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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

王细金
：、

新修《吉安县志》即将付印之际，书就数语为序，诚卸编委之嘱。

吉安县地处江西吉泰盆地中心，东挹闽浙，西通湘黔，北上京津，南

下粤琼，为历代驿道要冲。吉安县具有悠久的历史，自秦置庐陵县始，已

演历两千余年，名邑望县，文韬武略，皆载典籍。吉安县人民以智慧和血

汗创造了灿烂文化，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吉安县是革命老根据

地，富有革命优良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繁荣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当今，新的世界科学技

术革命正在兴起，国内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吉安县各

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盛世修志，首在资政。新修《吉安县志》的问世，是吉安县人民一件

大喜事，是吉安县人民的智慧和血汗结晶，是修志同志和各方各界人士

通力合作、辛勤劳动的结果。我代表中共吉安县委致以诚挚谢意。

编史修志，是我国文化优良传统。远自成周以来，方国有志，汉魏至

唐，又演为图经、郡书，宋代才汇录一方的天文、地理、历史、经济、政治、

文化、人物于一书，成为地方志志体，以详细记载一方自然环境、人文社

会的历史与现状资料，得以资政教化，存史后代。

纵观新修《吉安县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记述吉安县自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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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建设步伐提供可信资料和决策借鉴。诚然，新编

《吉安县志》又是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史实真切的乡

土教材，它从一个县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中，将使人们懂得为什么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以教育人民、教

育青少年、教育后代，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起到经世致

用的重要作用。 。

志以载道，鉴往昭来，希望新编《吉安县志》能为图兴吉安县的有志

之士咨考，继往开来，再创新业，以告慰前人，无愧后代。 ．

．

本文作者：现任中共吉安县委书记

1993年1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一二

毛仲英

吉安县，历代重视修志，据县馆藏资考，从明洪武年间至民国三十

年(1941)，先后已有9次。今天，新编《吉安县志》在中共吉安县委、吉安

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经数度寒暑，即将问世。

吉安县，古称庐陵，历史悠久，土沃物阜，伟人名士，闻名遐迩，文章

节义，彪炳史册。历史上有北宋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三疏斩奸爱国杰

士胡铨，民族英雄文天祥，爱国诗人刘辰翁。辛亥革命时期，有追随孙中

山的革命者胡汉民、欧阳豪等。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吉安县发

动三次农民暴动，开创两个革命根据地，建立一支地方红军，万名烈士

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血洒神州，为国捐躯。县境留下毛泽东、朱德、陈毅

等老一辈革命家足迹，培育了一批卓越的党政军领导人。有余秋里等

中、少将45名，曾山等地级以上老红军180余名。解放后至1985年的

37年，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全县的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

辉煌成就。工农业生产成倍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全县人民正意气

风发，满怀信心，沿着社会主义大道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文化遗产，为我国精神文明宝库中的珍贵财

富。我国历史上许多有关自然和社会的丰富资料，赖以地方志而保存下

来。新编《吉安县志》，是吉安县的百科全书，如一个多视角的结晶体，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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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刘承满

新编《吉安县志》，历经艰辛，数易其稿，终于问世。这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后，吉安县的第一部新县志。该书的出版发行是全县人民文化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县者以志为鉴"。县志汇录记载

本地古今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融政治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为

各级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教材，为科学研究提

供资料，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编纂县志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文化

建设工程。 ．j
．

在编写过程中，编志人员兢兢业业，数度春秋，寒冬酷暑，笔耕不

止，默默奉献，可钦可敬。同时得到省、地志办等有关单位和全县人民的

关心和支持，得到了专家学者和知情人士的悉心指导。

县志出版，是各级领导重视方志的结果，全体编纂人员辛勤劳动的

结晶。为此，我代表吉安县人民政府、吉安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向参加、

帮助、支持县志工作的有关人员和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观今鉴古求发展，励精图治添辉煌。在吉安县这块具有悠久历史文

化的红土地上，既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国粹，又有“会师天下壮”

≥◆。·
／



6 吉安县志

慧的吉安县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

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

庐陵”的灿烂光辉更加光彩夺目，永照千秋1

1994年10月

民政府县长、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详今略古，

立足当代，横排竖写，统合古今，实事求是地记述吉安县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图表、附录组成。专志分自然环境、

