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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河市志

序 二

《漯河市志》经过各方十余年的努力，已编纂告竣。竹梓面世，这是漯河人民的一件

大事。

“以史为鉴”是我们中华民族治国安邦的优良传统。撰修新志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前启后、益国利民、裨今世而

惠后代的千秋大业。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不高度重视和倡导修志工

作，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党中央、国

务院号召研究国情，倡导编纂地方志。为此，漯河市政府于1982年成立了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开始了浩繁的新志书编修工程。编委会的同志们肩负重任，在元现存志书的条件

下，不避艰辛，呕心沥血，在全市各级各部门以及各方人士的支持下，征集资料，撰写初

稿，多方评议，反复修改，终使洋洋百万言的《漯河市志》编竣定稿，填补了漯河历史上

无志书的空白。这是上级党委、政府和史志编委正确领导，兄弟地、市有关部门大力帮

助，以及专家学者热心指导的结果，是以编纂人员为主，全市各级各部门积极配合，通力

协作的结果。值此志书出版之际，我谨向所有关心和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各界人士，致以

衷心的感谢。

漯河历史悠久，渊源流长。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漯河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已从一个古代的商埠小镇发展成为今天的省辖市，并被确定为全国综合体制

改革试点市和全省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市。纵观漯河发展史，可谓沧桑巨变。首部《漯河市

志》的编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漯河发端以来现存的各类史料

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使全书既不虚无摈斥，又不泥古因循，以正

确的观点、广博翔实的资料、规范的体制、通俗的语言。述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系统而真实地记述了漯河的自然风貌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实事求是地总结了

