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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编《惠民县志》历经十余载，欣告付梓，可喜可贺!

惠民县历史悠久，地理位置优越，历为鲁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

中心。人民群众有着非凡的创造力和革命精神。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惠民

人民改造自然之业绩和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可歌可泣。进入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英雄的惠民人民又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

“三座大山"的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仅从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全县

就有一千多名优秀儿女英勇献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惠民人民继续发

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胜利，同

时也经历过严重的困难和挫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纠正了失误，

克服了困难，全面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全县人民的生活水平。改

革开放以来，县委、县政府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坚持

党的基本路线，调整工作思路，改革管理体制，带领全县人民大力发展经济，

使各个领域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

新编《惠民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广征博采，略古详今，立足当代，真实地记录了

县境内所发生的这一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进程，客观地证明了没有中国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的科学结论，是一部向全

县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传统和乡土教育的好教材。

古人云：治邦国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新编《惠民县志》无疑

是“资治"、“辅政’’之良鉴。希望全县各级领导同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

件下，积极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确立正确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加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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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

县由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和经济强县跨越的步伐，谱写更加瑰丽的历史新

篇。

借此机会，向参与完成新编《惠民县志》工作的历届领导、编纂人员、提

供资料的单位和个人，向指导该志编纂工作的省、地和兄弟县、市史志办的

领导和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忱!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详今略古，实事求是地记述全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以1985年的行政区域为记事范围，历次区域变化情况在有关章节

内记述。难以分离的材料加注说明。记事上限起于1840年，下限截止1985年，

少数内容适当上溯或下延。

三、本志坚持以事业立志的原则，横展各行各业，纵示历史轨迹。卷首设《概

述》、《大事记》，分别为全志的总纲和经脉；卷末置《人物》、《附录》，主体内容本着

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设23编专业志，每编设章、节、目记述。

四、《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记述方法。为了记事完整，间用记事本末体。cA．

物》设传略、简介和名录三部分记述，坚持生不立传和以本籍人物、正面人物、近

现代人物为主的原则，同时也选录了部分古代人物、外籍人物和典型的反面人

物。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表、图、录等体裁，以志为主，用语体文记述。文风

力求严谨、朴实、简明、通俗。

六、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清朝及其以前加注历史纪年，农历月、日用汉字记

述。政区与机关名称均用当时称谓，地名一般使用现时标准名称，使用历史名称

时加注今名。

七、本志行文中的“解放前"与“解放后"，系指1945年8月30日惠民城解放

前、后。

八、本志数字用法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的试行规定为准}计

量单位一般使用现行公制，专门需要和不宜折算时采用历史计量单位或市制，并

在行文中说明。

1j



2 凡 倒

九、本志所用资料主要由县档案馆和县委、县政府各部门提供，部分由编者

根据有关图书资料和采访记录整理。所用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以旧志或

有关历史资料为准，此后以县统计局和各部门的统计资料为准，有出入时原则上

以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

；‰f|l|《l{{l。¨±{

ll§￡k■∥ll}{ill
8



1

目 录

序言

凡例

概。述⋯⋯⋯⋯⋯⋯⋯⋯⋯⋯⋯⋯⋯⋯⋯⋯⋯⋯⋯⋯⋯⋯⋯⋯⋯⋯⋯⋯⋯⋯⋯⋯⋯⋯(3)

大事记⋯⋯⋯⋯⋯⋯⋯⋯⋯⋯⋯⋯⋯⋯⋯⋯⋯⋯⋯⋯⋯⋯⋯⋯⋯⋯⋯⋯⋯⋯⋯(11)

第一编行政区域

第一章地理位置⋯⋯⋯⋯⋯⋯⋯(39)

第二章建置沿革⋯⋯⋯⋯⋯⋯”(39)

第三章境域区划⋯⋯⋯⋯⋯⋯(43)

第一节 境域⋯⋯⋯⋯⋯⋯⋯⋯(43)

第二节 区划⋯⋯⋯⋯⋯⋯⋯⋯(44)

第四章县城乡镇村庄⋯⋯(57)

第一节 县城⋯⋯⋯⋯⋯⋯⋯⋯(57)

‘第二节 乡镇⋯⋯⋯⋯⋯⋯⋯⋯(58)

