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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余县第一部社会主义县志业已编纂完成，这是全县人民的一件

’大喜事。我于古稀之年有幸看到它的出版问世，十分高兴。

我自年少时离乡背井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投身人民的解放和建设

事业，．于今己半个多世纪了。游子思乡，往事历历在目。

大余地灵人杰，，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素称儒雅之邦o．清乾嘉年

间的“西江四戴"，光耀闾里，名垂史册。境内山川壮丽，庾岭红梅

南落北开，举世称奇；迤逦驿道”千载通途，牡丹古亭，韵事流芳’

西华钨矿，驰名全球；崇山峻岭，郁郁葱葱，苍松翠竹，林林总总，

土肥地沃，物产富饶，南安板鸭，脍炙人口。东坡诗称“大江东去几

千里，庾岭南来第一州"，达并不是过分的揄扬。

梅关形势险要，自古是江西的南大门，兵家必争之地。大革命时

期，勤劳勇敢的大余人民发扬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与当时的反动势力开展了英勇的搏斗，有力地支援了北伐

战争。“入·一，，南昌起义后，朱德、陈毅等革命先辈畲率起义部队

来余整编。接着，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禽

多次率红军到大余，发动工农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区域。红军主

力长征后，项英、陈毅，杨倚奎、陈丕显等在大庾岭一带坚持了艰苦

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创立了光辉业绩。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余人



，。

民又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胜利后，继续高举反内战、争自由、求解

放、争民主的旗帜，坚持革命武装斗争，终于在1949年8月得到了解

放。

建国后，我多次回乡探望，看到山儿添秀色，旧貌换新颜，古老

可爱的家乡发生了深刻的巨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

放政策指引下，全县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深化改革，发展生

产，·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就，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大余县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如实地记叙了大余

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文物以及风土人情，客观地反映了全县

的面貌，是一部良好的乡土教材。它将为保存史料、佐理政务，繁荣

文化，从而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我幼年失学，军旅一生，疏于文墨，然值此新志出版，欣庆之

余，亦赘数言以表乡情而励后人，是为序。 ，

黄 萍

1989年10月



懈大江东去几千里，庾岭南来第一州"。大余雄踞赣江上游，扼

中原与岭南要冲，控赣粤两省咽喉，为兵家必争之地。近代这里又是

革命老根据地之一。毛泽东、朱德、项英、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畲在此出生入死，艰苦奋战过。刘伯坚等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这里

的土地。至今‘《带镣行汐和《梅岭三章》等光辉诗篇，仍激励着全县

人民为建设繁荣富裕的新大余而努力奋斗。

大余有1368平方公里土地，24万多人口，有占全国首位的钨矿，

有丰富的森林和水资源，还有畅销海内外的南安板鸭、羽绒制品和竹

筒凉蔗等名优产品。境内还有闻名退迩的梅关、古驿道和丫山灵岩寺

等旅游胜地。 ．，

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在达块宝地上，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奋发图弦，艰苦努力，发展生产，开发资源，改

革创新，为改变昔日贫穷落后的面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取得了辉煌

的成绩。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有

很大改善。198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9961万元，比1949年解放初

790万元增加了1 I．6倍。在深入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受上

级领导的重托，肩负着全县人民的殷切期望，走上了领导岗位，深感主

一县之政责任重大，不仅要认真学>--j好中央、省、地的文件，掌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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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政策，而且耍深入了解本县的县情；不但要认识现状，而且要借

鉴历史，才能措施得宜。《大余县志》成书出版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

的资料。它较全面系统地记叙了大余的过去和现状，为我们了解本县

历史，认清县情，进一步探索发展规律，为振兴大余而更好地工作提

供了依据。它的出版有利于本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在编纂中，

省、地志办的领导及专家学者为《大余县志》的成书精心把关，有的

亲临本县指导，有的对初稿反复审阅修改，费尽心血。县志办的同志

不辞辛劳，忘我笔耕，历经数载，做出了贡献。值此县志出版之际，

我们代表全县党政机关和人民向同志们敬表谢意。

中共大余县委书记刘安民

县人民政府县长 叶生才

1989年10月



序，‘三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达是我国的优良传统。

大余昔为南安军、路、府治中心，山川钟秀，人文荟萃。自宋修

《南安图经》、《南安郡志》后，历代相沿成例，所修府县志倚存七

入种之多。本县县志首修于清康熙三十九年(1 700)，后续修6次。

现存最早的为乾隆十三年(1748)余光璧主修本。最近的为民国八年

(1919)本。其后60余年失修。

大余早在1926年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党的领导

下，大余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建国以后，全县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

