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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粼己彦县志》修成了j县志办公室的同志邀我为其作序∥‘

我欣然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二。 。。 ．·．’，i＼2：7

我于1 945年1 1月初，受命从苏北抗日根据地来到巴彦县任

县长．那时的巴彦是刚钛敌伪政权手中接收过来的乱摊子。’工

作千头万绪．既要搞建党建政一又要搞镇压颠覆活动：既要搞

土地改革，?又要搞恢复生产；’既要搞城镇建设∥幕要搞参幂支

前，．整天忙的团周转。。我在巴彦虽然只当了厕年多的县长，，但

这是巴彦县大变革的年代f在巴彦的土地上，，破天荒地第一‘次

建立了人民政权，，结束了历史上一百多年的黑暗统治·也正由

于此，使我结下了对巴彦的特殊感情。-在我工作两年多的琦圣：

帆，‘与巴彦120多年的历史相此，’．哭是短暂的一瞬。钽在这短誓

的时间里，『j已彦人民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j?{≥毒’、 ¨：矗

0j．’巴彦县志办公室的同志，：?历经6个寒暑：’．几经碜正，?形成

了这部长迭百万言的新志书，。确实是件了不起的工程·。新县’志

的编纂不是对旧志书的改编和续修．量．而是用新的观点-．新的方

法，新的材料，编写出的一部真正能反映巴彦实际一的史书．：-坚

持-实：事求是?：爻：一●去伪存真∥的原则，力求全’面、‘系统，客

观0翔实，’维确地反映和再现巴彦120多年的历史概貌。这部志

书含量大，．内容丰富：：纵贯舌今，，横揽全局，综述了巴彦县的

多



l 巴一．‘彦县+‘’意

历史沿革，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社会

人文．风土民情等方面的兴衰起伏，发展变化。对各个历史时

期事物的发展，不是就事论事地做一般的记述，而是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思想方法，将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的发展演变情况及利弊得失如实地反映出来。 膏以史为鉴，

可知兴替一：!这部志书对了解巴彦历史，研究巴彦现状，展望

巴彦未来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

，j’ 巴彦县志写了过去120多年的历史与现状。这里有巴彦人民

向大自然作斗争的历史，也有巴彦人民挣脱旧社会的黑暗统治

和建设新巴彦的历史。．巴彦人民的艰苦奋斗，大大地促进了各

项事业的发展。我看过一些县志，有的把个人意志强加于厉

史，：有的只编录颂扬当代作出盼一些成就，缺乏实事求是的历

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巴彦大街上至今还竖立有歌颂某一时代将

军的牌楼，但究竟如何，·则要由后人做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

我们这一代在巴彦所做的·切．是否有所建树，是否为人民办

过几侮好事．，口也要由乓久予以+评断。；千秋历史功过，自有后人

评说。凡属有利历史发展的，都会受到后人赞扬，当成历史经

验来运用；凡属阻碍历史前进的都会受到后人批判，并引以为

鉴戒。；‘‘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认为写县志的人要如此，

看县志的人也要持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才能达到写县

患的真正目的．。⋯ 。．
．．

．。 一、．
．

：一．，在我国几千年悠久历史长河中．巴彦的历史不算长．写过

去的县‘志是寿了今后巴彦有更美好的．未来。巴彦人民需要继往

开来，创造一个具有四个现代化的新巴彦．巴彦的政治、经

f
f～

e

。参耋蠢J



“·‘‘库一 。‘’富”

济，文化的发展，不应只满足于与旧巴彦的对比．还要打开视

野看待巴彦，建设巴彦。所谓打开视野，就是要将巴彦与县内外

相比，与全省、全国，全球相对比，看出自己的严重不足．一

方面，要广泛吸收国内外新经验，为巴彦服务；另一方面，又

要看到巴彦具有的巨大潜力。巴彦具有地靠哈尔滨等大城市的优

势，具有铁路、公路，水运的优势，·具有年产十几亿斤粮食的

优势。只有充分发挥这些优势，横向与国内外联系，变铁路。

江运、粮食，物产等优势为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优势，，．就可以使

巴彦的靠四化”建设加速发展。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今人胜

古人。我相信巴彦人民今后的发展定将大大超出县志所写的前

人在一个世纪内所做到的一切．巴彦人民在过去所做出的·切

是伟大的，但也可以这样说，巴彦至今仍是一块没有被充分开

发的大地：。． ’．’ ’．

，：．+

我高兴地看到《巴彦县志》的编写成功，也衷心地祝愿我

所热爱的巴彦人民在巴彦这块尚未充分开发的土地上，在今后，

的100年内开创为一个世界现代化的明星县。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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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郝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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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县东靠青山，蜿蜒起伏，南临松花江，逶适曲‘折．!境