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地方信史，不仅有益于今世，而且将荫及后人，对

资治、教化、存史发挥积极作用，“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一

志在手，展卷便可挈千载于眼底，运全局于一心，所阅者简约，所得者广博，实为各级干

部和广大群众了解漯河、认识漯河的重要信息库。

当前，全市人民正在为实现第九个五年计划和跨世纪目标而努力奋斗，希望全市从事

各项建设事业的广大干部群众，注意从本书中汲取经验，记取教训，扬善承优，为漯河的

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詈薹嘉票喜蓑 陈全国
原漯河市市长

一⋯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漯河市志

第三节，主席会议⋯⋯⋯⋯⋯：··249 第四节 文史资料征编⋯⋯⋯⋯252

第三章主要活动⋯⋯⋯⋯⋯⋯⋯250 第五节视察⋯⋯⋯⋯⋯⋯⋯⋯252

第一节政治协商⋯⋯⋯⋯⋯⋯250 第六节．调查研究与咨询服务⋯253

第二节 组织学习⋯⋯⋯⋯⋯⋯250 第七节 促进祖国统一⋯⋯⋯⋯253

第三节 办理提案⋯⋯⋯⋯⋯⋯251 第八节 开展横向联系⋯⋯⋯⋯254

卷九群众团体

第一章职工团体⋯⋯⋯⋯⋯⋯⋯255 第三章妇女团体⋯⋯⋯⋯⋯⋯⋯267

第一节 工会组织⋯⋯⋯⋯⋯⋯255 第一节 组织机构⋯⋯⋯⋯⋯⋯267

第二节 会员代表大会⋯⋯⋯⋯256 第二节 妇女代表大会⋯⋯⋯⋯268

第三节 工人运动⋯⋯⋯⋯⋯⋯257 第三节 主要活动⋯⋯⋯⋯⋯⋯拍9

第四节 市总工会主要活动⋯⋯258 第四章其他群众团体⋯⋯⋯⋯⋯272

第二章青少年团体⋯⋯⋯⋯⋯⋯262 第一节 工商团体⋯⋯⋯⋯⋯⋯272

第一节 共青团组织⋯⋯⋯⋯⋯262 第二节 农民团体⋯⋯⋯⋯⋯⋯274

第二节 中国共产主义少年先锋 第三节 文艺团体⋯⋯⋯⋯⋯⋯275

队⋯⋯⋯⋯⋯⋯⋯⋯⋯265

，卷十公安

第一章机构⋯⋯⋯⋯⋯⋯⋯⋯⋯276 第三节 危险物品管理⋯⋯⋯⋯284

第一节 漯河市公安局及源汇分局 第四节 清除“三害” ⋯⋯⋯⋯284

⋯⋯⋯⋯⋯⋯⋯⋯⋯⋯⋯⋯⋯276 第五节公共秩序管理⋯⋯⋯⋯286

第二节 漯河水上公安局⋯⋯⋯277 第六节 水上治安⋯⋯⋯⋯⋯⋯286

第三节 交通警察漯河市支队⋯277 第六章出入境管理⋯⋯⋯⋯⋯⋯287

第四节 武警漯河市支队⋯⋯⋯278 第一节 出境⋯⋯⋯⋯⋯⋯⋯⋯287

第五节 武警漯河市消防支队⋯278 第二节 入境⋯⋯⋯⋯⋯⋯⋯⋯287

第二章政治保卫⋯⋯⋯⋯⋯⋯⋯278 第七章交通管理⋯⋯⋯⋯⋯⋯⋯288

第一节 清查登记⋯⋯⋯⋯⋯⋯278 第一节 城市交通管理⋯⋯⋯⋯288

第二节 镇压反革命⋯⋯⋯⋯⋯279 第二节 公路交通管理⋯⋯⋯⋯289

第三节 取缔反动会道门⋯⋯⋯279 第三节 机动车辆管理⋯⋯⋯⋯289

第三章经济文化保卫⋯⋯⋯⋯⋯280 第四节 驾驶员管理⋯⋯⋯⋯⋯289

第一节保卫组织⋯⋯⋯⋯⋯⋯280 第八章武装警察⋯⋯⋯⋯⋯⋯⋯290

