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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刘尧铣 中共贵溪县委书记

随着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的广为流传，施耐庵所开篇的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

尉误走妖魔”的故事，便给当年广信府的贵溪县，蒙上了一层烟笼雾绕的神奇气氛。多少年来，

人们都是以神奇的目光，关注着这块神奇的土地。

该是东汉的第一代天师张道陵独具慧眼，云游四海之后，相中了贵溪，在龙虎山中结庐炼

丹。如今，在这国家级风景秀丽的龙虎山旅游区中，有与山东孔府齐名的上清宫、天师府，迄今

仍绵延着千百年来的道教文化，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来客。

在有漓江山水之称的仙水岩峭壁上瑰集着春秋战国时期崖墓群，悬挂着一部古越族的无

言史。至于它是如何放置的，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待解之谜。

居住在贵溪南部深山老林中的畲族，以他们特有的文化传说，吸引着众多的采风者。

始建于南宋历时八百年之久的贵溪象山书院，今天仍然以它固有的底蕴启迪着后人。

从当年张天师在贵溪炼丹，发展到今天的全国最大的炼铜基地，真不知是历史的必然，抑

或是历史的偶然?贵溪冶炼厂、贵溪发电厂、贵溪化肥厂等现代化大型企业雨后春笋般地诞生

在这块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祈祷已成过去，科学使人奋起。

320国道、20H6国道及浙赣线、皖赣线、鹰厦线等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正在为改革开放的

贵溪注入一派蓬蓬勃勃的生机。

作为一方之全史的《贵溪县志》，翔实地记载2480平方公里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于是就顺

理成章地造成了《贵溪县志》所独钟的特点与优势。

贵溪的山川I就是一幅画卷，贵溪的人文就是一部书史，史学家、社会学家们可以在这里撷

取许多耐人寻味的课题。热爱祖冒：当’须热爱家乡。无今不成古，无古不成今，继往开来，我们

50余万贵溪儿女亦可以从中吸取永远的教益。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贵溪县志》在此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尔今尔后她都会维系着贵溪人民的那些不老的乡情。

明朝景泰年间，天顺元年，以及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贵溪县志》的三个成本，及其更早

些的《贵溪县志》皆毁于兵燹。“，／，■入

清代虽有康熙、乾隆、道光、同治等版本存世，然采用语体文，用新观点、新方法编修的《贵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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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县志》，这无疑是为贵溪历史竖起了一座丰碑。古人讲：修史之难，莫过修志，而编修县志亦是

难中之难。历经十个寒暑，洋洋一百万余字的县志问世显然是贵溪人民的一大喜事。

全书采用分卷并列体，除概述、大事记外，33个分卷分别记述了贵溪县境内的天文、地理、

经济、文化的嬗变与发展。是大米就记大米，是黄豆就记黄豆，不舍大米而谈佳酿，丢黄豆而记

营养。观念和理论是发展变化的，而历史资料本身，则是历久常新，颠扑不破的。这里恰如一个

规模宏大的中药铺，黄芪、当归、党参、白术各种草药，将其分门别类地排列、存放。宜补、宜泻、

要敷、要服，全凭医家自取，该志则云：“鄙号只供良药，不供良方’’。是为序。

1995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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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绍聪 贵溪县人民政府县长

今年春，我来贵溪工作，恰逢新编县志定稿付梓。十年修志，沉甸巨册，凝结着多少人的心

血和汗水!如此投入，所为者何?社会需要方志，方志服务社会。我为《贵溪县志》问世而深感

庆幸!

修志的目的在于用志。我未及参与修志，但愿与同志们一道，致力于把新编县志的潜在效

益化为现实效益，而不忍把来之不易的志书束之高阁。

方志的首要效用是“资治"，即可作治理地方的借鉴。历代官府之所以绵延不绝地把修志视

为大政，就是因为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最宜“备行政官吏之观览，以定其发施政令之方针一，

遂至形成“新官上任先读志"的通例，清代官颁的《吏治悬镜》更明定“莅官读志"。今天，我们重

视用志以资治，不仅是继承先人为政的可取传统，更基于遵循唯物辩证方法和当代科学决策程

序的必需。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内改造世界。每个县，都有其地域特点，即独特的自

然环境和社会、经济、人文环境，形成各自的县情。当代地方决策施政，必须以对地情的全面分

析、综合为出发点，周密地研究本地事物方方面面的内在联系。现在恰好，有了一部新编县志，

它是本县自然和社会、历史和现状的综合记述，是1990年底以前的县情总汇、信息大全，正是

为我们提供了明了县情的入门书、决策备查的资料库。决策工业，可从中找到有关工业现状、资

源、交通、邮电、市场联系渠道、劳动力等资料；决策农业，可从中找到经营体制演变、气候、土

壤、水利、作物、耕作制度、农技网络等资料；决策商贸，可从中找到国营、集体、个体商业和粮油

贸易管理机制变迁、经营网，最、城乡市场布局、购销方式、储运设施、加工能力、对外贸易及工

商、税务管理等资料；决策科教，可从中找到科技、教育机构和队伍、各级各类学校的历史与现

状、人材输送和培训、教育普及率、科教经费筹集、科研成果及科教体制改革等资料；决策县、乡

政权体系的设置，可从中找到建置沿革、各乡镇地理位置、经济活动集散以及全县交通、通讯诸

条件的基础与发展潜力等资料。“一卷在手，备之案头，微型档案，省时致用。"这就是志书对为

政者提供的便利。我希望，不仅县级领导，各部门、各乡镇的负责同志，都把县志作为工作用书，

认真研究使用，借以提高决策能力和领导水平。 ，

县志的第二效用是“教化"，即教育感化。爱贵溪、兴贵溪，先要知贵溪；爱祖国、爱民族，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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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爱家乡。新编县志为知贵溪、爱家乡提供了丰富、生动、具体、亲切的教材；吴武陵吟为“疑是

蓬莱路"、徐霞客赞为“奇景冠平生”的山水胜境；农、林、矿、能俱全的丰饶资源；铁路、国道、水

运交织、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世传为高辛氏盘瓠之裔的畲族同胞；“尚淳质、好俭约”的民风、

“忠勤廉洁为心"的士风；共产党领导下红土地上可歌可泣的斗争史实；共和国建立后全县人民

为改变“一穷二白"面貌而奋斗、探索的创业征程；改革开放以来县域经济蓬勃发展、城乡欣欣

向荣的壮丽图景；80年代铜都崛起、大企业连片耸峙于信江畔的辉煌业绩；还有自唐以来英才

辈出的人物画廊，或文韬武略、匡时济世，或慷慨赴义、艰苦卓绝，或献身科教、志在强国。这些，

足以激励全县人民爱乡爱国、力图报效的豪情壮志，振奋精神，弘扬正气，为贵溪经济腾飞献

智、献力、献身。

县志的第三效用是“存史”，即储存着丰赡、翔实的史料。这是各门类学科的研究素材，是待

开采的“矿藏"。我希望，县内外专家学者能从中挖掘、冶炼出放射异彩的珠玑。

新编县志将在国内外发行，把贵溪的全面信息辐射远方，让人们全方位地了解贵溪。志书

备载投资环境，一览可得，必将引起海内外投资者对这方深蕴魅力的土地的兴趣。志书详载名

胜古迹、奇山秀水，亦堪作“旅游向导"。

客居他乡的游子，县志更是沟通乡情的桥梁，是缅怀故土的家庭传世珍藏品。我希望，海内

外县籍人士，凭借县志得悉家乡古今情形后，能与父母之邦的亲人加强联系，出谋献策，共襄桑

梓大业；

若干年后的县志，将会记述今天!记述我们j

1995年7月7日



凡例

一、本志力求全面记述贵溪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立足当代

通贯古今。所载内容上溯其源，下限止于1990年底，个别事物，为照顾其完整性，有所延伸。

二、本书以记、志、述、传、表、录、图为主要表述形式。图片主要集中于卷首，少数随文。全

书由概述、大事记及三十三个分卷构成。
·

三、以贵溪龙虎山等风景名胜著称于世，特设《名胜文物卷》。因张天师道教活动渊远流长

故立专章。又因贵溪为方志敏烈士创立的苏区之一，故另辟《苏区卷》。

四、历史纪年一般保留习惯用法(加注公元纪年)，《苏区卷》、清以后人物传及1949年5月

4日起一律用公元纪年。人物传排列以生年为序。 ．

五、对原辖鹰潭等地的记述，至区划分开后为止。志载统计数字1961年始不含鹰潭。中央、

省、市驻县企事业单位以条目体附入有关专业志。

六、本书数据以统计部门为准，用标准计量单位，行文中个别地方视需要可保留习惯用法。

山川、地名以《贵溪县地名志》为准，视需要加注俗名。

七、全书资料源于各个部门、各级档案馆所，及有关正史、旧志、家谱、报刊、专著和部分口

碑资料。均已考订核实，行文中一般不一一加注。

八、根据国家有关规定，1984年2月27日以后计量单位应改为公制。但为尊重史实起见，

本书引文中及表中计量单位一般情况下均未作改动。

九、本志中“建国后’’系指新中国成立后。

．㈠



目录

概述⋯⋯⋯⋯⋯⋯⋯⋯⋯⋯⋯⋯⋯⋯⋯⋯⋯(1)

