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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

编纂地方志是我国文化传统。泾县自宋嘉定四年(公元1211)，至清道光

九年(1829)六百多年间，修志15次(含续修)，多数散佚，仅存一二。以后，兵燹

扰攘，灾棂j存至，社会动荡，修志中断。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未及修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

开放，经济繁荣，政通人和，臻于盛世，修志之业，应运而生。现在新编《泾县志》

锓梓告成，凡36章，百余万言，详近略远，通合古今，内容之广，门类之周，上下

限时间之长，都非旧志可比。它的问世，是全县人民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

喜可贺。

泾县建置至今已有2000余年之悠久历史，古称“汉家旧县，江左名区"。又

是“宣纸之乡"，文风素盛，风物繁华，名胜古迹，遐迩闻名。辛亥革命之后，泾川

大地播下红色火种，建立革命老区，泾县人民投身革命，前赴后继，做出重大贡

献。解放四十多年来，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战

胜艰难，历经曲折，取得辉煌成就。经济建设蒸蒸日上，各项事业全面进步，人

民生活明显提高。发展之快，变化之大，史所末见。新编《泾县志》遵循辩证唯物

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观点，运用新资料、新方法对我县自然、社会的历史

与现状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记述。新编《泾县志》不仅是存史之载体，而且是资

治之借鉴、教化之所据，将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过去和现状，全面了解县情，

扬长避短，科学决策，并将激励我们和子孙后代，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立创业

大志，展振兴宏图。

新编《泾县志》工程浩繁，在“党委领导，政府修志"的新格局下，得到各级

领导重视，全县上下通力合作。客居他乡与海外各地泾县籍知名学者和各方人

士，亦满怀桑梓深情，寄予热忱关注。尤以县志编纂委员会诸同仁，躬逢其盛，

悉心谋划，共襄其事；县志办同志十历寒暑，殚精竭虑，数易其稿，备尝艰辛，实

为惑人o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新志虽成，新业无境，县志问世之际，寄语全县

人民，应记昨日历史，无负今日时代，同心同德，奋发图强，为老区泾县谱写新

的更美的篇章。
‘

中共泾县县委书记么戛善切

一九九五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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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自古而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一部观点新

颖、内容丰富的《泾县志》问世了。这是泾县修志史上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

志。这部县志经过几届政府的努力而在本届政府任期内最终完成，我们深感欣
慰和荣幸。

新编《泾县志》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的观点，对泾县几千年的发展史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和探索，对一些重大历

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给予实事求是的记叙和评价，这与旧县志有着本质的

区别。

新编《泾县志》一改旧方志重人文轻经济的旧例，突出了社会经济发展这

根主线，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了泾县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反映了泾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深刻和巨大成

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新编《泾县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泾县地灵人杰，有着众多的自然与人

文景观。泾县是国宝宣纸的正宗产地，又是革命老区。抗战期间，新四军军部曾

驻境内云岭，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于茂林地区。新县志对这些都设有专

章，详为记叙。

新编《泾县志》的出版，是全县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它具有资治、

存史、宣传教育等重要作用。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这部县志的出版，有助于

我们了解过去，把握未来；有助于激发全县人民热爱泾县，建设泾县的热情。有

助于增进国内外人士对泾县的了解和感情。

《泾县志》自1982年编纂以来，得到全县各方面的合作和众多专家学者及

客地泾县籍人士的支持，可谓共襄盛举、众手成志。县志办公室的同志辛勤笔

耕，广征博采，尽责尽力，表现了新一代修志人的可贵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

编纂社会主义新县志是一项崭新的事业，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期待大家的

批评指正。

2

泾县人民政府县长翻唯互

一九九五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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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地方志或县志之类，多是国泰民安，太平盛世的事。上次编写我县县

志，是在清代乾嘉间，由大学者(官也不小)洪亮吉主持的。其时正是清代的一

个所谓的盛世。

从明代说起。明初几个朝代，大致是安定的，经济方面表现突出。例如东南

各省，江河纵横，交通便利，手工业纺织业盛况惊人，突破了小农经济的桎梏，

形成封建社会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可是明中叶以后，朝政混乱，政治腐朽，成

为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南北多次农民起义，直到李自成的农民军打到北京，

崇祯皇帝煤山自尽。由此引清兵入关，经过多少的战乱，先在山东地区大屠杀，

跟着有所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到清政权平定宇内，巩固了统治。经过

康、雍、乾三代的经营，继明代中叶以后，社会安定，经济逐步恢复，走向繁荣昌

盛。回顾看：在长期民不聊生，改朝换代之后的变化，即从鲁迅所谓“想做奴隶

而不可得，到做稳了奴隶"的时期邀确是一个太平盛世。此时各地着手编纂地
方志，包括我县县志，是理所当然的。

康、雍、乾虽称盛世，但中国这个闭关自守的古老社会已至封建末期，而世

界列强发展至资本主义成熟之时。它们以其大炮军舰四处寻找殖民地。紧跟上

述嘉庆之后的道光年间1840年，即发生鸦片战争，清廷割地赔款，中国从此成

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接着列强三番几次入侵，一部近代史写满了国家的耻

辱和人民的鲜血。到孙中山建立国民党推翻清政权，成立中华民国，继后，军阀

连年混战。北伐军胜利之年，即被蒋介石篡夺政权，倚靠美国，要消灭共产党。．

其间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包括保卫东南，迸驻我县的新四军及令人痛愤的“皖

南事变")，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的支持和毛

泽东思想的指导，短短几年的苦战，即将蒋政权赶出大陆。全国解放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开始解决了土地问题，产业所有权问题，以及社会生产

力问题。一度以阶级斗争为纲，直到所谓“浩劫’’，也吃过不少过左路线的苦头。

但共产党是负责的，随即推倒“四人帮’’，着手拨乱反正，终于走上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的康庄大路。坚持逐步深化改革开放，实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从

1979年至今，我国十一亿人民，由温饱跨上小康的台阶。当全世界尤其是原来

所谓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经济一片混乱，产业发达的先进国家经济萎缩，失业一，

3·，>／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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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增，全世界风云动荡，前途难测的时候，而我们却在万众一心，努力建设我们

既强又富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说太平盛世，这可不是平常所谓的太平

盛世，而是自古及今，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

以上将两次县志编写的历史背景作一极其粗略的概述，经过比较衡量，以

期对于我们的工作及其意义能有较明确较深入一步的理解，是有必要的。

谈到县志本身，“县志"所谓“志"，是“记录"的意思。它属于历史的范畴。唐

代的史学家刘知几在他的名著《史通》，总结先秦史书的内容，是“如明镜照物，

媸妍毕露；虚空传响，清浊毕闻"。并且，要“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善恶必

书，是为实录"。这些，是历史科学的要点。鲁迅也说，有人说会稽，即他故乡绍

兴，是报仇雪耻之乡(因为过去原是灭吴的越国地界)，也有人说，那里是藏垢

纳污之地(因为出过很多坏人和坏事)。有人问他，你的故乡究竟是个怎样的地

方?他在他的杂文里回答说：“都是的"。意谓既是报仇雪耻之乡，也是藏垢纳污

之地。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观点。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纯粹单一的

事物，万事万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先秦史书对这样观点的写法，后世称为“春

秋笔法"。何谓“春秋笔法"?即“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即《三字经》上所

谓“寓褒贬，别善恶”。这里的“寓”字用的很好，即是说，不把褒或贬的话直接说

出来，而是用具体的关于情节场面的描写间接表现出来。当然，先秦史书的作

品是以写“人"为主的，后世的史书则以记“亭’’为主，也就无所谓“春秋笔法”
了。但客观的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不管后世怎么写法，你既如实地写了它，它