第三节村庄⋯⋯⋯⋯⋯⋯⋯⋯(62)

第二编地理环境

第一章地质⋯⋯⋯⋯⋯⋯⋯⋯⋯(95)

第一节地质构造⋯⋯⋯⋯⋯⋯(95)

第二节地层岩性⋯⋯⋯⋯⋯⋯(95)

第二章地貌⋯⋯⋯⋯⋯⋯⋯⋯⋯(96)

第一节地形⋯⋯⋯⋯⋯⋯⋯⋯(96)

第二节 河流⋯⋯⋯⋯⋯⋯⋯⋯(96)

第三章气候物候⋯⋯⋯⋯⋯(101)

第一节 气候⋯⋯⋯⋯⋯⋯⋯⋯(101)

第二节物候⋯⋯⋯⋯⋯⋯⋯⋯(108)

第四章土壤植被⋯⋯⋯⋯⋯(109)

第一节土壤⋯⋯⋯⋯⋯⋯⋯⋯(109)

第二节植被⋯⋯⋯⋯⋯⋯⋯⋯(110)

第五章自然资源⋯⋯⋯⋯⋯⋯(111)

第一节土地资源⋯⋯⋯⋯⋯⋯(111)

第二节水资源⋯⋯⋯⋯⋯⋯⋯(111)

第三节 动植物资源⋯⋯⋯⋯⋯(111)

第四节其他资源⋯gO 000 0·⋯⋯(114)

第六章自然灾害⋯⋯⋯⋯⋯⋯(114)

第一节水灾⋯⋯⋯⋯⋯⋯⋯⋯(114)

第二节 旱灾⋯⋯⋯⋯⋯⋯⋯⋯(116)

第三节风灾⋯⋯⋯⋯⋯⋯⋯⋯(117)

第四节雹灾⋯⋯⋯．-．⋯⋯⋯⋯(117)

． 第五节 虫灾⋯⋯⋯⋯⋯⋯⋯⋯(118)

第六节地震灾害⋯⋯⋯⋯⋯⋯(119)

第三编人 口

第一章人口规模⋯⋯⋯⋯⋯⋯(123)

第一节 数量⋯⋯⋯⋯⋯⋯⋯⋯(123)

第二节 分布与密度$oo ooo ooo oQi ogo(124)

第二章人口变动⋯⋯⋯⋯⋯⋯(126)

第一节 自然变动⋯⋯t⋯⋯⋯··(126)

第二节机械变动⋯⋯⋯⋯⋯⋯(127)



2 惠民县志

第三章人口构成⋯⋯⋯⋯⋯⋯(128)

第一节 民族⋯⋯⋯⋯⋯⋯⋯⋯(128)

第二节性别⋯⋯⋯⋯⋯⋯⋯一(128)

第三节 年龄⋯⋯⋯⋯⋯⋯⋯⋯(130)

第四节 文化⋯⋯⋯⋯⋯⋯⋯⋯(133)

第五节行业职业⋯⋯⋯⋯⋯(134)

第四章婚姻家庭⋯⋯⋯⋯⋯(136)

第一节婚姻⋯⋯⋯⋯⋯⋯⋯⋯(136)

第二节家庭⋯⋯⋯⋯⋯⋯⋯⋯(138)

第五章生育⋯⋯⋯⋯⋯⋯⋯⋯⋯(138)

第一节 生育状况⋯⋯⋯⋯⋯⋯(138)

第二节 生育管理⋯⋯⋯⋯⋯⋯(139)

第六章姓氏⋯⋯⋯⋯⋯⋯⋯⋯⋯(140)