行政建置、人口、农业、林业、畜禽水产、水利、工业、能源、交通、邮电、商

业、粮油、经济管理、财政税收、金融、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中共吉安县

地方组织、党派社团、政权政协、苏区革命斗争、军事、司法、民政、劳动

人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人民生活、民俗宗教、方言、人物等32

篇共140章，522节。附录收录重要文献、旧志考略、县志序跋选及吉安

县1986"-"1993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纪略。

三、解放后的政治运动未单独列篇，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将

其内容分别记述于有关章节及大事记中。

四、本志时限，上限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置庐陵县开始，具

体事件以“固本溯源，理清脉络”为原则。下限，原则为1985年，个别事

件有所突破，概述、大事记、经济和社会发展纪略延续到1993年。

五、历史朝代纪年，保留历史习惯用法，并用括号标明公元纪年。解

放后及《中国共产党吉安县地方组织》、《苏区革命斗争》和当代人物传

略、简介，采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记述中使用的“解放前’’、“解放后”，是以1949年7月16

日吉安县解放为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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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文体用记述体。其《概述》有述有议，《大事记》采用编年体

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

八、入志人物分传略、简介、人物表。入传的为已故的各界名望人

士，排列以卒年为序；历史上和当代有影响的人物及副省(军)级以上人

士，则简介其生平，排列以生年为序；县籍正县(团)级干部、高级技术职

称人员、劳动模范(省级以上表彰的)、革命英烈，则列表记载，均收集到

1985年为限。

九、数字书写，除序号、历史朝代纪年、习惯用语及专用、固定词组

等用汉字外，余均用阿拉伯字。各种数据除用小数点外，均不用分位号。

十、简称。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或“党”；中国共产党吉安县委员

会简称“县委"，吉安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简称“县人大”，吉安县

人民政府简称“县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吉安县委员会

简称“县政协"。

十一、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县直单位和省、地、市驻县单位编写的专

业志及乡(镇)志，来自省、地、县(市)档案：图书、文献资料，部分来自调

访的口碑资料，均不注明出处。数据资料主要依据《吉安县国民经济统

计资料》，若其无，则录用有关业务部门的统计数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_—————一

●

目 录

概述⋯⋯⋯⋯⋯⋯⋯⋯⋯⋯⋯⋯⋯(1)

大事记⋯⋯⋯⋯⋯⋯⋯⋯⋯⋯⋯⋯⋯(10)

廿

第一篇自然环境

第一章地理位置⋯⋯⋯⋯⋯⋯⋯(40)

第二章地貌⋯⋯⋯．．．⋯⋯⋯⋯(40)

第一节 山地⋯⋯⋯⋯⋯⋯⋯⋯(40)

第二节丘陵⋯⋯⋯⋯⋯⋯⋯⋯(42)

第三节平原⋯⋯⋯⋯⋯⋯⋯⋯(42)

第四节河流⋯⋯～⋯⋯⋯⋯⋯(42)

第三章地质⋯⋯⋯⋯⋯⋯⋯⋯(43)

第一节地层⋯⋯⋯⋯⋯⋯⋯⋯(43)

第二节岩浆岩⋯⋯⋯⋯⋯⋯⋯(43)

第三节构造⋯⋯⋯⋯⋯⋯⋯⋯(44)

第四节矿产⋯⋯⋯⋯．．．．⋯⋯⋯(44)

第四章水域水文⋯⋯⋯⋯⋯⋯”(47)

第一节水域⋯⋯⋯⋯⋯⋯⋯⋯(47)

第二节。地下水⋯⋯⋯⋯⋯⋯⋯(47)

第三节水质⋯⋯⋯⋯⋯⋯⋯⋯(48)

第五章气候⋯⋯⋯⋯⋯⋯⋯⋯(50)

第一节四季特征⋯⋯⋯⋯⋯⋯(50)

第二节农业气候区⋯⋯⋯⋯⋯(50)

第三节 日照⋯⋯⋯⋯⋯⋯⋯⋯(50)

第四节气温⋯⋯⋯⋯⋯⋯⋯⋯(52)

第五节雨量⋯⋯⋯⋯⋯⋯⋯⋯(52)

第六节季风⋯⋯⋯⋯⋯⋯⋯⋯(54)

第七节霜雪冰冻⋯⋯⋯⋯0000Q$(54)

第六章土壤⋯⋯⋯⋯⋯⋯⋯“(55)

第一节水稻土⋯⋯⋯⋯⋯⋯⋯(56)