内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盏产粮，。豆，糖。麻等作物，是黑龙

江省的重要商品粮县份之一。 ’，， 。，．‘

。’巴彦县在土地开发之前，森林茂密，水草肥美，野生资源

丰富，是采珠、狞猎的场所。清成丰九年(1859年)黑龙江土地

放禁，。。大批移民，携妻挈子，远离家乡，来到这里⋯他们拣水

萆丰盛之处，搭起窝棚，，盖上房合，开荒种地，’过着日出而

起，日落而归的生活。后因民事日繁，诉讼增多，遂景思治无每

(1862年)设呼兰厅理事同．知衙门，．管理全境赋课刑名及旗民

交涉事务．．
’

．一．．，． ．．’．j o．o，
‘ 一

·．·．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工商各业应运而生j粮食也逐渐转

化为商品生产， 。东赴巴彦之道上，村落相望，多酿酒之家一．

继之，制油，制米业接踵兴起。到了民国时期，粮油加工业进

入半机械化生产，提高了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产品近者销售省

内外，远则销售到日本和东欧国家．伪满统治时期，由于日傍

政权推行。经济统制糟政策，阻塞了流通渠道，严重地打击和

限制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导致各业萧条，百业凋零．巴彦人

民为了推翻反动统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仆后继，浴血

奋战，坚持斗争，给日伪政权以沉重的打击．在战争年代和抗

《《2l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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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援朝的日子里，4’巴彦县支出人，出粮’『出枪‘为支援战争做

出了重大贡献0． ·． ‘．．一 ·．。 二之-J、+。_!■、。‘“

√．新中国成立后，。全县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在工农业生

产上取得。了很大成就．特剐是觉的十·届三中全会后，在农村进

行皇‘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行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调动

了全县人民发展生产的积积性·农民充分挖掘，利用巴彦这个

．：?大粮仓一。的优势，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向商品化、’专业

化．现代化道路迈进，走共同富裕道路。。在农村经济体削改革取

得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城镇改革也在推广和进行，’并取得了较好

的成效．现在，巴彦县各行各业出现了比翼腾飞的可喜局面．

。巴彦县人民不但在物质文明建设中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精

神文明建设也与之同步发展．新县志的编纂成功，就是精神文明

建设的，令重要组成部分．，史学家把它赞之为-博物之书一，，说

它起着．碍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一。的作用：：

巴彦县在历史上曾有编史修志的良好习惯。清朝宣统元年(1909

年)，民国5年(1916年)，’伪满康德3年(1936年)乃至新中国成立后

的t960年0有组织有领导的进行编写县志就有4次。从1960年最

后一次封现在亦有26个年头了‘o，在这段肿间里，：巴彦县人民在党

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党的巾·届三中全会后-栽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

党思想统．÷j社会秩序井然，．?经济形势好转，可谓盛世，这样也

就具备了编纂新地方志的重要条件二。盛．世修志，势在必行。’只·有

把这些英雄业绩载入史册，把分散的，历史的．现状的各种资料

搜集起来，加以整理≯系统地反映巴彦的历史面貌，使之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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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百科全书，为了解巴彦，建设巴彦起到借鉴作用。+ ，’’一．

此次编纂新县志，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簟，坚持膏实事求是一的精神，’对许

多重大历史问题，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为准绳，基本上做到客观的真实的编写．同时，还本着

方志靠略古详今一、“古今衔接·的原则，记述了]．A．1862年到1985

年共120余年的历史变化、兴衰起伏、取得的经验教训，从中吸取

有裨益的东西，为指导工作，建设“四化”提供科学依据。也为

囊括古今、纵述全局、保存史料、繁荣文化起到一定的作用．但

由于巴彦县档案三遭焚毁，历史资料奇缺，加之编写人员水平有

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史志专家、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巴彦县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和部分省．市档案

馆、．图书馆，省．地区志办和一些省内外兄弟县志办公室领导的

大力支持，以及同巴彦县人民一起生活过和战斗过的老干部、知

情人的热情帮助，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和指导性意见．

使县志编纂工作才能得以圆满完成，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

谢。县志办佘室的同志。在时间紧．人员少，难度大的情况下j

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在《巴彦县志》行将问世的时候，也应记取

他们的辛勤劳动和付出的努力·

我做为巴彦县委的书记，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能看到新县

志编写成功．并为之作序，深感骄傲和自豪．同时也建议每个巴

彦县人，都应热爱它、，珍视它，并好好地读一读，从中一定会得

到很大的裨益．

1986年1 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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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长张力新
’

巴彦是我的故乡。去秋，组织派我回家乡工作后，即闻新的

县志已修成，只待付梓问世。在今年2月召开的县政府常务会议

上，诸位副县长一致赞同在膏过紧日子并的情况下，拨专款印

刷出版县志，以满足全县人民的愿望．印刷之前，县志办公室同

志邀我写序，推辞未成，只好将读后所感，略述如下． ．

《巴彦县志》集全县百科之大成，资料丰富，内容翔实．上

溯设治之始，下限改革之期，纵贯百余年，横陈千万事，凡举建

置沿革。疆域演变．自然物产，吏治人事、政治经济、司法军

事，人物传记．社会风俗等．这部志书全方'位．，多层次地再现

巴彦县的兴衰起伏，发展变化的历史，以资承前启后，察往知来．

。《巴彦县志》是各级党政领导施政的参考资料。‘纂修者坚

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按照露尊重史实，秉笔直书一的原

贝IJ，实事求是地反映重大历史问题。在资料抽绎提炼上，做到立

足当代，略古详今，突出反映巴彦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艰苦创业的革命活动，重点记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

