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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保定市南市区志》出版了。这是很可值得庆贺的．

一保定市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历代为京畿重镇。南市区地处保定市东南部，保定古

城南半部位于域内西北部，历来是保定的政治、交通、经济、文化中心，文化遗迹众

多，商业十分密集，文化事业极为发达。
’

这部志书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见成效，政治．经济，文化等百业俱兴的“盛世”

之时编修的。历时3载有余。

j 我国编修地方志源远流长，自古为我国一项重要的传统文化事业。地方志具有。存

史，资治、教化”的重要功能，以其全面、系统、翔实的史实记载，服务当今，惠及子

孙。这部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准绳，循《新编地方
，．

志工作暂行规定》，，坚持“忠于史实”， “详今略旨”等原则，全面记述本区社会总体
‘

的变革，尤重记述保定解放38年来本区的发展变化。38年，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这短暂的一瞬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街巷穿织，t层楼耸起，城

，市建设大改旧貌；东南部厂房林立，形成保定市中．小型工业区：中北部商业服务店铺

鳞次栉比，形成保定市最大的商业区：文化教育事业逐年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显著

提高。所有这些变革。都证明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凝聚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勤劳智慧，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

这部志书首设总述，统贯络线，其后设火事记，记其大事要事，再后依地理、经

济、政治、科教文卫等门类分述，各类分设若干篇，阅后自感资料翔实、详略得当j分

类科学，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文风质朴、文字流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本区特

色，可资治当今，教育后人。 ?

， 然而，他人见地若何?如各界同仁阅后确能得到些许教益，则庆贺之余亦颇感欣．r
it

慰．

’

、 中共保定市南市区委书记 刘志国

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政府区长韩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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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力求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重在记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发·展，记述人民在社会活动中所发挥的巨大‘1

，作用。
。 ‘，

．， 2．，坚持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的编纂原则，在体例上和内容上力求达到思想 ．

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真实地记载史实，对所记史实不发

议论，不下断语；坚持详今略古，尤其重在记述现状；坚持记述政治问题宜粗不宣细，

·般夹叙于各有关篇章之中，不予专述；人物以本籍为主，坚持生人不立传，入传者不

唯亲，不唯上，唯以其建树为准绳．

． 3．1侧重记述本区诸事业的历史与现状，驻区诸事业则予略记。一些事业多不为本

区所辖属，且不可不记，有关篇章多记之事者也有之。

， 4．采用著述体编写，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体，图，表．、

。录分隶千有关篇章之中。

5．采用小篇设置，各篇之间无所统属，篇首一般设概述．篇下设章，节．目，依

实情间有不设者． ，

、

·4 6．依诸篇之实情，记述时间上限不作统一限定，下限统一断至1986年12月，偶有

、突破之处。 一 ．

’

7．文体一律采用语体文，力求达到严谨，简洁．朴实，无华之文风。引文，附录

悉照原文，并注明出处。

．8．大事记始自1948年，另设附篇’．附记1948年前大事． ，

9．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机构．‘官职等，均依当时的历史习惯称呼。，历史纪年括

注公元纪年，地理名称括注今地j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使用全称，其后均简称． ，

10．公历年月日，统计数字、年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世纪，年代、农历日期、

词汇和成语数字，。专用名词．一律用汉字；度量衡单位名称一律用汉字；科技符号，代

号分别按国家法令和规定标准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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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总述⋯⋯⋯一⋯j⋯⋯⋯⋯⋯⋯⋯⋯⋯⋯⋯⋯⋯⋯⋯⋯⋯⋯一⋯⋯⋯⋯(1)

＼

。

第二篇大事记．．⋯·⋯⋯⋯⋯⋯⋯⋯⋯⋯⋯⋯⋯⋯⋯⋯⋯⋯⋯⋯⋯⋯⋯⋯⋯一·(4)

附992年至1947年大事记i
‘

·

第三篇地理⋯·⋯⋯⋯⋯⋯⋯⋯⋯⋯⋯⋯⋯⋯一⋯⋯t．．⋯⋯⋯．-．⋯⋯⋯⋯⋯一(37)

第一章地理位置⋯⋯⋯。⋯t⋯⋯⋯⋯⋯一⋯⋯⋯⋯⋯⋯⋯一⋯⋯⋯⋯⋯。⋯(37)

第二章建置沿革⋯⋯⋯⋯⋯⋯⋯⋯⋯⋯⋯⋯⋯⋯⋯⋯⋯⋯⋯；r⋯⋯“⋯··(37)

第三章行政区划⋯⋯⋯⋯⋯⋯⋯⋯⋯⋯．．．⋯⋯⋯⋯⋯⋯⋯⋯⋯⋯⋯⋯⋯(38)
。 第四章自然环境⋯⋯⋯⋯⋯⋯⋯⋯⋯⋯⋯⋯．．．．．．⋯⋯．2．⋯⋯⋯⋯⋯⋯⋯(40)

第一节地形⋯⋯⋯⋯⋯⋯⋯⋯⋯t·m'O"I O⋯⋯⋯⋯⋯⋯⋯⋯：．，．⋯⋯⋯_一：(40)

， 第二节气候⋯⋯⋯⋯⋯⋯⋯⋯⋯⋯⋯⋯⋯⋯⋯⋯⋯⋯·≮⋯⋯⋯⋯⋯⋯(41)

第三节河流⋯⋯⋯⋯⋯⋯⋯⋯⋯⋯⋯⋯⋯⋯⋯⋯⋯⋯⋯⋯⋯，．．⋯⋯⋯(41)

第四节自然灾害⋯⋯⋯⋯⋯⋯⋯⋯⋯⋯⋯⋯⋯⋯⋯⋯¨⋯⋯⋯⋯⋯一(43)

第四篇人口·民族⋯⋯⋯⋯⋯⋯⋯⋯⋯⋯⋯⋯⋯⋯⋯⋯⋯⋯⋯⋯⋯⋯⋯⋯⋯(46)

概述⋯⋯⋯⋯⋯⋯⋯⋯⋯⋯⋯⋯⋯⋯⋯⋯⋯⋯⋯⋯⋯⋯⋯⋯⋯⋯⋯⋯．．．⋯(46)
‘

第一章人口⋯⋯⋯·i⋯⋯⋯⋯⋯⋯k⋯⋯⋯⋯⋯⋯⋯⋯⋯．．．⋯．．⋯⋯⋯一(46)

第一节总人口t．．6 0"0 0··⋯¨⋯⋯⋯⋯⋯⋯一～⋯⋯⋯⋯⋯⋯⋯⋯·、：⋯⋯(46)’
。

第二节人口分布⋯⋯⋯⋯⋯⋯⋯⋯⋯⋯⋯⋯⋯⋯⋯⋯一⋯⋯⋯⋯⋯⋯‘(47)‘

第三节性别构成⋯⋯⋯⋯⋯·⋯⋯⋯·⋯⋯⋯⋯⋯⋯⋯⋯⋯⋯⋯⋯一-⋯(48)
， 第四节年龄构成⋯⋯⋯⋯⋯⋯⋯⋯⋯⋯⋯⋯⋯⋯⋯⋯⋯⋯⋯⋯⋯“一‘(50)

第五节文化构成⋯⋯⋯⋯⋯⋯⋯一⋯⋯⋯⋯⋯⋯⋯⋯⋯⋯⋯⋯⋯⋯⋯‘(50)

I第六节劳动力构成⋯⋯⋯⋯⋯⋯⋯⋯⋯一j⋯⋯⋯⋯⋯⋯⋯⋯⋯^⋯⋯‘(51)

第二章民族⋯⋯⋯⋯⋯⋯⋯⋯⋯⋯⋯⋯一?⋯⋯⋯⋯⋯⋯⋯⋯⋯⋯⋯⋯⋯(51)’

第一节民族构成⋯⋯⋯⋯⋯⋯⋯⋯⋯⋯⋯⋯⋯⋯⋯⋯⋯⋯⋯⋯⋯⋯⋯(51) 、

’ 第二节民族分布⋯⋯⋯⋯⋯⋯⋯⋯⋯⋯⋯⋯⋯⋯⋯⋯■⋯⋯⋯⋯⋯一：(52)

第三章计划生育⋯⋯⋯⋯⋯⋯⋯⋯⋯⋯⋯”⋯⋯⋯⋯⋯⋯⋯⋯⋯⋯⋯o o‘(52)
．

第一节机构设置⋯⋯⋯⋯⋯⋯⋯⋯⋯⋯⋯⋯⋯⋯⋯⋯⋯⋯⋯⋯⋯⋯⋯(52)
- 第二节节育⋯⋯⋯⋯⋯⋯⋯⋯⋯一⋯⋯⋯⋯⋯⋯⋯⋯⋯⋯⋯⋯⋯⋯⋯‘(52)

’

第三节晚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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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五篇 城市建谴⋯⋯一⋯‰川一_：““一“：．．∥“．一：^“___√。。⋯⋯⋯·(55)
概述⋯⋯⋯⋯⋯⋯⋯⋯⋯⋯⋯¨⋯⋯⋯⋯⋯⋯⋯⋯⋯⋯⋯⋯⋯⋯⋯⋯⋯⋯(55)