大事记⋯⋯⋯⋯⋯⋯⋯⋯⋯⋯⋯⋯⋯⋯⋯⋯⋯(7)

卷一建置区划

第一章建置⋯⋯⋯⋯⋯⋯⋯⋯⋯⋯⋯(47)

第一节沿革⋯⋯⋯⋯⋯⋯⋯⋯⋯⋯⋯(47)

第二节境域⋯⋯⋯⋯⋯⋯⋯⋯⋯⋯⋯(49)

第二章区划⋯⋯⋯⋯⋯⋯⋯⋯⋯⋯⋯(51)

第一节明清区划⋯⋯⋯⋯⋯⋯⋯⋯⋯⋯(51)

第二节民国区划⋯⋯⋯⋯⋯⋯⋯⋯⋯⋯(52)

第三节新中国成立后区划⋯⋯⋯⋯⋯⋯(54)

第三章县城⋯⋯⋯⋯⋯⋯⋯⋯⋯(59)

第四章乡 镇⋯⋯⋯⋯⋯⋯⋯⋯⋯⋯(62)

卷二 自然环境

第一章地质⋯⋯⋯⋯⋯⋯一⋯⋯⋯⋯(81)

第一节地质演变⋯⋯⋯⋯⋯⋯⋯⋯⋯⋯(81)

第二节地层⋯⋯⋯⋯⋯⋯⋯⋯⋯⋯⋯(82)

第三节构造⋯⋯⋯⋯⋯⋯⋯⋯⋯⋯⋯(83)

第四节岩体分布⋯⋯⋯⋯⋯⋯⋯⋯⋯⋯(84)

第二章地貌⋯⋯⋯⋯⋯⋯⋯⋯⋯⋯⋯(86)

第一节形态⋯⋯⋯⋯⋯⋯⋯⋯⋯⋯⋯(86)

第二节分区⋯⋯⋯⋯⋯⋯⋯⋯⋯⋯⋯(87)

第三章土壤⋯⋯⋯⋯⋯⋯⋯⋯⋯⋯⋯(88)

第一节类型⋯⋯⋯⋯⋯⋯⋯⋯⋯⋯⋯(88)

第二节分布⋯⋯⋯⋯⋯⋯⋯⋯⋯⋯⋯(89)

第四章山岭河流⋯⋯⋯⋯⋯⋯⋯⋯⋯(91)

第一节山岭⋯⋯⋯⋯⋯⋯⋯⋯⋯⋯⋯(91)

第二节河流⋯⋯⋯⋯⋯⋯⋯⋯⋯⋯⋯(96)

第五章气候⋯⋯⋯⋯⋯⋯⋯⋯⋯⋯(99)

第一节四季特点⋯⋯⋯⋯⋯⋯⋯⋯⋯⋯(99)

第二节日照气温降水⋯⋯⋯⋯⋯⋯(99)

第三节冰雹风霜期冰雪⋯⋯⋯⋯(103)

第四节主要灾害性天气⋯⋯⋯⋯⋯⋯⋯(103)

第六章自然资源⋯⋯⋯⋯⋯⋯⋯⋯⋯(105)

第一节土地⋯⋯⋯⋯⋯⋯⋯⋯⋯⋯⋯(105)

第二节植物⋯⋯⋯⋯⋯⋯⋯⋯⋯⋯⋯(106)

第三节动物⋯⋯⋯⋯⋯⋯⋯⋯⋯⋯⋯(108)

第四节矿产⋯⋯⋯⋯⋯⋯⋯⋯⋯⋯⋯(108)

第五节水资源⋯⋯⋯⋯⋯⋯⋯⋯⋯⋯⋯(111)

第七章自然灾害⋯⋯⋯⋯⋯⋯⋯⋯⋯(113)

第一节地震⋯⋯⋯⋯⋯⋯⋯⋯⋯⋯⋯(113)

第二节水灾⋯⋯⋯⋯⋯⋯⋯⋯⋯⋯⋯(113)

第三节旱灾⋯⋯⋯⋯⋯⋯⋯⋯⋯⋯⋯(116)

第四节其它灾害⋯⋯⋯⋯⋯⋯⋯⋯⋯⋯(118)

卷三人 口

第一章人口变动⋯⋯⋯⋯⋯⋯⋯⋯⋯(123)

第一节分布密度⋯⋯⋯⋯⋯⋯⋯⋯⋯(123)

第二节增减流动⋯⋯⋯⋯⋯⋯⋯⋯⋯⋯(125)

第三节人1：3普查⋯⋯⋯⋯⋯⋯⋯⋯⋯⋯(126)

第二章人口构成⋯⋯⋯⋯⋯⋯⋯⋯⋯(129)

第一节民族构成⋯⋯⋯⋯⋯⋯⋯⋯⋯⋯(129)

第二节性别构成⋯⋯⋯⋯⋯⋯⋯⋯⋯⋯(130)

第三节年龄构成⋯⋯⋯⋯⋯⋯⋯⋯⋯⋯(131)

第四节文化程度构成⋯⋯⋯⋯⋯⋯⋯⋯(131)

第五节职业构成⋯⋯⋯⋯⋯⋯⋯⋯⋯⋯(132)

第六节姓氏构成⋯⋯⋯⋯⋯⋯⋯⋯⋯⋯(133)

第三章人口控制⋯⋯⋯⋯⋯⋯⋯⋯⋯(135)

第一节计划生育机构⋯⋯⋯⋯⋯⋯⋯⋯(135)

第二节计划生育措施⋯⋯⋯⋯⋯⋯⋯⋯(135)

第三节计划生育成果⋯⋯⋯⋯⋯⋯⋯⋯(136)

第四章婚姻家庭居民生活⋯⋯⋯⋯(138)

第一节婚姻家庭⋯⋯⋯⋯⋯⋯⋯⋯⋯⋯(138)

第二节居民生活⋯⋯⋯⋯⋯⋯⋯⋯⋯⋯(139)

／广、
J ／

，．·<．．一一



·2·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七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八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九章

，‘?}：

第一章

卷四 农业

土地所有制⋯⋯⋯⋯⋯⋯⋯⋯(145)

封建所有制⋯⋯⋯⋯⋯⋯⋯⋯⋯(145)

土地改革⋯⋯⋯⋯⋯⋯⋯⋯⋯⋯(149)

个体农民所有制⋯⋯⋯⋯⋯⋯⋯(152)

集体所有制⋯⋯⋯⋯⋯⋯⋯⋯⋯(153)

全民所有制⋯⋯⋯⋯⋯⋯⋯⋯⋯(160)

农业经营体制⋯⋯⋯⋯⋯．(161)
个体经营⋯⋯⋯⋯⋯⋯⋯⋯⋯⋯(161)

集体统一经营⋯⋯⋯⋯⋯⋯⋯⋯(162)

家庭和集体双层经营⋯⋯⋯⋯⋯(165)

专业户和专业联合体经营⋯⋯⋯(167)

农村劳动力转移⋯⋯⋯⋯⋯⋯⋯(170)

耕地耕作制度⋯⋯⋯⋯⋯⋯(172)

耕地⋯⋯⋯⋯⋯⋯⋯⋯⋯⋯⋯(172)

农业区划⋯⋯⋯⋯⋯⋯⋯⋯⋯⋯(174)

耕作制度⋯⋯⋯⋯⋯⋯⋯⋯⋯⋯(176)

大田作物⋯⋯⋯⋯⋯⋯⋯·(178)
作物结构⋯⋯⋯⋯⋯⋯⋯⋯⋯⋯(178)

粮食作物⋯⋯⋯⋯⋯⋯⋯⋯⋯⋯(179)

经济作物⋯⋯⋯⋯⋯⋯⋯⋯⋯⋯(181)

绿肥饲料作物⋯⋯⋯⋯⋯⋯⋯⋯(183)

蔬菜果杂⋯⋯⋯⋯⋯⋯⋯⋯(187)

蔬菜⋯⋯⋯⋯⋯⋯⋯⋯⋯⋯⋯(187)

