6 6两，康熙5 9年

(公元1 7 2 O年)粮歉收。稻谷价银0．932两，较1 6 9 1年土涨了一倍．

乾隆1 7年(公元1 7 5 2年)水灾， 1 8年(公元l 7 5 3年)秋大水，2 O年(公

元l 7 5 4年)水灾大，禾尽没，2 1年(公元1 7 5 6年)春饥，石米价5000文。折银

约1．48两．较顺治元年上涨近一倍．
道光1 0年(公元1 8 3 O年)稻谷田赋折价银o．5两，与l 6 9 1年价相近。

咸丰3年(公元l 8 5 3年)田赋征米折价5400文，咸丰8年(公元l 8 5 8年)田赋

米价4400文(折银1．3两)。较成丰3年降低18．52％，比顺治元年上涨7 5％。

同活1 3年(公元l 8 7 4年)田赋米折银1．3两，与成丰8年持平。

民国前期，以银、铜币计价，币值无大波动，粮价相对稳定。民国2 2年(公元l 9 3、

3年)以铜币计价，大米每石(合1 5 o市斤)，市售价(下同)3 6串文，折银元5．625元

(按当时6串4 0 0文折一银元计)；面粉老秤百斤5 4串文，折银元8．4375元：稻谷价1 3

串文，折银元2．03元．

民国2 4年(公元l 9 3 5年)实行币制改革，以法币(纸币)取代银、铜币，但市面

仍有银、铜元流通。到民国2 7年(公元1 9 3 8年)3月，公购稻谷以法币计价l l元．

折银元2元，与l 9 3 3年相近。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军费开支增加和日寇加剧掠夺，粮价猛涨，民国2 9年(公元1 9

4 0年)，大米老秆百斤以法币计价(下同)l 6兀。到民国3 O年(公元l 9 4 1年)随纸

币发行量增加，通货膨胀加剧，大朱价涨至4 O无，为上年的2．5倍。面粉价4 O元．

民国3 2年(公元l 9 4 3年)，米价1 6 0 0元，面粉价1 4 0 0元，分别较1 9 4

1年上涨4 O倍和3 5倍。

民国3 4年(公元l 9 4 5年)l 0月上旬，抗战胜利初期，仍以法币计，稻谷价涨至

2 O O 0元，与l 9 3 8年比较，八年问，上涨近l 8 l倍，，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立即发动内战，军费开支扩大，变本加厉地发行纸币，通贷更

加澎胀，粮价飞涨．

民国3 6年(公元1 9 4 7年)7月，米价l 7万元，较l 9 4 O年上涨10625倍． 民国

· 1 ，



3 7年(公元l 9 4 8年)七月，稻谷价涨至9 6 5万元，同抗战胜利后的l 9 4 5年1 O

月上旬比较，两年另九个月，上涨4 8 2争倍．
“

：

民国3 7年(公元l 9．4 8年)8月l g日，国民党政府发行佥元券，以一佥元折法币

3 O O万元，蒋介石亲自下令： 百物取此日价格为限，不准上涨。图谋以币制改革，i通过限

价，扭转通货膨张的局面，结果毫无收效。物价更加猛涨。该年1 O月稻谷价27．6金元，折

法币8 2 8 O万元．到l 2月份又涨至7 2金元，折法币2 1 6 O O万元，同抗战胜利后的

l 9 4 5年l O月比较，三年间，上涨108000倍，同我市沦陷前的1 9 3 8年3月比较，不

到l 1年，上涨19636363倍．

第二节 食 油 价

民国2 2年(公元l 9 3 3年)，以铜元计价。菜油：老秤百斤(下同)市售价(下同)

l 0 0串文；麻油价8 8串文。

／民国3 0年(公元1 9 4 1年)以法币计价，菜油价1 4 0元，麻油价1 6 0元。到民

国3 1年(公元l 9 4 2年)，菜、麻油价均涨为1 3 O O元，比土年分别上涨了8．29倍和
H ‘j 一

7．13倍．
～ 一 一

民固3 5年(公元l 9 4 6年)，菜、麻油价均涨为1 10000元，比l 9 4 2年土涨了

8 3．6倍．较l 9 4 1年，分别上涨了7 8 5倍和6 8彳倍．

民国3 6年(公元l 9 4 7年)7月，菜油价涨为8 2万元，麻油价6 0万元。油价指

数分剐为l 9 4 1年(为1 0 0)的37 1428．6和375000．
’