第二节草甸土⋯⋯⋯⋯⋯⋯⋯(56)

第三节红壤土⋯⋯⋯⋯．．．⋯⋯(56)

第四节．石灰石土000 Q0016 5⋯⋯⋯(56)

第五节紫色土⋯⋯⋯⋯⋯⋯⋯(59)

第六节山地黄壤⋯⋯⋯⋯⋯⋯(59)

第七节 山地黄棕壤⋯⋯·!⋯⋯·(59)

第八节山地草甸土⋯⋯⋯⋯⋯(59)

第七章动物植物⋯⋯⋯⋯⋯⋯(60)

第一节动物⋯⋯⋯⋯⋯⋯⋯⋯(60)

第二节植物⋯⋯⋯··：⋯⋯⋯⋯(61)

第八章自然灾害⋯⋯⋯⋯⋯⋯⋯(64)

第一节水灾⋯⋯⋯⋯⋯⋯⋯⋯(64)

第二节旱灾⋯⋯⋯⋯⋯⋯⋯⋯(67)

第三节风雹灾⋯⋯⋯⋯⋯⋯⋯(68)

第四节虫灾⋯⋯⋯⋯⋯⋯⋯⋯(70)

第五节地震⋯⋯⋯⋯⋯⋯⋯⋯(70)

第二篇建置区划

第一章建置⋯⋯⋯⋯⋯⋯⋯．．．(71)

第一节建置隶属j⋯⋯⋯⋯⋯”(71)

第二节境域变迁⋯⋯⋯⋯⋯⋯(73)

第二章区划⋯⋯⋯⋯⋯⋯⋯⋯(74)

第一节唐至清代⋯⋯⋯⋯⋯⋯(74)

第二节民国时期⋯⋯⋯⋯⋯⋯(75)

第三节中华人民共和国⋯⋯⋯(76)

第三章县城⋯⋯⋯⋯⋯⋯⋯⋯(92)

第一节老县城⋯⋯⋯⋯⋯⋯⋯(92)

第二节新县城⋯⋯⋯⋯⋯⋯⋯(92)

第四章乡镇简介⋯⋯⋯⋯⋯⋯⋯(93)

2～ Lj夕



2 吉安县志

第三篇人口

第一章人口数量与分布⋯⋯⋯

第一节人口数量⋯⋯⋯⋯⋯⋯

第二节人口分布⋯⋯⋯⋯⋯⋯

第二章人口构成⋯⋯⋯⋯⋯⋯

第一节性别构成⋯⋯⋯⋯⋯⋯

第二节年龄构成⋯⋯⋯⋯⋯⋯

第三节文化程度构成⋯⋯⋯⋯

第四节劳动年龄构成⋯⋯⋯⋯

第五节职业构成⋯⋯⋯⋯⋯⋯

第六节民族构成⋯⋯⋯⋯⋯⋯

第七节‘姓氏构成⋯⋯⋯⋯⋯⋯

第三章计划生育⋯⋯⋯⋯⋯⋯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节育制度⋯⋯⋯⋯⋯⋯

第三节节育措施⋯⋯⋯⋯⋯⋯

第四节，晚婚晚育⋯⋯⋯⋯⋯⋯

第五节优生优育⋯⋯⋯⋯⋯⋯

第四篇农业

(107)

(107)

(108)

(111)

(儿1)

(111)

(114)

(114)

(116)

(116)

(117)

(122)

(122)

(122)

(123)

(123)

(123)

第一章农村生产关系变革⋯⋯(125)

第一节土地改革⋯⋯⋯⋯⋯⋯(125)

第二节农业互助合作⋯⋯⋯⋯(128)

第三节人民公社⋯⋯．．．⋯⋯⋯(129)

第四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O'O⋯⋯⋯···⋯⋯⋯⋯··(130)

第二章农业生产．．．⋯⋯⋯⋯⋯(131)

第一节农作物分布及产量⋯⋯(131)

第二节农技农艺⋯⋯⋯⋯⋯⋯(135)

第三节农业机具⋯⋯⋯⋯⋯⋯(150)

第三章土特名产．．．⋯⋯⋯⋯⋯(152)

第一节车前子⋯⋯⋯⋯⋯⋯⋯(152)

第二节固芷⋯⋯．．．⋯⋯⋯⋯⋯(153)

第三节蚕桑⋯⋯⋯⋯⋯⋯⋯⋯(153)

