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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I：丹江口市志》工作．在中共丹江口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经省、

地有关领导和专家的悉心指导，丹江口市广大修志工作者齐心协力，历时十载，志成功

就。这是丹江口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硕果。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史上古均州曾多次修志，觋保存有清康熙年

闻纂修的‘均州志》、光绪年间纂修的《续辑均州志》，以及《大岳太和山志》、《大壤太和

山纪略》、《续修太和山全志》等，为我们了解丹江口市的历史提供了大量资料。自光绪

十年(1884年)以后已有百年失修．百年来．丹江口市同全国一样，经历了旧民主主义

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时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盛世修志，

自古而然．新编．：丹江口市志》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丰富的历史

资料，科学地记述了1884年至1985年丹江口市自然、社会、经济、政治诸方面的历史

与现状，是一部反映丹江口市百年来市情的科学巨著，它将为丹江口市施政决策、经济

建设提供可靠资料．发挥重大作用。

我在丹江口市工作八年之久．八年来，与全市干部群众朝夕相处，肝胆相照，建立

了深厚的情谊。丹江口市是个好地方．地灵人杰，资源丰富I干部群众勤劳勇敢，富有

开拓精神、艰苦创业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给我留下美好印象。在新编《丹江口市

志》出版之际，借此机会，祝愿丹江口市人民以史为鉴，以志为鉴，同心同德．振奋精

神，展翅腾飞，加快经济发展，使丹江口市成为镶嵌在鄂西北广袤大地上一颗灿烂的明

珠。

丹江口市的明天一定更加光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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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丹江El市志》洋洋百万言，实乃一项浩瀚的精神文明建设工程。她的问世，是我

市的一大喜事，值得庆贺。

丹江口市古称武当县、均州，历来为“荆囊襟带，雍、豫咽喉”，素有“鄂西北门户”之称。

自秦置武当县．迄今已有两干多年历史。境内有高耸入云、风景幽奇、集古建之精华的道教

圣地武当山；有气势恢弘、碧波荡漾、一望无垠的丹江水库。

丹江大地，湖光潋滟，山川相映，特色灿然。两千多年来，朴实的丹江口市人民在这块

土地上辛勤劳作，繁衍生息。自古以来，名人荟萃：李时珍踏遍武当采《本草》标本。陈}专、

苏辙、徐霞客、徐学谟、李东阳、魏良辅等历史名人学士来此赋诗撰文，为古武当、均州文化

增光添彩。古均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

自成、张献忠曾率军在此浴血奋战，震撼封建王朝；革命战争年代，宋良由建立的共产党支

部，传播马列主义．点燃革命火种，反动政权为之震惊；中共党员纪大纲，揭竿而起，建立工

农武装，拉开了均县现代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贺龙、邓仲夏、柳壹苟率领红三军创建武当

山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中原突围部队进入武当山区，中共

均县党组织紧密配合，群众踊跃参军参战，丹江口市人民为全国解放贡献了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丹江口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承和发扬光荣革命传

统，用勤劳的双手，在汉水之畔，武当山麓，艰苦创业，使丹江口市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丹江口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以工

业为主体，发展农特产品，开发旅游资源，已成为一座新兴工业旅游城市，她象一颗璀璨的

明珠，镶嵌在汉江之滨。

新修《丹江口市志》所记史实，正本清源，去伪存真．不饰非，不溢美，实事求是地揭示

了丹江口市102年之兴衰得失。“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市志对于我们

认识市情，探索规律，正确决策，振兴丹江，搞好改革开放，无疑将会产生巨大影响。市志是

一部受益当代，惠及子孙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全市各行各业搞好本职工作的科学依据。

修志十载，励精图治，历尽艰辛，数易其稿．终结硕果。在此，我谨代表中共丹江口市

委、市人民政府，向为《丹江口市志》的编纂和出版付出了心血的领导、专家和编纂人员致

以崇高的敬意!

