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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新编《大城县志》终告付梓，与清光绪年间纂修的{：大城县志》相隔

了整整100’年。

新县志力求以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用真实的资料，采取新体例，全面系统地记

述县内的政治和经济、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它是一部具“资治、教化、存史”功

能于一体的地方史书。

大城，从西汉建县至今，悠悠两千余载。生息于这块土地上勤劳朴实的人民，在同

各种自然灾害的抗争中，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优秀人

物。这块土地也孕育了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新中国建立后，大城人民在党

的领导下，艰苦奋斗，日新月异地改变着家乡的面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通

人和，百业俱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述往昭来，兼明现状，编修一部贯通今

昔、反映大城全貌的社会主义新县志是时代的要求。县志办公室的同志们默默无闻，茹

苦含辛地笔耕八载，几易其稿，今日终于告成。

《大城县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纵贯古今，横涉百科，实事求是地写过去，记现

状，为领导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为总结历史经验提供可信的资料，是知家乡、爱家乡

的好教材。新编县志是县内的一项重大文化建设项目，工程浩大，在编修过程中，得到

了省内外专家学者及各级领导的支持与帮助，谨记数语，聊表谢忱。

中共大城县委书记陈学义
1994年5月



序 二

几经寒暑，几易其稿，《大城县志》就要出版了。我对编委会、县志办的同志们所付

出的辛勤劳动，对他们奉献给我们这样一本好书，表示衷心的感谢。

说县志是本好书，好就好在详略得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具备了资政、存史、教

化的功能，对今后建设大城，发展大城，具有很重要的参考、研究价值。

从县志可以看出，大城历史上是个穷县，。明清出太监、民国出行伍’’就是真实的写

照。这是由于旧社会制度所造成的。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大城人民经

过30年的艰苦努力，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全县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深化改革，努力扩大开放，各项建设事业取

得了巨大成就。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粮食连年获得丰收；农业结构调整的加快，

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为农民迅速实现小康提供了条件；工业实力有了很大增强；交通、

通讯等经济发展硬环境有了显著改善，城镇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

高⋯⋯

大城这些年来的发展，是党正确领导和全县人民与天斗、与地斗、长期艰苦努力的

结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就不会有大城光辉灿烂的今天；没

有大城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甘人后，团结向上的奋斗精神，就不会有今天令人

瞩目的成就。 j

大城是个好地方，一马平川，人性宽舒。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具有众

多的优势，她，地处“天子”脚下，位置优越，交通、通讯便利，她，地域广大，四季

分明，物产丰富；她，矿藏较多，煤炭、石油、地热储量丰富，开发潜力巨大，她，人

民勤劳，政通人和。所有这些，都为今后大城发展展现了光明的前景。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县志是一个县历史的缩本，历史永远是一面镜子，当

代的领导者要以志为鉴，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发扬优良传统，弘扬大城精神，团结向

上，奋发图强，在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把大城建设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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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县人民政府县长穆东山
1994年5月



序
在深入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新编《大城县志》总纂成书i这是大城县精神文明建

设的丰硕成果，是有益当代，惠及子孙，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件大事。 ．

大城县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爱祖国，首先爱家乡，。美

不美，家乡水”。我们越是很好地了解她，认识她，越是更加自觉地热爱她，自觉地把家

乡建设得更加美好。而县志被称为一地之。百科全书一，它记载着一个县的建置沿革、疆

域区划、自然面貌、物产资源、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风情等，全面反映历史和现

状。<大城县志》的编辑出版，为我们掌握县情，了解地方优势，确定施政方针，制定建

设规划，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依据。对于保存地方文

献，提供乡土教材，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科学文化水平，都将起到促进作用。

编修地方志源远流长。大城县在明清、民国年间都曾修过县志，但旧社会修志都是

以唯心史观为指导，为历代统治阶级服务的。而今编修的。《大城县志》是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存真求实。既做到思想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又体现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是大城县自新中国建