第四编农 业

第一章生产关系变革⋯⋯⋯”
第一节 封建土地所有制⋯⋯⋯

第二节 土地改革⋯⋯⋯⋯⋯⋯

第三节农业互助合作⋯⋯⋯⋯

第四节 人民公社⋯⋯⋯⋯⋯⋯

第五节 联产承包责任制⋯⋯⋯

第六节县办和国营农场⋯⋯⋯

第二章农业区划⋯⋯⋯⋯⋯⋯

第一节城郊粮、菜、工

副业区⋯⋯⋯⋯⋯⋯⋯

第二节 惠北棉、粮、枣区⋯⋯⋯

第三节 惠中粮、油、林、牧区⋯

第四节 惠南粮、棉、渔区⋯⋯⋯

第三章种植业⋯⋯⋯⋯⋯⋯⋯

第一节农作物⋯⋯⋯⋯⋯⋯⋯

第二节耕作制度⋯⋯⋯⋯⋯⋯

第三节耕地播种⋯⋯⋯⋯⋯⋯

第四节苗期管理⋯⋯⋯⋯⋯⋯

第五节 灌溉⋯⋯⋯⋯⋯⋯⋯⋯

第六节施肥⋯⋯⋯⋯⋯⋯⋯⋯

第七节 良种推广⋯⋯⋯⋯⋯⋯

(145)

(145)

(147)

(149)

(150)

(151)

(151)

(152)

(153)

(153)

(153)

(153)

(155)

(164)

(165)

(166)

第八节植保⋯⋯⋯⋯⋯⋯⋯⋯

第九节 土壤改良⋯⋯⋯⋯⋯⋯

第四章农机具⋯⋯⋯⋯⋯⋯”

第一节传统农具⋯⋯⋯⋯⋯⋯

第二节 改良农具⋯⋯⋯⋯⋯⋯

第三节农业机械⋯⋯⋯⋯⋯⋯

第五章畜牧业⋯⋯⋯⋯⋯⋯⋯

第一节 畜禽种类与繁殖⋯⋯⋯

第二节 畜禽饲养⋯⋯⋯⋯⋯⋯

第三节 疫病防治⋯⋯⋯⋯⋯⋯

第六章水产业⋯⋯⋯⋯⋯⋯⋯

第一节 水域⋯⋯⋯⋯⋯⋯⋯⋯

第二节 资源⋯⋯⋯⋯⋯⋯⋯⋯

第三节养殖⋯⋯⋯⋯⋯⋯⋯⋯

第四节捕捞⋯⋯⋯⋯⋯⋯⋯⋯

第五编林 业

第一章林木资源⋯⋯⋯⋯⋯⋯

第一节 林地⋯⋯⋯⋯⋯⋯⋯⋯

第二节树种资源⋯⋯⋯⋯⋯⋯

第三节 林木蓄积⋯⋯⋯⋯⋯⋯

第二章林业区划⋯⋯⋯⋯⋯·

第一节惠北林区⋯⋯⋯⋯⋯⋯

第二节 惠中林区⋯⋯⋯⋯⋯⋯

第三节 惠南林区⋯⋯⋯⋯⋯⋯

第三章植树造林⋯⋯⋯⋯⋯一

第一节 育苗⋯⋯⋯⋯⋯⋯⋯⋯

第二节用材林⋯⋯⋯⋯⋯⋯⋯

第三节经济林⋯⋯⋯⋯⋯⋯⋯

第四节林粮间作⋯⋯⋯⋯⋯⋯

第五节 农田林网⋯⋯⋯⋯⋯⋯

第六节 四旁植树⋯⋯⋯⋯⋯⋯

第七节 桑园⋯⋯⋯⋯．．．⋯⋯⋯

第四章林场苗圃⋯⋯⋯⋯“

第一节林场⋯⋯⋯⋯⋯⋯⋯⋯

第二节苗圃⋯⋯⋯⋯⋯⋯⋯⋯

(168)

(171)

(172)

(172)

(173)

(174)

(177)

(177)

(180)

(182)

(185)

(185)

(186)

(187)

(187)

(191)

(191)

(192)

(192)

(193)

(193)

(193)

(194)

(194)

(194)

(195)

(198)

(198)

(198)

(200)

＆iml，，●《●j{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3

第五章林业管理⋯⋯⋯⋯⋯⋯(200)

第一节 管理机构⋯⋯⋯⋯⋯⋯

第二节林木管护⋯⋯⋯o⋯⋯

第三节 引进优良树种⋯⋯⋯⋯

第四节 病虫害防治⋯⋯⋯⋯⋯

第六编水 利

OO

01

01

02

第一章河道治理⋯⋯⋯⋯⋯⋯(208)
第一节 黄河治理⋯⋯⋯⋯⋯⋯(208)

