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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志书的起源，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莫衷是一。一说起源于《周官》(即周礼)，

它是周末列国设官分职的综述。一说起源于《禹贡》，它是战国Et《尚书》中的—篇，

书中假托禹治水后，全国分九州，然后以州分叙山川、土地、物产、团赋及交通，是我

国最早的一部地理书。一波起源干《ljj海经?，?它以神话形式记述了全国山水磅。藏、动

植物、风土人情等的内容。还有的I；l起源于《越绝书》、《吴越f：秋》(以上为汉代

书)、《华阳国志》(为晋代书)，它们的内容都不够广泛。i毒代方志学家章学漉认

为：晋之《乘》、鲁之<春秋》、楚：之<扎杌》等一类的书艇，兢具有≈j=拎的雏形，即

志书的发源所在。后来的方志专家、学者考i：以为：方j匕并非起自一源，i=li是多源。

自秦以来，历朝历代都程原有志书的基础上，逐步发联，使它澌臻完善。汉代的

《汉书》只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区域志，《南阳凤亿传》就详细记述了南艮!地档的山川、

物产、文化、风俗、人物，它的内容殷较充实完备了，隋大业年fr,!(公元605一一618年)

诏令相继编纂了《{著郡物产i俗记》、《区字图记》、《if．州图jj集》几韶全圈性的总

志；唐宰相李吉甫纂修的《元和郡县图志》是全国性总志的代表作。从汉到隋唐志书的

内容，就较前广泛而且充实多了。到了两宋时代，不仅官修志书，私家修志也盛行起

来。同时在志书的组织形式、规模和体例几方面的完备一L和内容充实的程淡上，都超过

了隋唐时代，方志从此定型。清代，是编修志书的鼎盛时期。有人统计我国历代旧地方

志共有8000多种，清代就占5909多种。明代修鸯三部用了不到20年的ij}沁，滔代修一统

志三次：第一次成书于乾隆八年(公元1728年)，从康熙。O。-tZr：开始，萨用了57年时阕，

计342卷。第二次成书子乾隆49年(1785年)，讣424卷。笫三次成书于道光22年，计

560卷。除一统志外，康熙还令各省仿效修志，雍正帝时又下令各州、府、县要60年修

志一次，他们官修成了风。河南省里曾颁发“修志牌照"，规定了23条凡例，对内容、

时代、文字，地图等均有规定。他们县县都修有志书，江苏翁的《。麓熟县志》曾修过多

次，内容丰富，辑古成书，出现了许多攀}古学者，开创了用地方志进行研究工作的新领

域。同时还明确规定：一国之志HLI“一统志”、省志叫“通志”、以下府州县郝叫“志"

由官方出面编志者叫“修"，或“监修’’，具体撰写者叫“纂’’，出而主持而叉执笔者

叫“修纂’’。由于地方志的纂修已逐步成熟，修志理论也有了进一步曲发展，清历史学

家章学’减创立了地方志的科学一一方志编纂学。

总之，方志的源流和发展，可以说：起源于春秋战国，发展于汉晋隋唐，成型干两

宋，鼎盛于清。

我仃j溯源丽来展望今天，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标志着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经历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数十年的艰苦奋斗，几经波折，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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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从此站起来了。在此期闻，四铺人民也

和全国人民一样，付出了血的代价，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文明历

史。建国以后，四铺人民在党的指引下，为发展生产积极恢复国民经济作出了应有的贡

献。1953年人们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30年的努力，使四铺地区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十年时间里， “四化黟建设

蓬勃发展，一日千里，四铺地区已基本改变了一穷二白面貌，出现了繁荣昌盛局面。四

铺人民创造的光辉历史，四铺人民谱写的灿烂篇章，我们有责任如实地把这些伟大事迹

一一镌刻于青史，以给后人启迪，让后人得以镜鉴，使四铺地区人民的光荣传统，继往

开来，发扬光大。盛世修志是我们中华儿女固有之美德，盛世修志，也是我们炎黄子孙

优良之习俗。因此，编修撰写地方志书，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之职责势在必行。

四铺地方志书编纂于1984年10月，由于中共四铺区委，四铺区公所高度重视，周密

组织，精心安排，在全区广大干群大力支持下，尤其是编纂组全体同志经寒历暑，数年辛

劳，一致努力，四易其稿，终于在1988年4月印刷了。这是全区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全

