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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祝安 蔡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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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吴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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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一-1·

在祖国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之际，揭西县

第一部县志终于编印出版了，这是全县人民值得庆贺的喜事。

揭西是我可爱的故乡，那里有高入云霄的大尖山，有闻名远近的龙江水。我

生于那里长于那里。故乡的山水陶冶了我，那里的父老百姓哺育了我。三十年

代末，我带着故乡的期望，怀着革命理想，走南闯北，阔别十余载。解放后，我

多次回到揭西。现在上了年纪，对故乡的热爱有增无减，揭西每有新的变化，取

得新的成就，我都会感到由衷的高兴。

揭西地处。大北山区，1965年从揭阳分县设治，是一个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

好地方。早在1924年，农民革命运动就在五云一带蓬勃开展。1925年，周恩来

同志参与领导的国民革命东征军两次到此。家乡人民为河婆、棉湖两战役打败

军阀陈炯明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土地革命时期，古大存同志领导的红军在这

一带建立据点，进行革命活动，留下了深远的影响。1937年初，抗日战争前夕，

中共韩江工委书记李碧山同志，一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不顾白色恐怖的包围，

秘密到五经富建立了土地革命战争失败后揭阳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我当时在

汕头市读书，是中共地下党员，曾为李碧山同志进五经富建党进行策划安排，是

五经富支部第一批党员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支部成立

后即得到迅速的发展。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闾西南潮梅特委方方同志

和潮汕地委林美南、曾广和刘向东等同志领导下，正确贯彻党中央南方工作的

路线方针，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和进行革命政权建设，直至在大军南下的大好形

势下，与闽、粤、赣边纵主力会同作战，全面解放潮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家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战，逐

步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正确的路

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工农业生产及各项事业有了更快的发展，人民生活猩到

不断改善，形势喜人。

日前，我们正肩负着二十年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

务，国内外形势非常有利，我们必须把握住这一难得的机遇，以邓小平同志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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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处理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在中共各级党委、政府的

领导下，发扬革命传统，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发挥海内外乡亲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迈上新的台阶。《揭西县志》全面系统

地记述了揭西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及其变化发展

的情况，内容丰富，对帮助各级领导和海内外乡亲加深对揭西的了解，鉴古知

今，兴利除弊，实现振兴揭西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和积极意义。

我深信，一个繁荣美丽和现代化的揭西，必将出现在祖国的南粤大地，揭

西人民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曾定石

1994年6月

(本文作者曾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序 二

序二·3·

揭西县首部县志的编纂出版，是揭西文化事业方面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历代志书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向为人们所重视，故有“治天下者

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说法。《揭西县志》计10大篇，百余万言，贯

通古今，详近略远，主体记载了揭西县域的地理环境、政治军事，经济形态、文

化教育、风土人情、人物胜迹各方面的变化发展概况，堪称一部大型的资料性

文献。这对一地的行政管理人员来说，可为他们了解县情、从实际出发正确决

策提供一个方面的重要依据。不仅利于当代，还功及后世，可谓意义深长。

“羁乌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热爱乡土，关心桑梓，乃人之常情。《揭西县

志》可为海内外的揭西籍人士提供一份全面而翔实的、亲切而感人的乡情，成

为沟通海内外乡亲感情的桥梁；同时也为一切关心揭西的人’士和有关研究人员

提供信息，继续为振兴揭西献策献计，尽心尽力。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党中央十分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教育。《揭西县

志》为县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提供了一份亲切感人的乡土教材，为焕发全县人

民爱国爱乡的热忱作出积极的贡献。

揭西是我的故乡，适逢《揭西县志》出版，倍感高兴。在此，谨祝揭西县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大成绩!祝愿揭西人民生活更加美满幸福!