历经曲折，取得了巨大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又

在改革开放中，为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方面，开创了新局面，

继续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其丰功伟绩理宜汞昭史册。．

1 982年政协大余县委员会倡议编纂《大余县志》。中共大余县

委、县人民代表大会和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指示和人民的要求，决定

成立机构修纂《大余县志》。首先经过3年时间校注、重刊了民国八

年版《大庾县志》，为编纂新志奠定了基础。

1 985年编纂新县志的工作全面展开，几经寒暑，筚路蓝缕，现己

编成建国以来第一部县志。它以详实的资料，莫实地记述了大余县的



地理环境、政治军事、财政金融、文化教育、风俗习惯、人文胜迹以

及在党领导下，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使之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发挥

资政、教育和存史作用，这对于激励今人和启迪后人都有重大意义。

因而，它是值得称颂的一项千秋功业。

我作为县志编委会主任，祝愿全县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中，

团结努力，锐意改革，．创建更大的功绩，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篇章。

套矣綦篓恚学会囊萎雷套主任邓梅香《大余县志》编纂委员会^卜9P忡目



一、本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大余县志》。

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拱证唯物主
^

’义的原理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

的体例，记述本县的历史和现状。对建国后发生的各项政治运动的记

述，‘均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及中共中央《关于

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

一二、本志按“统贯古今"、 “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叙建国

以后的史实。’有些事物的记述，为保持其完整性，‘上限溯至有文物可

． 考之时，下限一般截至1985年底，少数延伸至成书时止。

三、本志采用“条目式”，以述、记、传、表、图(照)：录等

．形式，因事制宜，不拘一格，横排竖写、纵横结合的志体格式。虽然

不分章、节，但为便于阅览，在结构上按篇设类目、条目和子目等层

次。’全志除概述，大事记、革命游击战争纪略、附录、编后记外，专

志共分50篇，约80万字o’

， 四、本志采用现代汉语文体记述，引用文献则忠实原文，加上引

号，不加洼释o

五、历史车代采用当时使用的纪年方法，在其后括号内加洼公元

纪年，1949年8月16日大余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车。lo月1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简称“建国前"，以后简称“建国后"， “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文革”。

六、本县县名为“大余，，，故原“大庾"县名一般不用。但涉及

历史不宜用今名时，则用“大庾，，。

七、对历代职官称谓采用当时通称。在以事系人时一般直书其姓

名，不加褒贬称谓词语。县内地名一律按地名普查后的名称记载。

入、人物分传、表、录三种形式，坚持“生不立传"通例。立传

人物必须是对社会发展有推进或阻碍作用，有事可记和可作史料存查

的本籍人为主。人物表所列人物包括烈士表和获省级以上英模先进工

作者等称号者，党、政，军正县(团)职以上人员，知识界以副教授

或相当于达一职称以上者。录，只收录抗日阵亡将士名录，不作简

介。

九、各项数据记载用阿拉伯数字。计量单位沿用当时通用单位。

建国后需对比运用的数据，则以现在国家统一的标准折算。



●

⋯总⋯⋯目t，·JC一 ，n，。 ⋯．·日

总 目·1

7 -'^ ’‘

图 照

序
。‘

’ 。

一
⋯ ⋯一⋯‘’ 一‘

凡例。
。1 一一 “ ～‘ ’

概述·····：-：·O O O O O O⋯⋯·······················：········⋯⋯．(1)

大事记⋯O O O O O O⋯⋯。⋯⋯⋯⋯⋯·’⋯⋯⋯⋯⋯⋯⋯⋯⋯”(11)

革命游击战争纪略⋯⋯⋯⋯⋯⋯⋯⋯⋯⋯⋯⋯⋯⋯⋯(55)

建置⋯0 O O O O O⋯⋯⋯⋯⋯⋯⋯⋯⋯···j⋯⋯···j⋯·⋯⋯(65>

行政区划··‘j⋯⋯··j⋯⋯⋯．．一D O O—O O O．●．．．’⋯⋯⋯．．。j⋯⋯⋯．(72)