第四节薄荷⋯⋯⋯⋯⋯⋯⋯⋯(153)

第五节优质大米(双竹粘)⋯⋯(153)

第四章农垦·0·000 0·$OO··⋯(154)

第一节县属农垦单位⋯⋯⋯⋯(154)

第二节驻县地属农垦单位⋯⋯(156)

第五篇林业

第一章森林资源⋯⋯⋯⋯⋯⋯(164)

第一节林地资源⋯⋯⋯⋯⋯⋯(164)

第二节林木资源⋯⋯⋯⋯⋯⋯(164)

第三节名木古树⋯⋯⋯⋯⋯⋯(166)

第二章森林培育⋯⋯⋯⋯⋯⋯(167)

第一节采种⋯⋯⋯⋯⋯⋯⋯⋯(167)

第二节育苗⋯⋯⋯⋯⋯⋯⋯⋯(167)

第三节造林⋯⋯⋯⋯⋯⋯00 0⋯(168)

第四节育林⋯⋯⋯⋯⋯⋯⋯⋯(170)

第三章森林保护000 000 009 000 000 000(171)

第一节依法治林⋯⋯⋯⋯⋯⋯(171)

第二节护林防火⋯⋯⋯⋯⋯⋯(171)

第三节病虫防治⋯⋯⋯⋯⋯⋯(172)

第四节山林权属⋯⋯⋯⋯⋯⋯(173)

第四章森林经营⋯⋯⋯⋯⋯⋯(173)

第一节采伐⋯⋯⋯⋯⋯⋯⋯⋯(173)

第二节运输⋯⋯⋯⋯⋯⋯⋯⋯(174)

第三节购销⋯⋯⋯⋯⋯⋯⋯⋯(174)

第五章林业机构⋯⋯⋯⋯⋯⋯(177)

第一节管理机构⋯⋯⋯⋯⋯⋯cl。77)

第二节国营林业基层单位⋯⋯(177)

第三节乡(镇)村林场·⋯⋯⋯”(180)

第六章湿地松⋯⋯⋯⋯⋯⋯⋯(181)

第一节引进试种⋯⋯⋯⋯⋯⋯(181)

第二节推广发展⋯⋯⋯⋯⋯⋯(182)

第三节经济效益⋯⋯⋯⋯⋯⋯(183)

第六篇畜禽水产

第一章畜禽生产⋯⋯⋯⋯⋯⋯(185)

第一节种类⋯⋯⋯⋯⋯⋯⋯⋯(185)



目录 3

第二节饲养⋯⋯⋯⋯⋯⋯⋯⋯(185)

第三节饲料⋯⋯⋯⋯⋯⋯⋯⋯(190)

第四节疫病防治⋯⋯⋯⋯⋯⋯(191)

．第五节吉安地区畜禽良种场⋯⋯⋯
······⋯⋯·⋯⋯··⋯⋯···(193)

第二章水产⋯⋯⋯⋯⋯¨．．”(194)

第一节水产水域⋯⋯⋯⋯⋯⋯(194)

第二节水产资源⋯⋯⋯⋯⋯⋯(194)

第三节水产养殖⋯⋯⋯⋯⋯∑”(195)

第四节水产捕捞⋯⋯⋯⋯⋯⋯(197)

第五节渔政管理⋯⋯⋯⋯⋯⋯(198)

第六节管理机构⋯⋯⋯⋯⋯⋯(198)

第七篇水利

第一章灌溉工程⋯⋯⋯⋯⋯⋯(199)

第一节灌溉沿革⋯⋯⋯⋯⋯⋯(199)

第二节蓄水工程⋯⋯⋯⋯⋯⋯(199)

第三节引水工程⋯⋯⋯⋯⋯⋯(202)

第四节提水工程⋯⋯⋯⋯⋯⋯(203)

第二章防洪排涝工程⋯⋯⋯⋯(216)

第一节防洪堤⋯⋯⋯⋯⋯⋯⋯(216)

第二节排涝站⋯⋯⋯⋯⋯⋯⋯(218)

第三章水土保持⋯⋯⋯⋯⋯⋯(218)

第一节水土流失状况⋯⋯⋯⋯(218)

第二节综合治理⋯⋯⋯⋯⋯⋯(219)

第四章养护管理‘⋯⋯⋯⋯⋯⋯(220)