第一章市区建设．⋯⋯⋯⋯⋯⋯⋯⋯⋯⋯⋯⋯⋯⋯⋯⋯⋯⋯⋯⋯⋯⋯⋯⋯(55)
。

第一节4功能分区⋯⋯⋯⋯⋯⋯⋯⋯⋯⋯⋯⋯⋯⋯⋯⋯⋯⋯⋯⋯⋯⋯⋯(55)’

第二节街巷改造j⋯⋯⋯⋯⋯⋯⋯⋯⋯⋯“．·：⋯⋯⋯⋯⋯⋯⋯⋯⋯⋯⋯(56)

第三节道路照明⋯⋯⋯⋯一⋯⋯⋯⋯’-·：⋯·。：⋯⋯⋯⋯⋯⋯⋯⋯⋯⋯⋯(56)

第四节供水⋯⋯⋯⋯⋯⋯⋯⋯⋯⋯：⋯⋯⋯⋯⋯一⋯⋯⋯“．·，⋯⋯⋯⋯一(57)

第五节住宅⋯⋯⋯⋯⋯⋯⋯⋯⋯⋯⋯⋯⋯⋯⋯⋯⋯⋯⋯⋯⋯⋯⋯⋯⋯(57) ．

’

第六节防洪设施⋯⋯⋯⋯⋯⋯⋯⋯⋯⋯⋯⋯⋯⋯⋯⋯⋯⋯⋯⋯⋯⋯⋯(60)

第二章市区绿化⋯⋯⋯⋯⋯⋯⋯⋯⋯⋯⋯⋯⋯⋯⋯⋯⋯⋯⋯⋯⋯⋯⋯⋯(60) ．

第一节植树⋯⋯⋯⋯，⋯⋯⋯⋯⋯⋯⋯⋯⋯⋯⋯⋯⋯⋯⋯⋯⋯⋯⋯吖‘j’(60)．

，第二节种花⋯⋯⋯⋯⋯⋯⋯⋯⋯⋯⋯⋯⋯⋯⋯⋯⋯⋯⋯⋯”⋯·一一⋯(60)’
。

． 第三章环境保护⋯⋯⋯⋯⋯⋯⋯⋯⋯⋯⋯⋯⋯一⋯．⋯⋯⋯⋯⋯⋯⋯⋯⋯(61)

第一节环境卫生⋯⋯．．．⋯⋯⋯一⋯⋯⋯⋯⋯⋯⋯⋯⋯”⋯⋯⋯⋯_。?：一(61)

第二节环境污染⋯⋯⋯⋯⋯⋯⋯⋯⋯⋯⋯⋯⋯⋯⋯⋯⋯⋯一一⋯⋯⋯。(6I)

第六篇交通·邮电⋯⋯⋯⋯⋯⋯⋯⋯⋯⋯⋯⋯⋯⋯⋯⋯⋯⋯⋯⋯⋯⋯⋯⋯⋯(65)．

概述”⋯⋯⋯⋯⋯⋯⋯·．．．⋯⋯⋯¨⋯⋯⋯⋯⋯⋯⋯“⋯⋯⋯i⋯⋯⋯⋯⋯⋯(65) 。

第一章交通⋯⋯⋯⋯⋯_?⋯⋯⋯⋯⋯⋯⋯⋯⋯⋯⋯⋯⋯⋯．．．⋯⋯⋯⋯·，(06)

第一节古代城池道路⋯⋯⋯⋯⋯⋯⋯⋯⋯⋯⋯．-⋯⋯⋯⋯⋯⋯⋯·⋯⋯(66)

第二节道路⋯⋯⋯⋯⋯⋯⋯⋯⋯⋯⋯⋯⋯⋯⋯⋯⋯⋯⋯⋯⋯⋯⋯⋯⋯(66) 、

第三节桥梁⋯⋯⋯⋯一⋯⋯⋯⋯⋯⋯⋯⋯⋯⋯⋯⋯⋯⋯⋯⋯⋯⋯”⋯·(71)‘

．第四节水路·铁路⋯⋯⋯⋯⋯⋯⋯⋯⋯⋯⋯⋯⋯⋯⋯⋯”。⋯⋯⋯⋯⋯’(71)

第五节公路运输⋯⋯⋯⋯⋯⋯⋯“⋯⋯⋯⋯⋯⋯⋯⋯⋯⋯一v⋯’：j一⋯⋯(72)

。 第六节水路及铁路运输⋯·i⋯．．．⋯⋯⋯⋯⋯⋯⋯⋯．．．‘’．，．“⋯⋯⋯⋯⋯·、(77)

第二章邮电⋯．⋯⋯⋯⋯⋯⋯⋯⋯⋯⋯‘⋯⋯⋯⋯⋯⋯-⋯一一⋯⋯。?⋯⋯⋯‘(79)

⋯⋯⋯⋯⋯⋯⋯一’⋯⋯⋯⋯⋯．⋯一⋯⋯⋯⋯⋯．．⋯··(79)

．⋯⋯⋯．．⋯⋯⋯⋯⋯⋯⋯”、⋯⋯⋯⋯⋯⋯⋯⋯⋯⋯·(79) 、。

⋯⋯⋯．，：⋯⋯⋯⋯⋯⋯⋯⋯⋯⋯⋯⋯·⋯⋯⋯⋯⋯，(80)

⋯⋯⋯⋯⋯⋯⋯⋯⋯⋯⋯⋯⋯⋯⋯⋯⋯⋯⋯⋯·，⋯(81)

⋯⋯⋯⋯，⋯⋯⋯⋯⋯⋯⋯⋯⋯⋯⋯：⋯⋯⋯⋯⋯⋯(8I)

o⋯⋯⋯⋯⋯⋯⋯⋯⋯⋯⋯⋯⋯⋯⋯⋯⋯⋯⋯·：⋯·(82)

⋯⋯⋯··⋯⋯⋯⋯⋯⋯⋯⋯二⋯⋯⋯⋯⋯⋯⋯⋯⋯··(82)

⋯⋯⋯⋯⋯⋯⋯⋯⋯⋯⋯⋯⋯⋯⋯⋯⋯⋯一⋯⋯··：(83)

⋯⋯·⋯⋯⋯⋯⋯⋯⋯⋯⋯⋯⋯．·：⋯·⋯⋯⋯⋯⋯⋯(83) ，’

⋯⋯⋯⋯⋯⋯⋯⋯⋯⋯⋯⋯⋯⋯⋯⋯⋯⋯··二⋯⋯一(85)
‘

⋯⋯⋯⋯⋯⋯⋯⋯⋯⋯⋯j⋯⋯⋯⋯⋯⋯⋯⋯⋯⋯·(85)

⋯⋯⋯：⋯⋯⋯⋯⋯⋯⋯⋯⋯⋯⋯··j⋯⋯⋯⋯⋯⋯·(85)

⋯⋯、⋯⋯⋯⋯⋯⋯⋯·⋯⋯⋯⋯⋯⋯⋯⋯⋯⋯⋯⋯(86-)‘



第二节区属工业⋯“?⋯_：小一⋯“川一__⋯⋯_⋯⋯：：：：oo⋯⋯·(87)

第三节区属工业行业⋯⋯⋯⋯⋯⋯．．．⋯⋯⋯⋯⋯⋯⋯⋯⋯⋯⋯⋯⋯⋯(89)’

第四节街道工业⋯⋯⋯⋯⋯⋯⋯⋯⋯⋯⋯·j⋯．．．⋯⋯⋯⋯⋯⋯⋯⋯⋯·(92) ·l

第五节管理⋯⋯·⋯⋯⋯⋯⋯⋯⋯⋯⋯⋯⋯“⋯⋯⋯⋯⋯．⋯⋯⋯⋯⋯⋯(94)

， 第六节重点工厂⋯⋯⋯⋯⋯⋯⋯⋯⋯⋯⋯⋯．，．⋯⋯⋯⋯．．·：⋯⋯⋯⋯··(98)

第二章驻区工业⋯⋯⋯⋯⋯⋯⋯⋯⋯⋯⋯“⋯⋯⋯⋯⋯⋯⋯⋯⋯⋯⋯⋯·(100) -、

概述⋯⋯⋯⋯⋯⋯⋯⋯⋯⋯⋯⋯⋯“⋯⋯⋯⋯⋯⋯⋯⋯⋯～⋯⋯⋯⋯⋯·(100)’

：第一节个体手工业⋯⋯⋯⋯⋯．t．⋯⋯⋯⋯⋯⋯⋯⋯⋯⋯⋯⋯⋯⋯⋯⋯(101)

， 第二节．工业分布⋯⋯．⋯⋯⋯⋯⋯⋯⋯⋯⋯⋯⋯⋯⋯⋯⋯⋯⋯⋯⋯⋯··(t01)‘
第三节，名优产品⋯⋯⋯⋯⋯⋯⋯⋯⋯⋯⋯⋯⋯⋯⋯⋯⋯⋯-·?⋯⋯⋯．：．(Ioz) “一

第四节重点工厂⋯⋯⋯⋯⋯⋯⋯⋯⋯⋯⋯⋯⋯⋯⋯⋯⋯⋯··以⋯⋯⋯一(103)

第九篇商业⋯⋯⋯⋯⋯⋯⋯⋯⋯．．⋯⋯⋯⋯⋯⋯⋯⋯⋯⋯⋯⋯⋯一⋯⋯⋯⋯一(107)

