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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0年初，我由铜仁调石阡工作，县志办即赠送我一套县志初稿。

工作余暇，仔细研读，事皆求实，文堪副质，盎然兴味，获益非浅。今

县志出版在即，主编嘱其作序，伏案提笔，思绪万缕，感触良多，兹

恭书短笺略表心曲。

石阡地处黔东，远离筑市，元设长官司，明置石阡府，建置颇早，

历史悠久。一县13个民族聚居，与8县交邻，世所罕见。佛顶山是其
东部屏藩，乌江水是其西部通道。境内山峦重叠，群峰峭立I溶洞幽

深，气象万千，河流纵横．气候温和，森林覆蔽，鸟兽翔集。尤其多

处地下热泉，蕴藏丰富，水质上乘，或沐或饮，洗心益年。县城南端

著名的石阡温泉日流量1300吨，创修于明万历年间，“斯泉灵幻极，地
喷水如汤，暖沸肤添润，云蒸气自香”，实乃是得天独厚，黔境一绝。

县志记载解放前后石阡的发展变化，主述历史虽非-；；4-漓尽致，但

脉络清楚，稽考翔实，因果彰明，基本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的统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Mr．苛吏贪，生灵涂炭；水旱频仍，民
不聊生。石阡各族人民举义旗，杀贪官，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反抗

的烈火始终未熄，创造了烈烈轰轰，可歌可泣的历史。1934年和1936

年，中国工农红军两度经过石阡，进行过悲壮的甘溪战役，召开过具

有重要意义的“1·19会议”。全县1000多贫苦子弟参加红军，走上革

命征途。风云变幻，江山代易。1949年11月15日，石阡人民拨云见

日，获得彻底翻身解放，跟着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43年

中，全县工农业生产蒸蒸El上，各行各业欣欣向荣，面貌焕然一新，两

个时代，制度迥异，足堪存史、资治、教化之劝。

读这部县志，我们当发现一4"-事实。凡为人民做了一点好事的，仅
管时过境迁。人民仍代代相传，而那些鱼肉百姓的败类，虽飞灰烟灭，

仍免不了遭历史的唾弃。各级党政干部．，应熟知过去，墨楮自省，为

振兴石阡作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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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叠离情思故国，十年官迹滞他乡’’(清郡守任伟堂诗)。对客居
异地的石阡箱儿女，县志必定会加深他们的悠悠思念之情。我们借此

寄意各方贤达，诚望t,9-YJ同心，竭忠尽智，开创石阡光辉的未来。
《石阡县志》编纂成功，是石阡人民的一件大事，AE．,m阡历史上的

一件大事，为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2·

中共石阡县委书记 刘 瑛

199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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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阡地处武陵山脉东段边缘，位于贵州省东北市，铜4=-地区西部。

境内山峦叠耸，气候温湿。民风淳朴，勤事农牧。自秦始皇二十八年

(公元前219年)于-'4"-县境西部之本庄、河坝场一带置夜郎县，迄今已
有2210年的历史。

盛世修志为中华民族一优秀文化传统。志者史之流乘，“史以明治
乱兴衰之故，志以41"郡国利弊之书”。石阡自明永乐年间置郡设府至

1940年曾先后有8次修志之举，除2次未果外，成书之6部已有3部

散失。尚存之清乾隆《石阡府志》、民国《石阡县志》和《石阡乡土教

材辑-Jr-》均有一定的史料价41t，但都取事狭窄，记述简略且多有陈陈
相因、生搬硬套之弊，经济方面尤其记载不足。1942年国民党石阡县

政府会集全县士绅学者编修县志，终因时事所系徒托空文，修志之难

可以想见。相随江山代易，国体变更，石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尚存之旧志已远不备“资治、存史、教化"之需，因此石阡各族

人民无不希望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编修《石阡县志》。1978

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石阡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物质文明与精

神文明建设的蒸蒸日上，为新修方志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条件。据此县

-,it,-、县人民政府于1984年5月决定编纂《石阡县志》并成立了县志编

委办公室具体开展工作，时经数年，新编《石阡县志》将玉就出版．这

是时代的新篇，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实现了全县各族人民的共同愿

望。

新编的《石阡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辨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内容横及百科，纵贯古今，全志本着

“横排竖写"、“事近相聚，事同相并"，“详今之新，略古之旧”等编纂

原则，除序言、概述、大事记、附录外，共计9．1篇80余万字。资料

翔实、体例完备，文字顺洁。比较系统地、实事求是地记载了自元朝

至1985年700余年石阡的自然风貌和经济、政治、军事、文4-I：,、社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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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等各4"-领域的兴衰变迁，反映了石阡人民在社会变革和改造自然

以兴利除弊、兴举废坠中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的艰苦奋斗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揭示了石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
石阡有史以来最全面、最完整的综合性资料著述和信息宝库。它将为

今人和后人了解、研究石阡历史，进一步认识石阡县,141-，开发石阡经
济资源，治理石阡政事、繁荣石阡文化，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等提供诸

