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黟陋暴_葱



醒阳县志
一 、(1{978—2}002‘)

邵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j出版

●●●
’

●



《邵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及办公室成员

名 单

顾问周符波蒋耀华伍邵华赵湘明唐清洲 吕敬忠

主任刘桂林(2003年元月至2006年8月)

刘文贤(2006年8月前为副主任)

副主任吴艺珍申建伟李红平唐红艳李志茂钟经求

伍芬东匪圈(专职)
委员(排名不分先后)

王步惠

申宏伟

李建军

吕小华

肖湘政

周雄

高杰

王镜宇

艾翠娥

李代松

吕开生

陈迎体

易顺良

蒋小燕

办公室主任兼主编

办公室副主任

办公室工作人员

王翔王解宇邓方明邓开新I邓节生l李清荣

孙在启伍亮武李忠生李钧铭刘牮刘克杰

李斌玉李建文刘灯红 肖治国 肖良仁 肖剑华

吕建平朱志强何志宏蒋建新张秀华张蒲生

陈学军张雄强罗开益罗立华罗翔国周炜

易延安郭振业胡京平唐勤俭易进唐四清

蒋日新谢瑞雄何小兰

圈(2003年1月-2008年5月)
何小兰(2008年8月任)

王翔王解宇王毅敏赵小明

罗健康邓望明胡武平李阔



《邵阳县志》编修业务人员名单

总 纂唐畏保

资料采编

唐畏保

李爱军

刘均发

刘军江

康勇

何佳良

谢道生

车飞舞

刘学德

蒋百春

隆松华

廖名智

石光林

阳永刚

肖青华

吕丹霞

陈文拓

谢建华

付文涛

胡武平

摄 影

插 图

打 字

校 对

(排名不分先后)

王翔银道礼罗健康王毅敏王解宇赵小明邓望明

刘涛艾云蒋小波向小军唐春龙谭英佳李士谋

李宗让廖本芳张矫健 肖劲松罗开仲陈华国唐元成

吴小飞胡电明赵万春黄肯堂陈小玉 田立础吴红海

孙剑彭伯桥何高洲王朝辉蒋文平何新国刘少峨

徐阳王志春唐平华屈亚光张旭夷唐飞陵 吕世荣

张善华何有生陆志坚 肖时汉陈迎体邓星平易昌和

李爱国康宁彭松华姜文龙李进华莫坚喜王生华

蒋军强邓笑天 吕美蓉黎剑唐六林田涧何涛

匡玉奇罗伯雄刘玉峰朱桂生唐永健杨建华 肖 勇

朱桂锋张尚明何小兰周跃华刘从新刘云平李友志

何兵清厉永根罗绍恒周群泽邓双发颜军豪 肖 友

吴 刚 隆欢成钱明祥唐高良 陈云刚谭向红王晓青

向杰雄蒋社强张自高尹再成徐昭程蒋年华王祥祝

夏都祥黎文轩魏军雄胡卫胡水源唐国卿夏启平

唐文伟 申斌陆松柏李晓音邓高徐鹰钟高平

蒋松春刘乐平林目卿黄振辉莫长德尹雄清罗仲云

尹中东 申瑞初胡昌兴张太生蒋五定邓建楚蒋书元

李家豪刘素常唐湘鹏王永中邓明生李端良唐寿明

李阔 ．

卿德明赵小明唐认国胡武平

刘生培

李海燕
’

唐畏保刘和平龙益明 王解宇刘学德邓旭庆

李进华李士谋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邵阳县志》审稿人员名单

邵阳县人民政府审稿委员会成员

赵湘明

刘文贤唐清洲 吕敬忠李红平

刘长明钟经求

伍芬东李志茂蒋利民陆远阶刘兴华龙益明(主审)

刘和平(主审)何伟才张雄强

邵阳市地方志编委会审稿成员

李敦楚周玉柳蔡然刘伟顺尹敬中(主审) 杨当第

曾爱武邓艳郭勇华

湖南省地方志编委会审稿成员

刘献华 袁勇前 尹克加 蔡素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一

王晓天

六月骄阳，喜鹊啼枝。有朋自远方来，嘱我为新编《邵阳县志(1978～2002)》作序，固辞

不恭，欣然从命。 一
、

修志乃中华之国粹，可谓源远流长。宋人郑兴裔日：“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

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封建时代为地方官者，交通不便，信息不灵，

掌握地情全靠志书，“宰斯土者，必举一邑之利弊纤细周知，而后可以为治”。今天，科技高

度发达，信息日新月异，地方志作为累计历史信息的形式仍然不会过时。在党和政府的高度

重视和大力扶持下，我们早已赋予了地方志书崭新的意义和丰富的内涵。．自20世纪50年

代末启动、80年代初兴起的全国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已成燎原之势。应运而生的省、市、

县三级志书已逐渐被全社会越来越多的各阶层人士所认识、接受，并将其成果予以利用。志

书逐渐成为各级领导干部为政一方不可缺少的地情书，各类专业人员从事专业工作的资料

书，各级政工、教育部门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科书。作为记录一地物质文

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载体，方志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功能必将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日益凸显。 7‘

