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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地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国著

名的革命老根据地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闽西人民高举红旗，前仆后继，坚持艰苦卓绝的革

命斗争。在这块红色土地上，无数先烈猷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

大的牺牲和贡献。今天，我们通过编史修志，把这些光辉业绩如实记述下来，既继

承优良传统，为四化服务，又传之后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

意义。 。

盛世修志。在地委、行署的重视和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与密切合作，

经广大修志人员辛勤劳动，历时7年，六订纲日，部分分卷六易其稿，编成了《龙

岩地区志》。这部社会主义新志书的出版，在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闽西区情，为各

级党政领导科学决策，为后人提供丰富可贵的资料和借鉴，都将起很好妇作用。

所以说，《龙岩地区志》的问世，是值得金区人民喜庆的事。

《龙岩地区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依据存真求实的方针，对龙岩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加以记述。新志书重

点记述了建国后闽西人民继承光荣革命传统，艰苦奋斗的光辉业绩，特别是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变化和发展的历史。《龙岩地区志》将成为对全区人

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尽管我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上取得了引人瞩冒的成就，

但是，全区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还有待不断地发展和提高。值此新

志书出版发行之际，谨愿全区人民发扬“团结、开拓、拚搏、奉献修的精神，加快改

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建设的步伐，为把闽西建设成繁荣富裕、文明昌盛

的地区而努力奋斗o

中共龙岩地委书记 郑 霖

199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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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地区历史悠久，早在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就设立汀州(治所在今长

汀)，迄今已一1255年。古之闽西虽然闭塞，但修志事业’颇为兴旺。从宋至清，历代

府、州都重视修志，先后计大修16次。最后一部《临汀汇考》，修于清光绪四年

(1878年)，距今也已百余年了。在这百余年间，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日新月异，科学技术不断发

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革和巨大进步。为了把闽西近代和现代的历

史作一个真实的记录，并适当地追述古代，地委、行署于1984年作出编修《龙岩

地区志》的决定。几年来，经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总编室全体人员呕心沥

血，奋力拚搏，一部共39卷、250万字的新志书，终于正式出版了。这是闽西人民

的一件大事，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壮举。

闽西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山清水秀，美丽富饶。这里，是福建省重要的矿区，

林区、烟草产区和侨区，也是阉、粤、赣3省交界的边区。这里，是全国著名的革命

老区，曾留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毅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

辉足迹。这里，曾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涌现出一批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新中国党

政军建设的栋梁之材，如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张鼎丞，陈丕显，国务院副总理邓子

恢，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等。五六十年代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军衔的闽

西籍人达68名(其中上将2人、中将7人、少将59人)，占福建籍将军总数的

81．9％。此外，还有一大批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他们是闽西优秀儿女的代

表。
。

在这块红色土地上，勤劳勇敢的闽西人民曾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过无私的

奉献，也为新中国的成长倾注了全部心血。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全

区人民的努力下，闺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闽西敞开

大门，走发展山区的开放型经济的路子，抓好农业，发展工业，以工促农，以工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z·龙岩地区志·序=

农，农工商、贸工农协调发展。今日的闽西，到处欣欣向荣，一派兴旺，人民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 ．

编修地方志，旨在资治、教化、存史。希望通过这部新志书，看到闽西历史和

现状的真实面貌；看到革命先烈们气贯长虹的革命精神，看到人民群众改天换地

的力量，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特另lj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同时，也

看到道路的坎坷和曲折，看到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从而激励闽西人民在社会主

义建设的征途上继往开来，团结、开拓、拚搏、奉献，谱写出新的历史篇章。

在编纂《龙岩地区志》的过程中，得到福建省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省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和省内外专家、学者的具体指导，闽西老一辈革命家的热情支持，地

直各部门和各县(市)党委、政府的大力帮助和密切协作，对此，谨表示衷心的感

谢I
’

龙岩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黄小晶

1991年9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详今略古，存真求实，全面、系统地记载本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

状。

=、本志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下限一般定为1987年12月31日。个别重大事件适当延

伸到志书完稿之日．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综合体裁。以志为主，卷首设序、概述、大事记，

并配地图和照片。志末设附录，选录本区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献、资料。

四、概述从宏观角度总揽全区优劣势，突出特点。陈述利弊，反映规律；大事记以编年体

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按时序记载全区性大事、要事、新事。
。

五、本志采取分卷平列式，根据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要求，‘按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

基础、后上层建筑的顺序排列，全志共设39卷，各卷为记事体，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一般

设章、节、目三个层次。‘ 一

六，本志立传对象为对社会有重大贡献或明显阻碍社会发展的本区籍人，和长期客寓

本区的外籍入。凡是在世人物不立传，其事迹彰著者，分别在有关分卷中以事系人，加以记

述。人物表生卒并收。凡地、师级以上官员、专家、教授、省级劳模等，予以入表。英名录列近

现代烈士名单。鉴于本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来的烈士人数众多，难以全录．故除生

前担任县团级及相当于县团级以上职务者列名外，其余按县(市)列出统计数字。

七、本区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为体现地方特点，有关苏维

埃政府时期的主要事业，在各有关分卷中设立专章(节)加以记述。

八，行文除个别必要弓I用的古籍原著外，一律采用规范化的语体文·文风力求严谨、朴

实、简洁，流畅，文字均以国家正式颁布的简化字为准。

九、民国以前的纪年，先书朝代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民国以后用公元纪年。大事

记、建置卷和政权卷则用民国纪年加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为。建

国前(后)骨。

十，历代政府、职官等，均依当时的称谓。地名的书写，凡记述历史沿革用古地名。括注

今地名，其余均用地区地名办公室公布的地名。

十一、各项数据以地区统计局公布的为准。统计局所缺的，用部门核实后的数字入志。

所用产值，除有注明者外．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1955年3月以前的旧人民币，均折算成
新人民币。数字表述，执行国家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计量单位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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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 ·