第一节管理机构⋯⋯⋯⋯⋯⋯(220)

第二节养护规章⋯⋯⋯⋯⋯⋯(220)

第三节灌溉管理⋯⋯⋯⋯⋯⋯(221)

第四节水费征收⋯⋯⋯⋯⋯⋯(222)

‘第八篇工业

第一章私营工业、手工业改造⋯⋯⋯
@ol···⋯⋯⋯⋯⋯⋯·········(223)

第一节解放前工业和手工业⋯⋯⋯

，···⋯⋯······⋯⋯⋯⋯⋯(223)

第二节工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224)

第二章经营体制⋯⋯⋯⋯⋯⋯(225)

第一节经委口国营工业⋯⋯⋯(225)

第二节二轻工业⋯⋯⋯⋯⋯⋯(226)

第三节乡镇工业⋯⋯⋯⋯⋯⋯(226)

第四节部门工业⋯⋯⋯⋯⋯⋯(227)

第五节合作工业⋯⋯⋯⋯⋯⋯(229)

第六节个体工业⋯⋯：⋯⋯⋯”(229)

第三章工业门类⋯⋯⋯⋯⋯⋯(230)

第一节纺织工业⋯⋯⋯⋯⋯⋯(230)

第二节机械工业⋯⋯⋯⋯⋯⋯(231)

第三节化学工业⋯⋯⋯⋯⋯⋯(232)

第四节食品工业⋯⋯⋯⋯⋯⋯(233)

第五节建材工业⋯⋯⋯⋯⋯⋯(235)

第六节服装皮革工业⋯⋯⋯⋯(236)

第七节造纸、印刷工业，⋯⋯⋯(237)

第八节电子工业⋯⋯⋯⋯⋯⋯(238)

第九节陶瓷工业⋯⋯⋯⋯⋯⋯(238)

第十节船舶、木材工业⋯⋯⋯(239)

第四章工矿与名产选介⋯⋯⋯(240)

第一节工矿选介⋯⋯⋯⋯⋯⋯(240)

第二节名产选介⋯⋯⋯⋯⋯⋯(246)

第五章省地市驻县工业企业⋯⋯⋯
⋯⋯·⋯⋯⋯⋯⋯⋯⋯⋯··(250)

第一节省属工业企业⋯⋯⋯⋯(250)

第二节地属工业企业⋯⋯：⋯”(252)

第三节、市属工业企业⋯⋯·00 0·(254)

第九篇能源

第一章电力⋯⋯⋯⋯⋯⋯⋯(259)

第一节电源建设⋯⋯⋯⋯⋯⋯(259)

第二节输变电网络⋯⋯⋯⋯⋯(264)

第三节供电用电⋯⋯⋯⋯⋯⋯(268)

第四节电业管理⋯⋯⋯⋯⋯⋯(269)

第二章煤炭石油⋯⋯．．．⋯⋯⋯(271)

第一节煤炭储量⋯⋯⋯⋯⋯⋯(271)

乏、．厂



4 吉安县志

第二节煤炭开采⋯⋯⋯⋯⋯⋯(271)

第三节煤炭购销⋯⋯⋯⋯⋯⋯(273)

第四节石油购销⋯⋯⋯⋯⋯·一(274)

第三章柴草沼气⋯⋯⋯⋯⋯(275)

第一节柴草⋯⋯⋯⋯⋯⋯⋯⋯(275)

第二节沼气⋯⋯⋯⋯⋯⋯⋯⋯(275)

第四章节能⋯⋯⋯⋯⋯⋯⋯(276)

第一节生活节能⋯⋯⋯⋯⋯⋯(276)

第二节生产节能⋯⋯⋯⋯⋯⋯(277)
●

●

第十篇交通

第一章陆路航道⋯⋯⋯⋯⋯⋯(279)

第一节古道⋯⋯⋯⋯⋯⋯⋯⋯(279)

第二节公路⋯⋯⋯⋯⋯⋯⋯⋯(280)

第三节铁路⋯⋯⋯⋯⋯⋯⋯⋯(287)

第四节航道⋯⋯⋯⋯⋯⋯⋯⋯(288)

第五节渡口 桥梁⋯⋯⋯⋯⋯(290)

第二章运输@g@#00·g olo o@#o oo@o@o(298)

第一节水上运输⋯⋯⋯⋯⋯⋯(29＆)

第=节公路运输⋯⋯⋯⋯⋯⋯(300)