邵阳县地处湘中腹地，扼邵永、湘桂要道，汇夫夷水、赧水二河成资江北去：境内气候温

和，溪河密布，丘岗起伏，层峦叠翠，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矿藏物产丰富，自然景色宜人，是一

片令人神往的土地。

“邵阳”作为一个古老的县名，最早见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千百年来，虽行政区划

和隶属关系几经变更，但“邵阳”一词是用得最长的，并且是郡(路、府、州、道)县同治。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邵阳县的辖境虽然又作了调整，但邵阳县作为一个大县的地位始终未

发生动摇。

邵阳人勤劳、淳朴、善良、刚直、强悍，集中体现了湖南人为坚持真理不惜一搏的“霸蛮”

精神，自古以来就多慷慨悲歌之士，铮铮铁骨之人。无论在古代还是近现代，总是英才辈出，

俊杰群起。有的大笔如椽，一纸退雄兵数万；有的学富五车，诗书冠朝野士林；有的舍生取

义，反帝制血沃中华；有的举义旗，兴农运，舍身忘死；有的为救国，育精英，桃李芬芳满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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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卫祖国，保家乡，驰驱杀敌于疆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

各条战线上更是涌现了许许多多的英雄、模范、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优秀领导干

部和企业家。他们集中地代表了邵阳人的精神和脊梁，是邵阳人的骄傲。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邵阳长期处于闭塞落后的状况。政治黑暗，经济贫困，兵祸相连，

民不聊生。一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这里仍然没有任何现代工业，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

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邵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此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以百倍的努力和热情，投入到了火热的革命和建设之中。经过了50多年的艰苦奋斗，特别

是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间；邵阳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彻底告别了贫穷和落后。各行

各业犹同千帆竟发，呈现出一派生机。境内市场繁荣，经济发展，街道宽广整洁，人民安居乐

业。‘古老的邵阳正焕发着青春的光彩，迈着矫健的步伐步人小康社会康庄大道。

：．本志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邵阳县第二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前后历时五年。

收集资料和担任编纂任务的人员达百余之众。在中共邵阳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全体编修人员克服困难，努力同心；终于完成了这一部百余万字的鸿篇巨著。这是邵阳

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来的“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任务的具体体现。志书体例完备，层次清晰，资料丰富全面，文字

简洁流畅；特别是反映成就的时候没有回避教训和走过的弯路，上限与前志下限(断于1986

年)时间交叉但在内容上不拘泥于前志，并有所突破；尤为值得称道。 ．

对于邵阳我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谊。我也是大范围的“邵阳”人，是资江的水哺育了

我o、二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受省委派遣在邵阳县锻炼2年，担任县委副书记，是邵阳的父老

乡亲给了我工作上最大的支持，是邵阳的父老乡亲给了我生活上最大的关照。古诗有云：

“黄莺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我虽然离开了邵阳，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邵阳度过的

日子。值此志书出版之际，我衷心地祝福邵阳人民祥和欢乐、幸福安康!．邵阳的明天将会更

加美好，更加辉煌!

谨为序。
．：

二oOJk年八月

(作者为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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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蒋耀华 赵湘明

国有国史，县有县志。编史修志，存史育人，历为古今所重。据史料所载，邵阳县自明嘉

靖至清光绪的380年间，先后编修过7部县志。清末以后，时局动荡，战事频繁，灾患连年，

县志编修一度中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届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采编人员的

精心编纂，第一部新编《邵阳县志》于1993年出版发行。为全面客观系统记述邵阳县1978

年以来改革开放的全过程，2003年6月，县委、县政府启动了《邵阳县志》续修工作。今天，

披沥五载，数易其稿，100万余字的皇皇巨帙终于告竣。

《邵阳县志》续编时间跨度为1978--2002年，编目设置以前志为基础，主要内容包括概

述、大事记、各专业志19篇及附录，客观地反映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邵阳县政治、经

济、社会各项事业以及乡情民风发生的巨大变化，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和时代特色，从多角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展示了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志书编

排合理，结构紧密，体例完整，语言精炼，行文规范，不失为一部反映县情的百科全书。

作为邵阳县一届党政主要负责人，我们为能在任期内完成县志的编修而倍感欣慰。我

们也希望这部县志能发挥她应有的资政、教化功能，成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

不竭动力。

《邵阳县志》续编工作得到了各级领导、史志专家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帮助和指导，

倾注了所有采编人员的汗水和心血，他们为全县人民做成了一件上慰祖宗、下惠子孙的好

事，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诸多因素所限，续编《邵阳县志》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史志专家和广大读者，特

别是在邵阳县工作过的老前辈们，提出宝贵意见。

二Oo八年九月

(蒋耀华为中共邵阳县委书记，赵湘明为邵阳县人民政府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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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突出改革开放成果，客观全面地记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简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邵阳县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设概述、大事记、各专业志2l编及附录。排列顺序以概述为卷首，大事记为次，