十二、本志资料来源于本区内历代郡、府、州，县志．和档案馆、各部门材料．以及调查访
问的记录。所有资料经考证后入卡备查．



目

第一章位置和境域⋯⋯⋯⋯⋯⋯··j⋯65
第一节位置⋯⋯一⋯：⋯⋯⋯⋯⋯⋯⋯⋯”65

第二节境域⋯··：：⋯⋯⋯⋯⋯⋯⋯⋯⋯⋯”65

第二章建置沿革⋯⋯⋯⋯⋯⋯⋯⋯⋯66

第三章行政区划，．?⋯⋯⋯⋯⋯⋯⋯⋯⋯⋯·70

第一节唐至清代⋯一⋯⋯⋯。⋯⋯⋯⋯⋯70

．。第二节民国时期⋯⋯⋯⋯⋯⋯⋯⋯⋯⋯⋯72

第三节中华苏维埃时期⋯⋯⋯⋯⋯⋯⋯⋯73

第四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76

第四章各县(市)概况⋯⋯⋯⋯⋯⋯⋯⋯⋯78

第一节龙岩市⋯⋯⋯⋯⋯⋯⋯⋯⋯⋯⋯⋯78

第二节长汀县⋯⋯⋯：⋯⋯⋯⋯⋯⋯⋯⋯”80

。第三节永定县⋯⋯⋯⋯⋯⋯⋯⋯⋯⋯⋯“82

第四节上杭县⋯⋯⋯⋯⋯⋯⋯⋯⋯⋯⋯一84
第五节+武平县·：·：⋯“．⋯⋯⋯⋯⋯∥⋯⋯“86

第六节漳平县⋯⋯⋯二⋯⋯⋯⋯⋯⋯⋯⋯·88

第七节连城县⋯⋯⋯⋯⋯⋯⋯⋯⋯⋯⋯⋯90

卷2 自然环境

第一章地质⋯⋯⋯”⋯⋯⋯⋯⋯⋯⋯“93
第一节构造⋯⋯⋯⋯⋯⋯⋯⋯⋯⋯⋯⋯⋯93

第二节地层⋯⋯⋯⋯，．．⋯⋯⋯⋯⋯⋯⋯。·95

第三节侵入岩一⋯⋯⋯⋯⋯⋯⋯⋯一?·100
第四节主要含矿地层．．．⋯⋯⋯⋯⋯⋯⋯100

第二章地貌⋯⋯⋯⋯⋯⋯⋯⋯⋯⋯一101
第一节分区⋯⋯⋯⋯⋯⋯⋯⋯⋯⋯⋯⋯101

第二节类型．-．⋯一⋯⋯⋯⋯⋯⋯⋯⋯⋯102

第三节山岭⋯⋯⋯⋯⋯⋯⋯-⋯⋯⋯⋯103

第三章气候⋯⋯⋯⋯⋯⋯一_·．．．．．．⋯105
第一节温度，⋯．．．一．．．⋯⋯⋯⋯o⋯⋯⋯105

。第二节降水⋯⋯．．．”“⋯⋯⋯⋯⋯⋯⋯”107

第三节日照·蒸发，⋯⋯⋯⋯⋯⋯．；．⋯⋯108

第四节气压·风“一⋯⋯⋯⋯“⋯⋯一⋯·109

(秒

¨

¨

-

～

～

．置

～

～

建

¨

¨

1

o．～
～

卷
片图一一一例述靴¨一

图地序序凡概大



2·目 录

附t天气谚语

第四章水文⋯⋯一⋯⋯⋯⋯⋯⋯⋯⋯”110
第一节河流⋯⋯⋯⋯⋯⋯⋯OtoIll⋯⋯⋯110

第二节地下水⋯⋯⋯⋯⋯⋯⋯⋯．．．⋯⋯113

第五章土壤植被⋯⋯⋯⋯⋯⋯⋯⋯⋯⋯115
第一节土壤⋯⋯⋯⋯⋯⋯⋯⋯⋯．．．⋯⋯115

第二节植被⋯⋯⋯⋯⋯⋯⋯⋯⋯⋯⋯⋯119

第六章自然资源⋯⋯⋯⋯⋯⋯⋯⋯⋯⋯⋯122

第一节土地资源⋯⋯⋯⋯⋯⋯⋯⋯⋯⋯122

第二节水资源．．．⋯⋯⋯⋯⋯⋯⋯⋯⋯⋯124

第三节矿藏资源．．．⋯⋯⋯⋯⋯⋯．．．⋯⋯124

第四节野生动物资源⋯·⋯⋯⋯⋯⋯⋯·125

第五节野生植物资源⋯⋯⋯⋯⋯⋯⋯⋯126

第六节景观资源⋯⋯．．．⋯⋯⋯⋯⋯⋯⋯127

第七章自然灾害⋯⋯⋯⋯⋯⋯⋯⋯⋯⋯129
第一节水灾⋯⋯⋯⋯⋯⋯⋯m⋯⋯⋯⋯129

第二节旱灾⋯⋯⋯⋯⋯⋯⋯⋯⋯⋯⋯⋯131

第三节寒害⋯⋯⋯⋯⋯⋯⋯⋯⋯⋯⋯⋯131

第四节雹灾⋯⋯⋯⋯⋯⋯⋯⋯⋯⋯⋯⋯132

第五节其他⋯⋯⋯⋯⋯⋯⋯⋯⋯⋯⋯⋯133

卷3人 口

第一章人口演变⋯⋯⋯⋯⋯⋯⋯⋯⋯⋯137
第一节人口消长⋯⋯⋯⋯⋯⋯⋯⋯⋯⋯137

第二节人口分布⋯⋯⋯⋯⋯⋯⋯⋯⋯⋯141

第二章人口构成⋯⋯⋯⋯⋯⋯⋯⋯⋯⋯⋯142

第一节民族·姓氏⋯⋯⋯⋯⋯⋯⋯⋯⋯142

第二节性别·年龄⋯⋯⋯⋯⋯⋯⋯⋯⋯143

第三节婚姻·家庭⋯⋯⋯⋯⋯⋯⋯⋯⋯144

第四节文化程度⋯⋯⋯⋯⋯⋯⋯⋯⋯⋯145

