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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藤县志》，几易其人，数改其稿，历尽艰辛，终于问世。这是全县人民的一

件大事，值得庆贺。

县志乃百科全书，它记载一县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多方面的历史

和现状，具有资治、教化和存史作用。．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代施政者

都很重视。藤县明代以前各种图经和志书，因年久事湮，散失几尽，现仅有清代嘉庆

及同治版《藤县志》和民国《藤县志稿》存世，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其内容过于简略

或有漏误。新编《藤县志》，全面地、客观地记载了藤县的情况，特别是解放后藤县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历史．它供当前

以借鉴，资后世以研究，是续史延流，惠今益后的文化瑰宝。 ．

；藤县地处广西东部，浔江从中部贯穿而过，山雄水秀，人杰地灵，历代英雄辈出．

明末爱国将领、杰出军事家袁崇焕，以一身生死系一国存亡，功勋卓著，光照千秋；太

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来王陆顺德，业绩震憾山河，可歌可、

泣；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第一副司令员李振亚，为革命赴汤蹈火，英勇善战，甘

将热血写春秋。许多仁人志士，在抗击外来侵略，在民主革命中，为民族的解放，为

人民的利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他们的英名永垂青史，值得藤县人民尊

崇和怀念。

解放后，藤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为建设祖国、为藤县的繁荣昌盛

英勇奋斗；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解

放思想，锐意改革，勇于进取，成果辉煌，藤县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

迅速提高，这一切都是历代无可比拟的。毫无疑问，把藤县方方面面的演进，重大事

件和巨大成就纂编成志，这是全县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需要。

望全县人民，尤其是各级领导同志，认真阅读新编《藤县志》，加以研究，吸取历

史经验与教训，探索规律，以指导我们今天的事业，为振兴藤县。为谱写更加光辉灿

烂的历史篇章而奋斗。 。

值《藤县志》问世之际，特书此文以志喜，是为序．

藤县人民政府县长剖凄荸
， l

‘一九九四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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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县情，着

重把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融为一体，力求具有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

二、本志以述、记、志、传、图、表、录组成，以专志为主体。按照一事以类从，

类为一志一的原则而设立专志，并按篇、章、节、目层次记述．篇前设地图、照片、序、

凡例、概述、大事记，篇后置附录、编后记，全书35篇，143章，450节．

三、本志统合古今，记事遵从详今明古原则．上限尽量追溯到事物的始原，下限

至1990年底．个别事物视需要，下限适当延伸． ．

、

四、本志记事以现辖境域为限．解放后归属岑溪县的波塘、糯垌、三堡及解放前

归蒙山县的樟村，除必须涉及的内容及无法剔除的数据外均不收录． ’．

五、本志所用资料，取自县内部门志、旧县志、府志、省通志和有关档案、图书、

报刊、调查报告及口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资料存案备查．引用历史文献，一般

译为现代汉语．

六、本志水道、公路按实际路程计算，方位里程则为空间距离．

七、本志使用。解放前(后)一一词，是以1949年11月29日藤县解放为界．清

代及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括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文，并省去“公元一及。年一字；

如同一段文字同年号或顺接年号的。只注开头一年，其余类推．民国历史纪年，。在每

段开始时括注公元纪年．

八、本志人物篇，以藤县籍为主，依例生不立传．立传人物选历史上有较大影响

者；不扬美，不隐恶，注重其实事及活动；不分职级，按其卒年先后为序．

九、本志计量单位，解放前使用当时通用的计量单位，解放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定计量单位． ．

十、1950～1953年人民币一律折成现币．

十一、固定资产按原值计算，产值以各时期不变价计算． ．

十二、本志表格内符号，。——一表示无此项资料，-⋯"表示此项资料残缺。

_×一表示此项资料免填，。⋯⋯一表示此项太小不予入志．

十三、本志文字，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已公布的简化汉字，行文使用现代

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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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经济作物⋯⋯⋯⋯．⋯⋯⋯