各专业志按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物为序，设附录于后。各专业志按编章节目4个

层次横排纵写。篇目设置以上届县志为基础，略加增删调整，既反映事物的发展变化，又相

对保持前后志书的传承陛。

三、本志时间上限为1978年，下限为2002年，上限前前志记述未详或漏记的重要史料

以及下限和成书之间发生的非记不可的大事，附录于各编章或全志之后；人物资料延伸至成

书前，上限前逝世的重要人物酌情录入。

四、本志使用地名和行政区划名称，以事物发生时为准，和今名不同的，括注今名，如：红

石公社庙元大队(今塘渡口镇庙元村)。

五、本志记述民国或民国以前纪年时，先书写民国纪年或民国以前朝代年号，括注公元

纪年；民国以前朝代年号用汉字书写，民国及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农历纪时用汉字

书写，公历纪时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六、本志所用各种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第一次出现后需简称的，均在第一次出现

时括注(以下简称X X)。 一

七、本志使用数据以统计局数据为准，统计局没有的数据，以资料提供单位数据或在本

志编纂过程中调查所得数据为准。计量单位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特殊情况需使用旧计

量单位时，括注折算后的国家法定计量单位数值；5位数以上数据以万为单位书写，9位数以

上数据用亿为单位书写，小数点后的数字按四舍五入缩写到2位数以内。本志所用产值除

文中注明不变价外，均为当时现行价。

八、本志人物志所记人物以本籍为主，虽属外籍但长期工作生活在邵阳县有影响的人物

也一并收录。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

九、本志断限内的历届中共邵阳县委助理调研员以上、县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以上、县

人民政府副县级干部以上、县政协常务委员以上、县人民武装部正副部长和正副政委等五大

家负责人，分别列表于各编中；其他单位负责人记述至正科级(实职)止，代理者括注代，以

·1·



副职主持工作者括注副；本志以事系人，人物身份以事物发生时为准，不涉及事前或事后的

身份变化。

十、本志所记资料与资料提供单位保存的原始资料有出入者，以资料提供单位保存的原

始资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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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温度⋯⋯⋯⋯⋯⋯⋯⋯⋯⋯⋯⋯⋯⋯⋯⋯⋯⋯⋯⋯⋯⋯

第二节降水⋯⋯⋯⋯⋯⋯⋯⋯⋯⋯⋯⋯⋯⋯⋯⋯⋯⋯．．．⋯⋯⋯

第三节其他气候特征⋯⋯⋯⋯⋯⋯⋯⋯⋯⋯⋯⋯⋯⋯⋯⋯⋯⋯⋯

第四节灾害性天气⋯⋯⋯⋯⋯⋯⋯⋯⋯⋯⋯⋯⋯⋯⋯⋯⋯⋯⋯⋯

第四章水文⋯⋯⋯⋯⋯⋯⋯⋯⋯⋯⋯⋯⋯⋯⋯⋯⋯⋯⋯⋯⋯⋯⋯⋯

第一节地表水⋯⋯⋯⋯⋯⋯⋯⋯⋯⋯⋯⋯⋯⋯⋯⋯⋯⋯⋯⋯⋯⋯

第二节地下水⋯⋯⋯⋯⋯⋯⋯⋯⋯⋯⋯⋯⋯⋯⋯⋯⋯⋯⋯⋯⋯⋯

第五章自然资源⋯⋯⋯⋯⋯⋯⋯⋯⋯⋯⋯⋯⋯⋯⋯⋯⋯⋯⋯⋯⋯⋯⋯

第一节土地资源⋯⋯⋯·D,g⋯⋯⋯⋯⋯⋯⋯⋯⋯⋯⋯⋯⋯⋯⋯⋯⋯

第二节。矿产资源⋯⋯⋯⋯⋯⋯⋯⋯一⋯⋯⋯⋯⋯⋯⋯⋯⋯⋯⋯⋯．

第三节旅游资源⋯⋯⋯⋯⋯⋯⋯⋯⋯⋯⋯⋯⋯⋯⋯⋯⋯⋯⋯⋯⋯

第四节水资源⋯⋯⋯⋯⋯⋯⋯⋯⋯⋯⋯⋯⋯⋯⋯⋯⋯⋯⋯⋯⋯⋯

第五节野生动植物资源⋯⋯⋯⋯⋯⋯⋯⋯⋯⋯⋯⋯⋯⋯⋯⋯⋯⋯

第六节森林资源⋯⋯⋯⋯⋯⋯⋯⋯⋯．．．⋯⋯⋯⋯⋯⋯⋯⋯⋯⋯⋯

第三编中共地方组织

第一章党员和代表大会⋯⋯⋯⋯⋯⋯⋯⋯⋯⋯⋯⋯⋯⋯⋯⋯⋯⋯⋯⋯(82)

第一节党员⋯⋯一⋯⋯⋯⋯⋯⋯⋯⋯⋯⋯⋯⋯⋯⋯⋯⋯⋯⋯⋯．(82)

