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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平县志》的出版，是全县始万各族人民的大喜事。；

‘黎平，山青水秀，物产丰富，．人民勤劳。明洪武年间，爆发了以吴勉为

首的农民起义，其后反压迫的武装斗争绵延五百年。崇祯年间，涌现朱万

年、何腾蛟等历史名人。1934年J2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境，中共中央

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黎

平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日新月异。 ，

历史在前进，事业在发展。科学地开发黎平，建设黎平，迫切需要一部

能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地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我国素有修志优良传统’黎

平县自明万历编纂府志始，曾2J次组织编修志书，、均因各种原因，有J『7部

未能刊印，现仅存道光二十五年和光绪十七年编纂的续修《黎平府志》两

部。光绪年间编纂的《黎平府志酰距今已如多年。在近一个世纪的时期

中，黎平同全国一样起了翻天复地的变化。然而时代几经变迁，史料淹没荒

虎竞未能重修县志。因此，编修新《黎平县志》实在是弥补历史缺憾的需
要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1978年J『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的召开，开创我国改革开放之盛世，为修志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条件。1984

年春，中共黎平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要在五年内全面完成编修新《黎平

县志》的任务。我们当时认为，做好了这件事，才算不辜负先贤和革命先烈

对后人的厚望，才算对得起黎平县各族人民和子孙后代。

志书，纵记千年，横书百业。我们立足于“古为今用”、“读志察情”的基

本要求，把《黎平县志》作为一项千秋大业的巨大工程来部署，组织修志队

伍160人，从事修志工作。这部新县志记述自1282年至1984年七百年间

黎平的自然风貌、政治变迁、经济兴衰，文化教育的发展、民族人物及风俗

习惯。凡重大事件，影响所及，力求记叙。本着详近略远，详今略古的原

则，旧志已记载者，新志xxea：,近代的，特别是1949年以来的则尽可能详

’进新编县志将为保存黎平史料’开发黎平经济，治理黎平政务，繁荣黎平
文化，进行爱国爱乡教育诸方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

这部新县志的编纂，按照国家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贯彻马克思主义的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原则，对于1949

年以后的重大政治事件，以198i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

．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进行客观地记进
在体裁万面，它既继承我国方志的传统，又发扬当代各学科及社会分工的特

点，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和地方特色。体例采用篇、章、节、目的形式，横

排竖写；资料选用，存真求实，避免谬讹；文字上力求简明朴实，通俗易

懂。全书约9D万字。但由于历史资料残缺，加上我们知识水平有限，谬漏

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补遗和赐教。‘

我们在编纂过程中，一直受到全县各族人民、社会贤达、各方人士的关

怀，得到省、州及兄弟县和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县，区、乡、镇各级党政

机关、群众团体及企事业单位积极配合、通力协作，为县志提供大量翔实的

资料。尤其是在志书初稿形成和定稿的关键时刻，得到省志办专家学者热情

帮助和指导。参加本届编写的同志立人立志，迎难而进，‘勤奋笔耕，历时

粥个月，比原计划提前完成志稿。这部新县志，实际上是各族热心修志的

有名无名者共同劳动的成果，是广大干部、群众心血和智慧的结晶。在此，

仅向为本志出了力的仁人志士，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新志已成，当我们把它奉献到读者面前，心绪方始释然，甚感幸愉，聊

以言序。

杨超 龙定熙

．’ 198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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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贵州地方志书，记载贵州有两个富郡，一是遵义'一是黎平。遵义以

柞蚕称富，黎平以木材称富。历史上民殷物阜之区，文化必然随之发达。从

编修地方志来看j黎平自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J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

延六百年间，纂修的各类志书有2J部，真可谓洋洋大观。虽然大多散佚，

就从现存的清光绪续修《黎平府志》来看，’前人评议“事必征诸实，言务求

其当，体例赅备，灿然秩然，询美可观”已足以说明黎平历代重视修志，成

绩斐然。．然而时移事易，从光绪修志到今近百年，历史的演变，时代的发

魇万象纷纭，新旧交替’却没有文献征信，未必不是遗憾。尤其几十年来
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四海翻腾'’九洲震荡，新鲜事物层出

不穷。黎平地处黔、湘、桂三省交界之区，旧貌新颜，判若两样，若不载诸

史册，将无以向人民作交代。1984年中共黎县委员会和黎平县人政府考虑

及此，与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县政治协商委员会商定，．组织黎平县

志编纂委员会'同时建立编纂班子，着手采集资料，制定篇目体例，几经努

力，规模初具。黎平修新志实有难处：一、时间久远，资料不足，考证不

易；二、修志虽是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但多年无人过问此事，旧志极少有

人读遗新志更无范本可据，因此，选用人才亦感困难；三、旧时地方机构

少，事业不多，修志人只须查档案，访口碑，抄碑记，亦可纂辑成书。当今

地方部门多，学科门类亦多，纂成一书必须各行各业．提供资料'稍有一环松

弛，就要影响全局；四、。志书有特定的语言文字，旧志用文言文，用笔习

惯，如操左券新志改用语体文，而又必须有志书风格，虽有一些困难和麻
烦，但修志人员仍然本着一片爱乡爱国热情，动员组织各方面力量，众手修

志，广征博采，掌握了黎平的种种特点，查清了历史事实，记述了当代成

就。四年辛劳，几易其稿，成书9D余万字，出版问世。《黎平县志》以其内

容的丰富，体例的严谨，资料的翔实，文字的畅通，以及成功与失误经验的

记载，与旧志相比，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通俗易懂的可读性。作为地方

●

一I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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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政参考和教育资料，称得上是一部有份量的科学文执一卷在手，对黎
．平则了如指掌，读者当会感到由衷的高兴。

《黎平县志》的编印是黎平县各族人民、各界人士、各工作部门以及全

体修志人员共同努力的成果，是黎平文化事业中一项不朽的工程和一笔传诸

后代的精神财富。我们参加阅稿、讨论，了解书中内罄虽非全璧，亦是多
年期待而得的成果。故欣然为序，藉以表达欢愉之胤 ：

，t。 吴世玉 石朝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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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定名为《黎平县志》： ，

二、坚持以马思克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编纂指导。

实事求是地记述，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三、断限。根据事业发展的先后，上限追本溯源不等齐，下限为．1984年。

四、体裁。采用记，志、传、图(照)，表、录等体．以志为主，史志结合，横排竖

写。、引用资料注明出处，注释均在文内。 i

五、全志立概述、大事记、地理、民族、党政群团、司法、军事、农业，林业，工

建交、商业、财政金融、经济综述、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人物、附录等．篇。专志

以篇统章、章统节、节统目，目以黑体字表示。 ，

。‘六、有关沿袭黎平府的史料，凡属全府性事业选择移入新志，对地域性的只记述本

志撰写时黎平县属内容，属于他县的不再记述。

七、民族篇只记述本县少数民族传统和特有的事业。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共

同性的事业，在各专篇中记述，其内容要体现民族特点。

八，历代宫职和现行领导干部，只记正副县职以上，按习惯称呼，直记其职务，姓

名，不冠以褒贬之词。其余不列名单，如有政绩可入志者，在专章节中以事系人记述。

九、各种机构沿革不统一记述，凡属行政机构统一在党政群团中记述，企事业机构

在专篇章中列述。

十、根据需要，‘在章下设文字简明的“无题引言”，写明本章某些特殊性的和难以归

属的综合性资料。

十一、对党政群团、司法、军事三篇，采取分期记述，以区别其政治属性。

十二、数字统计资料．以县统计局核定数为准。统计局没有的则以有关单位提供的

数字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部分数据，由于客观原因，仅采用1 950年、

1956年、1965、1 978年(或1 979年)、1 984年五个年度的数据。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有关数据对比，以1950年为基数。 ．

十三，数字书写。习惯用语中的数字，用汉字表示；统计性、绝对数字和公元纪

年、百分比、千分比一律用阿拉伯字；四位数以上的采用三位分节法，不打逗点。

十四、计量。均用1 984年2月27日国务院《关于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

命令》所规定的计量单位。如：长度用公里、米、厘米、毫米，重量用吨、公斤、克，

容量用立方米、升等。历史上用的斗、石，引，码等计量单位，用括注明公制换算数



字。表列数字用公斤、元等。温度则用摄氏度(℃)制记述。

十五、称谓，历代王朝及中华民国的年号，均按其历史称呼，年号加括注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年号一律用公元纪年，称谓文字过长的，本篇内第一次使

用全称，以后则用简称，并在第一次全称后加以括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人民共

和国)。

十六、地名。一律采用1 982年本县地名普查所核定地名，必用的古地名，应括注

今地名。

十七、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记述经省以上授予的劳模称号的人员。

十八、立传人物。以其对社会有重要贡献，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起较大推动或阻碍作