立以来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

《大城县志》是大城县志办公室的同志们几度寒暑编撰而成的。在编修过程中，得到

了省、市领导的大力支持，本县老同志的亲切关怀，外地修志专家的热心指教，以及全

县各部门、各单位的通力合作，是群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应该珍视这一劳动成果。要

很好地认识它，应用它，发挥它资政、教化的作用。在新的历史征程中，谱写大城壮丽

的社会主义新篇章。
’

．厂

原中共大城县委书记王德恭
1991年6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总 目 录，一Q小 口 刊＼

．大城县政区图

大城县城平面图

大城县政区图(1949年12月)

孙毅将军题词 ·

县况彩页介绍

序一⋯⋯⋯⋯⋯0·01110⋯⋯⋯⋯⋯⋯⋯⋯⋯⋯⋯⋯⋯⋯⋯⋯⋯⋯⋯⋯⋯⋯”陈学义(1)

序二⋯⋯⋯⋯⋯⋯⋯⋯⋯⋯⋯⋯⋯⋯⋯⋯⋯⋯⋯⋯⋯⋯⋯⋯⋯⋯⋯⋯⋯⋯穆东山(2)

序三⋯⋯⋯⋯⋯⋯⋯⋯⋯⋯⋯⋯⋯⋯⋯⋯⋯⋯⋯⋯⋯⋯⋯⋯⋯⋯⋯⋯⋯⋯王德恭(3)

凡例⋯⋯⋯⋯⋯⋯⋯⋯⋯⋯⋯⋯⋯⋯⋯⋯⋯·⋯⋯⋯⋯⋯⋯⋯·⋯⋯⋯⋯⋯⋯⋯⋯⋯·(5)

目录⋯⋯⋯⋯⋯⋯⋯⋯⋯⋯⋯⋯⋯⋯⋯⋯⋯⋯⋯⋯⋯⋯⋯⋯⋯⋯⋯⋯⋯⋯⋯⋯⋯⋯(7)

正文⋯⋯⋯⋯⋯⋯⋯⋯⋯⋯⋯⋯⋯⋯⋯⋯⋯⋯⋯⋯⋯⋯⋯⋯⋯⋯⋯⋯⋯⋯⋯⋯⋯⋯(1)

附录⋯⋯⋯⋯⋯⋯⋯⋯⋯⋯⋯⋯⋯⋯⋯⋯⋯⋯⋯⋯·O O 060⋯⋯⋯⋯⋯⋯⋯⋯⋯⋯(881)

限下纪要⋯⋯⋯⋯⋯⋯⋯⋯⋯⋯⋯⋯⋯⋯⋯⋯⋯⋯⋯⋯⋯⋯⋯⋯⋯⋯⋯⋯⋯⋯⋯(885)

编后记⋯⋯⋯⋯⋯⋯⋯⋯⋯⋯⋯⋯⋯⋯⋯⋯⋯⋯⋯⋯⋯⋯⋯⋯⋯⋯⋯⋯⋯⋯⋯⋯(889)

部分单位彩页介绍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

是，全面系统地记述大城县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记述地域：以现行大城辖境为主，历史上重要事件，在记述空间上照顾到事物

的完整性。

三、时间断限。上起所载事物的发端，下限至1988年底(限下纪要到1993年)。贯。

彻。详今略古”和“贯通古今”的原则。

四、体裁有志、述、记、传、图、表、录等。志为主体，横排门类，纵写始末。概

述，有述有议I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记事本末体，各专志均用记述体，人物用，

传记体i

五、立传人物以本籍人为主，兼记客籍有重大贡献和影响者，亦记个别劣迹昭著的

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

六、本志为中编结构，各种事物按类入志，不受现行管理系统的制约，打破部门界

限，同类事物均入一志，按编、章、节、目序列排列。

七、采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直述事实不加评论。

八、历史纪年、历史地名均用当时的称谓。并分别注明公元纪年和今名。

九、解放前、解放后的区分，以1945年7月7日，大城县全境解放为依据；建国前、

建国后，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日为界，三年困难时期，指1959至

1961年，。文革”时期，指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
’