(本文作者现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张汉青

199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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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西县志》是建县后的第一部县志。编纂工作始于1984年8月，九度寒

暑，数易纲目，几经评议，三易其稿，终于出版问世。这是一项千秋大业的文

字工程，也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喜事，值得庆贺。’

揭西县地处大北山，1965年前属揭阳县地域，是潮汕地区的山区县。昔日，

山多民贫，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但民风淳朴，勤劳刻苦，素有艰苦创业之美

德。在近代，尤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24年，在彭湃的领导和影响下，五云一

带农民运动蓬勃开展，如火如荼。随后，周恩来参与领导的国民革命东征军，先
r 后在河婆、棉湖两战役中打败军阀陈炯明，县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古大存领导的红军在大北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

政权，名震潮汕。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火种越烧越旺，大北山区是

以林美南、曾广、刘向东为主要领导的潮汕人民革命根据地。中共潮汕地委及

其军政领导机关先后设在南山、灰寨，大北山区又是潮汕地区革命活动的领导

中心。建国后，特别在建县后，揭西人民继往开来，以新的战斗姿态建设美好

的家园，取得可喜的成绩。

《揭西县志》设10大篇62章267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按照四项基本原则，统摄古今，略古详今，实事求是地记载了揭西县域的

地理环境、资源状况、历史变革、重大兵事，民情风俗、文物名胜等基本情况，

充分反映了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点和地方特色，是一部以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编纂的社会主义新方志。

社会主义新县志是国情地情的重要载体，是宝贵的地方文献，是一地之百
、 科全书。阅之简约，得之广博，观千载于眼底，察全局于一心，不仅有益于今

世而且荫及后人。它以广博而翔实的资料记述了历史之兴衰，当今之得失，为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实为本县各级领导及广大

干部不可忽视的。信息库打、“资料集一，随时翻阅，察古知今，得益非浅。对于

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县志是一部良好的乡土教材，可用于爱国主义教

育、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对于客居他乡的干部、学者及

其他乡亲，《揭西县志》是一座沟通信息、加强联系的桥梁，可加深他们思念家

酗。鼻



计献策，共同为振兴桑梓贡献力量。

是一个侨乡，《揭西县志》的刊行，为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提供了

丰富的、亲切而感人的乡情，是连结海内外揭西籍人士的纽带，可

心侨乡，建设家乡的热情。

成过去，未来有待创造。为了上不辜负祖宗，下不愧对子孙，我们

鉴，从实际出发，发挥本地优势，上下一致，同心同德，艰苦奋斗，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开拓前进，把揭西建设得更加美好。

洪琦炉

林兴旺

1994年6月

琦炉现任中共揭西县委书记，林兴旺现任揭西县人民政府县长)



凡 例

凡例．7·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的有机统一，努力从宏观上体现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二、本志立概述、大事记、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

及附录10大篇，分62章267节。横排门类，纵叙史实，共百余万言。

’三、本志贯通古今，详近略远。重点记述1965年建县后之地情，下限截止

于1988年底。附录篇中补充了1989"-1993年的续记。

四、本志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

五、史家通例，不为生人立传。本志立传者多为本地较为著名的革命者、烈

士、英雄及对社会有影响的知名人物。烈士英名录中收录的均经省民政厅确认

的烈士。以本县籍为主。以卒年为序。

六、本志资料大部分来自各级档案材料、旧志、报刊、专著、历史文物及

有关人士的I：l碑材料，经考证鉴别入志后，一般不注明出处。

七、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当时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采用公元纪年。

八、解放后的统计数据一般采用县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度量衡和货币一般

按各时期的计量单位。

九、建国(含解放)前(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0沙
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I唪 一，J

序 二

序 三

凡例

目 录
’