就反映出两面性来。比如我县出了一位著名的革命家王稼祥，记入了县志。读

者看到了此条，就会觉得“可贵’’，“我们一个小县也出了这样不朽的伟大人

物’’；另一方面也会有人觉得“抱憾’’：“他吃了多少苦，立了多大的功!可惜今天

不在了"，这是可能的。方志假如只写正的或好的一面，实际也反映出不好的一

面。

我现在再举几个实例说一说。比如我县有多少人口，这是会有记载的。另

外，小学、中学共有几座，这也会有记载的。把这两方面合起来一看，很可能看

出学校办的太少，远不能满足应有的需要。目前深刻正确的指明：“科学是第一

生产力"，而且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手一齐抓。可见教育不足(包括

量和质)是个严重问题；另外，我县为什么没有大学?日、美许多县早就办了大

学，而且有许多有贡献的著名大学。如此类推，我们在优生优育优教方面都要

急起直追，方能逐步满足时代对我们的要求! 、

又比如，在我国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中，各地集中力量搞乡镇企业，这在

我县也有突出的发展。这当然十分可嘉可贺，还须继续努力使之加倍腾飞。但

想到我们江南山区，物产独特、丰富。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地方缺乏粮食。贵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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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山，向称贫者，可是他们有人在山坡上大规模挖“葛"。这是一种野生植物，生

在土里，茎蔓则在地面蔓延。把“葛"挖出来，它不只是一种药用品或小孩喜欢

嚼着玩的东西，它实是一种炭水化合物，营养丰富，可以解饥养人与粮食无异

的食品。当时有商人大规模收购，不只赚了钱，也救了人命。同样的，我县山区

有许多名目繁多，大小粗细不一的竹子和笋。无论庭院或大小山坡，种上一片

竹子，不只是“凤尾森森，龙吟细细"，而且簇簇浓绿，令人愉悦；又是不同种类

的珍鲜美食(仲春时节常与“蕨"并食)。此外，我县细小的山货，种类繁多，不一

一赘说。我县连绵的山野，在解放前被贪污的官僚们砍光卖完，留给我们一片

荒山秃岭。现在发起搞“绿化"，若只由公家派人代搞，是不够的，必须发动人民

自己动手，长期深入细致的经营，才能恢复旧观，锦上添花。其中还有水果问

题。我县水果品种产量稀少，比起山东、河北各地，远不能及。这是必须居民试

种，专家研究的一大问题。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校园看见一棵高大的老银杏树。

树旁立有一座大铜牌，说明此树是由中国用海船运去移植成功的。见者无不视

为稀世之珍。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此外，我县原是蚕丝产地，尤其妇女

们，把这当作一项重要的职业。附近荒地，门前宅后，多见缝插针，种上桑树。不

说这是一笔重要的收入；妇女采桑，孩子爬在树上摘桑椹，也是很美的画面。

再说，我县属于黄山山脉系统。现在已划入黄山风景区。但我县本身处处

多有吸引人的美景。比如青弋江，它穿过我县西南乡流入长江。流过西南乡的

部分，俗称“大河一。其水一清到底，各种游鱼(有大至五尺多的，名为雪花金鲐)

和美玉似的石头，都看得清清楚楚，宛似家庭摆设的一盆盆景。两边则是茂盛

的丛林修竹，这才称得上名符其实的所谓“青山绿水’’。其间有“落星潭"和“蓝

山"，有不整齐的古老庙宇。李白的诗集告诉我们，这一带直至上游著名的桃花

潭，他都游历玩赏过。我们若将这一带认真加以整修，适当加筑一些本地色彩

的宾馆，是会吸引中外游人’．为黄山增色的!- ，

光华灿烂的；十一世纪·大踏步现代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即在我们面前，我们编萼这部县志略表去旧迎新的欣喜欢跃之意!是为“序静。

吴组缃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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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泾县人也，自吾先世迁居至沪，旅外之日久，在乡之日少，然思乡之情日

愈浓郁也。言祖籍必日泾县。尤有甚者，是吾学术渊源乃皖学之泾派一脉相承，

虽也有迁革，而精华所托，永继为宝，是以乡情波其学术色彩而愈显也。 ，

溯吾六世祖墨庄先生胡承珙，生当清乾嘉学派盛时，以训诂为治学基础，

勤辨所以阐明经义，专一《毛诗》之学，鸣于一代，传世不衰。同时乡人兰坡先生

朱璐则为《文选》之学，亦以根柢深厚相闻。吾伯父朴安先生振墨庄之学，一以 ·

文字训诂为基础，弘廓辨订考证之成果，而贯串义理，更为皖学泾派之特色。先

父怀琛先生初勤于文史之学，继亦致力考订工作，于古籍整理良有贡献，兄弟

成就，相映成辉。吾幼承家学，长访名师，而学风一秉墨庄祖传，故所作《梦溪笔

谈校证》一书，署称“宋钱塘沈括撰，泾县胡道静学"，岂惟念乡情系，亦君子不

忘其学术本源也。

泾县山明水秀，山为黄山支脉，水是石门分流，亦皖南之胜观也。而桃花潭

以李白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之句尤名于世。毛泽东主席生前

尝许李诗，不独描述潭水俊美，且力透纸背，察其表明泾县人之好客，由是吾泾

县风俗淳厚，益为世人遗留深刻印象矣。

． 泾县亦革命之重地也，抗日战争期I"．-1，新四军以泾县云岭为根据地，时则

西北有延安，与东南之泾县并为革命抗战之明灯，南北青年奋力趋之若鹜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抗战胜利，人民翻身，积聚雄厚之力量。所可恨者，顽
军破坏团结，遂有震惊于世之“皖南事变"。于今云岭建立新四军军部及中共中

央东南局纪念馆，永耀于宇宙间也。 ．

吾泾南部多山地，天产之美，竹木至丰。尤以火青茶叶，乃茗界一绝，以产

量珍稀，虽未能与屯绿、碧螺齐比，但汁味之佳，无与伦比矣。文房四宝中，宣纸
宣笔，占其二胜。宣纸宜作国画与墨迹，产于小岭诸村之深山中，楮木成林，采

其皮为原料，浸以清澈泉水，纸质之佳，保年之久，无与为敌者也。先伯父朴安

先生曾著《宣纸说》，考之至确也。吾泾地下矿产，犹有铁矿及建材大理石蕴藏

颇富，然至解放以后，始行开发，泾地富源，乃昭于世。自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改革开放，政策正确，内外交流，遂为脱贫之县。此则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之胜利也，于泾县亦有徵可信，而中共泾县县委与县府不负人民之

托，体现政策之努力，为功巨矣。于是述史以载，志其翔实，为必要也。泾县志之
6



序 四

修，曾有名作，清代学者洪亮吉主纂之嘉庆一志，为方志佳作，曾有定誉。然彼

为封建时代之撰述，安能以比当今盛世著作?今新志修成，全面总括成绩、宣扬

社会主义功能，越前代而昭后世，诚为今日之宏举也。谨为修志诸君子贺，故作

是序云。 ’

胡道静

一九九三年五月一日

(时侨居美国纽约市皇后区雷果公司桑特斯街寓所)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记述本县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结构有志、记、传、述、图、表、录7种体裁，采用平行章节体。志为主，其

余为辅。概述、大事记、附录外，设章、节、目。

三、记述重点，立足当代，通合古今，详近略远，上下限因事而异，大事记溯

至建置之始，其余事类，或溯发端，或述兴衰，下限一般止于1987年底。断限后

1988""1994年另撰大事记附后备存。

四、编纂文体采用记叙体、现代语体文，概述以叙为主兼有议论，大事记采

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相结合，各章以类系事，横排门类，纵记史实，述而不议。

五、人志人物，悉遵史法，生不立传。以对社会发展进步有显著贡献泾县籍

人士为主，兼顾在本县历史上有重大影响之客籍人士，编写传略，以昭后世。并

辑“烈士名录"，俾垂青史。健在名人仅辑名录简介。

六、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始，书写公元纪年，国名书全称，或简称“新

中国一及“建国前、后"。其前历史朝代，悉书旧称，书写历史纪年，注明公元纪

年。

七、地名，以现时普查地名为准，引用历史资料中古代地名均注今称，备以

稽详。行政区划按时称书写，适当加注。

八、数字、计量单位，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部t-i《关于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规定标准书写。本

志所称50年代、70年代⋯⋯均指20世纪。

九、本志统计数据资料，新中国建立后，主要根据政府统计部门提供，阙如

部分采用有关部门提供数据。建国前统计数据，取自1日有档案资料。

十、本志资料来源有：(1)县直各单位部门志或资料汇编，各乡镇志、厂矿

企业专志；(2)各类文献、历史档案和有关报刊资料，(3)历代国史I本地区府志

和本县旧县志I(4)采访调查，知史人士提供、校核后采用。

歹产．．



京新图第95258515号

责任编辑：梁赛晁文璧
’