第三节装卸搬运⋯⋯⋯．．．⋯⋯(301)

第三章交通管理⋯⋯⋯⋯⋯⋯(304)

第一节车辆监理⋯⋯⋯⋯⋯⋯(304)

第二节港航监督⋯⋯⋯⋯⋯⋯(305)

第三节运输管理⋯⋯⋯⋯⋯⋯(305)

第四节‘路政管理⋯⋯⋯⋯⋯⋯’(305)

第五节公路养护⋯⋯⋯⋯⋯⋯(306)

第六节养路费征收⋯⋯⋯⋯⋯(306)

第十一篇邮电

第一章邮政⋯⋯．．．⋯⋯⋯⋯

第一节机构设置⋯江⋯⋯⋯⋯

第二节邮递线路⋯⋯⋯⋯⋯⋯

第三节邮政业务⋯⋯⋯⋯⋯⋯

第二章电信⋯⋯⋯⋯⋯⋯⋯

第一节电信网络⋯⋯⋯⋯⋯⋯

(309)

(309)

(309)

(311)

(313)

(313)

第二节电信业务⋯⋯⋯⋯⋯⋯

第三章邮电设备⋯⋯⋯⋯⋯⋯

第一节邮政设备⋯⋯⋯⋯⋯⋯

第二节电信设备⋯⋯⋯⋯⋯⋯

第十二篇商’业

(316)

(317)

(317)

(318)

第一章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319)

第一节解放前商业⋯⋯⋯⋯⋯(319)

第二节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j··⋯⋯⋯(319)

第二章经营体制⋯⋯⋯⋯⋯⋯(320)

第一节国营商业⋯⋯⋯⋯⋯⋯(320)

第二节供销合作社⋯⋯⋯⋯⋯(323)

第三节合作商业⋯⋯⋯⋯⋯⋯(326)

第四节代销店个体商户⋯⋯(327)

第五节集市贸易⋯⋯⋯⋯⋯⋯(327)

第三章生产资料购销⋯⋯⋯⋯(329)

第一节水泥砖瓦⋯⋯⋯⋯⋯⋯(329)

第二节金属材料⋯⋯⋯⋯⋯⋯(330)

第三节机电设备⋯⋯⋯⋯⋯⋯(330)

第四节化肥农药⋯⋯@OQ00@⋯⋯(331)

第五节竹木杂品⋯⋯⋯⋯⋯⋯(332)

第四章农副产品购销⋯⋯⋯⋯(333)

第一节畜产⋯⋯⋯⋯⋯⋯⋯⋯(333)

第二节禽蛋⋯⋯⋯⋯⋯⋯⋯⋯(333)

第三节鲜鱼⋯⋯⋯⋯⋯⋯⋯⋯(334)

第四节瓜果⋯“⋯⋯⋯⋯⋯⋯·(334)

第五节麻类⋯⋯⋯⋯⋯⋯⋯⋯(335)

第六节蚕茧⋯⋯⋯⋯⋯⋯⋯⋯(335)

第七节茶叶⋯⋯⋯⋯00@000@00⋯(335)

第八节其他⋯⋯⋯⋯⋯⋯⋯⋯(336)

第五章 日用品采购供应⋯⋯⋯(336)

第一节棉布百货副食品⋯而⋯

·⋯··⋯·⋯⋯⋯·····⋯···(336)

第二节五金交电⋯⋯⋯⋯⋯⋯(337)

第三节 日用杂品⋯⋯⋯⋯⋯⋯(338)



目 录 5

第六章对外贸易⋯⋯⋯⋯⋯⋯(340)

第一节出口商品⋯⋯⋯⋯⋯⋯(340)

第二节经营方式⋯⋯⋯⋯⋯⋯(340)

第七章饮食服务⋯⋯⋯⋯⋯⋯(341)

第一节饮食业⋯⋯⋯⋯⋯⋯⋯(341)

第二节旅馆招待所⋯⋯⋯⋯(341)

第三节其他服务业⋯⋯⋯⋯⋯(342)

第八章经营管理⋯⋯⋯⋯⋯⋯(343)
第一节管理机构⋯⋯⋯⋯⋯⋯(343)

第二节管理制度⋯⋯⋯⋯⋯⋯(343)

第三节业务管理⋯⋯⋯⋯⋯⋯(343)

第四节财务管理⋯⋯⋯⋯⋯⋯(344)

