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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中共红河州委书记 罗光熹

我在弥勒县整整生活了30年，她是我的第二故乡j弥勒各族人民给我的培养教育，

永远萦怀心田；多少勤劳、勇敢、纯朴、善良的形象，永远屹立脑际．我亲眼看到这里翻天

覆地的变化，时刻受到鼓舞；也看到。文革”10年的灾难，-不免为之沉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振兴弥勒经济是全县人民的共同愿望。为了把弥勒的事情

办好，首先必须摸清弥勒县情，做到胸有成竹。

在．1981年春的地名普查中，提出要修一部新的《弥勒县志》。县委意识到它的重要，下

了决心，于10月委托几位老同志来干这项工作。

县委不仅要牵好头，还要带好头．我们一班人不断听取县志办工作人员的汇报，一道

研究，对一些具体问题及时解决。要办成一桩事，总要有一股劲，也总要投入一定的人力、

财力、物力。对这称之为千秋大业的事，我们是抓得比较紧的，希冀抓出成效。

我调离工作时，专门到县志办公室开了一个座谈会；到州上后，仍时常惦念弥勒县修

志的进展；有时返弥，也总到县志办聊聊。我们相互之间建立了信任、贴心和同志式的关

系． 。．

编写《弥勒县志》中，自始至终有各级党委的领导和支持，这是开展工作的前提；自始

至终都贯串群众路线，这是打开局面的保征；自始至终都进行学习和总结，这是提高质量

的关键。开展一项新的工作，这几个始终如一，值得提倡和发扬。

修志修心，心正而志准；立言立德，德善而言真。一部志书的思想性、真实性和可读

性，都与修志人员的心、德有关。弥勒县志办的许多同志，他们在这方面是严肃的；弥勒县

委对他们也是这样要求的。

社会在发展，事物在流动，历史在延伸，修志者是直书其事，但作为阅读者，就应从各

种事物的演变中去探讨它的规律，寻求历史的借鉴，丰富我们的认识，承先启后，继往开

来，用我们的智慧和成果去书写一页新的历史。

《弥勒县志》的问世，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收到志书本身外不可估价的效果。希望弥

勒县的同志认真看看，达到认识弥勒，热爱弥勒，建设弥勒，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198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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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中共红河州委副书记兼弥勒县委书记 杨天寿

。治郡县以志为鉴”．对于一个地方的领导来说，他必须首先了解并熟悉一方的历史

和现状，这样，他才会成为一个头脑清醒的领导者，他作出的决策也才符合当地的实际。

地方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 ‘，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修志历史，志书的生命力之所以经久不衰，就在于它真实地辑录

了一个地方各方面的资料，并且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故这种形式才为多数人所接受。

今天修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层层把关，众手成书，它集中大家的智慧，用。新的观点、

新的资料、新的方法”编写，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它广泛搜集了各个领

域的资料，分门别类作了编辑，堪称一项。立体的系统的工程”；它。不唯书，不唯上，要唯

实。，并真实地辑录了本县建国前的史实，新中国建立后前进中的得失；它公开宣布，修志

的目的是为建设一个地方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这样的新方志，认真看一

看，是一定会有收获的。+ 1|．，：?

干部体制改革后，较多的年轻同志挑起了重担：这些同志求知欲强，立意干一番事

业，有了一部志书，对他们来说，能够尽快地掌握当地情况。这一点，我是深有领会的。正

是这样，我到弥勒县后，积极支持把这项工作做好，争取拿出二部较好的志书来．

经县委组织验收，并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认为这部志书在观点、体例、资料、文风等

方面基本上是好的。当然，它不可能尽善尽美，有待于在今后修订中去不断完善。

《弥勒县志》问世了，这是弥勒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让我们借助这部县志，

承先启后，展望将来，开拓新的历史，创造辉煌的业绩，无愧于我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为

此，我全力支持，从1986年起，逐年编辑年鉴，并授权给县的。史官”，务必将各行各业的成

败以及我们的功过作忠实的辑录，为党风、政风、民风的根本好转作出应有的贡献。

《

1986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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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四

弥勒县人民政府县长张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的工作重点作了战略性的转移。修志是适应形势的需