彩图设计：‘卫国贤

扉页题字：吴小如

装帧设计：张长明

责任校对： 汪渭曹伯达王世衡董月英董光浩

泾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
。

方志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建国门外日坛路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省地方志印制中心印制

开本：16开印张：66．4插页：34字数：153．5万

1996年2月第一版 1996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oo，001—5000

ISBN 7—801 22一038—2／K·5

定价：150元。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序⋯一⋯”一⋯⋯⋯””⋯⋯⋯“⋯⋯”⋯⋯⋯一⋯⋯⋯一⋯⋯⋯⋯⋯⋯⋯⋯．．⋯⋯⋯⋯”l
序二⋯⋯⋯⋯⋯⋯”“⋯⋯⋯⋯”“”””⋯⋯⋯⋯⋯⋯⋯⋯⋯⋯⋯⋯⋯⋯”“⋯一”⋯⋯”2

序三⋯⋯⋯⋯⋯⋯⋯⋯⋯⋯⋯⋯“．．”一⋯⋯⋯⋯”⋯⋯⋯⋯⋯⋯⋯⋯”··⋯⋯⋯⋯⋯⋯·3

序四⋯·”⋯⋯⋯⋯⋯⋯⋯⋯⋯·”⋯⋯⋯⋯”·⋯⋯⋯⋯⋯⋯⋯⋯⋯⋯⋯···⋯⋯⋯⋯⋯⋯6

凡例⋯·⋯⋯⋯⋯““⋯⋯⋯⋯⋯⋯⋯⋯⋯···⋯⋯··””⋯⋯⋯⋯⋯⋯⋯⋯⋯⋯·一⋯⋯⋯·8

{既述⋯”⋯⋯⋯⋯⋯⋯⋯⋯⋯⋯⋯··．．”⋯⋯·⋯⋯⋯“⋯⋯⋯··“·一⋯⋯⋯⋯⋯⋯⋯⋯”·l

大事记⋯⋯⋯⋯．．-⋯⋯⋯⋯⋯⋯⋯⋯⋯⋯⋯⋯⋯⋯⋯⋯⋯⋯⋯⋯⋯⋯⋯⋯⋯⋯⋯⋯⋯7
●

●

第一章建 置⋯⋯⋯⋯⋯⋯⋯⋯⋯⋯⋯⋯⋯⋯⋯⋯⋯⋯⋯⋯⋯⋯⋯⋯⋯⋯⋯⋯49。

‘第一节沿革⋯⋯⋯⋯⋯⋯⋯⋯⋯⋯⋯⋯．．．⋯⋯⋯⋯⋯⋯⋯⋯⋯⋯⋯⋯⋯⋯⋯49

第二节境域⋯⋯⋯⋯⋯⋯⋯⋯⋯⋯⋯⋯⋯⋯⋯⋯⋯⋯⋯⋯⋯⋯⋯⋯⋯⋯⋯⋯51

第三节行政区划⋯⋯⋯⋯⋯⋯⋯⋯⋯⋯⋯⋯⋯⋯⋯⋯⋯⋯⋯⋯⋯⋯⋯⋯⋯⋯52

一．清及以前行政区划⋯⋯⋯⋯⋯⋯⋯⋯⋯⋯⋯⋯⋯⋯⋯⋯⋯⋯⋯⋯⋯⋯⋯52

’二。民国时期行政区划⋯⋯⋯⋯⋯⋯⋯⋯⋯⋯⋯⋯⋯⋯ooQ ooo ooo⋯⋯⋯⋯⋯⋯53

三新中国成立后行政区划⋯⋯⋯⋯⋯⋯⋯⋯⋯⋯⋯⋯⋯⋯⋯⋯⋯⋯⋯⋯⋯54

第二章自然地理⋯⋯⋯⋯⋯⋯⋯⋯⋯⋯⋯⋯⋯⋯⋯⋯⋯⋯⋯⋯⋯⋯⋯⋯⋯⋯⋯⋯6l+

第一节地质地貌⋯⋯⋯⋯⋯⋯⋯⋯⋯⋯⋯dBOO OWO 099⋯⋯⋯⋯⋯⋯⋯⋯⋯⋯⋯⋯61

一地质⋯⋯⋯⋯⋯．．．．．．⋯⋯⋯⋯⋯⋯⋯⋯⋯⋯⋯⋯⋯⋯⋯⋯⋯⋯⋯⋯⋯⋯61

二地貌⋯⋯⋯⋯⋯⋯⋯⋯⋯⋯⋯⋯⋯⋯⋯⋯⋯⋯⋯⋯⋯⋯O 4-4P OOO⋯⋯⋯⋯⋯62

第二节气象⋯⋯⋯⋯⋯⋯⋯⋯⋯⋯⋯⋯⋯⋯⋯⋯⋯⋯⋯⋯⋯⋯⋯⋯⋯⋯⋯⋯71

一气候⋯⋯⋯⋯⋯⋯⋯⋯⋯⋯⋯⋯⋯⋯⋯⋯⋯⋯⋯⋯⋯ooo ooo 000 ooo···⋯⋯⋯71．

二物候⋯⋯⋯⋯⋯⋯⋯⋯⋯⋯⋯⋯⋯⋯⋯⋯⋯⋯m⋯ooo'oog⋯⋯⋯⋯⋯⋯⋯76

第三节水资源⋯⋯⋯⋯⋯⋯⋯⋯⋯⋯⋯⋯⋯⋯⋯⋯⋯⋯⋯⋯⋯⋯⋯⋯⋯⋯⋯78

一地表水⋯⋯⋯⋯⋯⋯⋯⋯⋯⋯⋯⋯⋯⋯⋯⋯⋯⋯⋯⋯⋯⋯⋯⋯⋯⋯⋯⋯78

二地下水⋯⋯⋯⋯⋯⋯⋯⋯⋯⋯⋯⋯⋯⋯∥⋯⋯⋯⋯⋯⋯⋯⋯⋯⋯⋯⋯⋯80

． 附古池、塘、泉、井⋯⋯⋯⋯⋯⋯⋯⋯⋯⋯⋯⋯⋯⋯⋯⋯⋯⋯⋯⋯⋯⋯⋯⋯⋯80 ·

第四节土壤植被⋯⋯⋯⋯⋯⋯⋯⋯⋯⋯⋯··Oo⋯⋯⋯⋯⋯⋯⋯⋯⋯⋯⋯⋯⋯82

一土壤⋯⋯⋯⋯⋯⋯⋯⋯⋯⋯⋯⋯⋯⋯⋯⋯⋯⋯⋯⋯⋯⋯⋯⋯⋯⋯⋯⋯⋯82

=植被⋯⋯⋯⋯⋯⋯⋯⋯⋯⋯⋯⋯⋯⋯⋯⋯⋯⋯⋯⋯⋯⋯⋯⋯⋯⋯⋯⋯⋯86
。