豫二f二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灞叠■



凡 例

· 一、新编‘丹江口市志'由总述、大事记和专志各卷组成。总述总摄全书I大事记

纵贯古今I专志综述历史．分陈现状． ．o．‘

二、本志上限1884年，下限1985年．有些事物适当上溯下延。

三、本志按“纪纲志类一分卷，不受机构隶属局限．
、

四、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地的经济、政

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 ’

五、文体。总述、经济综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t大事记．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

结合，其余均用记叙文体．

六、历史纪年采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夹注旧纪年．本志所称。建国

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

七、建置名称按历史实际称谓。 ．．

八、度量衡单位按历史实际． ：．

九、各项数据原则按统计口径，统计口缺的‘，采用有关单位数据．

十、‘人物生不立传，正面为主，本籍为主，生年为序，外籍及反面人物排于最后．

十一、数字书写t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t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仃

名称和表达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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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特产⋯⋯⋯⋯⋯⋯⋯⋯⋯(165)

卷六林业

一晚清民国时期的林业

·······⋯···⋯⋯···⋯⋯⋯··(171)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的林业⋯⋯⋯⋯⋯⋯⋯(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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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源⋯⋯⋯⋯⋯⋯⋯⋯⋯

1 面积、蓄积⋯⋯⋯⋯⋯⋯⋯

2林木种类⋯⋯⋯⋯⋯⋯⋯

(---)山林权属⋯⋯⋯⋯⋯⋯⋯⋯

1 集体山林⋯⋯⋯⋯⋯⋯⋯

2国有山林⋯⋯⋯⋯⋯⋯⋯

(三)森林营造⋯⋯⋯⋯⋯⋯⋯⋯

1 种子采集与引进⋯⋯⋯⋯

2育 苗⋯⋯⋯⋯⋯⋯⋯⋯

3造林⋯⋯⋯⋯⋯⋯⋯⋯

(四)森林保护⋯⋯⋯⋯⋯⋯⋯⋯

(1 73)

(1 73)

(173)

(I 7-7)

(1 77)

(1 7 7r)

(177)

(】77)

(178)

(179)

(182)

l 封山育林⋯⋯⋯⋯⋯⋯⋯

2 防 火⋯⋯⋯⋯⋯⋯⋯⋯

3病虫害防治⋯⋯⋯⋯⋯⋯

(五)森林采伐与利用⋯⋯⋯⋯⋯

1 采伐⋯⋯⋯⋯⋯⋯⋯⋯

2利 用⋯⋯⋯⋯⋯⋯⋯⋯

(六)林场⋯⋯⋯⋯⋯⋯⋯⋯⋯

l 国营林场⋯⋯⋯⋯⋯⋯⋯

2 国合林场⋯⋯⋯⋯⋯⋯⋯

3集体林场⋯⋯⋯⋯⋯⋯⋯

附：珍贵树种、稀有古树⋯⋯⋯

卷七水利

晚清民国时期的水利⋯⋯⋯⋯(191)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的水利⋯⋯⋯⋯⋯⋯⋯

(一)水利建设⋯⋯⋯⋯⋯⋯⋯⋯

l 蓄水工程⋯⋯⋯⋯⋯⋯⋯

2 引水工程⋯⋯⋯⋯⋯⋯⋯

3提水工程⋯⋯⋯⋯⋯⋯⋯

4堤防工程⋯⋯⋯⋯⋯⋯⋯

(192)

(193)

(193)

(198)

(200)

(201)

(二)管理⋯⋯⋯⋯⋯⋯⋯⋯⋯

1管理体制⋯⋯⋯⋯⋯⋯⋯

2 管 护⋯⋯⋯⋯⋯⋯⋯⋯

3水费征收⋯⋯⋯⋯⋯⋯⋯

(三)水土保持⋯⋯⋯⋯⋯⋯⋯⋯

l 状 况⋯D o Ogo⋯⋯⋯⋯⋯

2 治 理⋯⋯⋯⋯⋯⋯⋯⋯

(四)抗旱防汛⋯⋯⋯⋯‰⋯⋯⋯

卷八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

工程运筹与准备⋯⋯⋯⋯⋯⋯

(一)运筹⋯⋯⋯⋯m⋯⋯⋯⋯

(--)勘探⋯⋯⋯⋯⋯⋯⋯⋯⋯

(三)设计⋯⋯⋯⋯⋯⋯⋯⋯⋯

l 枢纽任务⋯⋯⋯⋯⋯⋯⋯

2枢纽规模⋯⋯⋯⋯⋯⋯⋯

3枢纽布置⋯⋯⋯⋯⋯⋯⋯

施工过程⋯⋯⋯⋯⋯⋯⋯⋯⋯

(一)土法上马施工阶段⋯⋯⋯⋯

(二)土”洋”并举施工阶段⋯⋯⋯

(三)小施工大准备阶段⋯⋯⋯⋯

(205)

(205)

(206)

(206)