十、本志资料来源：以旧志、史书、档案、报刊、谱谍、石刻和各有关部门提供的

史料为主，辅之以调查访问的口碑资料。力求真实准确，去伪存真。一事诸说难以定论

的，则兼收并录，附以必要的说明。

十一，文中数据，建国后以统计局的数字为准。统计局没有的数字，使用主管部门

提供的数字。计量单位，采用各历史时期的法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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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公安⋯⋯⋯⋯⋯⋯⋯⋯⋯

第一节机构设置⋯⋯⋯⋯⋯

第二节社会治安⋯⋯⋯⋯⋯

第三节侦破和预审⋯⋯⋯⋯

第四节管教和看守⋯⋯⋯⋯

第五节交通安全管理⋯⋯⋯

第六节消防⋯⋯000 000⋯⋯⋯

第：章检察⋯⋯⋯⋯⋯⋯⋯⋯⋯

第一节检察机关⋯⋯⋯⋯⋯

第二节刑事检察⋯⋯⋯⋯⋯

第三节经济检察⋯⋯⋯⋯⋯

第四节法纪检察⋯⋯⋯⋯⋯

(274)

(274)

(276)

(276)

(277)

第五节监所检察⋯⋯⋯⋯⋯(289)

第六节控告申诉检察⋯⋯⋯(290)

第三章审判⋯⋯⋯⋯⋯⋯⋯⋯⋯(291)

第一节审判机构⋯⋯⋯⋯⋯(291)

第二节审判制度⋯⋯⋯⋯⋯(292)

第三节审判活动⋯⋯⋯⋯⋯(292)

第四章司法行政⋯⋯⋯⋯⋯⋯⋯(297)

第一节机构设置⋯⋯⋯⋯⋯(297)

第二节法律顾问⋯⋯⋯⋯⋯(297)

第三节公证⋯⋯⋯⋯⋯⋯⋯(298)

第四节民事调解⋯⋯⋯⋯⋯(298)

第五节法制宣传⋯⋯⋯⋯⋯(298)

第十编政治运动

第一章土地改革⋯⋯⋯⋯⋯⋯⋯(299

第一节反奸复仇⋯⋯⋯⋯⋯(299

第二节实行耕者有其田⋯⋯(300

第三节平分土地⋯⋯⋯⋯⋯(301

第四节复查纠偏、划阶级定成

份、确权发证⋯⋯⋯(303

第二章镇反肃反⋯⋯⋯⋯⋯⋯⋯(304

第一节镇反⋯⋯⋯⋯⋯⋯⋯(304

第二节肃反⋯⋯⋯⋯⋯⋯⋯(305

第三章 “三反”“五反”⋯⋯⋯⋯

第四章整风反右⋯⋯⋯⋯⋯⋯⋯

第五章 。反右倾”斗争⋯⋯⋯⋯

第六章 “四清”运动⋯⋯⋯⋯⋯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

第一节造反夺权⋯⋯⋯⋯⋯

第二节斗批改⋯⋯⋯⋯⋯⋯

第三节批林批孔⋯⋯⋯⋯⋯

第八章批判“四人帮”⋯⋯⋯⋯

第十一编军 事

第一章军事机构⋯⋯⋯⋯⋯⋯⋯(315)I

第一节旧政权军事机构⋯⋯(315)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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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第二节“七七事变”后的地方

武装⋯⋯⋯⋯⋯⋯⋯(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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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人民武装机构⋯⋯⋯(317)

第二章兵役制度⋯⋯⋯⋯⋯⋯⋯(325)

第一节旧时兵役制⋯⋯⋯⋯(325)

第二节人民政权兵役制⋯⋯(326)

第三节民兵⋯⋯⋯⋯⋯⋯”t(327)

第三章兵事纪略⋯⋯⋯⋯⋯⋯⋯(330)

第一节农民起义⋯⋯⋯⋯⋯(330)

第二节抗日战争⋯⋯⋯⋯⋯(332)

