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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一

美绍兴夹

修编地方志，乃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 喜逢

《蓬读县志》 新编铸就，即将付梓，这是蓬溪县文化建设中

的一大盛事，于是欣然提笔为之序。

蓬溪县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在此繁衍

生息;先秦时代为蜀国地， 秦为蜀郡地，汉为广汉郡地;唐

置唐兴县 ， 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公元 742 年 9 月 27 日) , 

易名为蓬溪。 蓬溪物华天宝，莺峰寺宋代白塔、宝梵寺明代

壁画，作为古代建筑和绘画艺术精品，至今保存完好。 抗蒙

要塞蓬溪辑 ( 寨 ) 等荣载史册。 四川第三大道观一一高峰

山，拥有天下第一老子塑像和暗循卦理的" ) 11 北迷宫城

西赤城湖，水光激谐，被誉为 ") 11 中明珠" 、 "蜀中西子" 。

蓬溪人文套萃，明代礼部尚书加武英殿大学士席书、清代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张鹏

翩，位极人臣，名播天下。 清代大文豪张船山 ，诗书画三绝 ， 作品位冠西蜀。 蓬溪具有

优良革命传统， 1929 年 6 月 29 日，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四川省委的直

接领导下，旷继勋率部 4000 余人在大石镇牛角沟发动了大革命失败后四川的第一次武

装起义， 举起了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大旗，建立了四川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一一蓬溪县

苏维埃政府，播下了辉耀巴蜀的革命火种，在四川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蓬溪享

有"梓东邹鲁，文献名邦"等美誉，蓬溪书法群体和书法现象驰名中国书坛， 20∞ 年，

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特色艺术(书法)之乡" 。

蓬溪县修志，始于明代，先后成书多次，今存者六部。 自上届修志后，蓬溪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可记之者众矣。 为彰往昭来，中共蓬读县委、县人民政府决

定续修 《蓬模县志} ，于是聚贤纳智，集思广益，取精用宏，历时数载， 几易其稿，终

成斯志。 全志起于 1 986 年，迄于 2005 年，设概述、大事记、专志诸篇目，述、传、

图、表诸体例， 字数共计一百余万。 续修《蓬溪县志}，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

事求是 ， 秉笔直书，优劣同记， 得失互见。 该志全面记载蓬模县 20 年来在政治 、 经济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差 d柔县志 ( 1986-2005 )

社会、文化、自然等方面之史实，溯本探源，彰显地方之遗风;略古详今，体现时代之

新貌。 全书既有宏观鸟瞰，可得大势之要;又有微观透视，能察秋毫之末，是一部具有

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和区域性的地方百科全书。

修志存史，凝百人之心血，成千秋之重典。 其头绪之纷杂、工程之浩繁，诚非常

人所能想象。 而编篡诸君严谨治学，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尤为县

人同钦!在此，谨向所有从事和支持县志编篡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

敬意 !

蓬摸从政者当以此为镜，观兴废、通古今、明得失，洞烛县'惰，与时俱进，创新创

业创优，为建设富裕蓬溪、文明蓬溪 、 和谐蓬溪作出应有的贡献，以期无愧于先贤，无

愧于今人，无愧于来哲。

是为序。

二0-0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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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瑰宝

之一，因其内容丰富，学术价值较高，政治效用强，又具有

很大社会效益，故自宋以来，全国各地编修地方志即未中断。

蓬溪县从康熙年间出版清代四川省内最早一部县志至 1995 年

出版发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 《蓬溪县志》止，先后编篡出

版县志六次，在保存蓬溪县历史文化，服务当代，教育世人

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弘

扬传承优秀文化， 2005 年，中共蓬县委、县人民政府作出了

续修 《蓬溪县志》 的决定。 五年来，在上级地方志部门的精

心指导下，在全县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配合支持下，在

地方志办公室全体同志和聘用的专家、学者的辛勤耕耘下，

经广征博采，概取群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五易其稿，编成付梓。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明得失、察未来。 新编 《蓬溪县志》 全面记载中国书法

之乡蓬溪县的自然地理、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和历史人物，全面反映

了革命老区蓬模县人民 1986 年至 2005 年间，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跨越发展、百业俱