第五节商品管理⋯⋯⋯⋯⋯⋯(345)

第六节安全管理⋯⋯⋯⋯⋯⋯(345)

第七节社员职工代表大会⋯⋯⋯

⋯⋯⋯⋯⋯⋯⋯⋯⋯⋯(345)
■

第八节经济责任制060ioo oom ooo Qo·(346)

第十三篇粮油

第一章粮油统购⋯⋯⋯⋯⋯⋯(347)

第一节解放前粮油经营⋯⋯⋯(347)

第二节粮食统购⋯⋯⋯⋯⋯⋯(347)

第三节油料统购派购⋯⋯⋯⋯(348)

第二章粮油供应⋯⋯⋯⋯⋯⋯(351)

第一节供应机构⋯⋯⋯⋯⋯⋯(351)

第二节城镇人El粮油供应⋯⋯(351)

第三节农村人口粮油供应⋯⋯(352)

第四节行业用粮供应⋯⋯⋯⋯(352)

第五节侨汇外贸粮供应⋯⋯(352)

第六节自理口粮供应⋯⋯⋯⋯(352)

第七节议价粮油供应⋯⋯⋯⋯(352)

第八节奖售粮油供应⋯⋯⋯⋯(353)

第九节粮油票证供应⋯⋯⋯⋯(353)

第三章粮油加工⋯⋯⋯⋯⋯⋯(358)

第一节解放前粮油加工⋯⋯一(358)

第二节粮食加工⋯⋯⋯⋯⋯⋯(358)

第三节油料加工⋯⋯⋯⋯⋯⋯(359)

， 第四节食品加工⋯⋯⋯⋯⋯⋯(359)

第五节‘饲料加工⋯⋯⋯⋯⋯⋯(360)

第四章粮油储运⋯⋯⋯⋯⋯⋯(360)

第一节仓容⋯⋯⋯⋯⋯⋯⋯⋯(360)

第二节储藏⋯⋯⋯⋯⋯⋯⋯⋯(361)

第三节调运⋯⋯⋯⋯⋯⋯⋯⋯(362)

第十四篇经济管理、

第一章计划⋯⋯⋯⋯⋯⋯⋯(363)

第一节计划机构⋯⋯⋯⋯⋯⋯(363)

第二节计划编制⋯⋯⋯⋯⋯⋯(363)

第三节计划管理⋯⋯⋯⋯⋯⋯(364)

第二章统计⋯⋯⋯⋯⋯⋯⋯(364)

第一节统计机构⋯⋯⋯⋯⋯⋯(364)

第二节统计调查⋯⋯⋯⋯⋯⋯(365)

第三节统计分析⋯⋯⋯⋯⋯⋯(365)

第四节统计资料编制⋯⋯⋯⋯(365)

第五节统计监督⋯⋯⋯⋯⋯⋯(365)

第三章工商行政管理⋯⋯⋯⋯(366)
第一节管理机构⋯⋯⋯⋯⋯⋯(366)

第二节集市贸易管理⋯⋯．．．⋯(366)

第三节工商企业登记管理⋯⋯(367)

第四节商标广告登记管理⋯⋯(368)

第五节经济合同管理⋯⋯⋯⋯(368)

第六节个体商户管理⋯⋯⋯⋯(369)

第七节打击投机倒把⋯⋯⋯⋯(369)

第四章物价⋯⋯⋯⋯⋯⋯⋯(370)
第一节物价管理⋯⋯⋯⋯⋯⋯(370)

第二节物价指数⋯⋯⋯⋯⋯．．·(371)

第五章标准化计量管理⋯⋯⋯(375)

第一节度量衡演变⋯⋯⋯⋯⋯(375)

第二节计量管理⋯⋯⋯⋯⋯⋯(376)

第三节标准化管理⋯⋯⋯⋯⋯(377)

第六章经济技术协作⋯⋯⋯⋯(377)
第一节协作机构⋯⋯⋯⋯⋯⋯(377)

第二节协作交流⋯⋯⋯⋯⋯⋯(377)



