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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郡县以志为鉴”。对于一个地方的领导来说，他必须了解一

方的历史，这样，方可能成为一个清醒的有作为的领导者。《南宫市

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南宫的历史。

南宫市幅员广阔，历史悠久。要准确地、整体地、综合地把握南

宫市情，忠实地反映南宫人民的悲愤和欢乐、苦难和壮丽的历史，绝

非易事。它需要编写者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深入实际进

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南宫市志》的编写者努力这样做了，因而这部

市志就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南宫的未来是光辉灿烂的，此志的记述使我们坚信这一点。当

代的南宫人肩负的使命是光荣而艰巨的。此志的记述，向我们发出

这样的告示。我们应当加倍努力，用丰硕的工作成果，来表明我们是

一群上不负祖宗、下不负子孙，也对得起修志者辛勤劳动的革命者。

，

中共南宫市委书记张俊英

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一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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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宫历史悠久，平原沃野，物华天宝，钟灵毓秀，素有。金南宫"

之誉，南宫人民世代栖居、蕃衍在这片圣洁的土地上，以其聪颖睿

智，描绘出一幅光风霁月、绚丽斑斓的锦秀画卷；用其心血汗水，筑

就了一座顶天立地、光跃人寰的不朽丰碑。然而，千秋盛绩，何垂久

远?岁月峥嵘，谁可见证?唯方志负此使命，录历史风貌，印前人足

迹，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堪称“一方信史”。 ．

新编《南宫市志》，非续非补，通古达今。剔除旧志糟粕，吸取旧

志精华。以史籍、档案、口碑资料为依据，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务实

求是，秉笔直书，瑕玉互见，美丑并蓄，详今略古，立足当代，重笔着

墨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创造出的丰功业绩。述中以人系

事，摄录下以国富民强为己任，艰苦创业，勇于开拓，推动历史潮流

前进的时代强者的倩影；铭刻下叱咤风云，赴汤蹈火，为民族解放、

国家振兴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的芳名；讴歌了辛勤劳作，战天斗

地，创造出无数物质财富的劳动人民；赞颂了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将毕生精力倾注于人民事业的各界工作者。尽管《南宫市志》再现的

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支涓涓细流，但它毕竟映出了日月的光影，足见

历史的辙迹。

新编《南宫市志》付梓问世，不仅有益当代，而且惠及后人。一卷

在手，全市在胸。读后会全面了解南宫历史，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觅

出发展规律，免蹈弯路覆辙，作出科学决策；读后会深刻认识南宫现

状，更加热爱足下这方土地，更加珍惜今日美好生活，激励自己竭智

尽力，踵事增华，做一个无愧于先人和后人，不负于时代和祖国的优

秀历史使者，以彪炳千秋，留芳百世。

南宫市市长蔡一淮

一九九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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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宫自汉初置县，已有二千一百余年历史。文物粲然，名贤辈

出，光照志乘。旧志之传世者，有嘉靖、万历、康熙、道光、光绪、民国

及《南宫乡土志》等。南宫志失修六十余年矣。里人以近世战乱频仍，

耆旧肜零，文献废坠：戚然心伤，乃商之当局，遵照政令，再纂新志。

上起有史之年，下迄1 991年，多方采访，辛勤耕耘，至1994年而定

稿。此志实亦市志的创始，其首图、序、凡例，次概述，次大事记，又次

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殿以附录，共七编。有图、

彩照几十幅，以表分见各编，洋洋百万言。南宫的自然地理、物产资

源、名土特产、历史沿革、历代人物史实、名胜古迹、近现代政治、经

济、军政、教科文以及风土民情，备录无遗。足使读者了解先民绩业，

激发爱乡情绪，加强振兴桑梓之热忱，可称为有用的乡土教材!

冀南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土地硗薄，惟南宫为独优，物产以优质

棉为大宗。人民智慧，通计然之术，善观时变，以致民生富足，有“金

南宫”之誉。拨乱反正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弦更张，百业俱

兴、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完成了六五、七五年计划，又振兴乡镇

企业。家庭副业，号召科技兴农，也加强了本市对外开放的步伐。新

．志于此详为叙述，由此既可见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更坚定了

乡人奔赴小康的信心。

“七七"事变，促成了国共二次合作，开展了我国全民抗暴自卫

的抗El战争。抗战之初，八路军别动大队即活动南宫_带，中共中央

在河北组织抗日武装，10月号召发动敌后游击战争。次年1月陈再

道、李菁玉领导八路军东进纵队深入冀南，129师政委邓小平和刘

伯承、宋任穷建立以南宫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在南宫成立冀南行

署，进而成为129师、115师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经日本侵略军进

行“大扫荡"，在此我军民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造成悲惨的事件多

起，终于1 945年5月光复了南宫。新志于此亦大书特书，昭告国人

永矢不忘。新志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变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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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况，记载尤详，可谓深得“详近略远”的史心者! ．

新志突出南宫历来为植棉大县，以农业为主，发展乡镇企业，及

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的事迹，皆表现了地方特点。它如陋习及

新风并述，正反人物并出，足资法戒，亦合史法。总之，新志优点颇

．多，可称佳作。对存史、资政、教化可发生一定的影响，对“四化”及两
个文明建设必能起到重大作用。 ．

我隶籍新河城召村，明嘉靖是成贤乡，去城30里，而去南宫旧

城仅15里，以是姻眷多在南宫城厢和城西北近郊一带，且在城内开

设商铺厂坊。吾少时每岁时探视或随家长赶集、赶会多行经扁鹊庙

和普彤塔间，常捡拾唐宋残碎瓷器以自娱，每值洪涝则绕道大风亭

．休憩，以是对南宫有特殊的深厚感情，今喜新志已成，故乐为之序以

贺，时一九九四年夏。
‘

北京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傅振伦

． 一九九四年夏



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当地的自然、

社会诸方面的发展变化，以资利用。

二j本志首设概述、大事记，之后次第为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

社会、人物七编，最后为附录。按事以类归的原则谋篇布局，编下设章、节、

目，根据内容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体为主。

三、记述范围；以现行建制的政区为准，而历史上曾属南宫县所辖而后析

出的地区不在记述范围之内，但和本政区有联系的人物、事件则予记载。

四、本志为通志：纵贯古今，详今略古，上溯事物的发端，下限为1991

年底。个别事物为保证其完整，止于搁笔时。

五、人物，不为生人立传。对贡献大、影响面广的革命烈士和已故的英雄模

范、知名人士及清正官吏等立传。以本县籍为主，兼传客籍人。同时也选择了极

个别的反面人物入传。生者以事系之，散见有关章节。人物表所载革命烈士、学

者名流、地师职以上人员，因面广人多，虽经多方搜集，仍可能有错漏者。

六、纪年：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

‘‘新中国成立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用公

元纪年，其它篇章以1911年10月10日为界，以前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

其中“公元’’、“年"省略；以后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系指1912年至1937

年；“解放前’’、“解放后"，以1945年5月2日南宫解放为界。

七、政区、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历史地名括注现行标准名称。1986

年3月5日，南宫县改市后，改称“南宫市"其它政区、机关等亦相应改称。

八、计量单位：一律按公制计量单位(土地面积用亩表示例外)。

九、数字书写：正负数、小数、百分比、约数均使用阿拉伯数字，作为名

词的数字，习惯用语和专用术语用汉字书写。

十、数据：多用市统计局数字，缺者用有关单位提供数字。各项经济指标，

除工农业总产值及工业、农业总产值均按1980年不变价折算外，其余均按当

年价。

十一、资料来源：省、地i县、市档案馆、统计局，历代史籍、县志及有

关图书馆文献资料、报刊、南宫党史大事记、组织史及当事者、知情人的口碑

资料等经考证鉴别入志。



目 录

序⋯⋯⋯⋯”·⋯⋯⋯⋯⋯⋯⋯⋯⋯⋯⋯⋯⋯⋯⋯⋯⋯⋯⋯⋯⋯⋯⋯⋯⋯⋯⋯⋯⋯·(1)
序二⋯⋯⋯⋯·⋯⋯⋯⋯⋯⋯⋯⋯⋯⋯⋯⋯⋯⋯⋯⋯⋯⋯⋯⋯⋯⋯⋯⋯⋯⋯⋯⋯⋯”(2)

序三⋯⋯⋯⋯⋯⋯⋯⋯⋯⋯⋯⋯⋯⋯⋯⋯⋯⋯⋯⋯⋯⋯⋯⋯⋯⋯⋯⋯⋯⋯⋯⋯⋯”(3)
凡例⋯⋯⋯⋯⋯⋯⋯⋯⋯⋯⋯⋯⋯⋯⋯⋯⋯⋯⋯⋯⋯⋯⋯⋯⋯⋯⋯⋯⋯⋯⋯⋯⋯”(5)
概述⋯⋯⋯⋯⋯⋯⋯⋯⋯⋯⋯⋯⋯⋯⋯⋯⋯⋯⋯IOi,·OO⋯⋯⋯⋯⋯⋯⋯⋯⋯⋯⋯⋯⋯(1)