要而必不可少的智力投资。我们组织各部门的力量，参加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使大

家都受到了锻炼和教育。 ，．‘

本志记载了我县各兄弟民族的史实。我作为一个彝族干部，深感民族团结，共同学

习，共同发展的重要性。希望我县各族人民都来看看这本乡土教材，珍重和发展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大团结。’．．· ．． ：， ．}7．，

本志记录了我县各地的资源。为振兴弥勒经济，希望全体干部从县情出发，因地制

宜，扬长避短，加快开发利用的速度，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实现富国富民的共同愿望。

本志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县内一些兴衰成败的事实。希望各级领导都从

中总结经验教训，自觉地执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锐意改革，开拓前进。

本志记述了一些在历史上为人民做了好事的模范人物，也记了少数坏人坏事。。以人

为镜，可知得失”．我们经常照照这面。人镜”，可以发扬光荣，鄙弃邪恶，更好地为全县各

族人民服务。‘ 一t。1|．‘一-．。．
。。。

。’

‘

“路漫漫其修远兮”。在向共产主义进军中，我们的事业仅只是开头，许多领域等待我

们去探索，许多课题等待我们去钻研，许多宝藏等待我们去开发，许多高峰等待我们去攀

登。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我们会一代比一代更富有理想，具有重新安排弥勒山河的魄力

和创造精神．弥勒各族人民的家乡，一定会一代比一代打扮得更美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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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_、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贯彻“存真求实”的修志方针，忠于史实，力求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本志只反映本县历史和现状诸事物的基本情况，着重举其大端，择其要事，显其特

点，并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述。有的项目因无历史资料，只能作零星或断代的叙述。

四、本志力求反映。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着力表述人民群众的活动。

． 五、本志体例按传统采用横排纵叙，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分类记述，述而不议．志体

有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基本组合是：“概述”领先，继之。大事记”，。地理”、。人口”(以

上属概况)，以下是属经济范畴的诸分卷，属政治范畴的诸分卷，属文化范畴的诸分卷，属

社会范畴的诸分卷，。附录”殿后。

六，本志采用卷、章、节、目排列，卷，章为领属目，节、目为纵叙目(有的从节展开叙述，

有的从子目展开叙述)。不设孤章、孤节，也不为凑章、节而将一有机相连的事物分割。按

。事以类从”的总要求，依社会分工和依事物的活动形态立目，领属目利于横展，编写目利

于纵叙。立目做到分类科学，结构严谨，领属得当，编次合理，前后统一；命题力求准确、简

练．对少数孤立的或不能归类的事物处理为附记。

七、本志打破部门行政界线，按事业、行业、事物的性质归类，以类系事，类为一卷．历

史悠久的部门，仍保留其专业实体(如。粮油卷”)；虽历史悠久，但其分量不多，则归人大体

相关的分志；有地方特色的或重大的历史事物，采取专述或排列在显著地位．

八、由于明、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历史时期政权的性质不同，故在。党群”、

。政权’中采取先分期，后分类的方法编纂。

九，本志有的卷立简述，有的立综述，有的不立，皆因为避免说空话。

十，各分志不列行政事务，因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均属一种手段，历代变

化纷繁，且全国如是。同理，对于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只反映在本县执行的后果。

十一、本志直书其人，其事，不加官衔、蔑称、爱称。

十二、为遵守保密规定和注意社会效果，有的内容只略记或不记，原始资料归卷存档，

待续修时。补遗”。

十三，。民族”卷包括汉族在内的各兄弟民族。对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已记人各

分志，故只记述民族风土人情和民族政策贯彻执行的内容。

十四、立传只限于已故人物，按出生年月排列。级别题名包括县委正副书记，正副县

长，人大常委正副主任，政协正副主席，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武装斗争时期区营
正级干部，省级以上授予的劳模、先进工作者，有重大发明创造和有突出贡献者。干了显

著坏事者皆点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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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民国以前朝代年号沿用通称，加括弧注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直

写公元年号。30、50、70等年代指二十世纪，文中略二十世纪。

十六、1950年后的资料，绝大部分以统计局历年印发的《弥勒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为