果杂⋯⋯⋯⋯⋯⋯⋯⋯⋯⋯⋯(190)

农业技术⋯⋯⋯⋯⋯⋯⋯⋯⋯(194)

农技推广网络⋯⋯⋯⋯⋯⋯⋯⋯(194)

品种改良⋯⋯⋯⋯⋯⋯⋯⋯⋯⋯(195)

作物栽培⋯⋯⋯⋯⋯⋯⋯⋯⋯⋯(200)

肥料施用⋯⋯⋯⋯⋯⋯⋯⋯⋯⋯(202)

植物保护⋯⋯⋯⋯⋯⋯⋯⋯⋯⋯(205)

农业机具⋯⋯⋯⋯⋯⋯⋯⋯⋯⋯(208)

农业生态技术⋯⋯⋯⋯⋯⋯⋯⋯(212)

红壤开发⋯⋯⋯⋯⋯⋯⋯⋯⋯(213)

开发历程⋯⋯⋯⋯⋯⋯⋯⋯⋯⋯(213)

开发效益⋯⋯⋯⋯⋯⋯⋯⋯⋯⋯(215)

生产水平经济效益⋯⋯⋯“(217)
生产水平⋯⋯⋯⋯⋯⋯⋯⋯⋯⋯(217)

经济效益⋯⋯⋯⋯⋯⋯⋯⋯⋯⋯(219)

市、县属种植业单位⋯⋯⋯”(230)

卷五畜牧水产

畜牧⋯⋯⋯⋯⋯⋯⋯⋯⋯(235)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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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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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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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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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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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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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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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畜禽繁养⋯⋯⋯$O O⋯⋯⋯⋯⋯(235)

品种改良⋯⋯⋯⋯⋯⋯⋯⋯⋯⋯(240)

疫病防治⋯⋯⋯⋯⋯⋯⋯⋯⋯⋯(242)

饲养技术⋯⋯⋯⋯⋯⋯⋯⋯⋯⋯(247)

畜牧基地⋯⋯⋯⋯⋯⋯⋯⋯⋯⋯(248)

生产水平经济效益⋯⋯⋯⋯⋯(249)

水产⋯⋯⋯⋯⋯⋯⋯⋯⋯⋯(253)

养殖渔业⋯⋯⋯⋯⋯⋯⋯⋯⋯⋯(253)

捕捞渔业⋯⋯⋯⋯⋯⋯⋯⋯⋯⋯(259)

生产水平⋯⋯⋯⋯⋯⋯⋯⋯⋯⋯(261)

县属水产场、所⋯⋯⋯⋯⋯⋯⋯(264)

卷六林业

森林⋯⋯⋯⋯⋯⋯⋯⋯”(269)

类型⋯⋯⋯⋯⋯⋯⋯⋯⋯⋯⋯(269)

林地⋯⋯⋯⋯⋯⋯．．．⋯⋯⋯⋯(271)

林种⋯⋯⋯⋯⋯⋯⋯⋯⋯⋯⋯(271)

蓄积⋯⋯⋯⋯⋯⋯⋯⋯⋯⋯⋯(272)

名木⋯⋯⋯⋯⋯⋯⋯⋯⋯⋯⋯(273)

山林权属OeB DI DO OO Ot$⋯⋯⋯·(274)

国有山林⋯⋯⋯⋯⋯⋯⋯⋯．．．⋯(274)

集体山林⋯⋯⋯⋯⋯⋯⋯⋯⋯⋯(275)

纠纷调处⋯⋯⋯⋯-⋯⋯⋯⋯⋯·(275)

造林⋯⋯⋯⋯⋯⋯⋯⋯⋯⋯(280)

采种育苗⋯⋯⋯⋯⋯⋯⋯⋯一⋯-(280)

植树造林⋯⋯⋯⋯⋯⋯⋯⋯⋯”(281)
庭院绿化⋯⋯⋯⋯⋯⋯⋯⋯⋯⋯(282)

采伐运输⋯⋯⋯⋯⋯⋯⋯⋯⋯(283)

采伐⋯⋯⋯⋯⋯⋯⋯⋯⋯⋯⋯(283)

运输⋯⋯⋯⋯⋯⋯⋯⋯⋯⋯⋯(284)

森林保护⋯⋯⋯⋯⋯⋯⋯(286)

病虫防治⋯⋯⋯⋯⋯⋯⋯⋯⋯⋯(286)

植物检疫⋯⋯⋯⋯⋯⋯⋯⋯⋯⋯(288)

护林防火⋯⋯⋯⋯⋯⋯⋯⋯⋯⋯(288)

封山育林⋯⋯⋯⋯⋯⋯⋯⋯⋯⋯(289)

卷七水利

治水纪略⋯⋯⋯⋯⋯⋯⋯⋯⋯(293)

治水纵叙⋯⋯⋯⋯⋯⋯⋯“⋯⋯·(293)

刨业纪事⋯⋯⋯⋯⋯⋯⋯⋯⋯⋯(298)

水利投入⋯⋯⋯⋯⋯⋯⋯⋯⋯(300)

资金投入⋯⋯⋯⋯⋯⋯⋯⋯⋯⋯(300)

劳动投入⋯⋯⋯⋯⋯⋯⋯⋯⋯⋯(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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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引水工程⋯⋯⋯⋯⋯⋯⋯⋯⋯⋯(321)

第三节提水工程⋯⋯⋯⋯⋯⋯⋯⋯⋯⋯(323)

第四节防洪工程⋯⋯⋯⋯⋯⋯⋯⋯⋯⋯(332)

第四章水土保持⋯⋯⋯⋯⋯⋯⋯⋯⋯(337)

第一节水土流失分布⋯⋯⋯⋯⋯⋯⋯⋯(337)

第二节水土流失危害⋯⋯⋯⋯⋯⋯⋯⋯(338)

第三节水土流失治理⋯⋯⋯⋯⋯⋯⋯⋯(339)

卷八工业

第一章综述⋯⋯⋯⋯⋯⋯⋯⋯⋯⋯(345)

第二章电力工业⋯⋯⋯⋯⋯⋯⋯⋯⋯(349)

第一节火力发电⋯⋯⋯⋯⋯⋯⋯⋯⋯⋯(349)

第二节水力发电⋯⋯⋯⋯⋯⋯⋯⋯⋯⋯(349)

第三节电力供用⋯⋯⋯⋯⋯⋯⋯⋯⋯⋯(352)

第三章机械电子工业⋯⋯⋯⋯⋯⋯⋯(354)

第一节机械制造⋯⋯⋯⋯⋯⋯⋯⋯⋯⋯(354)

第二节设备修造⋯⋯⋯⋯⋯⋯⋯⋯⋯⋯(354)

第三节捕鼠器械⋯⋯⋯⋯⋯⋯⋯⋯⋯⋯(355)

第四节电子器具⋯⋯⋯⋯⋯⋯⋯⋯⋯⋯(356)

第四章化学工业⋯⋯⋯⋯⋯⋯⋯⋯⋯(357)

第一节化工原料⋯⋯⋯⋯⋯⋯⋯⋯⋯⋯(357)

第二节农药化肥⋯⋯⋯⋯⋯⋯⋯⋯⋯(358)

第三节塑料加工⋯⋯⋯⋯⋯⋯⋯⋯⋯⋯(359)

第四节橡胶加工⋯⋯⋯⋯⋯⋯⋯⋯⋯⋯(359)

第五章建材工业⋯⋯⋯⋯⋯⋯⋯⋯⋯(361)

第一节水泥⋯⋯⋯⋯⋯⋯⋯⋯⋯⋯⋯(361)

第二节砖、瓦⋯⋯⋯⋯⋯⋯⋯⋯⋯⋯⋯(361)

第三节红石、硪砂⋯⋯⋯⋯⋯⋯⋯⋯⋯(363)

第六章采掘工业⋯⋯⋯⋯⋯⋯⋯⋯⋯(364)

第一节非金属矿开采⋯⋯⋯⋯⋯⋯⋯⋯(364)

第二节金属矿开采⋯⋯⋯⋯⋯⋯⋯⋯⋯(365)

第七章纺织缝纫制革⋯⋯⋯⋯”(366)
第一节纺织⋯⋯⋯⋯⋯⋯⋯⋯⋯⋯⋯(366)

第二节缝纫⋯⋯⋯⋯⋯⋯⋯⋯⋯⋯⋯(367)

第三节制革⋯⋯⋯⋯⋯⋯⋯⋯⋯⋯⋯(367)

第八章食品工业⋯⋯⋯⋯⋯⋯⋯⋯⋯(369)

第一节酿造⋯⋯⋯⋯⋯⋯⋯⋯⋯⋯⋯(369)

