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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编《蛟河县志》，六订纲目，五易其稿，经七载辛勤磨砺，终于问世，是

全市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在这里，我代表中共蛟河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关心指

导我市修志的老领导、专家，向全体修志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一项重要的思想文化建设。一地方志

有其“资治、存史、教化一的重要意义。历史上。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

者以志为鉴一，历代地方政府把修志列为政务之急，把地方志视为“治谱一、“政

书"，赖以“损益古今，兴革利弊一。我们地方人民政府的干部更懂得以志为鉴。

蛟河清宣统元年(1909)设治，迄今已有80年的历史，勤劳勇敢的蛟河人

民为发展中华民族文明史，抗击日本侵略者，建设蛟河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勇

现出许多为国雪耻j为民捐驱的英雄人物，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篇章。

解放后，蛟河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中，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历经坎坷、曲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

的代价，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解放战争时期，全县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反

．革命武装土匪和封建主义势力开展英勇顽强的斗争，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

进行了土地改革，夺取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建立后，全县人民在党

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3年的经济恢复时期，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广大农民组织起来，走上合作化道路，社会主义经济

，逐步建立。从50年代后期到7r0年代中期的20年中，受“左"倾错误的严重影

响，特别是酿成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一，使全县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

7折和损失。但由于全县人民的积极努力，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仍有较大发展。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团结一致遵循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

策，纠正和解决了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一

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全面推行了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

责任制，改变了单一经营和产业分割的农村经济结构，农村经济开始向多层次

综合经营发展，全县国民经济出现持续、协调发展的局面。教育、科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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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等项事业都有了很大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安定团结的政

治局面更加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开拓前进。

蛟河半个世纪的历史实践证明：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

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

才是立县之本；同样也证明了：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县情，坚持改革，开

拓前进，才是振兴蛟河的唯一出路。总之，半个世纪以来是翻天覆地、伟大变

革的时代’、我们有责任把蛟河的历史载入史册，。留传后世。

在新县志的编纂过程中，正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初步威力并逐步

深化、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行的变革时期。编纂者以创新精神，摈弃旧志

中重人文，轻经济的弊端，以相‘当篇幅记述了全县在经济改革中的成败得失，突

出了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辑存了大量信息。但内容上尚不够完整。

新编的《蛟河县志》是一部权威信史，是有借鉴价值的资料书和乡‘土教科

书，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蛟河，认识蛟河，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指导和服务于

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可以给我们提供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

育、社会主义国情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的丰富教材，动员全市人民发扬自力更

生、艰苦创业精神，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精神和物质文明建设中去，为建设富

庶、文明的新蛟河而奋斗。

新编《蛟河县志》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难免有疏漏之处，尚望批评指

正，促使我们不断总结提高，留给下一次续修者订正。值新志问世之际，撰此

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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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蚊河县志》，．经过7年的编纂、修改，今天问世了。

这是蛟河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蛟河位于吉林省东部。。地广山多，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自1909年额穆县

设立，后改为蛟河县、蛟河市至今已有80余年的建设历史。蛟河资源及土特产

品比较丰富。林业、石材、煤炭等在全省占有重要位置；人参、鹿茸、晒烟等

土特产品驰名全国，有的远销国外。蛟河山青水秀、人杰地灵。挺拔峻峭的拉

法砬子山、碧波荡漾的松花湖、飞瀑直泻的吊水湖和近年来开发的天南溶洞，是

天然的旅游胜地。蛟河开发历史久远，勤劳、聪慧的蛟河人民依托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谱写了一曲曲宏伟的乐章。1989年9月27日，蚊河撤县建市以来，

她更以其崭新的面貌呈现于世，全市人民正为建设一个繁荣、安定、美丽的新

兴城市而奋斗。
‘

在昔日漫长的岁月里，几经战争创伤，历履天灾人祸，生活在蛟河这块沃

土上的人民经受了巨大的苦难。但也正是这种艰难的境遇陶冶了蛟河人坚强勇

敢、不屈不挠的性格和勤劳朴实、艰苦奋斗的优良品德，使过去荒芜的山区小

县逐步成为今天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全面发展的新型城市。蛟河这个地方历

史、。风物人情、英雄业绩，应当载入史册。然而，蛟河过去从未有过一部完整

的志书。1936、1939年伪县公署分别编过《额穆县一般概况》、《额穆县志》，但

由于受历史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均不能反映客观历史事实。新中国成立后，1959

年至1960年编写的《蛟河县志》草稿，也因人力、时间、政治运动等主客观条

件所限，资料欠缺、史实不翔，体例不完备，距标准志书相差甚远。编纂地方

志，在我国有着悠久、优良、光荣的历史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贯重视继承这一光荣传统，曾多次指示要加强对中外历史

和现状的研究。编纂一部观点正确、内容详备、体例完善的新县志，其意义是

十分重要的。它系统、全面、科学地记述全县境域、沿革、自然、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等诸方面的历史、现状及各种成就、英雄业绩，借以观古鉴今，继

往开来，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它为农业、工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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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文教、历史、建筑等各项管理、研究工作提供有价值的资料、数据和经验

教训，以充分掌握县情，制定建设规划，扬长避短，发挥本县的优势；它为子

孙后代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用以进行实际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

义、社会主义教育；它为地区志、省志以至国史的编纂，提供有用的地方文献

和历史资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政治安定、经跻活跃、人心归向、

前程似锦，是盛世修志的大好时机。

。有鉴于此，．我市在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一些专家、学者们的关怀指

导下，在市委的直接领导下，于1983年8月成立《蛟河县志》编纂委员会，下

设办公室，具体负责编纂工作。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政策；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按照实事