举、万象更新，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攻坚克

难历程，汇集了大量翔实的信息和资料，对于总结过去经验教训，深入全面了解县情，

认识县情，创造了有利条件，希望社会各界能充分利用这部书全面了解蓬溪，热爱蓬

溪，宣传蓬溪，建设蓬溪。

经济和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 相互促进的系统，只有统筹兼顾， 协调发

展，才能使经济繁荣，社会进步。 因此，希望全县各级各部门能通过 《蓬溪县志、》 的

出版增进相互了解，把握全局，、 克服资料残缺和认识片面性带来的"一叶障目，不见泰

山为建设和谐蓬溪服好务。 希望全县各级领导认真研读该书，进一步掌握县情，吸

取历史经验，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科学决策，促进蓬溪经济和社会协调、均衡、稳定

向前发展。



. 4 . 差。在县志( 1附一2005 )

编修 《蓬溪县志》是一项浩大的文化系统工程，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宽，尤其是

县境行政区划变动频繁，资料不完善，更加大了修志难度。 参加编修的全体人员，不畏

艰难，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严谨、缤密的治学精神，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孜

孜不倦地探索追求，直至编成出版，实属不易 。 在此，我谨代表全县人民向参与《蓬溪

县志》 编修的全体同志表示敬意，并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帮助蓬读县的各级领

导、各界朋友表示谢意。

二0-0年五月



凡例 .5. 

例凡

一、指导思想 :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

科学发展观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全面反映蓬

溪县自然、政治、经济、文化概貌。

二、编篡原则:存真求实、宁缺勿滥、详略适度，重经济、强文化，尽量突出地方

特色，体现时代特点。

三、时间断限:上限一般定于 1 986 年，个别地方为体现事之完整有适当上溯，下

限断至 2005 年 。

四、记述范围 : 为尊重历史，反映历史发展全貌，记述的 1986 年至 1997 年内容为

行政区划调整前境内之事。 1998 年至 2005 年的内容，记载的是区划调整划出大英县后

蓬溪县的历史与现状。

五、内容编排:全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组成， ~概述》 综述县

情，总揽全志，排在书首。 《大事记》 采用编年体，从纵的方面记述全县大事、要事，

为全志之经。 专志为全书主体，按事业门类设篇，依地理、经济、政治 、 军事、文化、

社会、人物顺序排列。 各专志下设章、节、目等，从横的方面记述全县历史，为全志之

纬。 志书后设附录，力求做到全志结构完整，归类有序，体例得当 。

六、表述形式 : 文体使用规范语体文，采用了述、记、志、图、表、录、传 7 种体

裁形式，以志为主。

七、纪年方法:民国以前，采用历史纪年的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一律用公元纪年。

八、数字用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联合制订的《关于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规定》书写，历史计量单位按地方习惯使用， 1986-2005 年计量标准和统计

口径均按国家统计规范处理，计量单位按国家标准使用。

九、称谓 : 地名、机构、团体、官职等一律以当时为准。 对名称较长的，文中记述

时第一次用全称，再后出现用简称。



.6. 连战县志( 1986- 2005 ) 

十、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 。 为彰显地方英杰，激励当代人，根据时代需要，只

对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在世人物作简要介绍。

十一、《蓬溪县志》资料大多来自县档案馆，各部门档案室，部分为经历人口碑资

料，所用数据一般采用统计公布数据。 没有统计数据的以部门年报数据为准。 产值未注

明的为当年价。

十二、附录 : 重要文献、文件、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均收入附录存史。



目录 • 1 . 