第三节 因艺作物⋯⋯⋯⋯⋯⋯⋯

第四节 其它⋯⋯⋯⋯⋯⋯⋯⋯⋯

第五章经营管理⋯⋯⋯⋯⋯⋯⋯⋯⋯

第一节．计划管理⋯⋯⋯⋯⋯⋯⋯

4
’

(252)

(252)

(253)

(254)

(255)

(256)

(256)

(256)

(257)

(257)

(258)

(258)

(259)

(2S9)

(260)

(261)

(262>

(264>

(264)

(266)

(267)

(268)

(268)

(268)

第二节 劳动管理⋯⋯⋯⋯⋯⋯⋯

第三节财务管理⋯⋯⋯⋯⋯⋯⋯

第四节 产品分配⋯⋯⋯⋯⋯⋯⋯

第六章农机具⋯⋯⋯⋯⋯⋯⋯⋯⋯⋯

第一节 传统农具··：⋯⋯⋯．．．⋯⋯

第二节 农机农具⋯⋯⋯⋯⋯⋯

第三节管理⋯：⋯⋯?⋯⋯⋯⋯⋯·

第七章农技机构⋯⋯⋯⋯⋯⋯⋯⋯⋯

第一节 科研站(所)⋯⋯⋯⋯⋯

第二节 农场⋯⋯⋯⋯⋯⋯⋯⋯⋯

(269)

(269)

(270)

(271)

(271)

(271)

(272)

(273)

(273)

(275>

第十二篇 畜，牧’ 水产

第一章畜牧⋯⋯⋯⋯⋯⋯⋯⋯⋯⋯⋯

第一节 品种⋯⋯⋯⋯⋯⋯⋯⋯⋯

第二节 家畜饲养⋯··：⋯⋯⋯⋯⋯

第三节 家禽饲养⋯⋯⋯⋯⋯⋯⋯

’第四节 其它饲养⋯⋯⋯⋯⋯⋯⋯

第五节品种改良⋯⋯⋯⋯⋯⋯⋯

第六节饲料⋯⋯⋯⋯⋯⋯”⋯⋯·

第七节疫病防治⋯⋯⋯⋯⋯⋯⋯

第=章水产⋯⋯⋯⋯⋯⋯⋯⋯⋯⋯⋯

第一节 品种⋯⋯⋯⋯⋯⋯⋯⋯⋯

第二节 江河捕捞⋯⋯⋯⋯⋯⋯⋯
． 第三节池塘养殖⋯⋯⋯⋯⋯⋯⋯

第四节 疫病防治⋯⋯⋯⋯⋯⋯⋯

第五节渔政管理⋯⋯⋯⋯⋯⋯⋯

第十三篇 林 业

第一章森林资源⋯⋯⋯⋯⋯⋯⋯⋯⋯

第一节面积蓄积⋯⋯⋯⋯⋯⋯

第二节林种分布⋯⋯⋯⋯⋯⋯⋯

第二章山林权属⋯⋯⋯⋯⋯⋯⋯⋯⋯

第一节 山林私有一⋯⋯⋯⋯⋯⋯

第二节’ 山林入社⋯⋯⋯⋯⋯⋯⋯

第三节 山林一四固定”⋯⋯⋯⋯
’

第四节 山林。三定”⋯⋯，⋯⋯”

第三章林业生产⋯⋯⋯⋯⋯⋯⋯⋯⋯

第一节 采种⋯⋯⋯⋯⋯⋯⋯⋯⋯

(277)

(277)

(278)

(280)

(280)

(280)

(282)

(282)

(284)

(284)

(284)

(285)

(287)

(287)

(290)

(290)

(292)

(300)

(300)

(300)

(300)

(301)

(301)

(301)