多可靠的依据和资料，同时它把石阡的各种信息向全国各地辐射。有
利于大力发展横向联系和协作，繁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新编县志工程浩繁，任务十分艰巨，编修人员怀着一片爱国爱乡

之,hit，始终把这一工作视为自己光荣的任务。他们在县志编49领导下，
跋山涉,jc、走村进寨以调查采访，研读史籍、探索理论以立体设计。夜

以继日、不辞辛劳地进行总纂，认真严谨，字,lt-1-句酌地修改完善。4,t-

出了艰巨的劳动和心血。同时，志书在编纂中，一直受到全县各族人
民、社会贤达及各方人士的关怀，得到省、地志办的指导及有关部门

的热情支持。又县直各部门积极编修专志，既使得以系统地总结本部

门建国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以扬善承优，继往开来，又为县志编

纂提供了大量资料。可以说，新编《石阡县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

众手修志、众目审志、众口评志的成果。在此，谨向全体编纂人员和

给予县志各种支持和帮助的仁人志士致以真诚的谢意l

古人曾说；“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地方志
“不惟征文献于既往，实所以资考镜于来兹”。新编的《石阡县志》是

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精神财富，“一启卷便能挚千载于眼底，运全局

于一心”，诚望致力于石阡建设的各级干部和一切有识之士都把《石阡

县志》作必开之卷，随时翻阅，以充分认识和利用石阡的客观条件，为
振兴石阡作出新的贡献。是为序。

·4‘

《石阡县志》编委主任、县长方在柏

’1992年5月



以 勿

一、《石阡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实事

求是的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鉴于解放前资料匮乏，取事少，尽可能追溯至有史料记载之时，

侧重记述全县解放后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历史与现状，下限

至1985年，个别内容适当下延。篇末附1986"-'199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概况

’三、采用第三人称现代汉语书面语言记述，述而略论。

四、石阡于1949年11月15日解放。之前称“解放前”，之后称“解

放后"。

五、少数民族源流及生活特征专篇记载，有关政治、经济、文化诸方

面散见其它各篇。．

六、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未作专篇记述，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志文中·

七、历代封建王朝及中华民国年号，从历史称呼，年号后加括符注明

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八、人物篇分传、录、表三种形式，入传人物是有比较突出的贡献或

有广泛的社会影响的本籍或客籍人物，其中也包括恶名昭著人物。均以卒

年先后为再。。

九、数字使用、计量单位均按国家及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地：I县档案馆，县统计局。有关史籍和社会

采访，均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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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热矿泉⋯⋯⋯⋯⋯⋯⋯⋯⋯⋯⋯⋯⋯⋯⋯⋯⋯⋯⋯⋯⋯⋯⋯⋯⋯⋯⋯⋯

第一节 热矿泉分布及水质⋯⋯⋯⋯⋯⋯⋯⋯⋯⋯⋯⋯⋯⋯⋯⋯⋯⋯⋯⋯⋯

第二节 热矿泉动态与化学特征⋯⋯⋯⋯⋯⋯⋯⋯⋯⋯⋯⋯⋯⋯⋯⋯⋯⋯⋯

第三节 热矿泉分述⋯⋯⋯⋯⋯⋯⋯⋯⋯⋯⋯⋯⋯⋯⋯⋯⋯⋯⋯⋯⋯⋯⋯⋯

第五章土 壤⋯⋯⋯⋯⋯⋯⋯⋯⋯⋯⋯⋯⋯⋯⋯⋯⋯⋯⋯⋯⋯⋯⋯⋯⋯⋯．．．

第一节 土壤类型⋯⋯⋯⋯⋯⋯⋯⋯⋯⋯⋯⋯⋯⋯⋯⋯⋯⋯⋯⋯⋯⋯⋯⋯⋯

第二节 土壤肥力⋯⋯⋯⋯⋯⋯⋯⋯⋯⋯⋯⋯⋯⋯⋯⋯⋯⋯⋯⋯⋯⋯⋯⋯⋯

第六章野生动植物⋯⋯⋯⋯⋯⋯⋯⋯⋯⋯⋯⋯⋯⋯⋯⋯⋯⋯⋯⋯⋯⋯⋯⋯⋯⋯

第一节 野生植物⋯⋯⋯⋯⋯⋯⋯⋯⋯⋯⋯⋯⋯⋯⋯⋯⋯⋯⋯⋯⋯⋯⋯⋯⋯

第二节 野生动物⋯⋯⋯⋯⋯⋯⋯⋯⋯⋯⋯⋯⋯⋯⋯⋯⋯⋯⋯⋯⋯⋯⋯⋯⋯

第三篇人口民族

第一章人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二章 民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口⋯⋯⋯⋯⋯⋯⋯⋯⋯⋯⋯⋯⋯⋯⋯⋯⋯⋯⋯⋯⋯⋯⋯⋯⋯⋯⋯