目录

序 一 -

序 二 ………………………………… 3

凡例………………..……….... . ... . . 5 

概述…·………… . .. . ...... .. .………. 1 

大事记 ……. . .. ... . .. ... . .. .. .. .. ………. . 7 

第一篇政区地理……………… 38

第一章政区 ………………… 38

第一节建置 …………… 38

第二节境域 …………… 39

第三节区划 …………… 39

第四节镇乡 .. .. . ...… …. 42 

第二章 自然条件 . . .....……….. 48 

第一节地质……….... . . 48 

第二节地貌..... .. ..…… 49

第三节土壤 …………… 51

第四节河流 .. .. . .. .……. 53 

第五节气候 …….. .... . . . 56 

第三章 自然资源 ……………… 65

第一节土地资源… ..... . .. . 65 

第二节矿产资源 ………… 67

第三节水资源 …………… 68

第四节植物食用菌资源… 69

第五节动物资源 ， …. 90 

第四章 自然灾害……………… 111

第一节 地质灾害………… 111

第二节旱涝……... .. .. .. 111 

第三节风雹灾害………… 113

第四节连阴雨…………… 114

第五节瘟病虫害………… 115

第二篇人口…………………… 116

第一章变动与分布…………… 116

第一节人口变动 ........ … . 116 

第二节人口分布… . .... . ... 119 

第二章 人口结构……………… 120

第一节性别结构………… 120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年龄结构………… 122

文化结构………… 123

行业结构 ….. ....... 125 

城乡结构………… 127

民族结构………… 128

育龄妇女构成…… 130

劳动力资源构成

132 

第九节婚姻家庭构成…… 133

第三章 人口管理………....... .. 139 

第一节户口管理………… 139

第二节居民身份证管理

.. 的 141

第三节人口普查统计…… 142

第四章 人口控制…..... . ..……. 144 

第一节政策措施…… .. .... 144 

第二节计生管理………… 148

第三节计生服务………… 15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2. 差旅县志 ( 1卿一2005 )

第三篇经济综述与管理 ......... 161 

第一章经济综述……………… 161

第一节经济发展………… 161

第二节经济结构………… 162

第三节人民生活………… 166

第二章 计划管理………. . ....... 168 

第一节计划编制………… 168

第二节计划检查………… 171

第三节 固定资产投资管理

172 

第四节管理机构………… 174

第三章统计管理……………… 175

第一节统计调查………… 175

第二节统计服务 ..... ... …. 177 

第三节统计法制………… 178

第四节统计机构………… 179

第四章审计管理……………… 179

第一节 国家审计………… 179

第二节 内部审计.......… .. 185 

第三节社会审计………… 186

第四节审计机构………… 187

第五章物价管理……………… 187

第一节价格管理………… 1 87

第二节收费管理…..... ... . 191 

第三节监督管理………… 193

第四节管理机构………… 195

第六章工商行政管理………… 195

第一节市场监督管理…… 195

第二节企业登记管理…… 198

第三节个体私营企业管理

. 200 

第四节经济合同管理…… 202

第五节商标管理………… 203

第六节广告管理………… 205

第七节经济监督检查…… 206

第八节 消费者权益保护

208 

第九节管理机构………… 209

第七章质量技术监督管理…… 210

第一节标准化管理……… 210

第二节计量管理….. ....... 211 

第三节质量监督管理…… 2 1 3

第四节信息管理………… 214

第五节特种设备监督…… 215

第六节执法监督………… 215

第七节管理机构………… 2 16

第八章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217

第一节监督机制………… 217

第二节法制建设………… 220

第三节专项治理………… 221

第四节管理机构………… 221

第九章 国土资源管理………… 222

第一节 地籍管理…. . .. ..... 222 

第二节建设用地管理…… 223

第三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 226 

第四节土地执法与监察

. 228 

第五节 国土规划与开发复垦整

治………………… 230

第六节矿产资源管理…… 231

第七节管理机构 ...... . ….. 233 

第十章环境保护……………… 234

第一节环境管理….. ....... 234 

第二节环境污染防治…… 235

第三节生态环境建设…… 237

第四篇农业…….. .. .. ...... . .…. 238 

第一章经营与管理…………… 238

第一节农村土地经营与管理

. . . .... . .. ..... 238 

第二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

. . 241 

第三节农村财务管理…… 242



目 录 .3. 