第二节徒骇河治理⋯⋯⋯⋯⋯(209)

第三节 沙河与土马河治理⋯⋯(209)

第二章排灌工程⋯⋯⋯⋯⋯⋯(210)

第一节引水⋯⋯⋯⋯⋯⋯⋯⋯(210)

第二节排水⋯⋯⋯10QQQi 000 000 000(216)

第三章农田水利⋯⋯⋯⋯⋯⋯(221)

第一节 田间工程⋯⋯⋯⋯⋯⋯(221)

第二节水土保持⋯⋯⋯⋯⋯⋯(222)

第四章防汛抗旱⋯⋯⋯⋯⋯(222)

第一节 黄河防洪与防凌⋯⋯⋯(222)

第二节排水河道防汛⋯⋯⋯⋯(224)

第三节抗旱⋯⋯⋯⋯! OQO 000(225)

第七编工 业

第一章工业所有制⋯⋯⋯⋯⋯

第一节 概况⋯⋯⋯⋯⋯⋯⋯⋯

第二节私营手工业⋯⋯⋯⋯⋯

第三节集体工业⋯⋯⋯⋯⋯⋯

第四节 国营工业⋯⋯⋯⋯⋯⋯

第二章工业行业⋯⋯⋯⋯⋯⋯

第一节 纺织⋯⋯⋯⋯⋯⋯⋯⋯

第二节食品⋯⋯⋯⋯⋯⋯⋯⋯

第三节 电力⋯⋯⋯⋯⋯⋯⋯⋯

第四节建材⋯⋯⋯⋯⋯⋯⋯⋯

第五节机械⋯⋯⋯⋯⋯⋯⋯⋯

第六节化工⋯⋯⋯⋯⋯⋯⋯⋯

(229)

29

31

31

34

(235)

(235)

(237)

(238)

(239)

(239)

(241)

第七节 印刷⋯⋯⋯⋯⋯⋯⋯⋯

第八节造纸⋯⋯⋯⋯⋯⋯⋯⋯

第九节服装⋯⋯⋯⋯⋯⋯⋯⋯

第十节棉花加工⋯⋯⋯⋯⋯⋯

第十一节地毯加工⋯⋯⋯⋯⋯

第十二节其他⋯⋯⋯⋯⋯⋯⋯

第三章工业管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第二节 生产管理⋯⋯⋯⋯⋯⋯

第三节财务管理⋯⋯⋯⋯⋯⋯

第八编交通邮电

第一章交通设施⋯⋯⋯⋯⋯⋯
第一节 古道⋯⋯⋯⋯⋯⋯⋯⋯

第二节公路⋯⋯⋯⋯⋯⋯⋯⋯

第三节桥梁⋯⋯⋯⋯⋯⋯⋯⋯

第四节渡口、港口⋯⋯⋯⋯⋯

第二章运输⋯⋯⋯⋯⋯⋯⋯⋯⋯
第一节运输工具⋯⋯⋯⋯⋯⋯

第二节公路运输⋯⋯⋯O 001⋯

第三节水路运输⋯⋯⋯⋯⋯⋯

第三章交通管理⋯⋯⋯⋯⋯⋯
第一节公路养护⋯⋯⋯⋯⋯⋯

第二节 车辆监理⋯⋯⋯⋯⋯⋯

第三节运输管理⋯⋯⋯⋯⋯⋯

第四章邮政⋯⋯⋯⋯⋯⋯⋯⋯⋯
第一节 邮路⋯⋯⋯⋯⋯⋯⋯⋯

第二节设备⋯⋯⋯⋯⋯⋯⋯⋯

第三节业务⋯⋯⋯⋯⋯⋯⋯⋯

第五章电信⋯⋯⋯⋯⋯⋯⋯⋯⋯
第一节 线路⋯⋯⋯⋯⋯⋯⋯”·

第二节设备⋯⋯⋯⋯⋯⋯⋯⋯

第三节业务⋯⋯⋯⋯⋯⋯⋯⋯

(242)

(242)

(243)

(244)

(245)

(245)

(251)

(251)

(251)

(253)

(256)

第九编商 业 。

第一章商业所有制⋯⋯⋯⋯⋯(269)