人口变化⋯⋯⋯⋯⋯⋯⋯⋯⋯··⋯⋯⋯⋯⋯⋯⋯⋯⋯⋯⋯⋯⋯⋯⋯·

人口密度与分布⋯⋯⋯⋯⋯⋯⋯⋯⋯⋯⋯⋯⋯⋯⋯⋯⋯⋯⋯⋯⋯⋯

人口构成⋯⋯⋯⋯⋯⋯⋯⋯⋯⋯⋯⋯⋯⋯⋯⋯⋯⋯⋯⋯⋯⋯⋯⋯⋯

计划生育⋯⋯⋯⋯⋯⋯⋯⋯⋯⋯⋯⋯⋯⋯⋯⋯⋯⋯⋯⋯⋯⋯⋯⋯⋯

族⋯⋯⋯⋯⋯⋯⋯⋯⋯⋯⋯⋯⋯⋯⋯⋯⋯⋯⋯⋯⋯⋯⋯⋯⋯⋯⋯

仡佬族⋯⋯⋯⋯⋯⋯⋯⋯⋯⋯⋯⋯⋯⋯⋯⋯⋯⋯⋯⋯⋯⋯⋯⋯⋯⋯

侗 族⋯⋯⋯⋯⋯⋯⋯⋯⋯⋯⋯⋯⋯·⋯⋯⋯⋯⋯⋯⋯⋯⋯⋯⋯⋯”

苗 族⋯⋯⋯⋯⋯⋯⋯⋯⋯⋯⋯⋯⋯⋯⋯⋯⋯⋯⋯⋯⋯⋯⋯⋯⋯⋯

土家族、瑶族等⋯⋯⋯⋯⋯⋯⋯⋯⋯⋯⋯⋯⋯⋯⋯⋯⋯⋯⋯⋯⋯⋯

民族工作⋯⋯⋯⋯⋯⋯⋯⋯⋯⋯⋯⋯⋯⋯⋯⋯⋯⋯⋯⋯⋯⋯⋯⋯⋯

第四篇经济管理

第一章国民经济计划⋯⋯⋯⋯

第一节 经济恢复时期及第

第二节第二个五年计划⋯

第三节 第三个五年计划⋯

第四节 第四个五年计划⋯

·2。

⋯⋯⋯⋯⋯．．．

一个五年计划

(101)

(101)

(102)

(103)

(104)

(106)

(106)

(109)

(111)

(114)

(114)

(115)

(117)

(117)

(119)

(121)

(121)

(123)

(124)

(126)

(128)

(128)

(130)

(133)

(137)

(140)

(1,45)

(145)

(146)

(147)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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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第五个五年计划⋯⋯⋯：⋯⋯⋯·

第六节 第六个五年计划⋯⋯⋯⋯⋯⋯”

第二章工商行政管理⋯⋯⋯⋯⋯⋯⋯⋯⋯”

第一节 工商企业管理⋯⋯⋯⋯⋯⋯⋯··

第二节 经济合同管理⋯⋯⋯⋯⋯⋯⋯··

第三节 商标管理⋯⋯⋯⋯⋯⋯⋯⋯⋯”

第四节 集市贸易管理⋯⋯⋯⋯⋯⋯⋯··

第三章物价管理⋯⋯⋯⋯⋯⋯⋯⋯⋯⋯⋯”

第一节 价格变化⋯⋯⋯⋯⋯⋯⋯⋯⋯”

第二节 交换比价及价格指数⋯⋯⋯⋯“

第三节价格管理⋯⋯⋯⋯⋯⋯⋯⋯⋯”

第四节物价监督检查⋯⋯⋯⋯⋯⋯⋯”

第四章审 计⋯⋯⋯⋯⋯⋯⋯⋯⋯⋯⋯”

第一节 财政监察⋯⋯⋯⋯⋯⋯⋯⋯⋯”

第二节 审计⋯⋯⋯⋯⋯⋯⋯⋯⋯⋯”

第五章标准计量管理⋯⋯⋯⋯⋯⋯⋯⋯⋯··

第一节度量衡演变⋯⋯⋯⋯⋯⋯⋯⋯”

第二节 标准管理⋯⋯⋯⋯⋯⋯⋯⋯⋯”

第三节计量管理⋯⋯⋯⋯⋯⋯⋯⋯⋯··

第六章统 计⋯⋯⋯⋯⋯⋯⋯⋯⋯⋯⋯”

第一节 统计工作⋯⋯⋯⋯⋯⋯⋯⋯⋯”

第二节 信息咨询⋯⋯⋯⋯⋯⋯⋯⋯⋯”

⋯⋯⋯⋯⋯⋯⋯⋯⋯⋯⋯⋯⋯⋯⋯(149)

⋯⋯⋯⋯⋯⋯⋯⋯⋯⋯⋯⋯·⋯·0⋯(149)

⋯···⋯···⋯⋯⋯⋯⋯⋯⋯⋯⋯⋯⋯(152)

⋯⋯⋯⋯⋯⋯⋯⋯·⋯⋯⋯⋯⋯⋯··(152)

⋯⋯⋯⋯·⋯⋯⋯⋯⋯⋯⋯·····@0@000(153)