第三节解放战争⋯⋯．，．⋯⋯

第四节抗美援朝⋯⋯⋯⋯⋯

第五节对越自卫反击战⋯⋯

第四章兵祸匪患⋯⋯⋯⋯⋯⋯⋯

第一节历代兵匪祸及大城⋯

第二节日军暴行⋯⋯⋯⋯⋯

第三节国民党军骚扰⋯⋯⋯

第十二编经济总情

第一章生产关系的变革⋯⋯⋯⋯(353)

第一节小农经济0@0 000"OO@·(353)

第二节互助组⋯⋯⋯⋯⋯⋯(353)

第三节农业生产合作社⋯⋯(354)

第四节人民公社oootoo o@@m@0 o@@(354)

第五节农业生产责任制⋯⋯(355)

第六节手工业和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356)

第二章．产业结构⋯⋯⋯⋯⋯⋯⋯(357)

第一节国民收入结构⋯⋯⋯

第二节农业内部结构⋯⋯⋯

第三节工业内部结构⋯⋯⋯

第三章经济总值⋯⋯⋯go⋯⋯⋯·

第一节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
⋯⋯⋯⋯⋯⋯⋯⋯⋯

第二节工农业总产值⋯⋯⋯

第三节社会商品零售额⋯⋯

第十三编水 利

第一章水利设施⋯⋯⋯⋯⋯⋯⋯(361)

第一节堤防⋯⋯⋯⋯⋯⋯⋯(361)

第二节渠道⋯⋯⋯⋯⋯⋯⋯(362)

第三节扬水站⋯⋯⋯⋯⋯⋯(365)

第四节闸涵⋯⋯⋯⋯⋯⋯⋯(368)

第二章除涝工程⋯⋯⋯⋯⋯⋯⋯(370)

，第一节清南地区排水系统⋯(370)

．第二节黑龙港河流域排水系统．．

第三章井灌工程⋯⋯⋯⋯⋯⋯⋯

第一节水井⋯⋯⋯⋯⋯⋯⋯

第二节提水工具⋯⋯⋯⋯⋯

第三节打井队伍⋯⋯⋯⋯⋯

第四节‘节水措施⋯⋯⋯⋯⋯

(372)

(373)

(373)

(377)

(378)

(378)

(342)

(343)

(343)

(344)

(344)

(345)

(352)

(358)

(359)

(359)

第四章改造盐碱⋯⋯⋯⋯⋯⋯⋯(378)

第五章工程管理⋯⋯⋯⋯⋯⋯⋯(380)

第一节扬水站闸的管理⋯⋯(380)

第二节堤防和渠道的防护管理

第三节财务管理⋯⋯⋯⋯⋯

第六章县外工程⋯⋯⋯⋯⋯⋯⋯

第一节海河工程⋯⋯⋯⋯⋯

第二节支援唐山工程⋯⋯⋯

第七章机构设置⋯⋯⋯⋯⋯⋯⋯

第一节县水利机构⋯⋯⋯⋯

第二节水利局下属单位⋯⋯

第三节临时水利机构⋯⋯⋯

(381)

(381)

(383)

(383)

(387)

(387)

(387)

(388)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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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编农 业

第一章农业区划⋯⋯⋯⋯⋯⋯⋯(389)

第二章种植业⋯⋯⋯⋯·?⋯⋯⋯·(390)

第一节农作物⋯⋯⋯⋯⋯⋯(390)

第二节农作技术⋯⋯⋯⋯⋯(392)

第三节生产管理⋯⋯⋯⋯⋯(399)

第四节管理机构⋯⋯⋯⋯⋯(402)

第三章林业⋯⋯⋯⋯000 000 000 000 000(403)

第一节植树造林⋯⋯⋯⋯⋯(403)

第二节树木品种⋯⋯⋯⋯⋯(406)

第三节果树果园⋯⋯⋯⋯⋯(408)