自然环境⋯⋯．‘⋯⋯·．1j．”⋯⋯⋯．‘⋯．：⋯⋯⋯⋯．．-．．．．1⋯’．⋯(98)

人口⋯⋯⋯⋯j”·jg O O Q O g O O g O O’·O O O O O g O O O O O 0j⋯⋯⋯⋯⋯(129)

宏观经济⋯⋯⋯O O O 0 OO O Q 0⋯⋯·j⋯·I O O O 0 0～O O O O 0 0⋯⋯．·’·．j·(144)

种植业⋯j⋯⋯⋯·j⋯··．J⋯⋯⋯⋯⋯⋯⋯⋯⋯⋯⋯⋯(164)

饲养业⋯．'j·：：··j⋯⋯⋯．．。：：j．j．·’·j⋯⋯⋯⋯⋯⋯⋯⋯．．(186)

水产业：⋯·乙‘6 O e．0．，■．’．’．jO’O O O 0．O OOjO O O1000⋯⋯‘j_：：⋯⋯oj(191)

林业⋯．：I··‘j』_．’■j：．．』．．，jj．．j⋯⋯．．j⋯j．．．．⋯j⋯⋯’⋯．．1(194)

水利⋯-·．．0j_·0joj⋯⋯．j⋯’．j．．’⋯⋯_⋯．j．jj．：．．j．(212)

矿业⋯··················⋯·······⋯⋯····················(224)

工业⋯⋯⋯⋯⋯⋯⋯⋯⋯⋯⋯⋯⋯⋯⋯⋯⋯O O O OOO(240)

C o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总 目

交通运输⋯⋯⋯⋯⋯⋯⋯⋯⋯⋯⋯⋯⋯⋯⋯⋯⋯⋯(259)

邮 电⋯⋯⋯⋯⋯⋯⋯⋯⋯⋯⋯⋯⋯⋯⋯⋯⋯⋯⋯(275)

商业⋯⋯⋯⋯⋯⋯⋯⋯⋯⋯⋯⋯⋯⋯⋯⋯⋯⋯⋯(282)

粮油管理⋯⋯⋯⋯⋯⋯⋯⋯⋯⋯⋯⋯⋯⋯⋯⋯⋯⋯(298)

计划与统计管理⋯⋯⋯⋯⋯⋯⋯⋯⋯⋯⋯⋯⋯⋯⋯(309)

劳动管理⋯⋯⋯⋯⋯⋯⋯⋯⋯⋯⋯⋯⋯⋯⋯⋯⋯⋯(31 3)

工商行政管理⋯⋯⋯⋯⋯⋯O o O gof⋯⋯⋯⋯⋯⋯⋯⋯(32 I)

物价管理⋯⋯⋯⋯⋯⋯⋯⋯⋯⋯⋯⋯⋯⋯⋯⋯⋯⋯(325)

计量管理⋯⋯⋯⋯⋯⋯⋯⋯⋯⋯⋯⋯⋯⋯⋯⋯⋯⋯(328)

财政⋯⋯⋯⋯··⋯⋯-·⋯·⋯·⋯⋯⋯⋯··⋯·⋯．··⋯(330)

税务⋯，⋯⋯·j⋯⋯⋯·?j⋯⋯⋯⋯⋯⋯⋯··j⋯·．⋯⋯，(338)

金融·⋯⋯⋯······”···⋯··⋯·o o o o o o⋯⋯．．⋯⋯⋯⋯·(346)

城乡建设⋯⋯⋯⋯⋯⋯“⋯⋯⋯一．⋯·+⋯一。··．|·．·．⋯⋯⋯，(357)

环境保护⋯⋯⋯⋯“⋯⋯⋯⋯⋯⋯⋯⋯⋯⋯⋯⋯⋯·(367)

科技·?一⋯⋯⋯-?-⋯⋯⋯．．⋯⋯⋯．⋯。·，⋯j·-7．．_⋯··(373)

政党⋯I“，⋯⋯。⋯．··?⋯”．⋯·．'·_⋯⋯“，“．，．¨·．⋯⋯⋯，i 381)

群众团体·-⋯⋯·-⋯⋯⋯⋯·。⋯⋯⋯：⋯⋯i·．·。⋯⋯⋯i_(397)