区人民的一件大喜事。上溯以前，四铺地区的历史发展、演变，从未有过文字记载，可

以想象，许多宝贵的史料，许多有价值的文献，都湮没而泯灭了!四铺志书，是我们区

有史以来第一部文字资料，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它的印刷出版，谱出我区志史新的篇

章。

历史上志书之所以能够继世相传、源远而流长，这是与它的重要作用分不开的。封

建统治阶级编修志书“资治”和“致用刀的内容，都是为了巩固他们封建统治阶级的，

是他们治理人民群众之准则。今天，我们修志的“资治弦和“致用’’内容是为了更好

地为人民去服务，是以和J国利民为宗旨的，它是作用于未来的一部信史。群众是创造历

史的主人，反过来历史又作用于群众，《四铺区志》的修成，将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铺区志》是四铺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它的内容相当广泛，包罗万象。诸如。

天文地理、经济实业，政情民俗、文化教育、医药卫生、无所不有无所不包。它积累了

全区之成功经验，凝聚了全区之精华，是一部思想教育的好教材，也是兴利除弊的理想

参考资料。它不只是贯古而通今，还要达于将来，它既有利于今人，更有益于后人，让

我们以《四铺区志》遗泽后世惠及子孙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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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凡10编：大事记、概述、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

附录、编以下计分64章，章下分177节。

二、本区没有旧志，资料的来源依据以下几个方面：

l、从濉溪县、淮北市、宿县、宿州市的档案局、馆、摘抄的资料，

2、从以上县市的党史征集办公室、县市地方志办公室，摘抄的资料，

8、外地工作的老革命领导、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科技人员来函给提供的资

料I

4、本地的老革命领导、知名人士当面给提供的资料；

5，本地的长者(老年人)、知情人给提供的资料，

6、本地各部门、各机关、各团体给提供的资料I

7、编纂组人员深入采访、整理核证的资料。

三、本志本着：立足当代，涉溯及远、详今略古的原则编纂内容的。上限自民国15年

(公元1926年)起(个别事例涉溯到唐一一汉时期)，下限至1985年底为止，其间重点

的记述是放在党在我区诞生以后的60年间，特别突出记述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黟全会

后的10年间。

四、本志采用了：志、传、图，表、录的综合形式编修，全书共附有照片19张，图

片10张，表52分。

五、对于历次政治运动章节的内容，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精神，本着宜粗不宜细和有利于团结的原则。有的只作了简要记述，有的只点明而

己。

六、人物入志，遵循“生不立传"原则，对于健在的革命领导先驱，名人，模范，

只作简明介绍。对于个别的反动人物、劣迹昭著，能起到反面教育作用的，也给予了略

述。

七、本志个别地方，对同一内容有时重复提及。不过有的是作为重点，用了详笔记

述，有的则并非重点，只是用了略笔，有的只是一笔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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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大事记⋯⋯⋯⋯⋯⋯⋯⋯⋯·⋯⋯⋯⋯⋯⋯⋯⋯⋯⋯⋯⋯⋯⋯⋯⋯⋯⋯”(1)

第=编概述⋯．．．⋯⋯⋯⋯m⋯⋯⋯⋯m⋯⋯⋯⋯⋯⋯⋯⋯⋯⋯⋯⋯⋯⋯⋯⋯⋯(15)

第三编地理

第一章位置、政区

第一节位置(附位置图)⋯⋯⋯⋯⋯⋯⋯⋯⋯⋯m⋯⋯⋯⋯⋯⋯⋯⋯(2I)

第二节政区(附政区图)·⋯⋯⋯⋯⋯⋯⋯⋯⋯⋯⋯⋯⋯⋯⋯⋯⋯⋯”(21)