得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成就、新变化，新气象。，古

人说：，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斗，这部作为传世之作的志书，．

不但要披露解放前的黑暗统治，而且对于建国后的工作失误，也

作了如实记述，让人们以史为鉴，勿蹈覆辙．

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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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县志》是精神文明的结晶，具有教化功能。现保存下

来的两部旧志，虽然为我们提供许多珍贵史料，但究其宗旨是为

统治阶级服务的，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在掌人物"篇中，连篇累

牍的是官宦士绅，孝子烈女之类充斥其中，而对开发巴彦、建设

巴彦立下功勋的劳动人民中的佼佼者，却拒之门外。新编县志则

与旧志不同．凡是为国家为人民做出卓越贡献，在事业上出类拔

革者。不管是工人，农民、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党政干部，还是民

主人士，开明士绅都能入志。在记述上，或作传详记其亨，或撮

其要者以事系人，或名标英烈卷帧，使其名垂青史，、教育后人．『，，-

此外，对于民族的败类、历史的罪人，，新编县志也做了如实的记

述，使其成为教育青少年的反面教材． ‘。，

、-．L

通读全志，有助于我们了解巴彦．认识巴彦，．。有利于我们从

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开发巴彦～建设巴彦、振兴巴彦。。可以

这样说，新编县志对党政干部是部簟《资治通鉴》糟，对青少年是

本乡土教批，对怀念家乡的巴彦人是卷历史回忆录，对兄弟市县

进行横向联系是座信息桥梁：．我相信每个读孝阔后，都能开阔视

野，丰富知识，受到启迪，有所收获， ，．i，．。．：．．：：：

。新编的《巴彦县志》曾先后得到了上级业务部门的精·迟指

导和各有关部门的鼎力相助，社会各界人士的真诚支持，，加。之

修志人员殚精竭虑，勤奋笔耕，尽l o年岁月，千辛万苦，终成此

志。值此搿惠及当代，荫及子孙一的巨著完成之际，，我谨代表巴

彦县人民政府和65万人民，向所有为《巴彦县志》的编写做出

贡献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 ’．

+． 1990年4月2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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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书按篇·章、节，目排列，凡21篇。97章，343节，

120万字．。上限起自清同治元年(，1862年)，下限截止1985年．

_ 二!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

更9，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 ，．

’

，I

_．三，、：本志书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全面记载本地自然和社

会状况，发展变化，以及取得的经验教训0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和指导各项工作提供有科学依据的资料，．为各级领导服务，

为现实服务。
，，． ■?一． j

‘

四、引用资料主要有《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黑龙江

志稿》、《呼兰府志》，《巴彦县志》(民国6年编)，《巴彦

县地方事务概要》(伪满康德3年编)，／4．伪满洲国史》．《黑

龙江沿革史讲稿》以及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及知情人提供的资

料。

五、本志书的编纂采用通志体，以类系事，横排竖写，贯

穿今古．力求纵不断线，横不缺项，纵横结合，经纬分明。采

用常用标点符号和国务院公布的简化汉字。

六、同一事件在书内互见时，为避免重复，采取各有侧重，

以一方为主的原则处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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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巴彦县．恚

七．东北解放前的纪年，按当时的历史朝代记述，括号内

标明公元纪年，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八。文内所用的历史地名，单位地址，均在括号内注明现行

地址及占用单位。

。．九：涉及人物时直书其名，不加政治性定语。 ‘．

。．十，本着不为生人立传的原则，本志记入的人物均。为在：本

地出生的已故人物。也有本地出生，在外地工作已故和外地出

生在本地巳故人物。 ‘．

， 十一．本志书以文献资料为主，杂以部分i：／碑资料。I：I碑资

料均经过核实后方采用的。 。

十二、本志书引用的数字均为《巴彦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所载，不足部分由业务部门提供。
。

、 十三，本县历史档案曾三遭焚毁，资料不全，故有的章节

出现断空、遗漏、互不衔接的现象． ．。

b 肜



’

目 ．录 f

目

序 言⋯⋯⋯⋯⋯⋯⋯⋯．．．⋯⋯⋯⋯⋯⋯⋯⋯⋯⋯⋯⋯⋯⋯．．：．．⋯．．：⋯⋯．℃1)
●● ‘●●●

● j‘ ●，

凡 例⋯⋯⋯⋯⋯：⋯⋯⋯⋯⋯⋯⋯⋯⋯⋯⋯⋯⋯⋯⋯⋯⋯⋯¨⋯⋯⋯⋯“(1)