权力机关⋯-·、·，⋯⋯?·-．、⋯⋯·，一，一，⋯⋯⋯⋯．．，·．．．。⋯．⋯．．．．．．·。，(408)

人民政协：·i⋯⋯”’．'．．·：·‘i：⋯一，．．．·。⋯⋯··：”．”．·i：一．·?⋯·--⋯(415)

行政机构⋯⋯⋯⋯⋯⋯⋯⋯⋯⋯⋯⋯⋯⋯⋯⋯⋯⋯(420)

民政···⋯··········⋯·············⋯··”⋯·-·············(431)

人事⋯⋯⋯⋯⋯⋯⋯⋯⋯⋯⋯⋯⋯⋯⋯⋯⋯⋯⋯(439)

公安⋯?⋯·。·，⋯．．．’Ii’。·．·，_”，。?‘，⋯⋯’?⋯⋯⋯⋯_”．⋯⋯、(445)

司 法⋯··⋯····⋯··········--·-···-·······⋯·····e o o oo e ooo(452)



目·8

，军事⋯⋯⋯⋯⋯⋯⋯⋯⋯⋯⋯⋯⋯⋯⋯⋯⋯⋯⋯(458)

教育⋯⋯⋯⋯⋯⋯⋯⋯⋯⋯⋯⋯⋯⋯⋯⋯⋯⋯⋯(473)

，体育⋯⋯⋯⋯⋯⋯⋯⋯⋯⋯⋯⋯⋯⋯⋯⋯⋯⋯⋯(502)

医疗卫生⋯⋯⋯⋯⋯⋯⋯⋯⋯⋯⋯⋯⋯⋯⋯⋯：⋯．．(510)

新闻⋯⋯⋯⋯⋯⋯⋯⋯⋯⋯⋯o⋯⋯⋯．：⋯⋯⋯．(525)

文化⋯⋯⋯⋯⋯⋯⋯⋯⋯⋯⋯⋯⋯⋯⋯⋯⋯⋯⋯(530)

艺文⋯⋯⋯⋯⋯⋯⋯⋯⋯⋯⋯⋯⋯⋯⋯⋯⋯⋯⋯(552)

文物⋯⋯⋯⋯⋯⋯⋯⋯⋯⋯⋯⋯⋯⋯⋯⋯⋯⋯⋯(589)

民情风俗⋯⋯¨⋯⋯⋯⋯⋯⋯⋯⋯⋯⋯⋯⋯⋯⋯⋯，．(664)

宗教⋯⋯⋯⋯⋯⋯⋯⋯⋯⋯⋯⋯⋯⋯⋯⋯⋯⋯⋯(618)

方，言⋯⋯··：⋯⋯⋯“e e e e e e e e e e e o o o’oo s o o oo oj⋯．：．■⋯．(62 1)

人物⋯⋯⋯⋯⋯⋯⋯⋯⋯⋯⋯⋯⋯⋯⋯⋯⋯⋯⋯(647)

附录⋯⋯⋯⋯⋯．．．⋯⋯⋯⋯⋯⋯⋯⋯⋯⋯⋯⋯⋯(690)

编后记⋯⋯⋯⋯⋯⋯⋯⋯⋯⋯⋯⋯⋯⋯⋯⋯⋯⋯⋯(711)

索 引



4·分 类 细 目

分 类 细 目

建 置

沿革⋯⋯⋯⋯⋯⋯⋯⋯⋯⋯⋯(65)

大余县建县时间考略⋯⋯⋯⋯(71)

，⋯⋯行．政区划

区划演变⋯⋯⋯⋯⋯⋯⋯(72)

明代⋯⋯⋯⋯⋯．．．⋯一⋯⋯⋯(72)

清代⋯⋯⋯⋯⋯⋯⋯⋯⋯⋯⋯(72)

民国⋯⋯⋯⋯⋯⋯⋯⋯⋯⋯⋯(75)

中华人民共和国⋯⋯⋯⋯⋯⋯(76)

区、乡(镇)概况⋯⋯⋯⋯⋯(85)

河涸乡⋯⋯⋯⋯⋯⋯⋯⋯⋯⋯(89)

吉树乡⋯⋯⋯⋯⋯⋯⋯⋯⋯⋯(90)

浮江乡⋯⋯⋯⋯⋯⋯⋯⋯⋯⋯(90)