大事记⋯⋯⋯⋯⋯⋯⋯．t．⋯⋯⋯⋯⋯⋯⋯⋯⋯⋯⋯⋯⋯⋯⋯⋯⋯⋯⋯⋯⋯⋯⋯⋯⋯(5)

第一编 地理⋯⋯⋯⋯⋯⋯⋯⋯⋯⋯⋯⋯⋯⋯⋯⋯⋯⋯⋯⋯⋯⋯⋯⋯⋯⋯⋯(39)

第一章行政区划⋯⋯⋯⋯⋯⋯⋯?⋯⋯⋯⋯⋯⋯⋯⋯⋯⋯⋯⋯⋯⋯⋯⋯⋯··(41)

第一节建置沿革⋯⋯⋯⋯⋯⋯⋯⋯⋯⋯⋯⋯⋯⋯⋯⋯⋯⋯⋯⋯⋯⋯⋯⋯(41)

．第二节 境域变迁⋯⋯⋯⋯⋯⋯⋯⋯⋯⋯⋯⋯⋯⋯⋯⋯⋯⋯⋯⋯⋯⋯⋯⋯(43)

附：1．道光十一年县境图⋯⋯：⋯⋯⋯⋯⋯⋯⋯⋯⋯⋯⋯⋯⋯⋯⋯⋯⋯⋯⋯”(44)

2．民国二十五年南宫县境图⋯⋯⋯⋯⋯⋯⋯⋯⋯⋯⋯⋯⋯⋯⋯⋯⋯⋯⋯(45)

第三节 区划沿革⋯⋯⋯⋯⋯⋯⋯⋯⋯⋯⋯⋯⋯⋯⋯⋯⋯⋯⋯⋯⋯⋯⋯⋯(46)

第四节 市城⋯⋯⋯⋯⋯⋯⋯⋯⋯⋯⋯⋯⋯⋯⋯⋯⋯⋯⋯⋯⋯⋯⋯⋯⋯⋯(56)

第五节 乡镇概况⋯⋯⋯⋯⋯⋯⋯⋯⋯⋯⋯⋯⋯⋯⋯⋯⋯⋯⋯⋯⋯⋯⋯⋯(57)

第二章自然环境⋯⋯⋯⋯⋯．．．⋯⋯⋯⋯⋯⋯⋯⋯．．．⋯⋯⋯⋯⋯⋯⋯⋯⋯⋯(120)

第一节地质⋯⋯⋯⋯⋯⋯⋯⋯⋯⋯⋯⋯⋯⋯⋯⋯⋯⋯⋯⋯⋯⋯⋯⋯⋯(120)

第二节地貌⋯⋯⋯⋯⋯⋯⋯⋯⋯⋯⋯⋯⋯⋯⋯⋯⋯⋯⋯⋯⋯⋯⋯⋯⋯(121)

第三节 植 被⋯⋯⋯⋯⋯⋯⋯⋯⋯⋯⋯⋯⋯⋯⋯⋯⋯⋯⋯⋯⋯⋯⋯⋯⋯(121)

第四节 气 候⋯⋯⋯⋯⋯⋯⋯⋯⋯⋯⋯⋯⋯⋯⋯⋯⋯⋯⋯⋯⋯⋯⋯⋯⋯(】21)

第五铲土缓⋯⋯⋯⋯⋯⋯⋯⋯⋯⋯⋯⋯⋯⋯⋯⋯⋯⋯⋯⋯⋯⋯⋯⋯⋯f125)

第三章自然资源⋯⋯⋯⋯⋯⋯⋯⋯⋯⋯⋯⋯⋯⋯⋯⋯⋯⋯⋯⋯⋯．．．⋯⋯．．．(132)

第一节 土地资源⋯⋯⋯⋯⋯⋯⋯⋯⋯⋯．．．⋯⋯⋯⋯⋯⋯⋯．．．．⋯⋯⋯⋯⋯(132)

第二节 水资源⋯⋯⋯⋯⋯⋯⋯⋯⋯⋯⋯⋯⋯⋯⋯⋯⋯⋯⋯⋯⋯⋯⋯⋯⋯(132)

第三节 野生物资源⋯⋯⋯⋯⋯⋯⋯⋯⋯⋯⋯⋯⋯⋯⋯⋯⋯⋯⋯⋯⋯⋯⋯(134)

第四节 自然能资源⋯⋯⋯⋯⋯⋯⋯⋯⋯⋯⋯⋯⋯⋯⋯⋯⋯⋯⋯⋯⋯⋯⋯(139)

第四章 自然灾害⋯⋯⋯⋯⋯⋯⋯⋯⋯⋯⋯⋯⋯⋯⋯⋯⋯⋯⋯⋯⋯⋯⋯⋯⋯(140)

第一节 旱 灾⋯⋯⋯⋯⋯⋯⋯⋯⋯⋯⋯⋯⋯⋯⋯⋯⋯⋯⋯⋯⋯⋯⋯⋯⋯(140)

第二节 涝 灾⋯⋯⋯⋯⋯⋯⋯⋯⋯⋯⋯⋯⋯⋯⋯⋯⋯⋯⋯⋯⋯⋯⋯⋯⋯(141)

第三节风灾⋯⋯⋯⋯⋯⋯⋯⋯⋯⋯⋯⋯⋯⋯⋯⋯⋯⋯⋯⋯⋯⋯⋯⋯⋯(143)

第四节 雹 灾⋯⋯⋯⋯⋯⋯⋯⋯⋯⋯⋯⋯⋯⋯⋯⋯⋯⋯⋯⋯⋯⋯⋯⋯⋯(144)

第五节 虫 灾⋯⋯⋯⋯⋯．．．⋯⋯⋯⋯⋯⋯⋯⋯⋯⋯⋯⋯⋯⋯⋯⋯⋯⋯⋯(145)

．哼



2 南宫市志

第六节 地震灾害⋯⋯⋯⋯⋯⋯⋯⋯⋯⋯⋯⋯⋯⋯⋯⋯⋯⋯⋯⋯⋯⋯⋯⋯

1963年抗洪记⋯⋯⋯⋯⋯⋯⋯⋯⋯⋯⋯⋯⋯⋯⋯⋯⋯⋯⋯⋯⋯⋯⋯⋯⋯

1966年地震记⋯⋯⋯⋯⋯⋯⋯⋯⋯⋯⋯⋯⋯⋯⋯⋯⋯⋯⋯⋯⋯⋯⋯⋯⋯

第二编 经济⋯⋯⋯⋯⋯⋯⋯⋯⋯⋯⋯⋯⋯⋯⋯⋯⋯⋯⋯⋯⋯⋯⋯⋯⋯⋯⋯

第一章农业⋯⋯⋯⋯⋯⋯⋯⋯⋯⋯⋯⋯⋯⋯⋯⋯·?⋯·．⋯⋯⋯⋯⋯⋯⋯⋯

第一节农村生产关系⋯⋯⋯⋯⋯⋯⋯⋯⋯⋯⋯⋯⋯⋯⋯⋯⋯⋯⋯⋯⋯⋯

第二节 经营管理⋯⋯⋯⋯⋯⋯t⋯⋯⋯⋯⋯⋯⋯⋯⋯⋯⋯⋯⋯⋯⋯⋯⋯··

第三节．农田建设⋯⋯”?⋯⋯⋯⋯⋯⋯⋯⋯⋯⋯⋯⋯⋯”⋯·OIl·DO q gO OgO⋯⋯

第四节 农机具⋯⋯⋯⋯⋯⋯⋯⋯⋯-⋯⋯⋯⋯⋯⋯⋯⋯⋯⋯⋯⋯⋯⋯⋯”

第五节 农业区划⋯⋯⋯⋯⋯⋯⋯⋯⋯⋯⋯⋯⋯⋯⋯⋯⋯⋯⋯⋯⋯⋯⋯·”