概述⋯⋯⋯¨一⋯⋯⋯⋯⋯⋯⋯⋯⋯⋯?⋯⋯⋯⋯⋯⋯⋯⋯⋯⋯⋯⋯⋯⋯⋯·(10r)‘

第一章商业⋯··：⋯⋯．．⋯⋯⋯⋯⋯⋯⋯⋯⋯⋯“⋯⋯⋯⋯⋯⋯?⋯⋯⋯⋯(108)

第一节商业分布⋯⋯⋯⋯⋯⋯⋯⋯⋯⋯⋯⋯⋯⋯·i⋯⋯⋯⋯⋯⋯⋯⋯·(108)、

：第二节个体商业⋯⋯⋯⋯⋯⋯⋯⋯⋯一一⋯⋯．．⋯⋯⋯⋯⋯?⋯‘⋯⋯⋯(109)

．， 第三节合作商业：⋯⋯⋯⋯⋯⋯⋯⋯⋯⋯⋯⋯⋯一一⋯⋯．．⋯1⋯一⋯：(1lo)j
’

第四节区街商业⋯⋯⋯⋯⋯·-⋯．⋯⋯⋯⋯⋯⋯⋯⋯⋯⋯⋯，⋯：⋯⋯一⋯(111)
。 第五节驻区商业⋯⋯⋯⋯⋯⋯⋯⋯-．．⋯⋯⋯⋯．．．⋯⋯⋯⋯⋯·⋯⋯⋯··(114)

第二章饮食服务业⋯⋯⋯⋯⋯⋯⋯⋯⋯··，⋯⋯⋯⋯．⋯⋯⋯一!⋯⋯⋯⋯一、(1zz)

第一节饮食业⋯⋯⋯⋯⋯⋯⋯⋯⋯⋯⋯一⋯⋯⋯⋯⋯⋯⋯一⋯⋯⋯⋯··(12z) ，

第二节名店⋯⋯⋯⋯”⋯⋯⋯⋯⋯⋯⋯⋯⋯⋯⋯⋯⋯⋯⋯-⋯⋯⋯⋯⋯(131)

， 第三节名吃⋯一，⋯⋯⋯⋯⋯⋯⋯⋯⋯⋯·‘⋯⋯⋯⋯⋯⋯·：⋯．．⋯⋯⋯⋯·。(133)

一第四节’服务业⋯⋯⋯⋯⋯⋯⋯⋯⋯⋯⋯⋯⋯一⋯⋯⋯⋯⋯⋯⋯⋯⋯⋯(1 34)

第十篇工商·物价⋯⋯⋯⋯⋯．．．⋯⋯⋯⋯⋯⋯⋯⋯“⋯⋯⋯⋯⋯⋯⋯一⋯⋯·(14e)j ．

． ．概述⋯．，．⋯⋯⋯⋯⋯⋯⋯⋯⋯⋯⋯⋯⋯⋯、⋯⋯⋯⋯⋯⋯⋯·?⋯⋯⋯⋯⋯⋯·(f4e)

， 第一章机构设置⋯⋯⋯⋯⋯⋯⋯‘⋯⋯⋯⋯⋯⋯⋯⋯，!一，⋯⋯⋯⋯⋯⋯⋯⋯(143)

．，第一节．工商管理机构⋯⋯⋯⋯’⋯⋯⋯⋯⋯⋯⋯⋯⋯⋯⋯⋯⋯⋯⋯⋯一(143)

．，第二节物价管理机构⋯⋯‘⋯⋯⋯⋯⋯⋯⋯⋯⋯⋯⋯⋯⋯⋯⋯⋯一⋯⋯·(143)，
‘

’|第二章工商⋯⋯⋯⋯⋯⋯⋯⋯⋯⋯⋯⋯⋯⋯⋯⋯⋯⋯⋯⋯⋯⋯·≯¨．⋯⋯j(144)
’

第一节集贸市场管理⋯⋯⋯⋯⋯⋯⋯⋯⋯⋯：⋯⋯⋯⋯．．⋯⋯⋯⋯⋯⋯(144)

第二节工商企业管理⋯⋯⋯⋯⋯⋯⋯⋯⋯⋯⋯⋯⋯⋯⋯⋯⋯”⋯⋯⋯(146) 。

．第三节经济合同及广告，商标管理⋯⋯⋯⋯⋯⋯⋯⋯⋯⋯⋯⋯⋯⋯⋯(146)一

第四节个体工商管理⋯⋯⋯．⋯⋯⋯⋯⋯⋯⋯⋯⋯⋯⋯⋯⋯⋯⋯⋯⋯⋯(147)

，
t+ ．第三章物价⋯⋯⋯⋯⋯⋯⋯⋯⋯⋯⋯⋯⋯⋯⋯⋯⋯⋯⋯⋯、⋯⋯⋯⋯⋯一·(1 47)’

．-第一节管理体制⋯⋯⋯⋯⋯⋯⋯⋯⋯⋯⋯⋯⋯⋯⋯⋯⋯⋯⋯⋯⋯⋯√(147)

第二节监督检查⋯⋯⋯⋯⋯⋯⋯⋯i⋯⋯⋯⋯⋯⋯⋯⋯⋯⋯一。⋯⋯⋯⋯(148) ，

第十一篇财税⋯⋯⋯⋯⋯⋯⋯⋯⋯⋯⋯⋯⋯⋯⋯⋯⋯⋯⋯⋯⋯·一，。⋯⋯叫(i49)： 。

●

3



概述⋯⋯⋯⋯⋯：：：i·-：··：⋯⋯⋯⋯··：⋯⋯⋯-·：一··i：．．．⋯⋯·_⋯⋯：⋯⋯·’⋯··(149)

第一章机构设置⋯⋯⋯⋯⋯⋯⋯⋯⋯⋯⋯⋯⋯⋯⋯⋯⋯⋯’⋯‘一⋯⋯⋯⋯·(149)

第一节财政机构一⋯⋯⋯⋯⋯⋯⋯⋯⋯⋯⋯⋯．．．一⋯⋯⋯⋯⋯⋯⋯一(149)

第二节税收机构⋯⋯．．r⋯⋯⋯⋯⋯一⋯⋯⋯⋯⋯⋯⋯⋯⋯⋯⋯⋯⋯⋯(149)

第三节审计机构⋯⋯⋯⋯⋯⋯⋯⋯⋯⋯⋯⋯⋯⋯⋯⋯⋯⋯⋯⋯⋯。⋯(150)
‘

．第二章财政⋯⋯⋯⋯⋯⋯⋯⋯⋯⋯⋯⋯⋯⋯⋯⋯⋯⋯⋯⋯⋯⋯”⋯⋯⋯·(1 50)

第一节财政体制⋯⋯⋯⋯⋯⋯⋯⋯⋯⋯“．⋯⋯⋯⋯⋯⋯⋯⋯⋯⋯⋯·”(150) 、。

第二节财政管理⋯⋯“w'o a⋯⋯⋯⋯⋯⋯．．．⋯⋯⋯⋯·⋯⋯⋯⋯⋯⋯⋯·(150)

第三节财政收入⋯⋯⋯⋯⋯⋯⋯⋯⋯⋯⋯⋯⋯⋯⋯⋯⋯⋯⋯⋯⋯⋯⋯(152)

，‘第四节财政支出⋯⋯⋯．-．⋯⋯⋯⋯⋯⋯⋯⋯⋯⋯：⋯．⋯⋯⋯⋯⋯⋯．．⋯(152)

第三章税务⋯⋯⋯⋯⋯⋯⋯⋯⋯⋯⋯⋯⋯⋯．．．⋯⋯⋯⋯⋯⋯⋯⋯⋯⋯⋯。(153)，

’．第一节税制⋯⋯⋯⋯⋯⋯⋯⋯⋯⋯⋯⋯⋯⋯⋯⋯⋯⋯⋯⋯⋯⋯⋯⋯；”(153)

·’ 第二节征税范围⋯⋯⋯⋯⋯⋯⋯．．⋯⋯⋯⋯⋯⋯⋯⋯⋯⋯．．．⋯⋯⋯⋯·(1 54)
‘

‘。 第三节税收收入⋯⋯⋯⋯⋯⋯⋯⋯⋯⋯⋯⋯⋯⋯⋯⋯⋯⋯⋯⋯⋯⋯⋯(1 54)

i 第四节 国家能源重点建设基金⋯⋯⋯⋯⋯⋯⋯⋯⋯⋯-：⋯⋯⋯⋯⋯”(161)

。第四章审计⋯⋯⋯⋯⋯．．，⋯⋯．．⋯⋯⋯⋯⋯⋯⋯⋯⋯⋯一⋯一⋯⋯⋯⋯·(161)

第+=篇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一⋯⋯⋯⋯⋯．．．··(162)

第二章机构设置⋯⋯⋯⋯⋯⋯⋯⋯⋯⋯⋯⋯⋯⋯⋯⋯．．J．．⋯⋯⋯⋯⋯--．．(162)

第-厶节区委机构⋯⋯⋯⋯⋯⋯⋯⋯⋯⋯⋯⋯⋯⋯⋯··⋯山⋯⋯⋯一⋯··(162)

．第二节纪律检查委员会⋯⋯⋯V⋯·⋯一⋯⋯⋯⋯⋯“⋯“⋯⋯⋯⋯⋯”(162)