第二节 育苗⋯⋯⋯⋯⋯⋯⋯⋯⋯

第三节 营林⋯⋯⋯⋯⋯⋯⋯⋯⋯

第四节 管护⋯⋯⋯⋯⋯·!⋯⋯⋯

第四章林政管理⋯⋯⋯⋯⋯⋯⋯⋯⋯

第一节 采伐⋯⋯⋯⋯⋯⋯⋯⋯⋯

第二节 运输⋯⋯⋯⋯⋯⋯⋯⋯⋯

第三节 购销⋯⋯⋯⋯⋯⋯⋯⋯⋯

第五章林场⋯⋯⋯⋯⋯⋯⋯⋯⋯⋯⋯

第一节 国营林场⋯⋯⋯⋯⋯⋯⋯

第二节 集体林场⋯⋯⋯⋯⋯⋯⋯

(302)

(302)

(306)

(308)

(308)

(308)

(309)

(309)

(309)

(310)

第十四篇 水利 电力

第一章水利工程⋯⋯⋯⋯⋯⋯⋯⋯⋯

第一节 建设⋯”：⋯⋯⋯⋯⋯⋯⋯

第二节 管理⋯⋯⋯⋯⋯⋯⋯⋯⋯

第=章水土保护⋯⋯⋯⋯⋯⋯⋯⋯一

第一节 水土流失⋯⋯⋯⋯⋯⋯⋯

第二节水土流失治理⋯⋯⋯⋯⋯

第三章电力⋯⋯⋯⋯⋯⋯⋯⋯⋯⋯⋯

． 第一节 建设⋯·⋯⋯⋯⋯⋯⋯⋯”

第二节发供用电⋯⋯⋯⋯⋯⋯⋯

第三节 管理⋯⋯⋯⋯⋯⋯⋯⋯⋯
●

’_

第十五篇 工 业

第一章所有制结构⋯⋯⋯⋯⋯⋯⋯⋯

第一节个体私营企业⋯⋯⋯⋯

． 第二节 集体企业⋯⋯⋯⋯⋯⋯⋯

第三节 国营企业⋯⋯⋯⋯⋯⋯⋯

第二章生产门类⋯⋯⋯⋯⋯⋯⋯⋯⋯

第一节 化学⋯⋯⋯⋯⋯⋯⋯⋯⋯

第二节 纺织⋯⋯⋯⋯⋯⋯⋯⋯⋯

第三节 食品⋯⋯⋯⋯⋯⋯⋯⋯⋯

第四节 建材⋯⋯⋯⋯⋯⋯⋯⋯⋯

第五节 机械⋯⋯⋯⋯⋯⋯⋯⋯⋯

第六节 印刷⋯⋯⋯⋯⋯⋯⋯⋯⋯

第七节 采矿⋯⋯⋯⋯⋯⋯⋯⋯⋯

第八节其他⋯⋯⋯⋯⋯⋯⋯⋯”
第三章经营管理⋯⋯⋯⋯⋯⋯⋯⋯⋯

(314)

(314)

(328)

(330)

(330)

(33l>

(332)

(332)

(336)

(337)

(342)

(342)

(343)

(344)

(345)

(345)

(349)

(350)

<353)

(354)

(355)

(356)

(359)

(360)

第一节 领导体制⋯⋯⋯⋯⋯⋯⋯(360)

第二节 管理体制⋯⋯⋯⋯⋯⋯⋯(360)

第三节 经营承包责任制⋯⋯⋯⋯(361)

第十六篇 交

第一章陆路⋯⋯”⋯⋯⋯⋯⋯⋯“⋯”

第一节 古道⋯⋯⋯⋯⋯⋯⋯⋯⋯

第二节公路⋯⋯⋯⋯⋯⋯⋯⋯⋯

第三节 养护⋯⋯⋯⋯⋯⋯⋯⋯⋯

第四节 运输⋯⋯⋯⋯⋯⋯⋯⋯⋯

第五节 管理⋯⋯⋯⋯⋯⋯⋯⋯⋯

第=章水路⋯⋯⋯⋯⋯⋯⋯⋯⋯⋯⋯

第一节 航道⋯⋯⋯⋯⋯⋯⋯⋯⋯

第二节航道疏浚⋯⋯⋯⋯⋯⋯⋯

第三节码头渡口⋯⋯⋯⋯⋯⋯

第四节 运输⋯⋯⋯⋯⋯⋯⋯⋯⋯

第五节 监理⋯⋯⋯⋯⋯⋯⋯⋯⋯

第十七篇 邮． 电

(364)