第二节糕点⋯⋯⋯⋯⋯⋯⋯⋯⋯⋯⋯(370)

第九章其它工业⋯⋯⋯⋯⋯⋯⋯⋯⋯(371)

第一节铜材加工⋯⋯⋯⋯⋯⋯⋯⋯⋯⋯(371)

第二节制陶⋯⋯⋯⋯⋯⋯⋯⋯⋯⋯⋯(371)

第十章部、省、市驻县企业⋯⋯⋯⋯．．(376)
第一节江西铜业公司⋯⋯⋯⋯⋯⋯⋯⋯(376)

附：贵溪冶炼厂⋯⋯⋯⋯⋯⋯⋯⋯⋯⋯⋯(377)

第二节贵溪火力发电厂⋯⋯⋯⋯⋯⋯⋯(378)

第三节贵溪化肥厂⋯⋯⋯⋯⋯⋯⋯⋯⋯(378)

第四节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第四

建设公司⋯⋯⋯⋯⋯⋯⋯⋯⋯⋯(380)

第五节十五冶贵溪指挥部⋯⋯⋯⋯⋯⋯(381)

第六节贵溪银矿⋯⋯⋯⋯⋯⋯⋯⋯⋯⋯(381)

第七节贵溪713矿⋯⋯⋯⋯⋯⋯⋯⋯⋯(381)

第八节华东地勘局265大队⋯⋯⋯⋯⋯(382)

第九节106地质队⋯⋯⋯⋯⋯⋯⋯⋯⋯(382)

第十节贵溪桥梁厂⋯⋯⋯⋯⋯⋯⋯⋯⋯(383)

卷九交通邮电

第一章古道乡道⋯⋯⋯⋯⋯⋯⋯⋯(388)

第一节古道⋯⋯⋯⋯⋯⋯⋯⋯⋯⋯⋯(388)

第二节乡道⋯⋯⋯⋯⋯⋯⋯⋯⋯⋯⋯(388)

第二章水路⋯⋯⋯⋯⋯⋯⋯⋯⋯⋯(396)

第一节航道⋯⋯⋯⋯⋯⋯⋯⋯⋯⋯⋯(390)

第二节航运⋯⋯⋯⋯⋯⋯⋯⋯⋯⋯⋯(391)

第三章公路⋯⋯⋯⋯⋯⋯⋯⋯⋯⋯(393)

第一节公路建设⋯⋯⋯⋯⋯⋯⋯⋯⋯⋯(393)

第二节公路运输⋯⋯⋯⋯⋯⋯⋯⋯⋯⋯(396)

第三节公路管理⋯⋯⋯⋯⋯⋯⋯⋯⋯⋯(398)

第四章铁路⋯⋯⋯⋯⋯⋯⋯⋯⋯⋯(401)

第一节铁路建设⋯⋯⋯⋯⋯⋯⋯⋯⋯⋯⋯(401)

第二节铁路运输⋯⋯⋯⋯⋯⋯⋯⋯⋯⋯⋯(402)

第五章渡口桥梁⋯⋯⋯⋯⋯⋯⋯⋯(404)

第一节渡口⋯⋯⋯⋯⋯⋯⋯⋯⋯⋯⋯(404)

第二节桥梁⋯⋯⋯⋯⋯⋯⋯⋯⋯⋯⋯(406)

第六章邮电⋯⋯⋯⋯⋯⋯⋯⋯⋯⋯(409)

第一节邮政⋯⋯⋯⋯⋯⋯⋯⋯⋯⋯⋯(409)

第二节电信⋯⋯⋯⋯⋯⋯⋯⋯⋯⋯⋯(413)

卷十城乡建设

第一章县城建设⋯⋯⋯⋯⋯⋯⋯⋯⋯(419)

第一节城区发展⋯⋯⋯⋯⋯⋯⋯⋯⋯⋯(419)

第二节街道⋯⋯⋯⋯⋯⋯⋯⋯⋯⋯⋯(420)

第三节水电设施⋯⋯⋯⋯⋯⋯⋯⋯⋯⋯(423)

第四节园林绿化⋯⋯⋯⋯⋯⋯⋯⋯⋯(4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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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筑⋯⋯⋯⋯⋯⋯⋯⋯⋯⋯(428)

房地产管理⋯⋯⋯⋯⋯⋯⋯⋯⋯(430)

公共卫生⋯⋯⋯⋯⋯⋯⋯⋯⋯⋯(435)

村镇建设⋯⋯⋯⋯⋯⋯⋯⋯“(436)
集镇⋯⋯⋯⋯⋯⋯⋯⋯⋯⋯⋯(436)

农村⋯⋯⋯⋯⋯⋯⋯⋯⋯⋯⋯(439)

农房建造⋯⋯⋯⋯⋯⋯⋯⋯⋯⋯(439)

环境保护⋯⋯⋯⋯⋯⋯⋯⋯⋯(441)

环境质量⋯⋯⋯⋯⋯⋯⋯⋯⋯⋯(441)

环境监测⋯⋯⋯⋯⋯⋯⋯⋯⋯⋯(443)

污染治理⋯⋯⋯⋯⋯⋯⋯⋯⋯⋯(443)

设计与施工⋯⋯⋯⋯⋯⋯⋯⋯(446)

设计⋯⋯⋯⋯⋯⋯⋯⋯⋯⋯⋯(446)

施工⋯⋯⋯⋯⋯⋯⋯⋯⋯⋯⋯(446)

卷十一商业

商业体制⋯⋯⋯⋯⋯⋯⋯⋯⋯

私营商业⋯⋯⋯⋯⋯⋯⋯⋯⋯⋯

集体商业⋯⋯⋯⋯⋯⋯⋯⋯⋯⋯

国营商业⋯⋯⋯⋯⋯⋯⋯⋯⋯⋯

个体商业⋯⋯⋯⋯⋯⋯⋯⋯⋯⋯

经营网点⋯⋯⋯⋯⋯⋯⋯⋯⋯

国 营⋯⋯⋯⋯⋯⋯⋯⋯⋯⋯⋯

集体⋯．．．⋯⋯⋯⋯⋯⋯⋯⋯⋯

个体⋯⋯⋯⋯⋯⋯⋯⋯⋯⋯⋯

商品购销⋯⋯⋯⋯⋯⋯⋯⋯⋯

日用工业品采购⋯⋯⋯⋯⋯⋯⋯

农副产品收购⋯⋯⋯⋯⋯⋯⋯⋯

商品供应⋯⋯⋯⋯⋯⋯⋯⋯⋯⋯

对外贸易⋯⋯⋯⋯⋯⋯⋯⋯⋯

出口商品收购⋯⋯⋯⋯⋯⋯⋯⋯

外贸业务⋯⋯⋯⋯⋯⋯⋯⋯⋯⋯

卷十二粮油

购 销⋯⋯⋯⋯⋯⋯⋯⋯⋯⋯

征购⋯⋯⋯⋯⋯⋯⋯⋯⋯⋯⋯

销售⋯⋯⋯⋯⋯⋯⋯⋯⋯⋯⋯

议购议销⋯⋯⋯⋯⋯⋯⋯⋯⋯⋯

储运⋯⋯⋯⋯⋯⋯⋯⋯⋯⋯

粮油储存⋯⋯⋯⋯⋯⋯⋯⋯⋯⋯

粮食储备⋯⋯⋯⋯⋯⋯⋯⋯⋯⋯

调拨运输⋯⋯⋯⋯⋯⋯⋯⋯⋯⋯

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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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492)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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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第一节粮油加工⋯⋯⋯⋯⋯⋯⋯．．．⋯⋯