第二节 要害部门保卫⋯⋯⋯⋯280 第一节 训练⋯⋯⋯⋯⋯⋯⋯⋯290

第三节 文物保卫⋯⋯⋯⋯⋯⋯281 第二节 执勤⋯⋯⋯⋯⋯⋯⋯⋯290

第四节 警卫工作⋯⋯⋯⋯⋯⋯281 第九章消防⋯⋯⋯⋯⋯⋯⋯⋯⋯29l

第四章打击刑事犯罪⋯⋯⋯⋯⋯281 第一节 消防组织⋯⋯⋯⋯⋯⋯291

第一节 防范⋯⋯⋯⋯⋯⋯⋯⋯28l 第二节 消防设施⋯⋯⋯⋯⋯⋯291

第二节 打击⋯⋯⋯⋯⋯⋯⋯⋯282 第三节 历年火灾⋯⋯⋯⋯⋯⋯292

第三节 基础建设⋯⋯⋯⋯⋯⋯282 第十章警民关系⋯⋯⋯⋯⋯⋯⋯293

第五章治安管理⋯⋯⋯⋯⋯⋯⋯283 第一节 爱民活动⋯⋯⋯⋯⋯⋯293

第一节 户口管理⋯⋯⋯⋯⋯⋯283 第二节 警风警纪⋯⋯⋯⋯⋯⋯294

第二节 特种行业管理⋯⋯⋯⋯283 第三节 警民共建⋯⋯⋯⋯⋯⋯294

·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卷十六

第一章工业结构⋯⋯⋯⋯⋯⋯⋯385

第一节所有制结构⋯⋯⋯⋯⋯385

第二节 行业结构⋯⋯⋯⋯⋯⋯388

第三节 企业结构⋯⋯⋯⋯⋯⋯389

第四节产品结构⋯⋯⋯⋯⋯⋯390

第二章食品工业⋯⋯⋯⋯⋯⋯⋯392

第一节罐头⋯⋯⋯⋯⋯⋯⋯⋯393

第二节 肉制品⋯⋯⋯⋯⋯⋯⋯393

第三节饮料、’酒⋯⋯⋯⋯⋯⋯394

第四节蛋品⋯⋯⋯⋯⋯?⋯⋯“394

第五节粮油制品⋯⋯⋯⋯⋯⋯395

第六节糕点糖果⋯⋯⋯⋯⋯⋯396

第七节酱菜⋯⋯⋯⋯⋯⋯⋯⋯396

第三章烟草工业⋯⋯⋯⋯⋯⋯⋯397

第一节卷烟⋯⋯⋯⋯⋯⋯⋯⋯397

第二节复烤⋯⋯⋯⋯⋯⋯⋯⋯398

第四章造纸、纸制品及印刷

工业⋯⋯⋯⋯⋯⋯⋯⋯⋯398

第一节造纸⋯⋯⋯⋯⋯⋯⋯⋯398

第二节 纸制品⋯⋯⋯⋯⋯⋯⋯399

第三节 印刷⋯⋯⋯⋯⋯⋯⋯⋯399

第五章纺织工业⋯⋯⋯⋯⋯⋯⋯400

第一节 化纤丝织⋯⋯⋯⋯⋯⋯400

第二节针织⋯⋯⋯⋯⋯⋯⋯⋯401

第三节棉纺织⋯⋯⋯⋯⋯⋯⋯402

第四节麻毛纺织⋯⋯⋯⋯⋯⋯403

第五节缝纫⋯⋯⋯⋯⋯⋯⋯⋯404

第六章制革制鞋工业⋯⋯⋯⋯⋯405

第一节制鞋⋯⋯⋯⋯⋯⋯⋯⋯405

第二节制革⋯⋯⋯⋯⋯⋯⋯⋯406

第七章机械工业⋯⋯⋯⋯⋯⋯⋯406

第一节工业机械⋯⋯⋯⋯⋯⋯407

第二节农业机械⋯⋯⋯⋯⋯⋯408

第三节运输机械⋯⋯⋯⋯⋯⋯409

第四节 仪表、电器⋯⋯⋯⋯⋯409

第五节其它机具⋯⋯⋯⋯⋯⋯410

第六节机械修理⋯⋯⋯⋯⋯⋯411

第八章化学工业⋯⋯⋯⋯⋯⋯⋯411

第一节化学肥料⋯⋯⋯⋯⋯⋯412

第三节 塑料制品⋯⋯⋯⋯⋯⋯413

第六节其它化工⋯⋯⋯⋯⋯⋯414

第九章电力工业⋯⋯⋯⋯⋯⋯⋯415

第一节 电源建设⋯⋯⋯⋯⋯⋯415

第二节输变电建设⋯⋯⋯⋯⋯416

第四节 供电、调度⋯⋯⋯⋯⋯422

第六节 电力管理⋯⋯⋯⋯⋯⋯425

第十章建材工业⋯⋯⋯⋯⋯⋯⋯425

第四节 石灰 陶瓷⋯⋯⋯⋯⋯427

第十一章煤炭冶金工业⋯⋯⋯427

第一节原煤⋯⋯⋯⋯⋯⋯⋯⋯427

第二节煤制品⋯⋯⋯⋯⋯⋯⋯427

第十二章医药工业⋯⋯⋯⋯⋯⋯428

第一节 中药⋯⋯⋯⋯⋯⋯⋯⋯429