第五节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146

第六节职业⋯⋯⋯⋯⋯⋯⋯⋯⋯⋯⋯⋯147

第七节健康水平⋯⋯⋯⋯⋯⋯⋯⋯⋯⋯149

第三章人口控制．．．⋯⋯⋯⋯⋯·：⋯⋯⋯⋯．150

第一节机构⋯⋯⋯⋯⋯⋯⋯⋯⋯⋯⋯⋯150

第二节。计划生育．．．⋯⋯⋯⋯⋯⋯⋯⋯⋯151

，卷4经济综述
，

，

第一章经济发展概况⋯⋯⋯⋯⋯⋯⋯155

第二章生产水平．．．⋯⋯⋯⋯⋯⋯⋯⋯156
第一节工业生产水平⋯⋯⋯⋯⋯⋯⋯⋯156

第二节农业生产水平⋯⋯⋯⋯⋯⋯⋯⋯158

第三节劳动生产率⋯⋯⋯⋯⋯⋯一 一160

第三章经济结构．．．⋯⋯⋯⋯⋯⋯⋯⋯⋯⋯161

第一节所有制结构⋯⋯⋯⋯⋯⋯⋯⋯⋯161

第二节产业结构⋯⋯⋯⋯⋯⋯⋯⋯⋯⋯163

第三节基本建设投资结构⋯⋯⋯⋯⋯⋯166
、，

。

第四章人民物质生活⋯⋯⋯⋯⋯⋯⋯“166
第一节农民生潘⋯⋯⋯⋯⋯⋯⋯⋯⋯⋯166

第二节城镇居民生活⋯⋯⋯⋯⋯⋯⋯⋯168

卷5经济管理
d

第一章计划管理⋯⋯⋯⋯⋯⋯⋯⋯⋯⋯·171
第一节管理体制⋯⋯·．．．⋯⋯⋯⋯⋯⋯”171

第二节计划编制与执行⋯⋯⋯⋯⋯⋯⋯172

第三节计划控制与市场调节⋯⋯⋯⋯⋯174

第二章统计管理⋯⋯⋯⋯⋯⋯⋯⋯⋯⋯·175
第一节管理体制⋯⋯⋯⋯⋯⋯⋯⋯⋯⋯175

第二节调查监督⋯⋯⋯⋯⋯⋯⋯⋯⋯⋯176

第三节咨询服务⋯⋯⋯⋯⋯⋯⋯⋯⋯⋯177

第三章物价管理⋯⋯⋯⋯⋯⋯⋯⋯⋯⋯⋯178

第一节物价变动⋯⋯⋯⋯⋯⋯⋯⋯⋯⋯178

第二节物价监督管理⋯m⋯⋯⋯⋯⋯⋯186

第四章物资管理。⋯⋯⋯⋯⋯⋯⋯⋯”187

第一节管理体制⋯-．．⋯⋯⋯⋯⋯⋯⋯⋯187

第二节管理范围⋯⋯⋯⋯⋯⋯⋯⋯⋯⋯188

第五章技术监督管理⋯⋯⋯⋯⋯⋯⋯189

第一节标准化管理⋯⋯⋯⋯．．．⋯⋯⋯⋯189



第一节财务收支审计

第二节财经法纪审计

第三节经济效益审计

目 录·3

⋯⋯⋯⋯⋯⋯·⋯··196

⋯⋯⋯⋯⋯⋯⋯⋯196

⋯⋯·⋯⋯⋯⋯⋯··197

’⋯⋯ 卷6农 业 ⋯ ，⋯，． ¨' 一，

一⋯‘‘●
·．

‘

第．．章生产条件．譬!譬⋯．．．⋯⋯⋯⋯⋯”200 I ．第二节绎济作物、?⋯⋯⋯⋯⋯⋯⋯·225
．第一节，．耕地∥7．凹唧⋯⋯⋯⋯⋯⋯⋯⋯⋯·200 I ．笋三节．果·茶，⋯_“_⋯⋯⋯⋯⋯⋯⋯”229
第二节，劳力·畜力⋯⋯⋯⋯⋯⋯⋯⋯⋯204 f ，第四节食用茸，：’o Ot Dli

ra
O·@OO．．．．．．”233

第三节⋯衣机具⋯⋯⋯·?··：⋯⋯⋯⋯⋯⋯·206 I第四章农业技术．．．⋯⋯⋯⋯⋯⋯⋯⋯⋯⋯234
第四节．农田基本建设⋯⋯⋯⋯⋯⋯⋯⋯209 I 第一节耕作制度．⋯·j⋯⋯⋯⋯⋯⋯⋯⋯·234

第二章一生产关系变荸⋯⋯⋯⋯⋯⋯⋯⋯211 f 第二节栽培技术⋯⋯‘：．．．⋯⋯⋯⋯⋯⋯235
第一节封建生产关系⋯⋯⋯⋯⋯⋯⋯⋯211 l 第三节改土施肥⋯⋯⋯⋯⋯⋯⋯⋯⋯⋯235

第=节士地改革⋯⋯⋯⋯⋯⋯⋯⋯⋯⋯212 I 第四节良种推广⋯⋯⋯⋯⋯⋯⋯⋯⋯⋯240

第三节农业互助合作⋯⋯⋯⋯⋯⋯⋯⋯214 l 第五节植物保护⋯⋯⋯⋯⋯⋯⋯⋯⋯⋯245

第四节人民公社⋯⋯⋯⋯⋯⋯⋯⋯⋯⋯217 I 第六节农机推广⋯⋯⋯⋯⋯⋯⋯⋯⋯⋯249

”第五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18 l第五章管理⋯⋯⋯⋯⋯⋯⋯⋯⋯⋯⋯⋯⋯251
”第六节国营农坊4：⋯⋯⋯⋯⋯⋯⋯⋯⋯·219 l ‘”第一节机构j⋯j⋯⋯⋯⋯⋯⋯⋯⋯⋯．j．．251