第二节饲料生产⋯⋯⋯⋯⋯⋯⋯⋯⋯⋯

第三节加工工具⋯⋯⋯⋯⋯⋯⋯⋯⋯⋯

卷十三财税金融

第一章财政⋯⋯⋯⋯⋯⋯⋯⋯⋯⋯

第一节财政体制⋯⋯⋯⋯⋯⋯⋯⋯⋯⋯

第二节财政收入⋯⋯⋯⋯⋯⋯⋯⋯⋯⋯

第三节财政支出⋯⋯⋯⋯⋯⋯⋯⋯⋯⋯

第四节乡(镇)财政⋯⋯⋯⋯⋯⋯⋯⋯⋯

第二章税务⋯⋯⋯⋯⋯⋯⋯⋯⋯⋯

第一节税制演变⋯⋯⋯⋯⋯⋯⋯⋯⋯⋯

第二节农业税收⋯⋯⋯⋯⋯⋯⋯⋯⋯⋯

第三节工商税收⋯⋯⋯⋯⋯⋯⋯⋯⋯⋯

第四节其它捐税⋯⋯⋯一⋯⋯⋯⋯⋯⋯

第五节税收减免⋯⋯⋯⋯⋯⋯⋯⋯⋯⋯

第三章金融⋯⋯⋯⋯⋯⋯⋯⋯⋯·

第一节机构⋯⋯⋯⋯⋯⋯⋯⋯⋯⋯⋯

附：信用合作社⋯⋯⋯⋯⋯⋯⋯⋯⋯⋯⋯

第二节货币⋯⋯⋯⋯⋯⋯⋯⋯⋯⋯⋯

第三节储蓄⋯⋯⋯⋯⋯⋯⋯⋯⋯⋯⋯

第四节信贷⋯⋯⋯⋯⋯⋯⋯⋯⋯⋯⋯

第五节债券⋯⋯⋯⋯⋯⋯⋯⋯⋯⋯⋯

第六节保险⋯⋯⋯⋯⋯⋯⋯⋯⋯⋯⋯

卷+四综合经济管理

第一章计划管理⋯⋯⋯⋯⋯⋯⋯⋯⋯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计划编制⋯⋯⋯⋯⋯⋯⋯⋯⋯⋯

第三节计划实施⋯⋯⋯⋯⋯⋯⋯⋯⋯⋯

第四节物资计划⋯⋯⋯⋯⋯⋯⋯⋯⋯⋯

第二章标准计量⋯⋯⋯⋯⋯⋯⋯⋯⋯

第一节度量衡演变⋯⋯⋯⋯⋯⋯⋯⋯⋯

第二节计量管理⋯⋯⋯⋯⋯⋯⋯⋯⋯⋯

第三节计器产销⋯⋯⋯⋯⋯⋯⋯⋯⋯⋯

第四节标准化管理⋯⋯⋯⋯⋯⋯⋯⋯⋯

第三章审计监督⋯⋯⋯⋯⋯⋯⋯⋯⋯

第一节审计机构⋯⋯⋯⋯⋯⋯⋯⋯⋯⋯

第二节审计业务⋯⋯⋯⋯⋯⋯⋯⋯⋯⋯

第三节内部审计⋯⋯⋯⋯⋯⋯⋯⋯⋯⋯

第四节社会审计．．．⋯⋯⋯⋯⋯⋯⋯⋯⋯

第四章工商行政管理⋯⋯⋯⋯⋯⋯·
第一节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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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工商企业登记⋯⋯⋯⋯⋯⋯⋯⋯

商标管理⋯⋯⋯⋯⋯⋯⋯⋯⋯⋯

经济合同管理⋯⋯⋯⋯⋯⋯⋯⋯

个体经济管理⋯⋯⋯⋯⋯⋯⋯⋯

集市贸易管理⋯⋯⋯⋯⋯⋯⋯⋯

打击投机倒把⋯⋯⋯⋯⋯⋯⋯⋯

物价管理⋯⋯⋯⋯⋯⋯⋯⋯⋯

市场价格⋯⋯⋯⋯⋯⋯⋯⋯⋯⋯

价格补贴⋯⋯⋯⋯⋯⋯⋯⋯⋯⋯

物价管理⋯⋯⋯⋯⋯⋯⋯⋯⋯⋯

卷+五政党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

中国共产党贵溪县委员会⋯⋯⋯

党的代表大会⋯⋯⋯⋯⋯⋯⋯⋯

基层组织、党员状况⋯⋯⋯⋯⋯

县委领导工作概要⋯⋯⋯⋯⋯⋯

党员教育⋯⋯⋯⋯⋯⋯⋯⋯⋯⋯

统一战线⋯⋯⋯⋯⋯⋯⋯⋯⋯⋯

纪律检查委员会⋯⋯⋯⋯⋯⋯⋯

政治运动⋯⋯⋯⋯⋯⋯⋯⋯⋯⋯

中国国民党地方组织⋯⋯⋯一
贵溪县党部⋯⋯⋯⋯⋯⋯⋯⋯⋯

基层组织、党员⋯⋯⋯⋯⋯⋯⋯

党务活动⋯⋯⋯⋯⋯⋯⋯⋯⋯⋯

民主党派地方组织⋯⋯⋯⋯⋯

中国民主同盟贵溪总支⋯⋯⋯⋯

中国农工民主党贵溪支部⋯⋯⋯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贵溪

小组⋯⋯⋯⋯⋯⋯⋯⋯⋯⋯⋯⋯

中国民主建国会贵溪小组⋯⋯⋯

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地方

组织⋯⋯⋯⋯⋯⋯⋯⋯⋯⋯⋯⋯

中国青年党贵溪县党部⋯⋯⋯⋯

中国民主社会党贵溪筹委会⋯⋯

卷十六政权政协

选举⋯⋯⋯⋯⋯⋯⋯⋯⋯⋯

民国时期选举⋯⋯⋯⋯⋯⋯⋯⋯

建国后选举⋯⋯⋯⋯⋯⋯⋯⋯⋯

人民代表大会⋯⋯⋯⋯⋯⋯⋯

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县人民代表大会⋯⋯⋯⋯⋯⋯⋯

(647)

(647)

(648)

(650)

(650)

(651)

第三节人大常务委员会⋯⋯⋯⋯⋯⋯⋯(654)

第三章行政机构⋯⋯⋯⋯⋯⋯⋯⋯⋯(656)

第一节县衙⋯⋯⋯⋯⋯⋯⋯⋯⋯⋯⋯(656)

第二节县政府⋯⋯⋯⋯⋯⋯⋯⋯⋯⋯⋯(664)

第三节县人民政府⋯⋯⋯⋯⋯⋯⋯⋯⋯(668)

第四章议政机构⋯⋯⋯⋯⋯⋯⋯⋯⋯(675)

第一节参议会⋯⋯⋯⋯⋯⋯⋯⋯⋯⋯⋯(675)

第二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676)

卷十七群众组织社会团体

第一章工人组织⋯⋯⋯⋯⋯⋯⋯⋯⋯

第一节组织概况⋯⋯⋯⋯⋯⋯⋯⋯⋯⋯

第二节工代会⋯⋯⋯⋯⋯⋯⋯⋯⋯⋯⋯

第二章农民组织⋯⋯⋯⋯⋯⋯⋯⋯⋯

第三章青少年组织⋯⋯⋯⋯⋯⋯⋯⋯

第一节青年组织⋯⋯⋯⋯⋯⋯⋯⋯⋯⋯

第二节少儿组织⋯⋯⋯⋯⋯⋯⋯⋯⋯⋯

第四章妇女组织⋯⋯⋯⋯⋯⋯⋯⋯⋯

第五章工商业者组织⋯⋯⋯⋯⋯⋯⋯

第一节商会⋯⋯⋯⋯⋯⋯⋯⋯⋯⋯⋯

第二节工商业联合会⋯⋯⋯⋯⋯⋯⋯⋯

第六章文联科协⋯⋯⋯⋯⋯⋯⋯⋯

第一节文联⋯⋯⋯⋯⋯⋯⋯⋯⋯⋯⋯

第二节科协⋯⋯⋯⋯⋯⋯⋯⋯⋯一⋯

第七章社会团体⋯⋯⋯⋯⋯⋯⋯⋯⋯

第一节中苏友好协会⋯⋯⋯⋯⋯⋯⋯⋯

第二节抗美援朝分会⋯⋯⋯⋯⋯⋯⋯⋯

第三节医药团体⋯⋯⋯⋯⋯⋯⋯⋯⋯⋯

第四节贵溪县个体劳动者协会⋯⋯⋯⋯

第五节贵溪县台胞台属联谊会⋯⋯⋯⋯

第六节同乡会⋯⋯⋯⋯⋯⋯⋯⋯⋯⋯⋯

卷+八公安司法

第一章公安⋯⋯⋯⋯⋯⋯⋯⋯．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治安管理⋯⋯⋯⋯⋯⋯⋯⋯⋯⋯

第三节消防管理⋯⋯⋯⋯⋯⋯⋯⋯⋯⋯

附：典型火灾案例⋯⋯⋯⋯⋯⋯⋯⋯⋯⋯

第四节交通管理⋯⋯⋯⋯⋯⋯⋯⋯⋯⋯

第五节监所管理⋯⋯⋯⋯⋯⋯⋯⋯⋯⋯

第六节政治保卫⋯⋯⋯⋯⋯⋯⋯⋯⋯⋯

附：贵溪同善社及其暴动阴谋的破产⋯⋯

第七节打击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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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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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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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检察⋯⋯⋯⋯⋯⋯⋯⋯·