⋯···⋯⋯⋯⋯⋯⋯·⋯0@0⋯⋯⋯⋯··(154)
⋯⋯⋯⋯⋯⋯⋯⋯⋯⋯⋯⋯·⋯⋯··(154)

⋯⋯⋯⋯⋯⋯⋯···⋯⋯000⋯⋯⋯⋯(155)

⋯⋯⋯⋯⋯⋯⋯⋯⋯⋯⋯⋯⋯⋯⋯(155)

⋯⋯⋯⋯⋯⋯···⋯⋯⋯⋯⋯⋯⋯⋯(159)

⋯⋯⋯⋯⋯⋯⋯⋯⋯⋯⋯⋯·⋯⋯··(161)

⋯·⋯⋯⋯⋯⋯⋯⋯⋯⋯⋯⋯⋯⋯··(1 63)

⋯⋯⋯⋯⋯⋯⋯⋯⋯⋯⋯⋯⋯⋯⋯(164)

⋯⋯⋯⋯⋯⋯⋯⋯⋯⋯⋯⋯·⋯⋯··(164)

⋯⋯⋯⋯⋯⋯⋯⋯⋯⋯⋯⋯·⋯⋯··(164)

⋯⋯⋯⋯···⋯⋯⋯⋯⋯⋯⋯·⋯⋯··(166)

⋯⋯⋯”矿⋯⋯⋯⋯⋯⋯⋯⋯⋯⋯”(166)

⋯⋯⋯⋯⋯⋯⋯⋯⋯⋯⋯⋯·⋯⋯··(166)

⋯⋯⋯·⋯⋯⋯⋯··⋯⋯···⋯·⋯⋯··(167)

⋯⋯⋯⋯⋯000⋯000⋯⋯⋯⋯·⋯⋯··(167)

⋯⋯⋯⋯⋯⋯⋯⋯⋯⋯⋯⋯⋯⋯⋯(167)

⋯⋯⋯⋯⋯·⋯⋯⋯⋯⋯⋯⋯⋯⋯··(168)

第五篇农 业

第一章农业生产关系变革⋯⋯⋯⋯⋯⋯⋯⋯⋯⋯⋯⋯⋯⋯⋯-⋯⋯⋯⋯⋯⋯⋯“(169)．

第一节 土地改革⋯⋯⋯⋯⋯⋯⋯⋯⋯⋯⋯⋯⋯⋯⋯⋯⋯⋯⋯⋯⋯⋯⋯⋯⋯(169)

第二节 农业互助合作⋯⋯⋯⋯⋯⋯⋯⋯⋯⋯⋯⋯⋯⋯⋯⋯⋯⋯⋯⋯⋯⋯⋯(171)

第三节 人民公社⋯⋯⋯⋯⋯⋯⋯⋯⋯⋯⋯⋯⋯⋯⋯⋯⋯⋯⋯⋯⋯⋯⋯⋯”(172)
第四节 联产承包责任制⋯⋯⋯⋯⋯⋯⋯⋯⋯⋯⋯⋯⋯，．．⋯⋯⋯⋯⋯⋯⋯⋯(174)

第二章种植业⋯⋯⋯⋯⋯⋯⋯⋯⋯⋯⋯⋯⋯⋯⋯⋯⋯⋯⋯⋯⋯⋯w⋯⋯⋯⋯⋯(175)

第一节耕地，肥料⋯⋯⋯⋯⋯⋯⋯⋯⋯⋯⋯⋯⋯⋯⋯⋯⋯⋯⋯⋯⋯⋯⋯⋯(175)

第二节耕作制度⋯⋯⋯⋯⋯⋯⋯⋯⋯⋯⋯⋯⋯⋯⋯⋯⋯⋯⋯⋯⋯⋯⋯⋯⋯(176)

第三节粮食作物⋯⋯⋯⋯⋯⋯⋯⋯⋯⋯⋯⋯⋯⋯⋯⋯⋯⋯⋯⋯⋯⋯⋯⋯⋯(176)

第四节经济作物⋯⋯⋯⋯⋯⋯⋯⋯⋯⋯⋯⋯⋯⋯⋯⋯⋯⋯⋯⋯⋯⋯⋯⋯．．．(181)

第五节 种子生产和供应⋯⋯⋯⋯⋯⋯⋯⋯⋯⋯⋯⋯⋯⋯⋯⋯⋯⋯⋯⋯⋯⋯(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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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植物保护⋯⋯⋯⋯⋯⋯⋯⋯⋯⋯⋯⋯⋯⋯⋯⋯⋯⋯⋯⋯⋯⋯⋯⋯⋯(187)

第七节。农业机具⋯⋯⋯⋯⋯⋯⋯⋯⋯⋯⋯⋯⋯⋯⋯⋯⋯⋯⋯⋯⋯⋯⋯⋯⋯(189)

第三章养殖业⋯⋯⋯⋯⋯⋯⋯⋯⋯⋯⋯⋯⋯⋯⋯⋯⋯⋯⋯⋯⋯⋯⋯⋯⋯⋯⋯⋯(190)