第一篇概 述

第二篇大事记

第三篇．地 理

第一章境域区划⋯⋯⋯⋯⋯·47
第一节位置面积⋯⋯⋯⋯⋯⋯47

第二节历史沿革⋯⋯⋯⋯⋯⋯47

第三节行政区划⋯⋯⋯⋯⋯⋯48

第二章乡镇概况⋯⋯⋯⋯⋯⋯54

第一节河婆镇⋯⋯⋯⋯⋯⋯⋯54

第二节棉湖镇⋯⋯⋯⋯⋯⋯⋯55

第三节上砂镇⋯⋯⋯⋯⋯⋯⋯56

第四节五云镇⋯⋯⋯⋯⋯⋯⋯57

第五节下砂乡⋯⋯⋯⋯⋯⋯⋯58

第六节良田乡⋯⋯⋯⋯⋯⋯⋯58

．第七节西田乡⋯⋯⋯⋯⋯⋯⋯59

第八节坪上镇⋯⋯⋯⋯⋯⋯⋯59

第九节龙潭镇⋯⋯⋯⋯⋯⋯⋯60

第十节南山镇⋯⋯⋯⋯⋯⋯⋯61

第十一节灰寨镇⋯⋯⋯⋯⋯⋯62

第十二节京溪园镇⋯⋯⋯⋯⋯62

第十三节五经富镇⋯⋯⋯⋯⋯63

目 录 ·

第十四节大洋乡⋯⋯⋯⋯⋯⋯64

第十五节大溪镇⋯⋯⋯⋯⋯⋯65

第十六节钱坑镇⋯⋯⋯⋯⋯⋯66

第十七节金和镇⋯⋯⋯⋯⋯⋯66

第十八节凤江镇⋯⋯⋯⋯⋯⋯67

第十九节塔头镇⋯⋯⋯⋯⋯⋯68

第二十节东园镇⋯⋯⋯⋯⋯⋯68

第三章人口⋯⋯⋯⋯⋯⋯⋯70

第一节人口民族⋯⋯⋯⋯⋯⋯70

第二节人口分布⋯⋯⋯⋯⋯⋯73

第三节人口变化⋯⋯⋯⋯⋯⋯76

第四节人口构成⋯⋯⋯⋯⋯⋯80

第五节人口控制⋯⋯⋯⋯⋯⋯85

第四章地质地貌⋯⋯⋯⋯⋯89
’