(364)

(365)

(371)

(372)

(373)

(374)

(374)

(374)

(37S)

(377)

(378)

第一章邮政⋯⋯⋯⋯⋯⋯⋯⋯⋯⋯⋯，(380)

第一节 邮路⋯⋯⋯⋯⋯⋯⋯⋯⋯(380)

第二节 函件包裹．．．⋯⋯⋯⋯⋯(380)

第三节汇兑储蓄⋯⋯⋯⋯⋯⋯(381)

第四节报刊发行集邮⋯⋯⋯⋯(382)

第五节邮政设备⋯⋯⋯⋯⋯⋯⋯(383)

第：章电信⋯⋯⋯⋯⋯⋯⋯⋯⋯⋯”(38毒>
第一节 电报⋯⋯⋯⋯⋯⋯⋯⋯⋯(384)

第二节 电话⋯⋯⋯⋯⋯⋯⋯⋯⋯(385)

第三章管理⋯⋯⋯⋯⋯⋯⋯⋯⋯⋯⋯(386)

第一节机构⋯⋯⋯⋯⋯⋯⋯⋯一(386)
第二节人员⋯⋯⋯⋯⋯⋯⋯⋯⋯(387)

第三节 管理体制⋯⋯⋯；⋯⋯⋯一(387)

第四节 效苴⋯⋯⋯⋯⋯⋯⋯⋯⋯(388)

第十八篇 乡镇企业

第一章所有制结构⋯⋯⋯⋯⋯⋯⋯⋯(390)

第一节 乡镇办企业⋯⋯⋯⋯⋯⋯(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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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村街办企业⋯⋯⋯⋯⋯⋯

第三节联办企业⋯⋯⋯⋯⋯⋯⋯

第四节 个体企业⋯⋯⋯⋯⋯⋯⋯

第二章主要行业⋯⋯⋯⋯⋯⋯⋯⋯⋯

第一节 农业企业⋯．．．⋯⋯⋯⋯⋯

第二节 工业企业⋯⋯⋯⋯⋯⋯⋯

第三节 运输业⋯⋯⋯⋯⋯⋯⋯⋯

第四节 建筑业⋯⋯⋯⋯⋯⋯⋯⋯

第五节 商业饮食业⋯⋯⋯⋯⋯⋯

第六节 服务业及其他⋯⋯⋯⋯⋯

第七节 主要企业简介⋯⋯·⋯⋯”

第三章经营管理⋯⋯⋯⋯⋯⋯⋯⋯⋯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体制⋯⋯⋯⋯⋯⋯⋯⋯⋯

第三节分配形式⋯⋯⋯⋯⋯⋯⋯

第十九篇 土特名产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二十篇 贸 易

(391)

(391)

(391)

(391)

(391)

(392)

(393)

(393)

(393)

(393)

(394)

(395)

(395)

(395)

(395)

(400)

(402)

(402)

(403>

第一章圩市贸易⋯⋯⋯⋯⋯⋯⋯⋯⋯(406)

第一节 圩市沿革⋯⋯⋯⋯⋯⋯⋯(406)

第二节 主要圩市简介⋯⋯⋯厶⋯(406)

第二章私营个体商业⋯⋯而⋯⋯⋯(411)

第一节 私营商业⋯⋯⋯⋯⋯⋯⋯(411)

第二节 个体商业⋯⋯⋯⋯⋯⋯⋯(412)

[附] 公私合营⋯⋯⋯⋯⋯⋯⋯(412)

第三章集体商业⋯⋯⋯⋯⋯⋯⋯⋯⋯(413)

第一节 供销合作社⋯⋯⋯⋯⋯⋯(413)

第二节·’合作店组⋯⋯⋯⋯⋯⋯⋯(420)

第四章国有商业⋯⋯⋯⋯⋯⋯⋯⋯⋯(421)