第四节农民负担管理…… 245

第五节农业管理机构 …… 247

第二章 农业资源……………… 250

第一节耕地资源………… 250

第二节林地资源………… 251

第三节劳动力资源……… 252

第四节农业资源开发…… 252

第三章 种植业………………… 255

第一节粮食作物 . . . .... . …. 255 

第二节经济作物….. . ... … 261

第三节栽培技术………… 267

第四节 种子……………… 272

第五节肥料 ........ . . . .. . .… 274

第六节植物保护………… 274

第四章 林业…………………… 278

第一节林业生产………… 278

第二节森林资源管理…… 285

第三节林业科技………… 293

第五章 畜牧业…………… .. ... . 294 

第一节畜牧管理… . ... . .. .. 294 

第二节畜禽饲养………… 295

第三节 畜禽品种改良与推广

…. 304 

第四节畜禽饲料………… 306

第五节疫病防治………… 308

第六章 蚕桑业…… . ... ... . ... . . .. 310 

第一节栽桑……………… 310

第二节养蚕 .. . .. . ..………. 312 

第三节服务管理………… 315

第七章 气象………………… 316

第一节气象观测………… 316

第二节气象服务………… 316

第八章农机……. . .....…… · 、…. 317 

第一节农业机械…......... 317 

第二节农机生产………… 319

第三节农机经营… . ....... . 320 

第四节农机推广………… 320

第五节农机管理. .... ... … . 322 

第九章乡镇企业……………… 325

第一节企业发展………… 325

第二节行业结构.......….. 327 

第三节企业管理………… 331

第五篇水利.... ... ... ... .... .. .. . . . 337 

第一章 水利工程 .. .. ... .……… . 337 

第一节蓄水工程………… 337

第二节提引水工程……… 346

第三节 人畜引水工程…… 348

第四节 水土保持………… 350

第五节 防洪与江河治理

. 354 

第二章 水利管理 ........………. 356 

第一节行政事业管理…… 356

第二节 水利工程权属管理

. 357 

第三节 水利工程管理…… 366

第四节 水利法制………… 369

第三章渔 业…......………… 372

第一节渔业资源……… · 二 372

第二节 渔业生产………… 374

第三节鱼用饲料………… 379

第四节鱼病防治 …........ . 379 

第五节 渔业管理…... . .... . 380 

第六篇工业…..... .………...... 382 

第一章 所有制结构....... . … …. 382 

第一节 国有工业… . ........ 382 

第二节集体工业.........… 383

第三节私营工业………… 385

第四节股份制工业..... .... 386 

第五节 合资工业…… . .... . 387 

第二章工业门类……………… 388

第一节食品制造业..... . ... 388 

第二节饮料制造业 .. ..... . . 391 



.4. 道该县志 ( 1卿一2005 )

第三节制盐工业………… 392

第四节纺织工业………… 392

第五节 服装皮革制造业

. 395 

第六节造纸印刷业……… 396

第七节石油化工业……… 397

第八节塑料建材业…… 398

第九节 医药业……......... 399 

第十节 机械工业………… 399

第十一节 电力生产供应业
. ... .... .. ..400 

第十二节 自来水生产供应业

… .. 401 

第十三节 天然气供应业

…. 402 

第十四节 工艺美术业

….. 403 

第十五节烟花爆竹业…… 403

第三章工业产品 …….......….. 406 

第一节产品产量………… 406

第二节名优工业品 ..... .. .. 407 

第四章工业管理 . .. .....………. 409 

第一节管理机构 ........…. 409 

第二节体制改革 . . ..... .…. 410 

第三节管理制度………… 415

第四节企业管理………… 421

第五节技术改造………… 425

第七篇商贸….... .. ..…………. 427 

第一章商贸企业……………… 427

第一节国有企业….... . ... . 427 

第二节供销合作企业…… 430

第三节 集体商业….... . ... . 431 

第四节 民营商业………… 432

第二章商贸业务.. .. . . . . …....... 434 

第一节商品购进………… 434

第二节商品销售………… 440

第三节粮油供应….. ... ... . 450 

‘ 第四节农业生产资料销售

.. 452 

第五节集市贸易………… 453

第六节饮食服务业……… 455

第三章商贸管理…… . .. .. ..… .. 458 

第一节机构组织……... . .. 458 

第二节商贸改革 …..... . ... 460 

第三节市场管理………… 465

第四节仓储运输管理…… 466

第五节财务管理………… 468

第八篇交通…….. ... ..…. .. .... . 471 

第一章道路………........… . 471 

第一节公路…………… 471

第二节铁路…… . .....… 477

第三节桥梁隧道……… 477

第四节水路….......….. 478 

第五节码头渡口 …… . :i 479 

第二章交通建设……………… 482

第一节铁路建设………… 482

第二节公路建设………… 484

第三节水路建设………… 497

第三章运输………………… 498

第一节陆路运输………… 498

第二节水路运输………… 504

第三节搬运装卸………… 508

第四节运输企业………… 508

第四章交通管理………. .. .. ... . 511 

第一节 陆路交通管理…… 511

第二节水路交通管理…… 515

第三节规费征管………… 519

第九篇邮政电信………... . .. 524 

第一章邮政………………… 524

第一节业务…...... ..…. 524 

第二节邮路….......… .. 527 



目 录 .5. 