第五节自然资源⋯⋯⋯⋯⋯⋯⋯⋯⋯⋯⋯⋯⋯⋯⋯⋯⋯⋯⋯⋯⋯⋯⋯⋯⋯⋯87

一矿产资源⋯⋯⋯⋯⋯⋯⋯⋯⋯⋯⋯⋯⋯·“⋯⋯⋯⋯⋯⋯⋯⋯⋯⋯⋯⋯⋯87

1

‘

乙D

凌，嘲瑶锋_雠黝辫赫翟删鞲，■翳缝笏融飘缀啊祭擎

嚣z和}—-■穿n

；，-《1口暂

纱参tr“雄w

4*

，#*



二植物资源⋯⋯⋯⋯⋯⋯⋯⋯⋯⋯⋯⋯⋯⋯⋯⋯⋯⋯⋯⋯⋯⋯⋯⋯⋯⋯⋯89

三野生动物⋯⋯⋯⋯⋯⋯⋯⋯⋯⋯⋯⋯⋯⋯⋯⋯⋯⋯⋯⋯⋯⋯⋯⋯⋯⋯⋯91

7第六节 自然灾害?⋯⋯⋯⋯⋯⋯⋯⋯⋯⋯⋯⋯⋯⋯⋯⋯⋯⋯⋯⋯⋯⋯⋯⋯⋯”94

一水、旱灾害⋯⋯⋯⋯⋯⋯⋯⋯⋯⋯⋯⋯⋯⋯⋯⋯⋯⋯⋯⋯⋯”：⋯⋯⋯⋯⋯94

二地震⋯⋯⋯⋯⋯⋯⋯⋯⋯⋯⋯⋯“⋯⋯⋯⋯⋯⋯⋯⋯⋯⋯⋯⋯⋯⋯⋯⋯·98

第三章人 ．口⋯⋯⋯⋯⋯⋯”：⋯⋯⋯⋯⋯⋯⋯⋯⋯⋯⋯⋯⋯⋯⋯⋯⋯⋯⋯⋯⋯100

第一节人口增减·：⋯⋯⋯⋯⋯⋯⋯⋯⋯⋯⋯⋯⋯⋯⋯⋯⋯⋯⋯⋯⋯⋯⋯⋯⋯·100

第二节人口构成⋯⋯⋯⋯⋯⋯⋯⋯⋯⋯⋯⋯⋯⋯⋯⋯⋯⋯⋯⋯⋯⋯⋯⋯⋯⋯106

一民族姓氏⋯⋯⋯⋯⋯⋯⋯⋯⋯⋯⋯⋯⋯⋯⋯⋯⋯⋯⋯⋯⋯⋯⋯⋯⋯⋯106

二’年龄性别⋯⋯⋯⋯一⋯⋯⋯⋯⋯⋯⋯⋯⋯⋯⋯⋯⋯⋯⋯⋯⋯⋯⋯⋯⋯·107

三婚姻家庭⋯⋯⋯⋯⋯⋯⋯⋯⋯⋯⋯⋯·：⋯⋯⋯⋯⋯⋯⋯⋯⋯⋯⋯⋯⋯·109

四 职业⋯⋯”⋯⋯⋯⋯⋯⋯⋯⋯⋯⋯⋯⋯⋯⋯⋯⋯⋯⋯⋯⋯“⋯⋯⋯⋯．．．⋯110

第三节人口控制⋯⋯⋯⋯⋯⋯⋯⋯⋯⋯⋯⋯⋯⋯⋯⋯⋯⋯⋯⋯⋯⋯⋯⋯⋯⋯112

一计划生育⋯⋯”⋯⋯⋯⋯⋯⋯⋯⋯⋯⋯⋯⋯⋯⋯⋯⋯⋯⋯⋯⋯⋯⋯⋯⋯·112

二优生优育⋯⋯⋯⋯⋯⋯⋯⋯⋯⋯⋯⋯⋯⋯⋯⋯⋯⋯⋯⋯⋯⋯⋯⋯”“一114

第四节人民生活⋯⋯⋯⋯⋯⋯⋯⋯⋯⋯⋯⋯⋯⋯⋯⋯⋯⋯⋯⋯⋯⋯⋯⋯⋯⋯115

一职工、农民收入⋯⋯⋯⋯⋯⋯⋯⋯⋯⋯⋯⋯⋯⋯⋯⋯⋯⋯⋯⋯⋯⋯⋯⋯116

二生活条件⋯⋯⋯⋯⋯⋯⋯⋯⋯⋯⋯⋯⋯⋯⋯⋯⋯⋯⋯⋯⋯⋯⋯⋯⋯⋯⋯117

第四章农 业⋯⋯⋯⋯⋯⋯⋯⋯⋯⋯⋯⋯⋯⋯⋯⋯⋯⋯⋯⋯⋯⋯⋯⋯⋯⋯⋯⋯119

第一节资源⋯⋯⋯⋯⋯⋯⋯⋯⋯⋯⋯一⋯⋯⋯⋯⋯⋯⋯⋯⋯⋯·7⋯⋯⋯⋯⋯119

一耕地⋯⋯⋯⋯⋯⋯⋯⋯⋯⋯⋯⋯⋯⋯⋯⋯⋯⋯⋯⋯⋯⋯⋯⋯⋯⋯⋯⋯⋯119

二劳力⋯⋯⋯⋯⋯⋯⋯⋯⋯⋯⋯⋯⋯⋯⋯⋯⋯⋯⋯⋯⋯⋯⋯⋯⋯⋯⋯⋯⋯120

三畜力⋯⋯⋯⋯⋯⋯⋯⋯⋯⋯⋯⋯⋯⋯⋯⋯⋯⋯⋯⋯⋯⋯⋯⋯⋯⋯⋯“⋯·120

四灌溉条件⋯⋯⋯⋯⋯⋯⋯⋯⋯⋯⋯⋯⋯⋯⋯⋯⋯⋯⋯⋯⋯⋯⋯⋯⋯⋯⋯120

第二节体制变革⋯⋯⋯⋯⋯⋯⋯⋯⋯⋯⋯⋯⋯⋯⋯⋯⋯⋯⋯⋯⋯⋯⋯⋯⋯⋯121

一封建土地私有制⋯⋯⋯⋯⋯⋯⋯⋯⋯⋯⋯⋯⋯⋯⋯⋯⋯⋯⋯⋯⋯⋯⋯⋯-121

二土地制度改革⋯⋯⋯⋯⋯⋯⋯⋯⋯⋯⋯⋯⋯⋯⋯⋯⋯⋯⋯⋯⋯⋯⋯⋯⋯122

三农民个人所有制⋯⋯⋯⋯⋯⋯⋯“⋯⋯⋯⋯⋯⋯⋯⋯⋯⋯⋯⋯⋯⋯⋯⋯·122

四社会主义公有制⋯⋯⋯⋯⋯⋯⋯⋯⋯⋯⋯⋯⋯⋯⋯⋯⋯⋯⋯⋯⋯⋯⋯⋯123
一

第三节主要农作物⋯⋯⋯⋯⋯⋯⋯⋯⋯⋯⋯⋯⋯⋯⋯⋯⋯⋯⋯⋯⋯⋯⋯⋯⋯125

一粮食作物⋯⋯⋯⋯⋯⋯⋯⋯⋯⋯⋯⋯⋯⋯⋯⋯⋯⋯⋯⋯⋯⋯⋯⋯⋯⋯⋯125

二油料作物⋯⋯⋯⋯⋯⋯⋯⋯⋯⋯⋯⋯⋯⋯⋯⋯⋯⋯⋯⋯⋯⋯⋯⋯⋯⋯⋯129

三经济作物⋯⋯⋯⋯⋯⋯⋯⋯⋯⋯⋯⋯⋯⋯⋯⋯⋯⋯⋯⋯⋯⋯⋯⋯⋯⋯⋯130

第四节耕作与农艺⋯⋯⋯⋯⋯⋯⋯⋯⋯⋯⋯⋯⋯⋯⋯⋯⋯⋯⋯⋯⋯⋯⋯⋯⋯136

一耕作制度⋯⋯⋯⋯⋯⋯⋯⋯⋯⋯⋯⋯⋯⋯⋯⋯⋯⋯⋯⋯⋯⋯⋯⋯⋯⋯⋯136

二耕作机具⋯⋯⋯⋯⋯⋯⋯⋯⋯⋯⋯o⋯⋯⋯⋯⋯⋯⋯⋯⋯⋯⋯⋯⋯⋯⋯137

三主要作物栽培⋯⋯⋯⋯⋯⋯⋯⋯⋯⋯⋯⋯⋯⋯⋯⋯⋯⋯⋯⋯⋯⋯⋯⋯⋯138

+第五节农业科技⋯⋯⋯⋯⋯⋯⋯⋯⋯⋯⋯⋯⋯⋯⋯⋯⋯⋯⋯⋯⋯⋯⋯⋯⋯⋯140

2
．

'