(206)

(207)

(207)

(208)

(208)

(209)

(209)

(四)机械化施工至完建阶段⋯⋯

三枢纽工程效益⋯⋯⋯⋯⋯⋯⋯

(一)防

(--)发

(三)灌

(四)航

(五)养

四水利枢纽管理⋯⋯⋯⋯⋯⋯⋯

(一)机

(二)管

(182)

(182)

(183)

(183)

(183)

(185)

(185)

(185)

(186)

(187)

(187)

(201)

(201)

(202)

(202)

(202)

(202)

(203)

(203)

(2lO)

(211)

(2l I)

(2l 3)

(2I 3)

(2l 4)

(2I 4)

(215)

(215)

(2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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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 5

卷九工业

晚清民国时期的工业⋯⋯⋯⋯(217)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的工业⋯⋯⋯⋯⋯⋯⋯

(一)经营体制⋯⋯⋯⋯⋯⋯⋯⋯

1私营手工业⋯⋯⋯⋯⋯⋯

2国营工业⋯⋯⋯⋯⋯⋯⋯

3集体工业⋯⋯⋯⋯⋯⋯⋯

：’ 乡镇工业⋯⋯⋯⋯⋯⋯⋯
’ 街道工业⋯⋯⋯⋯⋯⋯⋯

(二)工业门类⋯⋯⋯⋯⋯⋯⋯⋯

1建材⋯⋯⋯⋯⋯⋯⋯⋯

2化 工⋯⋯⋯⋯⋯⋯⋯⋯

晚清民国时期的交通邮电⋯⋯

(一)交通⋯⋯⋯⋯⋯⋯⋯⋯⋯

1 陆 路⋯⋯⋯⋯⋯⋯⋯⋯

2水路⋯⋯⋯⋯⋯⋯⋯⋯

3运输⋯⋯⋯⋯⋯⋯⋯⋯

(二)邮电⋯⋯⋯⋯⋯⋯⋯⋯⋯

1 邮路⋯⋯⋯⋯⋯⋯⋯⋯

2 业 务⋯⋯⋯⋯⋯⋯⋯⋯

3 电报⋯⋯⋯⋯⋯⋯⋯⋯

4 电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218)

(220)

(220)

(221)

(221)

(222)

(222)

(223)

(223)

(224)

3机械⋯⋯⋯⋯⋯⋯⋯⋯(225)

4机 电⋯⋯⋯⋯⋯⋯⋯⋯(226)

5矿冶⋯⋯⋯⋯⋯⋯⋯⋯(227)

6 电力⋯⋯⋯⋯⋯⋯⋯⋯(227)

7纺织⋯⋯⋯⋯⋯⋯⋯⋯(233)

8造纸印刷⋯⋯⋯⋯⋯⋯⋯(234)

9食 品⋯⋯⋯⋯⋯⋯⋯⋯(235)

10服装制革⋯⋯⋯⋯⋯⋯⋯(236)

11工艺品、木器加工⋯⋯⋯(236)

12钟表刻字⋯⋯⋯⋯⋯⋯⋯(237)

(三)在丹中央、省、地属工厂⋯⋯(240)

(四)名产选介⋯⋯⋯⋯⋯⋯⋯⋯(244)

卷十交通邮电

(248)

(248)

(248)

(253)

(254)

(254)

(254)

255

255

255

的交通邮电⋯⋯⋯⋯⋯⋯⋯⋯

(一)交通⋯⋯⋯⋯⋯⋯⋯⋯⋯

l 公路⋯⋯⋯⋯⋯⋯⋯⋯

2铁路⋯⋯⋯⋯⋯⋯⋯⋯

3水路⋯⋯⋯⋯⋯⋯⋯⋯

4运输⋯⋯⋯⋯⋯⋯⋯⋯

5 交通管理⋯⋯⋯⋯⋯⋯⋯

(---)邮电⋯⋯⋯⋯⋯⋯⋯⋯⋯

1 邮 政⋯⋯⋯⋯⋯⋯⋯⋯

2 电信⋯⋯⋯⋯⋯⋯⋯⋯

卷十一城乡建设

一晚清民国时期的城乡建设⋯⋯(278)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的城乡建设⋯⋯⋯⋯⋯⋯⋯⋯(279)

+(一)城区建设⋯⋯⋯⋯⋯⋯⋯⋯(280)