第一节 国营商业⋯⋯⋯⋯⋯⋯⋯(421)

第二节 粮油贸易⋯⋯⋯⋯⋯⋯⋯(429)

第三节物资供应⋯⋯⋯⋯⋯⋯⋯(434)

第四节 对外贸易⋯⋯⋯⋯⋯⋯⋯(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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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二十一篇 服务业

饮食业⋯⋯⋯⋯⋯⋯⋯南⋯⋯

旅栈业⋯⋯“⋯⋯⋯⋯⋯⋯⋯·

照相业⋯⋯⋯⋯⋯⋯⋯⋯⋯⋯

修理业⋯⋯⋯⋯⋯⋯⋯⋯⋯⋯

其他⋯⋯⋯⋯⋯⋯⋯⋯⋯⋯⋯

经营管理⋯⋯⋯⋯⋯⋯⋯⋯⋯

(442)

(445)

(445)

(445)

(446)

(446)

第二十二篇 物价计量工商管理

第一章物价管理⋯⋯⋯⋯⋯⋯⋯⋯⋯(448)

第一节 商品价格⋯⋯⋯⋯⋯⋯⋯(448)

第二节 非商品收费⋯⋯⋯⋯⋯⋯(450)

第三节 管理监督⋯⋯⋯⋯⋯⋯⋯(452)

第二章计量管理⋯⋯⋯⋯．．⋯⋯⋯⋯·(453)

第一节 计量单位⋯⋯⋯⋯⋯⋯⋯(453)

第二节 计量器具⋯⋯⋯⋯⋯⋯⋯(453)

第三节 监督管理⋯⋯⋯⋯⋯⋯⋯(454)

第四节 机构⋯⋯⋯⋯⋯⋯⋯⋯⋯(456)

第三章工商行政管理⋯⋯⋯⋯⋯⋯⋯(456)

第一节 工商企业登记⋯⋯⋯⋯⋯(456)

第二节 圩市管理⋯⋯⋯⋯⋯⋯⋯(458)

第三节 合同鉴证⋯⋯⋯⋯⋯⋯⋯(462>

第四节商标广告管理⋯⋯⋯⋯(462)

第五节 机构⋯⋯⋯⋯⋯⋯⋯⋯⋯(463)

第二十三篇 城乡 建设

第一章县城建设⋯⋯⋯⋯⋯⋯⋯_⋯

第一节 街巷⋯⋯⋯⋯⋯⋯⋯⋯⋯

第二节 公共设施⋯⋯⋯⋯⋯⋯⋯

第三节 房屋⋯⋯⋯⋯⋯⋯⋯⋯⋯

第四节 绿化⋯⋯⋯⋯⋯⋯⋯⋯⋯

第五节、环卫⋯⋯⋯一⋯⋯⋯⋯”
第二章村镇建设⋯⋯⋯⋯⋯⋯⋯⋯⋯

第一节 村庄⋯⋯⋯⋯⋯⋯⋯⋯⋯

第二节 集镇⋯⋯⋯⋯⋯⋯⋯⋯⋯

第三章房地产管理⋯⋯⋯⋯⋯⋯⋯⋯

(465)

(465)

(466)

(467)

(468)

(468)

(468)

(468)

(469)

(47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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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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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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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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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机构⋯⋯⋯⋯⋯⋯⋯⋯⋯(472)

1·f’一’第二节’土地管理⋯⋯⋯⋯⋯⋯⋯(473)

⋯’’第三节 房产管理⋯⋯⋯⋯⋯⋯⋯(474)

第四章建筑业⋯⋯⋯⋯⋯⋯⋯⋯⋯⋯(475)

第一节队伍设备⋯．．．⋯⋯⋯⋯‘(475)

第二节 建筑管理⋯⋯⋯⋯⋯⋯⋯(475)

第三节 主要建筑企业简介⋯⋯⋯(475)

第五章环境保护⋯⋯⋯⋯⋯⋯⋯⋯⋯(476)