第一节地质⋯⋯⋯⋯⋯⋯⋯89

第二节地貌⋯⋯⋯⋯⋯⋯⋯92

第五章气候物候⋯⋯⋯⋯⋯94

第一节四季气候特点⋯⋯⋯⋯94



．2· 目 录

第二节气象要素⋯⋯⋯⋯⋯⋯94

第三节灾害性天气⋯⋯⋯⋯101

第四节物候特征⋯⋯⋯⋯⋯102

第六章水系水文⋯⋯⋯⋯⋯104
第一节水系⋯⋯⋯⋯⋯⋯104

第二节水文⋯⋯⋯⋯⋯⋯105

第七章土壤生物⋯⋯⋯⋯⋯107
第一节土壤⋯⋯⋯⋯⋯⋯107

第二节植被⋯⋯⋯⋯⋯⋯110

第三节生物⋯⋯⋯⋯⋯⋯111

第八章自然灾害⋯⋯⋯⋯⋯⋯113

第一节水灾⋯⋯⋯⋯⋯⋯113

第二节旱灾⋯⋯⋯⋯⋯⋯115

第三节风灾⋯⋯⋯⋯⋯⋯116

第四节病虫害⋯⋯⋯⋯⋯⋯117

第四篇经 济

第一章经济综述⋯⋯⋯⋯⋯⋯121

第一节经济发展速度与

效益⋯⋯⋯⋯⋯⋯⋯121

第二节所有制和产业

结构的变化⋯⋯⋯⋯124

第三节国民收入的状况⋯⋯⋯126

第二章农业⋯⋯⋯⋯⋯⋯”128
第一节体制变革⋯⋯⋯⋯⋯⋯128

第二节耕地变化⋯⋯⋯⋯⋯⋯131

第三节作物状况⋯⋯⋯⋯⋯⋯132

第四节农技推广⋯⋯⋯⋯⋯⋯138

第五节农业机具⋯⋯⋯⋯⋯⋯141

第六节企事业单位简介⋯⋯⋯147

第三章林业⋯⋯⋯⋯⋯⋯⋯149

第一节林业资源⋯⋯⋯⋯⋯⋯149

第二节育苗造林⋯⋯⋯⋯⋯⋯151

第三节木材采伐⋯⋯⋯⋯⋯⋯154

第四节茶叶水果⋯⋯⋯⋯⋯⋯155

第五节森林保护⋯⋯⋯⋯⋯⋯161

第六节林政管理⋯⋯⋯⋯⋯⋯162

第七节林场简介⋯⋯⋯⋯⋯⋯165

第四章畜牧⋯⋯⋯⋯⋯⋯⋯1"67

第一节饲料资源⋯⋯⋯⋯⋯⋯167

第二节禽畜种类⋯⋯⋯⋯⋯⋯168

第三节饲养繁育⋯⋯⋯⋯⋯⋯170

第四节疫病防治⋯⋯⋯⋯⋯⋯173

第五章渔业⋯⋯⋯⋯⋯⋯⋯175

第一节资源⋯⋯⋯⋯⋯⋯⋯175

第二节养殖⋯⋯⋯⋯⋯⋯⋯176

第三节鱼场简介⋯⋯⋯⋯⋯⋯178

第六章水利⋯⋯⋯⋯⋯⋯⋯179

第一节河道整治⋯⋯⋯⋯⋯⋯179

第二节堤围修筑⋯⋯⋯⋯⋯⋯180

第三节蓄水工程⋯⋯⋯⋯⋯⋯185

第四节引水工程⋯⋯⋯⋯⋯⋯193

第五节提水工程⋯⋯⋯⋯⋯⋯197

第六节治涝排渍⋯⋯⋯⋯⋯⋯198

第七节水土保持⋯⋯⋯⋯⋯⋯202

第八节所站简介⋯⋯⋯⋯⋯⋯203

第七章水电⋯⋯⋯⋯⋯⋯⋯205

第一节水力发电站⋯⋯⋯⋯⋯206

第二节输变电工程⋯⋯⋯⋯⋯216

第三节发电供电管理⋯⋯⋯⋯218

第四节企业简介⋯⋯⋯⋯⋯⋯220

第八章多镇企业⋯⋯⋯⋯⋯⋯221