第二章建置沿革⋯⋯⋯⋯⋯⋯⋯⋯⋯⋯⋯⋯．．．⋯⋯⋯⋯⋯⋯⋯⋯⋯一⋯⋯·(22)

第三章民族、人口

第一节民族⋯⋯⋯⋯⋯⋯⋯⋯⋯⋯⋯⋯⋯⋯⋯⋯⋯m⋯⋯⋯⋯⋯⋯⋯(23)

第二节人口(附历年人口统计表人口状况表二)⋯⋯⋯⋯⋯⋯⋯⋯⋯(23)

第四露四铺集(附平面图)⋯⋯⋯⋯⋯⋯⋯⋯⋯⋯⋯⋯⋯⋯⋯⋯⋯⋯⋯”(27>
第五章地质、地貌

第一节地质⋯⋯⋯⋯⋯⋯⋯⋯⋯⋯⋯⋯⋯⋯⋯⋯⋯gg@OUqQOoQOO 000 OIO⋯⋯(28)

第二节地貌(附地形图)⋯⋯⋯OOOOOO@00⋯⋯⋯⋯⋯⋯⋯⋯⋯⋯⋯⋯·一(28)

第六章山地和水系

第一节山地(附十里长山图)⋯⋯⋯⋯⋯⋯⋯⋯⋯⋯⋯一⋯⋯⋯⋯⋯(29)

第二节水系(附水系图⋯⋯⋯⋯⋯⋯⋯⋯⋯⋯⋯⋯⋯⋯⋯⋯⋯⋯⋯⋯(30)

第七章土壤⋯⋯⋯O@@gOe 41'OO·Ggg@G'gore⋯⋯⋯⋯⋯⋯⋯⋯⋯⋯⋯⋯⋯⋯⋯⋯⋯·“(31)

第八章气候、物候

第一节气候⋯⋯⋯⋯⋯⋯⋯⋯⋯⋯⋯⋯⋯⋯⋯⋯⋯⋯·一⋯⋯⋯⋯⋯⋯(32)

第二节物候⋯⋯·一⋯⋯⋯⋯⋯⋯⋯⋯⋯⋯⋯·⋯⋯⋯⋯⋯⋯⋯⋯⋯⋯·(33>

第九章自然资源

第一节动物类⋯⋯⋯．．-一⋯⋯⋯⋯⋯⋯⋯⋯⋯⋯⋯⋯⋯⋯⋯⋯⋯⋯⋯·(34)

第二节植物类⋯⋯⋯⋯⋯⋯⋯⋯⋯⋯⋯⋯⋯⋯⋯⋯⋯⋯⋯⋯⋯⋯⋯⋯(34)

第三节地下矿物资源(附矿藏图)m⋯⋯⋯⋯⋯⋯⋯⋯⋯⋯⋯⋯⋯⋯(34)

筠十章自然灾害⋯⋯⋯⋯⋯⋯⋯⋯⋯⋯⋯⋯．．．⋯⋯⋯⋯⋯⋯⋯⋯⋯⋯⋯⋯(35)

第十一章各乡简介⋯⋯⋯⋯⋯⋯⋯⋯⋯⋯⋯⋯⋯⋯⋯⋯⋯⋯⋯⋯⋯⋯⋯⋯(35)

第四编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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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农业

第一节生产关系变革(附统计表)⋯⋯⋯⋯⋯⋯⋯⋯⋯⋯⋯．．．⋯⋯·“(41)

第二节农作物品种⋯⋯⋯⋯⋯⋯⋯⋯⋯⋯⋯⋯⋯．．．⋯⋯⋯⋯⋯⋯⋯⋯(42)

第三节植物保护⋯⋯·一⋯·一⋯⋯⋯⋯⋯⋯·一⋯⋯⋯⋯⋯．¨⋯⋯⋯⋯⋯(43)

第四节耕作制度⋯⋯⋯⋯·—一·一⋯⋯·一⋯⋯⋯⋯⋯⋯⋯⋯⋯⋯⋯⋯⋯(43)