梅关乡⋯⋯⋯⋯⋯⋯⋯⋯⋯⋯(91)

黄龙乡⋯⋯⋯⋯⋯⋯⋯⋯⋯⋯(9 2)

青龙乡⋯⋯⋯⋯⋯⋯⋯⋯⋯⋯(9 1)

左拔乡⋯⋯⋯⋯⋯⋯⋯⋯⋯⋯(93)

池江乡⋯⋯⋯⋯⋯⋯⋯⋯⋯⋯(93)

枉斗乡⋯⋯⋯⋯⋯⋯⋯⋯⋯⋯(94)

京州乡⋯⋯⋯⋯⋯⋯⋯⋯⋯⋯(95)

新城乡⋯⋯⋯⋯⋯⋯⋯⋯⋯⋯(95)

南丰乡⋯⋯⋯⋯⋯⋯⋯⋯⋯⋯(95)

赤石乡⋯⋯⋯⋯⋯⋯⋯⋯⋯⋯(96)

新城区⋯⋯⋯⋯⋯⋯⋯⋯⋯⋯(96)

))

rJ

_0

6

6

●

●

●

，

●

●

，

●

，

●

●

●

，

。

一

～

．

置积

、

位面

)))))

5

7

8

8

9

8

8

8

8

8(((((镇滇镇镇乡安坪塘垄良南荡漂下内



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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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一⋯⋯⋯⋯⋯⋯⋯⋯⋯(129)

建国后⋯⋯⋯⋯⋯⋯⋯⋯⋯⋯(129)

人口密度⋯⋯⋯⋯⋯⋯⋯⋯⋯(130)

人口普查⋯⋯⋯⋯⋯⋯⋯⋯⋯(131)

人口构成⋯⋯⋯⋯⋯⋯⋯⋯⋯(134)

人均寿命⋯⋯⋯⋯⋯⋯⋯⋯⋯(139)

百岁寿星⋯⋯⋯⋯⋯⋯⋯⋯⋯(139)

居民姓氏⋯⋯⋯⋯⋯⋯⋯⋯⋯(139)

计划生育⋯⋯⋯⋯⋯⋯⋯(141)

，，组织机构⋯⋯⋯⋯_⋯⋯⋯⋯(141)

，节育措施⋯⋯⋯⋯⋯⋯⋯⋯⋯(141)

节育效果⋯⋯⋯⋯⋯⋯⋯⋯⋯(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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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分 类 细 目

宏观
．． 、

经济

生产资料所有制 目前经济发展水平⋯⋯⋯(151)
和经济体制改革⋯⋯(144)

农村土地改革⋯⋯⋯⋯⋯⋯⋯(144)

农业合作化⋯⋯⋯⋯⋯⋯⋯⋯(145)

人民公社化⋯⋯⋯⋯⋯⋯⋯⋯(146)

农业生产责任制⋯⋯⋯⋯⋯⋯(146)

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147)

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147)

工业经济体制改革⋯⋯⋯⋯⋯(148)

建国后经济发展的
几个阶段。⋯⋯⋯⋯⋯(149)

经济恢复时期(1949一1952)⋯(149)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1 9j3—1957)⋯⋯⋯⋯⋯⋯(149)

第二个五年计划和三年调整时期

(1958—1965)⋯⋯⋯⋯⋯⋯(149)

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

(1966--1975)⋯⋯⋯⋯⋯⋯(150)

第五、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

(1976--1985)⋯⋯⋯⋯⋯⋯(150)

社会总产值⋯⋯⋯⋯⋯⋯⋯⋯(151)

工农业总产值⋯⋯⋯⋯⋯⋯⋯(151)

：业总产值⋯⋯⋯⋯⋯⋯⋯⋯(151)

农业总产值⋯⋯⋯⋯⋯⋯⋯⋯(152)

粮食总产置⋯⋯⋯⋯⋯⋯⋯⋯(152)

国民收入⋯⋯⋯_⋯⋯⋯⋯⋯(152)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52)

所有制结构⋯⋯⋯⋯⋯⋯⋯⋯(156)

社会总产值构成⋯⋯⋯⋯⋯⋯(156)

国民生产总值构成⋯⋯⋯⋯⋯(156)

工农业比重⋯¨⋯⋯⋯⋯⋯⋯(156)