第一节企业结构⋯⋯⋯⋯⋯⋯221

第二节经济效益⋯⋯⋯⋯⋯⋯223

第九章工业⋯⋯⋯⋯⋯⋯⋯224

第一节工业体制⋯⋯⋯⋯⋯⋯224

第二节工业门类⋯⋯⋯⋯⋯⋯227



第三节产品选介⋯⋯⋯⋯⋯⋯236

第四节工厂选介⋯⋯⋯⋯⋯⋯238

第十章交通⋯⋯⋯⋯⋯⋯⋯245

第一节公路⋯⋯⋯⋯⋯⋯⋯245

第二节桥梁⋯⋯⋯⋯⋯⋯⋯250

第三节航道⋯⋯⋯⋯⋯⋯⋯255

第四节运输⋯⋯⋯⋯⋯⋯⋯257

第五节管理机构⋯⋯⋯⋯⋯⋯261

第十一章邮电⋯⋯⋯⋯⋯⋯263
第一节邮政⋯⋯⋯⋯⋯⋯⋯263

第二节电信⋯⋯⋯⋯⋯⋯⋯266

第十二章建筑⋯⋯⋯⋯⋯⋯269

第一节企业队伍⋯⋯⋯⋯⋯⋯269

第二节工程设计⋯⋯⋯⋯⋯⋯271

第三节施工机械⋯⋯⋯⋯⋯⋯272

第四节技术工艺⋯⋯⋯⋯⋯⋯273

第五节劳务输出⋯⋯⋯⋯⋯⋯274

第六节经营分配⋯⋯⋯⋯⋯⋯275

第十三章商业⋯⋯⋯⋯⋯⋯277
第一节商业结构⋯⋯⋯⋯⋯⋯277

第二节集市贸易⋯⋯⋯⋯⋯⋯284

-，第三节商品购进⋯⋯⋯⋯⋯⋯286

第四节商品销售⋯⋯⋯⋯⋯⋯296

第五节商品储运⋯⋯⋯⋯⋯⋯309

第十四章粮油⋯⋯⋯⋯⋯⋯311
第一节征购统购⋯⋯⋯⋯⋯⋯311

第二节计划销售⋯⋯⋯⋯⋯⋯314

第三节议购议销⋯⋯⋯⋯⋯⋯317

第四节储藏调运⋯⋯⋯⋯⋯⋯317

第五节粮油加工⋯⋯⋯⋯⋯⋯320

第十五章．外经外贸⋯⋯⋯⋯⋯322
第一节管理机构沿革⋯⋯⋯⋯322

第二节利用外资兴办企业⋯⋯322

第三节主要出口产品⋯⋯⋯⋯325

第十六章物价⋯⋯⋯⋯⋯⋯327
第一节物价管理⋯⋯⋯⋯⋯⋯327

第二节市场物价⋯⋯⋯⋯⋯⋯328

第三节交换比价⋯⋯⋯厶⋯⋯·338

目 录 ·3·

第十七章工商行政管理⋯⋯一341
第一节市场拓展⋯⋯⋯⋯⋯⋯341

第二节企业登记⋯⋯⋯⋯⋯⋯344

第三节商标广告⋯⋯⋯⋯⋯⋯345

第四节经济合同⋯⋯⋯⋯⋯⋯349

第五节查处投机倒把⋯⋯⋯⋯349

第十八章审计⋯⋯⋯⋯⋯⋯352
第一节国家审计⋯⋯⋯⋯⋯⋯352

第二节内部审计⋯⋯⋯⋯⋯⋯352

第三节社会审计”一⋯⋯⋯⋯·353

第十九章标准计量管理⋯⋯⋯354
第一节度量衡演变⋯⋯⋯⋯⋯354

第二节计量管理⋯⋯⋯⋯⋯⋯355

第三节标准化管理⋯⋯⋯⋯⋯356

第廿章财政⋯⋯⋯⋯⋯⋯⋯357
第一节财政体制⋯⋯⋯⋯⋯⋯357

第二节财政收入⋯⋯⋯⋯⋯⋯357

第三节财政支出⋯⋯⋯⋯⋯⋯360

第四节平衡收支⋯⋯⋯⋯⋯⋯363

第五节财政管理⋯⋯⋯⋯⋯⋯366""