-第二章基层组织⋯⋯⋯⋯⋯⋯⋯⋯⋯⋯⋯⋯⋯⋯⋯⋯⋯1⋯⋯_⋯⋯⋯·(163)

第一节组织建设⋯．．⋯⋯⋯⋯⋯⋯⋯⋯⋯：一一⋯⋯⋯⋯⋯⋯⋯⋯。⋯·(163)
’

第二节党员发展⋯⋯⋯⋯⋯⋯⋯⋯⋯⋯⋯⋯⋯⋯⋯⋯⋯⋯⋯⋯⋯⋯⋯(167)
’

第三节党员教育⋯⋯⋯·一⋯⋯⋯⋯⋯⋯⋯⋯⋯⋯⋯⋯⋯⋯一“⋯⋯^-．(168)
，． 第三章党代表大会⋯⋯⋯⋯⋯“⋯⋯⋯⋯⋯⋯⋯⋯⋯⋯⋯⋯^j⋯一⋯⋯·(1 68)

√‘第一节中共保定市第一区第一届代表大会⋯⋯⋯⋯⋯一⋯⋯⋯⋯⋯⋯(1 68)．
’‘ 第二节 中共保定市南市区第二届代表大会⋯⋯⋯⋯⋯⋯⋯⋯⋯⋯⋯一(169) 。．

j 第三节 中共保定市南市区首届党员大会⋯⋯一⋯⋯一w⋯⋯⋯⋯⋯⋯(169)
、； 第四节中共保定市南市区第三届代表大会⋯⋯⋯⋯-¨．⋯⋯⋯⋯⋯·I,P(170)

第十三篇政权⋯⋯⋯⋯⋯⋯⋯⋯⋯⋯⋯⋯⋯⋯⋯⋯⋯⋯⋯⋯⋯⋯⋯⋯⋯⋯⋯(1 712)

4一概述⋯⋯⋯⋯⋯j⋯⋯⋯⋯⋯·-．．．⋯⋯⋯⋯⋯⋯a 01．“m⋯⋯一f．．·．．．⋯⋯⋯⋯⋯·(17z)

第一章人大⋯⋯⋯⋯⋯⋯⋯⋯⋯⋯⋯⋯⋯⋯⋯⋯⋯⋯一‘．．．⋯．．．·⋯一⋯⋯·(172)
’

第一节人民代表大会⋯⋯⋯⋯⋯．．．一⋯⋯⋯⋯⋯⋯⋯⋯⋯·：⋯⋯⋯⋯-(172)
第二节．常务委员会⋯⋯⋯⋯⋯⋯⋯⋯⋯j⋯⋯⋯⋯．一．．⋯．．．⋯1 91,0 b$⋯．．．⋯(174)

第二章行政机构⋯⋯⋯⋯⋯⋯⋯⋯-．．．⋯⋯⋯⋯⋯⋯⋯⋯⋯⋯⋯⋯⋯⋯⋯(175)

第·节机构设置⋯⋯⋯⋯⋯⋯⋯m⋯⋯⋯⋯⋯⋯⋯⋯。·。一．“⋯⋯-⋯⋯n·(175)

第二节派出机构⋯⋯⋯⋯⋯⋯⋯⋯⋯⋯⋯⋯⋯@OI,OI O⋯⋯⋯⋯⋯O·#-W⋯”(176)

第十四篇政治协商会议⋯⋯⋯⋯⋯⋯⋯⋯⋯⋯⋯⋯⋯⋯⋯⋯⋯⋯⋯．．．⋯⋯⋯(1 80) ．．

4
．

-

‘

●



：⋯“．⋯⋯⋯⋯(181)

⋯⋯⋯⋯⋯⋯·(181)

⋯⋯⋯⋯⋯⋯·(181)

⋯一⋯⋯··：⋯·(181)

············-·-····(182)

第一节机构设置⋯⋯⋯⋯⋯⋯⋯⋯⋯⋯⋯⋯⋯⋯⋯⋯⋯⋯⋯⋯⋯⋯⋯(182)

第二节基层组织⋯⋯⋯⋯⋯⋯⋯⋯⋯⋯⋯⋯⋯⋯⋯⋯⋯⋯⋯⋯⋯⋯⋯(182)

第三章妇联会⋯⋯⋯⋯⋯⋯⋯·⋯⋯⋯⋯⋯⋯⋯⋯⋯⋯⋯⋯⋯⋯⋯⋯⋯··(182)

第一节机构设置⋯⋯一i⋯⋯⋯⋯⋯⋯⋯一⋯⋯⋯⋯⋯⋯⋯⋯：⋯⋯⋯··(182)
、 第二节 基层组织⋯⋯⋯⋯⋯：⋯⋯⋯⋯⋯⋯⋯⋯⋯⋯一⋯⋯⋯⋯⋯⋯一(1831

第四章其它团体⋯⋯一⋯⋯⋯⋯⋯⋯⋯v⋯⋯⋯⋯⋯⋯⋯⋯⋯⋯⋯⋯⋯·(183)

第一节工商团体⋯⋯⋯⋯⋯⋯⋯⋯⋯⋯一⋯⋯⋯⋯⋯⋯⋯⋯⋯⋯⋯⋯·(183)

第二节计划生育协会⋯⋯：⋯⋯⋯⋯⋯一．．．⋯⋯⋯⋯⋯⋯⋯⋯⋯⋯⋯⋯”，(t83)

第十六篇政法⋯⋯⋯⋯J⋯⋯j⋯⋯⋯⋯⋯⋯-：⋯·，⋯⋯⋯⋯⋯⋯⋯⋯．otP．-⋯⋯⋯(184)

第一章公安．⋯⋯⋯⋯⋯⋯··：⋯⋯⋯⋯⋯⋯⋯⋯⋯⋯⋯⋯⋯⋯⋯⋯⋯⋯⋯(184)

第一节机构设置⋯⋯⋯⋯⋯⋯⋯⋯⋯⋯⋯⋯⋯⋯⋯⋯⋯⋯⋯⋯⋯⋯～·(184)

’第二节治安⋯⋯⋯⋯⋯⋯⋯⋯⋯⋯⋯·⋯⋯⋯⋯⋯⋯⋯⋯⋯：⋯⋯⋯⋯·(184)

第三节群众治保组织⋯⋯⋯：⋯⋯⋯_⋯⋯⋯⋯⋯⋯⋯⋯⋯⋯⋯⋯⋯．．．(185)

， 第四节户籍管理⋯⋯⋯⋯⋯⋯⋯⋯⋯⋯⋯⋯⋯⋯⋯⋯⋯⋯⋯⋯⋯⋯⋯(185)

第二章检察⋯⋯⋯⋯⋯⋯⋯⋯⋯⋯⋯⋯⋯⋯⋯⋯··：⋯⋯⋯⋯⋯⋯⋯⋯⋯(186)

第一节机构设置⋯⋯⋯⋯⋯⋯⋯⋯⋯⋯⋯⋯⋯．．⋯⋯⋯一⋯⋯⋯⋯⋯·(186)

第二节刑事检察⋯⋯⋯⋯⋯⋯⋯⋯⋯．．．⋯⋯⋯⋯⋯⋯⋯⋯⋯一⋯⋯⋯·(186)
’

’第三节经济检察⋯⋯·’一一⋯_⋯⋯·．．⋯⋯⋯⋯⋯一·⋯⋯⋯⋯．．-⋯⋯．．．(186)

‘，第四节法纪检察⋯⋯⋯⋯．．．⋯一⋯⋯·⋯⋯⋯⋯⋯⋯⋯⋯⋯-⋯⋯⋯⋯⋯(186)

第五节控告申诉⋯⋯⋯·一⋯·‘⋯⋯⋯⋯⋯⋯⋯⋯⋯．’．⋯⋯⋯⋯⋯⋯⋯··(187)

第三章法院⋯⋯⋯⋯⋯⋯⋯⋯⋯⋯⋯⋯⋯v⋯⋯⋯⋯．。⋯⋯⋯．．．⋯⋯⋯··(187)

第一节机构设置⋯⋯⋯⋯⋯⋯⋯⋯⋯⋯⋯⋯⋯⋯⋯⋯⋯⋯⋯⋯⋯：⋯··(187)

第二节刑事审判⋯⋯⋯⋯⋯⋯⋯⋯⋯⋯⋯⋯⋯j⋯⋯⋯⋯⋯⋯⋯⋯⋯··(187)7

第三节+民事审判⋯⋯⋯⋯⋯⋯⋯⋯⋯⋯⋯⋯⋯⋯⋯⋯⋯⋯⋯⋯⋯⋯⋯(187)

第四节经济审判⋯⋯⋯⋯⋯⋯⋯一⋯⋯．．．⋯⋯⋯⋯⋯⋯二⋯⋯⋯⋯．．．⋯(188)

‘第五节复查·信访⋯⋯⋯⋯⋯⋯⋯一⋯⋯⋯⋯⋯⋯⋯⋯⋯⋯⋯⋯⋯⋯，(188)