第一节 污染⋯⋯⋯⋯⋯⋯⋯⋯⋯(476)

第二节 治理⋯·!⋯⋯⋯⋯⋯⋯⋯·(477)

第三节 管理-机构⋯⋯⋯⋯⋯⋯一(478)

第二十四篇 财税‘ 审计

第一章财政⋯⋯⋯⋯⋯⋯⋯⋯⋯⋯⋯

第一节 收入⋯⋯⋯⋯⋯⋯⋯⋯⋯

‘第二节 支出⋯⋯⋯⋯⋯⋯⋯⋯⋯

第三节 预算外资金⋯⋯⋯⋯⋯⋯

第四节 管理⋯⋯⋯⋯⋯⋯⋯⋯⋯

第二章税务⋯⋯⋯⋯⋯⋯⋯⋯⋯⋯⋯

第一节 农业税⋯⋯⋯⋯⋯⋯⋯⋯

第二节 工商各税⋯⋯⋯⋯⋯⋯⋯

第三节税源培养⋯⋯⋯⋯⋯⋯⋯

第四节 管理⋯⋯⋯⋯⋯⋯⋯⋯⋯

第三章审计⋯⋯⋯⋯⋯⋯⋯⋯⋯⋯⋯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财务审计⋯⋯⋯⋯⋯⋯⋯

第三节 社会审计与审计服务⋯⋯

第二十五篇 金 融

第一章机构⋯⋯⋯⋯⋯⋯⋯⋯?⋯⋯一

第一节 当铺⋯⋯⋯⋯⋯⋯⋯⋯·?·

第二节 谷会⋯⋯⋯⋯⋯⋯⋯⋯⋯

第三节 银会⋯⋯⋯”?⋯⋯⋯⋯⋯

第四节银行⋯⋯⋯⋯⋯⋯⋯⋯··
第五节 信用合作社⋯⋯⋯⋯⋯⋯

第二章货币⋯⋯⋯⋯⋯⋯⋯⋯⋯⋯⋯

第一节硬币⋯⋯⋯⋯··⋯⋯⋯⋯·

，4 第二节 纸币⋯⋯⋯⋯⋯⋯⋯⋯⋯

(480)

(480)

(482)

(485)

(487)

(488)

(488)

(490)

(493)

(493)

(495)

(495)

(495)

(496)

(498)

(498)

(498)

(498)

(499)

(501)

(502)

(502)

(503)

第三节 币值⋯⋯⋯⋯⋯⋯⋯⋯⋯
’

第四节 流通量⋯⋯⋯⋯⋯⋯⋯⋯

第三章存款贷款⋯⋯⋯⋯⋯⋯⋯⋯

第一节 财政存款⋯⋯⋯⋯⋯⋯⋯

第二节 企业存款⋯⋯⋯⋯⋯⋯⋯

第三节．储蓄⋯⋯⋯⋯⋯⋯⋯⋯⋯

第四·节 农贷⋯⋯⋯⋯二⋯⋯⋯⋯·-

第五节 工商贷⋯⋯⋯⋯⋯⋯⋯⋯

第六节 外币存兑⋯⋯⋯⋯一⋯⋯

第七节 其它⋯⋯⋯⋯⋯⋯⋯⋯⋯

第四章汇兑‘债券⋯⋯⋯⋯⋯⋯⋯⋯

第一节 汇兑⋯⋯⋯⋯⋯⋯、⋯⋯⋯

第二节．债券⋯⋯一⋯⋯⋯⋯⋯⋯

第五章保险··：⋯⋯⋯⋯⋯⋯⋯⋯⋯⋯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财产保险⋯⋯⋯⋯⋯⋯⋯

+， 第三节人身保险⋯⋯⋯⋯⋯⋯⋯

第四节 理赔⋯⋯⋯⋯⋯⋯⋯⋯⋯

第二十六篇 教 育
●

第一章塾堂书院⋯⋯⋯⋯⋯⋯⋯⋯

第一节 垫堂⋯⋯⋯⋯⋯⋯⋯⋯⋯

第二节 韦院⋯⋯⋯⋯⋯⋯⋯⋯⋯

第二章普通教育⋯⋯⋯⋯⋯⋯⋯⋯⋯

第一节 学前教育⋯⋯⋯⋯⋯：⋯”