第二节代表大会⋯⋯⋯⋯⋯⋯⋯⋯．．．⋯⋯⋯⋯⋯⋯⋯⋯⋯⋯⋯⋯(84)

第二章县委⋯⋯⋯⋯⋯⋯⋯⋯⋯⋯⋯⋯⋯⋯⋯⋯⋯⋯⋯⋯⋯⋯⋯⋯(86)

第一节县委会议⋯⋯⋯⋯⋯⋯⋯⋯⋯⋯⋯．．．⋯⋯⋯⋯⋯⋯⋯⋯⋯(86)

第二节县委工作机构⋯⋯⋯⋯⋯⋯⋯⋯⋯⋯⋯⋯⋯⋯⋯⋯⋯⋯⋯(87)

第三节县委派出机构⋯⋯⋯⋯⋯．．⋯⋯⋯⋯⋯⋯⋯⋯⋯⋯⋯⋯⋯．(91)

第三章重大决策和活动纪略⋯⋯⋯⋯⋯⋯一⋯⋯．．．．⋯⋯⋯⋯⋯⋯⋯⋯．(94)

第一节重大政治决策⋯⋯·⋯⋯⋯⋯⋯⋯⋯⋯⋯⋯⋯⋯⋯⋯⋯⋯．．(94)

第二节重大经济工作决策⋯⋯⋯⋯⋯⋯⋯⋯⋯⋯⋯⋯⋯⋯⋯⋯⋯(97)

第三节其他重大决策⋯⋯⋯⋯⋯⋯⋯⋯⋯⋯⋯⋯⋯⋯⋯⋯⋯⋯(100)

第四节重要活动⋯⋯⋯⋯⋯⋯⋯⋯⋯⋯⋯⋯⋯⋯⋯⋯⋯⋯⋯．．．(101)

第四章组织建设⋯⋯⋯⋯⋯⋯⋯⋯⋯⋯⋯⋯⋯⋯⋯⋯⋯⋯⋯⋯⋯⋯(103)

第一节组织整顿⋯⋯⋯⋯⋯⋯⋯⋯⋯⋯⋯⋯⋯⋯⋯⋯⋯⋯⋯⋯(103)

第二节干部培训和任免⋯⋯⋯⋯⋯⋯⋯·⋯⋯⋯⋯⋯⋯⋯⋯⋯．．(105)

第三节基层党组织建设⋯⋯⋯⋯⋯⋯⋯⋯⋯⋯⋯⋯⋯⋯⋯⋯⋯(106)

第五章纪律检查⋯⋯⋯⋯⋯⋯-⋯⋯⋯⋯⋯⋯⋯⋯⋯⋯⋯⋯⋯⋯⋯(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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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党风廉政建设一：⋯⋯⋯⋯⋯⋯⋯⋯⋯⋯⋯⋯⋯⋯⋯⋯⋯

第三节纠正行业不正之风⋯⋯⋯⋯⋯⋯⋯⋯⋯⋯⋯⋯⋯⋯⋯⋯

一第四节违纪案件举报和查处⋯⋯⋯⋯⋯⋯⋯⋯⋯⋯⋯⋯⋯⋯⋯

第六章宣传统战⋯⋯⋯⋯⋯⋯⋯⋯⋯⋯⋯⋯⋯⋯⋯⋯⋯⋯⋯⋯⋯

第一节宣传⋯⋯⋯⋯⋯⋯⋯⋯⋯⋯⋯⋯⋯⋯一⋯⋯⋯⋯⋯⋯·

第二节统一战线·⋯⋯⋯⋯⋯⋯⋯⋯⋯⋯⋯⋯⋯⋯⋯⋯⋯⋯⋯一

第七章其他党务一．．．⋯⋯·⋯⋯⋯⋯⋯⋯⋯⋯⋯^⋯⋯⋯⋯⋯⋯⋯⋯·

第一节政策调研⋯⋯⋯⋯⋯⋯⋯⋯⋯⋯⋯⋯⋯⋯⋯⋯⋯⋯⋯⋯

第二节机要保密⋯⋯⋯⋯⋯⋯⋯⋯⋯⋯．．⋯⋯⋯⋯⋯⋯⋯⋯⋯·

第三节工作督查⋯⋯⋯⋯⋯⋯⋯⋯⋯⋯⋯⋯⋯⋯⋯⋯⋯⋯⋯⋯

第四节老干部工作⋯⋯⋯⋯⋯⋯⋯⋯⋯⋯⋯⋯⋯⋯⋯⋯⋯⋯⋯

第五节党史研究⋯⋯⋯⋯⋯⋯⋯⋯⋯⋯⋯⋯⋯⋯⋯⋯⋯⋯⋯⋯

第六节档案工作⋯⋯⋯⋯⋯⋯⋯⋯⋯⋯⋯⋯⋯⋯⋯⋯⋯⋯⋯⋯

第四编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章县人大代表和代表会议⋯⋯⋯⋯⋯⋯⋯⋯⋯⋯⋯⋯⋯⋯⋯⋯