准，少部分依据部门资料，个别依据实地考察。

十七、凡引用典籍、书名等都在文中夹注。有些古地名不再夹注，如：邻县维摩州为今

邱北县，阿迷州为今开远市，临安府为今建水县，宁州为今华宁县，广西府为今泸西县，本 ．

县十八寨为今虹溪区，捏沼坝为今巡检司，构甸坝为今竹园区，三伍村为今竹园、朋普坝

区。

十八，本志上限追溯到有记载的年代，下限截止于1985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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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邮电⋯⋯⋯⋯⋯⋯⋯⋯(265)

简述⋯⋯⋯⋯⋯⋯⋯⋯⋯⋯(265)

第一章机构设置⋯⋯⋯⋯(265)

第一节 驿站⋯⋯⋯⋯⋯(265)

第二节 邮电局，所⋯⋯⋯(266)

第二章 邮政⋯⋯⋯⋯⋯⋯(267)

第一节 邮路⋯⋯⋯⋯⋯(268)

第二节 投递⋯⋯⋯⋯⋯(271)

第三节 业务⋯⋯⋯⋯⋯(274)

第三章电‘信⋯⋯⋯⋯⋯⋯(276)

第一节 电报⋯⋯⋯⋯⋯(276)

第二节 电话⋯⋯⋯⋯⋯(278)

卷十一商业⋯⋯⋯⋯⋯⋯⋯(284)

综述⋯⋯⋯⋯⋯⋯⋯⋯⋯⋯(284)

第一章市场⋯⋯⋯⋯⋯⋯(286)

第一节 集市⋯⋯⋯⋯⋯(286)

第二节 网点⋯⋯⋯⋯：··(289)

第二章 经营⋯⋯⋯⋯⋯⋯(295)

第一节 采购⋯⋯⋯⋯⋯(^295)

第二节 销售⋯⋯⋯⋯⋯(300)

第三节 饮食服务⋯⋯⋯(308)

第四节 仓储⋯⋯⋯⋯⋯(309)

第五节 经营事故⋯⋯⋯(310)

第三章管理⋯⋯⋯⋯⋯⋯(311)

第一节 企业管理⋯⋯⋯(31 1)

第二节 物价管理⋯⋯⋯(314)

：。第三节 计量管理⋯⋯⋯(321)

卷十二工商行政管理⋯⋯(323)

简述⋯⋯⋯⋯⋯⋯⋯⋯⋯⋯(323)

第一章市场管理_⋯⋯⋯(323)

第一节 集市管理⋯⋯⋯(324)

第二节 物资、物价管理⋯(325)

第三节 经济违法查处⋯(326)

第四节 市场建设与服务(327)

第二章工商业登记管理⋯(327)

第一节 国营、集体企业登记

⋯⋯⋯⋯⋯⋯⋯(327)

第二节个体工商业管理⋯(329)

第三章商标、广告、合同管理

⋯⋯⋯⋯⋯⋯⋯⋯、(330)

第一节 商标注册⋯⋯⋯(330)

第二节 广告管理⋯⋯⋯(331)

第三节经济合同签证、调解

⋯⋯⋯⋯⋯⋯⋯(331)

卷十三粮油⋯⋯⋯一⋯⋯⋯(332)

简述⋯⋯⋯⋯⋯⋯⋯⋯⋯⋯(332)

第一章征购⋯⋯⋯⋯⋯⋯(332)

第一节 西赋⋯⋯⋯⋯⋯(332)

第二节 粮食征购⋯⋯⋯(333)

第三节 油料收购⋯⋯⋯(338)‘

第二章供应⋯⋯⋯⋯：⋯··(340)

第一节 粮食供应⋯⋯⋯(340)

第二节 油脂供应⋯⋯⋯(343)

‘第三节 财政出口供应⋯(343)

第四节 副产品、周转、兑换
、

⋯⋯⋯⋯⋯⋯⋯(344)

；第五节 粮油议价⋯⋯⋯(345)

第三章加工⋯⋯⋯⋯⋯⋯(351)

第一节 粮油作坊⋯⋯⋯(351)1

第二节 粮油工业⋯⋯⋯(351)

第三节 综合利用⋯⋯⋯(352)

第四节 附营业务⋯⋯⋯(353)

第四章储运⋯⋯⋯⋯⋯⋯(354)

第一节 粮油仓建⋯⋯⋯(354)

第二节 仓储管理⋯⋯⋯(355)

第三节 科技储粮⋯⋯⋯(356)

第四节 储粮备荒⋯⋯⋯(357)