求是、●详今略古一和“只记不评、寓观点于叙述之中一的要求，致力于编纂具

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的“一方之全书一。为达此目的，我们进行了深入细

致的调查研究，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搜集文字、实物、口碑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反复考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分类集纳，编纂成这本县志。

本志除概述和附录外，有建置、自然环境、人口、政党群团、政权政协、公

安司法、军事、民政劳动人事、经济综述、农业、林业、水利、乡镇企业、工

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财政税务、金融、经济管理、教育、科学技

术、文化、医疗卫生、风俗习尚、人物等26篇、125章、469节，90万．字。正

文前有照片专页，附彩色照片50幅。 ’．

尽管我们做了加倍的努力，但由于年代久远、记事面广，有些史实难于回

忆，许多资料欠缺，无从查考；有的事实各说不一，颇费推断；加上我们编纂

水平不高和各方面条件较差，故遗漏、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全市各机关、团体、厂矿、学校、街道和乡村的广大

干部、工人、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得到市外许多单位、院校专家、学者和革

命老前辈、老同志提供珍贵资料和不吝赐教；得到省市有关领导的具体指导和

全国47个兄弟市县的支持。对此，我们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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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

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

二、本志分篇、章、节体，由概述、建置、自然环境、人口、政党群团、政

权政协、公安司法、民政劳动人事、军事、‘经济综述、农业、林业、水利、乡

镇企业、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财政税务、金融、经济管理、教

育、科学技术、文化、医疗卫生、民俗、人物、大事记、附录等组成，辅以图、

表和照片。

三、本志上限定为清宣统元年(1909年)，有些需要溯源的事物，可适当上

溯，下限断至1988年末。

四、本志按性贯分类设篇章，先自然，后社会，先政治，后经济文化的顺

序，以经济为重点，详近略远，详独略同，力求反映事物的基本面貌，突出本

县的特点。

五、纪年：沦陷时期以前，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记述中所称“解

放前"、“解放后"系指1945年8月．15日蛟河解放之前后；所称“建国前"、

“建国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之前后。

六、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中华民国简称“民国”；地名均用当时地名。

建国后二律用现行标准地名，记述内容均以当时县所辖区域范围为限，划出以

后，本志一般不涉及。

七、计量：建国前均采用当时计量单位，如石、斗i斤；建国后一律采用

现行计量单位，如米、平方米、公斤等。

八、数据：主要以统计局数字为准，如统计局不掌握的数字，以业务部门

掌握的数字为准。所记述的社会总产值、工农业产值、国民收入均为不变价数

字。

九、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

门名称和表述语言中的数字一律用汉字；百分比，百分之几均用阿拉伯字；小

数点后至多保留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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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文体：本志采用语体文。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记事本末体；人物

志按“生不立传’’的原则，以传、录、表，按卒年排列。

十一、本志资料来自旧志、档案、专著、报刊、家谱以及有关人员的回忆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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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人口增长⋯⋯⋯⋯⋯·j⋯⋯⋯⋯⋯⋯⋯小⋯⋯⋯⋯⋯⋯⋯·(105)

，第二节 人口分布⋯⋯⋯⋯⋯⋯⋯·：⋯⋯⋯⋯⋯⋯⋯⋯⋯·：⋯⋯⋯“(108)
。

第二章人口构成⋯⋯⋯⋯⋯⋯⋯··j⋯⋯⋯⋯⋯⋯⋯⋯⋯⋯⋯_⋯⋯(1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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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性别构成⋯⋯⋯⋯⋯⋯⋯⋯⋯⋯”⋯⋯⋯⋯⋯“⋯⋯⋯⋯”

第二节 年龄结构⋯⋯⋯⋯⋯⋯⋯⋯⋯⋯⋯⋯⋯⋯⋯⋯⋯⋯⋯⋯⋯

第三节 文化程度构成⋯⋯”!⋯⋯⋯⋯⋯⋯⋯⋯⋯⋯⋯⋯⋯⋯⋯⋯

第四节 职业构成⋯⋯⋯⋯⋯⋯⋯⋯⋯⋯⋯⋯⋯⋯⋯⋯⋯⋯⋯⋯⋯

第五节 婚姻状况构成⋯⋯⋯⋯⋯⋯⋯⋯⋯⋯⋯⋯⋯⋯⋯⋯⋯⋯⋯

第六节 家庭结构⋯⋯⋯⋯⋯⋯⋯⋯⋯⋯⋯⋯⋯⋯⋯⋯⋯⋯⋯⋯⋯

第三章民族⋯⋯⋯⋯⋯⋯⋯⋯⋯⋯⋯⋯⋯⋯⋯⋯⋯⋯⋯⋯⋯”?⋯⋯

第一节 民族构成⋯⋯⋯⋯⋯⋯⋯⋯⋯⋯⋯⋯⋯⋯⋯⋯⋯⋯⋯⋯⋯

第二节 民族分布⋯⋯⋯⋯⋯⋯⋯⋯⋯⋯⋯⋯⋯⋯⋯⋯⋯⋯⋯⋯．．．·
‘

第四章计划生育⋯⋯⋯⋯⋯⋯⋯⋯⋯⋯⋯⋯⋯⋯⋯⋯⋯⋯⋯⋯．．．⋯

第一节 管理机构⋯：⋯⋯⋯⋯⋯⋯⋯⋯_⋯⋯⋯⋯⋯⋯⋯⋯⋯⋯”