概 述⋯⋯⋯⋯⋯⋯⋯⋯⋯⋯⋯⋯⋯⋯⋯⋯⋯⋯⋯⋯⋯⋯⋯⋯⋯⋯⋯⋯．(1)

大事记⋯．．．：⋯⋯⋯⋯⋯⋯⋯⋯⋯⋯⋯⋯⋯⋯⋯⋯⋯⋯⋯⋯⋯⋯⋯⋯⋯”(7)

第一篇建置

第一●地理位置

第叫了位置⋯⋯⋯“⋯⋯⋯⋯⋯⋯⋯⋯⋯⋯⋯⋯⋯⋯⋯⋯⋯⋯⋯⋯⋯(55)
第二节县界⋯⋯⋯⋯⋯⋯⋯籼⋯⋯⋯⋯⋯⋯⋯：“⋯⋯“⋯⋯⋯⋯⋯”(55)

第三节疆界⋯⋯⋯⋯⋯⋯⋯⋯⋯⋯⋯⋯⋯⋯⋯⋯⋯⋯⋯⋯⋯⋯⋯⋯⋯(56)

第四节归属⋯⋯⋯⋯⋯⋯⋯⋯⋯⋯⋯⋯⋯⋯⋯⋯：o⋯⋯⋯⋯⋯⋯⋯”(56)

第=章历史沿簟

第一节设治前沿革⋯⋯⋯⋯⋯⋯⋯⋯⋯⋯⋯⋯⋯⋯⋯⋯⋯⋯⋯⋯⋯⋯⋯(57)

第二节设治后沿革⋯⋯⋯⋯⋯⋯⋯⋯⋯⋯⋯⋯⋯⋯⋯⋯⋯⋯⋯⋯⋯⋯⋯(58)

第三节解放后沿革⋯⋯⋯⋯⋯⋯⋯⋯⋯⋯⋯⋯⋯⋯⋯⋯⋯⋯⋯⋯⋯⋯⋯(58)

第三章行政区期
’

第一节设治后至解放前行政区划⋯⋯⋯⋯⋯⋯⋯⋯⋯⋯⋯⋯⋯⋯⋯⋯⋯(59)

第二节解放后行政区殳I⋯⋯⋯⋯⋯⋯⋯⋯⋯⋯⋯⋯⋯⋯⋯⋯⋯⋯⋯⋯⋯(60)

第三节新中国成立后行政区划⋯⋯⋯⋯⋯⋯⋯⋯⋯⋯⋯⋯⋯⋯⋯⋯⋯⋯(61)

第四章乡’镶

第一节城镇⋯⋯⋯⋯⋯⋯⋯⋯⋯⋯⋯⋯⋯⋯⋯⋯⋯⋯⋯⋯⋯⋯⋯．．．⋯(63)

第=节乡村⋯．．．⋯⋯⋯⋯⋯⋯⋯⋯⋯⋯⋯⋯⋯⋯⋯⋯⋯⋯⋯⋯⋯⋯⋯(71)

第五章地名考述 一．

第一节县(城)名考⋯⋯⋯⋯⋯⋯⋯⋯⋯⋯⋯⋯⋯⋯⋯⋯⋯⋯⋯⋯⋯”。(89)

第二节山脉河{》|5考．．．⋯⋯⋯⋯．．．⋯”⋯⋯⋯⋯．．．⋯．t．⋯·；．．!⋯⋯⋯⋯”<89≯

5夕

i

aa尊·；．|i剁m，l

ia

a；；，；a*．j．!，

．

．

．

ii日_1‰__dn—__．4目_M“目∞目*目-__i!i日：

_



印0

身 巴‘彦县忘

第一囊地貌地质

第二篇自然地理

第一节地貌⋯⋯⋯⋯⋯⋯⋯⋯⋯⋯⋯⋯⋯⋯⋯⋯⋯⋯⋯⋯⋯⋯⋯⋯⋯⋯(91)

第二节地质⋯⋯⋯⋯⋯⋯⋯⋯⋯⋯⋯⋯⋯⋯⋯⋯⋯⋯⋯⋯⋯⋯⋯⋯⋯⋯(93)

第：章山脉水系 ． ⋯，’’

第一节山脉⋯⋯⋯⋯⋯⋯⋯⋯⋯⋯⋯⋯⋯⋯⋯⋯⋯⋯⋯⋯⋯⋯⋯⋯⋯⋯(95)

第二节水系⋯⋯⋯⋯⋯⋯⋯⋯⋯．．．⋯．．．⋯．．．⋯⋯⋯⋯⋯⋯⋯⋯⋯⋯⋯⋯(96)