第五节 调运⋯⋯⋯⋯⋯(359)

卷十四财税⋯⋯⋯⋯⋯⋯⋯(361)
简述⋯⋯⋯⋯⋯⋯⋯⋯⋯⋯(361)

第一章财政⋯⋯⋯⋯⋯⋯(362)

第一节 岁入⋯⋯⋯⋯⋯(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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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岁出⋯⋯⋯⋯⋯(367)

第三节 监管⋯⋯⋯⋯⋯(372)

第二章税务⋯⋯⋯⋯⋯⋯(375)

第一节 税制⋯⋯⋯⋯⋯(375)

第二节 税种⋯⋯⋯⋯⋯(376)

，．第三节 税率⋯⋯⋯⋯⋯(378)

第四节 减免⋯⋯⋯⋯⋯(382)

第五节 征管⋯⋯⋯⋯⋯(383)

卷十五金融⋯⋯⋯⋯⋯，⋯⋯(385)

简述⋯⋯⋯一j⋯⋯⋯⋯⋯⋯(385)

，第一章机构，货币⋯⋯⋯⋯(386)

，．第一节 机构⋯⋯⋯⋯⋯(386)

第二节 货币⋯⋯⋯⋯·?·(389)

第二章业务一⋯．．．⋯⋯⋯·(392)

．第一节 存款⋯⋯⋯⋯⋯(392)

第二节-公债，国库券⋯⋯(395)

第三节 贷款，拨款⋯⋯⋯(395)

．第四节 保险⋯⋯⋯⋯⋯(398)

第五节 帐务⋯⋯⋯⋯⋯(399)

卷十六建设⋯⋯⋯⋯⋯⋯⋯(400)
。

简述⋯．．．⋯⋯⋯⋯⋯⋯⋯⋯(400)

第一章古建筑⋯⋯⋯⋯⋯(403)

第一节 城池⋯⋯⋯⋯⋯(403)

第二节 衙署⋯⋯⋯⋯⋯(404)

第三节 庙宇⋯⋯⋯⋯⋯(404)

第二章住宅建设⋯⋯⋯⋯(406)

第一节 农房⋯⋯⋯⋯⋯(406)

第二节 职工住宅⋯⋯⋯(407)

第三节 公产房⋯⋯⋯⋯(408)

．第三章县城建设⋯⋯⋯⋯(408)

第一节 公用房屋建设⋯(409)

．第二节 市政建设⋯⋯⋯(412)

第三节 总体规划⋯⋯⋯(415)

第四章 乡村建设⋯⋯⋯⋯(417)

第一节 用水⋯⋯⋯⋯⋯(418)

第二节 用电⋯⋯⋯⋯⋯(418)

第三节 道路⋯⋯⋯⋯⋯(418)

第四节 规划⋯⋯⋯⋯⋯(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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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建设管理⋯⋯⋯j一(i20)

第一节 管理机构⋯⋯．．．(420)

第二节 住房管理⋯⋯⋯(420)

第三节 建设审批土⋯⋯·(423)

第四节 设计管理⋯⋯⋯(424)
’， 第五节 拆迁安置⋯⋯⋯(425)

：，第六节 污染治理⋯⋯⋯(425)
∥

第三编政治

卷十七政党、政协、群众

团体⋯⋯⋯⋯⋯⋯⋯(429)

。第一章。国民党、三青团⋯⋯(429)

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弥勒县

党部⋯⋯⋯⋯⋯(429)

第二节三民主义青年团

弥勒县分团⋯⋯(430)

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弥勒县

地方组织⋯⋯⋯⋯(430)

，第一节 县委和县委机构⋯(430)

第二节 县党代会⋯⋯⋯(434)

第三节 党组⋯⋯⋯⋯_(435)

第四节 县属党委(总支、支部)

⋯⋯⋯⋯⋯⋯⋯f435)

第五节 组织建设⋯⋯⋯(436)

第六节宣传教育⋯⋯⋯(438)

第七节 专项工作⋯⋯⋯(442)

第八节 统一战线⋯⋯⋯(445)

第九节 纪律检查⋯⋯⋯(446)

第三章县政治协商会议⋯(447)

第一节 组织概况⋯⋯⋯(447)

第二节 全委会议⋯⋯⋯(448)