第六节 农作物⋯⋯⋯⋯⋯⋯一⋯⋯⋯⋯⋯⋯⋯⋯⋯⋯⋯⋯⋯⋯⋯⋯⋯⋯

第七节 农业生产技术⋯⋯⋯⋯⋯⋯⋯⋯⋯⋯⋯⋯⋯⋯⋯⋯⋯⋯⋯⋯”-⋯

第二章 林业⋯⋯．t．⋯⋯⋯⋯⋯⋯⋯⋯⋯⋯⋯⋯⋯⋯⋯⋯⋯⋯⋯⋯⋯⋯

第一节 资源分布⋯⋯⋯⋯⋯⋯⋯⋯⋯⋯⋯⋯⋯⋯⋯⋯⋯⋯⋯⋯⋯⋯⋯⋯

第二节 植树造林⋯⋯⋯⋯⋯⋯⋯⋯⋯⋯⋯⋯⋯⋯⋯⋯⋯⋯⋯⋯⋯⋯⋯⋯

第三节 果树⋯⋯⋯⋯⋯⋯．．．⋯⋯⋯⋯⋯⋯⋯⋯⋯⋯⋯⋯⋯⋯⋯⋯⋯⋯

第四节 病虫害防治⋯⋯”⋯⋯⋯⋯⋯⋯⋯⋯“·⋯⋯⋯⋯⋯⋯⋯⋯⋯⋯⋯·

第五节 林政管理⋯⋯⋯⋯⋯⋯⋯⋯⋯⋯⋯⋯⋯⋯⋯⋯⋯⋯⋯⋯⋯⋯⋯⋯

第三章养殖业⋯⋯⋯⋯⋯⋯．．．⋯⋯⋯⋯⋯⋯⋯⋯⋯⋯⋯⋯⋯⋯一⋯⋯⋯⋯·

第一节 畜禽⋯⋯⋯⋯⋯⋯⋯⋯-．．⋯⋯⋯⋯⋯⋯⋯“⋯⋯⋯·DIO ggO⋯⋯⋯

第二节饲 养⋯⋯⋯⋯⋯⋯⋯⋯⋯⋯⋯⋯⋯⋯⋯⋯⋯⋯gQI．Q B⋯⋯⋯⋯⋯

第三节 疫病防治⋯⋯⋯⋯⋯⋯．．．⋯⋯⋯⋯⋯⋯⋯⋯⋯⋯⋯⋯⋯⋯⋯．．．⋯

第四节 水产⋯⋯⋯⋯⋯⋯⋯⋯⋯⋯⋯”⋯⋯⋯⋯⋯⋯⋯⋯⋯⋯⋯⋯⋯·

第四章乡镇企业⋯⋯⋯⋯⋯⋯⋯⋯⋯⋯⋯⋯⋯⋯⋯⋯⋯⋯⋯⋯⋯⋯⋯⋯⋯

第一节 综 述⋯⋯⋯⋯⋯⋯⋯⋯⋯⋯⋯⋯⋯⋯⋯⋯⋯⋯⋯⋯⋯⋯⋯⋯⋯

第二节 经营类型⋯⋯⋯⋯⋯⋯⋯．t．⋯⋯⋯⋯⋯⋯⋯⋯⋯⋯⋯⋯⋯⋯⋯⋯

第三节 企业门类⋯⋯．．．⋯⋯⋯⋯⋯⋯⋯⋯⋯⋯⋯⋯⋯⋯⋯⋯⋯⋯⋯⋯⋯

第四节 经营管理⋯⋯⋯⋯⋯，·．．．⋯⋯⋯⋯⋯⋯⋯⋯⋯⋯⋯⋯⋯⋯⋯⋯⋯·

第五节 重点企业⋯⋯⋯⋯⋯⋯⋯⋯⋯⋯⋯⋯⋯⋯⋯⋯⋯⋯⋯⋯⋯⋯⋯⋯

第五章工业⋯⋯一⋯⋯⋯⋯⋯⋯⋯⋯⋯⋯⋯⋯⋯⋯⋯⋯⋯”OgO BOO⋯⋯009 000

第一节 工业沿革⋯⋯⋯⋯⋯⋯⋯⋯⋯⋯OO·．IO D⋯⋯⋯⋯⋯⋯⋯⋯⋯⋯⋯⋯

第二节 经济体制⋯⋯t⋯⋯⋯⋯⋯⋯⋯⋯⋯⋯⋯⋯⋯⋯⋯⋯⋯⋯⋯⋯⋯“

第三节 工业门类⋯⋯⋯⋯⋯⋯⋯⋯⋯⋯⋯⋯⋯⋯⋯⋯⋯⋯⋯⋯⋯⋯⋯⋯

第四节 管 理⋯⋯⋯⋯⋯⋯⋯⋯⋯⋯⋯⋯⋯Ioo g gO⋯⋯⋯⋯⋯⋯⋯⋯⋯⋯

第六章水利⋯⋯⋯⋯⋯⋯⋯⋯⋯⋯⋯⋯⋯⋯⋯⋯⋯⋯⋯⋯⋯⋯o⋯⋯⋯

第一节水利设施⋯⋯⋯⋯⋯⋯⋯⋯⋯⋯⋯⋯⋯⋯⋯⋯⋯⋯⋯⋯⋯⋯⋯⋯

第二节 设施管理⋯⋯⋯⋯⋯⋯⋯⋯⋯⋯⋯⋯⋯⋯⋯⋯⋯⋯⋯⋯⋯⋯⋯⋯

第三节 提水机具⋯⋯⋯⋯⋯⋯⋯⋯⋯⋯⋯⋯⋯⋯⋯⋯⋯“⋯⋯⋯⋯⋯⋯·

(145)

(146)

(148)

(151)

(153)、

(153)

(157)

(158)

(160)

(162)

(163)

(174)

(180)

(180)

(186)

(187)

(194)

(195)

(196)

(196)

(198)

(202)

(204)

(205)

(205)

(207)

(208)

(210)

(213)

(229)

(229)

(230)

(232)

(245)

(246)

(246)

(255)

(255)



目 录 3

．．．⋯⋯⋯⋯⋯⋯O⋯⋯⋯⋯⋯⋯⋯⋯⋯⋯⋯●O⋯⋯⋯．．．

川⋯⋯⋯⋯●⋯●●⋯●O●⋯●⋯⋯⋯⋯⋯●●．．．⋯●⋯●●⋯O⋯●●

：I：⋯⋯⋯⋯QOO⋯⋯⋯⋯⋯⋯OQO⋯⋯⋯gOD⋯⋯⋯⋯⋯⋯

⋯⋯⋯⋯o⋯⋯⋯⋯⋯⋯o●．．．⋯⋯●o●⋯⋯⋯⋯⋯o⋯⋯●●
⋯⋯⋯o oo o⋯●o．．．⋯⋯o●●⋯●⋯o●●⋯⋯⋯●●⋯川●⋯●●ooo．．．

⋯●．．．．o●⋯o⋯⋯●●⋯●⋯●o oo●●●●●⋯⋯⋯⋯⋯⋯●o⋯⋯⋯．．．

⋯⋯川⋯．．．⋯⋯⋯●oo⋯⋯o⋯⋯⋯⋯⋯⋯⋯⋯⋯⋯⋯●●

●o●⋯●●o⋯⋯7●⋯oo⋯●⋯⋯oo●⋯●●⋯⋯⋯o●●⋯⋯⋯⋯⋯●●o
2．董清公路捐资记⋯⋯⋯⋯⋯⋯⋯⋯⋯⋯⋯⋯⋯⋯⋯⋯⋯⋯⋯⋯⋯⋯

第三节桥梁⋯⋯⋯⋯⋯⋯⋯⋯⋯⋯⋯⋯⋯⋯⋯⋯⋯⋯⋯⋯⋯⋯⋯⋯⋯

第四节 运输工具⋯⋯⋯⋯⋯⋯⋯⋯⋯⋯⋯⋯⋯⋯goO BQg OOO OOO OOa⋯⋯⋯⋯⋯

第五节 运输机构⋯⋯⋯⋯⋯⋯⋯⋯⋯⋯⋯⋯⋯⋯⋯⋯⋯⋯⋯⋯⋯⋯⋯⋯

第六节 客 运⋯⋯⋯⋯⋯⋯⋯⋯⋯⋯⋯⋯⋯⋯⋯⋯⋯⋯⋯⋯⋯⋯⋯⋯⋯

第七节 货 运⋯⋯⋯⋯liD·li BpO QgO OOOIgB⋯⋯⋯⋯⋯⋯⋯⋯⋯⋯⋯⋯⋯⋯⋯

第八节 公路管理⋯⋯⋯⋯⋯⋯⋯⋯⋯⋯⋯⋯⋯⋯⋯⋯⋯⋯⋯⋯⋯⋯⋯⋯

第九节 交通监理⋯⋯⋯⋯⋯⋯⋯⋯⋯⋯⋯⋯⋯⋯⋯⋯⋯⋯⋯⋯⋯⋯⋯⋯

第八章邮电⋯⋯⋯⋯⋯⋯⋯⋯．．．⋯⋯⋯⋯⋯⋯⋯⋯⋯⋯⋯⋯⋯⋯⋯⋯⋯
‘

第一节机构设置⋯⋯⋯⋯⋯⋯⋯⋯⋯⋯⋯⋯⋯⋯⋯⋯⋯⋯⋯⋯⋯⋯⋯⋯

第二节 邮 政⋯⋯⋯⋯⋯⋯⋯⋯⋯⋯⋯⋯⋯⋯⋯⋯⋯⋯⋯⋯⋯⋯⋯⋯⋯

第三节 电 信⋯⋯⋯．．；⋯⋯⋯⋯⋯⋯⋯⋯⋯⋯⋯⋯⋯000 000⋯⋯⋯⋯⋯⋯
’