农业内部结构⋯⋯⋯⋯⋯⋯⋯(157)

工业内部结构⋯⋯⋯⋯⋯⋯⋯(157)

城乡居民收入⋯⋯⋯⋯⋯⋯⋯(1 57)

城乡居民购买力⋯⋯⋯⋯⋯⋯(159)

城乡居民储蓄⋯⋯⋯⋯⋯⋯⋯(160)

经济发展规划⋯⋯⋯⋯⋯(1 61)

农业区划⋯⋯⋯⋯⋯⋯⋯⋯⋯(161)

国土开发整治规划⋯⋯⋯⋯⋯(162)

种 植 业

自然条件⋯⋯⋯⋯⋯⋯⋯(164)

耕地面积⋯·?⋯?¨··：Y·：⋯⋯一(164)

耕作土壤⋯⋯⋯⋯⋯⋯⋯⋯⋯(165)

劳动力与耕地负荷⋯⋯⋯⋯⋯(165)

农业投资⋯⋯⋯⋯⋯⋯⋯⋯⋯(166)

管理体制⋯⋯⋯⋯⋯⋯⋯(166)

农作物种类⋯⋯⋯⋯⋯⋯(168．)

粮食作物⋯⋯⋯⋯⋯⋯⋯⋯⋯(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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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技术⋯⋯⋯⋯⋯⋯⋯(175)

‘7品种选育⋯⋯⋯⋯⋯⋯⋯⋯⋯(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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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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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草场与饲料⋯⋯⋯⋯⋯⋯⋯⋯(186)

饲养种类⋯⋯⋯⋯⋯⋯⋯⋯⋯(186)

品种改良⋯⋯⋯⋯⋯⋯⋯⋯⋯(188)

分 类 细 日·7

耕作制度⋯⋯⋯⋯⋯⋯⋯⋯⋯(177)

水稻栽培技术⋯⋯⋯⋯⋯⋯⋯(180)

i 低产田改造⋯一pl o,$o o，o⋯⋯一(181)

f：j病虫害防治⋯⋯一⋯⋯叫⋯·y(181)

。’，种植机具⋯⋯．．．⋯．．，⋯?⋯··耳·(182)

， ． ；- ·- ·· ； 。．I。

国营农场⋯⋯⋯⋯⋯⋯⋯(184)

县农科所，良种场⋯⋯⋯⋯⋯(184)

县脐橙场⋯⋯⋯⋯⋯⋯⋯⋯⋯(185)

县茶果场⋯⋯⋯⋯⋯⋯⋯⋯⋯(185)

业
f I ’ ’

一 。

饲养管理⋯⋯⋯⋯⋯⋯⋯⋯⋯(189)

疫病防治⋯⋯⋯⋯⋯⋯⋯⋯⋯(189)

水 产 业

，一水域面积⋯⋯⋯⋯⋯⋯⋯⋯：··(191)

鱼、介种类⋯⋯⋯⋯⋯⋯⋯⋯(191)

、。捕捞⋯⋯⋯⋯⋯⋯⋯⋯⋯⋯⋯(191)

养殖⋯⋯⋯⋯⋯⋯⋯⋯⋯⋯⋯(192)

林业资源⋯⋯⋯⋯⋯⋯⋯(194)

， 林地面积⋯⋯⋯⋯⋯⋯⋯⋯⋯(194)

林木品种⋯⋯⋯⋯⋯⋯⋯⋯⋯(194)

林木蓄积··：·：：⋯⋯⋯⋯⋯⋯⋯(195)

。毛竹资源⋯⋯⋯⋯⋯·：⋯⋯⋯-(195)

资源消长⋯⋯⋯⋯⋯·j⋯⋯⋯·(195)

林业管理⋯⋯⋯⋯⋯⋯⋯(196)

7．鱼苗繁殖⋯_．．．。⋯；“··：⋯··(192)

：．渔政管理⋯⋯⋯⋯⋯⋯⋯⋯⋯(192)

．。．县畜禽水产场⋯一⋯⋯⋯⋯⋯(193)

体制⋯⋯⋯⋯⋯⋯⋯⋯⋯⋯⋯(196)

林政管理⋯⋯⋯⋯一⋯⋯⋯⋯(197)

林业生产⋯⋯⋯⋯⋯⋯⋯(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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