第一节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二节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一⋯⋯⋯．⋯⋯⋯⋯⋯⋯⋯⋯⋯⋯

第三节县人民代表大会议案和决议决定⋯⋯⋯⋯⋯⋯⋯⋯⋯⋯

第二章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一节机构会议⋯．．．⋯⋯⋯⋯⋯．．⋯⋯⋯⋯⋯⋯⋯⋯⋯⋯⋯·

．第二节工作活动纪要⋯⋯⋯⋯⋯⋯⋯⋯⋯⋯⋯⋯⋯⋯⋯⋯⋯⋯

第三章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节代表和代表会议⋯⋯⋯⋯⋯⋯⋯⋯⋯⋯⋯⋯⋯⋯⋯⋯⋯

‘第二节乡镇人大主席团⋯⋯⋯⋯⋯⋯⋯⋯⋯⋯⋯⋯⋯⋯⋯⋯⋯

第五编地方人民政府

第一章机构⋯⋯⋯⋯⋯⋯⋯⋯⋯⋯⋯⋯⋯⋯⋯⋯⋯⋯⋯⋯⋯⋯⋯(132)

第一节县革命委员会⋯⋯⋯⋯⋯。⋯⋯⋯⋯⋯⋯⋯⋯⋯⋯⋯⋯。(132)

第二节县人民政府⋯⋯⋯⋯⋯⋯⋯⋯⋯⋯⋯⋯⋯⋯⋯⋯⋯．．．⋯(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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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区行政机构⋯⋯⋯⋯⋯⋯⋯⋯⋯⋯．．．⋯⋯⋯⋯⋯⋯⋯⋯(138)

第四节乡镇(公社)行政机构和村民自治组织⋯⋯⋯⋯⋯⋯⋯⋯(139)

第二章政事纪略⋯⋯⋯⋯⋯⋯⋯⋯⋯⋯⋯⋯⋯⋯⋯⋯⋯⋯⋯⋯⋯⋯(139)

第一节1978--1980年县革命委员会政事纪略⋯⋯⋯⋯·⋯⋯⋯··(139)

第二节第八届县人民政府政事纪略⋯⋯⋯⋯⋯⋯⋯⋯⋯⋯⋯⋯(140)

第三节第九届县人民政府政事纪略⋯⋯⋯⋯⋯⋯⋯⋯⋯一⋯⋯·(141)

第四节第十届县人民政府政事纪略⋯一．⋯⋯⋯⋯⋯⋯⋯⋯⋯⋯·(，141)

第五节第十一届县人民政府政事纪略⋯⋯⋯⋯⋯⋯⋯一．⋯⋯⋯·(142)

第六节第十二届县人民政府政事纪略⋯⋯⋯⋯⋯⋯⋯⋯⋯⋯⋯(143)

第七节第十三届县人民政府政事纪略⋯⋯⋯⋯⋯⋯⋯⋯⋯⋯⋯(144)

第三章劳动人事⋯⋯⋯⋯⋯⋯⋯⋯⋯⋯⋯⋯⋯⋯⋯⋯⋯⋯⋯⋯⋯⋯(145)

第一节管理机构⋯⋯⋯⋯⋯⋯⋯⋯⋯⋯⋯⋯⋯⋯⋯⋯⋯⋯⋯⋯(145)

+第二节干部人事管理⋯⋯⋯⋯⋯⋯⋯⋯⋯⋯⋯⋯⋯⋯⋯⋯⋯⋯(145)

第三节劳动就业制度改革⋯⋯⋯⋯⋯⋯⋯⋯⋯⋯⋯⋯⋯⋯⋯⋯(151)

第四节工资制度改革⋯⋯⋯⋯⋯⋯⋯⋯⋯⋯⋯⋯⋯⋯⋯⋯⋯⋯(153)

第五节退职退休离休⋯⋯⋯⋯⋯⋯⋯⋯⋯⋯⋯⋯⋯⋯⋯⋯(156)

第六节职工福利⋯⋯⋯⋯⋯⋯⋯⋯⋯⋯⋯⋯⋯⋯⋯⋯⋯⋯⋯⋯(159)

第七节生产安全管理⋯⋯⋯⋯⋯⋯⋯⋯⋯⋯⋯⋯⋯⋯⋯⋯⋯⋯(163)

第四章民政⋯⋯⋯⋯⋯⋯⋯⋯⋯⋯⋯⋯⋯⋯⋯⋯⋯．．．⋯⋯⋯⋯⋯(165)

第一节优抚安置⋯⋯⋯⋯⋯⋯⋯⋯⋯⋯⋯⋯⋯⋯⋯⋯⋯⋯⋯(165)

第二节救灾救济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167)

第三节老龄工作和社会福利⋯o；·o o⋯_⋯⋯⋯⋯⋯⋯⋯⋯⋯⋯(170)

第四节勘界与地名管理⋯⋯⋯⋯⋯⋯⋯⋯⋯一⋯⋯⋯⋯⋯⋯⋯(172)