第三节 主要活动⋯⋯⋯(448)

第四章群众团体⋯⋯⋯⋯(449)

第一节 工会⋯⋯⋯⋯⋯(449)

第二节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弥勒县地方组织(453)

附：少年先锋队⋯⋯⋯⋯⋯(457)



1第三节 妇女组织⋯⋯⋯(457)

第四节 农民协会⋯⋯⋯(459)

卷十八政权⋯⋯⋯⋯⋯⋯：．．(461)
第一章明、清、民国政权

⋯⋯⋯“‘“。⋯⋯⋯(461)

第一节行政⋯⋯⋯⋯⋯(461)

第二节 县参议会⋯⋯⋯(465)

第二章县级地方人民权力、

． ．机关⋯⋯⋯⋯⋯⋯(465)

第一节 基层选举⋯⋯⋯(466)

第二节县人民代表会议(大会)

⋯⋯⋯⋯⋯⋯⋯(466)

第三节 常务委员会⋯⋯(470)

第三章人民政府⋯⋯⋯⋯(471)

第一节 县人民政府⋯⋯(471)

’第二节 县政府机构⋯⋯(473)

第三节 干部⋯⋯⋯⋯⋯(477)

第四节 乡村政权⋯⋯⋯(481)

卷十九‘政法⋯⋯⋯⋯⋯⋯⋯(482)

第一章公安⋯⋯⋯⋯⋯⋯(482)

第一节 机构、职能⋯⋯⋯(482)

第二节 惩治罪犯⋯⋯⋯(484)

第三节 治安管理⋯⋯⋯(487)

第四节 监所管理⋯⋯⋯(489)

第五节 爱民活动⋯⋯⋯(490)

第二章检察⋯⋯⋯⋯⋯⋯(491)

第一节 机构、职能⋯⋯⋯(491)

第二节 检察业务⋯⋯⋯(492)

第三章法院⋯⋯⋯⋯⋯⋯(496)

第一节 机构⋯⋯⋯⋯⋯(496)

第二节．‘审判⋯⋯⋯⋯⋯(496)

第四章’司法行政⋯⋯⋯⋯(502)

第一节 人民调解⋯⋯⋯(502)

第二节 律师工作⋯⋯⋯(503)

第三节 公证工作⋯⋯⋯(504)

第四节 法制宣传⋯：⋯··(504)

卷二十军事⋯⋯⋯⋯⋯⋯⋯(507)

简述⋯⋯⋯“⋯⋯⋯⋯⋯⋯·(507)

＼

第二章建制⋯⋯⋯⋯⋯⋯(507)

第一节机构⋯⋯⋯⋯⋯(507)
’ 第二节 兵役⋯⋯⋯⋯⋯(507)

‘第三节 武装⋯⋯一⋯⋯(508)

第四节 设施⋯⋯⋯⋯⋯(509)

第二章兵事⋯⋯⋯⋯·’⋯一(510)

第一节 战事⋯⋯⋯⋯⋯(510)

第二节‘民兵⋯⋯．．⋯⋯-(512)

第三章反蒋武装斗争纪略

⋯⋯⋯⋯⋯⋯⋯⋯(513)

第一节 西山起义⋯⋯⋯(513)

第二节组建、扩建队伍
“

⋯⋯⋯⋯⋯⋯⋯(516)

第三节 主要战斗⋯⋯⋯(517)

附记 ⋯⋯⋯⋯⋯?⋯⋯⋯⋯一(523)

第四编文化

卷二十一 教育．．．⋯⋯⋯⋯(531)

简述⋯⋯⋯⋯⋯⋯⋯⋯⋯⋯(531)

’第一章学校教育⋯⋯⋯⋯(534)

第一节私塾、义学、书院

⋯⋯⋯⋯⋯⋯⋯(534)

第二节 幼儿教育⋯⋯⋯(536)

第三节 小学教育⋯⋯⋯(537)

第四节 中学教育·j⋯⋯·(550)

第五节 师范教育．．．⋯⋯(566)

第二章业余教育⋯⋯⋯⋯(567)

第一节 扫盲教育⋯⋯⋯(567)

第二节 职工教育⋯⋯⋯(570)

第三章 教师队伍⋯⋯⋯．．．(572)

第一节 发展概况⋯⋯⋯(572)