。簇一

。。仁

：，

篇幽呖：r

：．．k；；。



一品种改良厶⋯⋯⋯⋯⋯⋯⋯⋯⋯⋯⋯⋯⋯⋯⋯⋯⋯⋯⋯·⋯⋯⋯⋯⋯⋯⋯140．

二土壤普查与应用⋯⋯⋯⋯⋯⋯⋯⋯“⋯⋯⋯⋯⋯·@Bg OOB⋯⋯⋯⋯⋯”⋯⋯·143

三肥料施用改进⋯⋯⋯⋯⋯⋯⋯⋯⋯⋯⋯””⋯⋯⋯⋯⋯⋯⋯⋯¨⋯⋯⋯⋯144

四农业区划⋯⋯⋯⋯⋯⋯”⋯⋯”⋯⋯⋯⋯⋯⋯⋯⋯⋯⋯⋯⋯⋯⋯⋯⋯⋯“145

附泾县综合农业区划图⋯⋯⋯⋯⋯⋯⋯一⋯⋯⋯⋯⋯⋯⋯⋯⋯⋯⋯⋯⋯⋯·147

第六节植物保护⋯⋯⋯⋯⋯”⋯⋯⋯⋯⋯⋯⋯⋯⋯⋯⋯⋯”⋯⋯⋯⋯⋯⋯⋯”148

一主要病虫害⋯OOQ 01‘*00 ‘O@O⋯⋯⋯⋯⋯．．．”⋯⋯⋯⋯⋯⋯⋯⋯⋯⋯⋯⋯·148

二农田草害鼠害⋯· ·00 Ol*l⋯⋯⋯⋯⋯⋯⋯⋯⋯⋯⋯⋯⋯⋯⋯⋯⋯⋯⋯⋯150

三病虫害防治⋯⋯⋯⋯⋯⋯⋯⋯⋯⋯⋯⋯⋯⋯⋯⋯⋯⋯⋯⋯⋯⋯⋯⋯⋯⋯150

第七节’畜禽饲养⋯⋯⋯⋯⋯⋯⋯⋯⋯⋯⋯⋯⋯⋯⋯⋯⋯⋯⋯⋯⋯⋯⋯⋯⋯一·151

一家畜饲养⋯⋯⋯⋯⋯⋯⋯⋯⋯⋯⋯⋯⋯⋯⋯⋯”．．⋯⋯⋯⋯⋯⋯⋯⋯⋯一151

二家禽饲养⋯．．⋯⋯⋯．．．⋯⋯⋯⋯⋯⋯⋯⋯“⋯⋯⋯⋯⋯⋯⋯”⋯⋯⋯⋯⋯152

三畜疫防治⋯⋯⋯⋯⋯⋯⋯⋯⋯⋯⋯⋯”⋯⋯⋯⋯⋯⋯⋯⋯⋯⋯⋯”⋯””·153

第八节水产⋯⋯⋯⋯⋯⋯⋯⋯⋯⋯⋯⋯⋯⋯⋯⋯”⋯⋯⋯⋯⋯⋯⋯⋯000⋯⋯·154

一可养水面⋯⋯⋯⋯⋯⋯⋯⋯”⋯⋯“⋯⋯”⋯⋯“⋯⋯⋯⋯⋯⋯⋯⋯⋯⋯·154

二水产种类⋯⋯⋯⋯⋯⋯⋯⋯⋯⋯⋯⋯⋯⋯⋯⋯⋯”⋯⋯⋯⋯⋯⋯⋯⋯⋯·154 ，

三养殖与产量⋯⋯00Q@O O·@⋯⋯⋯⋯⋯⋯⋯⋯⋯⋯OOO·Q·⋯⋯⋯⋯⋯⋯⋯155

第五章林 业⋯⋯⋯⋯⋯⋯⋯⋯⋯⋯⋯⋯⋯⋯⋯⋯⋯⋯⋯⋯⋯”⋯⋯⋯⋯⋯^·15"7

第一节资源⋯⋯⋯⋯⋯⋯⋯⋯⋯⋯⋯⋯⋯⋯⋯⋯⋯⋯⋯⋯⋯⋯⋯⋯⋯⋯⋯⋯157

一面积蓄积⋯⋯⋯⋯⋯⋯⋯⋯⋯⋯⋯⋯”⋯⋯⋯⋯⋯⋯⋯”⋯⋯⋯⋯⋯”157

二树种分布⋯⋯⋯“⋯⋯⋯⋯⋯⋯⋯⋯⋯⋯⋯⋯⋯⋯⋯⋯”⋯⋯⋯⋯⋯一159

三名树古树奇树⋯⋯”⋯⋯⋯⋯”⋯⋯⋯⋯”⋯⋯⋯⋯⋯⋯⋯⋯⋯⋯⋯159

附全县森林分布示意图⋯⋯⋯⋯⋯⋯⋯⋯⋯⋯⋯⋯⋯⋯⋯⋯⋯⋯⋯⋯⋯⋯162

第二节营林生产⋯⋯⋯⋯⋯⋯⋯⋯⋯⋯⋯⋯⋯⋯⋯⋯⋯⋯⋯⋯⋯⋯⋯⋯⋯⋯163

一采种育苗⋯⋯⋯⋯⋯⋯⋯⋯⋯⋯⋯⋯⋯⋯⋯⋯⋯⋯⋯⋯⋯⋯⋯一⋯⋯⋯·163

二植树造林⋯⋯⋯⋯⋯⋯⋯⋯⋯⋯⋯⋯⋯”⋯⋯⋯⋯⋯⋯⋯⋯⋯⋯⋯⋯⋯·164

三抚育更新⋯⋯⋯⋯⋯⋯⋯⋯”⋯⋯⋯⋯⋯⋯⋯⋯⋯⋯⋯⋯⋯⋯⋯⋯⋯“”165 ．

附泾县林业基地示意图⋯⋯⋯．．⋯⋯⋯⋯⋯⋯⋯⋯⋯⋯⋯⋯⋯⋯⋯⋯⋯””168

第三节森林保护⋯⋯⋯⋯⋯⋯⋯⋯⋯⋯⋯⋯⋯⋯⋯⋯⋯”⋯⋯⋯⋯．．⋯⋯⋯“169

一封山禁园⋯⋯⋯⋯⋯⋯⋯⋯⋯⋯⋯⋯⋯⋯⋯⋯⋯⋯⋯⋯⋯⋯⋯⋯⋯⋯⋯169

二防火⋯⋯⋯⋯⋯⋯⋯⋯⋯⋯⋯⋯⋯⋯⋯⋯⋯⋯⋯⋯⋯⋯⋯⋯⋯⋯⋯⋯．．·169

三防治病虫害⋯⋯⋯⋯⋯⋯⋯⋯⋯⋯⋯⋯⋯⋯⋯⋯⋯⋯⋯⋯⋯⋯⋯⋯⋯⋯170

第四节采伐储运⋯⋯⋯⋯⋯⋯⋯⋯⋯⋯⋯⋯”．．．⋯·⋯⋯⋯⋯⋯⋯⋯⋯⋯⋯⋯171

一采伐⋯⋯⋯⋯⋯⋯⋯⋯⋯⋯”⋯⋯⋯⋯⋯⋯⋯⋯⋯⋯⋯⋯⋯⋯⋯⋯⋯⋯·171

二莲i输⋯⋯⋯”⋯⋯⋯⋯⋯”⋯””⋯”一⋯⋯⋯⋯⋯⋯”⋯”一⋯”⋯⋯⋯⋯·173

第五节权属林政⋯⋯⋯⋯⋯⋯⋯⋯⋯⋯⋯⋯⋯⋯⋯⋯⋯⋯⋯⋯⋯⋯⋯⋯⋯174

一权属⋯⋯⋯⋯⋯⋯⋯⋯⋯⋯⋯⋯⋯⋯⋯⋯⋯⋯⋯⋯⋯⋯⋯⋯⋯⋯⋯⋯⋯174

二林政⋯⋯⋯⋯⋯⋯⋯⋯⋯⋯⋯⋯⋯⋯⋯⋯⋯⋯⋯⋯⋯⋯⋯⋯⋯⋯⋯⋯”·174

3
‘



附国营林场、苗圃简介⋯⋯⋯⋯⋯⋯⋯⋯⋯⋯⋯⋯⋯⋯⋯⋯⋯⋯⋯⋯⋯．．．175