用的本籍人物为主，兼收对本县有重要影响的外籍人，按史通例，不为生人立传。

十九、大事记。按发生年月顺序，以编年体记述本县重大事件，跨月跨年的为记述

完整明了，则以记事本末体记述。

二十、历史重要文件以及本志编纂始末等资料，记入附录篇。

二十一，本志采用语体记叙文，文字按1 964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进

行记述和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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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录

序 言⋯⋯“⋯⋯⋯“”⋯⋯”⋯一”““”””””“⋯⋯“”“⋯”⋯一⋯””⋯“⋯·

凡· 例“·”··”“⋯⋯··⋯⋯⋯⋯⋯⋯··“·⋯⋯⋯”””“”··””“”⋯⋯⋯⋯一””·

目 ’勇乏⋯””·⋯·⋯·⋯··⋯·””···””“”一””“⋯·····⋯””···⋯”·”一⋯“⋯“⋯·

}既 述⋯”””···⋯⋯”一””·一⋯⋯”“⋯””⋯”⋯”⋯”””“”⋯““”?“⋯“⋯·

岁℃事 记⋯·”⋯“”⋯⋯··⋯⋯·-···一⋯””“”·⋯⋯”·“”””···一一”·····：一·⋯一一··
．．，． ’。． 地 理 、篇

第一章 建置沿革⋯⋯⋯⋯⋯⋯⋯⋯⋯··”⋯⋯⋯⋯⋯⋯⋯⋯⋯⋯·?⋯⋯⋯⋯

一第一节宋元明清建置⋯⋯⋯⋯⋯⋯⋯⋯⋯⋯⋯⋯⋯⋯⋯⋯⋯⋯⋯⋯⋯⋯

第二节中华民国建置⋯⋯⋯⋯⋯⋯⋯⋯⋯⋯⋯⋯～⋯⋯⋯⋯⋯⋯⋯⋯⋯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置⋯⋯⋯⋯⋯⋯⋯⋯⋯⋯⋯⋯⋯⋯⋯⋯⋯⋯⋯

第二章‘ 行政区划⋯⋯⋯⋯⋯⋯⋯⋯⋯⋯⋯⋯⋯⋯⋯⋯⋯⋯⋯⋯⋯⋯⋯⋯⋯

第一节德风镇⋯⋯⋯⋯⋯⋯⋯⋯⋯⋯⋯⋯⋯⋯⋯⋯⋯⋯⋯⋯⋯⋯⋯⋯⋯

第二节德风区⋯．．．⋯⋯⋯⋯⋯⋯!⋯⋯⋯⋯⋯⋯⋯⋯⋯⋯⋯⋯⋯⋯⋯⋯一

第三节 中潮p(⋯⋯⋯⋯⋯⋯⋯⋯⋯⋯⋯⋯⋯⋯⋯⋯⋯⋯⋯⋯⋯⋯⋯⋯⋯

第四节，盂彦区⋯⋯⋯⋯⋯⋯”⋯⋯⋯·一⋯⋯⋯⋯⋯⋯⋯⋯⋯⋯⋯⋯⋯⋯·

第五节 茅贡K⋯⋯⋯⋯⋯⋯⋯⋯⋯⋯⋯⋯⋯⋯⋯⋯⋯⋯⋯⋯⋯⋯⋯⋯⋯

第六节岩洞区⋯⋯⋯⋯⋯⋯⋯⋯⋯⋯⋯⋯⋯⋯⋯⋯⋯“⋯⋯⋯⋯⋯⋯⋯·

第七节 水口区⋯⋯山⋯⋯⋯⋯⋯⋯⋯⋯⋯⋯⋯⋯⋯⋯⋯⋯⋯⋯⋯⋯⋯⋯

第八节龙额区⋯⋯⋯⋯⋯⋯⋯⋯⋯⋯⋯⋯⋯⋯⋯⋯⋯一⋯⋯⋯⋯⋯⋯⋯

第九节 洪州区⋯⋯⋯⋯⋯⋯·⋯⋯⋯⋯⋯⋯⋯⋯⋯⋯·j⋯⋯⋯⋯⋯⋯⋯⋯

第十节-尚重区⋯⋯⋯⋯⋯⋯⋯⋯⋯⋯⋯⋯⋯⋯⋯⋯⋯⋯⋯⋯⋯⋯⋯⋯⋯

第三章 人 口⋯⋯⋯⋯一⋯⋯⋯⋯⋯⋯⋯⋯⋯⋯⋯⋯⋯⋯⋯⋯⋯⋯⋯⋯⋯

第一节 人口变动⋯⋯⋯⋯⋯⋯⋯⋯⋯⋯⋯⋯··r．．⋯⋯⋯⋯⋯⋯⋯⋯⋯⋯·

+第二节 人口分布⋯⋯⋯⋯⋯⋯⋯⋯⋯⋯⋯⋯·．．．⋯⋯⋯⋯⋯⋯k⋯⋯⋯··

第三节 人口结构⋯⋯⋯⋯⋯⋯⋯⋯⋯⋯⋯⋯·⋯⋯⋯·?⋯⋯⋯⋯⋯⋯⋯⋯

第四拳．．地质地貌⋯⋯⋯⋯⋯⋯⋯⋯⋯．．．⋯⋯⋯⋯⋯⋯⋯⋯⋯⋯⋯⋯⋯⋯⋯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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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地质⋯⋯⋯⋯⋯⋯⋯⋯⋯⋯⋯⋯⋯⋯⋯⋯⋯⋯⋯⋯⋯⋯⋯⋯⋯⋯l 95)

第二节地貌⋯⋯⋯⋯⋯⋯⋯⋯⋯⋯⋯⋯⋯⋯⋯⋯⋯⋯⋯⋯⋯⋯⋯⋯⋯⋯《96)

第三节矿藏⋯⋯⋯⋯⋯⋯⋯⋯⋯⋯⋯⋯⋯⋯⋯⋯⋯⋯⋯⋯⋯⋯⋯⋯⋯⋯(98)

第五章 气候⋯⋯⋯⋯⋯⋯⋯⋯⋯⋯⋯⋯⋯⋯⋯⋯⋯⋯⋯⋯⋯⋯⋯⋯⋯⋯⋯I 99)

第一节 日照⋯⋯⋯⋯⋯⋯⋯⋯⋯⋯⋯⋯⋯⋯⋯⋯⋯⋯⋯⋯⋯⋯⋯⋯⋯⋯l 99)

第二节热量⋯⋯⋯⋯⋯⋯⋯⋯⋯⋯⋯⋯⋯⋯⋯⋯⋯⋯⋯⋯⋯⋯⋯⋯⋯⋯(1 00)

第三节降水⋯⋯⋯⋯⋯⋯⋯⋯⋯⋯⋯⋯⋯⋯⋯⋯⋯⋯⋯⋯⋯⋯⋯⋯⋯⋯(i00)

第四节 风⋯⋯⋯⋯⋯⋯⋯⋯⋯⋯⋯⋯⋯⋯⋯⋯⋯⋯⋯⋯⋯⋯⋯⋯⋯⋯⋯(1 03)

第六章 水文土壤⋯⋯⋯⋯⋯⋯⋯⋯⋯⋯⋯⋯⋯⋯⋯⋯⋯⋯⋯⋯⋯⋯⋯⋯⋯I 103)

第一节 水文⋯⋯⋯⋯⋯⋯⋯⋯⋯⋯⋯⋯⋯⋯⋯⋯⋯⋯⋯⋯⋯⋯⋯⋯⋯⋯(1 03 l

第二节土壤⋯⋯⋯⋯⋯⋯⋯⋯⋯⋯⋯⋯⋯⋯⋯⋯⋯⋯⋯⋯⋯⋯⋯⋯⋯⋯(104)

第七章， 生物⋯⋯⋯⋯⋯⋯⋯⋯⋯⋯⋯⋯⋯⋯⋯⋯⋯⋯⋯⋯⋯⋯⋯⋯⋯⋯⋯I l 10)

第一节植物⋯⋯⋯⋯⋯⋯⋯⋯⋯⋯⋯⋯⋯⋯⋯⋯⋯⋯⋯⋯⋯⋯⋯⋯⋯⋯(1lO)

第二节动物⋯⋯⋯⋯⋯⋯⋯⋯⋯⋯⋯⋯⋯⋯⋯⋯⋯⋯⋯⋯⋯⋯⋯⋯⋯⋯(1lO)

第八章 自然灾害⋯⋯⋯⋯⋯⋯⋯⋯⋯⋯⋯⋯⋯⋯⋯⋯⋯⋯⋯⋯⋯⋯⋯⋯⋯ (1l 1)