第三章’种植业··?：o_：．．．⋯⋯⋯⋯．．．⋯··222 l ’“第=节农技管理。⋯⋯⋯⋯⋯⋯⋯⋯一·253

第一节粮油作材”：·：⋯⋯⋯⋯⋯⋯⋯⋯⋯222 l ⋯一酣。农业区划⋯‘。
⋯

’。

^』⋯’ 一⋯⋯。 ：
●

卷7林 ’。业 ⋯⋯’■
．

第一章森林资源一：⋯⋯⋯⋯⋯⋯⋯⋯‘262

第一节面积蓄积‘o⋯⋯⋯⋯⋯⋯⋯⋯⋯·262

第二节杯种分布⋯⋯⋯⋯⋯⋯⋯⋯⋯一264
第三节森林植物⋯⋯⋯⋯⋯⋯⋯⋯⋯⋯266

第四节珍稀古树⋯⋯⋯⋯⋯⋯⋯m⋯⋯268

第二章山林权属⋯⋯⋯⋯⋯⋯⋯⋯⋯⋯⋯272

‘第一节私有由林⋯⋯⋯⋯⋯⋯⋯．．．⋯⋯272

第二节集体山林⋯⋯⋯⋯⋯⋯⋯．t．．⋯⋯+274

第三节国有山林⋯⋯⋯⋯⋯⋯⋯⋯⋯⋯,275

附：国营林场 -：

第四节纠纷凋处⋯⋯⋯⋯⋯⋯⋯．．．⋯⋯276

第三章造林育林⋯⋯“⋯⋯，．．“．．．⋯⋯277
’第一节树种选育⋯⋯。⋯⋯⋯”一⋯⋯。278

第二节育苗⋯⋯⋯⋯⋯⋯⋯⋯“一⋯⋯‘280

“附，国营林业苗圃
‘

第三节造林⋯⋯⋯⋯⋯，．．⋯⋯⋯⋯⋯⋯281

． 附。汀江绿化 ．．

第四节封山育林⋯⋯⋯⋯⋯⋯⋯⋯⋯⋯286

第四章森林保护⋯⋯⋯⋯⋯⋯⋯⋯．．．⋯⋯287

第一节护林防火⋯⋯_⋯⋯⋯⋯⋯⋯m287

‘’第二节病虫害防治’⋯⋯⋯⋯⋯⋯⋯⋯⋯289

’第三节依法治林⋯i⋯⋯⋯⋯⋯⋯⋯⋯一291

第五章林区建设⋯⋯⋯⋯⋯⋯⋯⋯⋯一294

第一节交通设施⋯⋯⋯⋯⋯⋯⋯⋯⋯⋯294

第二节房屋建设⋯⋯⋯⋯⋯⋯⋯⋯⋯⋯297

、 第三节‘机械设备：：：·：·：⋯·：·；·_⋯⋯⋯298
，

●

第六章林业产品⋯⋯⋯⋯⋯⋯；i⋯⋯300
●

^
‘‘

第一节木材⋯⋯⋯⋯⋯⋯⋯⋯⋯⋯⋯⋯300

附：国营伐木场 ·

第二节竹材k⋯；．．⋯：搿“⋯⋯．，．⋯⋯”305

第三节松脂⋯⋯⋯；“．，．'k一⋯⋯⋯⋯⋯307

一第四节林副产品⋯⋯．．．．：．．⋯⋯⋯⋯⋯⋯308

第七章林业管理⋯⋯一：⋯⋯⋯⋯⋯⋯·311

．第一节机构⋯⋯⋯⋯⋯⋯⋯⋯⋯⋯⋯⋯311

第二节经营管理⋯⋯⋯⋯⋯⋯“：⋯⋯⋯312

第三节资金管理⋯⋯⋯⋯⋯⋯⋯⋯”⋯‘315

第四节林政管理⋯t．．⋯⋯⋯⋯⋯⋯．．．”·318

(>

一

一麓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目 录⋯
i{^r。．⋯⋯⋯c

⋯ 。。，

卷8‘畜牧水产

第一章畜牧⋯．．．⋯一⋯⋯⋯⋯⋯⋯⋯⋯324
第一节饲草饲料⋯⋯⋯⋯⋯⋯⋯⋯⋯⋯324=

第二节畜禽品种⋯⋯⋯⋯⋯⋯⋯⋯⋯⋯327

第三节家畜生产⋯⋯⋯⋯⋯⋯⋯⋯⋯⋯330

第四节家禽生产⋯⋯⋯⋯⋯⋯⋯⋯⋯⋯334

第五节疫病防治⋯⋯⋯⋯⋯⋯．．．厶⋯⋯336

附。1985年龙岩地区畜牧业区划

第二章水产⋯⋯⋯j⋯i⋯⋯j⋯⋯⋯⋯⋯339
第一节水面⋯⋯⋯⋯⋯⋯⋯⋯一⋯⋯⋯339

第二节品种⋯⋯⋯⋯⋯⋯⋯⋯⋯⋯⋯⋯340

第三节苗种繁育⋯⋯⋯⋯⋯⋯⋯⋯⋯⋯342

第四节成鱼养殖⋯⋯⋯⋯⋯⋯⋯⋯⋯⋯343

第五节鱼类捕捞⋯⋯⋯⋯⋯⋯⋯⋯⋯⋯345

第六节鱼病防治“⋯⋯⋯⋯⋯⋯⋯⋯⋯·347

附；1984年龙岩地区渔业区划

第三章管理．．．⋯⋯⋯·：⋯⋯⋯⋯⋯⋯⋯⋯350

第一节机构⋯⋯⋯⋯⋯⋯⋯⋯⋯⋯⋯⋯350

第二节经营管理．．．⋯⋯⋯⋯⋯⋯⋯⋯⋯350

卷9水，。 利

第一章水利建设⋯⋯⋯⋯⋯⋯⋯⋯⋯⋯⋯354

第一节引水工程⋯⋯⋯⋯⋯⋯⋯⋯⋯⋯355

第二节蓄水工程⋯⋯⋯⋯⋯⋯⋯⋯⋯⋯358

第三节提水工程⋯⋯⋯⋯⋯⋯⋯⋯⋯⋯362

第四节其他工程⋯⋯⋯⋯⋯⋯⋯⋯⋯⋯364

第二章防汛抗旱⋯．．．⋯⋯⋯⋯⋯⋯⋯⋯”366

第一节水旱灾情⋯⋯⋯⋯⋯⋯⋯⋯⋯⋯366

第二节组织·措施一⋯⋯⋯⋯⋯⋯⋯⋯368

第三节抗灾记略⋯⋯⋯⋯⋯⋯⋯⋯⋯⋯369

第三章水电建设⋯⋯⋯⋯⋯⋯⋯⋯⋯．．．⋯370

第一节水电站⋯．．．⋯⋯⋯⋯⋯⋯⋯⋯⋯370

第二节地方电网⋯⋯⋯⋯⋯⋯⋯⋯⋯⋯374

第四章水土保持⋯．．．⋯．：⋯⋯⋯⋯⋯⋯·375
第一节水土流失I⋯⋯⋯．．．⋯⋯⋯⋯⋯⋯375

第二节水土流失的治理⋯⋯⋯⋯⋯⋯⋯379

第五章管理⋯⋯⋯⋯⋯⋯⋯⋯⋯⋯⋯⋯．．383

第一节机构⋯⋯⋯⋯⋯⋯⋯⋯⋯⋯⋯⋯383

第二节工程管理⋯：⋯⋯⋯⋯⋯⋯⋯⋯“384

第三节水利管理⋯⋯⋯⋯⋯．．．⋯⋯⋯⋯385

第四节小水电的企业管理⋯⋯⋯⋯⋯⋯388

卷10矿 产

第一章煤⋯⋯⋯⋯⋯⋯．-．⋯⋯⋯⋯⋯⋯⋯391
第一节无烟煤⋯⋯⋯⋯⋯⋯⋯⋯⋯⋯⋯392

第二节贫煤和瘦煤⋯⋯⋯⋯⋯⋯⋯⋯⋯396

第二章·金属矿⋯⋯⋯⋯⋯⋯⋯⋯⋯⋯⋯⋯397

第一节铁”⋯⋯⋯⋯⋯⋯⋯⋯⋯⋯⋯⋯·397

第二节锰“⋯⋯⋯⋯⋯⋯⋯⋯⋯⋯⋯⋯‘399

第三节钨⋯⋯⋯⋯⋯⋯⋯⋯⋯⋯⋯⋯⋯401

第四节铅锌⋯⋯⋯⋯⋯⋯⋯⋯⋯⋯⋯⋯401

第五节稀土⋯⋯⋯⋯⋯⋯⋯⋯⋯⋯⋯⋯402

第六节其他⋯⋯⋯⋯⋯⋯⋯⋯⋯⋯⋯⋯403

第三章非金属矿⋯⋯⋯⋯⋯⋯⋯⋯⋯⋯404

第一节石灰岩⋯⋯⋯⋯⋯．．．⋯⋯⋯．．．⋯404

第=节白云岩⋯．．．⋯⋯⋯⋯⋯⋯⋯⋯⋯406

第三节高岭土⋯⋯⋯⋯⋯⋯⋯⋯：⋯⋯”407

第四节膨润土⋯⋯⋯⋯k⋯⋯⋯⋯⋯⋯409

第五节耐火粘土⋯⋯⋯⋯⋯⋯⋯⋯⋯⋯410

第六节石材⋯⋯⋯⋯⋯⋯⋯⋯⋯⋯⋯⋯411

第七节粘土⋯⋯⋯一⋯⋯⋯⋯⋯⋯⋯⋯413

第八节硅石·粉石英·石英砂⋯⋯⋯⋯413

第九节地下水和地热资源⋯⋯⋯⋯⋯⋯414

第十节其他⋯⋯⋯⋯⋯⋯⋯⋯⋯⋯⋯⋯417

第四章管理⋯⋯⋯⋯一⋯⋯⋯．．．⋯“419
。第一节机构⋯⋯⋯⋯⋯⋯⋯⋯⋯⋯⋯⋯419

第二节矿产经营⋯⋯⋯⋯⋯⋯．．．⋯⋯⋯421

第三节矿山保护⋯⋯⋯⋯⋯⋯⋯．．．⋯⋯422



目 录·5

·● ⋯●●，●。_ -，

● ，．．．． ，．，～●．．●．，⋯．● 一

卷11工 ⋯业⋯⋯⋯⋯．： ，，’ j

第一章所有制一⋯⋯⋯⋯⋯⋯⋯一⋯⋯·426
j

第一节私营⋯⋯⋯⋯⋯⋯⋯⋯⋯⋯⋯”426
第二节公私合营⋯⋯⋯⋯⋯。：⋯⋯⋯427
第三节集体⋯⋯⋯⋯⋯⋯⋯⋯⋯．．⋯“427
第四节，国营”⋯⋯⋯⋯⋯⋯⋯·j⋯⋯．．．·428
第五节‘三资”企业．⋯⋯一⋯⋯m⋯⋯⋯429