第三节 医药生产管理⋯⋯⋯⋯430

第十三章其它工业⋯⋯⋯⋯⋯⋯430

第三节玻璃制品⋯⋯⋯⋯⋯⋯432

第五节 工艺美术品⋯⋯⋯⋯⋯432

第六节雨伞⋯⋯⋯⋯⋯⋯⋯⋯433

第七节猪鬃加工⋯⋯⋯⋯⋯⋯433

第十四章工业管理⋯⋯⋯⋯⋯⋯433

第一节 管理机构⋯⋯⋯⋯⋯⋯433

第二节 政府对企业的管理⋯⋯434

第三节企业管理⋯⋯⋯⋯⋯⋯436

m。

：＼；{



漯河市志

卷十七 农

第一章生产关系变革⋯⋯⋯⋯⋯461

第一节封建土地所有制⋯⋯⋯462

第二节个体所有制⋯⋯⋯⋯⋯462

第三节集体所有制⋯⋯⋯⋯⋯462

第四节全民所有制⋯⋯⋯⋯⋯464

第二章农业分区⋯⋯⋯⋯⋯⋯⋯465

第一节城郊农工商经济区⋯⋯465

第二节 沙、澧、颍河沿岸粮烟

油果区⋯⋯·；⋯⋯⋯⋯·465

第三节低洼砂姜黑土小麦、玉

米、大豆区⋯⋯⋯⋯⋯466

第四节 泥河洼小麦、油菜、杨 ·

树区⋯⋯⋯⋯⋯⋯⋯⋯466

第三章生产条件⋯⋯⋯⋯⋯⋯⋯469

第一节农业劳动力⋯⋯⋯⋯⋯469

第二节农机具⋯⋯⋯⋯⋯⋯⋯469

第三节耕地与土壤改良⋯⋯⋯472

第四节 肥料⋯⋯⋯⋯⋯⋯⋯⋯474

第四章种植业⋯⋯⋯⋯⋯⋯⋯⋯475

第一节粮食作物⋯⋯⋯⋯⋯⋯475

第二节经济作物⋯⋯⋯⋯⋯⋯476

第三节 蔬菜⋯⋯⋯⋯⋯⋯⋯⋯477

卷十八

第一章铁路⋯⋯⋯⋯⋯⋯⋯⋯⋯495

第一节线路⋯⋯⋯⋯⋯⋯⋯⋯496

第二节站、段⋯⋯⋯⋯⋯⋯⋯498

第三节运输⋯⋯⋯⋯⋯⋯⋯⋯501

第二章公路⋯⋯⋯⋯⋯⋯⋯⋯⋯504

第一节线路⋯⋯⋯⋯⋯⋯⋯⋯505

第二节桥梁^⋯⋯⋯⋯⋯⋯⋯507

第三节公路管理⋯⋯⋯⋯⋯⋯511

第四节客运⋯⋯⋯⋯⋯⋯⋯⋯512

第五节货运⋯⋯⋯⋯⋯⋯⋯⋯514

第六节监理⋯⋯⋯⋯⋯⋯⋯⋯518

第三章水路⋯⋯⋯⋯⋯⋯⋯⋯⋯519

第一节航道⋯⋯⋯⋯⋯⋯⋯⋯519

卷十九

第一章机构⋯⋯⋯⋯⋯o o*．*11⋯⋯532

· 8 ·

业 ．

第四节植物保护⋯⋯⋯⋯⋯⋯479

第五节 良种推广⋯⋯⋯⋯⋯⋯481

第五章林业⋯⋯⋯⋯⋯⋯⋯⋯⋯482

第一节 林业生产⋯⋯⋯⋯⋯⋯482

第二节林木培育⋯⋯⋯⋯⋯⋯484

第三节 林木保护⋯⋯⋯⋯⋯⋯484

第六章畜牧业⋯⋯⋯⋯⋯⋯⋯⋯485

第一节发展概况⋯⋯⋯⋯⋯⋯485

第二节 畜禽生产⋯⋯⋯⋯⋯⋯486

第三节 畜禽繁殖与改良⋯⋯⋯487

第四节 疫病防治⋯⋯⋯⋯⋯⋯487

第五节饲草饲料⋯⋯⋯⋯⋯⋯489

第六节 畜产品加工及经营⋯⋯490

第七章水利⋯⋯⋯⋯⋯⋯⋯⋯⋯490

第一节 防洪工程⋯⋯⋯⋯⋯⋯490

第二节除涝工程⋯⋯⋯⋯⋯⋯491

第三节 灌溉工程⋯⋯⋯⋯⋯⋯492

第四节堤防工程管理⋯⋯⋯⋯492

第五节 渔业生产⋯⋯⋯⋯⋯⋯492

第八章机构⋯⋯⋯⋯⋯⋯⋯⋯⋯493

第一节 管理机构⋯⋯⋯⋯⋯⋯493

第二节 技术推广机构⋯⋯⋯⋯494

交 通

第二节 港口码头⋯⋯⋯⋯⋯⋯520

第三节船舶⋯⋯⋯⋯⋯⋯⋯⋯520

第四节货运⋯⋯⋯⋯⋯⋯⋯⋯521

第五节港航监督一⋯⋯⋯⋯⋯522

第四章搬运装卸⋯⋯⋯⋯⋯⋯⋯523