第一节 旱灾⋯⋯⋯⋯⋯⋯⋯⋯⋯⋯⋯⋯⋯⋯⋯⋯⋯⋯⋯⋯⋯⋯⋯⋯⋯⋯(1 11)

第二节 水灾⋯⋯⋯⋯⋯⋯⋯⋯⋯⋯⋯⋯⋯⋯⋯⋯⋯⋯⋯⋯⋯⋯⋯⋯⋯⋯(1l 2)

第三节风灾⋯⋯⋯⋯⋯⋯⋯⋯⋯⋯⋯⋯⋯⋯⋯⋯⋯⋯⋯⋯⋯⋯⋯⋯⋯⋯(114)

第四节 倒春寒⋯⋯⋯⋯⋯⋯⋯⋯⋯⋯⋯⋯⋯⋯⋯⋯⋯⋯⋯⋯⋯⋯⋯⋯⋯(1 l 5)

第五节 雹灾⋯⋯⋯⋯⋯⋯⋯⋯⋯⋯⋯⋯⋯⋯⋯⋯⋯⋯⋯⋯⋯⋯⋯⋯⋯⋯(Il 5 l

第六节凝冻⋯⋯⋯⋯⋯⋯⋯⋯⋯⋯⋯⋯⋯⋯⋯⋯⋯⋯⋯⋯⋯⋯⋯⋯⋯⋯(1 1 6 l

第七节地震、雷击⋯⋯⋯⋯⋯⋯⋯⋯⋯⋯⋯⋯⋯⋯⋯⋯⋯⋯⋯⋯⋯⋯⋯(1161

民 族 篇

第一章 侗族⋯⋯⋯⋯⋯⋯⋯⋯⋯⋯⋯⋯⋯⋯⋯⋯⋯⋯⋯⋯⋯⋯⋯⋯⋯⋯⋯(12 I l

第一节族称、族源⋯⋯⋯⋯⋯⋯⋯⋯⋯⋯⋯⋯⋯⋯⋯⋯⋯⋯⋯⋯⋯⋯⋯(12ll

第二节语言、文字⋯⋯⋯⋯⋯⋯⋯⋯⋯⋯⋯⋯⋯⋯一⋯⋯⋯⋯⋯⋯⋯⋯(122)

第三节经济状况⋯⋯⋯⋯⋯⋯⋯⋯⋯⋯⋯⋯⋯⋯⋯⋯⋯⋯⋯⋯⋯⋯⋯⋯(124)
t 第四节’风情习俗⋯⋯⋯⋯⋯⋯⋯⋯⋯⋯⋯⋯⋯⋯⋯⋯⋯⋯⋯⋯⋯⋯⋯⋯(1 26)

：’第五节 文化⋯⋯⋯⋯⋯⋯⋯⋯”“⋯⋯⋯⋯⋯⋯⋯⋯⋯⋯⋯⋯⋯⋯⋯⋯一(1 38)

： 第六节洞区、侗款⋯⋯⋯⋯⋯⋯⋯⋯⋯⋯⋯⋯⋯⋯⋯⋯⋯⋯⋯．．．⋯⋯⋯(146)

第二章 汉苗瑶等族⋯⋯⋯⋯⋯⋯⋯⋯⋯⋯⋯⋯⋯⋯⋯⋯⋯⋯⋯⋯⋯⋯⋯⋯(149)

第一节汉族⋯⋯⋯⋯⋯⋯⋯⋯⋯⋯⋯⋯⋯⋯⋯"⋯⋯⋯⋯⋯⋯⋯⋯⋯⋯(149)

第二节苗族⋯⋯⋯⋯⋯⋯⋯⋯⋯⋯⋯⋯⋯⋯⋯⋯⋯⋯⋯⋯⋯⋯⋯⋯⋯⋯(153)

第三节瑶族⋯⋯⋯⋯⋯⋯⋯⋯⋯⋯⋯⋯⋯⋯⋯⋯⋯⋯⋯⋯⋯⋯⋯⋯⋯⋯(160)

第四节 其他各族⋯⋯⋯⋯⋯⋯⋯⋯⋯⋯⋯⋯⋯⋯⋯⋯⋯⋯⋯⋯⋯⋯⋯⋯(166)

· 2 ·



第三章 民族工作⋯⋯⋯⋯⋯⋯⋯⋯⋯⋯⋯⋯⋯⋯⋯⋯⋯⋯⋯⋯⋯⋯⋯⋯⋯

第一节，机构⋯⋯⋯⋯⋯⋯⋯⋯⋯⋯⋯⋯⋯⋯⋯w⋯⋯⋯⋯⋯⋯⋯⋯⋯⋯

第二节 民族人才培养⋯⋯⋯⋯⋯⋯⋯⋯⋯⋯⋯”叩⋯⋯⋯⋯⋯”¨⋯⋯⋯·

，．第三节 民族文字推行⋯⋯⋯⋯⋯⋯⋯⋯⋯⋯⋯⋯⋯⋯⋯⋯⋯⋯⋯⋯⋯．．．

’第四节民族关系⋯⋯⋯⋯⋯⋯⋯⋯⋯⋯⋯⋯““Q．O 00000Q OOQ?⋯⋯⋯⋯⋯一

一 ⋯⋯。， ，+ 二经济管理篇静‘一之⋯ r

第一章_‘经济综述⋯⋯⋯⋯⋯⋯⋯⋯⋯岬⋯⋯⋯⋯⋯．．．·Q中OOOeQtOOOOQ⋯⋯⋯⋯

第二章 工商行政管理⋯⋯⋯⋯⋯⋯⋯⋯⋯．．．⋯·．^．?叩i⋯·O，4P⋯叩⋯⋯?w⋯⋯··

．‘．第一节，市场管理⋯⋯⋯⋯⋯⋯⋯⋯⋯⋯叩·．，⋯”．．⋯⋯⋯⋯⋯⋯⋯⋯⋯⋯

㈡、第二节工商企业登记管理⋯⋯⋯⋯⋯⋯⋯⋯⋯．．．⋯⋯⋯⋯··?⋯⋯⋯”?⋯

j’第三节．私营工商业户的登记管理OOQOOOOQO⋯⋯w”⋯．．．⋯⋯⋯⋯⋯⋯⋯⋯·

，， 第四节 经济合同管理⋯⋯⋯⋯⋯⋯⋯⋯⋯⋯?⋯⋯⋯⋯⋯⋯⋯⋯⋯⋯⋯”

第五节 商标、广告管理⋯⋯⋯⋯⋯⋯⋯⋯⋯⋯⋯⋯⋯⋯⋯⋯⋯⋯⋯⋯··j

第三章 物价管理⋯⋯⋯⋯⋯⋯⋯⋯⋯⋯⋯⋯⋯?⋯7．．‘．．．．⋯⋯⋯⋯⋯⋯⋯⋯·

第一节物价管理与监督⋯⋯⋯⋯⋯⋯⋯⋯⋯⋯⋯⋯⋯⋯叩⋯⋯⋯⋯⋯⋯·

，第二节物价体制⋯⋯⋯⋯⋯⋯⋯⋯⋯⋯⋯⋯⋯⋯．．．”．．⋯⋯⋯⋯⋯⋯⋯”

第三节物价演变及交换比价⋯⋯⋯⋯⋯⋯⋯．．．⋯⋯⋯⋯⋯⋯⋯⋯．．．⋯⋯

第四章 ．计量管理⋯⋯⋯⋯⋯⋯⋯⋯⋯⋯⋯⋯⋯⋯⋯⋯⋯⋯⋯⋯⋯⋯“_⋯”