机构⋯⋯⋯⋯⋯⋯⋯⋯⋯⋯⋯

刑事检察⋯⋯⋯⋯⋯⋯⋯⋯⋯⋯

经济检察⋯⋯⋯⋯⋯⋯⋯⋯⋯⋯

法纪检察⋯⋯⋯⋯⋯⋯⋯⋯⋯⋯

监所检察⋯⋯⋯⋯⋯⋯⋯⋯⋯⋯

审判监督⋯⋯⋯⋯⋯⋯⋯⋯⋯⋯

审 判⋯⋯⋯⋯⋯⋯⋯⋯⋯⋯

机构⋯⋯⋯⋯⋯⋯⋯⋯⋯⋯⋯

审判制度⋯⋯⋯⋯⋯⋯⋯⋯⋯⋯

刑事审判⋯⋯⋯⋯⋯⋯⋯⋯⋯⋯

民事审判⋯⋯⋯⋯⋯⋯⋯⋯⋯⋯

经济审判⋯⋯⋯⋯⋯⋯⋯⋯⋯⋯

行政审判与告诉申诉审判⋯⋯⋯

司法行政⋯⋯⋯⋯⋯⋯⋯⋯
机构⋯⋯⋯⋯⋯⋯⋯⋯⋯⋯⋯

法制宣传⋯⋯⋯⋯⋯⋯⋯⋯⋯⋯

人民调解⋯⋯⋯⋯⋯⋯⋯⋯⋯⋯

律师法律服务⋯⋯⋯⋯⋯⋯⋯

公证⋯⋯⋯⋯⋯⋯⋯⋯⋯⋯⋯

卷十九军事

兵役⋯⋯⋯⋯⋯⋯⋯⋯⋯⋯

兵制⋯⋯⋯⋯⋯⋯⋯⋯⋯⋯⋯

征集⋯⋯⋯⋯⋯⋯⋯⋯⋯⋯”

驻军武装⋯⋯⋯⋯⋯⋯⋯⋯

历代驻军⋯⋯⋯⋯⋯⋯⋯⋯⋯．．．

武装机构⋯⋯⋯⋯⋯⋯⋯⋯⋯⋯

武装力量⋯⋯⋯⋯⋯⋯⋯⋯⋯⋯

军事设施⋯⋯⋯⋯⋯⋯⋯⋯⋯⋯

民 兵⋯⋯⋯⋯⋯⋯⋯⋯⋯⋯

组织建设⋯⋯⋯⋯⋯⋯⋯⋯⋯⋯

政治教育⋯⋯⋯⋯⋯⋯⋯⋯⋯⋯

军事训练⋯⋯⋯⋯⋯⋯⋯⋯⋯⋯

武器装备的保管及维修⋯⋯⋯⋯

民兵重大活动⋯⋯⋯⋯⋯⋯⋯⋯

重大兵事⋯⋯⋯⋯⋯⋯⋯⋯⋯

王念经起义⋯⋯⋯⋯⋯⋯⋯⋯⋯

太平军转战贵溪⋯⋯⋯⋯⋯⋯⋯

火烧天主堂⋯⋯⋯⋯⋯⋯⋯⋯⋯

。红纲会”起义⋯⋯⋯⋯⋯⋯⋯⋯

日军侵贵⋯⋯⋯⋯⋯⋯⋯⋯⋯⋯

解放贵溪⋯⋯⋯⋯．．，⋯⋯⋯⋯⋯

卷二十苏区

第一章苏区党组织⋯⋯⋯⋯⋯⋯⋯⋯(767)

第一节早期基层组织⋯⋯⋯⋯⋯⋯⋯⋯(767)

第二节县委⋯⋯⋯⋯⋯⋯⋯⋯⋯⋯⋯(769)

第三节区委⋯⋯⋯⋯⋯⋯⋯⋯⋯⋯⋯(771)

第四节苏区党的会议⋯⋯⋯⋯⋯⋯⋯⋯(773)

第二章人民团体⋯⋯⋯⋯⋯⋯⋯⋯⋯(776)

第一节工农组织⋯⋯⋯⋯⋯⋯⋯⋯⋯⋯(776)

第二节青少年组织⋯⋯⋯⋯⋯⋯⋯⋯⋯(777)

第三节妇女组织⋯⋯⋯⋯⋯⋯⋯⋯⋯⋯(778)

第四节反帝大同盟、互济会⋯⋯⋯⋯⋯(779)

第三章苏区政权⋯⋯⋯⋯⋯⋯⋯⋯⋯(780)

第一节地方苏维埃的建立⋯⋯⋯⋯⋯⋯(780)

第二节工农兵代表大会⋯⋯⋯⋯⋯⋯⋯(784)

第三节肃反⋯⋯⋯⋯⋯⋯⋯⋯⋯⋯⋯(786)

第四节 白区工作⋯⋯⋯⋯⋯⋯⋯⋯⋯⋯(787)

第四章武装建设⋯⋯⋯⋯⋯⋯⋯⋯⋯(789)

第一节地方武装⋯⋯⋯⋯⋯⋯⋯⋯⋯⋯(789)

第二节红军建设⋯⋯⋯⋯⋯⋯⋯⋯⋯⋯(790)

第五章苏区战事⋯⋯⋯⋯⋯⋯⋯⋯⋯(792)

第一节“围剿”与“反围剿”⋯⋯⋯⋯⋯⋯(792)

第二节战例记事⋯⋯⋯⋯⋯⋯⋯⋯⋯⋯(794)

第三节贵溪游击战⋯⋯⋯⋯⋯⋯⋯⋯⋯(803)

第六章苏区建设⋯⋯⋯⋯⋯⋯⋯⋯⋯(808)

第一节经济⋯⋯⋯⋯⋯⋯⋯⋯⋯⋯⋯(808)

第二节文教卫生⋯⋯⋯⋯⋯⋯⋯⋯⋯⋯(813)

附：贵、余、万三县中心学校简介⋯⋯⋯⋯(816)

卷二+一民政

第一章拥军优属⋯⋯⋯⋯⋯⋯⋯⋯⋯(821)

第一节支前⋯⋯⋯⋯⋯⋯⋯⋯⋯⋯⋯(821)

第二节优抚⋯⋯⋯⋯⋯⋯⋯⋯⋯⋯⋯(821)

第三节复退军人安置⋯⋯⋯⋯⋯⋯⋯⋯(825)

第四节老区建设⋯⋯⋯⋯⋯⋯⋯⋯⋯⋯(826)

第二章社会福利⋯⋯⋯⋯⋯⋯⋯⋯⋯(828)

第一节救灾赈济⋯⋯⋯⋯⋯⋯⋯⋯⋯⋯(828)

第二节慈善事业⋯⋯⋯⋯⋯⋯⋯⋯⋯⋯(831)

第三节农村扶贫⋯⋯⋯⋯⋯⋯⋯⋯⋯⋯(833)

第四节收容遣送⋯⋯⋯⋯⋯⋯⋯⋯⋯⋯(833)

第五节移民安置⋯⋯⋯⋯⋯⋯⋯⋯⋯⋯(834)

第三章婚姻管理⋯⋯⋯⋯⋯⋯⋯⋯⋯(835)

第一节《婚姻法》宣传⋯⋯⋯⋯⋯⋯⋯⋯(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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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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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三章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四章