第一节 队伍⋯⋯⋯⋯⋯⋯⋯⋯523

第二节工具⋯⋯⋯⋯⋯⋯⋯⋯524

第三节业务⋯⋯⋯⋯⋯⋯⋯⋯525

第五章机构⋯⋯⋯⋯⋯⋯⋯⋯⋯527

第一节管理机构⋯⋯⋯⋯⋯⋯527

第二节 事业机构⋯⋯⋯⋯⋯⋯528

第三节企业机构⋯⋯⋯⋯⋯⋯529

邮 电

第一节 邮政机构



目 录

第二节 电信机构⋯⋯⋯⋯⋯⋯532 第三节 业务⋯⋯⋯⋯⋯⋯⋯⋯536

第三节 邮电机构⋯⋯⋯⋯⋯⋯533 第三章电信⋯⋯⋯⋯⋯⋯⋯⋯⋯541

第四节 营业局所⋯⋯⋯⋯⋯⋯533 第一节 电报⋯⋯⋯⋯⋯⋯⋯⋯541

第二章邮政⋯⋯⋯⋯⋯⋯⋯⋯⋯533 第二节 长途电话⋯⋯⋯⋯⋯⋯543

第一节 邮路⋯⋯⋯⋯⋯⋯⋯⋯534 第三节 市内电话⋯⋯⋯⋯⋯⋯’545

第二节 设备⋯⋯⋯⋯⋯⋯⋯⋯535 第四节 农村电话⋯⋯⋯⋯⋯⋯546

卷二十商业

第一章机构⋯⋯⋯⋯⋯⋯⋯⋯⋯550 第四章商品经营⋯⋯⋯⋯⋯⋯⋯563

第一节 管理机构⋯⋯⋯⋯⋯⋯550 第一节 石油⋯⋯⋯⋯⋯⋯⋯⋯566

第二节 国营企业机构⋯⋯⋯⋯551 第二节 百货⋯⋯⋯⋯⋯⋯⋯⋯568

第三节 集体企业机构⋯⋯⋯⋯554 第三节 针纺织品⋯⋯⋯⋯⋯⋯572

第二章商业成份⋯⋯⋯⋯⋯⋯⋯555 第四节 五交化商品⋯⋯⋯⋯⋯574

第一节 私营商业⋯⋯⋯⋯⋯⋯556 第五节食品⋯⋯⋯⋯⋯⋯⋯⋯577

第二节 个体商业⋯⋯⋯⋯⋯⋯556 第六节 蔬菜⋯⋯⋯⋯⋯⋯⋯⋯579

第三节 集体商业⋯⋯⋯⋯⋯⋯557 第七节 副食品⋯⋯⋯⋯⋯⋯⋯580

．第四节 公私合营商业⋯⋯⋯⋯558 第八节 食盐⋯⋯⋯⋯⋯⋯⋯⋯582

第五节 国营商业⋯⋯⋯⋯⋯⋯558 第九节 医药_⋯⋯⋯⋯⋯⋯⋯583

第三章商品市场⋯⋯⋯⋯⋯⋯⋯559 第五章饮食服务⋯⋯⋯⋯⋯⋯⋯584

第一节批发市场⋯⋯⋯⋯⋯⋯560 第一节饮食业⋯⋯⋯⋯⋯⋯⋯585

第二节 零售市场⋯⋯⋯⋯⋯⋯561 第二节 服务业⋯⋯⋯⋯⋯⋯⋯586

第三节 专业市场⋯⋯⋯⋯⋯⋯562

卷二十一供销合作社

第一章组织机构⋯⋯⋯⋯⋯⋯⋯588 第一节 日用工业品⋯⋯⋯⋯⋯598

第一节 组织‘⋯⋯⋯⋯⋯⋯⋯⋯588 第二节 日用杂品⋯⋯⋯⋯⋯⋯599

第二节 管理机构⋯⋯⋯⋯⋯⋯589 第三节 果品副食品⋯⋯⋯⋯⋯599

第三节 经营机构⋯⋯⋯⋯⋯⋯590 第五章废旧物资回收利用⋯⋯⋯602

第二章农副产品收购⋯⋯⋯⋯⋯592 第一节收购⋯⋯⋯⋯⋯⋯⋯⋯602

第一节 粮油⋯⋯⋯⋯⋯⋯⋯⋯592 第二节 加工利用⋯⋯⋯⋯⋯⋯602

第二节棉麻⋯⋯⋯⋯⋯⋯⋯⋯593 第六章信托贸易和仓储运输⋯⋯603

第三节 土特产品⋯⋯⋯⋯⋯⋯593 第一节 信托贸易⋯⋯⋯⋯⋯⋯603

第三章农业生产资料供应⋯⋯⋯595 第二节仓储⋯⋯⋯⋯⋯⋯⋯⋯604

+第一节化肥⋯⋯⋯⋯⋯⋯⋯⋯595 第七章牲畜交易⋯⋯⋯⋯⋯⋯⋯604

第二节 农药和农药械⋯⋯⋯⋯596 第一节 交易市场⋯⋯⋯⋯⋯⋯605

第三节 农用塑料薄膜⋯⋯⋯⋯596 第二节 交易方式⋯⋯⋯⋯⋯⋯606

第四节农机具⋯⋯⋯⋯⋯⋯⋯596 第三节 交易管理⋯⋯⋯⋯⋯⋯607

第四章生活资料供应⋯⋯⋯⋯⋯598。

卷二十二对外经济贸易