， +农 业 篇 ，

第一章 土地制度皮经营体制⋯⋯⋯⋯⋯⋯⋯⋯⋯⋯⋯⋯⋯⋯⋯⋯⋯⋯⋯⋯

第一节封建土地所有制⋯⋯⋯⋯⋯⋯⋯⋯⋯⋯⋯⋯⋯⋯⋯⋯⋯⋯⋯⋯⋯

·第二节个体农民所有制⋯⋯⋯⋯⋯⋯⋯⋯⋯⋯⋯⋯⋯⋯⋯⋯⋯⋯⋯⋯⋯

．第三节集体所有制⋯⋯⋯⋯⋯⋯⋯⋯⋯⋯⋯⋯⋯⋯⋯⋯⋯⋯⋯⋯⋯⋯⋯

第二章 ．种植业⋯⋯⋯⋯⋯⋯⋯⋯⋯⋯⋯⋯⋯⋯⋯?000007⋯⋯⋯⋯⋯⋯⋯⋯··

．：t第一节．农业人口、劳动力和土地⋯．．．⋯⋯⋯⋯⋯⋯⋯!OOO 00、⋯?⋯·⋯⋯⋯

i，第二节 主要农作物及产量⋯⋯⋯⋯．．．⋯⋯⋯·”⋯⋯⋯!O00600Q，⋯⋯⋯⋯⋯

!． 第三节．品种改良QOOOOOt⋯⋯⋯⋯⋯⋯⋯⋯⋯⋯”OOQOQQ00∥⋯⋯⋯⋯⋯⋯．．．·

：，1第四节耕作制度⋯一⋯⋯⋯⋯⋯⋯⋯⋯⋯⋯⋯⋯⋯⋯⋯⋯⋯⋯⋯⋯⋯·?⋯

第五节栽培技术及施肥改土⋯⋯⋯⋯⋯⋯⋯⋯⋯⋯⋯⋯⋯⋯⋯⋯⋯⋯⋯

i．。 第六节 农事机具⋯⋯⋯⋯⋯⋯⋯⋯⋯⋯⋯⋯⋯⋯⋯．．．⋯⋯⋯⋯．．．⋯⋯⋯

一+第七节植物保护000000．．．⋯⋯⋯⋯⋯⋯⋯⋯⋯⋯⋯．．．⋯⋯⋯⋯⋯⋯⋯⋯⋯

．．，第八节．，农业区域规划⋯⋯⋯⋯⋯⋯⋯⋯⋯⋯⋯⋯．．．⋯⋯⋯⋯⋯}000000Q?⋯

，。第九节国营农场⋯一-OQQQOOOBO⋯⋯⋯⋯⋯⋯⋯⋯⋯⋯心?⋯⋯⋯⋯⋯⋯⋯⋯

第三章．．．畜牧水产”Ot．．．⋯⋯⋯⋯⋯⋯⋯⋯⋯⋯⋯⋯⋯”⋯⋯⋯．．．⋯⋯⋯⋯··

．．，‘第一节 畜禽生产⋯⋯⋯⋯⋯⋯⋯⋯⋯⋯⋯⋯⋯⋯⋯⋯⋯⋯，．．．⋯”．．⋯⋯·

(16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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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斋禽品种及改良⋯⋯⋯⋯⋯⋯⋯⋯一⋯⋯⋯⋯⋯⋯⋯⋯⋯⋯⋯⋯·《24ll

第三节 畜禽疫病防治⋯⋯⋯⋯⋯⋯⋯⋯⋯⋯⋯⋯⋯⋯⋯⋯⋯⋯⋯⋯⋯⋯I 244)

第四节 草场⋯⋯⋯⋯⋯⋯⋯⋯⋯⋯⋯⋯⋯⋯⋯⋯⋯⋯⋯⋯⋯⋯⋯⋯⋯⋯《247)

第五节 水产⋯⋯⋯⋯⋯⋯⋯⋯⋯⋯⋯⋯i⋯⋯⋯⋯⋯⋯⋯⋯⋯⋯⋯⋯⋯”(249}

第四章 ’水利⋯⋯⋯⋯⋯⋯⋯⋯⋯⋯⋯⋯⋯⋯⋯⋯⋯⋯⋯⋯⋯⋯⋯⋯⋯⋯⋯(252)

第一节工程建设⋯⋯⋯·咿⋯⋯⋯⋯⋯⋯⋯⋯⋯⋯⋯⋯⋯⋯⋯⋯⋯⋯⋯⋯(252)

第二节水利工程⋯·?⋯⋯⋯⋯⋯⋯⋯⋯⋯⋯⋯⋯⋯⋯⋯⋯⋯⋯⋯⋯⋯⋯·(255)

第三节 提水工程⋯．．．⋯．．．⋯⋯⋯⋯“⋯⋯⋯⋯⋯⋯⋯⋯⋯⋯⋯⋯⋯⋯⋯(264)

第五章 乡镇企业⋯⋯⋯厶⋯⋯⋯．．．．．．⋯⋯⋯⋯⋯·⋯⋯⋯⋯⋯⋯⋯⋯⋯⋯⋯(268)

4第一节产业结构·．．．⋯⋯⋯⋯⋯⋯⋯⋯⋯⋯⋯⋯⋯⋯⋯⋯⋯⋯⋯⋯⋯⋯⋯《268)

第二节 经营种类⋯⋯⋯⋯⋯⋯⋯⋯⋯⋯⋯⋯⋯⋯⋯⋯⋯⋯⋯⋯⋯⋯⋯⋯(27 l l

第三节 经营管理⋯⋯⋯⋯⋯⋯⋯⋯⋯⋯⋯⋯⋯⋯⋯⋯⋯⋯⋯⋯⋯⋯⋯⋯(276)

林 业 篇
第一章’ 森林⋯⋯⋯⋯⋯⋯⋯⋯⋯⋯⋯⋯⋯⋯⋯⋯⋯⋯⋯⋯⋯“⋯⋯⋯⋯⋯(279)

第一节森林分布⋯⋯⋯⋯‰⋯⋯⋯⋯⋯⋯⋯⋯⋯⋯⋯⋯⋯⋯⋯⋯⋯⋯⋯《279)

第二节 主要树种⋯⋯⋯⋯⋯⋯⋯⋯⋯⋯⋯⋯⋯⋯⋯⋯⋯⋯⋯⋯⋯⋯⋯⋯(28 1)

第三节 林副产品⋯⋯⋯⋯⋯⋯⋯⋯⋯⋯⋯⋯⋯⋯⋯⋯⋯⋯⋯⋯⋯⋯⋯⋯(284)

第二章 山林管理⋯⋯⋯⋯⋯⋯一?⋯⋯⋯⋯⋯⋯⋯⋯⋯⋯⋯⋯⋯⋯⋯⋯⋯⋯(286)

第一节 山林权⋯⋯⋯⋯⋯⋯⋯⋯⋯⋯⋯⋯⋯⋯⋯⋯⋯⋯⋯⋯⋯⋯⋯⋯⋯(286)

第二节管理饥构⋯⋯⋯⋯⋯⋯⋯⋯⋯⋯⋯⋯⋯⋯⋯⋯⋯⋯⋯·⋯⋯⋯⋯”(288)

第三节林政管理⋯⋯⋯⋯⋯⋯⋯⋯⋯⋯⋯⋯⋯⋯⋯⋯⋯⋯⋯⋯⋯⋯⋯⋯(289)

第三章 营林生产⋯⋯⋯⋯⋯⋯⋯⋯⋯⋯⋯⋯⋯⋯⋯⋯⋯⋯⋯⋯⋯⋯⋯⋯⋯(292)

第一节采种育苗⋯⋯⋯⋯⋯⋯··一⋯⋯⋯⋯⋯‰⋯⋯⋯⋯⋯⋯⋯⋯⋯⋯“I 292)

第二节植树造林⋯⋯一⋯⋯⋯⋯⋯⋯⋯⋯⋯⋯⋯⋯⋯⋯⋯⋯⋯⋯⋯‰⋯(295)

第三节 育林⋯⋯⋯⋯⋯⋯⋯⋯⋯⋯⋯⋯⋯⋯⋯⋯⋯⋯⋯⋯⋯⋯⋯⋯⋯⋯(300)

第四章 林区建设⋯⋯⋯⋯⋯“⋯⋯⋯⋯⋯⋯⋯⋯⋯⋯⋯⋯⋯⋯：⋯⋯⋯⋯··(302)

第一节道路建设⋯⋯⋯⋯⋯⋯⋯⋯⋯⋯⋯⋯⋯⋯⋯⋯一⋯⋯⋯⋯⋯⋯⋯I 302)

第二节机械设备⋯⋯⋯⋯⋯⋯⋯⋯⋯⋯⋯⋯⋯⋯⋯⋯⋯⋯⋯⋯⋯⋯⋯⋯(303)

第三节林场建设⋯⋯⋯⋯⋯⋯⋯⋯⋯⋯⋯⋯⋯⋯⋯⋯⋯⋯⋯⋯⋯⋯⋯“(305)
第五章 森林保护⋯⋯⋯⋯⋯⋯⋯⋯⋯⋯⋯⋯⋯⋯⋯⋯⋯⋯⋯⋯⋯⋯⋯⋯⋯《307)

第一节护林组织⋯⋯⋯⋯⋯⋯⋯⋯⋯⋯⋯⋯⋯⋯⋯⋯⋯⋯⋯⋯⋯⋯⋯⋯(307)

第二节护林⋯⋯⋯⋯⋯⋯⋯⋯⋯⋯⋯·“⋯⋯⋯⋯⋯⋯⋯⋯⋯⋯⋯⋯⋯⋯(309)