第三章水文

第一节地表水⋯⋯⋯⋯⋯⋯w⋯⋯⋯⋯⋯⋯⋯⋯⋯．．t⋯m⋯⋯⋯⋯：⋯’”(97>

第二节地下水⋯⋯⋯⋯⋯⋯⋯⋯⋯⋯⋯⋯⋯⋯⋯⋯⋯⋯⋯⋯⋯⋯⋯⋯(100)

第兰节水文地质⋯⋯⋯⋯⋯⋯⋯⋯⋯⋯⋯⋯⋯⋯t．．⋯⋯”⋯⋯川⋯··0 C 100 y

第四章气候

第一节气温⋯⋯⋯⋯⋯．．．：⋯··：!·：⋯⋯··：⋯”。⋯⋯⋯⋯⋯⋯⋯⋯⋯⋯⋯(102)

第二节日照⋯⋯⋯⋯⋯⋯⋯⋯⋯⋯⋯⋯⋯⋯⋯⋯⋯⋯⋯⋯⋯⋯⋯⋯⋯(103)

第三节风⋯⋯⋯⋯⋯⋯⋯⋯⋯⋯⋯⋯⋯⋯⋯⋯⋯⋯⋯⋯⋯⋯⋯⋯⋯⋯(105)

第四节霜冰冻⋯⋯⋯·。⋯⋯⋯⋯⋯⋯⋯⋯⋯⋯⋯⋯⋯⋯⋯⋯⋯¨．⋯”··(105>

第五节水气压湿度蒸发⋯⋯⋯⋯⋯⋯⋯⋯⋯⋯⋯⋯．．．．．．．．-．⋯．．．·一叶(106)
第六节昼夜⋯⋯⋯⋯⋯⋯⋯⋯⋯⋯⋯⋯⋯⋯⋯!二⋯⋯．．．．二¨⋯⋯⋯⋯⋯‘106)

第五章±壤 ．⋯一’ ·‘一

第一节土壤类型⋯⋯⋯⋯⋯⋯⋯⋯⋯⋯⋯“⋯⋯⋯⋯¨?|．．一⋯⋯⋯⋯·(106)
第二节土壤分布⋯⋯⋯⋯⋯⋯⋯⋯⋯⋯⋯⋯⋯⋯⋯⋯⋯⋯⋯⋯⋯⋯⋯(107>

第六章物产资源 ··-，一 ．一，

第一节植物⋯⋯⋯⋯⋯⋯⋯⋯⋯⋯⋯⋯⋯⋯⋯⋯一⋯⋯⋯⋯⋯⋯⋯⋯(110)

第二节动物⋯⋯⋯⋯⋯⋯⋯⋯⋯⋯⋯⋯⋯⋯⋯⋯⋯⋯⋯⋯⋯⋯⋯⋯·t(111)
第三节矿物⋯⋯⋯⋯⋯⋯⋯⋯⋯⋯⋯⋯⋯⋯⋯⋯⋯⋯⋯⋯⋯⋯⋯⋯⋯(111>．

第四节自然资源⋯⋯⋯⋯⋯⋯⋯⋯⋯．．．⋯⋯一⋯⋯⋯⋯⋯⋯⋯⋯⋯”·(112)
第七章自然灾害 ⋯ ·

第一节综合灾害⋯⋯⋯⋯⋯⋯．．-⋯⋯⋯⋯·．．⋯⋯⋯⋯⋯⋯⋯⋯⋯⋯”·(117)

第二节水灾⋯⋯⋯⋯⋯⋯⋯⋯⋯⋯⋯⋯⋯⋯⋯⋯⋯⋯⋯⋯⋯⋯⋯⋯⋯(119>．

第三节旱灾⋯⋯⋯⋯⋯⋯⋯⋯⋯⋯⋯⋯⋯⋯⋯⋯⋯⋯．．．⋯⋯⋯⋯·”⋯(121)

第四节风灾⋯⋯⋯⋯⋯⋯⋯⋯⋯⋯⋯⋯⋯⋯⋯⋯⋯⋯“，⋯⋯⋯⋯⋯一·(121)

第五节雹灾⋯⋯⋯⋯⋯⋯⋯⋯⋯⋯⋯⋯⋯⋯⋯⋯⋯⋯⋯⋯⋯⋯⋯⋯⋯(122>

第六节霜冻灾⋯⋯⋯⋯⋯⋯⋯⋯⋯⋯⋯⋯⋯⋯⋯⋯⋯⋯⋯⋯⋯⋯⋯⋯(124)

第七节虫灾⋯⋯⋯⋯⋯：⋯．．．．．．．．．⋯⋯⋯⋯⋯⋯i·：⋯⋯⋯⋯⋯⋯⋯⋯”(125)



。’目‘i”景” a

第三篇政党，社团
‘’

。：
‘’

，．．．． ⋯．。’‘’’‘⋯’ ·．‘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 ⋯．一，·_⋯，⋯·- ．⋯，

， 第一节组织建设⋯⋯⋯⋯7．．．⋯⋯⋯⋯⋯⋯·i⋯～⋯¨．·：一⋯t⋯-．．⋯．．．t(126)