第二章-主要行业⋯⋯⋯⋯⋯⋯”“⋯⋯．．．·429
’- 第一节卷烟。·．*．；嚣：⋯⋯⋯⋯⋯⋯⋯⋯”430

“第二节纺织．-．一一·一，．．÷⋯⋯··：：⋯⋯⋯43l

第三节化工⋯，n一·o⋯⋯⋯⋯·：．．．⋯⋯·433

第四节机械⋯⋯一一⋯⋯⋯⋯“．n．·．．⋯⋯·436

第五节建材⋯⋯⋯⋯⋯⋯⋯⋯⋯⋯⋯⋯437

第六节冶金⋯⋯⋯⋯⋯⋯⋯⋯⋯⋯．．．439
第七节造纸一⋯⋯⋯o⋯⋯⋯·一⋯⋯⋯442

第八节食品⋯一u⋯·一⋯一m一⋯⋯⋯443

第九节粮油饲料加工⋯⋯⋯⋯⋯⋯⋯“445
第十节印刷⋯O@@O@@QOD QOO．JeO OOO@@·OW@⋯⋯⋯448

’‘ 第十一节竹禾采运加工．t．⋯⋯⋯⋯⋯⋯450
第十=节煤炭一o⋯⋯⋯⋯⋯⋯⋯⋯⋯“450
第十三节电力。·：”：⋯⋯⋯⋯⋯⋯．-．⋯⋯·452

第十四节采矿⋯⋯⋯⋯⋯⋯⋯一⋯⋯⋯455

第十五节电子”·jj：⋯．．．．．．⋯⋯⋯⋯⋯⋯’455
● ，●

第三章管理⋯⋯⋯⋯⋯⋯⋯⋯．．．O O$OO‘@O@1’456

第一节行政机构⋯⋯⋯⋯⋯⋯⋯⋯”456
rJ， 第二节企业管理⋯⋯⋯⋯⋯”．．．⋯“‘457

附一l全区工业总产值情况表和1000万

：， 元以上产值企业名表

附=。传统名优产品

o．。 ．⋯⋯⋯ ⋯．～．． ．：，i

卷12乡镇“企’F业⋯1 ⋯：， ’，．

第一章体制结构⋯⋯⋯⋯⋯⋯o⋯“·465
第·节个体企业⋯⋯⋯⋯⋯⋯j⋯⋯⋯·465
第二节乡办企业⋯⋯⋯⋯⋯⋯⋯⋯⋯⋯466

第三节村办企业⋯⋯⋯⋯⋯⋯⋯⋯⋯⋯467

第四节联合企业⋯⋯⋯⋯⋯⋯⋯⋯⋯⋯468

⋯第五节外向型经济及‘三资。企业一⋯⋯·469

第二章企业门类⋯⋯⋯⋯⋯⋯⋯一⋯⋯469
第一节工业企业一⋯．．．⋯⋯⋯⋯⋯⋯⋯470

、第二节建筑业⋯⋯“⋯⋯⋯⋯⋯⋯⋯⋯·483

第三节运输业⋯⋯⋯⋯⋯⋯⋯一⋯⋯⋯485

第四节农业企业⋯⋯⋯⋯⋯⋯⋯⋯⋯⋯488

第五节商业服务业⋯⋯⋯⋯⋯⋯⋯⋯⋯491

第三章管理⋯⋯⋯⋯⋯⋯⋯⋯⋯⋯：⋯493
第一节机构⋯⋯⋯⋯⋯⋯⋯⋯⋯⋯⋯．．．393

第二节经营形式’⋯⋯⋯⋯⋯⋯_⋯⋯⋯494

第三节企业管理⋯⋯⋯⋯⋯⋯⋯⋯⋯⋯497

：薹二羔黔⋯．．：．．⋯⋯⋯’：_⋯引蒸姜裟琶竺===曩
‘薹三萎竺凳⋯⋯：．．．⋯⋯⋯⋯“‘⋯⋯⋯詈!i 荔主；；；磊薹⋯⋯⋯⋯⋯⋯⋯⋯⋯：。；嚣
篓慧警⋯⋯⋯⋯⋯⋯⋯删 蓁菇茹=⋯⋯⋯⋯．．．：：：：：：：：：：篡
萎呈冀变翼⋯⋯⋯⋯⋯⋯⋯⋯⋯⋯⋯⋯518 I 雾：；曩差≤卸：．．：．．：．：：：：：：：：：：：：：：：：：：；i；
第五节航空⋯⋯⋯⋯⋯⋯⋯⋯．．，⋯⋯⋯522 I

”。”珊。“州 ⋯。。。 。⋯⋯⋯”‘

‘ (印



6·目 录

第三节运输管理⋯⋯⋯⋯⋯⋯⋯⋯⋯⋯548 l 第一节组织形式⋯⋯⋯⋯⋯．．．⋯⋯⋯⋯554

第四节交通监理⋯⋯⋯⋯⋯⋯⋯⋯⋯“552 I 第二节运输⋯⋯⋯⋯⋯⋯⋯⋯⋯⋯⋯⋯554

第四章苏区交通⋯⋯⋯⋯⋯⋯⋯⋯⋯⋯554 J 第三节机要交通线⋯⋯⋯⋯⋯⋯⋯⋯·556

7‘，‘‘⋯⋯ ⋯⋯⋯n： 。

⋯⋯⋯⋯ ⋯一 ，卷14邮”电
⋯一‘

第一章机构，，o．．，⋯⋯⋯⋯⋯⋯⋯⋯⋯·558

第·节唐至清时期。．嚣⋯⋯⋯⋯⋯⋯⋯⋯·558

第二节，，民国时期。。r：：：⋯⋯⋯⋯⋯⋯⋯⋯·558

．．．第三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59

第=章⋯邮政o⋯⋯⋯臀_．．．⋯⋯⋯⋯⋯⋯560
第一节网路·设备⋯⋯⋯⋯⋯⋯⋯⋯⋯560

”第二帮⋯业务⋯．：．：：：o：．：：t⋯⋯⋯⋯⋯⋯·565

第三章一电信⋯⋯⋯⋯⋯⋯．．．⋯⋯⋯．．．⋯·566
j j．4第一节”电话c一·一⋯⋯⋯⋯⋯⋯．．．⋯⋯⋯567

第=节电报⋯⋯⋯。“；⋯⋯⋯⋯v⋯⋯·574

第四章管理⋯⋯⋯⋯⋯⋯⋯⋯⋯⋯”⋯一576
。第—节业务技术管卺。”⋯⋯⋯⋯⋯⋯⋯·577

第二节职工管理⋯⋯⋯⋯⋯⋯⋯⋯⋯⋯579

·第三节财务管理～⋯⋯⋯⋯⋯⋯⋯⋯⋯580

第五章苏区邮电一⋯”⋯⋯⋯⋯⋯⋯⋯581

-一第一节邮政⋯⋯··一．．-i⋯⋯⋯”t⋯⋯·581
．第二节机要通信一”，v·吁⋯⋯·“¨⋯⋯·586

n第三节电话⋯⋯⋯u⋯⋯⋯⋯⋯⋯⋯⋯587

卷15城乡

第一章城市建设OQ@OItI@O DtI OO O@O@@@@⋯⋯⋯"'590

第—节城区变迁⋯⋯⋯⋯⋯⋯o。l o@OO@OQ@0@590

第二节市政建设⋯⋯⋯⋯⋯⋯：⋯”j⋯“591

第三节主要建筑物⋯⋯⋯⋯⋯⋯⋯⋯⋯600

第四节房地产⋯⋯⋯⋯⋯⋯⋯⋯⋯⋯⋯601

附。龙岩市城区总体规划(摘要)