第三节 森林灾害⋯“⋯⋯⋯⋯⋯⋯⋯⋯⋯⋯⋯⋯⋯⋯⋯⋯⋯⋯“⋯⋯⋯(3 10)

第六章 森林利用⋯⋯⋯⋯⋯⋯⋯⋯⋯⋯⋯⋯：⋯⋯⋯⋯··jm⋯⋯一⋯⋯⋯··(3 12)

第一节 民间用材⋯⋯⋯⋯⋯⋯⋯⋯一⋯⋯一h⋯⋯⋯⋯⋯⋯⋯⋯⋯⋯⋯(3 l 2)

·4‘



第二节木材购销⋯⋯⋯⋯⋯⋯⋯⋯⋯⋯⋯⋯⋯⋯⋯”⋯⋯⋯⋯⋯⋯⋯“”

．第三节林业收入⋯⋯⋯⋯⋯⋯⋯⋯⋯⋯⋯⋯⋯⋯⋯⋯⋯⋯⋯⋯⋯⋯⋯⋯

，工建交篇。 ⋯

第一章 工业⋯⋯⋯⋯⋯⋯⋯⋯⋯⋯o⋯⋯⋯⋯⋯⋯⋯⋯⋯⋯⋯·00000000000Q00

第一节管理体制⋯·⋯⋯⋯⋯⋯⋯⋯⋯⋯⋯⋯⋯⋯⋯·⋯⋯⋯⋯⋯⋯⋯·”
第二节经营体制⋯⋯⋯⋯⋯⋯⋯⋯⋯⋯⋯⋯⋯⋯⋯⋯⋯⋯⋯⋯⋯⋯⋯”
第三节 工业行业一⋯⋯⋯⋯⋯⋯⋯⋯·”⋯一⋯“⋯⋯“⋯⋯⋯⋯⋯⋯⋯⋯-

第二章 交通⋯⋯⋯⋯⋯“⋯⋯⋯”⋯⋯⋯⋯⋯⋯⋯～⋯～⋯～⋯⋯⋯⋯⋯”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古道运输⋯⋯⋯⋯⋯⋯⋯⋯⋯⋯⋯⋯⋯⋯⋯⋯⋯⋯⋯⋯⋯⋯⋯⋯

公路建设···”⋯⋯⋯⋯·”⋯“”“·一0000000”·⋯·”“·⋯··一⋯⋯·”“”·
公路逗i输0@00000·”··“”“·-””“⋯⋯⋯⋯⋯⋯··”·⋯“”!⋯””·····一·

航运⋯一⋯⋯··t⋯⋯·一··”””···⋯⋯·一⋯⋯·”·⋯·”⋯·“”··”·“····

交通监理及路政管理⋯⋯⋯⋯⋯⋯⋯⋯⋯⋯⋯．．⋯一⋯⋯⋯⋯·一”

第三章 邮政电信⋯⋯⋯⋯⋯⋯⋯⋯⋯⋯⋯⋯⋯⋯⋯⋯⋯⋯⋯⋯⋯⋯⋯⋯⋯

第一节机构沿革⋯⋯⋯⋯⋯⋯⋯⋯⋯⋯⋯⋯⋯⋯⋯-⋯⋯⋯⋯⋯⋯⋯⋯”

第二节邮政⋯⋯⋯⋯⋯⋯⋯⋯⋯⋯⋯⋯⋯⋯⋯⋯⋯⋯⋯⋯⋯⋯⋯⋯⋯⋯

第三节电信⋯⋯⋯⋯⋯⋯⋯⋯⋯⋯⋯⋯⋯⋯⋯⋯⋯⋯⋯⋯⋯⋯⋯⋯⋯⋯

第四章 城乡建设及环境保护⋯⋯⋯⋯⋯⋯⋯⋯⋯⋯⋯⋯“⋯⋯⋯⋯⋯⋯⋯·

． 第一节建筑业⋯⋯⋯⋯⋯⋯⋯⋯⋯⋯⋯⋯⋯⋯⋯⋯⋯⋯⋯⋯⋯⋯⋯⋯⋯

第二节 城镇建设⋯⋯⋯⋯⋯⋯⋯⋯⋯⋯⋯⋯⋯⋯⋯⋯⋯⋯⋯⋯⋯⋯⋯⋯

第三节 乡镇建设⋯⋯⋯⋯⋯⋯⋯⋯⋯⋯⋯⋯⋯⋯⋯”⋯⋯⋯⋯⋯⋯⋯⋯·

? 第四节环境保护⋯⋯⋯⋯⋯⋯”⋯一⋯⋯⋯⋯⋯⋯””⋯⋯⋯⋯⋯⋯⋯一”

商·，业 篇 ，

第一章 经营体制⋯⋯⋯⋯⋯⋯⋯⋯⋯⋯⋯⋯⋯⋯⋯⋯⋯⋯⋯．．．⋯⋯⋯⋯⋯(382)

第一节国营商业⋯⋯⋯⋯⋯⋯⋯⋯⋯⋯⋯⋯⋯⋯⋯⋯⋯⋯⋯⋯⋯⋯⋯⋯(382)

第二节供销合作社⋯⋯⋯⋯⋯⋯⋯⋯⋯⋯⋯⋯⋯⋯⋯⋯⋯⋯⋯⋯⋯⋯⋯l 384)

．．第三节 私营商业⋯⋯⋯⋯⋯⋯⋯⋯⋯⋯⋯⋯⋯⋯⋯⋯⋯一⋯⋯⋯⋯⋯⋯《386)

第二章 ．商品经营⋯⋯⋯⋯⋯⋯⋯⋯⋯⋯⋯⋯⋯⋯⋯⋯⋯⋯⋯⋯⋯⋯⋯⋯一(388)

第一节

第二节

， -第三节

第网节

．；第五节

第六节

工业品购销⋯⋯⋯⋯⋯⋯⋯⋯⋯⋯⋯⋯⋯⋯⋯⋯⋯⋯⋯⋯⋯⋯⋯i(388)

农副产品购销⋯⋯⋯”⋯·⋯⋯⋯⋯⋯⋯⋯⋯·⋯⋯”⋯⋯⋯⋯⋯“·《393 l

农业生产资料供应⋯⋯⋯⋯⋯⋯⋯⋯⋯⋯⋯⋯⋯⋯·；⋯⋯⋯⋯⋯·《396)

建材，机电．轻化产品供应⋯⋯⋯⋯⋯⋯⋯⋯⋯⋯⋯m⋯⋯⋯⋯(397}

饮食服务行业⋯⋯⋯⋯⋯⋯⋯⋯⋯⋯⋯⋯⋯⋯⋯⋯⋯⋯⋯⋯⋯⋯。(399)

供销社对农村多种经营的扶持⋯⋯⋯．．．⋯⋯⋯⋯··：抽⋯⋯⋯⋯⋯(400)

第三章 。．粮油购销⋯⋯⋯⋯·⋯⋯⋯⋯⋯⋯⋯⋯⋯⋯⋯⋯．-．⋯⋯⋯⋯⋯⋯⋯⋯(4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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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粮油收购⋯⋯⋯⋯⋯⋯⋯⋯⋯⋯⋯⋯⋯⋯⋯⋯如．．．⋯⋯⋯⋯⋯⋯(40I)
一 第二节粮油销售⋯”⋯⋯⋯⋯⋯⋯⋯⋯⋯⋯⋯⋯⋯⋯⋯⋯⋯⋯⋯⋯⋯⋯·(406}

第三节其它销售⋯⋯⋯⋯⋯⋯⋯⋯⋯“⋯⋯·．．．．⋯⋯⋯⋯⋯⋯⋯⋯⋯⋯··《408)

，’第四节 粮油储运⋯⋯⋯⋯⋯⋯⋯⋯⋯⋯⋯⋯⋯⋯⋯⋯⋯⋯⋯⋯⋯⋯⋯⋯‘409)

第四章 一集市贸易⋯⋯⋯⋯⋯⋯⋯⋯⋯⋯⋯⋯⋯⋯⋯⋯一⋯⋯⋯⋯⋯⋯⋯⋯(4 l 4)

，第一节 贸易·”·一⋯⋯⋯⋯⋯⋯⋯⋯⋯⋯⋯⋯⋯一～⋯⋯⋯⋯⋯⋯⋯⋯⋯(4 1 4)

J，．第二节 集市⋯⋯⋯⋯⋯⋯⋯⋯⋯·⋯⋯·一⋯⋯⋯⋯⋯⋯一-⋯⋯⋯⋯⋯·(4 l 5)

第五章 对外贸易⋯⋯～⋯⋯⋯⋯⋯⋯⋯⋯⋯⋯⋯⋯m⋯⋯。⋯⋯⋯⋯⋯⋯”(4 18)