第五节施肥⋯⋯⋯·一⋯⋯⋯⋯⋯⋯⋯．．．⋯⋯⋯⋯⋯⋯⋯⋯⋯⋯⋯⋯⋯(44)

第六节科学种田⋯⋯⋯⋯⋯⋯⋯⋯⋯⋯⋯⋯⋯⋯⋯⋯⋯⋯⋯⋯⋯⋯⋯(44)

第七节农业机具⋯⋯⋯⋯⋯⋯⋯⋯⋯⋯⋯⋯⋯⋯⋯⋯⋯⋯⋯⋯⋯⋯⋯(44)

第二章林业

第一节林业发展(附统计表)⋯⋯⋯⋯⋯⋯⋯⋯⋯⋯⋯⋯⋯⋯⋯⋯⋯(45)

第二节林政管理⋯⋯⋯⋯⋯⋯⋯⋯⋯⋯⋯⋯⋯⋯⋯⋯⋯⋯⋯⋯⋯⋯⋯(45)

第三章畜牧业

第一节畜牧业生产(附统计表)⋯⋯⋯⋯⋯⋯⋯⋯⋯⋯⋯．-．⋯⋯⋯·一(46)

第二节牧畜品种改良⋯⋯⋯⋯⋯⋯⋯⋯⋯⋯⋯⋯⋯⋯⋯⋯⋯⋯⋯⋯⋯(47)

第三节疫病防治⋯⋯⋯⋯⋯⋯⋯⋯⋯⋯⋯⋯⋯⋯⋯⋯⋯⋯⋯⋯⋯⋯．．．(47)

第四章乡镇企业

第一节企业发展(附统计表二)⋯⋯⋯⋯⋯⋯⋯⋯⋯⋯_⋯⋯⋯⋯⋯(48)

第二节机构设置与企业管理⋯⋯⋯⋯⋯⋯⋯⋯⋯⋯⋯⋯⋯⋯⋯⋯⋯⋯(49)

第五章多种经营

第一节种植业⋯⋯⋯⋯，⋯⋯⋯⋯⋯⋯⋯⋯⋯⋯⋯⋯⋯⋯⋯一⋯⋯⋯⋯(49)

第二节养殖业⋯⋯⋯⋯⋯⋯⋯⋯⋯⋯⋯⋯⋯⋯⋯⋯⋯⋯⋯⋯⋯⋯⋯．．．(50)

第六章水利

第一节水番ll建设(附统计表三)⋯⋯⋯⋯⋯·⋯⋯⋯⋯⋯⋯”⋯⋯⋯”(50)

第二节节制闸和扬水站⋯⋯⋯⋯⋯⋯⋯⋯⋯⋯⋯⋯⋯⋯⋯⋯⋯⋯⋯⋯(53)

第三节机井(附统计表)⋯⋯⋯⋯⋯⋯⋯⋯⋯⋯⋯⋯⋯⋯⋯⋯⋯⋯⋯(53)

第七耄引用外资⋯⋯⋯⋯⋯⋯⋯．．．⋯⋯⋯⋯⋯⋯⋯⋯⋯⋯⋯⋯⋯⋯⋯⋯⋯(54>

第八章商业

第一节国营商业(附统计表)⋯⋯⋯⋯⋯⋯⋯⋯⋯⋯⋯⋯．．．．．．．．．⋯⋯(55)

第二节集俸商业(附统计表)⋯⋯⋯⋯⋯⋯⋯⋯⋯⋯⋯⋯⋯⋯⋯⋯⋯(57)

钨三节个体商业(附统计表)⋯⋯⋯⋯⋯⋯⋯⋯⋯⋯⋯⋯⋯⋯⋯⋯⋯(59)