第一章机构⋯⋯⋯⋯⋯⋯⋯⋯⋯608 委员会⋯⋯⋯⋯⋯⋯⋯608

第一节 漯河市对外经济贸易’ 第二节 外贸企业⋯⋯⋯⋯⋯⋯609



漯河市志

第二章出口商品⋯⋯⋯⋯⋯⋯⋯610

第一节 畜产品⋯⋯⋯⋯⋯⋯⋯610

第二节粮油食品⋯⋯⋯⋯⋯⋯611

第三节轻工业品及工艺品⋯⋯613

第四节工具⋯⋯⋯⋯⋯⋯⋯⋯615

第五节针织服装⋯⋯⋯⋯⋯⋯615

第六节土产品⋯⋯⋯⋯⋯⋯⋯616

第三章出口商品中转⋯⋯⋯⋯⋯617

第一节 土畜产品中转⋯⋯⋯⋯617

第二节供港生猪中转⋯⋯⋯⋯618

卷二十三

第一章粮食市场⋯⋯⋯⋯⋯⋯⋯622

第一节 解放前的粮食市场⋯⋯622

第二节 统购统销前的粮食市场⋯⋯

⋯·⋯··⋯⋯⋯⋯⋯⋯⋯⋯⋯⋯⋯⋯623

第三节 统购统销后的粮食市场⋯⋯

⋯············⋯···⋯⋯⋯⋯⋯⋯······623

第二章粮油收购⋯⋯⋯⋯⋯⋯⋯625

第一节粮食收购⋯⋯⋯⋯⋯⋯625

第二节 油脂征购⋯⋯⋯⋯⋯⋯628

第三章粮油供应⋯⋯⋯⋯⋯⋯⋯629

第一节城市粮油供应⋯⋯⋯⋯629

卷二十四

第一章物资机构与流通体制⋯⋯645

第一节管理机构⋯⋯⋯⋯⋯⋯“5

第二节供应机构⋯⋯⋯⋯⋯⋯645

第三节物资流通体制⋯⋯⋯⋯647

第二章物资供应⋯⋯⋯⋯⋯⋯⋯648

第一节金属材料⋯⋯⋯⋯⋯⋯648

第二节机电设备⋯⋯⋯⋯⋯⋯649

第三节 化工、建筑材料⋯⋯⋯650

第四节木材⋯⋯⋯⋯⋯⋯⋯⋯650

第五节煤炭⋯⋯⋯⋯⋯⋯⋯⋯651

卷二十五

第一章企业构成⋯⋯⋯⋯⋯⋯⋯660

第一节 乡办企业⋯⋯⋯⋯⋯⋯660

第二节村组办企业⋯⋯⋯⋯⋯661

第三节 联户办企业⋯⋯⋯⋯⋯661

第四节个体企业⋯⋯⋯⋯⋯⋯661

· 】0·

第三节供港活牛中转⋯⋯⋯⋯618

第四节 中转商品结算⋯⋯⋯⋯618

第四章扶持出口商品生产⋯⋯⋯619

第一节扶持生产⋯⋯⋯⋯⋯⋯619

第二节基地建设⋯⋯⋯⋯⋯⋯619

第五章对外经济⋯⋯⋯⋯⋯⋯⋯620

第一节利用外资⋯⋯⋯⋯⋯⋯620

第二节 引进设备⋯：⋯⋯⋯⋯··621

第三节赴外考察⋯⋯⋯⋯⋯⋯621

粮油购销

第二节农村粮油供应⋯⋯⋯⋯635

第三节供应服务⋯⋯⋯⋯⋯⋯636

第四节粮油补贴⋯⋯⋯⋯⋯⋯638

第四章粮油调运⋯⋯⋯⋯⋯⋯⋯638

第一节调运任务⋯⋯⋯⋯⋯⋯638

第二节 调运管理⋯⋯⋯⋯⋯⋯639

第五章粮油储存⋯⋯⋯⋯⋯⋯⋯641

第一节仓库建设⋯⋯⋯⋯⋯⋯641

第二节检验⋯⋯⋯⋯⋯O 0．O⋯“641

第三节 粮、油痛虫防治⋯⋯⋯642

第六章机构⋯⋯⋯⋯⋯⋯⋯⋯⋯642

物资流通

第六节汽车配件⋯⋯⋯⋯⋯⋯652

第三章金属回收与节约代用⋯⋯656

第一节废旧金属回收⋯⋯⋯⋯656

第二节散装水泥⋯⋯⋯⋯⋯⋯656

第三节木材代用⋯⋯⋯⋯⋯⋯657

第四节煤炭节约⋯⋯⋯⋯⋯⋯657

第四章储运⋯⋯⋯⋯⋯⋯⋯⋯⋯657

第一节物资仓储⋯⋯⋯⋯⋯⋯657

第二节物资运输⋯⋯⋯⋯⋯⋯658

乡镇企业

第二章行业结构⋯⋯⋯⋯⋯⋯⋯662

第一节工业⋯⋯⋯⋯⋯⋯⋯⋯662

第二节农业⋯⋯⋯⋯⋯⋯⋯⋯663

第三节建筑业⋯⋯⋯⋯⋯⋯⋯663