第二节 节育宣传⋯⋯⋯⋯⋯⋯⋯⋯⋯⋯“．．．⋯⋯⋯⋯⋯⋯⋯⋯⋯·

第三节 节育、绝育⋯⋯⋯⋯⋯⋯⋯⋯⋯⋯⋯⋯⋯⋯⋯⋯⋯⋯⋯⋯

‘第四节 晚婚⋯⋯⋯⋯⋯⋯⋯⋯⋯⋯⋯⋯⋯⋯⋯⋯⋯⋯⋯⋯⋯⋯⋯

第五节 节育政策⋯⋯⋯⋯⋯⋯⋯⋯⋯⋯⋯⋯⋯⋯⋯⋯⋯⋯⋯⋯⋯

第四篇政党群团⋯⋯⋯⋯⋯⋯⋯⋯⋯⋯⋯⋯⋯⋯⋯⋯⋯⋯⋯⋯⋯⋯⋯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

第一节 党的地方组织⋯⋯⋯⋯⋯⋯⋯⋯⋯⋯⋯⋯⋯⋯”¨⋯⋯⋯·

第二节 党代表会议⋯⋯⋯⋯⋯⋯⋯⋯．⋯⋯⋯⋯⋯⋯⋯⋯⋯⋯⋯⋯

第三节 组织建设⋯⋯⋯⋯⋯⋯⋯⋯⋯⋯⋯⋯⋯m⋯⋯⋯⋯⋯⋯⋯

第四节 宣传教育⋯⋯o⋯⋯⋯⋯⋯⋯⋯⋯⋯⋯⋯⋯⋯⋯⋯⋯⋯⋯

第五节 统战工作⋯⋯⋯⋯⋯⋯“⋯⋯-．．⋯⋯⋯⋯⋯⋯⋯⋯⋯⋯⋯·

第六节 纪律检查⋯⋯⋯⋯⋯⋯⋯⋯⋯⋯⋯⋯⋯⋯⋯⋯⋯⋯⋯⋯⋯

第二章中国国民党⋯⋯⋯⋯⋯⋯⋯⋯⋯⋯⋯⋯⋯⋯⋯⋯⋯⋯⋯⋯⋯

第一节 解放前县党部⋯⋯⋯⋯⋯⋯⋯⋯⋯⋯⋯⋯⋯⋯⋯⋯·?⋯⋯·

第二节 解放初县党部⋯⋯⋯⋯⋯⋯⋯⋯⋯⋯⋯⋯⋯⋯⋯⋯⋯⋯⋯

第三章群众团体⋯⋯⋯⋯⋯⋯⋯⋯⋯⋯⋯⋯⋯⋯⋯⋯⋯⋯⋯⋯⋯⋯
。

‘第一节 工人团体⋯⋯⋯⋯⋯⋯⋯⋯⋯⋯⋯”⋯⋯⋯⋯⋯⋯⋯⋯⋯·

第二节 青年团体⋯⋯⋯⋯⋯⋯⋯⋯。⋯⋯⋯⋯⋯⋯⋯⋯⋯⋯⋯⋯⋯
‘

第三节 妇女团体⋯⋯⋯⋯⋯⋯．．j⋯⋯⋯⋯⋯⋯⋯⋯⋯⋯⋯⋯⋯⋯

．第四节 少年团体⋯⋯⋯⋯⋯⋯⋯⋯⋯⋯⋯⋯⋯⋯⋯⋯⋯⋯⋯⋯⋯

第五节 工商业者团体⋯⋯⋯⋯⋯⋯⋯⋯⋯⋯⋯⋯⋯⋯⋯⋯⋯⋯⋯

第六节 农民团体⋯⋯⋯⋯⋯⋯⋯⋯⋯⋯⋯”．．⋯⋯⋯⋯⋯⋯⋯⋯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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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劳动者团体⋯⋯⋯⋯⋯⋯⋯⋯·一⋯⋯⋯⋯⋯⋯⋯⋯⋯⋯⋯(162)

第八节 县科学技术团体⋯⋯⋯⋯⋯⋯⋯⋯⋯⋯⋯⋯⋯⋯⋯⋯⋯⋯(162)

第九节 消费者团体⋯⋯⋯⋯⋯⋯⋯⋯⋯⋯⋯⋯⋯⋯⋯．．．⋯⋯⋯⋯(163)

第十节 其它群众团体⋯⋯⋯⋯⋯⋯⋯⋯⋯⋯⋯⋯⋯··j⋯k⋯⋯⋯(163)

第五篇政权政协⋯⋯⋯⋯⋯⋯⋯“⋯⋯⋯⋯⋯⋯⋯⋯⋯⋯⋯⋯⋯⋯⋯·(165)

第一章权力机关⋯⋯⋯⋯⋯⋯⋯⋯⋯⋯⋯⋯⋯⋯⋯⋯·⋯⋯⋯⋯⋯”(165)

第一节 代表选举⋯⋯⋯⋯⋯⋯⋯⋯⋯⋯⋯⋯⋯⋯⋯⋯⋯⋯⋯⋯⋯(165)

第二节 县人民代表大会⋯⋯⋯⋯⋯⋯⋯⋯⋯⋯⋯⋯⋯⋯⋯⋯⋯⋯(167)

第三节 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一⋯⋯⋯⋯⋯⋯⋯⋯⋯⋯⋯⋯(172)

第四节 主要活动⋯⋯⋯⋯⋯⋯⋯⋯⋯⋯⋯⋯⋯。⋯⋯⋯⋯⋯⋯⋯”(173)

第二章行政机关⋯⋯⋯⋯一⋯⋯⋯⋯⋯⋯⋯⋯⋯⋯⋯⋯⋯⋯⋯⋯⋯(175)

第一节 清县衙⋯⋯⋯⋯⋯⋯⋯⋯⋯⋯⋯⋯⋯⋯⋯⋯⋯⋯⋯⋯⋯⋯(175)