第六节财政监督⋯⋯⋯⋯⋯⋯371

第七节财政信用⋯⋯⋯⋯⋯⋯371

第廿一章税务⋯⋯⋯⋯⋯·373
第一节税制变革⋯⋯⋯⋯⋯⋯373

第二节税收种类⋯⋯⋯⋯⋯⋯375

第三节征收管理⋯⋯⋯⋯⋯⋯381

第廿二章金融⋯⋯⋯⋯⋯⋯383

第一节机构⋯⋯⋯⋯⋯⋯⋯383

．第二节货币⋯⋯⋯⋯⋯⋯⋯385

第三节存款⋯⋯⋯⋯⋯⋯⋯387

第四节贷款一⋯⋯⋯⋯⋯⋯390

第五节保险⋯⋯⋯⋯⋯⋯⋯393

第廿三章城乡建设⋯⋯⋯⋯⋯394

第一节县城建设⋯⋯⋯⋯⋯⋯394

第二节乡村建设⋯⋯⋯⋯⋯⋯400

第三节房地产管理⋯⋯⋯⋯⋯403

第四节环境保护⋯⋯⋯⋯⋯⋯405

第廿四章国土管理⋯⋯⋯⋯⋯409



·4· 目 录

第廿五章计划统计⋯⋯⋯⋯⋯410
第一节计划编制⋯⋯⋯⋯⋯⋯410

第五篇’政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417
第一节解放前党的领导

机构⋯⋯⋯⋯⋯⋯⋯417

第二节解放前党的地下

活动⋯⋯⋯⋯⋯⋯⋯418

第三节解放后历次党的

代表大会⋯⋯⋯⋯⋯422

第四节解放后县委主要

领导人更迭⋯⋯⋯⋯423

第五节解放后县委中心

工作⋯⋯⋯⋯⋯⋯⋯426

第六节揭西县委

直属工作机构⋯⋯⋯430

第七节基层组织及党员⋯⋯⋯430

第八节宣传教育⋯⋯⋯⋯⋯⋯432

第九节统战工作⋯⋯⋯⋯⋯⋯433

第十节纪律检查⋯⋯⋯⋯⋯⋯434

第十一节档案工作⋯⋯⋯⋯⋯435

第十二节信访工作⋯⋯⋯⋯⋯436

第二章人民代表大会⋯⋯⋯⋯438
第一节历届人民代表大会⋯⋯438

第二节人大常务委员会⋯⋯⋯440

第三节公民选举⋯⋯⋯⋯⋯⋯444

第三章县人民政府“⋯⋯⋯⋯446
第一节机构设置⋯⋯⋯⋯⋯⋯446

第二节计划执行结果⋯⋯⋯⋯411

第三节统计工作⋯⋯⋯⋯⋯⋯411

第二节主要领导人更迭·：⋯⋯·447

第四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450

第一节历届政协会议⋯⋯⋯⋯450

第二节主要领导人更迭⋯⋯⋯451

第三节工作简介⋯⋯⋯⋯⋯⋯452

第五章公安司法⋯⋯⋯⋯⋯⋯454

第一节社会治安⋯⋯⋯⋯⋯⋯454

第二节消防⋯⋯⋯⋯⋯⋯⋯456

第三节检察⋯⋯⋯⋯⋯⋯⋯457

第四节审判⋯⋯⋯⋯⋯⋯⋯458

第五节民事调解⋯⋯⋯⋯⋯⋯460

第六节公证及其他⋯⋯⋯⋯⋯460

第六章人民团体⋯⋯⋯⋯⋯⋯462

第一节工会⋯．．．⋯⋯⋯⋯⋯462

第二节共青团⋯⋯⋯⋯⋯⋯⋯463

第三节妇联⋯⋯⋯⋯⋯⋯⋯465

第四节贫协⋯⋯⋯⋯⋯⋯⋯466

第五节侨联⋯⋯⋯⋯⋯⋯⋯467

第六节工商联⋯⋯⋯⋯⋯⋯⋯467

第七节文联⋯⋯⋯⋯⋯⋯⋯468

第八节科协⋯⋯⋯⋯⋯⋯⋯468

第六篇军’事

第一章地方军事机构⋯⋯⋯⋯471
第二章兵役⋯⋯⋯⋯⋯⋯⋯473

第一节民国时期兵役⋯⋯⋯⋯473
第二节解放后兵役⋯⋯⋯⋯⋯473

第三章民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兵⋯⋯_⋯⋯⋯⋯475
民兵组织⋯⋯⋯⋯⋯⋯4"15