I岁



4 惠民县志

第一节私营商业⋯⋯⋯⋯⋯⋯(269)

第二节集体商业⋯⋯⋯⋯⋯⋯(270)

第三节 国营商业⋯⋯⋯⋯⋯⋯(272)

第二章商品购销⋯⋯⋯⋯⋯⋯(275)

第一节 日用工业品购销⋯⋯⋯(275)

第二节 生产资料购销⋯⋯⋯⋯(276)

第三节农副土特产品购销⋯⋯(279)

第四节 石油购销⋯⋯⋯⋯⋯⋯(281)

第三章粮油棉征购与销售⋯⋯(283)
第一节粮油购销⋯⋯⋯⋯⋯⋯(283)

第二节 棉花购销⋯⋯⋯⋯⋯⋯(286)

第四章物资采购与供应⋯⋯”(288)

第一节 物资采购⋯⋯⋯⋯⋯⋯(288)

第二节 物资供应⋯⋯⋯⋯⋯⋯(288)

第五章商业设施⋯⋯⋯⋯⋯⋯(290)

第一节 商业网点⋯⋯⋯⋯⋯⋯(290)

第二节 商场建设⋯⋯⋯⋯⋯⋯(291)

第三节 仓库建设⋯⋯⋯⋯⋯⋯(291)

第六章集市贸易⋯⋯⋯⋯⋯⋯(292)

第一节集市⋯⋯⋯⋯⋯⋯⋯⋯(292)

第二节 庙会物资交流大会⋯(294)

第七章饮食服务业⋯⋯⋯·(295)
第一节饮食业⋯⋯⋯⋯⋯⋯⋯(295)

第二节 服务业⋯⋯⋯⋯⋯⋯⋯(296)

第八章对外贸易⋯⋯⋯⋯⋯⋯(297)

第一节 出口商品⋯⋯⋯⋯一．⋯·(297)

第二节进口商品⋯⋯⋯⋯⋯⋯(209)

第十编财政金融

第一章财政⋯⋯⋯⋯⋯⋯⋯⋯⋯

第一节财政体制⋯⋯⋯⋯⋯⋯

第二节 财政收入⋯⋯⋯⋯⋯⋯

第三节财政支出⋯⋯⋯⋯⋯⋯

第四节 预算外资金管理⋯⋯⋯

第二章税务⋯⋯⋯⋯⋯⋯⋯⋯⋯
第一节赋税制度⋯⋯⋯⋯⋯⋯

(303)

(303)

(304)

(307)

(311)

(312)

(312)

第二节 赋税种类⋯⋯⋯⋯⋯⋯(313)

第三节赋税征管⋯⋯⋯⋯⋯⋯(318)

第三章金融⋯⋯⋯⋯⋯⋯⋯⋯⋯(319)

第一节 金融机构⋯⋯⋯⋯⋯⋯(319)

第二节货币⋯⋯⋯⋯⋯⋯⋯⋯(320)

第三节信贷⋯⋯⋯⋯⋯⋯⋯⋯(321)

第四节 基建拨款⋯⋯⋯⋯⋯⋯(324)

第五节存款⋯⋯⋯⋯⋯⋯⋯⋯(325)

第六节债券⋯⋯⋯⋯⋯⋯⋯⋯(327)

第四章保险⋯⋯⋯⋯⋯⋯⋯⋯⋯(328)
第一节投保⋯⋯⋯⋯⋯⋯⋯⋯(328)

第二节 理赔⋯⋯⋯⋯⋯⋯⋯⋯(329)