第四节集市贸易⋯⋯⋯⋯．．．⋯～⋯一⋯⋯一一⋯⋯⋯⋯⋯⋯一⋯⋯⋯·(60)
第九章工商管理

第一节机构沿革⋯⋯⋯⋯⋯⋯”·-⋯·一⋯·”⋯⋯⋯⋯⋯⋯⋯⋯⋯⋯⋯(61)
第二节集市管理．．．⋯⋯⋯⋯⋯“⋯·一·-⋯⋯⋯⋯⋯⋯⋯⋯⋯⋯⋯．．．．．．．·(61)

第十章财税

第一节机构设置．．．⋯“⋯⋯⋯“⋯·一·一··一一⋯⋯⋯⋯⋯⋯⋯⋯⋯·⋯·(62)
第二节工商税收(附统计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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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农业税(附统计表)一⋯⋯⋯⋯⋯⋯．．．。·-·帆-·-·”·一一⋯-一(64)b

第四节财政收支(附统计表)⋯⋯⋯⋯po⋯·NO 4P-．．．ql—ql,⋯?OO一⋯⋯⋯·(64)一

第十一章金融

第一节金融机构⋯⋯⋯⋯⋯⋯⋯．．．··中·BDB BBD⋯⋯⋯．．．⋯⋯⋯⋯⋯，．．⋯(65>

第二节信贷(附统计表)⋯．．．．⋯⋯⋯⋯tgo eee eee qe,s oel：．．．⋯⋯⋯⋯⋯⋯··(65>

第三节货币⋯⋯⋯⋯⋯⋯⋯⋯⋯⋯⋯．．．t⋯⋯⋯⋯-⋯⋯⋯⋯⋯⋯⋯⋯·(66>

第四节存款与储蓄(附统计表)⋯⋯⋯一⋯⋯⋯⋯⋯⋯．．．．．⋯⋯⋯⋯⋯(67)，

第五节公债及国库卷⋯⋯⋯⋯“⋯⋯⋯⋯⋯．⋯．．．⋯⋯⋯⋯⋯⋯⋯⋯⋯(68)．

第十二章粮食

第一节机构设置⋯⋯．⋯⋯⋯⋯⋯．．．⋯⋯⋯⋯⋯．．．⋯⋯⋯⋯⋯⋯⋯⋯⋯(68)

第二节购销(附统计表)⋯⋯⋯⋯⋯⋯⋯⋯⋯⋯⋯⋯⋯⋯⋯⋯⋯⋯⋯(68)

第三节储运(附统计表)⋯⋯⋯．．．⋯⋯⋯⋯⋯⋯⋯⋯⋯⋯．．．‘⋯⋯⋯⋯(70>．

第十三章交通运输

第一节公路建设与养护⋯⋯⋯⋯⋯⋯⋯⋯⋯⋯⋯⋯⋯⋯⋯⋯⋯⋯⋯⋯(71>

第二节运输及管理(附统计表)⋯⋯⋯⋯⋯⋯．．．⋯⋯⋯⋯⋯⋯⋯⋯⋯(71)

第十四章邮电

第一节建置沿革⋯⋯．．．⋯⋯⋯⋯．．．⋯⋯⋯·⋯⋯⋯⋯⋯⋯⋯⋯⋯⋯⋯”(73)

第二节邮政⋯⋯⋯⋯⋯⋯⋯⋯⋯⋯⋯⋯⋯⋯⋯⋯⋯．．．m⋯⋯⋯⋯⋯⋯(73)

第三节电信(附统计表)⋯⋯⋯⋯⋯⋯⋯．．．⋯⋯⋯⋯⋯⋯⋯⋯⋯⋯⋯(74)

第十五章 ·

第一节供电设备⋯⋯⋯⋯⋯⋯⋯一⋯⋯⋯⋯⋯⋯⋯⋯⋯⋯⋯⋯⋯⋯⋯(75)

第二节输电线路(附统计表)⋯⋯⋯⋯⋯⋯⋯⋯⋯⋯⋯⋯·⋯⋯⋯⋯”(75)