房 屋⋯⋯⋯⋯⋯⋯⋯⋯

路、桥⋯⋯⋯⋯⋯⋯⋯⋯⋯

公用建筑⋯⋯⋯⋯⋯⋯⋯

供、排水⋯⋯⋯⋯⋯⋯⋯⋯

(256)

(256)

(256)

(265)

(267)

(269)

(273)

(274)

(274)

(275)

(280)

(280)

(282)

(282)



6 总目

5照明设施⋯⋯⋯⋯⋯⋯⋯

6交通工具⋯⋯⋯⋯⋯⋯⋯

7r环境保洁⋯⋯⋯⋯⋯⋯⋯

8绿 化⋯⋯⋯⋯⋯⋯⋯⋯

(二)集镇建设⋯⋯⋯⋯⋯⋯⋯⋯

1建制镇⋯⋯⋯⋯⋯⋯⋯⋯

2村 镇⋯⋯⋯⋯⋯⋯⋯⋯

(三)乡村建设⋯⋯⋯⋯⋯⋯⋯⋯

(四)建筑业⋯⋯⋯⋯⋯⋯⋯⋯⋯

1 队伍⋯⋯⋯⋯⋯⋯⋯⋯

2设 计⋯⋯⋯⋯⋯⋯⋯⋯

3施 工⋯⋯⋯⋯⋯⋯⋯⋯

(284)

(284)

(284)

(285)

(286)

(286)

(287)

(287)

(288)

(288)

(289)

(289)

4材科⋯⋯⋯⋯⋯⋯⋯⋯

(五)建设管理⋯⋯⋯⋯⋯⋯⋯⋯

1管理机构⋯⋯⋯⋯⋯⋯⋯

2施工管理⋯⋯⋯⋯⋯⋯⋯

3房地产管理⋯⋯⋯⋯⋯⋯

(六)环境保护⋯⋯⋯⋯⋯⋯⋯⋯

1 污染源⋯⋯⋯⋯O$1 000 O$O OD@

2环境监测⋯⋯⋯⋯⋯⋯⋯

3环境保护与治理⋯⋯⋯⋯

附：丹江口市城区

总体规划概要⋯⋯⋯⋯⋯⋯⋯

专业规划⋯⋯⋯⋯⋯@00 0Q@OOD OD@

卷十二贸易

晚清民国时期的贸易⋯⋯⋯⋯(29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的贸易⋯⋯⋯⋯⋯”“⋯⋯⋯”

(一)经营体制⋯⋯⋯⋯⋯⋯⋯⋯

1私营商业⋯⋯⋯⋯⋯⋯⋯

2集体商业⋯⋯⋯⋯⋯⋯⋯

3供销合作⋯⋯⋯⋯⋯⋯⋯

4国营商业⋯⋯⋯⋯⋯⋯⋯

(二)市场⋯⋯⋯⋯⋯⋯⋯⋯⋯

(三)购销⋯⋯⋯⋯⋯⋯⋯⋯⋯

l农副产品购销⋯⋯⋯⋯⋯

(301)

(303)

(303)

(304)

(304)

(305)

(306)

(306)

(307)

2工业品购销⋯⋯⋯⋯⋯⋯

3废旧物资收购⋯⋯⋯⋯⋯

(四)饮食服务⋯⋯⋯⋯⋯⋯⋯⋯

1饮食业⋯⋯⋯⋯⋯⋯⋯⋯

2旅店⋯⋯⋯⋯⋯⋯⋯⋯

3 照 相⋯⋯⋯⋯⋯⋯⋯⋯

4理发⋯⋯⋯⋯⋯⋯⋯⋯

。5浴 池⋯⋯⋯⋯⋯⋯⋯⋯

(五)对外贸易⋯⋯⋯⋯⋯⋯⋯⋯

1主要出口商品⋯⋯⋯⋯⋯

2经营方式⋯⋯⋯⋯⋯⋯⋯

卷十三工商物价

晚清民国时期的工商物价⋯⋯(329)

(一)工商管理⋯⋯⋯⋯⋯⋯⋯⋯(329)

(二)物价管理⋯⋯⋯⋯⋯⋯⋯⋯(330)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的工商物价⋯⋯⋯⋯⋯⋯⋯⋯(332)

(一)工商管理⋯⋯⋯⋯⋯⋯⋯⋯(333)

1市场管理⋯⋯⋯⋯⋯⋯⋯(333)

(289)

(290)

(290)

(290)

(291)

(292)

(292)

(293)

(293)