第二节 民国初县知事公署⋯⋯⋯⋯⋯⋯⋯⋯⋯⋯⋯⋯⋯⋯⋯⋯⋯(175)

第三节 抗日临时县政府⋯⋯⋯⋯⋯⋯⋯⋯⋯⋯⋯⋯⋯⋯⋯⋯⋯⋯(176)

第四节 伪县公署⋯⋯⋯⋯⋯⋯⋯⋯⋯⋯⋯⋯⋯⋯⋯⋯⋯⋯⋯⋯⋯(177)

第五节 县民主政府⋯⋯⋯⋯⋯⋯⋯⋯⋯“⋯⋯⋯⋯⋯⋯⋯⋯⋯⋯·(178)

附：国民党蛟河县流亡政府⋯⋯⋯⋯⋯⋯⋯⋯⋯⋯⋯⋯⋯⋯⋯⋯⋯(178)

，’第六节 县人民政府⋯⋯⋯⋯⋯⋯．．．⋯⋯⋯⋯⋯⋯⋯⋯⋯⋯⋯⋯．．．．(178)
‘ 第七节 县公署、县政府机关驻地⋯⋯⋯⋯⋯⋯⋯⋯⋯⋯⋯⋯⋯⋯(186)

第八节 基层政权⋯⋯⋯⋯．．．⋯⋯⋯⋯⋯⋯⋯⋯⋯⋯m⋯⋯⋯⋯⋯(186)

第三章县政治协商委员会⋯⋯⋯⋯⋯．．．⋯⋯⋯⋯⋯⋯⋯⋯⋯⋯⋯⋯(187)

第一节 历届政协委员会议⋯⋯⋯⋯⋯⋯⋯⋯⋯⋯⋯⋯⋯⋯⋯⋯⋯(187)

，第二节 历届领导人⋯⋯⋯⋯⋯⋯⋯‘⋯⋯⋯⋯⋯⋯⋯⋯⋯⋯⋯⋯⋯(191)

第三节 县政协机构．．．⋯⋯⋯⋯⋯⋯⋯⋯⋯⋯⋯⋯⋯⋯⋯⋯⋯⋯⋯(193)

第四节 县政协主要活动⋯⋯⋯⋯⋯⋯⋯⋯⋯⋯⋯⋯⋯⋯⋯⋯⋯⋯(193)

第六篇公安司法⋯⋯⋯⋯⋯⋯⋯⋯⋯⋯⋯⋯⋯⋯⋯⋯⋯⋯⋯⋯⋯⋯⋯(195)

第一章公安⋯⋯⋯⋯⋯⋯⋯⋯⋯⋯⋯⋯⋯⋯⋯⋯⋯⋯⋯⋯⋯⋯⋯⋯(195)

第一节 机构设置⋯⋯⋯⋯⋯⋯⋯⋯⋯⋯⋯⋯⋯⋯⋯⋯⋯⋯⋯⋯⋯(195)

第二节 社会治安⋯⋯⋯⋯⋯⋯⋯⋯⋯⋯⋯⋯⋯⋯⋯⋯⋯⋯⋯⋯⋯(197)

第三节 刑事侦破⋯⋯⋯⋯⋯⋯⋯⋯⋯¨⋯⋯⋯⋯⋯⋯⋯⋯⋯⋯⋯(202)

附：解放前社会治安⋯⋯⋯⋯⋯⋯⋯⋯⋯⋯⋯⋯⋯⋯⋯⋯⋯⋯⋯⋯(204)

第四节 人民消防⋯⋯⋯⋯⋯⋯⋯⋯⋯⋯⋯⋯⋯⋯⋯⋯⋯⋯⋯⋯⋯(205)

第二章检察⋯⋯⋯⋯⋯一⋯⋯⋯⋯⋯⋯⋯．．．⋯⋯“⋯⋯⋯·．．．⋯⋯”(208)
4



———————————————————————————————————————————————一。 _一●

第一节 机构设置⋯⋯⋯⋯⋯⋯．．．⋯⋯⋯⋯⋯⋯⋯⋯一⋯⋯⋯⋯⋯(208)

第二节 刑事检察⋯⋯⋯⋯⋯⋯⋯⋯：⋯⋯⋯⋯⋯⋯⋯⋯⋯⋯⋯⋯”(208)

第三节 经济检察⋯⋯⋯⋯⋯⋯⋯⋯⋯⋯⋯⋯⋯⋯⋯⋯⋯⋯“⋯⋯·(209)

第四节 法纪检察⋯⋯⋯⋯⋯⋯⋯⋯⋯⋯⋯⋯⋯⋯⋯⋯⋯⋯⋯⋯⋯(209)

第五节 林业检察⋯⋯⋯⋯⋯⋯⋯⋯⋯⋯⋯⋯⋯⋯⋯⋯⋯⋯⋯⋯⋯(209)

第六节 监所检察⋯⋯⋯⋯⋯⋯⋯⋯⋯⋯⋯⋯⋯⋯”⋯⋯⋯⋯⋯⋯·(209)

附：案侧⋯⋯⋯⋯⋯⋯⋯⋯⋯⋯⋯⋯⋯⋯⋯⋯⋯⋯⋯⋯⋯⋯⋯⋯⋯(210)

第三章法院⋯⋯⋯⋯⋯⋯⋯⋯⋯⋯⋯⋯⋯⋯⋯⋯⋯⋯⋯⋯⋯⋯⋯⋯(210)

第一节 机构设置⋯⋯⋯⋯⋯⋯⋯⋯⋯⋯⋯⋯⋯⋯⋯⋯⋯⋯⋯⋯⋯(210)