第六章水 利⋯⋯⋯⋯⋯⋯⋯⋯⋯⋯⋯⋯⋯⋯⋯⋯⋯⋯⋯⋯⋯⋯⋯一”⋯⋯⋯·177

第一节工程建设⋯⋯⋯⋯⋯⋯⋯00000Q⋯⋯⋯⋯⋯⋯⋯⋯⋯⋯⋯⋯⋯⋯⋯⋯⋯177

一河道治理⋯⋯⋯⋯⋯⋯⋯⋯⋯⋯⋯⋯⋯⋯⋯⋯⋯⋯⋯⋯⋯⋯⋯⋯⋯⋯一·177

二堰堤塘坝修治⋯⋯⋯⋯⋯⋯⋯⋯⋯⋯⋯⋯⋯⋯⋯⋯⋯⋯⋯⋯⋯⋯⋯⋯⋯178

三水渠、水库工程⋯⋯⋯⋯⋯⋯⋯⋯⋯⋯⋯⋯⋯⋯⋯⋯⋯⋯⋯⋯⋯⋯一⋯181

附主要水库简介⋯⋯⋯·?⋯⋯⋯⋯⋯⋯⋯⋯⋯⋯⋯⋯⋯⋯⋯⋯⋯⋯⋯⋯⋯·186

四小水电站⋯⋯⋯⋯⋯⋯⋯⋯⋯⋯⋯⋯⋯⋯⋯⋯⋯⋯⋯．．．⋯⋯⋯@O@WO@g@O⋯187

第二节灌溉⋯⋯⋯⋯⋯⋯⋯⋯⋯⋯⋯⋯⋯⋯⋯⋯⋯@00 00@⋯⋯⋯⋯⋯⋯⋯⋯188

一面积⋯⋯⋯⋯⋯⋯⋯⋯⋯⋯⋯⋯⋯⋯⋯⋯⋯⋯⋯⋯⋯⋯⋯⋯⋯⋯⋯⋯⋯188

二排灌站⋯⋯⋯⋯⋯⋯⋯⋯⋯⋯⋯⋯⋯⋯⋯⋯⋯⋯⋯⋯⋯⋯⋯⋯⋯⋯⋯⋯189

三机具⋯⋯⋯⋯⋯⋯⋯⋯⋯⋯⋯⋯⋯⋯⋯⋯⋯⋯⋯⋯⋯⋯⋯⋯⋯⋯⋯⋯⋯198

第三节防洪抗旱⋯⋯⋯⋯⋯⋯⋯⋯⋯⋯⋯⋯⋯⋯⋯⋯⋯⋯⋯⋯⋯⋯⋯⋯⋯”198
一机构⋯⋯⋯⋯⋯⋯⋯⋯⋯⋯⋯⋯⋯⋯⋯⋯llo op@⋯⋯⋯⋯⋯⋯⋯⋯⋯⋯⋯198

’二防洪抢险⋯⋯⋯⋯⋯⋯⋯⋯⋯⋯⋯⋯⋯⋯⋯⋯⋯⋯⋯⋯⋯⋯⋯⋯⋯⋯⋯199

三抗旱⋯⋯⋯⋯⋯⋯⋯⋯⋯⋯⋯⋯⋯⋯⋯⋯⋯⋯⋯⋯⋯⋯⋯⋯⋯⋯⋯⋯⋯199

第四节水土保持⋯⋯⋯⋯⋯⋯⋯⋯⋯⋯⋯⋯⋯⋯⋯⋯·QQ 000⋯⋯⋯⋯⋯⋯⋯⋯200

第五节水利管理⋯⋯⋯⋯⋯⋯⋯⋯⋯⋯⋯⋯⋯⋯⋯⋯⋯⋯⋯⋯⋯⋯⋯小⋯⋯201

一机构⋯⋯⋯⋯⋯⋯⋯⋯⋯⋯⋯⋯⋯⋯⋯⋯⋯⋯⋯⋯⋯⋯⋯⋯⋯⋯⋯⋯⋯201

二制度⋯⋯⋯⋯⋯⋯⋯⋯⋯⋯⋯⋯⋯⋯⋯⋯⋯⋯⋯⋯⋯⋯⋯⋯⋯⋯⋯⋯⋯201

第七章工 业⋯⋯⋯⋯⋯⋯⋯⋯⋯⋯⋯⋯⋯⋯⋯⋯⋯⋯⋯⋯⋯⋯⋯⋯⋯⋯⋯⋯203

第一节体制⋯⋯⋯⋯⋯⋯⋯⋯⋯⋯⋯⋯⋯⋯⋯⋯⋯⋯⋯⋯⋯⋯⋯⋯⋯⋯⋯⋯204

一私营工业⋯⋯⋯⋯⋯⋯⋯⋯⋯⋯⋯⋯⋯⋯⋯⋯⋯⋯⋯⋯⋯⋯⋯⋯⋯⋯⋯204

二国营工业⋯⋯⋯⋯⋯⋯⋯⋯⋯⋯⋯⋯⋯⋯⋯⋯⋯⋯⋯⋯⋯⋯⋯⋯⋯⋯⋯207

三集体工业⋯⋯⋯⋯⋯⋯⋯⋯⋯⋯⋯⋯⋯⋯⋯⋯⋯⋯⋯⋯⋯⋯⋯⋯⋯⋯⋯209

四乡镇(社队)工业⋯⋯⋯⋯·一⋯⋯⋯．．．⋯⋯⋯⋯⋯!⋯⋯⋯⋯⋯⋯⋯⋯⋯”211

五部门工业⋯⋯⋯⋯⋯⋯⋯⋯⋯⋯⋯⋯⋯⋯⋯⋯⋯⋯⋯⋯⋯⋯⋯⋯⋯⋯⋯213

六合资工业⋯⋯⋯⋯⋯⋯⋯⋯⋯⋯⋯⋯⋯⋯⋯⋯⋯⋯⋯⋯⋯⋯⋯⋯⋯⋯⋯215

第二节主要工业门类⋯⋯⋯⋯⋯⋯⋯⋯⋯⋯⋯⋯⋯⋯⋯⋯⋯⋯⋯⋯⋯⋯⋯⋯215

一造纸印刷⋯⋯⋯⋯⋯⋯⋯⋯⋯⋯⋯⋯⋯⋯⋯⋯⋯⋯⋯⋯⋯⋯⋯⋯⋯⋯215

二机械⋯⋯⋯⋯⋯⋯⋯⋯⋯⋯⋯⋯⋯⋯⋯⋯⋯⋯⋯⋯⋯⋯⋯⋯OOQ OO@⋯⋯⋯217

三化学⋯⋯⋯⋯⋯⋯⋯⋯⋯⋯⋯⋯⋯⋯⋯⋯⋯⋯⋯⋯⋯⋯⋯⋯⋯⋯⋯⋯⋯219

四建材⋯⋯⋯⋯⋯⋯⋯⋯⋯⋯⋯⋯⋯⋯⋯一⋯一””⋯⋯⋯⋯⋯⋯⋯⋯⋯⋯r 220

五采矿冶炼⋯⋯⋯⋯⋯⋯⋯⋯⋯⋯⋯⋯⋯．．．⋯⋯⋯⋯⋯⋯⋯⋯⋯⋯⋯⋯⋯221

六电力⋯；⋯⋯⋯⋯⋯⋯⋯⋯⋯⋯⋯⋯⋯⋯⋯⋯⋯⋯⋯⋯⋯⋯⋯⋯⋯⋯⋯”223

七食品⋯⋯⋯⋯@OOO·Q⋯⋯⋯⋯⋯⋯⋯⋯⋯⋯⋯⋯⋯⋯⋯⋯⋯⋯⋯⋯⋯⋯⋯226

八纺织服装⋯⋯⋯⋯⋯⋯⋯⋯⋯⋯⋯⋯⋯⋯⋯⋯⋯⋯⋯⋯⋯⋯⋯⋯⋯⋯227

九其他⋯⋯⋯⋯⋯⋯⋯⋯⋯⋯⋯⋯⋯⋯⋯⋯⋯⋯⋯⋯⋯⋯⋯⋯⋯⋯⋯⋯⋯228

4



第三节生产经营⋯⋯⋯⋯⋯⋯⋯⋯⋯⋯⋯⋯⋯⋯⋯⋯⋯⋯⋯⋯⋯⋯⋯⋯⋯⋯229

一产品产量⋯⋯⋯⋯⋯⋯⋯⋯⋯⋯⋯⋯⋯⋯⋯⋯⋯⋯⋯⋯⋯⋯⋯⋯⋯⋯229

二劳动管理⋯⋯⋯⋯⋯⋯⋯⋯⋯⋯⋯⋯⋯⋯⋯⋯⋯⋯⋯⋯⋯⋯⋯⋯⋯⋯⋯233