第一节 畜牧生产⋯⋯⋯⋯⋯⋯⋯⋯⋯⋯⋯⋯⋯⋯⋯⋯⋯⋯⋯⋯⋯⋯⋯⋯⋯(190)

第二节 畜禽品种改良⋯⋯⋯⋯⋯⋯⋯⋯⋯⋯⋯⋯⋯⋯⋯⋯⋯．．．⋯⋯⋯⋯⋯(193)

第三节 疫病防治⋯⋯⋯⋯⋯⋯⋯⋯⋯⋯⋯⋯⋯⋯⋯⋯⋯⋯⋯⋯⋯⋯⋯⋯”(194)
第四节 种草养殖⋯⋯⋯⋯⋯⋯⋯⋯⋯⋯⋯⋯⋯⋯⋯⋯⋯⋯⋯⋯⋯⋯⋯⋯⋯(196)

第五节 水面养殖⋯⋯⋯⋯⋯⋯⋯⋯⋯⋯⋯⋯⋯⋯⋯⋯⋯⋯．．．⋯⋯⋯⋯⋯⋯(196)

第四章农业区划⋯⋯⋯⋯⋯⋯⋯⋯⋯⋯⋯⋯⋯⋯⋯⋯⋯⋯⋯⋯⋯⋯⋯⋯⋯⋯⋯(197)

第一节 区划工作⋯⋯⋯⋯⋯⋯⋯⋯⋯⋯⋯⋯⋯⋯⋯⋯⋯⋯⋯⋯060@·0⋯⋯⋯(197)

第二节 综合农业区划⋯⋯⋯⋯⋯⋯⋯⋯⋯⋯⋯⋯⋯⋯⋯⋯⋯⋯⋯⋯⋯⋯⋯(198)

第三节 区划成果运用⋯⋯⋯⋯⋯⋯⋯⋯⋯⋯⋯⋯⋯⋯⋯⋯⋯⋯⋯⋯⋯⋯⋯(200)

第六篇林 业

第一章森林资源⋯⋯⋯⋯⋯⋯⋯⋯⋯⋯⋯⋯⋯⋯⋯⋯⋯⋯⋯⋯⋯⋯⋯⋯⋯⋯⋯(201)

第一节 森林分布⋯⋯⋯⋯⋯⋯⋯⋯⋯⋯⋯⋯⋯⋯⋯⋯⋯⋯⋯⋯⋯⋯⋯⋯⋯(201)

第二节 面积、蓄积、覆盖率⋯⋯⋯⋯⋯⋯⋯⋯60Q OO@0@0 000@OO⋯⋯⋯⋯⋯⋯⋯(202)

第三节 主要树种及珍贵树种⋯⋯⋯⋯⋯⋯⋯⋯⋯⋯⋯⋯⋯⋯⋯⋯⋯⋯⋯⋯(203)

第二章植树造林⋯⋯⋯⋯⋯⋯⋯⋯⋯⋯⋯⋯⋯⋯⋯⋯⋯⋯⋯⋯⋯⋯⋯⋯⋯⋯⋯(204)

第一节 采种育苗⋯⋯⋯⋯⋯⋯⋯⋯⋯⋯⋯⋯⋯⋯⋯⋯⋯⋯⋯⋯⋯⋯⋯⋯⋯(204)

第二节 植树造林⋯⋯⋯⋯⋯⋯⋯⋯⋯⋯⋯⋯⋯⋯⋯⋯⋯⋯⋯⋯⋯⋯⋯⋯⋯(205)

第三节 封山育林⋯⋯⋯⋯⋯⋯⋯⋯⋯⋯⋯⋯⋯⋯⋯⋯⋯⋯⋯⋯⋯⋯⋯⋯⋯(206)

第三章森林保护⋯⋯⋯⋯⋯⋯⋯⋯⋯⋯gooooo⋯⋯⋯⋯⋯⋯⋯⋯⋯⋯⋯⋯⋯⋯⋯(207)

第一节 山林火灾及防治⋯⋯⋯⋯⋯⋯⋯⋯⋯⋯⋯⋯⋯⋯⋯⋯⋯⋯⋯⋯⋯⋯(207)

第二节 森林病虫害及防治⋯⋯⋯⋯⋯⋯⋯⋯⋯⋯⋯⋯⋯⋯⋯⋯⋯⋯⋯⋯⋯(207)

第三节 乡规民约⋯⋯⋯⋯⋯⋯⋯⋯⋯⋯⋯⋯⋯⋯⋯⋯⋯⋯⋯⋯⋯⋯⋯⋯⋯(208)

第四节林业公安⋯⋯⋯⋯⋯⋯⋯⋯⋯⋯⋯⋯⋯⋯⋯⋯⋯⋯⋯⋯⋯⋯⋯⋯⋯(209)

第四章林 场⋯⋯⋯⋯⋯⋯⋯⋯⋯⋯⋯⋯⋯⋯⋯⋯⋯⋯⋯⋯⋯⋯⋯⋯⋯⋯⋯(209)