第二节党员⋯⋯⋯⋯⋯⋯⋯⋯⋯⋯⋯⋯⋯⋯⋯⋯⋯⋯⋯⋯⋯⋯⋯⋯⋯(133)

第三节党的活动⋯”：⋯⋯：⋯⋯?⋯⋯⋯⋯·：⋯⋯··：⋯⋯⋯⋯⋯⋯⋯⋯·(135)
1’

’

o·1，1、 r ．c 。o

第四节党员代表大会⋯⋯⋯⋯‘⋯·：_：⋯⋯⋯‘““⋯⋯⋯⋯⋯⋯⋯⋯“(140)

第五节党员教育⋯⋯⋯⋯⋯⋯⋯⋯⋯⋯⋯⋯⋯⋯⋯⋯⋯⋯⋯⋯⋯⋯⋯(144)

第六节宣传工作⋯⋯⋯⋯⋯⋯⋯⋯⋯⋯⋯⋯⋯⋯⋯⋯⋯⋯⋯⋯⋯⋯-：·(．146)·，

第七节纪律监察⋯⋯⋯⋯⋯⋯⋯⋯·?⋯⋯⋯⋯⋯⋯-"0 0，O

e*．0 0·⋯⋯⋯．-，··i(．147)

第八节统一战线工作⋯⋯⋯⋯⋯“?⋯··!⋯⋯·?⋯⋯⋯·j“⋯⋯⋯⋯．．．．⋯．(149)

第=章中国国民党地方组织 ．¨．．． ．．．．

，第一节组织⋯⋯⋯⋯·：··：··?·。?··：··：··：?·?··?··?··：·。：‘‘：：‘?!·：··：：o⋯．．．．．．．．．．·(．150)

．第二节主要活动⋯”!⋯⋯⋯⋯⋯⋯⋯”?·?¨⋯⋯⋯·⋯··：·?·?⋯⋯、．．·∥·．(150)

第三章社会团体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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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救国会⋯⋯⋯⋯·：··?·．．．．·：··：⋯⋯⋯⋯⋯⋯：：⋯⋯⋯⋯⋯⋯“(．151)

职工群众团体⋯⋯⋯⋯·?⋯⋯?⋯⋯⋯⋯·?。一⋯?⋯⋯··■⋯⋯．．．．·．(152)

农民群众团体⋯⋯”?“??⋯：⋯⋯··?⋯⋯⋯⋯⋯·7．．t⋯“，．．．”．⋯⋯·(153)

青少年团体⋯⋯⋯⋯⋯⋯⋯⋯⋯⋯⋯⋯．．．⋯⋯⋯⋯⋯⋯⋯⋯”·(．154)

妇女群众团体⋯··?⋯⋯·?··?⋯⋯⋯⋯?·?⋯⋯⋯：7．．．“．．．．．．．⋯_⋯(．．157)

工商团体⋯⋯⋯⋯⋯⋯“：·：⋯⋯··：⋯··：⋯⋯⋯·：一：⋯⋯·?·．··_’⋯．(158)

学术团体⋯⋯⋯⋯·：?⋯··?·：··：⋯：⋯·：·+：⋯⋯··：：：”一⋯”⋯．．⋯．．I．一(159)

教育团体⋯⋯⋯⋯⋯⋯⋯⋯⋯⋯⋯⋯⋯⋯⋯⋯⋯⋯．．．．，．⋯⋯．t．(．160)

其它社会团体⋯⋯⋯⋯⋯⋯⋯⋯⋯⋯⋯⋯⋯⋯⋯．，．⋯⋯⋯．．．⋯(．161)

第四篇政权政协√， ．。．

第一章巴彦县人民代表大会．。 -j ，t ．．：

第一节选举⋯⋯⋯⋯⋯．·j⋯⋯：：·：⋯⋯⋯⋯⋯⋯⋯⋯⋯⋯⋯⋯⋯⋯⋯”(162)

第二节历届县人民代表大会⋯⋯⋯⋯⋯⋯⋯⋯⋯⋯⋯⋯⋯⋯⋯⋯⋯⋯(163)

第三节县人大常务委员会及主要活动⋯⋯⋯⋯⋯⋯⋯⋯⋯⋯．．．⋯⋯．、·e 167)

第=章行政机构 ．- ．． ⋯．．．． ．．．
’·．’‘

q幻吖，川矿．
署．县螂．厅节．一第

，t掣1lJlI。矿誓量熬≯^矗



4 巴彦昙忠

第=节官印关防⋯⋯⋯⋯⋯⋯⋯⋯⋯⋯⋯．．．⋯⋯⋯．．．⋯⋯⋯⋯⋯⋯⋯(175)

第兰节官署⋯DIO OBe OBe⋯⋯⋯⋯⋯⋯⋯⋯⋯⋯⋯⋯⋯⋯⋯⋯⋯⋯⋯⋯⋯(178)