第二节 进修、整改⋯⋯⋯(575)

第三节工薪、福利、奖惩 ·

⋯⋯⋯⋯⋯⋯⋯(577)

第四章经费、修建、设备

⋯⋯⋯⋯⋯⋯⋯⋯(580)

笫一节 经费⋯⋯⋯⋯⋯(580)



第二节 校舍修建⋯⋯⋯(584)

第三节 教学设备⋯⋯⋯(587)

卷二十二科技⋯⋯⋯⋯⋯(589)

简述⋯⋯⋯⋯⋯⋯⋯⋯⋯⋯(589)

第一章机构、队伍⋯⋯⋯⋯(589)

第一节 机构⋯⋯⋯⋯⋯(589)

第二节 科技人员⋯⋯⋯(591)

第二章科研、推广⋯⋯⋯⋯(591)

第一节 科研项目⋯⋯⋯(591)

第二节宣传、培训⋯⋯⋯(592)

第三节 鉴定、推广⋯⋯⋯(593)

笫四节 部分科研成果⋯(595)

，第三章科技测报⋯⋯⋯⋯(600)

第一节 地震测报⋯⋯⋯(600)

第二节 气象测报⋯⋯⋯(603)

卷二十三文化艺术⋯⋯⋯(605)

简述⋯⋯⋯⋯⋯⋯⋯⋯⋯⋯(605)

第一章文化设施⋯⋯⋯⋯(605)

第一节 文化馆，站⋯⋯⋯(605)

第二节 图书馆⋯⋯⋯⋯(606)

第三节 书店⋯⋯⋯⋯⋯(607)

第四节 滇剧团体⋯⋯⋯(608)

第五节 电影院、队⋯⋯⋯(609)

，第六节 广播、电视⋯⋯⋯(609)

第七节 报纸、刊物⋯⋯⋯(610)

第八节：俱乐部⋯⋯⋯⋯(611)

第二章文艺创作、表演⋯⋯(611)

第一节 文艺创作⋯⋯⋯(61 1)

第二节文艺表演、群众文艺(616)

第三章谚语、方言、彝文⋯(620)

第一节 谚语⋯⋯⋯⋯⋯(620)

第二节 方言、土音⋯⋯⋯(624)

第三节 彝文⋯⋯⋯⋯⋯(626)

第四章文物，名胜⋯⋯⋯⋯(629)

第一节 文物⋯⋯⋯⋯⋯(629)

第二节 名胜^⋯⋯⋯⋯·(631)

卷二十四 体育⋯⋯⋯⋯⋯(632)

简述⋯⋯⋯⋯⋯⋯⋯⋯⋯⋯(632)

第一章机构⋯⋯⋯⋯⋯⋯(632)

第一节 组织⋯⋯⋯⋯⋯(632)

第二节 设备⋯⋯⋯⋯⋯(633)

第二章活动⋯’⋯⋯⋯⋯⋯(634)

第一节．项目⋯⋯⋯⋯⋯(634)

第二节 培训⋯⋯⋯⋯·：‘(636)

第三节 竞赛⋯⋯⋯⋯⋯(637)

第三章人才⋯⋯⋯⋯⋯⋯(641)

第一节 。劳卫制。达标⋯(641)

第二节 。三员。人才⋯⋯(642)

-第三节 人才输送⋯⋯⋯(642)

卷二十五 医药卫生⋯⋯⋯(643)

简述⋯⋯⋯⋯⋯⋯⋯⋯⋯⋯(643)

第一章医疗⋯⋯⋯⋯⋯⋯(644)

第_节 中医⋯⋯⋯⋯⋯(644)

第二节．西医⋯⋯⋯-，．⋯(646)

第三节 民间医药⋯⋯⋯(651)

第四节 乡村医疗卫生⋯(653)

第二章药物⋯⋯⋯⋯⋯⋯(655)

第一节 药政管理⋯⋯⋯(655)

第二节 药物购销⋯⋯⋯(656)

第三节 短缺药材试种⋯(658)

第四节特效中草药发掘

应用⋯⋯⋯⋯⋯(659)

第三章防疫⋯⋯⋯⋯⋯⋯(660)

第一节 疫情⋯⋯⋯⋯⋯(661)

第二节几种主要地方病的

查治⋯⋯⋯⋯⋯(665)