民兵训练⋯⋯⋯⋯⋯⋯475

民兵参战⋯⋯⋯⋯⋯⋯476



第四章驻军⋯⋯⋯⋯⋯⋯⋯478
第一节清代驻军⋯⋯⋯⋯⋯⋯478
第二节国民党驻军⋯⋯⋯⋯⋯478

第三节共产党驻军⋯⋯⋯⋯⋯479

第五章重大兵事⋯⋯⋯⋯⋯⋯481

第一节
第=节
第三节

第四市

第七篇文 化

第一章教育⋯⋯⋯⋯⋯⋯⋯495

第一节幼儿教育⋯⋯⋯⋯⋯⋯496

第二节小学教育⋯⋯⋯⋯⋯⋯497

第三节中学教育⋯⋯⋯⋯⋯⋯503

第四节职业教育⋯⋯⋯⋯⋯⋯510

第五节成人教育⋯⋯⋯⋯⋯⋯511

第六节农村扫盲⋯⋯⋯⋯⋯⋯512

第七节教师队伍⋯⋯⋯⋯⋯⋯513

’第八节教育经费⋯⋯⋯⋯⋯⋯516

第九节人才输送⋯⋯⋯⋯⋯⋯523

，第十节学校选介⋯⋯⋯⋯⋯⋯524

第二章科学技术⋯⋯⋯．．．⋯⋯527

第一节科技组织⋯⋯⋯⋯⋯⋯527

第二节科技队伍⋯⋯⋯⋯⋯⋯529

第三节科技普及⋯⋯⋯⋯⋯⋯530

第四节科技成果⋯⋯⋯⋯⋯⋯531

第三章卫生⋯⋯⋯⋯⋯⋯⋯532

第一节医疗机构⋯⋯⋯⋯⋯⋯532

第二节爱国卫生运动⋯⋯⋯⋯537

第三节疾病防治⋯⋯⋯⋯⋯⋯537

第四节妇幼保健⋯⋯⋯⋯⋯⋯542

第五节中西医结合治病⋯⋯⋯543

第六节公费医疗⋯⋯⋯⋯⋯⋯543

第七节技术培训⋯⋯⋯⋯⋯⋯545

第八节药政管理⋯⋯⋯⋯⋯⋯545

第四章体育⋯⋯⋯⋯⋯⋯⋯547

’第一节学校体育⋯⋯⋯⋯⋯⋯547

目 录 ·5·

大革命时期⋯⋯⋯⋯⋯481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483

抗日战争时期⋯⋯⋯⋯485
解放战争时期⋯⋯⋯⋯486

第二节业余体校⋯⋯⋯⋯⋯⋯548

第三节群众体育⋯⋯⋯⋯⋯⋯548

第四节体育比赛⋯⋯⋯⋯⋯⋯549

第五节体育场地⋯⋯⋯⋯⋯⋯553

第五章新闻传播⋯⋯⋯⋯⋯⋯554

第一节报纸⋯⋯⋯⋯⋯⋯⋯554

第二节通讯⋯⋯⋯⋯⋯⋯⋯554

第三节广播⋯⋯⋯⋯⋯⋯⋯555

第四节电视⋯⋯⋯⋯⋯⋯⋯556

第六章文化艺术⋯⋯⋯⋯⋯⋯557

第一节文化机构设置⋯⋯⋯⋯557

第二节文艺团体⋯⋯⋯⋯⋯⋯561

第三节民间艺术活动⋯⋯⋯⋯562

第四节业余文艺创作⋯⋯⋯⋯564

第五节民间谣谚⋯⋯⋯⋯⋯⋯564

’第六节民间传说⋯⋯⋯⋯⋯⋯571

第七章文物古迹⋯⋯⋯⋯⋯⋯579

第一节历史文物⋯⋯⋯⋯⋯⋯579

第二节革命文物⋯⋯⋯⋯⋯⋯582

第三节古迹⋯⋯⋯t⋯⋯⋯”583

第四节革命旧址⋯⋯⋯⋯⋯⋯591

第五节革命烈士纪念

亭、碑⋯⋯⋯⋯⋯⋯592

第六节文物保护⋯⋯⋯⋯⋯⋯593



·6· 目录

第八篇社 会

第一章人民生活⋯⋯⋯⋯⋯⋯597

第二章劳动人事⋯⋯⋯⋯⋯⋯599
第一节劳动⋯⋯⋯⋯⋯⋯⋯599

第二节人事⋯⋯⋯⋯⋯⋯⋯602

第三节工资改革⋯⋯⋯⋯⋯⋯606

第三章社会福利⋯⋯⋯⋯⋯⋯610

第一节优抚⋯⋯⋯⋯⋯⋯⋯610

第二节扶持老区⋯⋯⋯⋯⋯⋯611

第三节救济⋯⋯⋯⋯⋯⋯⋯612

第四节老弱病残抚养⋯⋯⋯⋯614

第五节婚姻登记⋯⋯⋯⋯⋯．．．615

第六节收容遣送⋯⋯⋯⋯⋯⋯615

第七节丧葬改革⋯⋯⋯O@O@OO⋯616

第四章扶贫工作⋯⋯⋯⋯⋯⋯617

第五章移民迁安⋯⋯⋯⋯⋯⋯619
第一节龙颈水库移民⋯⋯⋯⋯619

第二节横江水库移民⋯⋯⋯⋯619

第三节，北山水库移民⋯⋯⋯⋯620

第四节河奉水库移民⋯⋯⋯⋯620

第五节李子园村移民⋯⋯⋯⋯621

第六节鹏岭村移民⋯⋯⋯⋯⋯621

第六章华侨华人⋯⋯⋯⋯⋯⋯622

第一节出国历史⋯⋯⋯⋯⋯⋯622

第二节侨居国家⋯⋯⋯⋯⋯⋯622

第三节职业状况⋯⋯⋯⋯⋯⋯623

第四节海外社团⋯⋯⋯⋯⋯⋯624

第五节侨乡建设⋯⋯⋯⋯⋯⋯625

第六节侨务侨政⋯⋯⋯⋯⋯⋯626

第七章宗教⋯⋯⋯⋯⋯⋯⋯627

第一节佛教⋯⋯⋯⋯⋯⋯⋯627

第二节天主教⋯⋯⋯⋯⋯⋯⋯628

第三节基督教⋯⋯⋯⋯⋯⋯⋯628

第八章风俗⋯⋯⋯⋯⋯⋯⋯630

第一节岁时习俗⋯⋯⋯⋯⋯⋯630

第二节农事习俗⋯⋯⋯⋯⋯⋯632

第三节生活习俗⋯⋯⋯⋯⋯⋯634

第四节礼仪习俗⋯⋯⋯⋯⋯⋯638

第五节迷信陋俗⋯⋯⋯⋯⋯⋯642

第九章方言⋯⋯⋯⋯⋯⋯⋯643

第一节河婆客家话⋯⋯⋯⋯⋯643

第二节棉湖潮州话⋯⋯⋯⋯⋯650

第九篇人 物

第一章人物传略⋯⋯⋯⋯⋯⋯659

人物传略之一⋯⋯⋯⋯⋯⋯⋯⋯659

人物传略之二⋯⋯⋯⋯⋯⋯⋯⋯679

第二章烈士名录⋯⋯⋯⋯⋯⋯701

I

“

¨
匹
r1

带
％

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