第一节 国营林场⋯⋯⋯⋯⋯⋯⋯⋯⋯⋯⋯⋯⋯⋯⋯⋯⋯⋯⋯⋯⋯⋯⋯⋯⋯(209)

第二节集体林场⋯⋯⋯⋯⋯⋯⋯⋯⋯⋯⋯⋯⋯⋯⋯⋯⋯⋯⋯⋯⋯⋯⋯⋯⋯(210)

第五章森林利用⋯⋯⋯⋯⋯⋯⋯⋯⋯⋯⋯⋯⋯⋯⋯⋯⋯⋯⋯⋯⋯⋯⋯⋯⋯⋯⋯(213)

第一节木材购销⋯⋯⋯⋯⋯⋯⋯⋯⋯⋯⋯⋯⋯⋯⋯⋯⋯000·O@⋯⋯⋯⋯⋯(213)

第二节 木材采伐⋯⋯⋯⋯⋯⋯⋯⋯⋯⋯⋯⋯⋯⋯⋯⋯⋯⋯⋯⋯⋯⋯⋯⋯⋯(214)

第三节林副产品⋯⋯⋯⋯⋯⋯⋯⋯⋯⋯⋯⋯⋯⋯⋯⋯⋯⋯⋯⋯⋯⋯⋯⋯⋯(215)

第六章林业管理⋯⋯⋯⋯⋯⋯⋯⋯⋯⋯⋯⋯⋯⋯⋯⋯⋯⋯⋯⋯⋯⋯⋯⋯⋯⋯⋯(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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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管理机构⋯⋯⋯⋯⋯⋯⋯⋯⋯⋯⋯⋯⋯⋯⋯⋯⋯⋯⋯⋯⋯⋯⋯⋯⋯

第二节林区建设⋯⋯⋯⋯⋯⋯⋯⋯⋯⋯⋯⋯⋯⋯⋯⋯⋯⋯⋯⋯⋯⋯⋯⋯⋯

第三节 山林权属⋯⋯⋯⋯⋯⋯⋯⋯⋯⋯⋯⋯⋯⋯⋯⋯⋯⋯⋯⋯⋯⋯⋯⋯⋯

第四节 未材管理⋯⋯⋯⋯⋯⋯⋯⋯⋯⋯⋯⋯⋯⋯⋯⋯⋯⋯⋯⋯⋯⋯⋯⋯⋯

(216)

(217)

(217)

(219)

第七篇水利电力

第一章水． 利“?⋯⋯⋯⋯⋯⋯⋯⋯⋯⋯⋯⋯⋯⋯⋯⋯⋯⋯⋯⋯⋯⋯⋯⋯⋯⋯(221)

第一节蓄水工程⋯⋯⋯⋯⋯⋯⋯⋯⋯⋯⋯⋯⋯⋯⋯⋯⋯⋯⋯⋯⋯⋯⋯⋯⋯(221)

第二节 引水工程⋯⋯⋯⋯⋯⋯⋯⋯⋯⋯⋯⋯⋯⋯⋯⋯⋯⋯⋯⋯⋯⋯⋯⋯⋯(224)

第三节 提灌工程⋯⋯⋯⋯⋯⋯⋯⋯⋯⋯⋯⋯⋯⋯⋯⋯⋯⋯⋯⋯⋯⋯·0 00@(226)

第四节 防洪排涝⋯⋯⋯⋯⋯⋯⋯⋯⋯⋯⋯⋯⋯⋯⋯⋯⋯⋯⋯⋯⋯⋯⋯⋯⋯(230)

第五节 水土保持⋯⋯⋯⋯⋯⋯⋯⋯⋯⋯⋯⋯⋯⋯⋯⋯⋯⋯⋯⋯⋯⋯⋯⋯⋯(231)

第六节 人畜饮水工揖⋯⋯⋯⋯⋯⋯⋯⋯⋯⋯⋯⋯⋯⋯⋯⋯⋯⋯⋯⋯⋯⋯⋯(232)

第二章地方电力⋯⋯⋯⋯⋯⋯⋯⋯⋯⋯⋯⋯⋯⋯⋯⋯⋯⋯⋯⋯⋯⋯⋯⋯⋯⋯⋯(233)

第一节 县级小水电站⋯⋯⋯⋯⋯⋯⋯⋯⋯⋯⋯⋯⋯⋯⋯⋯⋯⋯⋯⋯⋯⋯⋯(233)

第二节 农村小水电站⋯⋯⋯⋯⋯⋯⋯⋯⋯⋯⋯⋯⋯⋯⋯⋯⋯⋯⋯⋯⋯⋯⋯(234)

第三节 输变电工程⋯⋯⋯⋯⋯⋯⋯⋯⋯⋯⋯⋯⋯⋯⋯⋯⋯⋯⋯⋯⋯⋯⋯⋯(237)

第三章水利电力管理⋯⋯⋯⋯⋯⋯⋯⋯⋯⋯⋯⋯⋯⋯⋯⋯“⋯⋯⋯⋯⋯⋯⋯⋯·(238)