附：南宫市农话线路图⋯⋯⋯⋯⋯⋯⋯⋯⋯⋯⋯⋯⋯⋯⋯⋯OO·Ogf⋯⋯⋯⋯

第九章电力⋯⋯⋯⋯⋯⋯⋯⋯⋯⋯⋯⋯⋯⋯⋯⋯⋯⋯⋯⋯⋯⋯⋯⋯⋯⋯

第一节。网电建设⋯⋯⋯⋯⋯⋯⋯⋯⋯⋯⋯⋯⋯⋯⋯⋯⋯⋯⋯⋯⋯⋯⋯⋯

第二节 电力供应⋯⋯⋯⋯⋯⋯⋯⋯⋯⋯⋯⋯⋯⋯⋯⋯⋯⋯⋯⋯⋯⋯⋯⋯

第三节 供用电管理⋯⋯⋯⋯⋯000 O·⋯⋯⋯⋯⋯⋯⋯⋯⋯⋯⋯⋯⋯⋯⋯⋯

第十章城乡建设⋯⋯⋯⋯⋯⋯⋯⋯⋯⋯⋯⋯：⋯⋯⋯⋯⋯⋯⋯⋯⋯⋯⋯⋯一

第一节 城区建设⋯⋯⋯⋯⋯⋯⋯⋯⋯⋯⋯⋯⋯⋯⋯⋯⋯⋯⋯⋯⋯⋯⋯⋯

第二节 镇区建设⋯⋯⋯⋯⋯⋯⋯⋯⋯⋯⋯⋯⋯⋯⋯⋯⋯⋯⋯⋯⋯⋯⋯⋯

第三节 农村建设⋯⋯⋯⋯⋯⋯⋯⋯⋯⋯⋯⋯⋯⋯⋯⋯⋯⋯⋯⋯⋯⋯⋯⋯

第四节 建筑业⋯⋯⋯⋯⋯⋯⋯⋯⋯⋯⋯⋯⋯⋯⋯⋯⋯⋯⋯⋯⋯⋯⋯⋯⋯

第五节 土地管理⋯⋯⋯⋯⋯⋯⋯⋯⋯⋯⋯⋯⋯⋯⋯⋯⋯⋯⋯⋯⋯⋯⋯⋯

第六节 公房管理⋯⋯⋯⋯⋯⋯⋯⋯⋯⋯⋯⋯⋯⋯⋯⋯⋯⋯⋯⋯⋯⋯⋯⋯

第七节 环境保护⋯⋯⋯⋯⋯⋯⋯⋯⋯⋯⋯⋯⋯⋯⋯⋯⋯⋯⋯⋯⋯⋯⋯⋯

第八节 建设规划⋯⋯⋯⋯⋯⋯⋯⋯⋯⋯⋯⋯⋯⋯⋯⋯⋯⋯⋯⋯⋯⋯⋯⋯

第十一章商业⋯⋯⋯⋯⋯⋯⋯⋯⋯⋯⋯⋯⋯⋯⋯⋯⋯⋯⋯·O OO0⋯⋯⋯⋯

第一节 商业成分⋯⋯⋯⋯⋯⋯“⋯⋯⋯⋯⋯⋯⋯⋯⋯⋯⋯⋯⋯⋯⋯⋯⋯·

第二节 农副土特产品收购⋯⋯⋯⋯⋯⋯⋯⋯⋯⋯⋯⋯⋯⋯⋯⋯⋯⋯⋯⋯

第三节 农业生产资料购销⋯⋯⋯⋯⋯⋯⋯⋯⋯⋯⋯⋯⋯⋯⋯⋯⋯⋯⋯⋯

(257)

(259)

(260)

)))))))))))))))))))))))))))))))

4

5

5

9

0

l

5

7

9

3

3

4

7

0

1

1

2

3

6

6

1

3

4

5

7

8

9

1

l

8

9

7

7

7

7

8

8

8

8

8

9

9

9

9

O

O

O

O

O

O

O

1

l

1

1

1

1

l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4 南宫市志

第四节 生活资料购销⋯⋯⋯⋯⋯⋯⋯⋯⋯⋯⋯⋯⋯⋯⋯⋯⋯⋯⋯⋯⋯⋯(331)

第五节饮食服务⋯⋯⋯⋯⋯⋯⋯⋯⋯⋯⋯⋯⋯⋯⋯⋯⋯⋯⋯⋯⋯⋯⋯⋯(339)

第六节 对外贸易⋯⋯⋯⋯⋯⋯⋯⋯⋯⋯⋯⋯⋯⋯⋯⋯⋯⋯⋯⋯⋯⋯⋯⋯(340)

第七节 粮油管理⋯⋯⋯⋯⋯⋯⋯⋯⋯⋯⋯⋯⋯⋯m⋯⋯⋯⋯⋯⋯⋯⋯⋯(342)

第八节 棉花购销⋯⋯⋯⋯⋯⋯⋯⋯⋯⋯⋯⋯⋯⋯⋯⋯⋯⋯⋯⋯⋯⋯⋯⋯(347)

第九节 物资供应⋯⋯⋯⋯⋯⋯⋯⋯⋯⋯⋯⋯⋯⋯⋯⋯⋯⋯⋯⋯⋯⋯⋯⋯(350)

第十节 集 市⋯⋯⋯⋯⋯⋯⋯⋯⋯⋯⋯⋯⋯⋯⋯⋯⋯⋯⋯⋯⋯⋯⋯⋯⋯(353)

第十二章经济综合管理⋯⋯⋯⋯⋯⋯⋯⋯⋯⋯⋯⋯⋯⋯⋯⋯⋯⋯⋯⋯⋯⋯(356)

第一节 计划管理⋯⋯⋯⋯⋯⋯⋯⋯⋯⋯⋯⋯⋯⋯⋯⋯⋯⋯⋯⋯⋯⋯⋯⋯(356)

第二节 工商行政管理⋯⋯⋯⋯⋯⋯⋯⋯⋯⋯⋯⋯⋯⋯⋯⋯⋯⋯⋯⋯⋯⋯(358)

第三节 物价管理⋯⋯⋯⋯⋯⋯⋯⋯⋯⋯⋯⋯⋯⋯⋯⋯⋯⋯⋯⋯⋯⋯⋯⋯(363)

第四节标准计量⋯⋯⋯⋯⋯⋯⋯⋯⋯⋯⋯⋯⋯⋯⋯⋯⋯⋯⋯⋯⋯⋯⋯⋯(367)

第五节 统 计⋯⋯⋯⋯⋯⋯⋯⋯⋯⋯⋯⋯⋯⋯⋯⋯⋯⋯⋯⋯⋯⋯⋯⋯⋯(369)

第六节 劳动管理⋯⋯⋯⋯⋯⋯⋯⋯⋯⋯⋯⋯⋯⋯⋯⋯⋯⋯⋯⋯⋯⋯⋯⋯(371)

第十三章财政⋯⋯⋯⋯⋯⋯⋯⋯⋯⋯⋯⋯⋯⋯⋯⋯⋯⋯⋯⋯⋯⋯⋯⋯⋯(381)

第一节 体制沿革⋯⋯⋯⋯⋯⋯⋯⋯⋯⋯⋯⋯⋯⋯⋯⋯⋯⋯⋯⋯⋯⋯⋯⋯(381)

第二节 财政收支⋯⋯⋯⋯⋯⋯⋯⋯⋯⋯⋯⋯⋯⋯⋯⋯⋯⋯⋯⋯⋯⋯⋯⋯(382)

第三节 财政管理⋯⋯⋯．．．⋯⋯⋯⋯⋯⋯⋯⋯⋯⋯⋯⋯⋯⋯⋯⋯⋯⋯⋯⋯(390)

第四节 审计监督⋯⋯⋯⋯⋯⋯⋯⋯-⋯⋯⋯⋯⋯⋯⋯⋯⋯⋯⋯⋯⋯⋯·(392)

第五节 债 券⋯⋯⋯⋯⋯⋯⋯⋯⋯⋯⋯⋯⋯⋯⋯⋯⋯⋯⋯⋯⋯⋯⋯⋯⋯(392)

第十四章税务⋯⋯⋯⋯⋯⋯⋯⋯⋯⋯⋯⋯⋯⋯⋯⋯⋯⋯⋯⋯⋯．．．．⋯⋯⋯(394)

第一节税制⋯⋯⋯⋯⋯⋯⋯⋯⋯⋯⋯⋯⋯⋯⋯⋯⋯⋯⋯⋯⋯⋯⋯⋯⋯(394)

第二节 税种⋯⋯⋯⋯⋯⋯⋯⋯⋯⋯⋯⋯⋯⋯⋯⋯⋯⋯⋯⋯⋯⋯⋯⋯⋯(395)

第三节 稽征管理⋯⋯⋯⋯⋯⋯⋯⋯⋯⋯⋯⋯⋯⋯⋯⋯⋯⋯⋯⋯⋯⋯⋯⋯(402)

第十五章金融⋯⋯⋯⋯⋯⋯⋯⋯⋯⋯⋯⋯⋯⋯⋯⋯⋯⋯⋯⋯⋯⋯⋯⋯(406)

第一节 金融机构⋯⋯⋯⋯⋯⋯⋯⋯⋯⋯⋯⋯⋯⋯⋯⋯⋯⋯⋯⋯⋯⋯⋯⋯(406)

第二节 货 币⋯⋯⋯⋯⋯⋯⋯⋯⋯⋯⋯⋯⋯⋯⋯⋯⋯⋯⋯⋯⋯⋯⋯⋯⋯(408)