第二节 小学⋯⋯⋯⋯⋯⋯⋯⋯⋯
‘

第三节 中学⋯⋯⋯⋯⋯⋯·v⋯⋯

第三章专业教育⋯⋯⋯⋯⋯⋯⋯⋯⋯

第一节 党校⋯⋯⋯⋯⋯⋯⋯⋯⋯

． 第二节 师范⋯⋯⋯⋯⋯⋯⋯⋯⋯

第三节 卫校⋯⋯⋯⋯⋯⋯⋯⋯⋯

。第四节 其他学校⋯⋯⋯⋯⋯⋯⋯

第四章成人教育⋯⋯⋯⋯⋯⋯⋯⋯⋯

第一节 扫盲⋯⋯⋯⋯⋯⋯⋯⋯⋯

第二节 职工教育⋯⋯⋯⋯⋯⋯⋯

第五章教师队伍⋯⋯⋯⋯⋯⋯⋯⋯⋯

第一节 来源⋯⋯⋯⋯⋯⋯⋯⋯⋯

．第二节 培勃1．⋯”⋯⋯⋯⋯⋯⋯⋯

第三节 考核⋯⋯⋯⋯⋯⋯⋯⋯⋯

(504)

(504)

(506)

(506)

(506)

(508)

(508)

(510)

(510)

(511)

(511)

(511)

(512)

(513)

(513)

(513)

(513)

(514)

(516)

(516)

(518)

(518)

(518)

(521)

(531)

(540)

(540)

(540)

(541)

(541)

(543)

(543)

(544)

(545)

(545)

(545)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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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少年业余体校⋯⋯⋯⋯⋯(6“)

第三节 群众体育⋯⋯⋯⋯⋯·⋯”(615)

第三章竞技体育⋯⋯⋯⋯⋯⋯⋯⋯⋯(61 7：)j

第一节综合性运动会⋯⋯⋯⋯⋯(617)

第二节 田径“⋯⋯⋯⋯··”·””⋯·(618)

第三节 体操技巧⋯⋯⋯⋯⋯⋯⋯(620)

第四节 游泳⋯⋯“⋯⋯⋯⋯⋯⋯(623)

第五节 篮球⋯⋯⋯⋯⋯⋯⋯⋯⋯(624)‘

第六节 排球⋯⋯⋯⋯⋯⋯⋯⋯⋯(62S)

第七节 乒乓球⋯⋯⋯⋯⋯⋯⋯”：(626)

第八节 足球⋯⋯⋯⋯⋯⋯⋯⋯⋯(626)

第九节 武术⋯⋯⋯⋯⋯⋯⋯⋯⋯(626)

第十节 举重⋯⋯⋯⋯⋯⋯⋯⋯⋯(627)

第三十一篇 方 言

第一章语音⋯⋯⋯⋯⋯⋯⋯⋯⋯⋯⋯(629)

‘第-节 声母⋯⋯⋯⋯⋯⋯⋯·⋯”．(629)

第二节 韵母⋯⋯⋯⋯⋯⋯⋯⋯⋯．(629)

第三节 声调⋯⋯⋯⋯⋯··⋯··⋯”(630)

， 第四节 语音特点⋯⋯⋯⋯⋯⋯⋯(630)

第二章语词⋯⋯⋯⋯⋯⋯⋯⋯⋯⋯⋯。(631)

第一节 天地时空⋯⋯⋯⋯⋯⋯(631)

第二节 农事 生物⋯⋯⋯⋯⋯⋯(632)

第三节 房舍器用⋯⋯⋯⋯⋯⋯(632)

第四节 人品称谓⋯⋯⋯⋯⋯⋯⋯(633)

第五节 身体医疗⋯⋯⋯⋯⋯⋯(633)