第十一编城乡建设

第一章县城建设⋯⋯⋯⋯⋯⋯

第一节街道住宅⋯⋯⋯⋯⋯⋯

第二节公共建筑⋯⋯⋯⋯⋯⋯

第三节 供水供电⋯⋯⋯⋯⋯

第四节 绿化⋯⋯⋯⋯⋯⋯⋯⋯

第五节 管理⋯⋯⋯⋯⋯⋯⋯⋯

第六节 总体规划⋯⋯⋯⋯⋯⋯

第二章乡村建设⋯⋯⋯⋯⋯⋯

第一节 乡镇驻地建设⋯⋯⋯⋯

第二节农村建设⋯⋯⋯⋯⋯⋯

第三章建筑⋯⋯⋯⋯⋯⋯⋯⋯⋯
第一节 设备⋯⋯⋯⋯⋯⋯⋯⋯

第二节 队伍⋯⋯⋯⋯⋯⋯⋯⋯

第三节 设计⋯⋯⋯⋯⋯⋯⋯⋯

第四节施工⋯⋯⋯⋯⋯⋯⋯⋯

第五节 重点工程简介⋯⋯⋯⋯

第四章环境保护⋯⋯⋯⋯⋯⋯
第一节 环境污染⋯⋯⋯⋯⋯⋯

第二节 环境治理⋯⋯⋯⋯．．．⋯

(333)

(333)

(336)

(337)

(337)

(337)

(338)

(338)

(338)

(339)

(340)

(340)

(340)

(341)

(341)

(342)

(343)

(343)

(346)

第十二编经济管理

第一章·计划管理⋯⋯⋯⋯⋯⋯(349)

，置撬蠢_■薯II重疆l”羞■_II曩一

；，。4蕊复爹誉盛譬凄{#墓蒸置扎Ⅶ朋¨强扣盈绷，．矿；；，；鼍嘲



荔

“

匈
丑

。’●

牙
l

!

对

目 录 5

第一节管理机构与职责⋯⋯⋯(349)

第二节 生产计划管理⋯⋯⋯⋯(349)

第三节 商品流通计划管理⋯⋯(350)

第四节 固定资产投资

计划管理⋯⋯⋯⋯⋯⋯(351)

第二章统计⋯⋯⋯⋯⋯⋯⋯⋯·(351)

第一节管理机构⋯⋯⋯⋯⋯⋯(351)

第二节统计调查⋯⋯⋯⋯⋯⋯(352)

第三节 统计服务⋯⋯⋯⋯⋯⋯(353)

第三章工商管理⋯⋯⋯⋯⋯”(354)

第一节 管理机构⋯⋯⋯⋯⋯⋯(354)

第二节 改造私营工商业⋯⋯⋯(354)

第三节市场管理⋯⋯⋯⋯⋯⋯(355)

第四节 企业登记管理⋯⋯⋯⋯(356)

第五节 商标管理⋯⋯⋯⋯⋯⋯(358)

第六节经济合同管理⋯⋯⋯⋯(359)

第四章物价管理⋯⋯⋯⋯⋯”(360)

第一节 管理机构⋯⋯⋯⋯⋯⋯(360)

第二节物价调整⋯⋯⋯⋯⋯⋯(361)

第三节物价监管⋯⋯O O OOO OOO⋯(361)

第五章标准计量⋯⋯⋯⋯⋯·(363)

第一节管理机构⋯⋯⋯⋯⋯⋯(363)

第二节 计量管理⋯⋯⋯⋯⋯⋯(363)

第三节标准化管理⋯⋯⋯⋯⋯(364)

第六章土地管理⋯⋯⋯⋯⋯”(365)
第一节管理机构QOOlOmiOOIOO OOO⋯(365)

第二节 土地普查登记⋯⋯⋯⋯(365)

第三节用地管理⋯⋯⋯⋯⋯⋯(366)

第七章审计⋯⋯⋯⋯⋯⋯⋯⋯(368)

第一节 管理机构⋯⋯⋯⋯⋯⋯(368)

第二节财务审计⋯⋯⋯⋯⋯⋯(368)

第十三编政党群团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

地方组织⋯⋯⋯⋯⋯”(373)

第一节建立与发展⋯⋯⋯⋯⋯(373)