第二章乡镇建设⋯“-⋯⋯⋯⋯⋯⋯·609
第一节集镇⋯⋯⋯⋯⋯⋯⋯⋯⋯⋯⋯⋯609

第二节民居⋯⋯⋯⋯⋯⋯⋯⋯⋯⋯⋯⋯611

，第三章建筑业⋯．．．⋯⋯⋯⋯⋯⋯⋯⋯．．．⋯614

建。‘设

第一节建筑企业

第二节设计⋯⋯⋯⋯⋯⋯⋯⋯⋯⋯⋯⋯616

第三节施工⋯⋯⋯⋯⋯⋯⋯⋯⋯⋯⋯⋯619

附：重点工程

第四章环境保护⋯⋯⋯⋯_⋯⋯⋯⋯⋯⋯621

第q亨监测管理⋯．．．⋯⋯⋯一：⋯⋯⋯”622
第二节污染治理⋯⋯⋯⋯⋯⋯⋯⋯⋯⋯623

第五章建设用地：·：：-．．⋯⋯⋯⋯⋯⋯⋯⋯626
第·节甩地状况⋯⋯⋯⋯⋯⋯¨．⋯⋯⋯626

第二节征地审批⋯⋯⋯⋯⋯⋯⋯⋯⋯⋯627

●

卷16商 业 。

’

第一章经营体制⋯⋯⋯⋯⋯⋯⋯⋯⋯·631
第一节私营(个体)⋯⋯⋯⋯⋯⋯⋯⋯⋯631

第二节公私合营⋯⋯⋯⋯⋯⋯⋯⋯一⋯·634

第三节集体⋯⋯⋯⋯⋯⋯⋯⋯⋯．．．⋯⋯635

第四节国营⋯⋯⋯⋯⋯⋯⋯⋯⋯．．．⋯⋯636

第五节合资联营⋯⋯⋯⋯⋯⋯⋯⋯⋯⋯638

第二章商品经营⋯⋯一⋯⋯⋯⋯⋯⋯639
第一节百货·文化用品⋯⋯⋯⋯⋯⋯⋯639

-第二_节纺织品⋯⋯““．．．⋯⋯⋯⋯⋯⋯“641

一第三节五金·交电·化工⋯⋯一⋯⋯⋯643

一第四节石油⋯⋯⋯⋯⋯⋯⋯⋯⋯⋯⋯⋯645

．第五节民用煤⋯⋯⋯⋯⋯⋯⋯⋯⋯⋯⋯646

第六节副食品⋯⋯⋯⋯⋯⋯⋯⋯⋯⋯⋯647

。第七节食盐⋯⋯⋯⋯⋯⋯⋯⋯⋯⋯⋯⋯653

第八节特需商品⋯⋯⋯⋯⋯⋯⋯⋯⋯⋯654

第三章饮食服务业⋯⋯⋯⋯⋯⋯⋯⋯655

．第一节饮食⋯⋯”?⋯⋯⋯⋯⋯⋯⋯⋯“655
．附。闽西菜谱

第二节旅馆”k⋯⋯⋯⋯⋯⋯⋯”：⋯⋯”657

第三节照相⋯⋯⋯⋯⋯⋯⋯⋯⋯⋯⋯．．．658

第四节理发⋯⋯⋯¨⋯⋯⋯⋯⋯⋯⋯⋯659

第五节澡堂·信托⋯⋯⋯⋯⋯⋯⋯⋯⋯659

．

416●●●．．●

。

¨

．

-

。

¨

。

¨

¨●●

，

●



第四章管理一⋯．．．⋯⋯⋯⋯⋯⋯⋯⋯⋯660
第一节机构．．．⋯⋯⋯⋯⋯．．．⋯⋯⋯⋯⋯660

第二节计划⋯⋯⋯⋯⋯⋯⋯⋯⋯⋯⋯⋯662

第三节经营责任制⋯⋯⋯⋯⋯⋯⋯⋯⋯663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目 录·尹

储运锶．．．譬中⋯@DP OO@9 5⋯⋯⋯⋯664

物价⋯⋯．．．⋯⋯⋯⋯⋯⋯，⋯⋯”667

票证．．。：“：·??⋯掣·，⋯⋯．．．⋯；⋯⋯669

财务．：?：?：·：：．．?⋯⋯⋯⋯⋯⋯⋯⋯·672

卷17供销合作 ．⋯⋯⋯

● ●

第一章组织机构．．．．．．⋯．．．⋯⋯⋯⋯⋯⋯·676；
第一节机构⋯⋯⋯⋯⋯⋯⋯⋯⋯⋯．．．⋯676

第二节民主管理⋯⋯⋯⋯⋯⋯⋯⋯⋯⋯681 I

笫二章农业生产资料供应⋯⋯⋯⋯⋯683 f
第一节肥料⋯⋯⋯⋯⋯⋯⋯⋯⋯⋯⋯⋯683 l

第=节农药·农药械⋯⋯．．．⋯⋯⋯⋯⋯685 I

第三节农具”⋯⋯⋯⋯⋯⋯⋯⋯⋯⋯⋯·685 I

第四节耕牛⋯⋯⋯⋯⋯⋯⋯⋯⋯⋯⋯⋯686 I

第三章农副产品购销⋯⋯⋯⋯⋯⋯⋯⋯⋯687 I
第一节毛竹⋯⋯⋯⋯⋯⋯⋯⋯⋯⋯⋯⋯688

第二节土纸⋯⋯⋯⋯⋯⋯⋯⋯⋯⋯⋯⋯689

第三节茶叶⋯⋯⋯⋯⋯⋯⋯⋯⋯⋯⋯⋯690 1

第四节烟草．．．⋯⋯⋯⋯⋯⋯⋯⋯⋯⋯⋯691

第五节香菇⋯⋯⋯“o⋯⋯⋯⋯⋯⋯⋯·692
第六节柑桔⋯⋯⋯⋯⋯⋯⋯⋯⋯⋯⋯⋯693

第七节其他⋯⋯⋯⋯⋯⋯⋯⋯⋯·⋯⋯“693

附，废旧物资回收

第四章生活日用品经营⋯⋯⋯⋯⋯⋯696

第一节经营范围⋯⋯⋯⋯⋯⋯⋯⋯⋯“696
附。图书销售

第二节‘经营政策而⋯⋯⋯⋯⋯⋯⋯⋯⋯699

一，第三节经营方式文⋯⋯⋯⋯⋯．．．⋯⋯⋯700

+’附。物资交流会’’