第二节 刑事审判⋯⋯⋯⋯⋯⋯⋯⋯⋯⋯⋯⋯⋯⋯⋯⋯⋯⋯⋯⋯“：(211)

第三节 民事审判⋯⋯⋯⋯⋯⋯⋯⋯⋯⋯⋯⋯⋯⋯⋯⋯⋯⋯⋯⋯⋯(213)

第四节 经济审判⋯⋯⋯⋯⋯⋯⋯⋯⋯⋯⋯⋯⋯⋯⋯⋯⋯⋯⋯”，⋯(213)

第五节 人民陪审员⋯⋯⋯⋯⋯⋯⋯⋯⋯⋯⋯⋯⋯⋯⋯⋯⋯⋯⋯⋯(213)

第四章司法行政j⋯⋯⋯⋯⋯⋯⋯⋯⋯⋯⋯⋯⋯⋯⋯⋯⋯⋯⋯⋯⋯”(214)

第一节机构设置⋯⋯⋯．．．⋯⋯⋯⋯⋯⋯⋯⋯⋯⋯⋯⋯⋯⋯⋯⋯⋯(214)

，第二节 法制宣传⋯⋯⋯⋯⋯⋯⋯⋯⋯⋯⋯⋯⋯⋯⋯⋯⋯⋯⋯⋯一(214)

·第三节 公证、律师⋯⋯⋯⋯⋯⋯⋯⋯⋯”⋯⋯⋯⋯⋯⋯⋯⋯⋯．．”(214)

筛匹蕊 民每讽褥⋯⋯⋯·⋯⋯⋯⋯⋯⋯⋯⋯⋯⋯⋯⋯⋯⋯⋯⋯⋯”(215)

第七篇军 事⋯⋯⋯⋯⋯⋯⋯⋯⋯⋯⋯⋯⋯⋯⋯⋯⋯⋯⋯⋯⋯⋯⋯(217)

第一章地方武装⋯⋯⋯⋯⋯⋯⋯⋯⋯⋯⋯⋯⋯⋯⋯⋯⋯⋯⋯⋯⋯^·(217)

第一节 额穆佐领⋯⋯⋯⋯·1 0"0 00⋯⋯⋯⋯⋯⋯⋯⋯⋯⋯⋯⋯⋯⋯⋯(217)

第二节 保卫团⋯⋯⋯⋯⋯⋯⋯⋯⋯⋯⋯⋯⋯⋯⋯⋯⋯一⋯⋯⋯⋯(218)

第三节 自卫团⋯⋯⋯⋯⋯⋯⋯⋯⋯⋯⋯⋯⋯⋯⋯⋯⋯⋯⋯⋯⋯⋯(219)

第四节 县保安团⋯⋯⋯⋯⋯⋯⋯⋯⋯⋯⋯⋯⋯⋯⋯⋯⋯⋯⋯⋯⋯(219)

．第五节一吉蛟大队⋯⋯⋯⋯⋯⋯⋯⋯⋯⋯⋯⋯⋯⋯⋯⋯⋯⋯⋯⋯⋯(220)

第六节 人民武装中队⋯⋯⋯⋯⋯⋯⋯⋯⋯⋯⋯⋯⋯⋯⋯⋯⋯⋯⋯(221)

，第七节 县人民武装部⋯⋯⋯⋯⋯⋯⋯⋯⋯⋯⋯⋯⋯⋯⋯⋯⋯⋯⋯(221)

附：土匪、还乡团⋯⋯⋯⋯⋯⋯⋯⋯⋯⋯⋯⋯⋯⋯⋯⋯⋯⋯⋯⋯⋯(223)

第二章驻军⋯⋯⋯⋯⋯⋯⋯⋯⋯⋯⋯⋯⋯⋯⋯⋯⋯⋯⋯⋯⋯⋯⋯⋯(225)

第一节 清末驻军“⋯⋯⋯⋯⋯⋯⋯⋯⋯⋯⋯⋯⋯⋯⋯⋯⋯⋯⋯⋯·(225)

第二节 民国初期驻军⋯⋯⋯⋯⋯⋯⋯⋯⋯⋯一⋯⋯⋯⋯⋯⋯⋯⋯(225)

第三节 沦陷时期驻军⋯⋯．．．⋯⋯⋯⋯⋯“⋯⋯⋯⋯⋯⋯⋯⋯⋯⋯·(225)

第四节 人民解放军⋯⋯⋯⋯“⋯⋯⋯⋯⋯⋯⋯⋯⋯⋯⋯⋯⋯⋯⋯·(227)
5



第三章兵役⋯⋯⋯⋯⋯⋯⋯⋯⋯⋯⋯⋯⋯⋯⋯⋯⋯⋯⋯⋯⋯⋯⋯⋯(228)

第一节募兵⋯⋯⋯⋯⋯⋯⋯⋯⋯⋯⋯⋯⋯⋯⋯⋯⋯⋯⋯⋯⋯⋯⋯(228)

第二节 伪国兵⋯⋯⋯⋯⋯⋯⋯⋯⋯·j⋯⋯⋯⋯·⋯⋯⋯⋯⋯⋯⋯⋯(228)

第三节 志愿兵⋯⋯⋯⋯⋯⋯⋯⋯⋯⋯⋯⋯⋯⋯⋯⋯⋯⋯⋯⋯⋯⋯(228)

第四节 义务兵⋯⋯⋯⋯⋯⋯⋯⋯⋯⋯⋯⋯⋯⋯⋯⋯⋯⋯⋯⋯⋯⋯(228)