第四节林业科技⋯⋯⋯⋯⋯

第五节经营管理⋯⋯⋯⋯⋯

第四章畜牧水产⋯⋯⋯⋯⋯⋯⋯

第一节畜牧⋯⋯⋯⋯⋯⋯⋯

第二节水产⋯⋯⋯⋯⋯⋯⋯

第三节管理机构⋯⋯⋯⋯⋯

第五章农业机械⋯⋯⋯⋯⋯⋯⋯

第一节农机种类⋯⋯⋯⋯⋯

第二节农机服务⋯⋯⋯⋯⋯

第三节农机管理⋯⋯⋯⋯⋯

第十五编工 业

第·章经营体制⋯⋯⋯⋯⋯⋯⋯(427)

第一节国营工业⋯⋯⋯⋯⋯(427)

第二节县属集体工业⋯⋯⋯(428)

第三节乡镇工业⋯⋯⋯⋯⋯(428)

第四节个体及联户工业⋯⋯(429)

第二章生产门类⋯⋯⋯⋯⋯⋯⋯(431)

第三章重点企业及名优产品⋯⋯

第一节重点企业⋯⋯⋯⋯⋯

第二节名优产品⋯⋯⋯⋯⋯

第四章经营管理⋯⋯⋯⋯⋯⋯⋯

第五章职工队伍⋯⋯⋯⋯⋯⋯⋯

第六章管理机构⋯⋯⋯⋯⋯⋯⋯

第十六编乡镇企业

第一章曲折的发展⋯⋯⋯⋯⋯⋯

第二章行业构成⋯⋯⋯⋯⋯⋯⋯

第一节建材⋯⋯⋯⋯⋯⋯⋯

第二节建筑⋯⋯⋯⋯⋯⋯⋯

第三节机械⋯⋯⋯⋯⋯⋯⋯

第四节食品⋯⋯⋯⋯⋯⋯⋯

第五节化工⋯⋯⋯⋯⋯⋯⋯

(443)

(444)

(444)

44

44

44

44

第六节冶炼铸造⋯⋯⋯⋯⋯

第七节服装织绣⋯⋯⋯⋯⋯

第三章经营管理⋯⋯⋯⋯⋯⋯⋯

第一节劳动管理⋯⋯⋯⋯⋯

第二节财务管理⋯⋯⋯⋯⋯

第四章重点企业简介⋯⋯⋯⋯⋯

第五章乡镇企业管理机构⋯⋯⋯

第十七编基础设施

第一章电力⋯⋯⋯⋯⋯⋯⋯⋯⋯(453)l

第一节电网建设⋯⋯⋯⋯⋯(453)I

第二节电力供应⋯⋯⋯⋯⋯(455)l

(410)

(411)

(412)

(412)

(418)

(419)

(420)

(420)

(423)

(424)

(441)

(441)

44

44

44

44

(449)

(449)

(451)

第三节电力管理⋯⋯⋯⋯⋯(456)

第四节管理机构⋯⋯⋯⋯⋯(458)

第二章交通⋯⋯⋯⋯小⋯⋯⋯⋯(459)



第一节公路⋯⋯⋯⋯⋯⋯⋯(459)

第二节桥涵⋯⋯⋯⋯⋯⋯⋯(465)

第三节运输⋯⋯⋯⋯⋯⋯⋯(468)

第四节管理⋯⋯⋯⋯⋯⋯⋯(472)

第三章邮电⋯⋯⋯⋯⋯⋯⋯⋯⋯(475)

，第一节机构⋯⋯⋯⋯⋯⋯⋯(475)

第二节邮政⋯⋯⋯⋯⋯⋯⋯(476)

第三节电信⋯⋯⋯⋯⋯⋯⋯(479)

第四节经营管理⋯⋯⋯⋯⋯(481)

第四章城镇建设@05@0@00 006⋯(482)

第一节县城建设⋯⋯⋯⋯⋯(482)

第二节乡镇建设⋯⋯⋯⋯⋯(489)

第三节环境保护⋯⋯⋯⋯⋯(492)

第四节建筑队伍⋯⋯⋯⋯⋯(493)

第五节管理机构⋯⋯⋯⋯⋯(494)

第十八编商 业

第一章商业体制⋯⋯⋯⋯⋯⋯⋯(495)

第一节私营及个体商业⋯⋯(495)