信访机构⋯⋯⋯⋯⋯⋯⋯⋯⋯⋯

来信来访⋯⋯⋯⋯⋯⋯⋯⋯⋯⋯

卷二十二劳动人事

劳 动⋯⋯⋯⋯⋯⋯⋯⋯⋯⋯

劳动就业⋯⋯⋯⋯⋯⋯⋯⋯⋯⋯

劳动管理⋯⋯⋯⋯⋯⋯⋯⋯⋯⋯

劳动工资⋯⋯⋯⋯⋯⋯⋯⋯⋯⋯

劳动福利⋯⋯⋯⋯⋯⋯⋯⋯⋯⋯

劳动保护⋯⋯⋯⋯⋯⋯⋯⋯⋯⋯

劳动保险⋯⋯⋯⋯⋯⋯⋯⋯⋯⋯

劳动争议仲裁⋯⋯⋯⋯⋯⋯⋯⋯

待业保险⋯⋯⋯⋯⋯⋯⋯⋯⋯⋯

职工精简下放⋯⋯⋯⋯⋯⋯⋯⋯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人事⋯⋯⋯⋯⋯⋯⋯⋯⋯⋯

任 用⋯⋯⋯⋯⋯⋯⋯⋯⋯⋯⋯

编制⋯⋯⋯⋯⋯⋯⋯⋯⋯⋯⋯

录用⋯⋯⋯⋯⋯⋯⋯⋯⋯⋯⋯

奖惩⋯⋯⋯⋯⋯⋯⋯⋯⋯⋯⋯

干部下放⋯⋯⋯⋯⋯⋯⋯⋯⋯⋯

离、退休⋯⋯⋯⋯⋯⋯⋯⋯·

卷二十三文化体育

文化机构⋯⋯⋯⋯⋯⋯⋯⋯⋯

管理机构⋯⋯⋯⋯⋯⋯⋯⋯⋯⋯

隶属单位⋯⋯⋯⋯⋯⋯⋯⋯⋯⋯

文学艺术⋯⋯⋯⋯⋯⋯⋯⋯⋯

历代著述⋯⋯⋯⋯⋯⋯⋯⋯⋯⋯

美术⋯⋯⋯⋯⋯⋯⋯⋯⋯⋯⋯

摄影⋯⋯⋯⋯⋯⋯⋯⋯⋯⋯⋯

音乐⋯⋯⋯⋯⋯⋯⋯⋯⋯⋯⋯

书法⋯⋯⋯⋯⋯⋯⋯⋯⋯⋯⋯

群众文艺⋯⋯⋯⋯⋯⋯⋯⋯⋯

戏剧⋯⋯⋯⋯⋯⋯⋯⋯⋯⋯⋯

灯舞⋯⋯⋯⋯⋯⋯⋯⋯⋯⋯⋯

道教舞蹈⋯⋯⋯⋯⋯⋯⋯⋯⋯⋯

民歌⋯⋯⋯⋯⋯⋯⋯⋯⋯⋯⋯

群众文艺活动⋯⋯⋯⋯⋯⋯⋯⋯

民间故事选⋯⋯⋯⋯⋯⋯⋯⋯⋯

图书报刊档案⋯⋯⋯⋯⋯

(837)

(837)

(843)

(843)

(844)

(845)

(849)

(849)

(850)

(850)

(851)

(852)

(853)

(854)

(854)

(856)

(859)

(860)

(860)

(862)

(867)

(867)

(867)

(870)

(870)

(871)

(873)

(875)

(875)

(877)

(877)

(879)

(881)

(881)

(883)

(884)

(894)

第三节档案⋯⋯⋯⋯⋯⋯⋯⋯⋯⋯⋯(896)

第五章电影放映⋯⋯⋯⋯⋯⋯⋯⋯⋯(898)

第一节放映网点⋯⋯⋯⋯⋯⋯⋯⋯⋯⋯(898)

第二节放映设备⋯⋯⋯⋯⋯⋯⋯⋯⋯⋯(899)

第三节影片发行⋯⋯⋯⋯⋯⋯⋯⋯⋯⋯(900)

第四节影片放映⋯⋯⋯⋯⋯⋯⋯⋯⋯⋯(901)

第六章广播电视⋯⋯⋯⋯⋯⋯⋯·(903)

第一节广播设旌⋯⋯⋯⋯⋯⋯⋯⋯⋯⋯(903)

第二节广播节目⋯⋯⋯⋯⋯⋯⋯⋯⋯⋯(904)

第三节电视录像⋯⋯⋯⋯⋯⋯⋯⋯⋯⋯(904)

第七章 体育⋯⋯⋯⋯⋯⋯⋯⋯·(906)

第一节机构与设施⋯⋯⋯⋯⋯⋯⋯⋯⋯(906)

第二节群众体育⋯⋯⋯⋯⋯⋯⋯⋯⋯⋯(907)

第三节体育竞赛⋯⋯⋯⋯⋯⋯⋯⋯⋯⋯(909)

卷二十四教育

第一章书院私塾义学⋯⋯⋯⋯”

第一节象山书院⋯⋯⋯⋯⋯⋯⋯⋯⋯⋯

第二节其他书院⋯⋯⋯⋯⋯⋯⋯⋯⋯⋯

第三节私塾⋯⋯⋯⋯⋯⋯⋯⋯⋯⋯⋯

第四节义学⋯⋯⋯⋯⋯⋯⋯⋯⋯⋯⋯

第二章普通教育⋯⋯⋯⋯⋯⋯⋯⋯
第一节幼儿及小学教育⋯⋯⋯⋯⋯⋯⋯

第二节中学教育⋯⋯⋯⋯⋯⋯⋯⋯⋯⋯

附：贵溪县中学情况⋯⋯⋯⋯⋯⋯⋯⋯⋯

第三章职业、业余教育⋯⋯⋯⋯⋯

第一节职业教育⋯⋯⋯⋯⋯⋯⋯⋯⋯⋯

第二节业余教育⋯⋯⋯⋯⋯⋯⋯⋯⋯⋯

第四章教师⋯⋯⋯⋯⋯⋯⋯⋯⋯⋯

第一节教师队伍⋯⋯⋯⋯⋯⋯⋯⋯⋯⋯

第二节师资培训⋯⋯⋯⋯⋯⋯⋯⋯⋯⋯

第三节工资与福利⋯⋯⋯⋯⋯⋯⋯⋯⋯

第五章教育改革⋯⋯⋯⋯⋯⋯⋯⋯⋯

第一节学制改革⋯⋯⋯⋯⋯⋯⋯⋯⋯⋯

第二节教学改革⋯⋯⋯⋯⋯⋯⋯⋯⋯⋯

第三节思想教育⋯⋯⋯⋯⋯⋯⋯⋯⋯⋯

第六章教育经费⋯⋯⋯⋯⋯⋯⋯⋯⋯

第一节拨款与自筹⋯⋯⋯⋯⋯⋯⋯⋯⋯

第二节勤工俭学⋯⋯⋯⋯⋯⋯⋯⋯⋯⋯

第三节危房改造经费⋯⋯⋯⋯⋯⋯⋯⋯

第七章教育管理⋯⋯⋯⋯⋯⋯⋯⋯⋯
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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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8

9

O

O

8

1

4

4

8

4

4

5

7

O

O

1

3

6

6

8

O

l

1

1

l

1

1

2

2

2

3

3

3

3

4

4

4

4

5

5

5

5

5

5

5

6

6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8·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八章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

行政管理⋯⋯⋯⋯⋯⋯⋯⋯⋯⋯(961)

业务管理⋯⋯⋯⋯⋯⋯0 0B OO r⋯⋯(962)

人才输送⋯⋯⋯⋯⋯⋯⋯⋯⋯(964)

卷二+五卫生

机构队伍⋯⋯⋯⋯⋯⋯⋯⋯(969)

机构⋯⋯⋯⋯⋯⋯⋯⋯⋯⋯⋯(969)

队伍⋯．．．⋯⋯⋯⋯⋯⋯⋯⋯⋯(973)

公共卫生⋯⋯⋯⋯⋯⋯⋯⋯⋯(978)

爱国卫生运动⋯⋯⋯⋯⋯⋯⋯⋯(978)

环境卫生⋯⋯⋯⋯⋯⋯⋯⋯⋯⋯(978)

食品卫生⋯⋯⋯⋯⋯⋯⋯⋯⋯⋯(979)

学校卫生⋯⋯⋯⋯⋯⋯⋯⋯⋯⋯(980)

工业卫生⋯⋯⋯⋯⋯⋯⋯⋯⋯⋯(981)

放射卫生⋯⋯⋯⋯⋯⋯⋯⋯⋯⋯(981)

防疫⋯⋯⋯⋯⋯⋯⋯⋯⋯⋯(982)

传染病流行概况⋯⋯⋯⋯⋯⋯⋯(982)

传染病预防⋯⋯⋯⋯⋯⋯⋯⋯⋯(984)

血吸虫病防治⋯⋯⋯⋯⋯⋯⋯⋯(987)

麻风病防治⋯⋯⋯⋯⋯⋯⋯⋯⋯(989)

地方病防治⋯⋯⋯⋯⋯⋯⋯⋯⋯(989)

结核病防治⋯⋯⋯⋯⋯⋯⋯⋯⋯(991)

保健⋯⋯⋯⋯⋯⋯⋯⋯·(992)’

妇幼保健⋯⋯⋯⋯⋯⋯⋯⋯⋯⋯(992)

学生保健⋯⋯⋯⋯⋯⋯⋯⋯⋯⋯(993)

初级卫生保健⋯⋯⋯⋯⋯⋯⋯⋯(994)

疾病普查⋯⋯⋯⋯⋯⋯⋯⋯⋯⋯(994)

医疗⋯⋯⋯⋯⋯⋯⋯⋯⋯”(996)

医疗设备⋯⋯⋯⋯⋯⋯⋯⋯⋯⋯(996)

医疗技术⋯⋯⋯⋯⋯⋯⋯⋯⋯⋯(996)

医疗制度⋯⋯⋯⋯⋯⋯⋯⋯⋯(1001)