第四章民兵⋯⋯⋯⋯⋯⋯⋯⋯⋯‰⋯⋯⋯⋯⋯⋯⋯⋯⋯⋯⋯⋯⋯⋯(230)

第一节 民兵组织⋯⋯⋯⋯⋯⋯⋯⋯⋯⋯⋯⋯⋯⋯⋯⋯⋯⋯⋯⋯⋯(230)

第二节 民兵训练⋯⋯⋯⋯⋯．．．⋯⋯⋯⋯⋯⋯⋯⋯⋯⋯··⋯⋯⋯⋯·(231)

第三节。民兵装备⋯⋯⋯⋯⋯⋯⋯⋯⋯⋯⋯．．．⋯⋯⋯⋯⋯⋯⋯⋯⋯(232)

第四节 民兵活动⋯⋯⋯⋯⋯⋯⋯⋯⋯⋯⋯⋯⋯⋯⋯⋯⋯⋯⋯⋯⋯(232)

第五章人民防空⋯⋯⋯⋯⋯⋯⋯⋯⋯⋯⋯⋯⋯⋯⋯⋯⋯⋯⋯⋯⋯⋯(233)

第一节 人防工程⋯⋯⋯⋯⋯⋯⋯⋯⋯⋯⋯⋯⋯⋯⋯⋯⋯⋯⋯⋯⋯(234)

第二节 人防组织⋯⋯⋯⋯⋯⋯⋯⋯⋯小⋯⋯⋯⋯⋯⋯⋯⋯⋯⋯⋯(234)

第三节 人防宣传⋯⋯⋯⋯⋯⋯⋯⋯⋯⋯⋯⋯⋯⋯⋯⋯⋯⋯⋯⋯⋯(234)

第六章战事⋯⋯⋯⋯⋯⋯⋯⋯⋯⋯⋯·el·O h⋯⋯⋯⋯⋯⋯⋯⋯⋯⋯⋯(235)

第一节 救国军抗日⋯⋯⋯⋯⋯⋯⋯⋯⋯⋯．．．⋯⋯⋯⋯⋯⋯⋯⋯⋯(235)

第二节 大刀会攻打蛟河⋯⋯⋯⋯⋯⋯⋯⋯⋯⋯⋯⋯⋯⋯⋯⋯⋯⋯(236)

第三节，抗日联军抗击日伪军⋯⋯·．．．⋯⋯⋯⋯⋯⋯⋯⋯⋯⋯⋯⋯⋯(237)

第四节 剿匪战斗⋯⋯⋯⋯⋯⋯⋯⋯⋯⋯⋯⋯⋯⋯⋯⋯⋯⋯⋯⋯⋯(238)

第五节 拉法新站战斗⋯⋯⋯⋯⋯⋯⋯⋯⋯⋯⋯⋯⋯⋯⋯⋯⋯⋯⋯(239)

第八篇民政劳动人事⋯⋯⋯⋯⋯⋯⋯⋯⋯⋯⋯⋯⋯⋯⋯⋯⋯⋯⋯⋯⋯(243)

第一章民 政⋯⋯⋯⋯⋯⋯⋯⋯⋯⋯⋯⋯⋯⋯⋯⋯⋯⋯⋯⋯⋯⋯(243)

第一节优抚⋯⋯⋯⋯⋯⋯⋯⋯⋯⋯⋯⋯⋯⋯⋯⋯⋯⋯⋯⋯⋯⋯⋯(243)

第二节 安置⋯⋯⋯⋯⋯⋯⋯⋯⋯⋯⋯⋯⋯⋯⋯⋯⋯⋯⋯⋯⋯⋯⋯(246)

第三节 救济⋯⋯⋯⋯⋯⋯⋯⋯：⋯⋯⋯⋯⋯⋯⋯⋯⋯⋯⋯⋯⋯⋯“(247)

第四节 社会福利⋯⋯⋯⋯⋯⋯⋯⋯⋯⋯⋯⋯⋯⋯⋯⋯⋯⋯⋯⋯⋯(250)

第五节 婚姻登记⋯⋯⋯⋯⋯⋯⋯⋯⋯⋯⋯⋯⋯⋯⋯⋯⋯⋯⋯⋯⋯(252)

第六节 支援前线⋯⋯⋯⋯⋯⋯⋯⋯⋯⋯⋯一⋯二⋯⋯⋯⋯⋯⋯⋯”(253)

第二章劳动⋯⋯⋯·⋯⋯⋯⋯⋯⋯⋯⋯⋯⋯⋯⋯⋯⋯⋯⋯⋯⋯⋯⋯”(255)

第一节 劳动就业⋯⋯⋯⋯⋯⋯⋯⋯⋯⋯⋯⋯⋯⋯⋯⋯⋯⋯⋯⋯⋯(255)

第二节 劳动管理⋯⋯⋯⋯⋯⋯⋯⋯⋯⋯⋯⋯⋯⋯．．．．．．⋯⋯⋯⋯⋯(258)

第三节 知识青年安置⋯⋯⋯⋯⋯⋯⋯⋯⋯⋯⋯⋯⋯⋯⋯⋯⋯⋯⋯(258)

第四节 取业培训⋯⋯⋯⋯⋯小⋯⋯⋯⋯⋯⋯⋯⋯⋯⋯⋯⋯⋯‰⋯(260)
6



第五节 工资福利⋯⋯⋯⋯⋯⋯⋯⋯⋯⋯⋯⋯⋯⋯⋯⋯⋯⋯⋯⋯⋯(261)

第三章人 事⋯⋯⋯⋯⋯⋯⋯⋯⋯⋯⋯⋯⋯⋯⋯⋯⋯⋯⋯⋯⋯⋯(264)