三产值利润⋯⋯⋯⋯⋯⋯⋯⋯⋯⋯⋯⋯⋯⋯⋯⋯⋯⋯⋯⋯⋯⋯⋯⋯⋯⋯⋯234

第四节主要工厂简介⋯⋯⋯⋯⋯⋯⋯⋯⋯⋯⋯⋯⋯⋯⋯⋯⋯⋯⋯⋯⋯⋯⋯⋯236

第八章宣纸⋯⋯⋯⋯⋯⋯⋯⋯⋯⋯⋯⋯⋯⋯⋯⋯⋯⋯⋯⋯⋯⋯⋯⋯⋯⋯⋯⋯⋯⋯240

第一节源流⋯⋯⋯⋯⋯⋯⋯⋯⋯⋯⋯⋯⋯⋯⋯⋯⋯⋯⋯⋯⋯⋯⋯⋯⋯⋯⋯⋯240

第二节经营⋯⋯⋯⋯⋯⋯⋯⋯⋯⋯⋯⋯⋯⋯⋯⋯⋯⋯⋯⋯⋯⋯⋯⋯⋯⋯⋯⋯241

一私营⋯⋯⋯⋯⋯⋯⋯⋯；⋯⋯⋯⋯⋯⋯⋯⋯⋯⋯⋯⋯⋯⋯⋯⋯⋯⋯⋯⋯“241

二宣纸生产合作社⋯⋯⋯⋯⋯⋯⋯⋯⋯⋯⋯⋯⋯⋯⋯⋯⋯⋯⋯⋯⋯⋯⋯⋯244

三联营、合营、国营、集体经营⋯⋯⋯⋯⋯⋯⋯⋯⋯⋯⋯⋯⋯⋯⋯⋯⋯w⋯245

．第三节生产⋯⋯⋯⋯⋯⋯⋯⋯⋯⋯⋯⋯⋯⋯⋯⋯⋯⋯⋯⋯⋯⋯⋯⋯⋯⋯⋯⋯246

一原料产地与制作⋯⋯⋯⋯⋯⋯⋯⋯⋯⋯⋯⋯⋯⋯⋯⋯⋯⋯⋯⋯⋯⋯⋯”t 246

二生产工序与设备⋯⋯⋯⋯⋯⋯⋯⋯⋯⋯⋯⋯⋯⋯⋯⋯⋯⋯⋯；⋯⋯⋯⋯”247

三品种规格⋯⋯⋯⋯⋯⋯⋯⋯⋯⋯⋯⋯⋯⋯⋯⋯⋯⋯⋯⋯⋯⋯⋯⋯⋯⋯⋯248

四包装“⋯⋯⋯一⋯⋯⋯⋯⋯⋯⋯⋯⋯⋯⋯⋯⋯⋯⋯⋯⋯””⋯⋯⋯”⋯⋯·255
五运输⋯⋯⋯⋯⋯⋯⋯⋯⋯⋯⋯⋯⋯⋯⋯⋯⋯⋯⋯⋯⋯⋯⋯⋯⋯⋯⋯⋯⋯255

第四节获奖产品⋯⋯⋯⋯⋯⋯⋯⋯，．．⋯⋯⋯⋯⋯⋯⋯⋯I*OO QOQ⋯⋯⋯⋯⋯⋯⋯256

第五节销售⋯⋯⋯⋯⋯⋯⋯⋯⋯⋯⋯⋯．．．⋯⋯⋯⋯⋯⋯⋯⋯⋯⋯⋯⋯⋯⋯⋯257

一渠道⋯⋯”⋯⋯⋯⋯””⋯⋯⋯“⋯⋯⋯”⋯⋯⋯⋯⋯⋯⋯”⋯⋯“⋯⋯⋯·257

二价格⋯⋯⋯⋯⋯⋯⋯⋯⋯⋯⋯⋯⋯⋯⋯⋯⋯⋯⋯⋯⋯⋯⋯⋯⋯⋯⋯⋯⋯257

第六节企业管理⋯⋯⋯⋯⋯⋯⋯⋯⋯⋯⋯⋯⋯⋯⋯⋯⋯⋯⋯⋯⋯⋯⋯⋯⋯⋯261

一生产管理⋯⋯⋯⋯⋯⋯⋯⋯⋯⋯⋯⋯⋯““⋯⋯⋯⋯⋯⋯⋯⋯⋯⋯⋯⋯”261

二计划管理⋯⋯⋯⋯⋯⋯⋯⋯⋯⋯⋯⋯⋯⋯⋯⋯⋯⋯⋯⋯⋯⋯⋯⋯⋯⋯⋯261

三质量管理⋯⋯⋯⋯⋯⋯⋯⋯⋯⋯⋯⋯⋯”⋯⋯⋯⋯⋯⋯⋯⋯⋯⋯⋯⋯⋯·261

四财务管理⋯⋯⋯⋯⋯⋯⋯⋯⋯⋯⋯⋯⋯⋯⋯⋯⋯⋯⋯⋯⋯⋯⋯⋯⋯⋯⋯262

五劳动管理⋯⋯⋯⋯⋯⋯⋯⋯⋯⋯⋯⋯⋯⋯⋯⋯⋯⋯⋯⋯⋯⋯⋯⋯⋯⋯⋯262

第七节工资福利⋯⋯⋯⋯⋯⋯⋯⋯⋯⋯⋯⋯⋯⋯⋯⋯⋯⋯⋯⋯⋯⋯⋯⋯⋯⋯263
‘

一工资⋯⋯⋯⋯⋯⋯⋯⋯⋯⋯⋯⋯⋯⋯．．．⋯⋯⋯⋯⋯⋯⋯⋯⋯⋯⋯⋯⋯⋯263

二福利待遇⋯⋯⋯⋯⋯⋯⋯⋯⋯⋯⋯⋯⋯⋯⋯⋯⋯⋯⋯⋯⋯⋯⋯⋯⋯⋯⋯264

三劳动保护⋯⋯⋯⋯⋯⋯⋯⋯⋯⋯⋯⋯⋯⋯⋯⋯⋯⋯⋯⋯⋯⋯⋯⋯⋯⋯⋯265

第八节杂录⋯⋯⋯⋯⋯⋯⋯⋯⋯⋯⋯⋯⋯⋯⋯⋯⋯⋯⋯⋯⋯⋯⋯⋯⋯⋯⋯⋯265

一民同传说⋯⋯⋯⋯⋯⋯⋯⋯⋯⋯⋯⋯⋯⋯⋯⋯⋯⋯⋯⋯⋯⋯⋯⋯⋯⋯⋯265

二蔡伦祠⋯⋯⋯．．．⋯⋯⋯⋯⋯⋯⋯⋯⋯⋯⋯⋯⋯⋯⋯⋯⋯⋯⋯⋯⋯⋯⋯⋯266

三文存⋯⋯⋯⋯⋯⋯⋯⋯⋯⋯⋯⋯⋯⋯⋯⋯⋯⋯⋯⋯⋯⋯⋯⋯⋯⋯⋯⋯⋯266

第九章交通⋯⋯⋯⋯⋯⋯⋯⋯⋯⋯⋯⋯⋯⋯⋯⋯⋯⋯⋯⋯⋯⋯⋯⋯⋯⋯⋯⋯⋯⋯270

第一节陆路交通⋯⋯⋯⋯⋯⋯⋯⋯⋯⋯⋯⋯⋯⋯⋯⋯⋯⋯⋯⋯⋯⋯⋯⋯⋯⋯270

一驿道⋯⋯⋯⋯⋯⋯⋯⋯⋯⋯⋯⋯⋯⋯⋯⋯⋯⋯⋯⋯⋯⋯⋯⋯⋯⋯⋯⋯⋯270

5

Z纱

li◆



二古道⋯⋯⋯⋯⋯⋯⋯⋯⋯⋯⋯⋯⋯⋯⋯⋯⋯⋯⋯⋯⋯⋯⋯⋯⋯⋯⋯⋯⋯

三公路⋯⋯⋯⋯⋯000oQa⋯⋯⋯⋯⋯⋯⋯⋯⋯⋯⋯⋯⋯⋯⋯⋯⋯⋯⋯⋯⋯⋯

附轻便铁路⋯”⋯⋯⋯”⋯⋯⋯⋯⋯”⋯⋯⋯⋯⋯⋯⋯⋯⋯⋯⋯⋯⋯⋯⋯⋯

四桥梁⋯⋯⋯⋯⋯⋯⋯⋯⋯⋯⋯⋯⋯⋯⋯⋯⋯⋯⋯⋯⋯⋯⋯⋯⋯⋯⋯⋯⋯

第二节水路交通⋯⋯⋯⋯⋯⋯⋯⋯⋯⋯⋯⋯⋯⋯⋯⋯¨⋯⋯⋯⋯⋯⋯⋯⋯⋯·

一航道⋯⋯⋯”⋯⋯⋯⋯⋯⋯⋯⋯⋯⋯⋯⋯⋯⋯⋯⋯⋯⋯⋯⋯⋯⋯⋯⋯⋯’