+：。t．， ，⋯· 财政金融篇
第一章 财政⋯⋯⋯⋯⋯⋯～～⋯一⋯⋯⋯⋯一⋯⋯⋯⋯⋯⋯⋯⋯⋯⋯⋯⋯“(420)

一 第一节 财政体制⋯⋯⋯⋯⋯⋯⋯⋯⋯⋯⋯⋯⋯⋯·。“⋯一⋯⋯⋯⋯⋯⋯“(422)
。第二节审计⋯⋯⋯⋯⋯⋯⋯⋯⋯⋯⋯⋯⋯·一OO eOOO一⋯⋯⋯⋯⋯⋯⋯⋯··(424)

第三节财政收入·⋯⋯⋯⋯一⋯⋯⋯⋯⋯⋯⋯⋯⋯⋯⋯⋯⋯⋯⋯：⋯⋯⋯··(425)

，’一第四节-财政支出⋯⋯，⋯⋯⋯⋯⋯⋯⋯⋯⋯⋯⋯⋯⋯⋯⋯⋯⋯⋯⋯⋯⋯· (437)

’+第五节 财政预算外收支⋯⋯⋯⋯⋯⋯⋯⋯⋯⋯⋯⋯⋯⋯⋯⋯．．⋯⋯⋯⋯(443)
第二章 金融⋯⋯⋯⋯⋯⋯⋯⋯⋯⋯⋯⋯⋯⋯⋯，⋯⋯⋯⋯⋯⋯⋯⋯⋯⋯⋯·(443)

第一节货币⋯⋯⋯⋯⋯⋯⋯⋯⋯⋯⋯⋯⋯⋯⋯⋯-⋯⋯⋯⋯⋯⋯⋯⋯⋯··(443)

第二节 信贷⋯⋯⋯⋯⋯⋯⋯⋯^⋯⋯⋯⋯⋯⋯⋯⋯⋯⋯⋯⋯⋯⋯⋯⋯“(444)
。1第三节农村信用社⋯⋯⋯⋯⋯⋯⋯⋯⋯⋯⋯⋯⋯⋯⋯⋯⋯⋯⋯⋯⋯⋯⋯(450)

第四节 城乡人民储蓄⋯⋯⋯⋯⋯⋯⋯⋯⋯⋯⋯⋯⋯⋯⋯⋯⋯⋯⋯⋯⋯⋯(453)

第五节公债、国库券⋯⋯⋯⋯⋯⋯⋯⋯⋯⋯⋯⋯⋯⋯⋯⋯⋯⋯⋯⋯⋯⋯(454)

第三章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一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1．呆险⋯⋯⋯一⋯””⋯····-⋯””-··”⋯··。⋯⋯·⋯”·“⋯⋯⋯⋯·”⋯“··

党政群团篇
中国国民党．．⋯·”···”·”“⋯··⋯··“⋯·一一⋯一⋯．．．⋯····”⋯⋯⋯”⋯

黎平县党部⋯⋯⋯⋯⋯⋯⋯⋯⋯⋯⋯⋯⋯⋯⋯⋯⋯⋯⋯⋯⋯⋯．．．

党务””·”“····-·····”⋯⋯“·⋯一“”⋯·”··”··⋯””⋯··⋯·：··一⋯···

基层组织⋯⋯⋯⋯⋯⋯⋯⋯⋯⋯⋯⋯⋯⋯⋯⋯⋯⋯⋯⋯⋯⋯⋯⋯

三民主义青年团⋯⋯⋯⋯⋯⋯·⋯⋯-．．⋯⋯⋯⋯⋯⋯⋯⋯⋯⋯⋯”

群众团体⋯⋯⋯⋯⋯⋯⋯⋯⋯⋯⋯⋯⋯⋯⋯⋯⋯⋯““⋯⋯⋯⋯·

第二章 一中国共产党⋯⋯⋯⋯⋯⋯⋯⋯⋯⋯⋯⋯⋯⋯⋯⋯⋯⋯⋯⋯⋯⋯⋯⋯

，第一节历次党代会⋯⋯⋯⋯⋯⋯⋯⋯⋯⋯⋯⋯⋯⋯⋯⋯⋯⋯⋯⋯⋯⋯⋯

第二节黎平县委员会⋯⋯⋯⋯⋯⋯⋯⋯⋯⋯⋯⋯⋯⋯⋯⋯⋯⋯⋯⋯⋯：”

第三节党务⋯⋯⋯⋯⋯⋯⋯⋯⋯⋯⋯⋯⋯⋯⋯⋯⋯⋯⋯⋯⋯⋯⋯⋯⋯⋯：

’第四节纪律检查·00·0000,000～⋯⋯⋯⋯⋯⋯⋯⋯⋯⋯⋯⋯⋯⋯⋯⋯⋯⋯⋯

第五节基层组织⋯⋯⋯⋯⋯⋯⋯⋯⋯⋯⋯⋯．．．⋯⋯⋯⋯⋯⋯⋯⋯⋯⋯⋯

· 6·

454

(456)

t456)

(457)

(457)

t458)

(459)

《459)

‘459)

‘461)

(465)

(469)

(471)



第三章 群众团体⋯⋯⋯⋯⋯⋯⋯⋯⋯⋯⋯⋯⋯⋯⋯⋯⋯⋯⋯⋯⋯⋯⋯⋯⋯《472)

， 第一节总工会⋯⋯·⋯⋯⋯⋯⋯⋯⋯⋯⋯⋯⋯⋯⋯⋯⋯⋯⋯⋯⋯⋯⋯⋯”(472)

’第二节农会⋯⋯⋯⋯⋯⋯⋯⋯⋯⋯⋯⋯⋯⋯⋯⋯⋯⋯⋯⋯⋯⋯⋯⋯⋯⋯l 473l

第三节．共产主义青年团⋯⋯⋯⋯⋯·～⋯⋯⋯⋯⋯⋯⋯⋯⋯⋯⋯⋯⋯·：⋯l 473)

一。，第四节 妇女联合会⋯⋯⋯⋯⋯⋯⋯⋯⋯⋯⋯⋯⋯⋯⋯⋯⋯⋯⋯?7．．⋯⋯“(475)

第四章．一明清政权⋯⋯⋯⋯⋯⋯⋯⋯⋯⋯⋯⋯⋯⋯⋯⋯⋯⋯⋯⋯i⋯·”⋯，⋯·，(477》

7．第一节明代⋯⋯⋯⋯⋯⋯⋯⋯⋯⋯⋯⋯⋯⋯⋯⋯⋯⋯一～．．．“⋯⋯⋯．．．”《477)

。第二节清代⋯⋯⋯⋯⋯⋯⋯⋯⋯⋯⋯⋯⋯⋯⋯⋯⋯⋯⋯⋯⋯⋯⋯⋯⋯⋯’(48 1)

第五章 ，民国政权⋯⋯⋯⋯⋯⋯⋯⋯⋯⋯⋯⋯⋯⋯·”⋯⋯⋯⋯·．'．⋯⋯⋯⋯⋯．(485)

第一节县署、政府⋯⋯⋯⋯⋯⋯⋯⋯⋯⋯⋯·⋯⋯⋯⋯⋯l⋯⋯⋯．．⋯⋯V《485)

：．+第二节基层政权⋯⋯⋯⋯⋯⋯⋯⋯⋯⋯⋯⋯⋯⋯⋯⋯⋯⋯．．．⋯⋯．．．⋯⋯(486)

第六章⋯人民代表大会⋯⋯⋯⋯⋯⋯⋯⋯⋯⋯⋯⋯⋯⋯⋯⋯⋯⋯≯mm⋯^⋯(487)

j：第一节 历届人民代表大会⋯⋯⋯⋯⋯⋯⋯⋯⋯⋯⋯⋯⋯⋯⋯⋯⋯⋯⋯⋯r(487)
+． 第二节县人大常务委员会⋯．．．⋯⋯⋯⋯⋯⋯⋯⋯⋯⋯⋯⋯⋯⋯⋯⋯⋯⋯．，(490)

’’第三节普选、人民代表⋯⋯⋯⋯⋯⋯⋯⋯⋯⋯⋯⋯⋯⋯⋯⋯⋯⋯⋯⋯⋯(490)

第一t2章 人民政府⋯⋯⋯⋯⋯⋯⋯⋯一”⋯·⋯⋯”“”···”⋯·”⋯⋯⋯⋯⋯⋯·一(492)

、一第一节县人民政府⋯⋯⋯⋯⋯⋯⋯⋯⋯⋯⋯⋯⋯⋯⋯⋯⋯⋯⋯⋯⋯⋯⋯(492)