‘第四章司法行政⋯⋯一⋯⋯⋯⋯⋯⋯⋯⋯⋯⋯⋯⋯⋯⋯⋯⋯⋯⋯⋯⋯⋯·(188)
?， 第一节机构设置⋯⋯⋯⋯⋯⋯⋯⋯⋯⋯⋯⋯⋯⋯⋯⋯⋯⋯⋯¨⋯⋯⋯(188)

第二节法制宣传⋯⋯⋯⋯一⋯⋯⋯⋯⋯一⋯⋯⋯⋯⋯⋯⋯·：⋯⋯⋯⋯··(189)7

，第三节民事调解⋯⋯⋯⋯⋯⋯-⋯⋯⋯⋯⋯⋯⋯⋯⋯⋯⋯⋯⋯⋯⋯⋯(189)

第四节律师事务-公证⋯⋯⋯⋯⋯⋯⋯⋯⋯⋯一：⋯⋯⋯：⋯⋯⋯⋯⋯·’(i89)

第十七篇．军事⋯⋯⋯⋯⋯⋯⋯⋯⋯⋯⋯⋯⋯⋯⋯⋯⋯⋯⋯⋯⋯⋯⋯⋯⋯⋯⋯(191)

概述⋯⋯⋯⋯⋯⋯⋯⋯一“⋯⋯⋯⋯⋯⋯⋯⋯⋯⋯⋯⋯⋯o⋯⋯⋯⋯⋯一⋯(19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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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人民武装⋯⋯⋯_⋯⋯⋯⋯一：⋯⋯⋯～“一-+。^“⋯⋯^·!⋯⋯r(191)‘

第一节机构设置⋯⋯⋯⋯⋯⋯⋯⋯⋯⋯⋯⋯⋯⋯⋯⋯⋯⋯·．．．-：⋯⋯⋯·(191)

第二节民兵⋯⋯⋯⋯⋯⋯⋯⋯⋯⋯⋯⋯⋯⋯⋯⋯⋯⋯．．．．．⋯⋯⋯⋯⋯·(193)

·第二章兵役兵制⋯⋯⋯⋯⋯⋯⋯⋯⋯⋯⋯⋯⋯⋯⋯⋯⋯⋯⋯⋯⋯⋯⋯⋯(195)

第一节兵役制度⋯⋯⋯⋯⋯⋯⋯⋯⋯⋯⋯⋯⋯⋯⋯⋯⋯⋯⋯⋯⋯⋯⋯(195)

第二节兵员征集⋯⋯⋯⋯⋯⋯⋯⋯⋯⋯⋯⋯⋯⋯⋯⋯⋯⋯⋯⋯⋯⋯⋯(195)
、

第三节预备役⋯⋯⋯⋯⋯⋯⋯⋯⋯⋯⋯⋯⋯⋯⋯⋯⋯⋯⋯⋯⋯⋯⋯⋯(197)

第三章 人民防空⋯⋯⋯-．⋯⋯⋯⋯⋯⋯⋯⋯⋯⋯⋯⋯⋯⋯⋯一j⋯⋯⋯⋯”(197)

第一节机构设置⋯⋯⋯⋯⋯⋯⋯-·：⋯⋯⋯⋯⋯⋯⋯⋯．．．⋯⋯⋯⋯⋯⋯(197)
卜

第二节人防工程⋯⋯⋯⋯⋯⋯⋯⋯⋯⋯⋯⋯⋯⋯⋯⋯⋯⋯⋯⋯⋯．．．．．．(198)

第三节维护管理⋯⋯⋯⋯··：··：⋯⋯⋯⋯⋯⋯⋯·^⋯⋯⋯⋯⋯．．⋯⋯⋯·。(198)

第四节平战结合⋯⋯⋯⋯⋯⋯⋯⋯⋯叫⋯⋯⋯⋯⋯⋯．．．⋯⋯⋯⋯⋯⋯(199)

第四章驻军⋯⋯⋯⋯⋯⋯⋯⋯⋯⋯⋯⋯⋯⋯⋯⋯⋯。⋯一⋯⋯⋯⋯⋯⋯⋯(200)

第一节驻军旧址⋯⋯⋯⋯⋯⋯⋯⋯⋯⋯⋯⋯⋯⋯⋯⋯⋯⋯⋯⋯⋯⋯⋯(200)，
一 第二节今驻军⋯⋯⋯⋯⋯⋯⋯⋯⋯⋯⋯⋯^⋯⋯⋯⋯⋯⋯⋯⋯⋯⋯⋯(201)

．第五章战事⋯一⋯⋯⋯⋯⋯：．．．⋯⋯⋯·⋯⋯⋯⋯⋯⋯⋯⋯⋯⋯⋯⋯⋯⋯··(202)’

第一节‘古战事“⋯⋯⋯⋯⋯⋯⋯⋯⋯⋯⋯⋯”?⋯⋯⋯⋯⋯⋯⋯⋯⋯⋯(202)

：第二节近代战事’⋯⋯⋯⋯⋯⋯⋯．．．⋯．．．⋯⋯⋯⋯⋯⋯⋯’·?⋯⋯⋯⋯⋯。(z04)

第三节现代战事⋯⋯⋯⋯⋯⋯⋯⋯⋯⋯⋯⋯⋯⋯⋯⋯⋯⋯⋯⋯一⋯⋯(205)

第十八篇民政⋯⋯⋯⋯⋯⋯⋯⋯⋯⋯⋯’⋯⋯⋯”⋯⋯⋯⋯：⋯⋯⋯⋯⋯⋯⋯⋯(210)

概述⋯⋯⋯⋯⋯⋯⋯”⋯⋯⋯⋯⋯⋯⋯⋯⋯⋯⋯⋯⋯⋯⋯⋯⋯⋯⋯⋯⋯⋯·(210)

第一章优抚⋯⋯⋯⋯⋯⋯⋯⋯⋯⋯⋯一⋯⋯⋯⋯⋯⋯⋯⋯⋯⋯n⋯⋯⋯．．(210)

第一节优补⋯⋯⋯⋯．-⋯⋯⋯⋯⋯⋯⋯．．⋯⋯⋯⋯⋯⋯⋯⋯⋯⋯⋯⋯．．(2Io)
’

第二节抚恤⋯⋯．⋯⋯⋯⋯⋯⋯⋯⋯⋯⋯⋯⋯⋯⋯⋯⋯⋯⋯⋯⋯⋯⋯⋯(211)

．第三节拥军优属．．．⋯⋯⋯⋯⋯⋯⋯⋯⋯⋯⋯⋯⋯⋯⋯⋯⋯⋯⋯⋯⋯⋯(212)

， ．第二章社会救济⋯⋯⋯⋯⋯··j⋯⋯⋯⋯⋯⋯⋯⋯⋯·：⋯⋯—⋯⋯⋯⋯⋯·(21 3)7

· 。第一节一困难救济⋯⋯⋯⋯⋯⋯⋯⋯⋯⋯⋯⋯⋯⋯⋯⋯⋯⋯⋯⋯．．．⋯⋯(21 3)

，第二节抗洪救灾⋯⋯⋯⋯⋯⋯⋯⋯⋯⋯⋯⋯⋯⋯⋯．．．⋯⋯⋯⋯⋯⋯⋯(214)

第三章婚姻⋯⋯⋯⋯⋯⋯⋯⋯⋯⋯⋯⋯．．．⋯⋯⋯⋯⋯一⋯⋯⋯⋯“⋯⋯”(215)

第一节婚姻法宣传⋯⋯-⋯⋯⋯⋯⋯⋯⋯⋯⋯⋯．，．⋯⋯⋯⋯．．．⋯⋯⋯(215)

第二节婚姻登记⋯⋯⋯⋯⋯⋯⋯⋯⋯⋯⋯⋯⋯⋯⋯⋯⋯⋯⋯⋯⋯⋯⋯．(216)

第四章社会福利⋯·n·-J．wle⋯⋯⋯．．．、⋯⋯⋯⋯⋯⋯⋯⋯⋯⋯⋯⋯⋯⋯⋯⋯(216)

第一节福利事业⋯⋯⋯⋯⋯⋯⋯⋯⋯⋯⋯⋯⋯⋯⋯⋯⋯⋯⋯⋯⋯．．．⋯(216)

第二节福利企业-：⋯⋯⋯⋯⋯∥一⋯⋯⋯⋯⋯⋯⋯⋯⋯⋯⋯⋯⋯⋯⋯·(z17)

第三节残疾人安置⋯⋯⋯吖⋯⋯⋯“⋯⋯⋯⋯⋯⋯⋯⋯⋯⋯⋯⋯⋯⋯-(Z18)

、第四节殡葬管理⋯⋯⋯⋯⋯⋯⋯⋯⋯⋯⋯⋯⋯⋯⋯．．．⋯⋯⋯⋯⋯⋯⋯。(218)

第五章劳动就业⋯⋯⋯⋯⋯⋯⋯⋯⋯⋯⋯．．．⋯⋯⋯⋯⋯⋯⋯⋯⋯⋯⋯⋯(219)

第十九篇宗教⋯⋯⋯⋯⋯⋯⋯⋯⋯⋯⋯⋯⋯⋯⋯⋯⋯⋯⋯⋯⋯⋯⋯⋯⋯⋯⋯(220)

I



第一章 佛教⋯⋯⋯⋯⋯⋯⋯_“．一．．．“．√“⋯·√_⋯⋯“_⋯。-⋯⋯⋯⋯‘(zzo)