(295)

(297)

(314)

(325)

(325)

(325)

(326)

(326)

(327)

(327)

(327)

(327)

(328)

2企业登记·．．⋯⋯⋯⋯⋯⋯(335)

3合同登记⋯··?⋯⋯⋯⋯⋯(336)

4商标注册、广告管理⋯⋯⋯(336)

(二)物价管理⋯⋯⋯·!⋯⋯⋯⋯·(337)

l 主要商品价格·?⋯．．．⋯⋯·(337)

2物价调整⋯⋯⋯⋯⋯⋯⋯(338)

3主要商品的比价、差价⋯··：(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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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物价纪律⋯⋯⋯⋯⋯⋯⋯(341)

卷十四财政税务

一晚清民国时期的财政⋯⋯⋯⋯(343)

(一)财政收入⋯⋯⋯⋯⋯⋯⋯⋯(344)

1 田赋⋯⋯⋯⋯⋯⋯⋯⋯(344)

2工商各税⋯⋯⋯⋯⋯⋯⋯(346)

3地方杂捐⋯⋯⋯⋯⋯⋯⋯(347)

(二)财政支出⋯⋯⋯⋯⋯⋯⋯⋯(349)

(---)财政管理⋯⋯⋯⋯⋯⋯⋯⋯(349)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的财政⋯⋯⋯⋯⋯⋯⋯⋯⋯⋯(350)

(一)财政税收管理体制⋯⋯⋯⋯(350)

一，晚清民国时期的金融⋯⋯⋯⋯

(一)货 币⋯⋯⋯⋯⋯⋯⋯⋯⋯

l 铜币⋯⋯⋯⋯⋯⋯⋯⋯⋯

2银元⋯⋯⋯⋯⋯⋯⋯⋯⋯

3镍辅币⋯⋯⋯⋯⋯⋯⋯⋯

4 官 票⋯⋯⋯⋯⋯⋯⋯⋯

5市 票⋯⋯⋯⋯⋯⋯⋯⋯

6 法 币⋯⋯⋯⋯⋯⋯⋯⋯

7 关金券⋯⋯⋯⋯⋯⋯⋯⋯

8金圆券⋯⋯⋯⋯⋯⋯⋯⋯

(二)民间借贷⋯⋯⋯⋯⋯⋯⋯⋯
l 钱 庄⋯⋯⋯⋯⋯⋯⋯⋯

2 当 铺⋯⋯⋯⋯⋯⋯⋯⋯

3 高利贷⋯⋯⋯⋯⋯⋯⋯⋯

(三)金融机构及业务⋯⋯⋯⋯⋯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的金融⋯⋯⋯⋯⋯⋯⋯⋯⋯⋯

(一)金融机构⋯⋯⋯⋯⋯⋯⋯⋯

l 中州农民银行均县县行⋯

l 财政管理体制⋯⋯⋯⋯⋯

2税收管理体制⋯⋯⋯⋯⋯

(二)财政收支⋯⋯⋯⋯⋯⋯⋯⋯

1‘财政收入⋯⋯⋯⋯⋯⋯⋯

2财政支出⋯⋯⋯⋯⋯⋯⋯

(三)财务管理与监督⋯⋯⋯·⋯”

· 1 行政事业财务管理D··O-Q·⋯

2 国营企业财务管理⋯⋯⋯

3监督审计⋯⋯⋯⋯⋯⋯⋯

卷十五金融

(368)

(368)

(368)．

(368)

(368)

(369)

(369)

(369)

(369)

(370)

(370)

(370)

(370)

(371)

(371)

(372)

(372)

(372)．

(350)

(351)

(351)

(35t)

(360)

(364)

(364)

(365)

(365)

2 中国人民银行

丹江口市支行⋯⋯⋯⋯⋯(372)

3中国人民银行

丹江口工区支行⋯⋯⋯⋯(373)

4中国工商银行 ．

丹江口市支行⋯⋯⋯⋯⋯(373)

5中国农业银行

丹江口市支行⋯⋯⋯⋯⋯(373)

6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

丹江口市支行⋯⋯⋯⋯⋯(374)

7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丹江口水库支行⋯⋯⋯⋯(374)

8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丹江口市支公司⋯⋯⋯⋯(374)

9农村信用合作社⋯⋯⋯⋯(374)

(二)货币流通⋯⋯⋯⋯⋯⋯”⋯·(375)