第五节其他民政事务⋯⋯⋯⋯⋯⋯⋯⋯⋯⋯⋯⋯⋯⋯⋯⋯⋯⋯(174)

第五章计划生育⋯⋯⋯⋯⋯⋯⋯⋯⋯⋯⋯⋯⋯⋯⋯⋯⋯⋯⋯⋯⋯⋯(175)

第一节机构⋯⋯⋯⋯：．．．⋯⋯·．．．⋯⋯⋯⋯·：⋯⋯⋯⋯⋯⋯⋯··(175)

第二节’政策‘宣传⋯．．．⋯⋯⋯⋯．．．．⋯⋯⋯⋯⋯⋯⋯⋯⋯⋯⋯⋯(175)

第三节节育措施⋯⋯⋯⋯⋯⋯⋯⋯⋯⋯⋯⋯⋯⋯⋯⋯⋯⋯⋯⋯(177)

第六章其他政务⋯⋯⋯⋯⋯⋯⋯⋯⋯⋯⋯⋯⋯⋯⋯⋯⋯⋯⋯⋯⋯⋯(179)

第一节信访接待和提案办理⋯⋯⋯⋯⋯⋯⋯⋯⋯⋯⋯⋯⋯⋯⋯(179)

第二节政务公开和优化经济环境⋯⋯⋯⋯⋯⋯⋯⋯⋯⋯⋯⋯⋯(181)

’第三节扶贫⋯⋯⋯⋯⋯⋯⋯⋯⋯⋯⋯⋯⋯⋯⋯⋯⋯⋯⋯⋯⋯(182)

第四节外事招商公务接待⋯⋯⋯⋯⋯⋯。⋯⋯⋯⋯⋯⋯⋯(183)

．第五节．经济调研和宗教事务管理⋯⋯⋯⋯⋯⋯⋯⋯⋯⋯⋯⋯⋯(184)



第六编政协和群众团体

第一章政协⋯⋯⋯⋯⋯⋯⋯⋯⋯⋯⋯⋯⋯⋯⋯⋯⋯⋯⋯⋯⋯⋯⋯(186)

第一节政协委员⋯⋯⋯．．．⋯⋯⋯⋯⋯⋯⋯⋯⋯⋯⋯⋯⋯⋯⋯⋯(186)

、第二节政协会议⋯⋯⋯⋯⋯⋯⋯⋯⋯⋯⋯⋯⋯⋯⋯⋯⋯⋯⋯⋯(187)

第三节工作机构⋯⋯⋯⋯⋯⋯⋯⋯⋯⋯⋯⋯⋯·⋯⋯·j⋯⋯⋯⋯(189)

第四节活动述要⋯⋯⋯⋯⋯⋯⋯⋯⋯⋯⋯⋯⋯⋯⋯⋯⋯⋯．．．~⋯(193)

第二章’群众团体⋯⋯⋯⋯⋯_⋯⋯⋯⋯⋯⋯⋯⋯⋯⋯．．⋯⋯⋯⋯⋯·(194)

‘第二节工会妇联1共青团⋯⋯⋯_⋯⋯⋯⋯⋯⋯⋯⋯⋯⋯⋯(194)

第二节科协文联残联⋯⋯⋯⋯⋯⋯⋯⋯⋯⋯⋯⋯⋯⋯一⋯·(197)

第三节工商联侨联⋯⋯⋯⋯⋯⋯⋯⋯⋯⋯．．．．⋯⋯⋯⋯⋯⋯⋯(198)

第四节个私协会和消费者委员会⋯⋯⋯⋯⋯⋯⋯⋯⋯⋯⋯⋯⋯(199)

第五节其他民间社团⋯⋯⋯⋯⋯⋯⋯⋯⋯⋯⋯⋯⋯⋯⋯⋯⋯⋯⋯(200)

第一章公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二章检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三章审