第三节 存款⋯⋯⋯⋯⋯⋯⋯⋯⋯⋯⋯⋯⋯⋯⋯⋯⋯⋯⋯⋯⋯⋯⋯⋯⋯(410)

第四节 信 贷⋯⋯⋯⋯⋯⋯⋯⋯⋯⋯⋯⋯⋯⋯⋯⋯⋯⋯⋯⋯⋯⋯⋯⋯⋯(413)

第五节 基建投资管理⋯⋯⋯⋯⋯⋯⋯⋯⋯⋯⋯⋯⋯⋯⋯⋯⋯⋯⋯⋯⋯⋯(416)

第六节 保 险⋯⋯⋯．．．⋯⋯⋯⋯⋯⋯⋯⋯⋯⋯⋯⋯⋯⋯⋯⋯⋯⋯⋯⋯⋯(417)

第七节 金融管理⋯⋯⋯⋯⋯⋯⋯⋯⋯⋯⋯⋯⋯⋯⋯⋯⋯⋯⋯⋯⋯⋯⋯⋯(417)

第十六章经济协作⋯⋯⋯⋯⋯⋯⋯⋯⋯⋯⋯⋯⋯⋯⋯⋯⋯⋯⋯⋯⋯⋯⋯⋯(423)

第一节 联合项目⋯⋯⋯⋯⋯⋯⋯⋯⋯⋯⋯⋯⋯⋯⋯⋯⋯⋯⋯⋯⋯⋯⋯⋯(423)

第二节优惠政策⋯⋯⋯⋯⋯⋯⋯⋯⋯⋯⋯⋯⋯⋯⋯⋯⋯⋯⋯⋯⋯⋯⋯⋯(424)

第三编 政治⋯⋯⋯⋯⋯⋯⋯⋯⋯⋯⋯⋯⋯⋯⋯⋯⋯⋯⋯⋯⋯⋯⋯⋯⋯⋯⋯(427)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429)

第一节 组织机构⋯⋯⋯⋯⋯⋯⋯⋯⋯⋯⋯⋯⋯⋯⋯⋯⋯⋯⋯⋯⋯⋯⋯⋯(42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5

(436)

(437)

(438)

(445)

(453)

(453)

第二节 历届人民代表会议⋯⋯⋯⋯⋯⋯⋯⋯⋯⋯⋯⋯⋯⋯⋯⋯⋯⋯⋯⋯(454)

第三节 常务委员会⋯⋯⋯⋯⋯⋯⋯⋯⋯⋯⋯⋯⋯⋯⋯⋯⋯⋯⋯⋯⋯⋯⋯(458)

第四节 重大决议案⋯⋯⋯⋯⋯⋯⋯⋯⋯⋯⋯⋯⋯⋯⋯⋯⋯⋯⋯⋯⋯⋯⋯(460)

第三章人民政府⋯⋯⋯⋯⋯⋯⋯⋯⋯⋯⋯⋯⋯⋯⋯⋯⋯⋯⋯⋯⋯⋯⋯⋯⋯(466)

第一节 沿革⋯⋯⋯⋯⋯⋯⋯⋯⋯⋯⋯⋯⋯⋯⋯⋯⋯⋯⋯⋯⋯⋯⋯⋯⋯(466)

第二节 机构设置⋯⋯⋯⋯⋯⋯⋯⋯⋯⋯⋯⋯⋯⋯⋯⋯⋯⋯⋯⋯⋯⋯⋯⋯(471)

第三节 基层政权⋯⋯⋯⋯⋯⋯⋯⋯⋯⋯⋯⋯⋯⋯⋯⋯⋯⋯⋯⋯⋯⋯⋯⋯(472)

第四节 政务纪要⋯⋯⋯⋯⋯⋯⋯⋯⋯⋯⋯⋯⋯⋯⋯⋯⋯⋯⋯⋯⋯⋯⋯⋯(474)

第五节 人民信访⋯⋯⋯⋯⋯⋯⋯⋯⋯⋯⋯⋯⋯⋯⋯⋯⋯⋯⋯⋯⋯⋯⋯⋯(476)

第四章人民政协⋯⋯⋯⋯⋯⋯⋯⋯⋯⋯⋯⋯⋯⋯⋯⋯⋯⋯⋯⋯⋯⋯⋯⋯⋯(479)

第一节 机构设置⋯⋯⋯⋯⋯⋯⋯⋯⋯⋯⋯⋯⋯⋯⋯⋯⋯⋯⋯⋯⋯⋯⋯⋯(479)

第二节 历届委员会议⋯⋯⋯⋯⋯⋯⋯⋯⋯⋯⋯⋯⋯⋯⋯⋯⋯⋯⋯⋯⋯(479)

第三节 主要活动⋯⋯⋯⋯⋯⋯⋯．．-⋯j⋯⋯⋯⋯⋯⋯⋯⋯⋯⋯⋯⋯⋯⋯··(484)

第五章群众组织⋯⋯⋯⋯⋯⋯⋯⋯⋯⋯⋯⋯⋯⋯⋯⋯⋯⋯⋯⋯⋯⋯⋯⋯⋯(487)

第一节 工人组织⋯⋯⋯⋯⋯⋯⋯⋯⋯⋯⋯⋯⋯⋯⋯⋯⋯⋯⋯⋯⋯⋯⋯⋯(487)

第二节 青年组织⋯⋯⋯⋯⋯⋯⋯⋯⋯⋯⋯⋯⋯⋯⋯⋯⋯⋯⋯⋯⋯⋯⋯⋯(490)

第三节 妇女组织⋯⋯⋯⋯⋯⋯⋯⋯⋯⋯⋯⋯⋯⋯⋯⋯⋯⋯⋯⋯⋯⋯⋯··(495)
第四节 农民组织⋯⋯⋯⋯⋯⋯⋯⋯⋯⋯⋯⋯⋯⋯⋯⋯⋯⋯⋯⋯⋯⋯⋯⋯(498)

第五节 工商业组织⋯⋯⋯⋯⋯⋯⋯⋯⋯⋯⋯⋯⋯⋯⋯⋯⋯⋯⋯⋯⋯⋯⋯(499)

第六节 科普组织⋯⋯⋯⋯⋯⋯⋯⋯⋯⋯⋯⋯⋯⋯⋯⋯⋯⋯⋯⋯⋯⋯⋯·：·(501j

第七节 个体劳动者组织⋯⋯⋯⋯⋯⋯⋯⋯⋯⋯⋯⋯⋯⋯⋯⋯⋯⋯⋯⋯⋯(504)

第八节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504)

第九节 计划生育协会⋯⋯⋯⋯⋯⋯⋯⋯⋯⋯⋯⋯⋯⋯⋯⋯⋯⋯⋯⋯⋯⋯(505)

第六章中国国民党⋯⋯⋯⋯⋯⋯⋯⋯⋯⋯⋯⋯⋯⋯⋯⋯⋯⋯⋯⋯⋯⋯⋯⋯(508)

第一节 组织机构⋯⋯⋯⋯⋯⋯⋯，⋯⋯⋯⋯⋯⋯⋯⋯⋯⋯⋯⋯⋯⋯⋯⋯”(508)

第二节 主要活动⋯⋯⋯⋯⋯⋯⋯⋯⋯⋯⋯⋯⋯⋯⋯⋯⋯⋯⋯⋯⋯⋯⋯⋯(508)

第七章旧政权⋯⋯⋯⋯⋯⋯⋯⋯⋯⋯⋯⋯⋯⋯⋯⋯⋯⋯⋯⋯⋯⋯⋯⋯⋯⋯(510)

第一节 汉至清政权⋯⋯⋯⋯⋯⋯⋯⋯⋯⋯⋯⋯⋯⋯⋯⋯⋯⋯⋯⋯⋯⋯⋯(510)

第二节 民国政权⋯⋯⋯⋯⋯⋯⋯⋯⋯⋯⋯⋯⋯⋯⋯⋯⋯⋯⋯⋯⋯⋯⋯⋯(517)

第八章政法⋯⋯⋯⋯⋯⋯⋯⋯⋯⋯⋯⋯⋯⋯⋯⋯⋯⋯⋯⋯⋯⋯⋯⋯⋯⋯(520)

第一节 人民公安⋯⋯⋯⋯⋯⋯⋯⋯⋯⋯⋯⋯⋯⋯⋯⋯⋯⋯⋯⋯⋯⋯⋯(520)

第二节 人民检察·．．⋯⋯m⋯⋯⋯⋯⋯⋯⋯⋯⋯⋯⋯⋯⋯⋯⋯⋯⋯⋯⋯⋯(525)



6 南宫市志

第三节 人民审判⋯⋯⋯⋯⋯⋯⋯⋯⋯⋯⋯⋯⋯⋯⋯⋯⋯⋯⋯⋯⋯⋯⋯⋯(527)

第四节 人民司法⋯⋯⋯⋯⋯⋯⋯⋯⋯⋯⋯⋯⋯⋯⋯⋯⋯⋯⋯⋯⋯⋯⋯⋯(529)

第九章干部⋯⋯⋯⋯⋯⋯⋯⋯⋯⋯⋯⋯⋯⋯⋯⋯⋯⋯⋯⋯⋯⋯⋯⋯⋯⋯(531)