第二节合作商业⋯⋯⋯⋯⋯(497)

第三节国营商业⋯⋯⋯⋯⋯(499)

第二章商品购销⋯⋯⋯⋯⋯⋯⋯(503)

第一节生产资料购销⋯⋯⋯(503)

第二节生活资料购销⋯⋯⋯(504)

第三节食品副食品购销⋯⋯(505)

第四节农副产品收购⋯⋯⋯(507)

第五节中西药品购销⋯⋯⋯(508)

第六节烟草购销⋯⋯⋯⋯⋯(514)

第七节废品收购⋯⋯⋯⋯⋯(514)

第三章饮食服务⋯⋯⋯⋯⋯⋯⋯(515)

第一节饮食业⋯⋯⋯⋯⋯⋯(515)

第二节服务业⋯⋯⋯⋯⋯⋯(515)

第四章储运经营·00@0⋯⋯⋯⋯⋯·(518)

第一节储运管理⋯⋯⋯⋯⋯(518)

第二节经营管理⋯⋯⋯⋯⋯(518)

第五章对外贸易⋯⋯⋯⋯⋯⋯⋯

第一节出口商品⋯⋯⋯⋯⋯

第二节经营管理⋯⋯⋯⋯⋯

第六章物资管理⋯⋯⋯⋯⋯⋯⋯

第一节统配物资⋯⋯⋯⋯⋯

第二节议购物资⋯⋯⋯⋯⋯

第三节仓储运输⋯⋯⋯⋯⋯

第七章粮油购销⋯⋯⋯⋯⋯⋯⋯

第一节购销⋯⋯⋯⋯⋯⋯⋯

第二节储运⋯⋯⋯⋯⋯⋯⋯

第三节粮油加工⋯⋯⋯Oo O”

第八章管理机构⋯⋯000 00$⋯⋯⋯

第一节商业局⋯⋯⋯⋯⋯⋯

第二节供销合作社⋯⋯⋯⋯

第三节外贸局⋯⋯⋯⋯⋯⋯

第四节物资局⋯⋯⋯⋯⋯⋯

第五节粮食局⋯⋯⋯⋯⋯⋯

第六节烟草专卖局⋯⋯⋯⋯

第十九编财税金融

第一章财政⋯⋯⋯⋯OQO ooo ooo⋯⋯

第一节财政体制⋯⋯⋯⋯⋯

第二节财政收支⋯⋯⋯⋯⋯

第三节乡镇财政⋯⋯⋯⋯⋯

第四节债券⋯⋯⋯⋯⋯⋯⋯

第五节管理机构⋯⋯⋯⋯⋯

(543)

(543)

(544)

(546)

(547)

(548)

(520)

(520)

(522)

(525)

(526)

(526)

(527)

(528)

(528)

(534)

(536)

(537)

(537)

(537)

(540)

(541)

(541)

(542)

第二章税务⋯⋯⋯⋯⋯⋯⋯⋯⋯(549)

第一节农业税⋯⋯⋯⋯⋯⋯(549)

第二节．工商税及其他税-⋯”(552)

第三节税务管理⋯⋯⋯⋯⋯(557)

第三章金融⋯⋯⋯⋯⋯⋯⋯⋯⋯(560)

第一节金融机构000 0QD 000⋯⋯(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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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货币⋯⋯⋯⋯⋯⋯⋯(563)

第三节信贷⋯⋯⋯⋯⋯⋯⋯(566)

第四节储蓄⋯⋯⋯⋯一⋯⋯(570)

第五节结算⋯⋯⋯⋯⋯⋯⋯(571)

第四章保险⋯⋯⋯⋯⋯⋯⋯⋯⋯(571)

第二十编经济管理

第一章工商行政管理⋯⋯⋯⋯⋯(575)

第一节集市贸易管理⋯⋯⋯(575)

第二节工商企业管理⋯⋯⋯(579)

第三节经济合同管理⋯⋯⋯(579)

第四节商标广告管理⋯⋯⋯(580)

’第五节工商行政管理机构⋯(580)