第四节历任职官⋯⋯⋯⋯⋯⋯⋯⋯⋯⋯⋯⋯⋯⋯⋯⋯⋯⋯⋯⋯⋯⋯⋯(178)

第三章敢协

第一节组织机构⋯⋯⋯⋯⋯⋯⋯⋯⋯⋯⋯⋯⋯⋯⋯⋯⋯⋯⋯⋯⋯⋯⋯(185)

第=节历届政协委员会议⋯⋯⋯⋯⋯⋯⋯⋯⋯⋯⋯⋯⋯⋯⋯⋯⋯⋯．．．(185)

第三节攻协常委会的活动⋯⋯⋯⋯⋯⋯⋯⋯⋯⋯·”⋯⋯⋯⋯⋯⋯⋯⋯(188)

第五篇公安司法

第一●公安

第一节组织机构⋯⋯⋯⋯⋯⋯⋯⋯⋯⋯⋯⋯⋯⋯⋯⋯⋯⋯⋯⋯⋯⋯”·(190)

第=节社会治安⋯⋯⋯⋯⋯⋯⋯⋯⋯⋯⋯⋯⋯⋯⋯⋯⋯⋯⋯⋯⋯⋯⋯(193)

第三节重大公安活动⋯⋯⋯⋯⋯⋯⋯⋯⋯⋯⋯⋯⋯⋯⋯⋯⋯⋯⋯⋯⋯(194)

第四节消防⋯⋯⋯⋯⋯⋯⋯⋯⋯⋯⋯⋯⋯⋯⋯⋯⋯⋯⋯⋯⋯⋯⋯⋯⋯(196)

第五节监所．．．⋯⋯⋯⋯⋯⋯⋯⋯⋯⋯⋯⋯⋯⋯⋯⋯⋯⋯⋯⋯⋯⋯⋯”·(201)

第=章检察

第一节检察机构⋯⋯⋯⋯⋯⋯⋯⋯⋯⋯⋯⋯⋯⋯⋯⋯⋯⋯⋯⋯⋯⋯⋯(202)

第二节案件受理．．．⋯⋯⋯⋯⋯⋯⋯⋯⋯⋯⋯⋯⋯⋯⋯⋯⋯⋯⋯⋯⋯⋯(202)

第三节法纪检察⋯⋯⋯⋯⋯⋯⋯⋯⋯⋯⋯⋯⋯⋯⋯⋯⋯⋯⋯⋯”i⋯⋯(203)

第三章法院 、

第一节组织机构⋯⋯⋯⋯⋯⋯⋯⋯⋯⋯⋯⋯⋯⋯⋯⋯⋯⋯⋯⋯⋯⋯⋯(203>

第二节审判制度⋯⋯⋯⋯⋯⋯⋯⋯⋯⋯⋯⋯⋯⋯⋯⋯⋯⋯⋯⋯⋯⋯⋯(204)

第三节案件审理⋯⋯⋯⋯⋯⋯⋯⋯⋯⋯⋯⋯⋯⋯⋯⋯⋯⋯⋯⋯⋯⋯⋯(204)

第四囊司法行政

第一节法制宣传⋯⋯⋯⋯⋯⋯⋯⋯⋯⋯⋯⋯⋯⋯⋯⋯⋯⋯⋯⋯⋯⋯⋯(205)

第二节律师所⋯⋯⋯⋯⋯⋯⋯⋯⋯⋯⋯⋯⋯⋯⋯⋯⋯⋯⋯⋯⋯⋯⋯⋯(205)

第三节公证处⋯⋯⋯⋯⋯⋯⋯⋯⋯⋯⋯⋯⋯⋯⋯⋯⋯⋯⋯⋯⋯⋯⋯⋯(206>

第四节民事调解⋯⋯⋯⋯⋯⋯⋯⋯⋯⋯⋯⋯⋯⋯⋯⋯⋯⋯⋯⋯⋯⋯⋯(206)

第六篇军事

第一●军事机构与驻军

第一节军事机构⋯⋯⋯．．．⋯⋯⋯⋯⋯⋯⋯⋯⋯⋯⋯⋯⋯⋯⋯⋯⋯⋯⋯(207)

第二节驻罕⋯⋯⋯⋯⋯．．．⋯⋯?，t．．．”．．t叫．．．，．，⋯⋯⋯"．．．小⋯⋯⋯⋯≮208)

、

p：f，：．

．一摹，

。．。。

～



目 ·曩 6

第：章兵爿兵役 ．··

’‘‘

第一节兵役制度⋯⋯⋯⋯⋯⋯⋯⋯⋯⋯⋯⋯⋯⋯⋯⋯⋯⋯⋯⋯⋯⋯⋯(212)

第二节征兵⋯⋯⋯⋯⋯⋯⋯⋯·OOOOO⋯⋯⋯⋯⋯⋯⋯⋯⋯⋯⋯⋯⋯⋯·(212)