第六节衣食住行⋯⋯⋯⋯⋯⋯⋯(633)

。第七节婚丧交际⋯⋯⋯⋯⋯⋯(634)

第八节 动作心理⋯⋯⋯⋯⋯⋯⋯(634)

第九节性质状态⋯⋯⋯⋯⋯⋯⋯(634)

第十节称代计量⋯⋯⋯⋯⋯⋯⋯(635)

第十一节常用虚词⋯⋯⋯⋯⋯⋯(635)

第三章语法⋯⋯⋯⋯⋯⋯⋯⋯⋯⋯⋯(635)

，第二节名词的小称⋯⋯⋯⋯⋯⋯(636)

第二节 形容词的重叠式⋯⋯⋯⋯(636)

第三节 形容词的附加式⋯⋯．．．⋯(636)

第四节 形容词的生动形式⋯⋯⋯(637)

第五节动作的方式⋯⋯⋯⋯⋯⋯(637)

第六节 动词的体⋯⋯⋯⋯⋯⋯⋯(637)

第七节 合成词的语序⋯⋯⋯⋯⋯

第八节跟动词有关的语序⋯⋯⋯

第九节 比较句⋯⋯⋯⋯⋯⋯⋯⋯

第十节被动句⋯⋯⋯⋯⋯⋯⋯⋯

第十一节 条件句⋯⋯⋯⋯⋯．-．⋯

[附] 客家话

(637)

(638)

(638)

(638)

(638)

(639)

第三十二篇． 社会习俗人民生活

第一章风俗⋯⋯⋯⋯⋯⋯⋯⋯⋯⋯⋯．(642)

第一节 婚嫁⋯⋯⋯⋯⋯⋯⋯⋯⋯(642)

第二节 喜庆⋯⋯⋯⋯⋯⋯⋯⋯⋯。(642)

第三节 节日⋯⋯⋯⋯”⋯⋯⋯⋯·(643)

第四节 祭耙⋯⋯⋯⋯⋯⋯⋯⋯⋯(644)

第五节 丧葬⋯⋯⋯⋯⋯⋯⋯⋯⋯(644)

第六节 公益⋯⋯⋯⋯⋯⋯⋯⋯⋯’(645)

第七节忌讳⋯·⋯⋯⋯⋯⋯⋯⋯·(645)
第八节陋习⋯”⋯⋯⋯⋯⋯⋯⋯·(645)

第九节 靳风尚⋯⋯⋯⋯⋯⋯⋯⋯(646)

第二章宗教⋯⋯⋯⋯⋯⋯⋯⋯··”⋯”(646)

第一节 佛教⋯⋯⋯⋯⋯⋯⋯⋯⋯(646)

第二节 道教⋯⋯⋯⋯⋯⋯⋯⋯⋯(647)

第三节．基督教一⋯⋯⋯⋯⋯⋯⋯·(647)

第四节 天主教⋯⋯⋯⋯⋯⋯⋯⋯(647)

第三章人民生活⋯⋯⋯⋯⋯⋯“：⋯⋯(647)

第一节 农民生活⋯⋯⋯⋯⋯⋯⋯(648)‘
’‘

第二节居民生活⋯而·：⋯⋯⋯⋯·(649)

第三节 职工生活⋯⋯⋯⋯⋯⋯⋯‘649)

。

第三十三篇 风景名胜

·太平石山⋯⋯⋯⋯⋯⋯⋯“⋯⋯⋯

东山⋯⋯⋯⋯⋯⋯⋯⋯·⋯⋯”⋯⋯

鸡谷山⋯⋯⋯⋯⋯⋯⋯⋯：⋯⋯⋯“

·I、娘山⋯⋯⋯⋯·j⋯⋯⋯⋯⋯·⋯‘”

新马村⋯⋯⋯⋯⋯⋯⋯⋯⋯⋯⋯⋯

第三十四篇 人 物

(652)

(654)

(655)

(655)

(655)

第一章人物传⋯⋯⋯⋯⋯⋯⋯⋯⋯⋯(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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