第四节交通运输业⋯⋯⋯⋯⋯663



目 录

第五节 商业饮食业⋯⋯⋯⋯⋯664

第六节服务业⋯⋯⋯⋯⋯⋯⋯664

第三章管理⋯⋯⋯⋯⋯⋯⋯⋯⋯664

第一节 管理机构⋯⋯⋯⋯⋯⋯664

卷二十六

第一章管理机构⋯⋯⋯⋯⋯⋯⋯669

第一节行政机构⋯⋯⋯⋯⋯⋯669

第二节事业机构⋯⋯⋯⋯⋯⋯670

第二章财政管理体制⋯⋯⋯⋯⋯670

第一节 高度集中 统收统支⋯670

第二节 划分收支分级管理⋯671

第三节 以收定支五年不变⋯672

第四节 总额分成 一年一变⋯672

第五节 收支包干⋯⋯⋯⋯⋯⋯673

第六节 收入按固定比例分成

超收另定比例 支出

按指标包干⋯⋯⋯⋯⋯673

第七节 收支挂钩 总额分成⋯674

第八节 划分收支分级包干⋯674

卷二十七

第一章机构⋯⋯⋯⋯⋯⋯·_⋯”693

第一节 漯河市税务局⋯⋯⋯⋯693

第二节 分局、县局⋯⋯⋯⋯⋯694

第三节所、站⋯⋯⋯⋯⋯⋯⋯694

第二章实施税种⋯⋯⋯⋯⋯⋯⋯694

第一节税制演变⋯⋯⋯⋯⋯⋯694

第二节流转课税⋯⋯⋯⋯⋯⋯695

第三节所得课税⋯⋯⋯⋯⋯⋯697

第四节地方各税⋯⋯⋯⋯⋯⋯700

第五节特种行为课税⋯⋯⋯⋯703

卷二十八

第一章机构⋯⋯⋯⋯⋯⋯⋯⋯⋯711

第一节 清末民国时期金融

机构⋯⋯⋯⋯⋯⋯⋯⋯711

第二节 解放后金融机构⋯⋯⋯714

第二章货币⋯⋯⋯⋯⋯⋯⋯⋯⋯717

第一节金属币⋯⋯⋯⋯⋯⋯⋯717

第二节纸币⋯⋯⋯⋯⋯⋯⋯⋯718

第三章存款⋯⋯⋯⋯⋯⋯⋯⋯⋯720

第二节 经营管理⋯⋯⋯⋯⋯⋯665

第四章重点企业选介⋯⋯⋯⋯⋯666

第一节机械行业重点企业⋯⋯666

第二节 其它行业重点企业⋯⋯668

财政

第九节核定收支收入全留

定额补助一定三年⋯674

第三章财政收入⋯⋯⋯⋯⋯⋯⋯675

第一节预算内收入⋯⋯⋯⋯⋯675

第二节预算外收入⋯⋯⋯⋯⋯678

’第四章财政支出⋯⋯⋯⋯⋯⋯⋯679

第一节 预算内支出⋯⋯⋯⋯⋯679

第二节预算外支出⋯⋯⋯⋯⋯685

第五章财政管理⋯⋯⋯⋯⋯⋯⋯686

第一节预决算管理⋯⋯⋯⋯⋯686

第二节财务管理⋯⋯⋯⋯⋯⋯687

第三节预算外资金管理⋯⋯⋯689

第四节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690

第五节财政监察⋯⋯⋯⋯⋯⋯692

税务

第六节监交与征集⋯⋯⋯⋯⋯705

第三章稽征管理⋯⋯⋯⋯⋯⋯⋯706

第一节稽征方式⋯⋯⋯⋯⋯⋯706

第二节征管制度⋯⋯⋯⋯⋯⋯706

第三节税收检查⋯⋯⋯⋯⋯⋯708

第四章涵养税源⋯⋯⋯⋯⋯⋯⋯708

第一节促产增收⋯⋯⋯⋯⋯⋯708

第二节携手发展⋯⋯⋯⋯⋯⋯709

第三节减税免税⋯⋯⋯⋯⋯⋯709

金 融

第一节企业存款⋯⋯⋯⋯⋯⋯720

第二节财政性存款⋯⋯⋯⋯⋯721

第三节城镇储蓄存款⋯⋯⋯⋯722

第四节农村存款⋯⋯⋯⋯⋯⋯723

第五节 其他存款⋯⋯⋯⋯⋯⋯723

第四章贷款⋯⋯⋯⋯⋯⋯⋯⋯⋯725

第一节流动资金贷款⋯⋯⋯⋯725

第二节 目定资金贷款⋯⋯⋯⋯730



漯河市志

第五章基本建设拨款⋯⋯⋯⋯⋯733