第三节 计划免疫⋯⋯⋯(672)

第四节 饮用水源卫生状况

⋯⋯⋯”：⋯⋯⋯(674)

第五节食品卫生监测管理

-·：⋯⋯⋯⋯⋯⋯(675)

第四章 爱国卫生⋯一：⋯⋯(677)

第一节 除害防病⋯⋯：··(677)

第二节 两管五改⋯⋯⋯(678)

第三节 建立卫生模范村(680)

第四节 卫生宣传⋯．-．⋯·(680)



第五章妇幼卫生保健⋯⋯(681)

第一节 机构、设施⋯⋯⋯(682)

第二节 妇女病普查普治(682)

第三节 新法接生⋯⋯i一(684)

第四节 计划生育技术指导

⋯⋯⋯⋯⋯⋯⋯(684)

第五节 优生优育⋯⋯⋯(685)

第五编社会

卷二十六 民族、宗教⋯．．．⋯(689)

第一章 民族风俗⋯⋯⋯⋯(689)

第一节 彝族⋯⋯⋯⋯⋯(689)

第二节 傣族⋯⋯⋯⋯⋯(699)

第三节 苗族⋯⋯⋯⋯⋯‘(700)

第四节 回族⋯⋯⋯⋯⋯(702)

第五节 壮族⋯⋯⋯⋯⋯(703)

第六节 汉族⋯⋯⋯⋯”·(704)

第二章 民族事务⋯⋯⋯⋯(708)

第一节 扶持民族经济⋯(708)

第二节扶持民族文化、教育

⋯⋯⋯⋯⋯⋯⋯(709)

第三节 培养民族干部⋯(709)

第三章宗教⋯⋯⋯⋯⋯⋯(710)

第一节 原始宗教信仰⋯(710)

第二节 佛教、道教⋯⋯⋯(7lo)

第三节 伊斯兰教⋯⋯⋯(71 1)

第四节天主教、基督教⋯(711)

卷二十七 民政⋯⋯⋯⋯⋯(713)

简述⋯⋯⋯⋯⋯⋯⋯⋯⋯⋯(713)

第一章优抚、军供⋯⋯⋯⋯(714)

第一节 优抚⋯⋯⋯⋯⋯(714)

第二节 拥军优属⋯⋯⋯(716)

第三节 安置⋯⋯⋯一‘·、⋯(719)

’

第四节 支前、军供⋯⋯⋯·(720)

第二章 民事工作⋯⋯⋯⋯(721)

第一节 社会事项⋯⋯⋯(721)

第二节 土地征用⋯⋯⋯(732)

第三节 劳动就业⋯⋯⋯(733)

附：1950年至1985‘年民政经费

支出年度表⋯⋯⋯⋯⋯(734)

卷二十八人民生活⋯⋯⋯(737)

第一章农民生活⋯⋯⋯⋯(737)

第。节 经济收入⋯⋯⋯(737)．

第二节 衣、食、住、用⋯⋯(738)

第三节 消费水平⋯⋯⋯("741)

第二章职工生活⋯⋯⋯⋯(743)

第B一节 职工队伍⋯⋯⋯(743)

第二节 工资水平⋯⋯⋯(743)

第三节 福利享受⋯⋯．⋯(747)

卷二十九人物⋯⋯⋯⋯⋯(749)

简述⋯⋯⋯⋯⋯⋯⋯⋯⋯⋯(749)

一，传记⋯⋯⋯⋯⋯⋯⋯⋯⋯(749)

二、名录⋯⋯⋯⋯⋯⋯⋯⋯⋯(777)

第六编附录··考

卷三十·附录·考⋯⋯^⋯⋯一(803)

附录⋯⋯⋯⋯⋯⋯⋯⋯⋯⋯⋯(803)

一、碑文⋯⋯⋯⋯⋯⋯⋯“⋯·(803)

二、军事布告⋯⋯⋯⋯⋯⋯⋯(810)

三、重要文献⋯⋯⋯⋯⋯⋯⋯(811) 、

四、其他(_)⋯⋯⋯⋯⋯⋯⋯(827)

五、其他(二)⋯⋯⋯⋯⋯⋯⋯(829)

考⋯⋯⋯⋯⋯■⋯#o o#'o ej⋯⋯⋯(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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