第一节 干部状况⋯⋯⋯⋯⋯⋯⋯⋯⋯⋯⋯⋯⋯⋯⋯⋯⋯⋯⋯⋯⋯(264)

第二节 干部管理⋯⋯⋯⋯⋯⋯⋯⋯⋯⋯⋯⋯⋯⋯⋯⋯⋯⋯⋯⋯⋯(265)

第三节 干部培训⋯⋯⋯⋯⋯⋯⋯⋯⋯⋯⋯⋯⋯⋯⋯⋯⋯⋯⋯⋯⋯(267)

第四节 干部结构⋯⋯⋯⋯⋯⋯⋯⋯⋯⋯⋯⋯⋯⋯⋯⋯⋯⋯⋯“⋯·(268)

第五节 离退休⋯⋯⋯⋯⋯⋯⋯⋯⋯⋯⋯g OD QDO Oil⋯⋯⋯⋯⋯⋯(274)

第四章信访工作⋯⋯⋯⋯⋯⋯．．-．⋯⋯⋯⋯⋯⋯⋯⋯“000 000⋯⋯⋯⋯(275)

第九篇经济综述¨：⋯⋯⋯⋯⋯⋯⋯⋯⋯⋯⋯⋯⋯⋯⋯⋯⋯⋯⋯⋯⋯⋯．(277)

第一章经济发展⋯⋯⋯j⋯⋯⋯”OgO OQO⋯⋯⋯⋯⋯⋯⋯⋯⋯⋯⋯⋯⋯(278)

第一节农业⋯⋯⋯⋯⋯⋯⋯⋯⋯⋯⋯⋯⋯⋯⋯：⋯⋯⋯⋯⋯⋯⋯”(272)

第二节 工业⋯⋯⋯⋯⋯⋯⋯⋯⋯⋯⋯⋯⋯⋯⋯⋯⋯⋯⋯⋯⋯⋯⋯(281)

第三节 建筑、运输、邮电”O 00⋯⋯⋯⋯⋯⋯⋯⋯⋯⋯⋯⋯⋯⋯⋯(283)

第四节 商业⋯OOO QQg QOI⋯⋯⋯⋯⋯⋯⋯⋯⋯⋯⋯⋯⋯⋯⋯⋯⋯⋯⋯(285)

第二章经济效益⋯⋯⋯⋯⋯⋯⋯⋯⋯⋯⋯⋯⋯⋯⋯⋯⋯⋯⋯⋯⋯⋯(287)

第一节 社会生产效益⋯⋯··O QOO⋯⋯⋯⋯⋯⋯⋯⋯⋯⋯⋯⋯⋯⋯．(287)

第二节 劳动生产率⋯⋯⋯⋯⋯⋯⋯⋯⋯⋯⋯OQi QQO⋯⋯⋯⋯⋯⋯⋯(288)

第三节投资效益⋯⋯⋯⋯⋯⋯⋯⋯⋯⋯⋯⋯。⋯⋯⋯⋯⋯i⋯⋯⋯“(290)

第三章经济结构⋯⋯⋯⋯⋯⋯⋯⋯⋯⋯⋯⋯⋯⋯⋯⋯⋯⋯⋯⋯⋯⋯(291)

第一节所有制结构⋯⋯⋯⋯抽000 OOQ⋯⋯⋯⋯⋯⋯⋯⋯·QO iO⋯⋯⋯(291)

第二节 产业结构⋯⋯⋯⋯⋯⋯⋯⋯⋯⋯⋯⋯⋯⋯⋯⋯⋯⋯⋯⋯_(293)

第三节 流通结构⋯⋯⋯⋯⋯⋯⋯⋯⋯⋯⋯⋯⋯⋯⋯⋯⋯⋯⋯⋯⋯(298)

第四章国民收入和投资建设⋯⋯⋯⋯⋯⋯⋯⋯⋯⋯．．．⋯⋯⋯⋯⋯⋯(300)

第一节 国民收入⋯⋯⋯“．．⋯⋯⋯⋯⋯⋯“?⋯⋯⋯⋯⋯⋯⋯⋯⋯”．(301)

第二节财政收入⋯⋯⋯⋯⋯⋯⋯⋯⋯⋯⋯⋯⋯⋯⋯⋯⋯⋯⋯⋯⋯(303)

第三节 投资建设⋯⋯⋯⋯⋯⋯⋯⋯⋯⋯⋯⋯⋯⋯⋯⋯⋯⋯⋯”⋯·(305)

第十篇农 业⋯⋯⋯⋯⋯⋯⋯⋯⋯⋯⋯⋯⋯⋯⋯⋯⋯⋯⋯⋯⋯⋯⋯，(309)

第一章耕地⋯⋯⋯⋯⋯⋯“⋯⋯⋯⋯⋯⋯⋯⋯⋯⋯⋯⋯·⋯⋯⋯⋯⋯(310)

第一节 耕地开发利用⋯⋯⋯⋯⋯⋯⋯⋯⋯⋯⋯⋯⋯⋯⋯⋯⋯⋯⋯(311)

，第二节 土壤改良⋯⋯⋯⋯⋯⋯⋯⋯⋯⋯⋯⋯⋯⋯⋯⋯⋯⋯⋯⋯⋯(312)

第三节 耕地修整⋯⋯⋯⋯⋯⋯⋯⋯⋯⋯⋯⋯⋯⋯⋯⋯⋯⋯⋯⋯⋯(312)

第二章农村生产关系变革⋯⋯⋯⋯⋯⋯⋯⋯⋯⋯⋯⋯⋯?⋯⋯⋯⋯”(313)