第三节投(邮)递 …… 528

第四节邮政储蓄………… 529

第五节集邮…………… 529

第二章 电信………………… 530

第一节电报…………… 530

第二节有线电话………… 531

第三节无线通信………… 532

第四节通信企业…. .. .. .. .. 534 

第三章 邮电管理……………… 534

第一节管理机构………… 534

第二节管理体制………… 535

第三节劳动用工制度…… 536

第四节经营管理………… 537

第五节质量管理………… 538

第十篇规划建设............ .. .... 539 

第一章 规划与建设管理……… 539

第一节城乡规划………… 539

第二节规划与建设管理

… 54 1 

第三节管理机构 ….. .. .. ... 542 

第二章 城乡建设……………… 545

第一节县城建设 …......… 545

第二节村镇建设………… 557

第三章建筑业 .. .. . .. .…......…. 561 

第一节建筑队伍... .. ...…. 561 

第二节建筑业管理……… 564

第三节建筑技术.. ......…. 570 

第四节建筑劳务………… 572

第五节建筑业协会……… 573

第四章 房地产…………..... ... . 573 

第一节管理机构……...... 573 

第二节房产管理….. ...... . 574 

第三节房屋拆迁管理…… 576

第五章 园林环卫 …........…… . 577 

第一节县城绿化….... . ... . 577 

第二节园林景点 …........ . 579 

第三节环卫保洁 ........… . 579 

第十一篇财税….... ...…….. 581 

第一章 财政收支……………… 581

第一节 财政收入…......... 581 

第二节财政支出…........ . 584 

第二章 财税管理……..... .. ….. 590 

第一节 财税体制 .. ......…. 590 

第二节财政管理 ……...... 592 

第三节 国有资产管理…… 597

第四节 税收征管………… 601

第五节发票管理………… 603

第六节 财税监督………… 604

第七节管理机构………… 605

第三章债券基金 附加…… 607

第一节债券 .......... .. .. . 607 

第二节基金 附加……… 607

第十二篇金融 ……… . .....… 610

第一章金融业务………… ...... 610 

第一节货 币….......….. 610 

第二节存款……......... 612 

第三节贷款….. .....….. 618 

第四带 利率与利税……… 626

第五节结算与联行……… 628

第六节 保险业务…·……. . 629 

第七节债券证券……… 635

第二章金融管理 ..... . .........… 637

第一节金融机构….... .. ... 637 

第二节金融改革 …......... 643 

第三节经营管理………… 644

第四节 现金管理………… 644

第五节信贷管理 . . ..... .. … 645

第六节金融稽查 ….... .. ... 646 

第七节金融整顿…….. .. .. 647 

第十三篇党派群团 ....... ... .... . ω9



.6. 连战县志 ( 1986-2005 ) 