、、第二章道教⋯⋯⋯⋯⋯⋯⋯⋯⋯⋯⋯⋯⋯⋯⋯⋯⋯⋯⋯一⋯⋯⋯⋯⋯⋯(220)

，第三章伊斯兰教o⋯⋯⋯⋯⋯⋯⋯⋯⋯⋯⋯⋯⋯⋯⋯⋯⋯⋯⋯一；⋯⋯⋯(221)

第四章天主教⋯⋯⋯⋯m⋯⋯⋯⋯⋯⋯⋯⋯⋯⋯⋯⋯⋯⋯⋯⋯⋯⋯⋯⋯(221)

第五章基督教⋯⋯⋯⋯⋯⋯⋯⋯⋯⋯⋯⋯⋯一⋯⋯⋯⋯⋯⋯⋯⋯⋯⋯⋯(zz3) 、

第=十篇文化·体育⋯⋯⋯⋯⋯⋯⋯⋯“i⋯⋯_⋯⋯⋯⋯⋯⋯⋯⋯～⋯⋯⋯(225)

概述⋯⋯⋯⋯⋯⋯-．．⋯一⋯⋯⋯⋯⋯⋯⋯⋯⋯⋯⋯⋯⋯⋯⋯⋯⋯⋯⋯⋯⋯‘(225)

第一章文化⋯⋯⋯⋯⋯⋯⋯⋯⋯⋯⋯⋯⋯⋯⋯⋯⋯⋯⋯⋯⋯‘：⋯⋯⋯⋯’(225)。．

第一节文化娱乐场所“一⋯⋯⋯⋯⋯_⋯⋯⋯⋯⋯⋯一⋯⋯⋯．．．⋯⋯一(225)
“

第二节戏剧·民间艺术·曲艺⋯⋯⋯⋯⋯⋯⋯⋯⋯⋯⋯⋯⋯⋯⋯‘：⋯一(228)，
’- 第三节群众文化⋯⋯⋯⋯⋯⋯⋯⋯‘⋯⋯⋯⋯⋯⋯⋯⋯⋯⋯⋯⋯⋯⋯⋯，(230)

：一。第四节美术·书法⋯⋯⋯⋯·：⋯⋯⋯⋯⋯⋯⋯⋯⋯⋯⋯⋯⋯一⋯⋯⋯‘(231)

j·i第五节图书⋯⋯⋯⋯．，．⋯．．．⋯⋯⋯⋯⋯⋯v⋯⋯⋯⋯⋯⋯⋯⋯⋯⋯⋯⋯(232)n

-。t第六节新闻出版一⋯⋯⋯⋯⋯⋯⋯⋯⋯⋯⋯⋯⋯⋯⋯⋯⋯⋯⋯⋯⋯一(232)

第二章体育⋯⋯．．⋯⋯⋯⋯⋯⋯⋯⋯⋯·⋯⋯⋯·‘⋯⋯⋯⋯一⋯⋯⋯⋯⋯一(234)

第一节体育设施⋯⋯一⋯⋯⋯⋯⋯⋯⋯⋯⋯⋯⋯⋯⋯⋯⋯⋯．．．⋯⋯⋯(234)

。第二节传统体育⋯⋯⋯⋯⋯⋯⋯⋯⋯⋯⋯⋯⋯⋯⋯⋯⋯⋯。⋯⋯⋯⋯‘(234) ．

第三节学校体育⋯⋯⋯⋯⋯⋯⋯⋯⋯⋯⋯⋯⋯⋯⋯．．_h⋯⋯⋯⋯⋯“(2s6)

第四节群众体育⋯⋯⋯⋯⋯⋯⋯⋯⋯⋯⋯⋯⋯⋯⋯“⋯一⋯⋯⋯⋯⋯“(237)

第二十一篇教育⋯9 A-gt·⋯⋯⋯⋯⋯⋯⋯⋯⋯⋯⋯一⋯⋯⋯⋯⋯^“⋯⋯⋯⋯‘(239)，

概述7⋯⋯⋯⋯⋯⋯一⋯⋯⋯⋯··：⋯⋯⋯⋯⋯⋯⋯⋯⋯⋯⋯’⋯～：⋯⋯‘．，⋯⋯(239)

第一章儒学⋯⋯⋯⋯⋯⋯⋯⋯⋯⋯⋯⋯⋯⋯⋯⋯⋯⋯⋯⋯⋯⋯⋯⋯。_一(240)

’，第一节官学⋯⋯⋯⋯⋯⋯⋯⋯⋯⋯⋯⋯⋯⋯：⋯⋯_⋯⋯⋯⋯⋯⋯⋯⋯(240)

第二节私塾．⋯⋯⋯⋯⋯⋯⋯．．．⋯⋯⋯⋯⋯⋯⋯⋯⋯⋯⋯⋯⋯i⋯⋯⋯一’’(241)

第三节书院⋯⋯一⋯⋯⋯⋯⋯⋯⋯⋯⋯⋯⋯．．-⋯⋯⋯⋯⋯⋯⋯⋯⋯⋯(241)

第二章幼儿教育⋯⋯⋯⋯⋯⋯⋯⋯⋯⋯⋯⋯⋯⋯⋯⋯⋯⋯．I．⋯⋯⋯⋯．．．．(242)

’。第一节幼教事业⋯⋯⋯⋯⋯⋯⋯⋯⋯⋯⋯⋯⋯⋯⋯‘。⋯⋯⋯⋯⋯⋯⋯(242)’

．第二节幼教方针⋯⋯⋯⋯⋯⋯⋯⋯⋯⋯⋯⋯⋯⋯．．．⋯⋯⋯⋯‘二⋯⋯⋯‘(243)

’第三节教学om⋯⋯⋯⋯⋯⋯⋯⋯⋯⋯⋯⋯⋯⋯⋯⋯⋯⋯·。⋯⋯⋯⋯⋯(245)

，．第四节．幼儿园⋯⋯⋯．．．．．．⋯⋯⋯⋯⋯⋯⋯⋯⋯⋯⋯⋯⋯⋯⋯⋯⋯⋯⋯(247)

一．第三章一初等教育⋯1⋯⋯⋯⋯⋯⋯⋯⋯⋯⋯⋯⋯⋯⋯⋯⋯⋯⋯⋯⋯⋯⋯⋯(248)

第一节。学校建置··：⋯⋯⋯⋯⋯⋯⋯⋯⋯⋯⋯⋯⋯⋯⋯⋯⋯．．‘’⋯’⋯。一二(248)，

r．第二节教育方针·学制⋯⋯⋯⋯⋯⋯·j⋯⋯⋯⋯⋯⋯⋯⋯⋯⋯⋯⋯⋯，．(249)

第三节教师⋯⋯⋯⋯⋯⋯⋯⋯⋯⋯⋯⋯⋯⋯⋯⋯⋯⋯⋯一⋯．．⋯⋯⋯’(251)

第四节教学⋯⋯⋯⋯⋯⋯⋯⋯⋯··：⋯⋯⋯⋯⋯⋯⋯⋯⋯．．-⋯⋯⋯⋯⋯(252)

， 第五节教育经费·设施⋯⋯⋯⋯⋯⋯⋯⋯⋯⋯⋯⋯⋯⋯⋯⋯⋯⋯⋯⋯(259)

‘，第六节勤工俭学⋯⋯⋯⋯⋯⋯⋯⋯⋯⋯⋯⋯⋯⋯⋯⋯⋯⋯⋯⋯⋯⋯⋯(260)’

’第七节教育行政⋯·⋯··OOI-DI O⋯⋯⋯⋯⋯⋯⋯⋯⋯⋯⋯⋯．．⋯⋯⋯⋯⋯‘(261)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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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学校⋯⋯⋯⋯⋯⋯⋯⋯⋯⋯⋯⋯⋯⋯⋯⋯h．．h一⋯⋯⋯⋯一．．．’(261)

四章 中等教育⋯⋯⋯⋯⋯⋯⋯⋯⋯-⋯⋯⋯⋯⋯⋯⋯⋯一⋯⋯⋯⋯⋯一(262)

第一节．中等普通教育⋯⋯⋯：⋯⋯⋯⋯⋯⋯⋯一⋯⋯⋯⋯⋯⋯⋯⋯⋯t-(262)

第二节中等专业教育⋯⋯一⋯⋯⋯⋯⋯⋯⋯⋯⋯⋯⋯⋯。⋯⋯⋯⋯⋯·(264)

第三节学校⋯⋯⋯⋯⋯一⋯⋯⋯⋯。⋯⋯⋯⋯⋯⋯⋯⋯⋯⋯⋯⋯⋯⋯⋯(264)

五章高等教育⋯⋯⋯⋯⋯⋯⋯⋯⋯⋯⋯．．．⋯⋯⋯⋯⋯⋯⋯⋯．⋯一i⋯⋯(267>

第一节教育沿革⋯⋯⋯⋯⋯⋯⋯⋯⋯⋯⋯⋯⋯⋯⋯⋯⋯⋯⋯⋯⋯⋯⋯(z67)

第二节学校⋯⋯⋯⋯⋯⋯⋯⋯⋯⋯⋯·-：⋯⋯⋯⋯．⋯⋯··：⋯⋯⋯一⋯j：·(268)’