第一节水利管理⋯⋯⋯⋯⋯⋯⋯⋯⋯⋯⋯⋯⋯⋯⋯⋯⋯⋯⋯⋯⋯⋯⋯⋯⋯(238)

第二节 电力管理⋯⋯⋯⋯⋯⋯⋯⋯⋯⋯⋯⋯⋯⋯⋯⋯⋯⋯⋯⋯⋯⋯⋯⋯⋯(239)

第八篇工业建设交通

第一章工 业⋯⋯⋯⋯⋯⋯⋯⋯⋯⋯⋯⋯⋯⋯⋯⋯⋯⋯⋯⋯⋯⋯⋯⋯⋯⋯⋯

第一节 重工业⋯⋯⋯⋯⋯⋯⋯⋯⋯⋯⋯⋯⋯⋯⋯⋯⋯⋯：⋯⋯⋯⋯⋯⋯⋯“

第二节 轻工业⋯⋯⋯⋯⋯Ooo 000@oo O@o O@o··00 O o⋯⋯⋯⋯⋯⋯⋯⋯⋯⋯⋯⋯”

第三节 名优产品⋯⋯⋯⋯⋯⋯⋯⋯⋯⋯⋯⋯⋯⋯⋯⋯⋯⋯⋯⋯⋯⋯⋯⋯⋯

第二章城乡建设⋯⋯⋯⋯⋯⋯⋯⋯⋯⋯．．．⋯⋯⋯⋯⋯⋯⋯⋯⋯⋯⋯⋯⋯⋯⋯⋯

第一节县城建设⋯⋯⋯⋯⋯⋯⋯⋯⋯⋯⋯⋯⋯⋯⋯⋯⋯⋯⋯⋯⋯⋯⋯⋯⋯

第二节 乡镇建设⋯⋯⋯⋯⋯⋯⋯⋯⋯⋯⋯⋯．．．⋯⋯⋯⋯⋯⋯⋯⋯⋯⋯⋯⋯

第三节 建筑与管理⋯⋯⋯⋯·—⋯⋯⋯⋯⋯⋯⋯⋯⋯⋯⋯⋯⋯⋯⋯⋯⋯⋯⋯

第四节 环境卫生与环境保护⋯⋯⋯·@0@00 00@@·0 000⋯⋯⋯⋯$00@O··0·0@0·I'00⋯⋯⋯

第三章交 通⋯⋯⋯⋯⋯⋯⋯⋯⋯⋯⋯⋯⋯⋯⋯⋯⋯⋯⋯⋯⋯⋯⋯⋯⋯⋯⋯

第一节 交通建设⋯．．．⋯⋯⋯⋯⋯⋯⋯⋯⋯⋯⋯⋯⋯⋯⋯⋯⋯⋯⋯⋯⋯⋯⋯

第二节交通运输⋯⋯⋯⋯⋯⋯⋯⋯⋯⋯⋯⋯⋯⋯⋯⋯⋯⋯⋯⋯⋯⋯⋯⋯⋯

第三节交通管理⋯⋯⋯⋯⋯⋯⋯⋯⋯⋯⋯⋯⋯⋯⋯⋯⋯⋯⋯⋯⋯⋯⋯⋯⋯

(242)

(242)

(243)

(250)

(251)

(251)

(256)

(258)

(259)

(260)

(260)

(267)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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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邮 电⋯⋯⋯⋯⋯⋯⋯⋯⋯⋯⋯⋯⋯⋯⋯⋯⋯⋯⋯⋯⋯⋯⋯⋯⋯⋯⋯(271)

第一节 邮政⋯⋯⋯⋯⋯⋯⋯⋯⋯⋯⋯⋯⋯⋯⋯⋯⋯⋯⋯⋯⋯⋯⋯⋯⋯⋯(271)

第二节 电信⋯⋯⋯⋯⋯⋯⋯⋯⋯⋯⋯⋯⋯⋯⋯⋯⋯⋯⋯⋯⋯⋯⋯⋯⋯⋯(273)

第九篇商 业

第一章商 业⋯⋯⋯⋯⋯⋯⋯⋯⋯⋯⋯⋯⋯⋯⋯⋯⋯⋯⋯⋯⋯⋯⋯⋯⋯⋯⋯(277)

第一节 私营商业⋯⋯⋯⋯⋯⋯⋯⋯⋯⋯⋯⋯⋯⋯⋯⋯⋯⋯⋯⋯⋯⋯⋯⋯⋯(277)

第二节集体商业⋯⋯⋯⋯⋯·^⋯⋯⋯⋯⋯⋯⋯⋯⋯⋯⋯⋯⋯⋯⋯⋯⋯⋯⋯(278)

第三节供销合作⋯⋯⋯⋯⋯⋯⋯⋯⋯⋯⋯⋯⋯⋯⋯⋯⋯⋯⋯⋯⋯⋯⋯⋯⋯(279)

第四节 国营商业⋯⋯000 000⋯⋯⋯⋯⋯⋯⋯⋯⋯⋯⋯⋯⋯⋯⋯⋯⋯⋯⋯⋯⋯(280)