．第三章武装

第一节地方武装⋯⋯⋯⋯⋯⋯⋯⋯⋯⋯⋯⋯⋯⋯⋯⋯⋯⋯⋯⋯⋯⋯⋯(213)

第二节土匪武装⋯⋯⋯⋯⋯⋯⋯⋯⋯⋯⋯⋯⋯⋯⋯⋯⋯⋯⋯⋯⋯⋯⋯(214)

第三节巴彦抗日游击队⋯⋯⋯⋯⋯⋯⋯⋯⋯⋯⋯⋯⋯⋯⋯⋯⋯⋯⋯”(215)
第四章民兵

第一节民兵组织⋯⋯⋯⋯⋯⋯⋯⋯⋯⋯⋯⋯⋯⋯⋯⋯⋯⋯⋯⋯⋯⋯⋯(219)

第二节武器装备⋯⋯⋯⋯⋯⋯⋯⋯⋯⋯⋯⋯⋯⋯⋯．．．⋯⋯⋯⋯⋯⋯⋯(220)

第三节民兵训练⋯⋯⋯⋯⋯⋯⋯⋯⋯⋯⋯⋯⋯⋯⋯⋯⋯⋯⋯⋯⋯⋯⋯(221)

第四节民兵代表大会⋯⋯⋯⋯⋯⋯⋯⋯⋯⋯⋯⋯⋯⋯⋯⋯⋯⋯⋯⋯⋯(221)

第五章战事

第一节清朝以前的战事⋯⋯⋯⋯⋯⋯⋯⋯⋯⋯⋯⋯⋯⋯⋯⋯⋯⋯⋯⋯(222)

第二节反俄斗争⋯⋯⋯⋯⋯⋯⋯⋯⋯⋯⋯⋯⋯⋯⋯⋯⋯⋯⋯⋯⋯⋯⋯(225)

第三节抗联支队的活动⋯⋯⋯⋯⋯．．．．⋯⋯⋯⋯⋯⋯⋯⋯⋯⋯⋯⋯⋯⋯(226)

第四节解放初期的剿匪战事⋯⋯⋯⋯⋯⋯⋯⋯⋯⋯⋯⋯⋯⋯⋯⋯⋯⋯(227)

第六章战勘战备 ．·⋯ ·，

第一节战勤⋯⋯⋯⋯⋯⋯⋯⋯⋯⋯⋯⋯⋯⋯⋯⋯⋯⋯⋯⋯⋯⋯⋯⋯⋯(229)

第二节战备⋯⋯⋯⋯⋯⋯⋯⋯⋯⋯⋯⋯⋯⋯⋯⋯⋯⋯⋯⋯⋯⋯⋯⋯⋯(229)

第七篇民政劳动人事侨务

第一章民政

第一节’优抚安置⋯⋯⋯⋯⋯⋯⋯⋯⋯⋯⋯⋯⋯⋯⋯⋯⋯⋯⋯⋯⋯⋯⋯(232)

第二节社会救济⋯⋯⋯⋯⋯⋯⋯⋯m⋯⋯⋯⋯⋯⋯⋯⋯⋯⋯⋯⋯⋯⋯(234)

第三节义仓储备⋯⋯⋯⋯⋯⋯⋯⋯⋯⋯⋯⋯⋯⋯⋯⋯⋯．．．⋯⋯⋯⋯⋯(239)

’第四节社会福利机构⋯⋯⋯⋯⋯⋯⋯⋯⋯⋯，⋯⋯⋯⋯·矗⋯⋯⋯⋯⋯(240>

第五节殡葬改革⋯⋯⋯⋯⋯⋯⋯⋯⋯．．．⋯⋯m⋯⋯⋯⋯⋯⋯⋯⋯⋯⋯(243)

第六节婚姻登记⋯⋯⋯⋯⋯⋯⋯⋯⋯⋯⋯⋯⋯⋯k⋯⋯⋯⋯⋯⋯．-．⋯(243)

第七节其它社会工作⋯⋯⋯⋯⋯⋯⋯⋯⋯⋯⋯⋯⋯⋯⋯⋯⋯⋯⋯⋯⋯(243>

第：●劳动工资

第一节劳动就业⋯．．．⋯⋯⋯⋯⋯⋯．．．．．．⋯⋯⋯⋯⋯⋯．．．⋯⋯⋯⋯⋯⋯(244)

第二节劳动管理⋯⋯⋯⋯⋯⋯⋯⋯⋯⋯⋯⋯⋯⋯⋯⋯⋯⋯⋯⋯⋯⋯⋯(245)

第三节劳零旺资⋯··：⋯⋯⋯⋯⋯⋯⋯⋯⋯⋯⋯⋯一⋯⋯⋯⋯⋯⋯⋯⋯(247)
第四节职工福利⋯⋯⋯⋯．．．⋯．．．⋯⋯¨⋯⋯．．．⋯⋯．．．⋯⋯⋯．．．⋯⋯⋯(248)

．

，

．‘lfl，}t■R0譬x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