医政管理⋯⋯⋯⋯⋯⋯⋯⋯⋯(1003)

医药⋯⋯⋯⋯⋯⋯⋯⋯⋯⋯(1004)

药品生产⋯⋯⋯⋯⋯⋯⋯⋯⋯(1004)

药品经营⋯⋯⋯⋯⋯⋯⋯⋯⋯(1007)

药政药检⋯⋯⋯⋯⋯⋯⋯⋯⋯(1010)

卷二十六科技

科技组织?⋯⋯⋯⋯⋯⋯⋯⋯·(1015)

机构⋯⋯⋯⋯⋯．．．⋯⋯⋯⋯(1015)

队伍⋯⋯⋯⋯⋯⋯⋯⋯⋯⋯(1016)

培训⋯⋯⋯⋯⋯⋯⋯⋯⋯⋯(1017)

科技普及⋯⋯⋯⋯⋯⋯⋯⋯(1019)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七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章

第五章

宣传咨询⋯⋯⋯⋯⋯⋯⋯⋯⋯

科技推广与新产品开发⋯⋯⋯

科技成果⋯⋯⋯⋯⋯⋯⋯⋯⋯

农林渔业科技成果⋯⋯⋯⋯⋯

工业科技成果⋯⋯⋯⋯⋯⋯⋯

食品业科技成果⋯⋯⋯⋯⋯⋯

卫生医药科技成果⋯⋯⋯⋯⋯

卷二十七方言

导 言⋯⋯⋯⋯⋯⋯⋯⋯⋯⋯

语音⋯⋯⋯⋯⋯⋯⋯⋯⋯
声母⋯⋯⋯⋯⋯⋯⋯⋯⋯⋯

韵母⋯⋯⋯⋯⋯⋯⋯⋯⋯⋯

声调⋯⋯⋯⋯⋯⋯⋯⋯⋯⋯

同音字表⋯⋯⋯⋯⋯⋯⋯⋯”

贵溪语音和普通话语音的

比较⋯⋯⋯⋯⋯⋯⋯⋯⋯⋯⋯

声母的比较⋯⋯⋯⋯⋯⋯⋯⋯

韵母的比较⋯⋯⋯⋯⋯⋯⋯⋯

声调的比较⋯⋯⋯⋯⋯⋯⋯⋯

词 汇⋯⋯⋯⋯⋯⋯⋯⋯⋯⋯

词汇特点⋯⋯⋯⋯⋯⋯⋯⋯⋯

常用词汇举例⋯⋯⋯⋯⋯⋯⋯

语法⋯⋯⋯⋯⋯⋯⋯⋯⋯·

语法特点⋯⋯⋯．．．⋯⋯⋯⋯⋯

语法例句⋯⋯⋯⋯⋯⋯⋯⋯⋯

标音举例⋯⋯⋯⋯⋯⋯⋯⋯⋯

儿歌⋯⋯⋯⋯⋯⋯⋯⋯⋯⋯

农谚⋯⋯⋯⋯⋯⋯⋯⋯⋯⋯

民间故事⋯⋯⋯⋯⋯⋯⋯⋯⋯

卷二十八风俗

生活习俗⋯⋯⋯⋯⋯⋯⋯⋯⋯

服饰⋯⋯⋯⋯⋯⋯⋯⋯⋯⋯

饮食⋯⋯⋯⋯⋯⋯⋯⋯⋯⋯

宅居⋯⋯⋯⋯⋯⋯⋯⋯⋯⋯

岁时习俗⋯⋯⋯⋯⋯⋯⋯⋯⋯

礼仪习俗⋯⋯⋯⋯⋯⋯⋯
婚姻⋯⋯⋯⋯⋯⋯⋯⋯⋯⋯

丧葬⋯⋯⋯⋯⋯⋯⋯⋯⋯⋯

喜庆⋯⋯⋯⋯⋯⋯⋯⋯⋯⋯

生产习俗⋯⋯⋯⋯⋯⋯⋯⋯⋯

陋习 禁忌⋯⋯⋯⋯⋯⋯⋯⋯

(1071)

(1071)

(1072)

(1074)

(1075)

(1077)

(1077)

(1078)

(1079)

(1081)

(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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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婚姻丧葬⋯⋯⋯⋯⋯⋯⋯⋯(1086)

卷二+九宗教

第一章道教⋯⋯⋯⋯⋯⋯⋯⋯⋯⋯

第一节道教沿革⋯⋯⋯⋯⋯⋯⋯⋯⋯

第二节天师世系⋯⋯⋯⋯⋯⋯⋯⋯⋯

第三节宫观建筑⋯⋯⋯⋯⋯⋯⋯⋯⋯

第四节道教经济⋯⋯⋯⋯⋯⋯⋯⋯⋯

第五节印剑符篆⋯⋯⋯⋯⋯⋯⋯⋯

附：天师世家序⋯⋯⋯⋯⋯⋯⋯⋯⋯⋯⋯

第二章佛教天主教耶稣教⋯”
第一节佛教⋯⋯⋯⋯⋯⋯⋯⋯⋯⋯

第二节天主教⋯⋯⋯⋯⋯⋯⋯⋯⋯⋯

第三节耶稣教⋯⋯⋯⋯⋯⋯⋯⋯⋯⋯

卷三十名胜文物

第一章龙虎山风景名胜⋯⋯⋯⋯·
第一节龙虎山⋯⋯⋯⋯⋯⋯⋯⋯⋯⋯

第二节龙虎山庄⋯⋯⋯⋯⋯⋯⋯⋯⋯

第三节仙岩⋯⋯⋯⋯⋯⋯⋯⋯⋯⋯⋯

第四节水岩⋯⋯⋯⋯⋯⋯⋯⋯⋯⋯

第五节崖墓⋯⋯⋯⋯⋯⋯⋯⋯⋯⋯

附：龙虎山悬棺研究⋯⋯⋯⋯⋯⋯⋯⋯⋯

第六节上清官⋯⋯⋯⋯⋯⋯⋯⋯⋯⋯

第七节嗣汉天师府⋯⋯⋯⋯⋯⋯⋯⋯

第二章城南诸胜及其他⋯⋯⋯⋯”
第一节三峰山⋯⋯⋯⋯⋯⋯⋯⋯⋯⋯

第二节挂榜山和一线天⋯⋯⋯⋯⋯⋯

第三节仙人桥⋯⋯⋯⋯⋯⋯⋯⋯⋯⋯

第四节鬼谷洞⋯⋯⋯⋯⋯⋯⋯⋯⋯⋯

第五节三阳洞府⋯⋯⋯⋯⋯⋯⋯⋯⋯

第三章文物⋯⋯⋯⋯⋯⋯⋯⋯⋯

(1089)

(1089)

(1090)

(1095)

(1096)

(1098)

(1099)

(1103)

(1103)

(1103)

(1104)

(1109)

(1109)

(1110)

(11lO)

(1111)

(1111)

(1112)

(1113)

(1114)

(1115)

(1115)

(1116)

(1116)

(1116)

(1117)

(1118)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章

古代艺文⋯⋯⋯⋯⋯⋯⋯⋯⋯

诗⋯⋯⋯⋯⋯⋯⋯⋯⋯⋯⋯⋯

文⋯⋯⋯⋯⋯⋯⋯⋯⋯⋯⋯⋯

书目辑存⋯⋯⋯⋯⋯⋯⋯⋯⋯

现代艺文⋯⋯⋯⋯⋯⋯⋯⋯⋯

现代艺文选目⋯⋯⋯⋯⋯⋯⋯

现代艺文选⋯⋯⋯⋯⋯⋯⋯⋯

卷三十二人物

人物传⋯⋯⋯⋯⋯⋯⋯⋯⋯⋯

人物表⋯⋯⋯⋯⋯⋯⋯⋯⋯⋯

贵溪县历代进士⋯⋯⋯⋯⋯⋯

县籍在外正县(团)级以上

干部⋯⋯⋯⋯⋯⋯⋯⋯⋯⋯⋯

县籍在外工作的知名学者

专家⋯⋯⋯⋯⋯⋯⋯⋯⋯⋯⋯

建国后先进模范人物⋯⋯⋯⋯

革命烈士英名录⋯⋯⋯⋯⋯

卷三+三文献辑录

一《贵溪县志》旧序选⋯⋯⋯⋯⋯

附贵溪历代县志述略⋯⋯⋯⋯⋯

二《龙虎山志》旧序选⋯⋯⋯⋯⋯

三建国后中共贵溪县委、县

人民政府文件选⋯⋯⋯⋯⋯⋯

编后记⋯⋯⋯⋯⋯⋯⋯⋯⋯⋯·

历届《贵溪县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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