第一节 干部队伍⋯⋯⋯⋯⋯⋯⋯⋯⋯⋯⋯⋯⋯⋯⋯⋯⋯⋯⋯⋯⋯⋯⋯⋯(531)

第二节 干部管理⋯⋯⋯⋯⋯⋯⋯⋯⋯⋯⋯⋯⋯⋯⋯⋯⋯⋯⋯⋯⋯⋯⋯⋯(532)

第三节 干部待遇⋯⋯⋯⋯⋯⋯⋯⋯⋯⋯⋯⋯⋯⋯⋯⋯⋯⋯⋯⋯⋯⋯⋯⋯(532)

第四节 编制管理⋯⋯⋯⋯⋯⋯⋯⋯⋯⋯⋯⋯⋯⋯⋯⋯⋯⋯⋯⋯⋯⋯⋯⋯(535)

第十章民政⋯⋯⋯⋯⋯⋯⋯⋯⋯⋯⋯⋯⋯⋯⋯⋯⋯⋯⋯⋯⋯⋯⋯⋯⋯⋯(538)

第一节机构沿革⋯⋯⋯⋯⋯⋯⋯⋯⋯⋯⋯⋯⋯⋯⋯⋯⋯⋯⋯⋯⋯⋯⋯(538)

第二节 救 灾⋯⋯⋯⋯⋯⋯⋯⋯⋯⋯⋯⋯⋯⋯⋯⋯⋯⋯⋯⋯⋯⋯⋯⋯⋯(538)

第三节 社会救济⋯⋯⋯⋯⋯⋯⋯⋯⋯⋯⋯⋯⋯⋯⋯⋯⋯⋯⋯⋯⋯⋯⋯⋯(539)

第四节 优 抚⋯⋯⋯⋯⋯⋯⋯⋯⋯⋯⋯⋯⋯⋯⋯⋯⋯⋯⋯⋯⋯⋯⋯⋯⋯(541)

第五节 复员退伍军人安置⋯⋯⋯⋯⋯⋯⋯⋯⋯⋯⋯⋯⋯⋯⋯⋯⋯⋯⋯⋯(542)

第十一章革命根据地⋯⋯⋯⋯⋯⋯⋯⋯⋯⋯⋯⋯⋯⋯⋯⋯⋯⋯⋯⋯⋯⋯⋯(549)

第一节沿革⋯⋯⋯⋯⋯⋯⋯⋯⋯⋯⋯⋯⋯⋯⋯⋯⋯⋯⋯⋯⋯⋯⋯⋯⋯(549)

第二节 党政机关设置⋯⋯⋯⋯⋯⋯⋯⋯⋯⋯⋯⋯⋯⋯⋯⋯⋯⋯⋯⋯⋯⋯(550)

第三节 政策法令⋯⋯⋯⋯⋯⋯⋯⋯⋯⋯⋯⋯⋯⋯⋯⋯⋯⋯⋯⋯⋯⋯⋯⋯(551)

第四节 根据地建设⋯aoo aoo ooO⋯⋯⋯⋯⋯⋯⋯⋯⋯⋯⋯⋯⋯⋯⋯⋯⋯⋯⋯(552)

第五节 回忆录辑要⋯⋯⋯⋯⋯⋯⋯⋯⋯⋯⋯⋯⋯⋯⋯⋯⋯⋯⋯⋯⋯⋯⋯(553)

第四编 军事⋯⋯⋯⋯⋯⋯⋯⋯⋯⋯⋯⋯⋯⋯⋯⋯⋯⋯⋯⋯⋯⋯⋯⋯⋯⋯⋯(555)

第一章驻军⋯⋯⋯⋯⋯⋯⋯⋯⋯⋯．．．⋯⋯⋯⋯⋯⋯⋯⋯⋯⋯⋯⋯⋯⋯⋯(557)

第一节 旧政权驻军⋯⋯⋯⋯⋯⋯⋯⋯⋯⋯Y⋯⋯⋯⋯⋯⋯⋯⋯⋯⋯⋯⋯·(557)

第二节 人民军队⋯⋯⋯⋯⋯⋯⋯⋯⋯⋯⋯⋯⋯⋯⋯⋯⋯⋯⋯⋯⋯⋯⋯⋯(558)

第二章地方武装⋯⋯⋯⋯⋯⋯⋯⋯⋯⋯⋯⋯⋯⋯⋯⋯⋯⋯⋯⋯⋯⋯⋯⋯⋯(559)

第一节 旧政权地方武装⋯⋯⋯⋯⋯⋯⋯⋯⋯⋯⋯⋯⋯⋯⋯⋯⋯⋯⋯⋯⋯(559)

第二节 革命武装⋯⋯⋯⋯⋯⋯⋯⋯⋯⋯⋯⋯⋯⋯⋯⋯⋯⋯⋯⋯⋯⋯⋯⋯(560)

第三节 兵 役⋯⋯⋯⋯⋯⋯⋯⋯⋯⋯⋯⋯⋯⋯⋯⋯⋯⋯⋯⋯一÷⋯⋯⋯⋯(562)

第三章民兵⋯⋯⋯⋯⋯⋯⋯⋯⋯⋯⋯⋯⋯⋯⋯⋯⋯⋯⋯⋯⋯⋯⋯⋯⋯⋯(565)

第一节 编 组⋯⋯⋯⋯⋯⋯⋯⋯⋯⋯⋯⋯⋯⋯⋯⋯⋯⋯：⋯⋯⋯⋯⋯⋯一(565)

第二节 训 练⋯⋯⋯⋯⋯⋯⋯⋯⋯⋯⋯⋯⋯⋯⋯⋯⋯⋯⋯⋯⋯⋯⋯⋯⋯(566)

第三节 活动⋯“，⋯⋯⋯⋯⋯⋯⋯⋯⋯⋯⋯⋯⋯⋯⋯⋯⋯⋯⋯⋯⋯⋯⋯(566)

第四章兵事⋯⋯⋯⋯⋯⋯⋯⋯⋯⋯⋯⋯⋯⋯⋯⋯⋯⋯⋯⋯⋯⋯⋯⋯⋯”(569)
第一节 古代战事⋯⋯⋯⋯⋯⋯⋯⋯⋯⋯⋯⋯⋯⋯⋯⋯⋯⋯⋯⋯⋯⋯⋯⋯(569)

第二节 近现代战事⋯⋯⋯⋯⋯⋯⋯⋯⋯⋯⋯⋯⋯⋯⋯⋯⋯⋯⋯“?⋯⋯⋯(570)

第三节 主要惨案⋯000000⋯⋯⋯⋯⋯⋯⋯⋯⋯⋯⋯⋯⋯⋯⋯⋯⋯⋯⋯⋯⋯(572)

第五编 文化⋯⋯⋯⋯⋯⋯⋯⋯⋯⋯⋯⋯⋯⋯⋯⋯⋯⋯⋯⋯⋯⋯⋯⋯⋯⋯⋯(575)

第一章教育⋯⋯⋯⋯⋯⋯⋯⋯⋯⋯⋯⋯⋯⋯⋯⋯⋯⋯⋯⋯⋯⋯⋯⋯⋯⋯(577)

第一节教育方针⋯⋯⋯⋯⋯⋯⋯⋯⋯⋯⋯⋯⋯⋯⋯⋯⋯⋯⋯⋯⋯⋯⋯⋯(577)



目 录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科技组织⋯⋯⋯⋯⋯⋯⋯⋯⋯⋯⋯⋯⋯⋯⋯⋯⋯⋯⋯⋯⋯⋯⋯⋯

科技队伍⋯000 00B⋯⋯⋯⋯⋯⋯⋯⋯⋯⋯⋯⋯⋯⋯⋯⋯⋯⋯⋯⋯⋯

科研管理⋯⋯⋯⋯⋯⋯⋯⋯⋯⋯⋯⋯⋯⋯⋯⋯⋯⋯⋯⋯⋯⋯⋯⋯

科技引进⋯⋯⋯⋯⋯⋯⋯⋯⋯⋯⋯⋯⋯⋯⋯⋯⋯⋯⋯⋯⋯⋯⋯⋯

科技推广⋯⋯⋯⋯⋯⋯⋯⋯⋯⋯⋯⋯⋯⋯⋯⋯⋯⋯⋯⋯⋯⋯⋯⋯

科技普及。⋯⋯⋯⋯⋯⋯⋯⋯⋯⋯⋯⋯⋯⋯⋯⋯⋯⋯⋯⋯⋯⋯⋯

科研成果⋯⋯⋯⋯⋯⋯⋯⋯⋯⋯⋯⋯⋯⋯⋯⋯⋯⋯⋯⋯⋯⋯⋯⋯

第三章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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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节