(三)存款⋯⋯⋯⋯⋯⋯⋯⋯⋯(377)

(四)贷款⋯⋯⋯⋯⋯⋯⋯⋯⋯(379)

l工商贷款⋯⋯⋯⋯⋯⋯⋯(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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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贷款⋯⋯⋯⋯⋯⋯⋯(380)

3基本建设拨款及贷款⋯⋯(382)

(五)结算⋯⋯⋯⋯⋯⋯⋯⋯⋯(383)

(六)保险⋯⋯⋯⋯⋯⋯⋯⋯⋯(384)

卷十六政党政协

一概述⋯⋯⋯⋯⋯⋯⋯⋯⋯⋯(385)

二中国国民党均县党组织⋯⋯⋯(386)

三中国共产党均县党组织⋯⋯⋯(387)

(一)建国前党组织建设与发展

⋯·⋯⋯···⋯⋯··⋯·⋯⋯··(387)

1大革命时期⋯⋯⋯⋯⋯⋯(38乃)

2土地革命时期⋯⋯⋯⋯⋯(387)

3抗日战争时期⋯⋯⋯⋯⋯(388)

4解放战争时期⋯⋯⋯⋯⋯(389)

(--)建国后中共组织建设

与发展⋯⋯⋯⋯⋯⋯⋯⋯(390)

一晚清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权⋯⋯

(一)州 署⋯⋯⋯⋯⋯⋯⋯⋯⋯

(二)县知事公署、县政府⋯⋯⋯

区乡行政机构⋯⋯⋯⋯⋯⋯⋯

(--)参议会⋯⋯⋯⋯⋯⋯⋯⋯⋯

(四)苏维埃政府⋯⋯⋯⋯⋯⋯⋯

(五)民主县政府⋯⋯⋯⋯⋯⋯⋯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的地方政权⋯⋯⋯⋯⋯⋯⋯⋯

(一)权力机关⋯⋯⋯⋯⋯⋯⋯⋯

1组织系统⋯⋯⋯⋯⋯⋯⋯

2中共代表大会⋯⋯⋯⋯⋯

3中共党员状况⋯⋯⋯⋯⋯

4党员教育⋯⋯⋯⋯⋯⋯⋯

5 宣传工作⋯⋯⋯⋯⋯⋯⋯

6 纪检工作⋯⋯⋯⋯⋯⋯⋯

7 统战工作⋯⋯⋯⋯⋯⋯⋯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l 机构设置⋯⋯⋯⋯⋯⋯⋯

2两届委员会⋯⋯⋯⋯⋯⋯

3主要工作⋯⋯⋯⋯⋯⋯⋯

卷十七政权

(411)

(411)

(412)

(413)

(414)

(415)

(415)

(415)

(415)

卷十八

一晚清民国时期的政事⋯⋯⋯⋯(429)

(一)抚恤⋯⋯⋯⋯⋯⋯⋯⋯⋯(429)

(--)救济⋯⋯⋯⋯⋯⋯⋯⋯⋯(430)

(三)人事⋯⋯⋯⋯⋯⋯⋯⋯⋯(43 I)

1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2人民代表大会⋯⋯⋯⋯⋯

3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4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5选 举⋯⋯⋯⋯⋯⋯⋯⋯

(--)行政机关⋯⋯⋯⋯⋯⋯⋯⋯

1 人民政府⋯⋯⋯⋯⋯⋯⋯

2基层行政机关⋯⋯⋯⋯⋯

(391)

(396)

(402)

(403)

(404)

(406)

(407)

(409)

(409)

(409)

(4lO)

(415)

(417)

(421)

(421)

(422)

(424)

(424)

(425)

政事

(四)劳动⋯⋯⋯⋯⋯⋯⋯⋯⋯(43I)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的政事⋯⋯⋯⋯⋯⋯⋯⋯⋯⋯(432)

(一)优抚、复员安置⋯⋯⋯⋯⋯(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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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拥军优属⋯⋯⋯⋯⋯⋯⋯

2 复员退伍军人安置⋯⋯⋯

3抚恤⋯⋯···⋯⋯⋯⋯⋯

4烈士褒扬⋯⋯⋯⋯⋯⋯⋯

(二)救济⋯⋯⋯⋯⋯⋯⋯⋯⋯

I 社会救济⋯⋯⋯⋯⋯⋯⋯

2灾害救济⋯·⋯⋯⋯⋯⋯”