第三节电力供应(附统计表)⋯⋯⋯⋯⋯⋯⋯⋯⋯⋯⋯．．．⋯⋯⋯⋯⋯(76>

第四节用电管理⋯⋯⋯⋯⋯⋯⋯⋯⋯⋯⋯⋯⋯⋯⋯⋯⋯⋯⋯⋯⋯⋯⋯(77>

第十六章乡镇建设

第一节集镇建设⋯⋯⋯⋯⋯·⋯⋯⋯⋯⋯⋯⋯⋯⋯⋯⋯⋯⋯⋯⋯⋯⋯⋯”(78)，

第二节乡村建设⋯⋯⋯⋯⋯⋯⋯⋯⋯⋯·⋯⋯⋯⋯⋯⋯⋯⋯⋯⋯⋯⋯⋯”(79)

第三节建筑队伍⋯⋯⋯⋯⋯⋯⋯⋯⋯⋯⋯⋯⋯⋯⋯⋯．．．⋯⋯⋯·⋯⋯⋯··(79)．

第五编政治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

第一节机构沿革⋯⋯⋯⋯⋯⋯⋯一⋯⋯⋯⋯⋯⋯⋯⋯⋯⋯⋯⋯⋯⋯⋯(8l>

第二节中共四铺区委领导人更迭表⋯⋯⋯⋯⋯⋯⋯⋯⋯⋯⋯⋯⋯⋯·”(82>．

第三节组织工作⋯⋯⋯⋯⋯⋯⋯⋯⋯⋯⋯⋯⋯·一⋯⋯⋯⋯⋯⋯⋯⋯⋯(81)，

第四节宣传工作⋯⋯⋯⋯⋯⋯⋯⋯⋯⋯⋯⋯⋯⋯⋯⋯⋯⋯⋯⋯⋯⋯⋯(84>

第五节统战工作‰⋯m⋯⋯⋯⋯⋯⋯⋯⋯⋯⋯⋯⋯⋯⋯⋯⋯⋯⋯⋯⋯(85>一

第六节纪检工作⋯⋯⋯⋯一一⋯一一⋯⋯⋯⋯⋯⋯⋯⋯⋯⋯⋯⋯⋯⋯(85≯

第二章行政设置

B



第一节机构沿革⋯⋯⋯⋯⋯⋯⋯⋯⋯⋯⋯⋯⋯⋯⋯100 000I@O@00⋯⋯⋯⋯(86)

第二节四铺区公所领导人更迭表⋯⋯⋯⋯⋯⋯⋯⋯⋯⋯⋯⋯⋯⋯⋯⋯(87)

第三节干部队伍⋯⋯⋯⋯⋯⋯⋯⋯⋯⋯⋯⋯00&000 000⋯⋯⋯⋯⋯⋯⋯⋯(86)

第三章社会团体

第一节共青团⋯⋯⋯⋯⋯⋯⋯⋯⋯⋯⋯⋯⋯⋯⋯⋯⋯⋯⋯⋯⋯⋯⋯⋯(89)

第二节妇联会⋯．．．⋯⋯⋯⋯⋯⋯⋯⋯⋯⋯·⋯⋯⋯⋯·⋯⋯⋯⋯⋯⋯一·(89)

第三节工会⋯⋯⋯⋯⋯⋯00 00@00@10 0·⋯⋯⋯⋯⋯⋯⋯⋯⋯一⋯⋯⋯·“(90)

第四节农会⋯⋯⋯⋯⋯⋯⋯⋯⋯⋯⋯⋯⋯⋯⋯⋯⋯⋯⋯⋯⋯⋯⋯⋯⋯(90)

第五节科协⋯⋯⋯⋯⋯⋯⋯⋯⋯⋯⋯⋯⋯⋯⋯⋯⋯⋯⋯⋯⋯⋯⋯⋯⋯(91)

第四章民政工作

第一节机构沿革⋯⋯⋯⋯⋯⋯⋯⋯⋯⋯⋯．．．⋯⋯⋯⋯⋯⋯⋯⋯⋯⋯⋯(91)

第二节社会救济⋯⋯⋯⋯⋯⋯⋯⋯⋯⋯⋯⋯⋯⋯⋯⋯⋯⋯⋯⋯⋯⋯·”(91)