第一章 中共蓬溪县委员会…… 649

第一节组织沿革………… 649

第二节组织建设………… 655

第三节干部工作………… 661

第四节 知识分子工作…… 665

第五节老干部管理……… 666

第六节宣传工作…·…….. 666 

第七节精神文明建设…… 674

第八节统一战线工作…… 678

第九节保密工作………… 680

第十节 政法工作………… 681

第十一节纪检监察. ... ... .. 685 

第十二节 机关党的工作

……. 692 

第十三节党校教育……… 694

第二章民主党派工商联…… 695

第一节民盟…………… 695

第二节民建…………… 697

第三节民进…………… 698

第四节农工民主党……… 699

第五节工商联 . . ... ..……. . 699 

第三章群团组织……………… 701

第一节总工会…………… 701

第二节共青团…………… 705

第三节妇 联…......…… 707

第四节科 协 .. ... ..…… .. 710 

第五节残 联…………… 714

第十四篇政权政协……...... 717 

第一章 人民代表大会………… 717

第一节 人民代表………… 717

第二节 人民代表大会…… 719

第三节 组织机构………… 721

第四节常委会主要工作

… 722 

第二章 人民政府 …. . . . .... .. ..... 726 

第一节机构组织.. ... ... … . 726 

第二节施政方式………… 733

第三章人民政协………. . .... .. . 739 

第一节组织机构………… 739

第二节政协委员 ………… 740

第三节会议制度… . . ....… 741

第四节政协工作………… 744

第十五篇综合政务…….. .. . . … 751

第一章 人事与编制…………… 751

第一节机构编制管理

751 

第二节干部录用………… 753

第三节公务员管理……… 754

第四节人才交流………… 755

第五节工资福利………… 756

第二章劳动就业……………… 759

第一节劳动管理………… 759

第二节劳动就业………… 763

第三节企业职工待遇…… 766

第四节劳动保护………… 770

第三章社会保障….... . . .…… . . 771 

第一节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

保险……………… 771

第二节社会养老保险…… 772

第三节基本医疗保险…… 776

第四节失业保险………… 778

第五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 780 

第四章民政………………… 781

第一节基层组织建设…… 78 1

第二节 拥军优属………… 782

第三节 优待优抚………… 784

第四节扶贫救灾………… 786

第五节安置工作… . ... . .... 790 

第六节社会福利…........ . 791 

第七节婚姻登记…….... . . 792 

第八节殡葬管理………… 793



目录 .7. 

第九节社团管理………… 794

第十节地名管理………… 796

第十一节勘界工作……… 797

第五章外事侨务........……… . 798 

第一节外事工作………… 798

第二节港澳台侨工作…… 798

第六章民族宗教…………… 800

第-节宗教工作 …..... ... . 800 

第二节民族工作………… 801

第七章档案工作……………… 802

第一节机构组织………… 802

第二节档案管理… . .... . .. . 802 

第三节收集整理………… 803

第四节开发利用………… 803

第八章招商引资……………… 804

第一节政策措施…….. .... 804 

第二节招商成效………… 808

第十六篇政法……………… 811

第一章公安工作……………… 8 11

第一节机构设置…..... . ... 811 

第二节打击刑事犯罪…… 812

第=节看守看押………… 814

第四节治安管理………… 815

第五节 " 110 " 报警服务

818 

第六节道路交通管理…… 818

第七节消防管理 …......... 821 

第八节 出入境管理……… 823

第二章检察 ..... .. .. .. .. ... . ... . 824 

第一节检察机构 …... . ..... 824 

第二节刑事检察.. ......…. 826 

第 一节贪污贿赂检察 . . γ . 826 

第四节法纪检察…... . .. .. . 827 

第五节 民事行政检察…… 828

第六节监所检察…... . . .… 829

第七节控告申诉检察…… 830

第八节技术检察………… 83 1

第三章审 判…….. .....…….. 832 

第一节审判管理………… 832

第二节刑事审判.... . ..… .. 834 

第三节 民事审判………… 835

第四节经济审判 . .... ... … . 835 

第五节行政审判………… 836

第六节执行……………… 836

第七节告诉、申诉与监督

. 837 

第四章司法行政……………… 838

第一节机构队伍………… 838

第二节普法教育………… 839

第三节人民调解………… 843

第四节律师事务………… 844

第五节公证……………… 845

第六节安置帮教………… 847

第七节法律服务与援助

. 848 

第十七篇军事……………… 850
第一章军事组织. .... . ..…....... 850 

第-节军事领导机构…… 850

第二节驻军…….. ... .. .. 851 

第三节预备役部队……… 852

第四节民兵…………… 852

第二章军事工作……………… 853

第一节军事训练 .. .. ... .…. 853 

第二节 民兵组织整顿…… 855

第三节 国防教育………… 856

第四节 国防动员………… 858

第五节人民防空………… 858

第六节维护社会稳定…… 859

第七节战备勤务………… 860

第八节 E星回收………… 861

第三章 政治工作… .. ... .... .. ... . 862 

第一节政治教育.. ... ... …. 86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