第二章物价管理⋯⋯：⋯⋯⋯⋯“(582)

第三章计量管理⋯⋯⋯⋯⋯000000(585)

第一节管理机构⋯⋯⋯⋯⋯(585)

第二节计量制度⋯⋯⋯⋯⋯(585)

第三节计量标准管理⋯⋯⋯(585)

第四章±地管理⋯⋯⋯⋯⋯⋯·j·(586)

第一节土地资源详查⋯⋯⋯(586)

第二节非农业占地清理⋯⋯(586)

第三节土地使用管理⋯⋯⋯(587)

第四节土地法规宣传⋯⋯⋯(588)

第五章劳动管理⋯⋯⋯⋯⋯⋯⋯(588)

第一节劳动就业Q00 0⋯⋯⋯(588)

第二节用工形式⋯⋯⋯⋯⋯(588)

第三节工人工资⋯⋯⋯⋯”?(589)

第四节劳动保护⋯⋯⋯⋯⋯(596)

第五节职工福利⋯⋯⋯⋯⋯(596)

第六节职工奖励⋯⋯⋯⋯⋯(596)

第七节退职退休⋯⋯⋯⋯⋯(597)

第八节管理机构000000⋯⋯⋯(598)

第六章统计管理⋯⋯⋯⋯⋯⋯⋯(598)

第一节农业统计⋯⋯⋯⋯⋯(599)

第二节工业财贸统计⋯⋯⋯(600)

第三节编印统计资料⋯⋯⋯(600)

第七章计划管理⋯⋯⋯⋯⋯⋯⋯(601)

第一节管理机构⋯⋯⋯⋯⋯(601)

第二节计划制订⋯⋯⋯⋯⋯(601)

第八章审计监督⋯⋯⋯⋯⋯⋯⋯(602)

第二十一编教育科技

第一章教育⋯⋯⋯⋯⋯⋯⋯⋯⋯

第一节科举教育⋯⋯⋯⋯⋯

第二节基础教育⋯⋯⋯⋯⋯

第三节专业教育⋯⋯⋯⋯⋯

第四节成人教育⋯⋯⋯⋯⋯

第五节教师⋯⋯⋯⋯⋯⋯⋯

第六节教学研究⋯⋯⋯⋯⋯

第七节考试与招生⋯⋯⋯⋯

第八节教育经费⋯⋯⋯⋯⋯

第九节勤工俭学⋯⋯⋯⋯⋯

(605)

(605)

(614)

(633)

(635)

(636)

第十节集资办学⋯⋯⋯⋯⋯

第十一节教育机构⋯⋯⋯⋯

第二章科学技术⋯⋯⋯⋯⋯⋯⋯

第一节科技组织机构⋯⋯⋯

第二节科技队伍⋯⋯⋯⋯⋯

第三节科技普及与推广⋯⋯

．第四节科研成果⋯⋯⋯⋯⋯

第五节测报⋯⋯⋯_⋯⋯⋯

第六节能源利用⋯⋯⋯⋯⋯

(6S6)

(637)

(638)

(638)

(640)



第二十二编文 化

第一章社会文化⋯⋯⋯⋯⋯⋯⋯(645)

第一节民众教育馆⋯⋯⋯⋯(645)

第二节县文化馆⋯⋯⋯⋯⋯(645)

第三节乡镇文化站··0 000 00·(647)

第四节．图书发行⋯⋯⋯⋯⋯(648)

第五节电影放映⋯⋯⋯⋯⋯(650)

第二章群众文化⋯⋯⋯⋯⋯⋯⋯(651)

第一节农村俱乐部⋯⋯⋯⋯(651)

第二节业余剧团⋯⋯⋯⋯⋯(651)

第三节文艺宣传队⋯⋯⋯⋯(654)

第四节民间花会⋯⋯⋯⋯⋯(655)

第五节文艺汇演⋯⋯⋯⋯⋯(657)

第三章文学艺术⋯⋯Og·0Q0 000 000 000(658)

第一节文学⋯⋯⋯⋯⋯⋯⋯(658)