六章成人教育⋯⋯⋯⋯⋯⋯⋯”⋯⋯⋯⋯⋯⋯⋯⋯⋯⋯⋯⋯⋯⋯⋯⋯·(272)

第一节社会教育⋯⋯⋯⋯⋯⋯⋯⋯⋯⋯⋯⋯⋯⋯⋯⋯．．-⋯⋯⋯⋯⋯⋯(272)

第二节职工教育⋯⋯⋯⋯⋯⋯⋯⋯⋯⋯⋯⋯⋯⋯⋯⋯⋯⋯⋯⋯⋯⋯⋯(z74)

第三节成人学校·⋯⋯⋯⋯⋯⋯⋯⋯⋯⋯⋯⋯⋯⋯⋯⋯．．．⋯⋯·”⋯⋯”(274)

=篇卫生⋯⋯⋯⋯⋯⋯⋯⋯⋯⋯⋯⋯⋯⋯⋯．．．⋯⋯⋯⋯⋯⋯⋯⋯⋯⋯(276)·

述⋯⋯⋯”⋯⋯·⋯⋯⋯：⋯⋯⋯⋯⋯⋯⋯⋯⋯⋯⋯⋯⋯⋯⋯⋯⋯⋯⋯⋯·-(zz6)

一章医疗机构⋯⋯·：一⋯⋯⋯一．⋯⋯⋯⋯⋯⋯⋯⋯⋯⋯⋯⋯”⋯⋯⋯⋯·(276)

第一节行政机构⋯⋯⋯⋯⋯⋯⋯⋯⋯⋯⋯⋯⋯⋯⋯⋯⋯⋯．．．⋯⋯⋯⋯。(276)

第二节驻区医疗机构⋯⋯⋯⋯⋯⋯⋯⋯⋯⋯⋯⋯⋯⋯⋯⋯⋯⋯⋯⋯⋯(zTT)

第三节 区属医疗机构，⋯⋯·：⋯⋯⋯⋯⋯⋯⋯⋯⋯⋯．．．⋯⋯⋯⋯⋯⋯·。(279)

第四节医疗队伍⋯⋯⋯⋯⋯⋯一⋯⋯⋯⋯⋯⋯⋯⋯⋯⋯⋯⋯⋯⋯⋯⋯7(279)

二章医疗^．⋯⋯⋯⋯⋯⋯⋯⋯⋯⋯⋯⋯⋯⋯⋯⋯⋯⋯⋯⋯一⋯⋯⋯一(280)

第一节医疗设施⋯⋯⋯⋯⋯⋯⋯⋯⋯⋯⋯⋯⋯⋯⋯⋯⋯⋯⋯⋯⋯⋯⋯(280)

第二节医疗技术⋯⋯⋯⋯⋯⋯⋯⋯⋯⋯⋯⋯⋯⋯‘⋯⋯⋯⋯⋯⋯⋯⋯⋯(281)、

第三节 中医-¨⋯⋯⋯⋯⋯⋯⋯⋯⋯⋯⋯⋯⋯⋯一⋯⋯⋯⋯⋯⋯⋯⋯⋯··(283)

三章管理制度⋯⋯⋯⋯⋯⋯⋯⋯⋯⋯⋯⋯⋯⋯⋯⋯⋯⋯⋯⋯⋯⋯⋯⋯<283)

第一节医院工作制度⋯⋯⋯⋯⋯⋯⋯⋯⋯⋯⋯⋯⋯⋯⋯⋯⋯⋯⋯⋯⋯(283)

第二节公费医疗制度⋯⋯⋯⋯⋯⋯⋯⋯⋯⋯⋯⋯⋯⋯⋯⋯⋯⋯⋯⋯··(284)

第三节互助医疗⋯⋯⋯⋯⋯⋯⋯⋯⋯⋯⋯⋯⋯⋯⋯⋯⋯⋯⋯⋯⋯⋯⋯(284)

四章卫生防疫⋯⋯⋯⋯⋯⋯⋯⋯⋯⋯⋯⋯⋯⋯⋯⋯⋯⋯．¨⋯⋯⋯-⋯··(285)

第一节防疫灭病⋯⋯⋯⋯⋯⋯⋯⋯⋯⋯⋯⋯⋯⋯⋯⋯⋯⋯⋯⋯⋯⋯⋯(285)

第二节‘妇幼保健⋯⋯⋯⋯⋯⋯⋯⋯⋯⋯⋯⋯⋯⋯⋯⋯⋯⋯⋯。⋯⋯⋯(286)

第三节爱国卫生⋯一⋯⋯⋯⋯⋯⋯⋯⋯⋯⋯⋯⋯⋯⋯⋯．．．⋯⋯⋯⋯⋯(287)

三篇科技⋯⋯⋯⋯⋯⋯⋯⋯⋯⋯⋯⋯⋯⋯⋯⋯⋯⋯⋯⋯⋯⋯⋯⋯··：⋯(289)

述⋯⋯⋯⋯⋯⋯⋯⋯⋯⋯⋯⋯⋯⋯⋯⋯⋯⋯⋯⋯⋯⋯⋯⋯⋯⋯⋯⋯⋯⋯·(289)

一章科技机构及管理⋯⋯⋯⋯⋯⋯⋯⋯⋯⋯⋯⋯⋯⋯⋯⋯⋯⋯⋯⋯⋯(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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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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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工业技术革新⋯⋯⋯⋯¨一⋯⋯⋯．⋯⋯⋯-．．⋯⋯⋯j⋯⋯．．．⋯(29。)
．第二节发明创造⋯⋯⋯⋯⋯⋯⋯⋯⋯⋯⋯⋯⋯⋯⋯⋯⋯⋯⋯⋯⋯⋯_

第二十四篇文物⋯⋯⋯⋯⋯⋯⋯⋯⋯⋯⋯⋯⋯⋯⋯⋯⋯⋯⋯⋯⋯⋯⋯⋯⋯⋯

概述⋯⋯⋯⋯⋯⋯⋯⋯⋯⋯一⋯⋯⋯⋯⋯⋯⋯⋯⋯⋯⋯⋯⋯⋯⋯⋯⋯⋯⋯’

第一章文物管理⋯⋯⋯⋯一∥⋯⋯⋯⋯⋯⋯⋯⋯⋯⋯⋯⋯⋯⋯⋯⋯⋯⋯·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文物保护⋯⋯⋯⋯⋯⋯⋯⋯⋯⋯⋯⋯⋯⋯⋯⋯⋯⋯⋯⋯⋯⋯⋯

第三节文物普查⋯⋯⋯⋯⋯⋯⋯⋯．：-⋯⋯⋯⋯⋯⋯⋯⋯⋯⋯⋯⋯⋯⋯

第二章文物古迹⋯⋯⋯⋯⋯⋯⋯⋯⋯⋯⋯⋯⋯⋯⋯⋯⋯⋯⋯一、⋯⋯⋯⋯·

，． 第一节古建筑⋯⋯⋯⋯⋯⋯⋯⋯．．。⋯““⋯⋯⋯⋯⋯⋯⋯⋯⋯⋯⋯⋯·

第二节古莲花池⋯⋯⋯⋯⋯⋯⋯⋯⋯⋯⋯⋯⋯⋯⋯⋯⋯⋯⋯⋯．．．一⋯

第三节遗址·纪念地⋯⋯⋯⋯⋯⋯⋯⋯⋯“⋯一⋯⋯1：一一⋯⋯⋯⋯j··

第四节古文物⋯⋯⋯⋯⋯⋯⋯⋯⋯⋯⋯⋯⋯⋯⋯⋯⋯⋯⋯⋯⋯⋯⋯⋯

第五节古碑刻-⋯⋯⋯⋯⋯⋯⋯⋯⋯⋯⋯⋯⋯⋯⋯⋯⋯⋯⋯⋯⋯⋯⋯I

第二十五篇人民生活⋯⋯⋯⋯⋯⋯⋯⋯⋯⋯⋯⋯⋯⋯··＼⋯⋯．．-⋯⋯⋯⋯⋯⋯

概述⋯⋯⋯⋯⋯⋯⋯⋯⋯⋯⋯⋯⋯⋯⋯⋯⋯⋯⋯⋯⋯⋯⋯⋯‘⋯⋯⋯⋯⋯⋯

第一章收入·储蓄⋯⋯⋯⋯⋯⋯⋯⋯⋯⋯⋯⋯⋯⋯⋯⋯⋯⋯⋯⋯⋯⋯⋯
‘1

第一节收入一⋯⋯⋯⋯⋯⋯⋯⋯⋯⋯⋯⋯⋯⋯⋯⋯-⋯⋯⋯⋯⋯⋯⋯·

、 第二节储蓄⋯⋯⋯⋯⋯⋯⋯⋯⋯⋯⋯⋯⋯⋯⋯⋯⋯⋯⋯⋯⋯⋯⋯⋯_

第二章吃穿住用。⋯⋯⋯⋯⋯⋯⋯⋯⋯⋯⋯⋯⋯⋯⋯⋯⋯⋯⋯⋯⋯⋯⋯⋯

第一节饮食⋯⋯⋯⋯⋯⋯⋯⋯⋯⋯⋯⋯⋯⋯⋯⋯⋯⋯⋯⋯·’⋯⋯⋯⋯．．

第二节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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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区系保定市辖区，位于保定市东南部，保定古城南半部处在区域西北部．域内
。