第一节 土地改革前土地占有⋯⋯⋯⋯⋯⋯⋯⋯⋯⋯⋯⋯⋯⋯⋯·(313)
7



附：剥削形式⋯⋯⋯⋯⋯⋯⋯⋯⋯⋯⋯⋯⋯⋯⋯⋯⋯⋯．．．⋯⋯⋯⋯(314)

第二节 土地改革⋯⋯⋯⋯⋯⋯⋯⋯⋯⋯⋯⋯⋯⋯⋯⋯⋯⋯⋯m⋯(314)

第三节 互助合作⋯⋯⋯·．．．⋯⋯⋯⋯⋯⋯⋯⋯⋯⋯⋯⋯⋯⋯；⋯“：”(316)

第四节 人民公社⋯⋯⋯⋯⋯·⋯⋯⋯⋯⋯⋯⋯⋯··j⋯⋯“-·．．．⋯⋯(3-t7)

第五节 联产承包⋯⋯⋯⋯⋯⋯⋯⋯⋯⋯⋯⋯⋯⋯⋯⋯⋯⋯⋯⋯⋯(319)

第三章农作物⋯⋯⋯⋯⋯⋯⋯⋯一⋯⋯⋯⋯一⋯⋯⋯⋯⋯⋯⋯⋯⋯(320)

第一节 粮食作物⋯⋯⋯⋯⋯⋯⋯⋯⋯⋯⋯⋯⋯⋯⋯：⋯⋯⋯⋯⋯一(320)

第二节 油料作物⋯⋯⋯⋯⋯⋯⋯⋯⋯⋯⋯⋯⋯⋯⋯⋯⋯⋯⋯⋯⋯(324)

第三节 经济作物⋯⋯⋯⋯⋯⋯⋯⋯⋯⋯⋯⋯⋯⋯⋯⋯⋯⋯⋯⋯⋯(326)

第四节 蔬菜⋯⋯⋯⋯⋯⋯·”⋯⋯⋯⋯⋯⋯⋯⋯⋯⋯⋯⋯⋯⋯⋯⋯(328)

第四章农技农艺⋯⋯⋯⋯⋯⋯⋯⋯⋯⋯⋯⋯⋯⋯⋯⋯j⋯⋯⋯⋯⋯”(329)

第一节耕作⋯⋯⋯⋯⋯⋯⋯⋯⋯⋯．⋯⋯⋯⋯⋯⋯⋯⋯⋯⋯⋯⋯⋯(320)

第二节 栽培⋯⋯．．．·：⋯⋯⋯⋯⋯⋯⋯⋯⋯⋯⋯⋯．．．⋯⋯⋯⋯⋯⋯·一(330)

第三节 施肥⋯⋯⋯⋯⋯⋯⋯⋯⋯⋯⋯⋯⋯⋯⋯⋯⋯⋯⋯⋯⋯⋯⋯(331)

第四节 植物保护⋯⋯⋯⋯⋯⋯⋯⋯⋯⋯?⋯⋯⋯⋯⋯⋯⋯⋯⋯⋯··(333)

第五节 良种推广⋯⋯⋯⋯⋯⋯⋯⋯⋯⋯⋯⋯⋯⋯：⋯⋯⋯⋯⋯⋯··(335)

第五章多种经营⋯⋯⋯⋯⋯⋯⋯⋯·j⋯⋯⋯⋯⋯⋯⋯⋯⋯⋯⋯⋯⋯·(337)

第一节种植业⋯⋯⋯⋯⋯⋯⋯⋯⋯⋯⋯⋯⋯⋯⋯⋯⋯⋯⋯⋯⋯⋯(337)

第二节养殖业⋯⋯⋯⋯⋯⋯⋯⋯⋯⋯⋯⋯⋯7⋯⋯⋯⋯⋯⋯⋯⋯⋯(339)

第三节采集业⋯⋯⋯⋯⋯⋯⋯⋯⋯⋯⋯⋯⋯．．．⋯⋯⋯·⋯⋯⋯⋯”(342)

第四节 编织业⋯⋯⋯⋯⋯⋯⋯⋯⋯⋯⋯⋯⋯⋯⋯⋯⋯⋯⋯⋯⋯⋯(343)

、第六章畜牧业⋯⋯⋯⋯⋯⋯⋯⋯⋯⋯⋯⋯⋯⋯⋯⋯⋯⋯⋯⋯⋯⋯：”(343)

第一节 牲畜饲养⋯⋯⋯⋯⋯⋯⋯⋯⋯⋯⋯⋯⋯⋯⋯．．．⋯⋯⋯⋯⋯(343)

第二节’牲畜繁殖⋯⋯⋯⋯⋯⋯⋯⋯⋯⋯．．．⋯⋯⋯⋯⋯⋯⋯⋯⋯⋯(346)

第三节 疫病防治⋯⋯⋯⋯⋯⋯⋯⋯⋯⋯⋯⋯⋯⋯⋯⋯⋯。⋯⋯⋯(347)

第七章农具农机⋯“⋯⋯⋯⋯⋯⋯⋯⋯⋯⋯⋯⋯⋯·⋯⋯⋯⋯⋯⋯”(348)

第一节传统农具⋯⋯⋯⋯⋯⋯⋯⋯⋯⋯⋯⋯⋯：⋯⋯⋯⋯⋯⋯⋯”(348)

第二节 农具改革⋯⋯⋯⋯⋯j⋯⋯⋯··⋯⋯⋯⋯⋯⋯⋯⋯⋯⋯⋯⋯(348)

第三节 农业机械⋯⋯⋯⋯⋯⋯⋯⋯⋯⋯⋯⋯⋯⋯⋯⋯⋯．．．．⋯⋯⋯(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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