第五章农村饮食和服务业⋯⋯⋯⋯⋯701
第一节饮食业⋯．．．．．．⋯⋯．．．⋯⋯⋯⋯⋯701

第二节服务业⋯⋯-⋯⋯⋯⋯⋯⋯⋯⋯·702

第六章苏区合作社?⋯⋯⋯⋯⋯⋯⋯⋯·705
，第一节体制与机构⋯⋯⋯⋯⋯⋯⋯⋯⋯703

第=节业务经营⋯⋯⋯⋯⋯⋯⋯⋯⋯⋯706

-第三节反经济封锁．．．⋯⋯⋯⋯⋯⋯⋯⋯707

卷18粮油贸易

第一章粮食市场⋯⋯⋯⋯⋯⋯⋯⋯⋯⋯一710
第一节自由贸易⋯⋯⋯⋯⋯⋯⋯⋯⋯⋯710

第二节议购议销⋯⋯⋯⋯⋯⋯⋯⋯⋯⋯713

第二章粮油征购销⋯⋯⋯⋯⋯⋯⋯⋯⋯”714
第一节粮食征购⋯⋯⋯⋯⋯⋯⋯⋯⋯⋯714

第二节油料统购⋯⋯⋯⋯⋯⋯⋯⋯⋯⋯718

第三节粮食统销⋯⋯⋯⋯⋯⋯．．⋯⋯⋯‘718

第四节油脂统销⋯⋯⋯⋯⋯⋯⋯⋯⋯⋯724

第五节票证·粮店⋯⋯⋯⋯⋯⋯⋯⋯⋯726

第三章粮油储运⋯．．．⋯⋯⋯⋯⋯⋯⋯⋯‘727
第一节仓储”⋯⋯⋯⋯⋯⋯⋯⋯⋯⋯⋯’727

第二节调运⋯⋯⋯⋯⋯⋯⋯⋯⋯⋯⋯⋯731

第四章管理⋯⋯⋯⋯⋯⋯⋯⋯⋯⋯⋯⋯·733
‘第一节机构⋯⋯⋯⋯⋯⋯⋯⋯⋯⋯⋯⋯733

第二节计划⋯⋯⋯⋯⋯⋯⋯⋯⋯⋯⋯⋯735

第三节财务⋯⋯⋯⋯⋯⋯⋯⋯⋯⋯⋯⋯736

第四：声价格⋯⋯⋯⋯⋯⋯一：⋯⋯⋯⋯⋯738

第五章苏区粮食⋯⋯⋯⋯⋯⋯⋯⋯⋯··741
第—节机构⋯⋯⋯⋯⋯⋯⋯⋯⋯⋯⋯⋯741

第二节粮食征集⋯⋯⋯⋯⋯⋯⋯⋯⋯⋯747．

第三节粮食调剂供应⋯⋯⋯⋯⋯⋯⋯⋯743

第四节粮食储运⋯⋯⋯⋯⋯⋯．．．⋯⋯⋯745

。 卷19+对外经济贸易 ，．

第一章 出13⋯⋯⋯⋯⋯··i⋯⋯⋯⋯一⋯⋯748 l 第二节畜产品·⋯⋯⋯⋯⋯⋯⋯⋯⋯⋯⋯755

第一节土特产品⋯⋯⋯⋯⋯⋯⋯⋯⋯⋯750 l 第三节矿产品⋯··?⋯．．．⋯．．．⋯⋯⋯⋯⋯757

f‘l二一一
(3



8·目 录

’．第四节纺织品⋯¨‰“⋯”．．⋯⋯⋯⋯·758
⋯附i全区出口商品目录。‘

· ’

第二章+进口⋯一．．．厶：：：·k⋯⋯⋯mm⋯759
、第一节技术设备’⋯·：一k·“··’⋯⋯··“⋯．．．760

第=节原材料和生活用品、．．．⋯⋯⋯⋯⋯760

第三章经贸合作⋯⋯⋯⋯⋯⋯⋯⋯⋯⋯761
第一节外商投资企业⋯⋯⋯⋯．．．⋯⋯⋯761

+第二节。三来一补’一⋯⋯⋯⋯．．．⋯⋯⋯761

第三节对外经济技术合作．．．0⋯。⋯⋯⋯762

第四章管理⋯⋯⋯⋯⋯．．．⋯⋯⋯．．．⋯⋯762
第一节机构⋯⋯⋯⋯⋯⋯⋯⋯⋯⋯⋯⋯763

第二节出口管理⋯⋯⋯⋯⋯⋯⋯⋯⋯⋯765

第三节进口管理⋯⋯⋯⋯⋯⋯⋯⋯⋯⋯768

第四节其他管理⋯⋯⋯⋯⋯⋯⋯⋯⋯⋯769

⋯⋯·’，●-’·’’’·’，‘+。一． ： ．
，．

”

⋯‘j．卷20工商行政管理一⋯⋯⋯’’7．“
；

⋯t’
。 ．，

-：

第一章市场管理．．．⋯⋯⋯¨⋯⋯⋯⋯⋯772

7一．第一节。贸易集市∥：⋯?⋯⋯m一一??⋯·：⋯772

一，．第二节市场建设o．．．一⋯⋯”“··“一．．．⋯774
第三节贸易管理⋯⋯⋯⋯⋯一⋯一一⋯·776

第四节打击投机倒把·”⋯⋯⋯一⋯．．．m781
‘·

第二章登记管理一甜m⋯一⋯⋯⋯．．．⋯··784

r’第一节登记发照5：：·j：⋯⋯⋯⋯⋯⋯⋯⋯．784
’r j’第二节’监督检查。’■⋯⋯⋯⋯⋯⋯j⋯；⋯”788

第三章‘经济合同管理⋯⋯：⋯：⋯⋯j⋯⋯790
第一节鉴证检查⋯⋯⋯⋯：：：．．．⋯⋯⋯⋯791

6第三节调解仲裁一⋯⋯⋯⋯j⋯．．■⋯-792

第四章商标和广告管理⋯⋯⋯．．．‘·：．．．．．”792
第—节商标管理⋯⋯⋯．．．⋯⋯⋯。⋯⋯．．·792

第二节广告管理⋯⋯⋯⋯⋯⋯j⋯⋯．．．“798

第五章管理机构⋯⋯⋯⋯⋯：¨⋯：·‘_．．．⋯799

第一节机构．⋯⋯⋯⋯⋯⋯⋯●．．．·⋯⋯⋯799

第二节队伍⋯⋯⋯⋯⋯．．．⋯．．．．．．．⋯⋯⋯800

●

‘ ●
4●

’。

⋯： ，‘。卷21财I¨，政 ，．．

第一章财政收支⋯⋯⋯⋯⋯⋯⋯⋯⋯⋯·802
第一节体制⋯⋯⋯⋯⋯⋯⋯⋯⋯⋯⋯⋯802

第二节收入⋯⋯⋯⋯⋯⋯⋯⋯⋯⋯⋯⋯803
’