第二节 主要活动000 000⋯⋯⋯⋯

第三节 历次代表大会⋯⋯⋯⋯

第四节 党员队伍⋯⋯⋯⋯⋯⋯

第五节 党员教育⋯⋯⋯⋯⋯⋯

第六节 纪律检查⋯⋯⋯⋯⋯⋯

第七节统一战线⋯⋯⋯⋯⋯⋯

第二章中国国民党

地方组织⋯⋯⋯⋯⋯⋯

第一节 组织状况⋯⋯⋯⋯⋯⋯

第二节 党务活动⋯⋯⋯⋯⋯⋯

第三节 三青团⋯⋯⋯⋯⋯⋯⋯

第三章群众团体⋯⋯⋯⋯⋯⋯

第一节 工人团体⋯⋯⋯⋯⋯⋯

第二节农民团体⋯⋯⋯⋯⋯⋯

第三节 青少年团体⋯⋯⋯⋯⋯

第四节 妇女团体⋯⋯⋯⋯⋯⋯

第五节 工商团体⋯⋯⋯⋯⋯⋯

第六节 红十字会⋯⋯⋯⋯⋯⋯

第七节 科学技术协会⋯⋯⋯⋯

第十四编政权政协

第一章权力机关⋯⋯⋯⋯⋯⋯

·第一节参议会⋯⋯⋯⋯⋯⋯⋯

第二节县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

第三节 县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节 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一O

第二章行政机构⋯⋯⋯⋯⋯⋯

第一节清末县衙⋯⋯⋯⋯⋯⋯

第二节 民国县政府miD·O·⋯⋯⋯

第三节 抗日民主政府⋯⋯⋯⋯

第四节 县人民政府⋯⋯⋯⋯⋯

第三章人民政协⋯⋯⋯⋯：⋯”

第一节县历届政协委员会⋯⋯

第二节 活动概况⋯⋯⋯⋯⋯⋯

(376)

(380)

(381)

(382)

(384)

(385)

(386)

(386)

(387)

(387)

(388)

(388)

(389)

(390)

(392)

(394)

(394)

(394)

(397)

(397)

(397)

(399)

(402)

(403)

(403)

(404)

(405)

(405)

(410)

(410)

(411)

■蠹缀



6 惠民县志

第四章信访⋯⋯⋯⋯⋯⋯⋯⋯·(412) 第一节拥军优属⋯⋯⋯⋯⋯⋯

第一节 机构设置⋯⋯⋯⋯⋯⋯(412) 第二节 国家抚恤⋯⋯⋯⋯⋯⋯

第二节 工作概况⋯⋯⋯⋯⋯⋯(412) 第三节 烈士褒扬⋯⋯⋯⋯⋯⋯

第二章安置⋯⋯⋯⋯⋯⋯⋯⋯⋯

第十五编司 法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一章公安⋯⋯⋯⋯⋯⋯⋯⋯⋯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对敌斗争⋯⋯⋯⋯⋯⋯

第三节 预防和打击

刑事犯罪⋯⋯⋯⋯⋯⋯

第四节 治安管理⋯⋯⋯⋯⋯⋯

第五节监所管理⋯⋯⋯⋯⋯⋯

第六节消防⋯⋯⋯⋯⋯⋯⋯⋯

第二章检察⋯⋯⋯⋯⋯⋯⋯·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刑事检察⋯⋯⋯⋯⋯⋯

第三节经济检察⋯⋯⋯⋯⋯⋯

第四节 法纪检察⋯⋯⋯⋯⋯⋯

第五节监所检察⋯⋯⋯⋯⋯⋯

第六节控告 申诉检察⋯⋯⋯

第三章审判⋯⋯⋯⋯⋯⋯⋯⋯⋯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刑事审判⋯⋯⋯⋯⋯⋯

第三节 案件复南⋯⋯⋯⋯⋯”
第四节 民事审判⋯⋯⋯⋯⋯⋯

第五节 经济审判⋯⋯⋯⋯⋯⋯

第六节 陪审监督⋯⋯⋯⋯⋯⋯

第四章司法行政⋯⋯⋯⋯⋯⋯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调解⋯⋯⋯⋯⋯⋯⋯⋯

第三节公证⋯⋯⋯⋯⋯⋯⋯⋯

第四节律师⋯⋯⋯⋯⋯⋯⋯⋯

第五节 法制宣传⋯⋯⋯⋯⋯⋯

(415)

(415)

(415)

(416)

(417)

(419)

(419)

(420)

(420)

(421)

(421)

(422)

(422)

(422)

(423)

(423)

(423)

(426)

(426)

(426)

(427)

(428)

(428)