6 吉安县志

第十五篇财政税收

第一章财政⋯⋯⋯⋯⋯⋯⋯

第一节财政体制⋯⋯⋯⋯⋯⋯

第二节财政收支⋯⋯⋯⋯⋯⋯

第三节监察审计⋯⋯@Q@OOO@@O

第二章农业税收⋯⋯⋯⋯⋯⋯

第一节赋制⋯⋯⋯⋯⋯⋯⋯⋯

第二节田赋征管⋯⋯⋯⋯⋯⋯

第三节农业税征管⋯⋯⋯⋯⋯

第三章工商税收⋯⋯⋯⋯⋯⋯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税种⋯⋯⋯⋯⋯⋯⋯⋯

第三节税额⋯⋯⋯⋯⋯⋯⋯⋯

第四节税纪⋯⋯⋯⋯⋯⋯⋯⋯

第十六篇金融

(378)

(378)

(379)

(382)

(383)

(383)

(384)

(384)

(385)

(385)

(386)

(390)

(393)

第一章机构⋯⋯⋯⋯⋯⋯⋯(394)

第一节典当⋯⋯⋯⋯⋯⋯⋯⋯(394)

第二节钱庄⋯⋯⋯⋯⋯⋯⋯⋯(394)

第三节银行⋯⋯⋯⋯”一⋯⋯·(394)

第四节农村信用合作社⋯⋯⋯(396)

第二章货币⋯⋯⋯⋯⋯⋯”(397)
第一节金属钱币⋯⋯⋯⋯⋯⋯(397)

第二节纸币⋯⋯⋯⋯⋯⋯⋯⋯(398)

第三节货币投放与回笼⋯⋯．．：(399)

第三章信贷⋯⋯⋯⋯⋯⋯⋯(400)
第一节工商贷款⋯⋯⋯⋯⋯⋯(400)

第二节农业贷款⋯⋯⋯⋯⋯⋯(401)

第四章储蓄@·@@O·OIOOOe⋯⋯”(403)
第一节城乡储蓄⋯⋯⋯⋯⋯⋯(403)

第二节储蓄种类⋯⋯⋯⋯⋯⋯(404)

第三节储蓄利率⋯⋯⋯⋯O@o moo(405)

第五章保险⋯⋯⋯⋯⋯⋯⋯(405)

第一节险种⋯⋯⋯⋯⋯⋯00@00@(405)

第二节理赔⋯⋯⋯⋯⋯⋯⋯⋯(406)

第六章债券o@·o@o·oo QmO DOO OO$OO@(406)

第一节国家公债⋯⋯⋯⋯⋯⋯(406)

第二节国库券⋯⋯⋯⋯⋯⋯⋯(407)

第三节地方公债⋯⋯⋯⋯⋯⋯：(407)

第七章基建投资⋯⋯⋯⋯⋯⋯(408)

第一节基建拨款⋯⋯⋯⋯⋯⋯(408)

第二节基建贷款⋯⋯⋯⋯⋯⋯(408)

第十七篇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

第一章县城建设⋯⋯⋯⋯⋯⋯(410)

第一节旧县城⋯⋯⋯⋯⋯⋯⋯(410)

第二节县城建设规划⋯⋯⋯⋯(410)

第三节新县城建设⋯⋯⋯⋯⋯(411)

第二章乡镇建设⋯⋯⋯⋯⋯⋯(415)

第一节乡镇建设规划⋯⋯⋯⋯(415)

第二节集镇建设⋯⋯⋯⋯⋯⋯(415)

第三节农村建设⋯⋯⋯．．．⋯⋯(417)

第三章房地产管理⋯⋯⋯⋯⋯(418)

第一节管理机构⋯⋯⋯⋯⋯⋯(418)

第二节公房管理⋯⋯⋯⋯⋯⋯(418)

第三节土地管理⋯⋯⋯⋯⋯⋯(420)

第四章建筑业⋯⋯⋯⋯⋯⋯⋯(422)
第一节建筑队伍⋯⋯⋯⋯⋯⋯(422)

第二节设计施工⋯⋯⋯⋯⋯⋯(423)

第三节建筑技术⋯⋯⋯⋯⋯⋯(424)

第四节建筑材料⋯⋯⋯⋯⋯⋯(425)

第五章环境保护⋯⋯⋯⋯⋯⋯(425)

第一节环境污染状况⋯⋯⋯⋯(425)

第二节环境管理监测⋯⋯⋯⋯(427)

第十八篇 中共吉安县地方组织

第一章组织建设⋯⋯⋯⋯⋯⋯(429)

第一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429)

第二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432)

第三节抗日战争时期⋯⋯⋯⋯(434)

第四节解放战争时期⋯⋯⋯⋯(43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