第三节支出·：⋯：：⋯⋯：⋯⋯⋯⋯⋯⋯⋯·807

第二章’税务⋯⋯⋯；‰⋯：⋯⋯⋯⋯⋯·811
第一节税制一h．．．；．．．-％一．．．⋯⋯．⋯⋯⋯⋯⋯811

第二节征收管理+“：；；；jj⋯⋯o⋯⋯⋯⋯·814

第三章‘管理’i；．．．·二。：二：：：⋯⋯⋯⋯⋯⋯⋯815
_●。 。-” ，●●，

⋯●-●“t

第一节机构⋯⋯⋯⋯⋯⋯⋯⋯⋯⋯⋯⋯815

第=节财政预算管理⋯⋯⋯⋯⋯⋯⋯⋯816

第三节财务，资金管理⋯⋯⋯⋯⋯⋯⋯818

第四节财政监督⋯·：⋯⋯⋯⋯⋯⋯⋯⋯．821

第四章苏区财政．．．⋯⋯⋯⋯⋯．．．．．．．．．，⋯822
第一节收入⋯⋯⋯⋯⋯⋯⋯⋯⋯⋯⋯⋯822

第二节支出⋯⋯⋯⋯⋯⋯⋯⋯．．．⋯⋯⋯824

7第三节管理⋯⋯⋯⋯⋯⋯⋯⋯·?j”：⋯”826

，_-· ‘●
‘

f。’●⋯ 卷22金 ．融

第一章金融机构⋯⋯⋯¨?o⋯．．．·：一⋯830
第一节民间金融组织j⋯⋯⋯⋯⋯⋯⋯n830

第二节银行⋯⋯⋯⋯⋯⋯⋯⋯⋯⋯⋯⋯831

第三节国家外汇管理局龙岩分局⋯⋯⋯834

第四节保险公司⋯⋯⋯⋯⋯⋯“⋯⋯⋯·835

第五节信用合作社⋯⋯⋯⋯⋯⋯⋯⋯⋯835

-v．第六节’其他金融机构。⋯一一⋯””⋯⋯·837

第二章一货币⋯⋯⋯⋯⋯”一?”一⋯■⋯⋯，838

第一节流通币种⋯·：⋯⋯⋯⋯⋯⋯⋯⋯·838

第二节货币管理⋯⋯⋯⋯⋯⋯⋯⋯⋯⋯841

附，金银收兑，配售

第三章金融业务⋯⋯⋯⋯⋯⋯⋯⋯⋯847
第一节民间借贷‘⋯⋯⋯⋯⋯⋯⋯⋯⋯．．847"

第二节存款⋯⋯⋯⋯⋯⋯⋯⋯⋯⋯⋯⋯849

4第三节放款⋯⋯⋯⋯⋯⋯⋯⋯⋯⋯⋯⋯855

第四节结算：⋯⋯”：．．．m⋯⋯⋯⋯⋯⋯”863



目 r录·9

第五节外汇⋯⋯j⋯⋯⋯⋯·?⋯⋯⋯··865 l第四章苏区金融：⋯?·：．．．⋯⋯⋯⋯⋯⋯j⋯·876

第六节拨款监督“⋯⋯⋯⋯⋯·i‘-⋯⋯·868 l 第一节机构．．．⋯⋯⋯⋯⋯⋯⋯⋯⋯⋯“876

第七节保险⋯⋯⋯“⋯‘：⋯j⋯⋯⋯⋯⋯’871 I， ．，第二节，．货币⋯：：：：：一i．．．⋯⋯⋯⋯一¨⋯·877

第八节代理业务⋯⋯⋯⋯．．．⋯i一⋯⋯“674 J 第三节业务．．．·：?·：?：⋯⋯⋯⋯⋯⋯．，．⋯”880
”

⋯ 。1

， ● ● ●’

．

。’+ ’

．一⋯⋯●⋯’。’‘●‘‘+一‘ r- 1． ～、·

～：． 卷23共产．党 ．。 ：，7 j．， ．

第一章建国前党的组织与活动⋯⋯⋯．．884
第一节大革命时期⋯⋯“⋯⋯⋯⋯⋯⋯·884

第二节土地革命时期⋯⋯⋯⋯⋯⋯⋯⋯885

第三节抗日战争时期⋯⋯⋯⋯⋯⋯⋯⋯886

第四节解放战争时期⋯⋯⋯⋯⋯⋯⋯⋯887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龙岩地区委员会⋯”888

第一节组织沿革⋯⋯⋯⋯⋯⋯⋯⋯⋯⋯888

第二节工作机构⋯⋯⋯⋯⋯⋯⋯⋯⋯⋯893

第三节党员状况⋯⋯⋯⋯⋯⋯⋯⋯⋯⋯894

第四节代表大会⋯⋯⋯⋯⋯⋯⋯⋯⋯⋯895

第三章地委重大活动记略⋯⋯⋯⋯⋯895

第一节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一·895

第二节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897

‘第三节。文化大革命。的十年⋯⋯⋯⋯⋯899

第四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斯⋯⋯900

第四章宣传教育⋯⋯⋯⋯⋯⋯⋯⋯⋯901

第一节宣传鼓动⋯⋯⋯⋯⋯⋯⋯⋯⋯⋯901

第二节理论培训⋯⋯⋯⋯⋯⋯⋯⋯⋯⋯903

第三节党员教育⋯⋯⋯⋯⋯⋯⋯⋯⋯⋯904

第五章干部管理⋯⋯⋯⋯⋯⋯⋯⋯⋯905
第一节管理范围⋯⋯⋯⋯⋯⋯””，．-⋯·905

第二节干部选拔⋯⋯⋯⋯⋯⋯．．．⋯⋯⋯907

第六章纪律检查．⋯⋯⋯⋯⋯⋯⋯⋯⋯⋯908

第一节组织?·?“j．¨一⋯⋯⋯⋯⋯⋯⋯⋯908

第二节主要任务．，·?·_．．⋯、．．．⋯⋯⋯⋯⋯⋯·910

第七章统一战线。．．．．⋯⋯⋯⋯⋯．．．⋯⋯·912
第一节团结民主人士谋解放．．．⋯．．．．．．⋯912

第二节组织民主力量建设社会主义⋯⋯913

第三节落实各项统战政策⋯⋯⋯⋯⋯⋯916

第四节安排民主人士工作⋯⋯⋯⋯⋯⋯917

第八章信访⋯叩．．i．．．⋯⋯⋯⋯⋯⋯⋯“918
第一节机构⋯⋯⋯⋯⋯i go r@@⋯⋯⋯⋯⋯918

第二节信访工作⋯⋯⋯⋯⋯⋯⋯⋯⋯⋯918

卷24政权·政协

第一章官署⋯⋯⋯⋯⋯⋯“．．．⋯．．．⋯⋯⋯·922
b’

第．-节．州·府⋯⋯⋯⋯⋯⋯⋯一⋯⋯⋯922

第三节。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一．．．．··j⋯931

第三节县署·县政府⋯⋯⋯⋯⋯⋯⋯。“936
‘

第二章人民政府⋯⋯⋯⋯⋯⋯⋯一⋯⋯”937
’j’

第一节苏维埃政府⋯⋯⋯⋯⋯：⋯。⋯⋯“937

第二节行政公署⋯⋯⋯⋯⋯⋯⋯⋯⋯⋯939

第三节县(市)人民政府⋯⋯⋯⋯⋯⋯一951

第三章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952

第—节工农兵代表大会⋯⋯⋯⋯⋯⋯⋯952

第二节．省人大常务委员会龙岩地区联

络组⋯⋯⋯⋯⋯⋯⋯”-⋯⋯⋯”954

第三节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
’

员会⋯⋯．．．⋯⋯⋯⋯⋯!⋯⋯⋯一957
l● _r’

第四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959

第一节地区政协联络组⋯⋯⋯⋯⋯⋯⋯959

第二节县(市)政协委员会及常务委员会⋯962
‘’‘

。’E_{+．

●‘ tf‘，●．‘，，1。●‘一⋯。‘’ ‘

⋯，_⋯：‘．‘j 一，：卷2言党派群众团体一⋯⋯，√一．I．，。。。
．⋯

～，． ，’．．
、 ．：一 ⋯}⋯⋯⋯⋯⋯⋯’7． ：

●

第一章 中国国民党⋯⋯⋯⋯⋯⋯⋯⋯⋯966 第二节活动⋯⋯⋯⋯⋯．．．⋯⋯⋯⋯⋯⋯967

第一节组织⋯⋯⋯⋯⋯⋯⋯⋯⋯⋯⋯⋯966,I 附：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

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