第一节 基本建设支出预算

管理⋯⋯⋯⋯⋯⋯⋯⋯733

第二节基本建设拨款监督⋯⋯734

第三节 建筑经济管理⋯⋯⋯⋯735

第六章会计核算与结算⋯⋯⋯⋯737

第一节基本核算方法⋯⋯⋯⋯737

第二节联行业务核算⋯⋯⋯⋯739

第三节转帐结算⋯⋯⋯⋯⋯⋯739

第七章信托、票据承兑与贴现⋯740

第一节信托业务⋯⋯⋯⋯⋯⋯740

第二节票据承兑与贴现⋯⋯⋯740

第八章信用合作社⋯⋯⋯⋯⋯⋯741

第一节农村信用合作社⋯⋯⋯741

第二节城市信用合作社⋯⋯⋯743

第九章金融管理⋯⋯⋯⋯⋯⋯⋯744

卷二十九

第一章机构设置⋯⋯⋯⋯⋯⋯⋯756

第一节管理机构⋯⋯⋯⋯⋯⋯756

第二节企事业机构⋯⋯⋯⋯⋯757

第二章职工队伍⋯⋯⋯⋯⋯⋯⋯757

第一节全民单位职工⋯⋯⋯⋯758

第二节 集体单位职工⋯⋯⋯⋯760

第三章劳动力管理⋯⋯⋯⋯⋯⋯760

第一节 就业安置⋯⋯⋯⋯⋯⋯761

第二节用工制度⋯⋯⋯⋯⋯⋯762

第三节工人调配⋯⋯⋯⋯⋯⋯763

第四节精简职工⋯⋯⋯⋯⋯⋯764

第四章职工工资⋯⋯⋯⋯⋯⋯⋯765

第一节工资制度⋯⋯⋯⋯⋯⋯765

第二节 工资制度改革⋯⋯⋯⋯767

第三节工资调整⋯⋯⋯⋯⋯⋯769

第四节 工资区类别⋯⋯⋯⋯⋯772

第五章职工福利⋯⋯⋯⋯⋯⋯⋯772

卷三十

第一章计划⋯⋯⋯⋯⋯⋯⋯⋯⋯783

第一节机构⋯⋯⋯⋯⋯⋯⋯⋯783

第二节体制⋯⋯⋯⋯⋯⋯⋯⋯783

第三节制订⋯⋯⋯⋯⋯⋯⋯⋯784

· 12 ·

第一节信贷计划管理⋯⋯⋯⋯744

第二节现金计划管理⋯⋯⋯⋯744

第三节 货币发行与出纳管理⋯745

第四节工资基金管理⋯⋯⋯⋯746

第五节金银管理⋯⋯⋯⋯⋯⋯747

第六节利率管理⋯⋯⋯⋯⋯⋯748

第七节 外汇管理⋯⋯⋯⋯⋯⋯749

第八节金库管理⋯⋯⋯⋯⋯⋯749

第九节金融市场管理⋯⋯⋯⋯749

第十节金融机构管理⋯⋯⋯⋯750

第十章保险⋯⋯⋯⋯⋯⋯⋯⋯⋯751

第一节财产保险⋯⋯⋯⋯⋯⋯751

第二节人身保险⋯⋯⋯⋯⋯⋯752

第三节农业保险⋯⋯⋯⋯⋯⋯754

第四节 理赔与防灾⋯⋯⋯⋯⋯754

劳动工资

第一节职工退休退职⋯⋯⋯⋯772

第二节 职工病、伤、残、死亡

待遇⋯⋯⋯⋯⋯⋯⋯⋯773

第三节‘女工生育和职工休假

制度⋯⋯⋯⋯⋯⋯⋯⋯775

第四节社会劳动保险⋯⋯⋯⋯775

第六章劳动保护⋯⋯⋯⋯⋯⋯⋯776

第一节 劳动保护用品⋯⋯⋯⋯776

第二节．有害作业保护⋯⋯⋯⋯778

第三节安全生产监察⋯⋯⋯⋯778

第四节锅炉压力客器管理⋯⋯779

第七章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779

第一节 下乡对象⋯⋯⋯⋯⋯⋯779

第二节 下乡数量及分布⋯⋯⋯780

第三节安置形式⋯⋯⋯⋯⋯⋯781

第四节招收安置⋯⋯⋯⋯⋯⋯781

经济管理

第四节 实施⋯⋯⋯⋯⋯⋯⋯⋯785

第二章统计⋯⋯⋯⋯⋯⋯⋯⋯⋯786

第一节机构⋯⋯⋯⋯⋯⋯⋯⋯786

第二节统计管理⋯⋯⋯⋯⋯⋯787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