第七编政法军事

安⋯⋯⋯⋯⋯⋯⋯⋯⋯⋯⋯⋯⋯一”⋯⋯⋯⋯⋯⋯⋯⋯一

机构⋯⋯⋯⋯⋯⋯⋯⋯⋯⋯⋯⋯⋯⋯⋯⋯⋯⋯⋯⋯⋯

侦查破案⋯⋯⋯⋯⋯⋯⋯⋯⋯⋯⋯⋯⋯⋯⋯⋯⋯⋯⋯⋯

预审看守收审⋯⋯⋯⋯⋯⋯⋯⋯⋯⋯⋯．⋯．¨⋯．．⋯·

治安管理⋯⋯⋯⋯⋯⋯··：⋯⋯⋯⋯⋯⋯⋯一⋯⋯⋯一．⋯··

户政和出人境管理·：⋯⋯⋯⋯．．．⋯⋯⋯⋯一⋯⋯⋯⋯⋯··

消 防⋯⋯⋯⋯⋯⋯⋯⋯⋯⋯⋯⋯．．．⋯⋯．．⋯一⋯⋯．-．··

察⋯⋯⋯⋯⋯⋯⋯⋯⋯⋯¨⋯⋯⋯⋯⋯⋯⋯⋯⋯⋯⋯⋯

机构⋯⋯⋯．．．⋯⋯⋯⋯⋯⋯⋯⋯⋯⋯⋯⋯．⋯一．⋯⋯⋯·

刑事检察⋯⋯⋯．-．⋯⋯一⋯⋯⋯．．．⋯⋯⋯⋯_⋯⋯⋯⋯

经济检察⋯⋯o o·!o⋯⋯⋯⋯⋯⋯⋯⋯⋯⋯⋯⋯⋯⋯⋯．．·

法纪检察⋯⋯⋯⋯⋯⋯⋯⋯⋯⋯⋯⋯⋯⋯⋯⋯一⋯⋯⋯·

监所检察⋯⋯⋯⋯⋯⋯⋯⋯⋯⋯⋯⋯⋯·j⋯⋯⋯⋯⋯⋯·

控告申诉检察⋯⋯⋯⋯⋯⋯⋯⋯⋯⋯⋯．．．¨⋯·⋯⋯⋯．一

民事行政检察和检察技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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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刑事审判⋯⋯⋯⋯⋯⋯⋯⋯⋯⋯⋯⋯⋯⋯⋯⋯⋯⋯⋯⋯

第三节民事审判⋯⋯⋯⋯⋯⋯⋯⋯⋯⋯⋯⋯⋯⋯⋯⋯⋯⋯⋯⋯

第四节经济审判⋯⋯⋯一⋯⋯⋯⋯⋯⋯⋯⋯⋯⋯⋯⋯⋯⋯⋯⋯·

’第五节行政审判⋯⋯⋯⋯⋯⋯⋯⋯⋯⋯⋯⋯⋯⋯⋯⋯⋯⋯⋯⋯

第六节执行⋯⋯⋯⋯⋯⋯⋯⋯⋯⋯⋯⋯⋯⋯⋯⋯⋯⋯⋯⋯⋯

第七节案件复查⋯⋯⋯⋯⋯⋯⋯⋯⋯⋯⋯⋯⋯．．．⋯⋯⋯⋯⋯⋯

第四章司法行政⋯⋯⋯⋯⋯⋯⋯⋯⋯⋯⋯¨⋯⋯⋯⋯⋯⋯⋯⋯⋯⋯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法制宣传与法制教育⋯⋯⋯⋯⋯⋯⋯⋯⋯⋯⋯⋯⋯⋯⋯

第三节人民调解⋯⋯⋯⋯⋯⋯⋯⋯⋯⋯⋯⋯⋯⋯⋯⋯⋯⋯⋯⋯

第四节律师公证⋯⋯⋯⋯⋯⋯⋯⋯⋯⋯⋯⋯⋯⋯⋯⋯⋯⋯⋯

第五章军事⋯⋯⋯⋯⋯⋯⋯⋯⋯⋯⋯⋯⋯⋯⋯⋯⋯⋯⋯⋯⋯⋯⋯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征兵⋯⋯⋯⋯⋯⋯⋯⋯⋯⋯⋯⋯⋯⋯⋯⋯⋯⋯⋯⋯⋯

第三节民兵⋯⋯⋯⋯⋯⋯⋯⋯⋯⋯⋯⋯⋯⋯⋯⋯⋯⋯⋯⋯⋯

第四节国防教育与国防动员⋯⋯⋯⋯⋯⋯⋯⋯⋯⋯⋯⋯⋯⋯⋯

第五节预备役和人民防空⋯⋯⋯⋯⋯⋯⋯⋯⋯⋯⋯⋯⋯⋯⋯⋯

第八编经济综合管理

第一章经济发展概况⋯⋯⋯⋯⋯⋯⋯⋯⋯⋯⋯⋯⋯⋯⋯⋯⋯⋯⋯⋯(232)

第一节发展速度⋯⋯⋯⋯⋯⋯⋯⋯⋯⋯⋯⋯⋯⋯⋯⋯⋯⋯⋯⋯(232)

第二节经济结构⋯⋯⋯⋯⋯⋯⋯⋯⋯⋯⋯⋯⋯⋯⋯⋯⋯⋯⋯⋯(233)

第二章计划管理⋯⋯⋯⋯⋯⋯⋯⋯⋯⋯⋯⋯⋯⋯⋯⋯⋯⋯⋯⋯⋯⋯(235)

第一节机构⋯⋯⋯⋯⋯⋯⋯⋯⋯⋯⋯⋯⋯⋯⋯⋯⋯⋯⋯⋯⋯(235)

第二节经济计划编制⋯⋯⋯⋯⋯⋯⋯⋯⋯⋯⋯⋯⋯⋯⋯⋯⋯⋯(235)

第三节计划内物资供应⋯⋯⋯⋯⋯⋯⋯⋯⋯⋯⋯⋯⋯⋯⋯⋯⋯(235)