、’。

第三节 棉 价

据民国2 3年编《湖北县政概况》载：鄂城县中熟之年，可收棉花l万担。民国2 1一一

2 2两年(公元l 9 3 2一一l 9 3 3年)，棉价每斤(银元)三角左右。民国2 3年(1

9 3 4年)棉价每斤2串2 0 0文，折银元o．344元之谱。三年间，以银元计价，棉价尚平

稳．

民国3 1年(公元l 9 4 2年)，以法币计价，棉价飞涨。该年元月．棉价每斤4．50元

到l 2月涨至3 2元，较年初上涨7倍余。民国3 2年(公元l 9 4 3年)6月，棉价又涨

至每斤l 5 0元，同I 9 4 2年元月比较，不到一年半，上涨3 3倍．

民国3 6年(公元1 9 4 7年)l 1月，民国政府经济部纺织事业调节委员会十六次会

议通过之。收花议价办法”规定：“7／8叶细绒白花一市担之价，相当于当地中等白米4市

担之价格”．尽管棉粮比价压到如此之低。但因米价飞涨，棉价每市担达l 5 0万元以上．

同l 9 4 2年元月此较，不到6年．上涨3 3 3 3．3倍．

·2。



第四节 ’猪(肉)、鱼、蛋价

猪(肉)价

解放前，屠商收购牲猪，按毛重。内七(1 0 O斤内七折)外八(超过l O O斤以外部份

八折)”折算净肉，或宰杀后当面。见白”(秤肉重)计价，实行购销同价，猪首、尾扣内脏

归屠商所得，以抵其费、税和利润．

民国2 2年(公元l 9 3 3年)，以铜元计价，猪肉每斤(老秤，下同)l 4 4 O文．

民国3 O年(公元1 9 4 1年)，肉价开始上涨，当年每斤价1．1 0元(法币．下同)

到民国3 1年(公元l 9 4 2年)涨至每斤5．6 3元，上涨了4．1倍．

民国3 5年(公元1 9 4 6年)，肉价每斤涨为l 2 8 O元，为l 9 4 1年的l r163‘．6倍，

较l 9 4 2年上涨了2 2 7倍．

民国3 6年(公元l 9 4 7年)7月．肉价每宁，叉涨至5 2 0 0元，分别为l+9 4 6

年和l 9 4 1年的4．06倍和4 7 2 7倍．

鱼 价

民国2 2年(公元I 9 3 3年)，鲜鱼市销价(下同)每斤(老秤，下同)7 4 0文

(铜元)。

民国3 1年(公元1 9 4 2年)，以法币计价，鱼价每市斤1．20元，到民国3 5年(公元

1 9 4 6年)，涨至1 0 8 0元。4年内上涨了9 0 0倍．

蛋 价

民国2 2年(公元l 9 3 3年)，以铜元计价，鸡蛋市销价每个(下同)70——80文．

民国3 0年(公元l 9 4 1年)．以法币计价，鸡蛋价o．07元，到民国3 5年，蛋价涨

为l 0 0元。5年间，上涨了l 4 2 8倍．

叉．

第五节 菜 价

民国2 2年(公元I 9 3 3年)，以铜币计价，萝卜老秤每斤(下同)3 5文．白菜20

民国3 O年(公元l 9 4 1年)，以法币计价，萝卜0．04元．白菜o．06元．民国3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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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 9 4 3年)，萝卜销价涨为2．5元白菜1．5元，两年间分别上涨了6 2倍和25倍．