(三)社会福利⋯⋯⋯⋯⋯⋯⋯⋯

i孤寡老人供养⋯⋯⋯⋯⋯

2残疾人安置⋯⋯⋯⋯⋯⋯

3孤儿教养⋯⋯⋯⋯⋯⋯⋯

4收容遣送⋯⋯⋯⋯⋯⋯⋯

(四)婚姻登记⋯⋯⋯⋯⋯⋯⋯⋯

(五)支前、支边⋯⋯⋯⋯⋯⋯⋯

1 支前⋯⋯⋯⋯⋯⋯⋯⋯

2支边⋯⋯⋯⋯⋯⋯⋯⋯

(六)人事⋯⋯⋯⋯⋯⋯⋯⋯⋯

1 干部来源⋯⋯⋯⋯⋯⋯⋯

2干部状况⋯⋯⋯⋯⋯⋯⋯

●

晚清民国时期的公安司法⋯⋯

(一)公安⋯⋯⋯⋯⋯⋯⋯⋯⋯

l 机构⋯⋯⋯⋯⋯⋯⋯⋯

2 治安管理⋯⋯⋯⋯⋯⋯⋯

3监 狱⋯⋯⋯⋯⋯⋯⋯⋯

(二)检察⋯⋯·二⋯⋯⋯⋯⋯⋯
I 机构⋯⋯⋯⋯⋯⋯⋯⋯

2 检察业务⋯⋯⋯⋯⋯一⋯

(三)审 判⋯⋯⋯⋯⋯⋯⋯⋯⋯

l 机 构⋯⋯⋯⋯⋯⋯⋯⋯

2审判业务一⋯⋯⋯⋯⋯⋯⋯

(四)民事调解⋯⋯⋯⋯⋯⋯⋯⋯

(433)

(433)

(434)

(435)

(435)

(435)

(436)

(438)

(438)

(438)

(439)

(439)

(439)

(440)

(440)

(440

(44l

(44I

(44 I

(七)劳动⋯⋯⋯⋯⋯⋯⋯⋯⋯

l 职工队伍⋯⋯⋯⋯⋯⋯⋯

2劳动就业⋯⋯⋯⋯⋯⋯⋯

(八)职工管理教育⋯⋯⋯⋯⋯⋯

1 管理⋯⋯⋯⋯⋯!⋯“一·

2培 训⋯⋯⋯⋯⋯⋯⋯⋯

3奖惩⋯⋯⋯⋯⋯⋯⋯⋯

(九)工资福利⋯⋯⋯⋯⋯⋯⋯⋯

l 工 资⋯⋯⋯⋯⋯⋯⋯一·

。2福 利⋯⋯⋯⋯⋯⋯⋯⋯

3劳动保护⋯⋯⋯⋯⋯⋯⋯

一(十)职工离退休⋯⋯⋯⋯⋯⋯⋯

(十一)信访⋯⋯⋯⋯⋯⋯⋯··
(十二)外事侨务⋯⋯⋯⋯⋯⋯⋯

(十三)移 民⋯⋯⋯⋯⋯⋯⋯⋯

I 迁 移⋯⋯⋯⋯⋯⋯⋯⋯

2外 迁⋯⋯⋯⋯⋯：⋯⋯”

3安置经费⋯⋯⋯⋯⋯⋯⋯

卷十九公安司法

(453)

(453)

(453)

(453)

(454)

(454)

(454)

(455)

(455)

(455)

(455)

(45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的公安司法⋯⋯⋯⋯⋯⋯⋯⋯(456)

(一)公安⋯⋯⋯⋯⋯⋯⋯⋯⋯

j 1机构⋯⋯⋯⋯⋯⋯⋯⋯

附：武警中队⋯⋯⋯“⋯⋯⋯⋯

2镇压良革命、刑事侦捕⋯⋯

3 治 安⋯⋯⋯⋯⋯⋯⋯⋯

(二)检察⋯⋯⋯⋯⋯⋯⋯⋯⋯

l机构⋯“⋯⋯⋯⋯⋯⋯
2刑事检察⋯⋯⋯⋯⋯⋯⋯

a法纪检察⋯⋯⋯⋯⋯⋯⋯

4经济检察⋯⋯⋯⋯⋯⋯”
‘5监所检察⋯⋯⋯⋯⋯⋯⋯

6控告申诉检察⋯⋯⋯⋯⋯

(_---)审判⋯⋯⋯⋯⋯⋯⋯⋯··
I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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