二，码头⋯⋯⋯⋯⋯⋯⋯⋯⋯⋯⋯⋯⋯⋯⋯⋯⋯⋯⋯⋯⋯⋯⋯⋯⋯⋯⋯⋯⋯

三渡口⋯⋯⋯⋯⋯⋯⋯⋯⋯⋯⋯⋯⋯⋯⋯⋯⋯⋯．．．⋯⋯⋯⋯⋯⋯⋯⋯⋯⋯

第三节运输⋯⋯⋯⋯⋯⋯⋯⋯⋯⋯⋯⋯⋯⋯⋯⋯⋯⋯⋯⋯⋯⋯⋯⋯⋯⋯⋯⋯

一客运⋯⋯⋯⋯⋯⋯⋯⋯⋯⋯⋯一⋯⋯⋯⋯⋯⋯⋯⋯⋯⋯⋯⋯⋯⋯⋯⋯⋯’

二货运⋯⋯⋯⋯⋯⋯⋯⋯⋯⋯⋯⋯⋯⋯⋯⋯⋯⋯⋯⋯⋯⋯⋯⋯⋯⋯⋯⋯⋯

三搬运装卸⋯⋯⋯⋯⋯⋯⋯⋯⋯⋯⋯⋯⋯⋯⋯⋯⋯⋯⋯⋯⋯⋯⋯⋯⋯⋯⋯

第四节管理⋯⋯⋯⋯⋯⋯⋯⋯⋯⋯⋯⋯⋯⋯⋯⋯⋯⋯⋯⋯⋯⋯⋯⋯⋯⋯⋯⋯

一公路养护⋯⋯⋯⋯⋯⋯⋯⋯⋯⋯⋯⋯⋯⋯⋯⋯⋯⋯⋯⋯⋯⋯⋯⋯⋯⋯⋯

二车辆管理⋯⋯⋯⋯⋯⋯⋯⋯⋯⋯⋯⋯⋯⋯⋯⋯⋯⋯⋯⋯⋯⋯⋯⋯⋯⋯⋯

三航运管理⋯⋯⋯⋯⋯⋯⋯⋯⋯⋯⋯⋯⋯⋯⋯⋯⋯⋯⋯⋯⋯⋯⋯⋯⋯⋯⋯

第十章邮 电⋯⋯⋯⋯⋯⋯⋯⋯⋯⋯⋯⋯⋯⋯⋯⋯⋯⋯⋯⋯⋯⋯⋯⋯⋯⋯⋯⋯

第一节邮政⋯⋯⋯⋯⋯⋯⋯⋯⋯⋯⋯⋯⋯⋯⋯⋯⋯⋯⋯⋯⋯⋯⋯⋯⋯⋯⋯⋯

一驿铺⋯⋯⋯⋯⋯⋯⋯⋯⋯⋯⋯⋯⋯⋯⋯⋯⋯⋯⋯⋯．．．⋯⋯⋯⋯⋯⋯⋯⋯

二邮政局，所⋯⋯⋯⋯⋯⋯⋯⋯⋯⋯⋯⋯⋯⋯⋯⋯⋯⋯⋯⋯⋯⋯⋯⋯⋯⋯

三邮路⋯⋯⋯⋯⋯⋯⋯⋯⋯⋯⋯⋯⋯⋯⋯⋯⋯⋯⋯⋯⋯⋯⋯⋯⋯⋯⋯⋯⋯

四投递⋯⋯⋯⋯⋯⋯⋯⋯⋯⋯⋯⋯⋯⋯⋯⋯⋯⋯””⋯”?⋯⋯⋯”一⋯””⋯

五 汇兑⋯⋯⋯一“⋯⋯⋯⋯⋯⋯⋯⋯⋯⋯⋯⋯⋯⋯⋯⋯⋯⋯⋯⋯⋯⋯⋯⋯“

。六邮储⋯⋯⋯⋯⋯⋯⋯⋯⋯⋯⋯⋯⋯⋯⋯⋯⋯⋯⋯⋯⋯⋯⋯⋯⋯⋯⋯⋯⋯

七报刊发行⋯⋯⋯⋯⋯⋯⋯⋯⋯⋯⋯⋯⋯⋯⋯⋯⋯⋯⋯⋯⋯⋯⋯⋯⋯”””

第二节电讯⋯⋯⋯⋯⋯⋯⋯⋯⋯⋯⋯⋯⋯⋯⋯⋯⋯⋯⋯⋯⋯⋯⋯⋯⋯·o⋯”

一 电话⋯⋯⋯⋯⋯⋯00·⋯⋯⋯⋯⋯⋯⋯⋯⋯⋯⋯⋯．．．⋯⋯⋯⋯⋯⋯⋯⋯·

二电报⋯⋯⋯⋯⋯⋯⋯⋯⋯⋯⋯⋯⋯⋯?⋯⋯”h⋯⋯⋯⋯⋯⋯⋯⋯⋯⋯⋯‘

第十一章商 业⋯⋯⋯⋯⋯⋯⋯⋯⋯⋯⋯⋯⋯⋯⋯⋯一⋯⋯⋯⋯⋯⋯⋯⋯⋯⋯·

第一节体制⋯⋯⋯⋯⋯⋯⋯⋯⋯⋯⋯⋯⋯⋯⋯⋯⋯⋯⋯⋯⋯⋯⋯⋯⋯⋯⋯⋯

一私营商业⋯：⋯⋯⋯⋯⋯⋯⋯⋯⋯⋯⋯⋯⋯⋯⋯⋯⋯⋯⋯⋯⋯⋯⋯⋯⋯“

二公私合营商业⋯⋯⋯⋯⋯⋯⋯⋯⋯⋯⋯⋯⋯⋯⋯⋯⋯⋯⋯⋯⋯⋯⋯⋯⋯

三集体商业⋯⋯⋯⋯⋯⋯⋯⋯⋯⋯⋯⋯⋯⋯⋯⋯”⋯“⋯⋯⋯⋯⋯掣⋯⋯“

四国营商业⋯⋯⋯⋯⋯⋯⋯⋯⋯⋯⋯⋯⋯⋯⋯⋯⋯⋯⋯⋯⋯⋯⋯⋯⋯⋯⋯

第二节经营流通⋯⋯⋯⋯⋯⋯⋯⋯⋯⋯⋯⋯⋯⋯⋯⋯⋯⋯⋯⋯⋯⋯⋯⋯⋯⋯

一购销渠道⋯⋯⋯⋯一⋯⋯⋯⋯⋯⋯⋯⋯⋯⋯⋯⋯⋯⋯⋯⋯⋯⋯⋯⋯⋯⋯

二农副产品购销⋯⋯⋯⋯⋯⋯⋯⋯⋯⋯⋯⋯⋯⋯⋯⋯⋯⋯⋯⋯⋯⋯⋯⋯⋯

三 日用工业品购销⋯⋯⋯⋯⋯⋯⋯⋯⋯⋯⋯⋯⋯⋯⋯⋯⋯⋯⋯⋯⋯⋯⋯⋯

6

270

271

275

275

285

285

286

286

287

287

289

290

291

291

292

293

294

294

294

294

297

298

299

299

300

301

301

304

306

307

307

309

310

313

318

318

319

32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