到民国3 5年(公元1 9 4 6年)，萝；、价叉涨至8 0元，0菜7 0元，同1 9 4 1年比较，五

年问上涨了2 0 0 0倍和1 l 6 6倍．

第六节 柴 价

民国2 2年(公元1 9 3 3年)，片柴(松，杂片柴)市销价每百斤(老秤。下IEl)4
O 0 0文(铜元)．

民国3 0年(公元1 9 4 1年)，以法币计价(下同)，柒价为4．2元．此后， 案价

运年上．器．民国3 1年(1 9 4 2年)涨为8元，到民国3 2年。(1 9 4 3年)，叉涨至30

元．较l 9 4 1年上涨了7倍。

R国3 5年(1 9 4 6年)，柴价涨为6 5 0 0元。为民国3 0年的1547．6倍．到民国

3 6年(1 9 4 7年)4月l 6日，柴价又涨至loooo元，不到半年，上涨了0．53倍．价格

前数为I 9 4 1年(为1 0 0)的238095．

第二摩

第一节

工业消费品价格

布 价

民国3 O年(公元1 9 4 1年)，棉布以老尺、法币计价。0细布1．5 O元，青市布

1．7 0元，阴丹士林兰布1．8 O元。到民国3 1年(公元l 9 4 2年)，布价上涨为：白

“细布2．5 0元；青市布3．5 0元：阴丹士林兰布7元；安安兰布5．2 O元； 青哗叽布

5．5 O元。同上年比较，前三种布价平均上意：2．6倍．

民国3 6年(公元1 9 4 7年)4月，：t?j个冀为：白细布l 9 8 O元，青市布2 8 0 0

元；阴丹士林兰布4 2 O O元；安安兰布3 8 0 0元；青哗叽布2 9 O O元．按可此品种价，

分别以l 9 4 2年和1 9 4 1年为1 O O， 1 9 4 7年为661 60和1 79600．

第二节 盐 价

民国2 2年(公元1 9 3 3年)，以铜元计价，食盐每斤(老秤、下同)，市销价(下
同)l 2 0 0文。到民国2 4年(1 9 3 5幸)，币制改革，以法币取代银、铜芜后，随纸

币发行量增加，贷币眨位，从民国3 0年(1 9 4 1坪．)开始，盐价猛涨．当年价为4元，

到民国3 1年(I 9 4。2年)盐价涨为1 2元，较上午上涨了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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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 2年(公元1 9 4 3年)，随着日寇加剧我国食盐资源的掠夺，盐价涨势更猛，

瓢国3 5年‘(1 9 4 6年)l 1月，盐价涨为4 8 0元，为1 9 4 2年的4 0倍。到民国3

与年(1，9 4 7年)7月1日，盐价又涨至l 5 O 0元，分别为l 9 4 6年l 1月和。l 9 4

：】年的3．1倍和3 7 5倍．

第三节 煤 价

民国3 0年(公元l g 4 1年)，以法币计价，煤价为3．5 0元，到民国3 1年(公

元l 9 4 2年)煤价涨为5元，较上年上涨了4 3％．

民国3 2年(1 9 4 3年)煤价涨至1 O O O元，同1 9、4 1年比较。两年问上涨28 5

倍．

民国3 5年(1 9 4 6年)l 1月，煤价猛涨到8 0 0 0元，较l 9 4—3年上涨8倍．

与l 9 4 1年比较，5年间上涨2 2 8 5倍．

一民国3 6年，(1 9 4 7年)7月1日，煤价飞涨为2 2 0 0 0元，同1 9 4 6年1 1月

。此较，7个月内上涨2．8倍，同l 9 4 1年此较5年零6个月，上涨了6 2 8 6倍．

第四节 煤 油 价

民国2 2年(公元1 9 3 3年)，以铜元计，煤油(老秤每斤)价8 6 O文，折银元

0．134元。

民国3 1年(1 9 4 2年)，以法币计价，煤油每百市斤(下同)价l 5 o元。到民国

3 2年(公元l 9 4 3年)，煤油销价涨为2 O O 0元，较上年上涨1 3倍。

民国3 5年(公元l 9 4 6年)1 1月，煤油销价暴涨为60000元，比1 9 4 3年上涨了

3 0倍，同l 9 4 2年比较，不到4年，上涨4 O O倍。

民国3 6年(1 9 4 7年)6月1日，煤油价狂涨为2 2 O O 0 O元，与1 9 4 6年1 1

月比较，6个月上涨3．3倍。同1 9 4 2年比较，不到4年半，上涨了l 4 6 6倍．

第三章

第一节

交通运价和其他收费

公路汽车运价

解放前，鄂城县境公路汽车运输，始于1 9 3 5年，当时，由于汽车少，武昌至鄂城之

公路，只有客运而无货运，客运每人票价银元计，武昌至葛店(32．5公里)为0．65元，武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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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城(7 4公里)为1．47元。每人公里约为o．01 9元．