第四节固定资产投资⋯⋯⋯⋯⋯⋯⋯⋯⋯⋯⋯⋯⋯⋯⋯⋯⋯⋯(236)

第三章统计物价管理⋯⋯⋯⋯⋯⋯⋯⋯⋯⋯⋯⋯⋯⋯⋯⋯⋯⋯⋯⋯(237)

第一节统计管理⋯⋯⋯O O'O⋯⋯⋯⋯⋯一¨⋯⋯⋯⋯⋯⋯⋯⋯·(237)

第二节物价管理⋯⋯⋯⋯⋯⋯⋯⋯⋯⋯⋯一⋯·⋯⋯⋯⋯⋯⋯⋯(238)

第四章国土资源管理⋯⋯⋯⋯⋯⋯⋯⋯⋯⋯⋯⋯⋯?⋯⋯⋯⋯⋯⋯··(240)

第一节机构⋯⋯⋯⋯⋯⋯⋯⋯⋯⋯⋯⋯⋯⋯⋯⋯⋯⋯⋯⋯⋯(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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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建设用地管理⋯⋯⋯⋯⋯⋯⋯⋯⋯⋯⋯⋯⋯⋯⋯⋯⋯⋯

第三节地籍管理和耕地保护⋯⋯⋯⋯⋯⋯⋯⋯⋯⋯⋯⋯⋯⋯⋯

第四节矿产资源管理⋯⋯⋯⋯⋯⋯⋯一·⋯⋯⋯⋯⋯⋯⋯⋯⋯⋯

第五章工商行政管理⋯⋯⋯⋯⋯⋯⋯⋯⋯⋯⋯⋯⋯⋯⋯⋯⋯⋯⋯⋯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工商登记管理⋯⋯⋯⋯⋯⋯⋯⋯⋯⋯⋯⋯⋯⋯⋯⋯⋯⋯

第三节市场管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第四节经济合同管理和商标广告管理⋯⋯⋯⋯⋯⋯⋯⋯·；⋯⋯·

第六章质量技术监督管理⋯⋯⋯⋯⋯⋯⋯⋯⋯⋯⋯⋯⋯⋯⋯⋯⋯⋯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管理⋯⋯⋯⋯⋯⋯⋯⋯⋯⋯⋯⋯⋯⋯⋯⋯⋯⋯⋯⋯⋯

综述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二章 林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四章水

第九编农业

种植业⋯⋯⋯⋯⋯⋯⋯⋯⋯⋯⋯⋯⋯⋯⋯⋯⋯⋯⋯⋯⋯

作物种类⋯⋯⋯⋯⋯⋯⋯⋯⋯⋯⋯⋯⋯⋯⋯．．．⋯⋯⋯⋯

种植技术⋯⋯⋯⋯⋯⋯⋯⋯⋯⋯⋯⋯⋯⋯⋯⋯⋯⋯⋯⋯

农作物病虫害⋯⋯⋯⋯⋯⋯⋯⋯⋯⋯⋯⋯⋯⋯⋯⋯⋯⋯

耕地劳力肥料⋯⋯⋯⋯⋯⋯⋯⋯⋯⋯⋯·．“⋯⋯⋯⋯

主要种植业成本和效益⋯⋯⋯⋯⋯⋯⋯⋯⋯⋯一⋯⋯⋯·

管理⋯⋯⋯⋯⋯⋯⋯⋯⋯⋯⋯⋯⋯⋯．．⋯⋯一⋯⋯⋯一

园艺场和经济场⋯⋯⋯⋯⋯⋯⋯⋯⋯⋯⋯⋯⋯⋯．．．⋯⋯

业⋯⋯⋯⋯⋯⋯⋯⋯⋯⋯⋯⋯⋯⋯⋯⋯⋯⋯⋯⋯⋯⋯⋯

植树造林⋯⋯^⋯⋯⋯⋯⋯⋯⋯⋯⋯⋯⋯⋯⋯⋯⋯⋯⋯

林场苗圃场⋯⋯⋯⋯⋯⋯⋯⋯⋯⋯⋯．．⋯⋯⋯⋯⋯⋯·

林业管理⋯⋯⋯⋯⋯⋯⋯⋯⋯⋯⋯⋯⋯⋯⋯⋯⋯⋯⋯⋯

养殖业⋯⋯⋯⋯⋯⋯⋯⋯⋯⋯⋯⋯⋯⋯⋯⋯⋯一⋯⋯⋯·

畜．禽⋯⋯⋯⋯⋯⋯⋯⋯⋯⋯⋯⋯⋯⋯⋯⋯⋯⋯⋯⋯⋯

水产⋯⋯⋯⋯⋯⋯⋯⋯⋯⋯⋯⋯⋯⋯⋯⋯⋯⋯⋯⋯⋯

疫病防治⋯⋯⋯⋯⋯⋯⋯⋯⋯⋯⋯⋯⋯⋯⋯⋯⋯⋯一⋯．·

主要养殖业成本与效益⋯⋯⋯⋯⋯⋯⋯一⋯⋯⋯⋯⋯⋯·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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