文化机构⋯⋯⋯⋯⋯⋯⋯⋯⋯⋯⋯⋯⋯⋯⋯⋯⋯⋯⋯⋯⋯⋯⋯⋯

文艺团体⋯⋯⋯⋯⋯⋯⋯⋯⋯⋯⋯⋯⋯⋯⋯⋯⋯⋯⋯⋯⋯⋯⋯⋯

演出场所⋯⋯⋯⋯⋯⋯．．．⋯⋯⋯⋯⋯⋯⋯⋯⋯⋯⋯⋯⋯⋯⋯⋯⋯

图书报刊⋯⋯⋯⋯⋯⋯⋯⋯⋯⋯⋯⋯⋯⋯⋯⋯⋯⋯⋯⋯⋯⋯⋯⋯

广播影视⋯⋯⋯⋯⋯⋯⋯⋯⋯⋯⋯⋯⋯⋯⋯⋯⋯⋯⋯⋯⋯⋯⋯⋯

档 案⋯⋯⋯⋯⋯⋯⋯⋯⋯⋯⋯⋯⋯⋯⋯⋯⋯⋯⋯⋯⋯⋯⋯⋯⋯

文艺创作⋯⋯⋯⋯⋯⋯⋯⋯⋯⋯⋯⋯⋯⋯⋯⋯⋯⋯⋯⋯⋯⋯⋯⋯

民间文学⋯⋯⋯⋯⋯⋯⋯⋯⋯⋯⋯⋯⋯⋯⋯⋯⋯⋯⋯⋯⋯⋯⋯⋯

民间艺术⋯⋯⋯⋯⋯⋯⋯⋯⋯⋯⋯⋯⋯⋯⋯⋯⋯⋯⋯⋯⋯⋯⋯”·

文 物⋯⋯⋯⋯⋯⋯⋯⋯⋯⋯⋯⋯⋯⋯⋯⋯⋯·⋯⋯⋯⋯⋯⋯⋯··

第十一节 革命纪念地⋯⋯⋯．ie'ttt．．．⋯⋯⋯⋯⋯⋯⋯⋯⋯⋯⋯⋯⋯⋯⋯

第四章卫生⋯⋯⋯⋯⋯⋯⋯一⋯⋯⋯⋯⋯⋯⋯⋯⋯⋯⋯⋯⋯⋯⋯⋯⋯⋯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579)

(579)

(580)

(582)

(585)

(587)

(590)

(590)

(592)

(593)

(597)

(598)

(601)

(603)

(603)

(605)

(606)

(607)

(608)

(609)

(611)

(615)

(615)

(616)

(618)

(620)

(624)

(627)

(628)

(631)

(637)

(639)

(646)

(648)

(648)

(651)

(653)

(65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构伍术度机队技制疗疗疗疗医医医医



8 南宫市志

第五节 医药 药政⋯⋯⋯⋯⋯⋯⋯⋯⋯⋯⋯⋯⋯⋯⋯⋯⋯⋯⋯⋯⋯⋯⋯

第六节 卫生防疫⋯⋯⋯⋯⋯⋯⋯⋯⋯⋯⋯⋯⋯⋯⋯⋯⋯⋯⋯⋯⋯⋯⋯⋯

第七节 妇幼保健⋯⋯⋯⋯⋯⋯⋯⋯⋯⋯⋯⋯⋯⋯⋯⋯⋯⋯⋯⋯⋯⋯⋯⋯

第八节 公共卫生⋯⋯⋯⋯⋯⋯⋯⋯⋯⋯⋯⋯⋯⋯⋯⋯⋯⋯⋯⋯⋯⋯¨⋯

第五章体育⋯⋯⋯⋯⋯⋯⋯⋯⋯⋯⋯⋯⋯⋯⋯⋯⋯⋯⋯⋯⋯⋯⋯⋯⋯⋯

第一节 体育设施⋯⋯⋯⋯⋯⋯⋯”．．．⋯⋯⋯⋯⋯⋯⋯⋯⋯⋯⋯⋯⋯⋯⋯·

第二节 体育竞赛⋯⋯⋯⋯⋯⋯⋯⋯⋯⋯⋯⋯⋯⋯⋯⋯⋯⋯⋯⋯⋯⋯⋯⋯

·第三节 学校体育⋯⋯⋯⋯⋯⋯⋯⋯⋯⋯⋯⋯⋯⋯⋯⋯⋯⋯⋯⋯⋯⋯⋯⋯

第四节 社会体育⋯⋯⋯⋯⋯⋯⋯⋯⋯⋯⋯⋯⋯⋯⋯⋯⋯⋯⋯⋯⋯⋯⋯⋯

第五节 武术⋯⋯⋯⋯⋯⋯⋯⋯⋯⋯⋯⋯⋯⋯⋯⋯⋯⋯⋯⋯⋯⋯⋯⋯⋯

第六编 社会⋯⋯⋯⋯⋯⋯⋯⋯⋯⋯⋯⋯⋯⋯⋯⋯⋯⋯⋯⋯⋯⋯⋯“⋯⋯⋯·

第一章人 口⋯⋯⋯⋯⋯⋯⋯⋯⋯⋯⋯⋯⋯⋯⋯⋯⋯⋯⋯⋯⋯⋯⋯⋯⋯⋯

第一节 人口变动⋯⋯⋯⋯⋯⋯⋯⋯⋯⋯⋯⋯⋯⋯⋯⋯⋯⋯⋯⋯⋯⋯⋯⋯

第二节 人口数量⋯⋯⋯⋯⋯⋯⋯⋯⋯⋯⋯⋯⋯⋯⋯⋯⋯⋯⋯⋯⋯⋯⋯⋯

第三节 人口密度⋯⋯⋯⋯⋯⋯⋯⋯⋯⋯⋯⋯⋯⋯⋯⋯⋯⋯⋯⋯⋯⋯⋯⋯

第四节 人1：2构成⋯⋯⋯⋯⋯⋯⋯⋯⋯⋯⋯⋯⋯⋯⋯⋯⋯⋯⋯⋯⋯⋯⋯⋯

第二章居民生活⋯⋯⋯⋯⋯⋯⋯⋯⋯⋯⋯⋯⋯⋯⋯⋯⋯⋯⋯⋯⋯⋯⋯⋯⋯

第一节 农民生活⋯⋯⋯⋯⋯⋯⋯⋯⋯⋯⋯⋯⋯⋯⋯⋯⋯⋯⋯⋯⋯⋯⋯⋯

第二节 职工生活⋯⋯⋯⋯⋯⋯⋯⋯⋯⋯⋯⋯⋯⋯⋯⋯⋯⋯⋯⋯⋯⋯⋯⋯

第三章婚姻家庭⋯⋯⋯⋯⋯⋯⋯⋯⋯⋯⋯⋯⋯⋯⋯⋯⋯⋯⋯⋯⋯⋯⋯⋯⋯

第一节 婚姻⋯⋯⋯⋯⋯⋯⋯⋯⋯⋯⋯⋯⋯⋯⋯⋯⋯⋯⋯⋯⋯⋯⋯⋯⋯

第二节 家庭结构⋯⋯⋯⋯⋯⋯⋯⋯⋯⋯⋯⋯⋯⋯⋯⋯⋯⋯⋯⋯⋯⋯⋯⋯

第三节 社会关系⋯⋯⋯⋯⋯⋯⋯⋯⋯⋯⋯⋯⋯⋯：⋯⋯⋯⋯⋯⋯⋯⋯⋯”

第四章姓氏⋯⋯⋯⋯⋯⋯⋯⋯⋯⋯⋯⋯⋯⋯⋯⋯⋯⋯⋯⋯⋯⋯⋯⋯⋯⋯

第五章计划生育⋯⋯⋯⋯⋯⋯⋯⋯⋯⋯⋯⋯⋯⋯⋯⋯⋯⋯⋯⋯⋯⋯⋯⋯⋯

第一节 人口规划⋯⋯⋯⋯⋯⋯⋯⋯⋯⋯⋯⋯⋯⋯⋯⋯⋯⋯⋯⋯⋯⋯⋯⋯

第二节 晚婚节育⋯⋯⋯⋯⋯⋯⋯⋯⋯⋯⋯⋯⋯⋯⋯⋯⋯⋯⋯⋯⋯⋯⋯⋯

第三节 节育措施⋯⋯⋯⋯⋯⋯⋯⋯⋯⋯⋯⋯⋯⋯⋯⋯⋯⋯⋯⋯⋯⋯⋯⋯

第四节 照顾政策⋯⋯⋯⋯⋯⋯⋯⋯⋯⋯⋯⋯⋯⋯⋯⋯⋯⋯⋯⋯⋯⋯⋯⋯

第五节 奖惩制度⋯⋯⋯⋯⋯⋯⋯⋯⋯⋯⋯⋯⋯⋯⋯⋯⋯⋯⋯⋯：⋯⋯⋯”