．1 9 4 8年，随着货币贬值，汽车运价以倍计涨。当年8月。8曰。5客运票价(法币)每

人公里为6万元，贷运每吨公里为3 6万元，到民国政府发行金无券以信的l：o月1日；以

金元计价，客运每人公里为0．06元，(折法币l 8万元)，贷远每吨公里为0．72元i(合法币

2 l 6万元)。一个多月，客贷运价分别上涨了2⋯一5倍。

第二节 水上船运价

解放前，水路多以木船运输，各湖；白客货运输自由汉价，．标；住球不一致运价水平多变。

民国3 2年(公元l 9 4 3年)，木船贫运一般以每日每石计价。一当年．_l 1月，每日每

石运价l 2元(法币，下同)。到民国3 5年1 1月，以吨位里程计价，县城至金牛1 8 O

华里，每吨运价1 5 O O 0元。每吨公里约合o．83元．

民国3 6一一3 7年(公元l 9 4 7一一l 9 4 8年)，长港有汉口群众轮船公司小轮

通航，从凡口至东沟(4 1公里)，客运每人票价1元(银元下同．)’，每人公里约合0．02 5

元，货运每担0．5元，每吨公里约为0．25元．

第三节 人力协运及短途运兮

解放前，装卸协运和民间陆路短途运输，靠人力肩挑背驮。城区货物协运，按运距分地

段议定定点协运价。乡问陆路短途运输运价自由面议。运价水平随币值和粮价变化而波动。

1 9 2 2一一l 9 4 5年(民国l 1一一3 4年)，城区装卸搬运按运距分地段议定定

点运价(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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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莲≯。孓～
】927 j 926 l 935 l 938 1 945

搬 、≤、、、～之、、?、主、、’_。、～～～
铜 元 铜 元 铜 元 银 元 法 元

～’‘、、、 ：三

起止地点 、、～ (文) (文) (丈) (元) (元)
——＼——⋯⋯～一’一～一～～⋯⋯～‘～+一一一。

大北门码头起坡 扭 4 0 7 O 9 0 O．09 1 5

大北门一～城内 6 0 9 O I 70 0．1 2

大北门一西街4夸。 8 0‘

大北纠～过古楼 1 20 0．1 6

大北门～南门内 1 30 180 0．1 8

大I∽1～南门外 J】0 l 40 0．20 2 8
f—u

大北f_】一南门外罗口 ” 140 j 8111 220 0．22

大北门～大山峙 1 20万‘ G40 ]000 1．20
“-—L

横 水～一三阁庙 担 2 O

大北门～方井头 2 3

方井头～水家巷水巷城门口 2 4

大东门～银马巷 2 6

银马巷一土门口 2 8

大北门一四元阁 2 O

四元阁⋯古楼街 2 3

八卦石一杨家水井 2 3

水 井一大南门内 2 4

十字徜～太平桥、熊家巷 2 3

大北门一宣化坊 2 3

宣化坊一小南门、太平桥～谢家誊 2 4

大北门一杜保山 8 O

大北门一明塘铺 4 O

大北门～庙鹅岭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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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3年(民酗3 2每)1 2日．民问人力肩挑运输，每日每担运价(法币，下同)

4 8元．到1 9 4 6年(民国3 5年)1 1月，每天(肩执8 0斤．行程6 0华里)运渝

4 0 0 0元．三年闯上涨8 3倍。

第四节 教育收费

民国时期，鄂城县教育收费因时因地而异， l 9 3 5年(民固2 4年)私塾和私立学

堂，几有学田或家族公产为教育经费来源者，对学生免救学费；无经费来源的地方，按入校

学生人数。多少、学龄高低，向学生收取学费，学生每年最少1元，最多2 4元。(法币)