第二章粮 油⋯⋯⋯⋯⋯⋯⋯⋯⋯⋯⋯⋯⋯⋯⋯⋯⋯⋯⋯⋯⋯⋯⋯⋯⋯⋯⋯(282)

第一节 粮食购销⋯⋯⋯⋯⋯⋯⋯⋯·000 00 ·⋯⋯⋯⋯⋯⋯⋯⋯⋯⋯⋯⋯(282)

第二节 油脂购销⋯⋯⋯⋯⋯⋯⋯⋯⋯⋯⋯⋯⋯⋯⋯⋯⋯⋯⋯⋯⋯⋯⋯⋯⋯(285)

第三节 粮油储运加工⋯⋯⋯⋯⋯⋯⋯⋯⋯⋯⋯⋯⋯⋯⋯⋯⋯⋯⋯⋯⋯⋯⋯(286)

第四节 饲料供应⋯⋯⋯⋯⋯⋯⋯⋯⋯⋯⋯⋯⋯⋯⋯⋯⋯⋯⋯⋯⋯⋯⋯⋯⋯(288)

第三章商品经营⋯⋯⋯⋯⋯⋯⋯⋯⋯⋯⋯⋯⋯⋯⋯⋯⋯⋯⋯⋯⋯⋯⋯⋯⋯⋯⋯(289)

第一节 农业生产资料供应⋯⋯⋯⋯⋯⋯⋯⋯⋯⋯⋯⋯⋯⋯⋯⋯⋯⋯⋯⋯⋯(289)

第二节 农副产品购销⋯⋯⋯⋯⋯⋯⋯⋯⋯⋯⋯000 00 000⋯⋯⋯⋯⋯⋯⋯⋯(291)

第三节工业品购销⋯⋯⋯⋯⋯⋯⋯⋯⋯⋯⋯⋯⋯⋯⋯⋯⋯⋯⋯⋯⋯ooo·O·⋯(294)

第四节 金属、建材、机电、轻化产品供应⋯⋯⋯⋯⋯⋯⋯⋯⋯⋯⋯⋯⋯⋯(298)

第五节 饮食服务⋯⋯⋯⋯⋯⋯⋯⋯⋯⋯⋯⋯⋯OOO OO O·⋯⋯⋯⋯⋯⋯⋯⋯(299)

第四章对外贸易⋯⋯⋯⋯⋯⋯⋯⋯⋯⋯⋯⋯⋯⋯⋯⋯⋯⋯⋯⋯⋯⋯⋯⋯⋯⋯⋯(300)

第一节粮油食品类⋯⋯⋯⋯⋯⋯⋯00··ll·ll·⋯⋯⋯⋯⋯⋯⋯⋯⋯⋯⋯⋯··(301)

第二节 土畜产品类⋯⋯⋯⋯⋯⋯⋯⋯⋯⋯⋯⋯⋯⋯⋯⋯⋯⋯⋯⋯⋯⋯⋯⋯(301)

第三节 工艺品类⋯⋯⋯⋯⋯⋯⋯⋯⋯⋯⋯⋯⋯⋯⋯⋯⋯⋯⋯⋯⋯⋯⋯⋯⋯(302)

第四节矿产类⋯⋯⋯⋯⋯⋯⋯⋯⋯⋯⋯⋯⋯⋯⋯⋯⋯⋯⋯⋯⋯⋯⋯⋯⋯⋯(302)

第五章市场贸易⋯⋯⋯⋯⋯⋯⋯⋯⋯⋯⋯⋯⋯⋯⋯⋯⋯⋯⋯⋯⋯⋯⋯⋯⋯⋯⋯(303)

第一节 市场⋯⋯⋯⋯⋯⋯⋯⋯⋯⋯⋯⋯⋯⋯⋯⋯⋯⋯⋯⋯⋯⋯⋯⋯⋯⋯(303)

第二节集市贸易⋯⋯一⋯⋯⋯⋯⋯⋯⋯⋯⋯⋯⋯··?⋯⋯⋯··“···⋯⋯⋯·⋯”(305)

第十篇财政金融

第一章财 政⋯⋯⋯⋯⋯⋯⋯⋯⋯⋯⋯⋯⋯⋯⋯⋯⋯⋯⋯⋯⋯⋯⋯⋯⋯⋯⋯(308)

第一节 财政体制⋯⋯⋯⋯⋯⋯⋯⋯⋯⋯⋯⋯⋯⋯⋯⋯⋯⋯⋯⋯⋯⋯⋯⋯⋯(308)

第二节财政收支⋯⋯⋯⋯⋯⋯⋯⋯⋯⋯⋯⋯⋯⋯⋯⋯⋯⋯⋯⋯⋯⋯⋯⋯⋯(309)

第三节 预算外资金管理⋯⋯⋯⋯⋯⋯⋯⋯⋯⋯⋯⋯⋯⋯⋯⋯⋯⋯⋯⋯⋯⋯(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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