第六节 管理机构⋯⋯⋯⋯⋯⋯⋯⋯⋯⋯⋯⋯⋯⋯⋯⋯⋯⋯⋯⋯⋯⋯⋯⋯

第六章宗教侨务⋯⋯⋯⋯⋯⋯⋯⋯⋯⋯⋯⋯⋯⋯⋯⋯⋯⋯⋯⋯⋯⋯⋯⋯⋯

第一节 宗 教⋯⋯⋯⋯⋯⋯⋯⋯⋯⋯⋯⋯⋯⋯⋯⋯⋯⋯⋯⋯⋯⋯⋯⋯⋯

第二节 侨 务⋯⋯⋯⋯⋯⋯⋯⋯⋯⋯·!⋯⋯⋯⋯⋯⋯⋯⋯⋯⋯⋯⋯⋯⋯·

第七章风俗⋯⋯⋯⋯⋯⋯⋯⋯⋯⋯⋯⋯⋯⋯⋯⋯⋯⋯⋯⋯：⋯⋯⋯⋯⋯”

第一节 岁时习俗⋯⋯⋯⋯⋯⋯⋯⋯⋯⋯⋯⋯⋯⋯⋯⋯⋯⋯⋯⋯⋯⋯⋯”：

第二节 礼仪习俗⋯⋯⋯‘⋯⋯⋯⋯⋯⋯⋯⋯⋯⋯⋯⋯⋯⋯⋯⋯⋯⋯⋯⋯⋯

第三节 生活习俗⋯⋯⋯⋯⋯⋯⋯⋯⋯⋯⋯⋯⋯⋯⋯⋯⋯⋯⋯⋯⋯⋯⋯⋯ ))))))))))))))))))))))))))))))))))))))

a

8

4

5

7

7

7

4

6

8

9

1

1

2

2

3

7

7

3

5

5

5

6

7

8

8

9

1

1

2

4

9

9

O

2

2

4

7

6

6

6

6

6

6

6

7

7

7

7

8

8

8

8

8

8

8

9

9

9

9

9

9

9

9

9

D

0

D．0

0叫f=．U

l卜r

∞硒∞∞∞∞∞卯盯盯钾够鹋鹋船够铝铝∞的∞∞∞∞∞∞∞加∞加加加加n

n

n

n

n((((((((((((((((((((((((((((((((((((((



目 录 9

第四节 迷信陋习⋯⋯⋯⋯⋯⋯⋯⋯⋯⋯⋯⋯⋯⋯⋯⋯⋯⋯⋯⋯⋯⋯⋯⋯(718)

第五节俗语⋯⋯⋯⋯⋯⋯⋯⋯⋯⋯⋯⋯⋯⋯⋯⋯⋯⋯⋯⋯⋯0@@·10"001⋯(719)

第八章道德风尚⋯⋯⋯⋯⋯⋯⋯⋯⋯⋯⋯⋯⋯⋯⋯⋯⋯⋯⋯⋯⋯⋯⋯⋯⋯(726)

第九章方言⋯⋯⋯⋯⋯⋯⋯⋯⋯⋯⋯··?⋯⋯⋯⋯⋯⋯⋯⋯⋯⋯⋯⋯⋯⋯(728)

第一节 方言特征⋯⋯⋯⋯⋯⋯⋯⋯⋯⋯⋯⋯⋯⋯⋯⋯⋯⋯⋯⋯⋯⋯⋯⋯(728)

第二节 语音⋯⋯⋯⋯⋯⋯⋯⋯⋯⋯⋯．．．．．．．．．⋯⋯gQO ggO⋯⋯⋯⋯⋯⋯⋯(729)

第三节 词 语 ⋯⋯⋯⋯⋯⋯⋯⋯⋯⋯⋯⋯⋯⋯⋯⋯⋯⋯⋯⋯⋯⋯⋯⋯(737)

第四节 语 法 ⋯⋯⋯．．．⋯⋯⋯⋯⋯⋯⋯⋯⋯⋯⋯⋯⋯⋯⋯⋯⋯⋯⋯⋯(747)

南官方言图一⋯⋯⋯⋯⋯⋯⋯⋯⋯⋯⋯⋯⋯OIO@OO⋯⋯⋯⋯⋯⋯⋯⋯⋯⋯⋯(754)

南官方言图二⋯⋯⋯⋯⋯⋯⋯⋯⋯⋯⋯⋯⋯⋯⋯⋯⋯⋯⋯⋯⋯⋯⋯．．⋯⋯·(755)

南宫方言图三⋯⋯⋯⋯⋯⋯⋯⋯⋯⋯⋯⋯⋯⋯⋯⋯⋯⋯⋯⋯”“⋯⋯⋯⋯”(756)

第七编 人物⋯⋯⋯⋯⋯⋯⋯@00 0@0⋯⋯⋯⋯⋯⋯⋯⋯⋯⋯⋯⋯⋯⋯⋯⋯⋯⋯(757)

第一章人物传⋯⋯⋯⋯⋯⋯⋯⋯⋯⋯⋯⋯⋯⋯⋯⋯⋯⋯⋯⋯⋯⋯⋯⋯⋯⋯(759)

第二章人物表⋯．．．⋯⋯⋯⋯⋯⋯⋯⋯⋯⋯⋯⋯⋯⋯⋯⋯⋯⋯⋯⋯⋯⋯⋯(785)

第一节 文武官职 ⋯⋯⋯⋯“⋯⋯⋯⋯⋯⋯⋯⋯⋯⋯⋯⋯⋯⋯⋯⋯⋯⋯·(785)

第二节 学者名人⋯⋯⋯⋯⋯⋯⋯⋯⋯⋯⋯⋯⋯⋯⋯?⋯⋯⋯⋯⋯⋯⋯⋯“(796)

第三章革命烈士英名录⋯⋯⋯⋯⋯⋯⋯⋯⋯⋯⋯．．t⋯⋯⋯⋯⋯⋯⋯⋯⋯⋯(811)

附录⋯⋯⋯⋯⋯⋯⋯⋯⋯⋯⋯⋯⋯⋯⋯．．⋯⋯⋯⋯⋯⋯⋯⋯⋯⋯⋯⋯⋯⋯⋯⋯⋯·(885)

编后记⋯⋯⋯⋯⋯⋯⋯⋯⋯⋯⋯⋯⋯⋯⋯⋯⋯⋯⋯⋯⋯⋯⋯mOOOOO⋯⋯⋯⋯⋯⋯⋯(931)



概 述

南宫市位于河北省南部、邢台地区东北部，地处东经115。087～115。457，北纬37。05’～

37。27’。南与威县、广宗县相连，西与巨鹿县接壤，北和新河、冀县、枣强县毗邻，东南隔清

凉江与故城县、清河县相望。全市总面积854平方公里。政区最大横跨60公里。最大纵

距20公里。耕地面积979370亩，人均耕地2．23亩。1991年辖4个街道办事处、5个镇、

23个乡、80个居民委员会、385个村民委员会，含429个自然村，有2363个村民小组，总

人口438287人，除汉族外，尚有回、壮、满、苗、景颇、朝鲜6个少数民族62人。市人民政府

驻地凤岗街道办事处，位于市境西北部，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今境春秋战国时为晋国东阳地。西汉初置南宫县，属巨鹿郡，县境约当今一半。吕后

初改称国，汉武帝初复称县。新莽间改名序下。东汉初复名南宫县，隶属信都国。此后缭

县全部和信成、堂阳两县部分地区陆续并入。至抗日战争初期长达1900年间，南宫县先后

于西晋初期、北朝末期、北宋中期3次划归邻县共73年。经县于南朝中期并入南宫县46

年，新河县于宋代后期并入南宫县160年，除此南宫县建置均无变更。1940年南宫县东南

部划为垂杨县，1944年恢复原建置。1948年县城及其四关建为市，与南宫县同属冀南第四

专署。1949年撤销市，南宫县划归河北省邢台专区。1958年威县、清河并入，改属邯郸专

区。1960年又改属邯郸市。1961年威县、清河县析出，段芦头等6公社划归清河县，新河

县并入，复属邢台专区。1962年恢复1949年建置。1986年3月5日，南宫县改称南宫市，

仍属邢台专区。

南宫市地处河北平原南部，属黄河冲积平原，无高山丘陵，地势平坦，东南稍高，西北

低。由东南向西北倾斜，平均地面坡降为1／7000。平均海拔高程28．7米。属暖温带亚湿

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区。四季分明。温差悬殊，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

爽，冬季于冷少雪。平均气温13℃。年平均无霜期194天。平均年日照总时数2668．5小

时，日照率60％。平均降水量511．6毫米，雨雪日65天。土壤质地属潮土地带，分3个土

类、5个亚类、11个土属、44个土种。潮土占总面积的98．27％，分布均匀普遍。其次为盐

土、风沙土，占0．13％。地下矿藏已探明的有石油等。

新中国成立前，南宫市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加之自然灾害的袭扰和统治阶级的盘剥，

劳动人民生活极度贫困。新中国成立后，南宫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

过长期建设，经济有了较快发展。到1957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0726．4万元。虽经“大

跃进”、“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历程，国民经济仍有发展，至1978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增至

1．53亿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贯彻落实和经济体

制改革的深化，逐步完善了各种形式的管理制度，经济建设进一步加快。1991年工农业总

产值116041万元，比1990年增长44．3％。其中农业产值30624万元，增长11．1％；农村

四级工业产值50466万元，增长18．3％，市办工业产值34951万元，增长20．6％，财政总

收入2958．8万元，增长8．57％，农村人均收入600元，比上年增加1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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