1 9 4 2牟(民国3 1年)以后，各乡、保逐步建立了乡t{，心国民学校和保国民学校，

县设公立和私立初级中学。乡、保国民学校经费来源由各乡、保在公立伢行佣金或召集富有

士绅筹措，对学生一般不收取学费。公立和弘立初级中学，对学生收取学杂费，由于纸币币

值不稳定，学杂费以银元计，每生每学期3⋯一5元。到民国3 5年(1 9 4 6年)，仍按

t已标；隹收费．

第五节 理发收费

解放前，理发收费随物价变化自由涨落。到1 9 4 o年(民国2 9年)3月，由于物价

大波动，鄂城县政府对理发收费实行限价，第一次限定为：理发(男女同)0．60元；(法

币，下同)剃光头o．40元；修’面0．30元。同年4月第二次修订限价为：理,tOO．80元；剃光头

0．60元。

第四章 物 价 管 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解放前，无专管物价机构。民国后期，由于物价飞涨，国民政府设立过兼管物价的临时

组织机构。

民国3 1一一3 4年(公元1 9 4 2⋯1 9 4 5年)，国民政府层层设立动员会管制

物价、工资。由县长负总责，警察局会同商会兼管物价。

民国3 2年(公元l 9 4 3年)6月，湖北省第。一行政督查专员兼保安司令公暑代电，

指令各县管制物价“由警察机关负检查之责，军法机关负审判之责。”

民国3 4年(公元1 9 4 5年)9月，鄂城县政府对警察局局长训令： “仰局长晓喻各

·8 o



商氏，应按本市商会所订物价标穗买卖，如商民仍故意阳奉阴亳，由该局长设法取缔．H

氏国3 6年(1 9 4 7年)起，鄂城县政府遵令纽织物价评议委员会、由县长慕任主任

委员，县觉部书记长，三青团干事长分别袭任副主任委甄，设委员若干人，由县级各机关、

法因负贵人和县商会，总工会理事长兼任。直豆，；i 9《8年，物价评议委员会随同限制物价

叠乏笼失败而告终．

第二节 管理形式

解放前，商品价格随供求变化自由涨趺。抗日战争暴发后，圉民经济遭受严壹破坏，通

贷恶性澎胀，物价飞涨。氏f冀政婿对主要生活必需品采取过行业报批，实行限价的管理形式．

民闽3 2⋯3 4年(公元l 9 4 3～一l 9 4 5年)，湖北省政府《关于改订省县两

级管制物价、工资之审议调整办法》和鄂城县政府《乎抑拳滚。市面物价训令》规定：“物价、工

资之调整，应由各同业公会及工会每月召集会汉，议定下月汉价范围内之各种物品、工资价

目及提出对政府所规定限价范围之内各物品，工资价目之调整意见，并呈报县政府，转送县

动员会核定限价，由县政府公布实施”。

民国3 6年(公元1 9 4 7车)3月，《鄂城县物价评议委员会撰具组织规程》规定：本

会每月由主任委员召开委员，和县商会举行会议，就各项主要日用品评定价格悬牌出售．该

年4月l 6日实行限价的粮、油、肉、盐等l 2种商品价格。到7同1日，平均上涨1．03倍。

其中粮价上涨I．2倍，肉价上涨i．36倍，其限价管理形式无实效可云．

第五章 份格指数与生活补贴

民国后期，由于日寇的掠夺和国民党政府发动大规模内战，造成国民经济全面崩i费。引

起举世罕见的通贷澎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必需品，按可比品种计筚的平均价格指数，以
1 94』年为1 00，到1 947年7月1日(此后资料缺)，主副食品类(粮、油、盐、肉等)为389400：

衣着布料类为】79600：燃料类(柴、炭)为4 l 5500：照明煤油为1 9 4 2年的l 33333；4类

平均为388400。即是说，5年半中，人民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平均上涨了3884倍。

在此物价飞涨日于期，国民政府对机关、学校公务、公教、訾役人员(以下简称公职员)

实行过物价补赌。

民国3 l牟。(公元1 9 4 2年)8月，鄂城县政府训令称：现因物资(价)腾贵，生活

程度(费用)日益高昂，从l O月起，每人每月发给“平价米代金”(简称米代金)3 O元。

开始实行了粮价补贴。

民国3 2年(公元l 9 4 3年)5月，鄂城县政府训令规定：公职员每人月支生活补贴

费4 0 0元。 “米代金”1 5 O元，副食费l 0元，增加了补贴项目。

民国3 3年(公元l 9 4 4年)2月，鄂城县政府《奉令编造追加本府公役副食费预算

· 9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