第二节政务⋯⋯⋯⋯⋯⋯⋯⋯⋯⋯⋯⋯⋯⋯⋯⋯⋯⋯⋯⋯⋯⋯一⋯⋯⋯I 500)

第三节基层政权⋯⋯⋯⋯⋯⋯⋯⋯⋯⋯⋯⋯⋯⋯⋯⋯⋯⋯⋯⋯⋯⋯⋯⋯f 503)

第八蓉 人民政协⋯⋯⋯⋯⋯⋯⋯。⋯⋯⋯⋯⋯⋯⋯⋯⋯⋯⋯⋯⋯⋯⋯⋯⋯(504)

第一节 历届委员会议⋯⋯⋯⋯⋯⋯⋯⋯⋯⋯⋯⋯⋯⋯⋯⋯⋯⋯⋯⋯⋯⋯(504)

第二节．县政协委员会⋯⋯⋯⋯⋯⋯⋯⋯⋯⋯⋯⋯⋯⋯⋯⋯⋯⋯⋯⋯⋯⋯(505 J

、· 第三节．咨询一提案⋯⋯⋯⋯⋯⋯⋯⋯⋯⋯⋯⋯⋯⋯⋯⋯⋯⋯⋯⋯⋯⋯⋯(505)

：‘第四节 文史编辑⋯⋯⋯⋯⋯⋯⋯⋯⋯⋯⋯⋯⋯⋯⋯⋯⋯⋯⋯⋯⋯⋯⋯⋯、(506)
，， ．。。，司． 法 ，、篇， ⋯，．o 。’

第一章， 民国司法⋯⋯⋯⋯⋯⋯⋯⋯⋯⋯⋯⋯⋯⋯⋯⋯⋯·．．．⋯⋯⋯一⋯⋯”．‘507)

；-第一节 司法机构⋯⋯⋯⋯⋯⋯”⋯·”··⋯．，．⋯·⋯⋯”⋯巾·⋯一⋯⋯⋯⋯”‘507)

叫第二节治安管理⋯⋯⋯⋯⋯⋯⋯⋯⋯⋯⋯⋯⋯⋯⋯·”-⋯⋯⋯⋯⋯⋯⋯··(508)

：， 第三节案件审判⋯⋯⋯⋯⋯⋯⋯⋯⋯⋯⋯⋯⋯⋯⋯”⋯⋯⋯⋯⋯⋯⋯⋯·‘509)

第四节-监狱检察⋯⋯⋯⋯⋯⋯⋯⋯⋯⋯⋯⋯”⋯⋯⋯⋯⋯⋯⋯⋯⋯⋯⋯·(509)

第二章一，人民公安⋯⋯·⋯⋯⋯⋯⋯⋯⋯“⋯⋯⋯⋯”⋯”·⋯⋯⋯⋯⋯⋯”一⋯(5 1 0)

。第一节机构⋯⋯⋯⋯⋯⋯⋯⋯⋯⋯⋯⋯⋯⋯⋯⋯⋯·"～96，O!m O··．．⋯⋯··。(510)

第二节 户籍管理⋯⋯⋯⋯⋯⋯⋯⋯；⋯⋯⋯⋯⋯⋯⋯⋯⋯⋯．．．⋯⋯⋯⋯“(5 10)

1 l‘第三节⋯禁烟禁赌⋯⋯⋯⋯⋯⋯⋯⋯·⋯⋯⋯⋯··⋯⋯”⋯⋯⋯⋯⋯⋯⋯⋯·⋯(5II)
t， 第四节镇压反革命⋯⋯⋯⋯⋯⋯⋯⋯⋯⋯⋯·⋯⋯⋯⋯”·⋯⋯⋯⋯⋯⋯·，、‘5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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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取缔反动会道门⋯⋯⋯⋯⋯⋯⋯⋯⋯⋯⋯⋯⋯⋯⋯⋯⋯⋯⋯⋯⋯I 5l 3)

第六节治安综合治理⋯⋯⋯⋯⋯⋯⋯⋯⋯⋯⋯⋯⋯⋯⋯⋯⋯⋯⋯⋯⋯⋯I 514)

第七节安全管理⋯⋯⋯⋯⋯⋯⋯⋯⋯⋯⋯⋯⋯⋯⋯⋯⋯⋯⋯⋯⋯⋯⋯⋯《516)

第八节监所、劳改⋯⋯⋯⋯⋯?⋯⋯⋯⋯⋯⋯⋯⋯⋯⋯⋯⋯⋯⋯⋯⋯⋯·‘519l

第三章’人民检察·⋯⋯一⋯⋯⋯·⋯⋯⋯⋯⋯⋯⋯⋯⋯⋯⋯⋯”·⋯⋯⋯⋯⋯··I 520)

第一节 检察机构⋯⋯⋯⋯⋯⋯⋯⋯⋯⋯⋯⋯⋯⋯⋯⋯⋯⋯⋯⋯⋯⋯⋯⋯(520)

第二节 刑事检察⋯⋯⋯⋯⋯⋯⋯⋯⋯⋯⋯⋯⋯⋯⋯⋯⋯⋯⋯⋯⋯⋯⋯⋯(52 1)

第三节 经济检察⋯⋯⋯⋯⋯⋯⋯⋯⋯⋯⋯⋯⋯⋯⋯⋯⋯⋯⋯⋯⋯⋯⋯⋯I 52 ll

第四节 法纪检察⋯⋯⋯⋯⋯⋯⋯⋯⋯⋯⋯⋯⋯⋯⋯⋯⋯⋯⋯⋯⋯⋯⋯⋯l 522)

第五节监所．劳改检察⋯⋯⋯⋯⋯⋯⋯⋯⋯⋯⋯⋯⋯⋯⋯⋯⋯⋯⋯⋯⋯(523)

第四章 人民法院⋯⋯⋯⋯⋯⋯⋯⋯⋯⋯⋯⋯⋯⋯⋯⋯⋯⋯⋯⋯⋯⋯⋯⋯⋯(524)

第一节法院机构⋯⋯⋯⋯⋯⋯⋯⋯⋯⋯⋯⋯⋯⋯⋯⋯⋯⋯⋯⋯⋯⋯⋯⋯(524}

第二节 刑事审判⋯⋯⋯⋯⋯⋯⋯⋯⋯⋯⋯⋯⋯⋯⋯⋯⋯⋯⋯⋯⋯⋯⋯⋯(525)

第三节 民事审判⋯⋯⋯⋯⋯⋯⋯⋯⋯⋯⋯⋯⋯⋯⋯⋯⋯⋯⋯⋯⋯⋯⋯⋯(526)
?

第四节 调解与陪审⋯⋯⋯⋯⋯⋯⋯⋯⋯⋯⋯⋯⋯⋯⋯⋯⋯⋯⋯⋯⋯⋯⋯(526)

第五节 复查案件⋯⋯⋯⋯⋯⋯⋯⋯⋯⋯⋯⋯⋯⋯⋯⋯⋯⋯⋯⋯⋯⋯⋯⋯(527)

第五章 司法行政⋯⋯⋯⋯⋯⋯⋯⋯⋯⋯⋯⋯⋯⋯⋯⋯⋯⋯⋯⋯⋯⋯⋯⋯⋯I 528)

第一节法制宣传⋯⋯⋯⋯⋯⋯⋯⋯⋯⋯⋯⋯⋯⋯⋯⋯⋯⋯⋯⋯⋯⋯⋯⋯《528)

第二节 法律顾问⋯⋯⋯⋯⋯⋯⋯⋯⋯⋯⋯⋯⋯⋯⋯⋯⋯⋯⋯⋯⋯⋯⋯⋯《529)

·第三节公证⋯⋯⋯⋯⋯⋯⋯⋯⋯⋯⋯⋯⋯⋯⋯⋯⋯⋯⋯⋯⋯⋯⋯⋯⋯⋯(530)

军 事 篇

第一章 明朝军事⋯⋯⋯⋯⋯⋯⋯⋯⋯⋯⋯⋯⋯⋯⋯⋯⋯⋯⋯⋯⋯⋯⋯⋯⋯l 531)

第一节机构⋯·⋯⋯⋯⋯⋯⋯⋯⋯⋯⋯⋯⋯⋯⋯⋯⋯⋯⋯⋯⋯⋯⋯⋯⋯··《53 1)

第二节 驻军及兵事⋯⋯⋯⋯⋯⋯⋯⋯⋯⋯⋯⋯⋯⋯⋯⋯⋯⋯⋯⋯⋯⋯⋯(533)

第二章 清朝军事⋯⋯⋯⋯⋯⋯⋯⋯⋯⋯⋯⋯⋯一⋯⋯⋯⋯⋯⋯⋯⋯⋯⋯⋯(536)