地表较为平坦，自西北向东南呈平滑倾斜状．府河自西向东穿经南部，护城河沿西南东

‘呈环抱之势。四季分明，、气候适宜．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域总面积10．58平方公里．

总人口125700人．有11个民族，汉族占总人口的95呖以上，其它民族以回．蒙、满族为

多．‘ ^

保定历史悠久，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1955年春，在南市区南部发现殷商遗

址．本地早在距今前3600——前3000年就有人定居。据明弘治《保定郡志》记载：相传

战国时期(公元前295——前279年)，燕昭王在今旧城东筑广养城(俗称空城)．又

据《太平寰宇记》记载：西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筑柏陵城(一称柏畅城)．、’今

。一经考证j上述两古城址均建在旧城东侧府河北岸。北魏太和元年(公元447年)置清苑·、

， 县j始置城邑．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改乐乡县，到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

筑城关，浚外濠．葺营舍，城始具都市规模．贞辛占元年(公元121 3年)，蒙古军侵入，毁

城．蒙古太祖二十二年(公元1227年)，张柔重修城池，建衙署，修庙祠，定居民，遂

成燕南一大都会．清，民国年间为直隶首府，城日渐繁盛．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不久，

： 保定沦为日伪统治区，都会盛况日渐衰弱。日本战败，国民党统治时期更是每况愈下，
／

渐为涂僚． ·．

’

。

保定自古当京畿重镇，南市区自古就是保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代驻省、1

、道，府、县衙门众多。，明大宁都司、r保定府署，清苑县署和县狱．清参将署，直隶总督

署．西察院，清河道署、巡道司狱署，府通判署、河盐捕局，禁烟督察处，民国年间川

粤湘赣经略使署，直鲁豫巡阅使署，日伪占领时期河北省政府，保定道公署，省会警察

局．日本战败后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保定督察专员公署，解放后冀中行署，河北省政

府、中共保定市委等等，均曾驻在域内。工业较为集中，清苑第一工厂．福和新面粉

厂．乾义面粉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发电厂等保定主要工厂均驻域内．商业尤为发达，多．

集中在西大街．马号、督署大街(今裕华西路东段)、南关等地，马号一带为中心商业

区．文化教育事业有元初建的万卷藏书楼和清苑县县学，清雍正年间建的莲池书院，有

陆军速成学堂．测绘学堂，保定军校．女子师范学堂、志存中学，保定女中，同仁中
t’ 、学．盲哑学堂及省会警察局两级小学等10余所小学。古莲花池，大慈阁，钟楼，直隶总

督署(门前立有旗杆，今拆)．慈禧行宫，李鸿章祠，光园。刘守庙，天水桥和人民公 ．

园等40余处古建筑和游览地均在区内。 ．

历史上，保定虽长以繁盛著称，但为封建官僚，贵族所统治，少数统治阶级及富豪劣

绅．整日花天酒地，荒淫无度，吃则海味山珍，穿则绫罗绸缎，住则高屋厦堂；众多百

姓，整日讨唰乞食，免枣挨日，吃则苦糠野菜，穿则破衣烂衫7，住则土窝地窖。到解放



前夕，国民党长期的腐朽统治，城市破烂不堪，工商业凋零，昔日繁华井市呈破旧衰

落，贫苦大众愈贫不得衣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一

1948年11月22日，保定解放，人民翻身做主人，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经过数十年的奋斗，各项事业繁荣昌盛，人民生活蒸蒸目上．

城市建设和交通邮电事业不断完善。解放初，百废待举，人民政府在恢复、完善旧

城建设的基础上，大力开发建设新城区。现在，城市建设布局除在各主干道两侧和市郊交

汇新建区兴建现代化楼群建筑外，旧城居民地大多仍为平房建筑。建成东北部医疗卫生

区，东南部工业区，北部以裕华路为中心的商业区。南部沿京广铁路支线物资仓储区等

4个功能区。城市街巷布局以旧城为依托，呈棋盘网格状，有数十条主干道，街巷胡同

交错其间。裕华路——红星路、环城南路——联盟路、三丰路横穿区境，环城东路——

工农路，南大街_一南关犬街——支农路纵贯区境。12条公共汽车路线在区内主要街道

穿织运行，区内设站51个，行车路线总长41．5公里。京广铁路支线横穿南部，．东，，南端

建有东货场和南货场，其间分岔10余条专用线通往各仓库及厂矿专用货场；区内建有裕

华西路，裕华东路，南大街邮电支局和红星路邮电所，裕华西路邮电支局是保定市最大

的邮电支局，电讯业务昼夜营业。 一

经济建设迅猛发展。五十年代，人民政府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并

-在恢复发展原有工厂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新建工商企业。1956年，区内地方国营工厂已

发展至1127家，私营手工业厂家400余户，以生产合作社为主的区街企业也较快发展。全

区工业产值比1949年增加16倍，职工人数翻了三番以上。商业以旧城为主，在马号、东

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和南关码头相继新建、改建了几座较具规模的商场和农贸菜市

场，在主要街道两侧设众多的零散商业店铺，初步形成以马号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商业布

局。八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项经济事业蓬勃发展。1986年，区内

有工业厂家近200家．其中区街工业75家，年工业总产值1471．3万元，利润1 54．15万元。

形成以机械，电子，化工，轻工、建材、食品等为主的工业体系。以国营，集体为主，

个体经营为补的商业、饮食服务业极为密集，已建成东西以裕华路为中心，南北以南大

街、永华中路为中心，东至环城东路，西至环城西路，南至环城南路，北至东、西大街的

商业区，在保定市占举足轻重的地位。临街店铺鳞次栉比，商业经营品种五光十色、

琳琅满目．尤其堪称保定商业一条街的裕华路，保定商场、保定商业大厦、裕西商场、

裕东百货大楼、、工艺美术服务部以及马家老鸡铺、望湖春饭庄、白运章包子铺等均在

此处，使这条繁华大街终日人流熙熙攘攘，城乡顾客络绎不绝。区内共驻有大，中型综

合商场10余家，商业、饮食、服务业千家以上(经点状调查)，个体经营者1200余户。

仅南市区所属商业年营业额达2351．9万元，税前利润90．55万元。此外还有以粮、油、

肉、蛋、水产．蔬菜为主的南关集贸市场，为保定市最大的农副产品集贸市场；经营

品种达数百种。另有红星东路、东关大街，’唐家胡同等较大的集贸市场。占保定市商业

地域面积和商业密集度之首的南市区商业网络，为保定的日益繁荣昌盛，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r．

文化教育事业全面普及。解放初。区内仅有高等学校1所，中等学校3所，初等学

校12所，总在校生7127人．教学设施简陋，教学水平较低。1986年，区内有河北农业六



学，河北林学院等2所高等院校，河北省气象学校、保定地区劳动技工学校2所中专．

中技学校，市第一．二．十七中学等6所普通中学，l 9所小学和18所幼儿园．总在校

(园)生28142人．此外，还有各类成人学校如夜大学，函(刊)授大学、老人大学及

职工学校，夜校、业余职业学校等．形成普及教育j专业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培训全：

方位的教育体系．教学趋于现代化，科学化，电化教学也逐步推广．文化娱乐场所遍

布，有10余所影剧院及数所舞厅和3处游览地，保定市图书馆驻在区内．各类文艺剧目

如戏剧j歌舞、曲艺，杂技、演n昌会等经常上演，电影更是常年放映．群众性的文化娱

乐活动广泛开展，主要形式有诗歌演唱会、联欢会及群众音乐比赛等．古莲花池经常举

办书法、绘画、摄影、写作等展览．÷_· ，

。一，．
。。，

．医疗卫生事业尤为发达。1949年。区内除河北省立医院外，另有lo余家私人诊所和’

药铺(设座应诊)，医护人员仅数十人，人民缺医少药．1986年，区内有河北省职工医学

院附属医院等省．地，．市。区级卫生医疗机构32个。，有医疗技术人员3000余人，．是1 949

年的73．5倍．医疗设施和医疗技术大大发展，可做开颅、开胸，断肢再植等大型高难度

手术及诊治疑难病症． ， ，，

’

：

体育事业不断推广．区内建有市人民体育场(馆)，游泳池，水(旱)滑冰场等体．

育场所．开办有我国第一所体育幼儿园．。大，中，小学校均设置体育课程，按。国家体

育标准”严格授课．中学达标率达70．1％，小学达标率达83％÷各类学校每年春、，秋醺

季均召开体育运动会，以推动学校体育运动的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形式多样，．开展．

广泛．各种气功，武术、中老年迪斯科辅导站相继建立．。 ．。，

人民生恬水平大幅度提高。?职工收入大大提高，人均年收入由解放初的250余元增

加N892元．市民人均住房面积由解放初的2．64平方米提高N5．29平方米，宅居设施大大

改观．人民生活消费由解放初的低消费进入中消费，少部分人已进入高消费水平．粮食一

以白面．大米为主，副食多有肉，蛋，鸡，鱼等；衣着面料考究；花色繁多，款式折

颖，四季服饰一应俱全；家具全备，一般家庭已拥有电视，冰箱，洗衣机，录音机．电

风扇等高档电器． 一 ：，’ ．，?、 、t j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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