第三节优托⋯⋯⋯⋯⋯⋯⋯⋯·⋯·⋯⋯⋯⋯⋯⋯⋯⋯⋯⋯⋯⋯⋯⋯⋯·(92)

第四节复退军人安置工作⋯⋯⋯⋯⋯⋯⋯⋯⋯⋯⋯．．．0·0 000⋯⋯⋯⋯⋯(93)

第五章政法

第一节机构沿革⋯⋯．．．⋯⋯⋯⋯⋯⋯⋯⋯⋯⋯⋯⋯⋯⋯⋯⋯⋯⋯⋯⋯(93)

第二节社会治安⋯⋯⋯⋯⋯⋯⋯⋯⋯⋯⋯⋯“⋯⋯⋯⋯⋯⋯⋯⋯⋯一·(93)

第三节民事调解⋯⋯⋯⋯⋯⋯⋯⋯⋯⋯⋯⋯⋯⋯⋯⋯⋯⋯⋯⋯⋯⋯⋯(94)

第四节大案摘录⋯⋯⋯⋯⋯⋯⋯⋯⋯⋯⋯⋯⋯⋯⋯⋯⋯⋯⋯⋯⋯一⋯(94)

第六编军事

第一章近代战争⋯⋯⋯⋯⋯⋯⋯⋯⋯⋯⋯⋯⋯⋯⋯⋯⋯⋯⋯⋯⋯⋯⋯⋯⋯(95)

第二章农民革命

第一节古饶农民武装暴动⋯⋯⋯⋯⋯⋯⋯⋯⋯⋯⋯⋯⋯⋯⋯⋯⋯⋯⋯(96)

第二节 占饶抗烟捐暴动⋯⋯⋯⋯⋯⋯⋯⋯⋯⋯⋯⋯⋯⋯⋯⋯⋯⋯⋯．．．(96)

第三章抗击日伪军

第一节洪河大队⋯⋯⋯⋯⋯．．．=⋯⋯⋯⋯⋯⋯⋯⋯．．．⋯⋯⋯⋯@110dl·⋯⋯(98)

第二节联庄会追杀日本兵⋯⋯⋯⋯⋯⋯⋯⋯⋯⋯110 Q·⋯⋯⋯⋯⋯⋯⋯(98)

第三节火烧敌炮楼⋯．．．⋯⋯⋯⋯⋯⋯Ⅲ⋯⋯⋯⋯⋯⋯⋯．．．⋯⋯⋯⋯⋯(99)

第四节三铺据点伪军投诚⋯⋯⋯IOO 00@⋯⋯⋯．．．⋯一⋯⋯⋯⋯⋯⋯⋯⋯(99)

第五节摧毁伪据点⋯⋯⋯⋯⋯⋯⋯⋯⋯⋯．．．．．．⋯⋯⋯．．．⋯⋯IOOI··000 000(100)

第四童歼灭国民党地方武装

第一节长山，百善战斗⋯⋯一⋯⋯⋯⋯⋯⋯⋯⋯⋯·”⋯⋯⋯⋯⋯⋯．．．(100)

第二节大何家突围⋯⋯⋯⋯⋯⋯⋯⋯⋯⋯⋯m⋯．．．009 001⋯⋯⋯⋯⋯”’(101)

第三节枣谷堆伏击战⋯⋯．．．⋯⋯．．．⋯．．．⋯m⋯⋯⋯⋯⋯．．．．．．⋯DUB O,,．．．001)

第四节贺家楼突围⋯⋯⋯⋯⋯⋯⋯⋯⋯⋯⋯⋯m．．．⋯⋯．．．m．．．⋯⋯⋯(101)

第五节八里赵保粮战一“⋯⋯⋯⋯⋯⋯⋯⋯@00 OOQ⋯⋯．．．一⋯⋯⋯⋯“。(102)

第六节歼灭贾芳谷酃·”O·Oeom⋯·。⋯·一·一⋯．．．⋯m·⋯⋯⋯小⋯一O。"410411”‘(102)

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