’第一节机构⋯⋯⋯⋯⋯⋯⋯⋯⋯⋯⋯⋯⋯⋯⋯⋯⋯⋯⋯⋯⋯⋯⋯⋯⋯⋯l 536)

：¨ 第二节驻军及兵事⋯⋯⋯⋯⋯⋯⋯⋯⋯⋯⋯⋯⋯⋯⋯⋯⋯⋯⋯⋯⋯⋯⋯(542)

第三章 民国军事⋯⋯⋯⋯⋯⋯⋯⋯⋯⋯⋯⋯⋯⋯⋯⋯⋯⋯⋯⋯⋯⋯⋯⋯⋯(544)

’第一节机构⋯⋯⋯⋯⋯⋯⋯⋯⋯．．．⋯⋯⋯⋯⋯⋯⋯⋯⋯⋯⋯⋯⋯⋯⋯⋯(544)

第二节驻军及兵事⋯⋯⋯⋯⋯⋯⋯⋯⋯⋯⋯⋯⋯⋯⋯⋯⋯⋯⋯⋯⋯⋯⋯《545)

第三节 征兵⋯⋯⋯⋯⋯⋯⋯⋯⋯⋯⋯⋯⋯⋯⋯⋯⋯⋯⋯⋯⋯⋯⋯⋯⋯⋯(547)

第四节地方团练⋯⋯⋯⋯⋯⋯⋯⋯⋯⋯⋯⋯⋯⋯⋯⋯⋯⋯⋯⋯⋯·⋯⋯”(547)

第四章 红军过黎平⋯⋯⋯⋯⋯⋯⋯⋯⋯⋯⋯⋯⋯⋯⋯⋯⋯⋯⋯⋯⋯⋯⋯⋯《548 J

第一节。三过黎平⋯⋯⋯⋯⋯⋯⋯⋯⋯⋯⋯⋯⋯⋯⋯⋯⋯⋯⋯⋯⋯⋯⋯⋯I 548)

，第二节五次战斗⋯⋯⋯⋯⋯⋯⋯⋯⋯⋯⋯⋯⋯⋯⋯⋯⋯⋯⋯⋯⋯⋯⋯⋯(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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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军民关系⋯⋯⋯⋯⋯⋯⋯⋯⋯⋯⋯⋯⋯⋯⋯⋯⋯⋯⋯⋯⋯⋯⋯⋯

第五章 人民军事⋯⋯⋯⋯⋯⋯⋯⋯⋯⋯⋯⋯⋯⋯⋯⋯⋯⋯⋯⋯⋯⋯⋯⋯⋯

第一节机构⋯⋯⋯⋯⋯⋯⋯⋯⋯．．．⋯⋯”叩⋯⋯．．．⋯⋯⋯⋯⋯⋯⋯⋯⋯··

第二节征兵⋯⋯⋯⋯⋯⋯⋯⋯⋯⋯⋯⋯⋯⋯⋯⋯⋯⋯⋯⋯⋯⋯⋯⋯⋯⋯

第三节民兵和预备役⋯⋯．．．⋯⋯⋯⋯”一⋯⋯⋯⋯⋯⋯⋯⋯⋯⋯⋯⋯⋯一

第四节驻军和人民防空⋯⋯⋯⋯⋯⋯⋯⋯⋯⋯⋯⋯⋯．．．⋯⋯⋯⋯⋯⋯⋯

第五节 重要兵事活动⋯⋯⋯⋯⋯⋯⋯⋯⋯⋯⋯⋯⋯⋯⋯⋯⋯⋯⋯⋯⋯⋯

。 ．教 育’篇．．， 。 ，

第一章 院馆教育⋯⋯⋯⋯⋯⋯⋯⋯⋯⋯⋯⋯⋯⋯⋯⋯⋯⋯⋯⋯⋯⋯⋯⋯⋯

第一节 书院⋯⋯⋯⋯⋯⋯⋯⋯⋯⋯⋯⋯⋯⋯⋯⋯⋯⋯⋯⋯⋯⋯⋯⋯⋯⋯

·，第二节私塾⋯叩⋯⋯⋯⋯⋯⋯⋯．．．⋯⋯⋯⋯⋯⋯⋯⋯⋯⋯⋯⋯⋯⋯⋯呷

第三节义学⋯7．．⋯⋯_⋯⋯⋯⋯⋯⋯⋯⋯．．．⋯⋯⋯⋯⋯⋯⋯⋯⋯⋯⋯⋯

第二章。普通教育⋯⋯⋯⋯⋯⋯⋯⋯⋯⋯⋯⋯⋯⋯⋯⋯⋯⋯⋯⋯⋯⋯⋯⋯⋯

第一节幼儿教育⋯⋯⋯⋯⋯⋯⋯⋯⋯⋯⋯⋯⋯⋯⋯⋯⋯⋯⋯⋯⋯⋯⋯⋯

第二节小学教育⋯⋯⋯⋯⋯⋯⋯⋯⋯⋯⋯⋯⋯⋯⋯⋯⋯⋯⋯⋯⋯⋯⋯⋯

第三节 中学教育⋯⋯⋯⋯⋯⋯⋯⋯⋯⋯⋯⋯⋯⋯⋯⋯?⋯⋯⋯⋯⋯⋯⋯··

第三章 专业和民族教育⋯⋯⋯⋯⋯⋯⋯⋯⋯⋯⋯⋯⋯⋯⋯⋯⋯⋯⋯⋯⋯⋯

第一节中等专业教育⋯⋯⋯⋯⋯⋯⋯⋯⋯””⋯⋯⋯⋯⋯⋯⋯⋯⋯⋯⋯··

第二节 民族教育⋯⋯⋯⋯⋯⋯⋯⋯⋯⋯⋯⋯⋯⋯⋯⋯⋯⋯⋯⋯⋯⋯⋯⋯

第四章 成人教育⋯⋯⋯⋯⋯⋯⋯⋯⋯⋯⋯⋯⋯⋯⋯⋯⋯⋯⋯⋯⋯⋯⋯⋯⋯

第一节民众教育⋯⋯⋯⋯⋯⋯⋯⋯⋯⋯⋯⋯⋯⋯⋯⋯⋯⋯⋯··!⋯⋯⋯⋯

第二节职工教育⋯⋯⋯⋯⋯⋯⋯⋯⋯⋯⋯⋯⋯⋯⋯⋯⋯⋯⋯⋯⋯⋯⋯⋯

．第三节自学考试⋯．．．⋯⋯⋯⋯⋯⋯⋯⋯⋯⋯⋯⋯⋯⋯⋯⋯⋯⋯⋯⋯⋯⋯

第四节广播电视教育⋯⋯⋯⋯⋯⋯⋯⋯⋯⋯⋯⋯⋯⋯⋯⋯⋯⋯．．．⋯⋯⋯

第五章 ．教师⋯⋯⋯⋯⋯⋯⋯⋯⋯⋯⋯⋯?⋯⋯⋯⋯⋯⋯⋯⋯⋯⋯⋯⋯⋯⋯··

第一节教师队伍⋯⋯⋯⋯⋯⋯⋯⋯．．．”⋯⋯⋯⋯⋯⋯⋯⋯⋯⋯⋯⋯⋯⋯

第二节教师素质⋯⋯⋯⋯⋯⋯．．．⋯⋯⋯⋯⋯⋯⋯⋯⋯⋯⋯⋯⋯⋯⋯⋯⋯

第三节教师任用⋯⋯．．．⋯⋯⋯⋯⋯⋯⋯⋯⋯⋯⋯⋯⋯⋯⋯?⋯⋯⋯⋯⋯··

第四节教师待遇⋯⋯⋯⋯⋯⋯⋯⋯⋯⋯⋯⋯⋯⋯⋯⋯⋯⋯⋯⋯⋯⋯⋯⋯

第六章 ．教育管理与经费⋯⋯⋯⋯⋯⋯⋯⋯⋯⋯⋯⋯⋯⋯⋯⋯⋯⋯⋯⋯⋯⋯

第一节管理⋯⋯⋯⋯⋯⋯⋯⋯”?⋯⋯⋯⋯⋯⋯⋯⋯⋯⋯⋯⋯⋯⋯⋯⋯⋯

第二节经费ooooo÷⋯⋯⋯⋯⋯⋯⋯⋯⋯⋯⋯⋯⋯⋯⋯⋯·⋯⋯⋯⋯⋯⋯⋯·-

，。 医药卫生篇 ．

第一章 机构设施．．．．．．⋯⋯⋯⋯⋯⋯⋯⋯⋯⋯⋯⋯⋯⋯⋯⋯⋯⋯⋯⋯⋯⋯⋯

第一节县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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