第二节美术书法⋯⋯⋯⋯⋯(674)

第三节戏曲O·0 000⋯⋯⋯⋯⋯(675)

第四节音乐OOOOIO⋯⋯⋯⋯⋯(680)

第五节曲艺杂技000 000 000000 Q00

第六节文化名人⋯⋯⋯⋯⋯

第四章民谣民谚⋯⋯⋯⋯⋯⋯⋯

第一节民谣⋯⋯⋯⋯⋯⋯⋯

第二节民谚⋯⋯⋯⋯⋯⋯⋯

第五章古迹文物⋯⋯⋯⋯⋯⋯⋯

第一节古遗址古墓葬⋯⋯⋯

．第二节文物⋯⋯⋯⋯⋯⋯⋯

第三节碑石文存⋯⋯⋯⋯⋯

第六章广播电视⋯⋯⋯⋯⋯⋯⋯

第一节广播⋯⋯⋯⋯⋯⋯⋯

第二节电视⋯⋯⋯⋯⋯000 000

第七章通讯报道⋯⋯⋯⋯⋯⋯⋯

第八章史志编纂⋯⋯⋯⋯⋯⋯⋯

第一节编史⋯⋯⋯⋯⋯⋯⋯

第二节修志⋯⋯⋯⋯⋯⋯⋯

第二十三编卫生体育

第一章卫生⋯⋯⋯⋯⋯⋯⋯⋯⋯(723)

第一节医疗机构⋯⋯⋯⋯⋯(723)

第二节医疗队伍⋯⋯⋯DO·OOi(730)

第三节公共卫生gO·O····O OOO⋯(734)

第四节妇幼保健⋯⋯⋯⋯⋯(740)

第五节卫生事业管理000 00@OOI(743)

第二章体育⋯⋯⋯⋯⋯⋯⋯⋯⋯

第一节群众体育⋯⋯⋯⋯⋯

第二节学校体育⋯⋯⋯⋯⋯

第三节体育设施⋯⋯⋯⋯⋯

第四节体育比赛⋯⋯⋯⋯⋯

第二十四编 民情风俗

第一章居民生活⋯⋯OOO OOO 060 OOO··Q(751)

第一节农民生活⋯⋯⋯⋯⋯(751)

第二节职工生活⋯⋯⋯⋯⋯(753)

第二章风俗习惯⋯⋯⋯⋯⋯⋯⋯(754)

．第一节生活习俗⋯⋯⋯⋯⋯(754)

第二节生产习俗⋯⋯⋯⋯⋯(758)

第三节节令习俗⋯⋯⋯⋯⋯

第四节礼俗⋯⋯⋯⋯⋯⋯⋯

第五节陋俗⋯⋯⋯⋯⋯⋯．．．

第六节美德良风··0 ·100 0tl

第三章宗教宗族⋯⋯⋯⋯⋯⋯⋯

第一节宗教⋯⋯⋯⋯⋯⋯⋯

(745)

(745)

(746)

(747)

(748)

(773)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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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宗族⋯⋯⋯⋯⋯⋯⋯(776)

第三节姓氏⋯⋯⋯⋯⋯⋯⋯(776)

第四章太监⋯⋯⋯⋯⋯⋯⋯⋯⋯(778)

第一节起因⋯⋯⋯⋯⋯⋯⋯(779)

第二节净身⋯⋯⋯⋯⋯⋯⋯(779)

第三节职事⋯⋯⋯⋯⋯⋯⋯(780)

第四节发迹⋯⋯⋯⋯⋯⋯⋯

第五节归宿⋯⋯⋯⋯⋯⋯⋯

第五章方言⋯⋯⋯⋯⋯⋯⋯⋯⋯

第一节语音⋯⋯⋯⋯⋯⋯⋯

第二节语汇⋯⋯⋯⋯⋯⋯⋯

第三节语法⋯⋯⋯⋯⋯⋯⋯

第二十五编人 物

第一章人物表录⋯⋯⋯⋯⋯⋯⋯(793)

第一节文武职官⋯⋯⋯⋯⋯(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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