复退军人安置⋯⋯⋯⋯

军队离退休

干部安置⋯⋯⋯⋯⋯⋯

第三章救灾救济福利⋯⋯

第一节 生产救灾⋯⋯⋯⋯⋯⋯

第二节 社会救济⋯⋯⋯⋯⋯⋯

第三节 社会福利⋯⋯⋯⋯⋯⋯

第四章基层政权建设⋯⋯⋯⋯

第五章婚丧管理⋯⋯⋯⋯⋯”

第一节 婚姻登记⋯⋯⋯⋯⋯⋯

第二节 殡葬改革⋯⋯⋯⋯⋯⋯

第六章地名管理⋯⋯⋯⋯⋯⋯

第一节 地名普查与管理⋯⋯⋯

第二节 重要地名考查⋯⋯⋯⋯

第十七编劳动人事

第一章劳动⋯⋯⋯⋯⋯⋯⋯⋯⋯

第一节 劳动就业⋯⋯⋯⋯⋯⋯

第二节 用工制度⋯⋯⋯⋯⋯⋯

第三节 劳动管理⋯⋯⋯⋯⋯⋯

第四节职工培训⋯⋯⋯⋯⋯⋯

第五节 劳保福利⋯⋯⋯⋯⋯⋯

第六节 职工退休、退职⋯⋯⋯

第二章人事⋯⋯⋯⋯⋯⋯⋯⋯⋯

第一节 官吏⋯⋯⋯⋯⋯⋯⋯⋯

第二节 人民干部⋯⋯⋯⋯⋯⋯

第三章工资⋯⋯⋯⋯⋯⋯⋯⋯⋯

(431)

(432)

(435)

(436)

(436)

(437)

(437)

(437)

(440)

(440)

(441)

(444)

(444)

(444)

(445)

(445)

(445)

(451)

(451)

(451)

(452)

(452)

(453)

(453)

(454)

(454)

(454)

(459)

第十八编军 事
第十六编民 政

第一章兵役⋯⋯⋯⋯⋯⋯⋯⋯”(465)
第一章 拥军优抚⋯⋯⋯⋯⋯⋯(431) 第一节募兵⋯⋯⋯⋯⋯⋯⋯·(465)

■■-乏雹鬻，．

』。《。



目 录 7

第二节征兵⋯⋯⋯⋯⋯⋯⋯⋯

第三节志愿兵⋯⋯⋯⋯⋯⋯⋯

第四节义务兵⋯⋯⋯⋯⋯⋯⋯

第五节预备役⋯⋯⋯⋯⋯⋯⋯

第二章驻军⋯⋯⋯⋯⋯⋯⋯⋯⋯

第一节清代兵防⋯⋯⋯⋯⋯⋯

第二节 北洋政府军队⋯⋯⋯⋯

第三节 国民党军队⋯⋯⋯⋯⋯

第四节人民军队⋯⋯⋯⋯⋯⋯

第三章地方武装⋯⋯⋯⋯⋯⋯

第一节 国民党地方武装⋯⋯⋯

第二节 中共地方武装⋯⋯⋯⋯

第四章民兵⋯⋯⋯⋯⋯⋯⋯⋯⋯

第一节 管理机构⋯⋯⋯⋯⋯⋯

第二节 组织建设⋯⋯⋯⋯⋯⋯

第三节 教育训练⋯⋯⋯⋯⋯⋯

第四节 主要活动⋯⋯⋯⋯⋯⋯

第五章拥政爱民⋯⋯⋯⋯⋯⋯

第一节支援地方建设⋯⋯⋯⋯

，第二节抢险救灾⋯⋯⋯⋯⋯⋯

第三节共建文明单位⋯⋯⋯⋯

第六章重大战事⋯⋯⋯⋯⋯⋯

第十九编教 育

(465) 第五节 部分小学简介⋯⋯⋯⋯(489)

(465) 第四章中学教育00@@@0 000 0@0 00@000(490)

(465) 第一节发展概况⋯⋯⋯⋯⋯⋯(490)

(466) 第二节课程⋯⋯⋯⋯⋯⋯⋯⋯(492)

(466) 第三节 学制⋯⋯⋯⋯⋯⋯⋯⋯(493)

(466) 第四节 管理⋯⋯⋯⋯⋯⋯⋯⋯(493)

(466) 第五节 部分中学简介⋯⋯⋯⋯(493)

(467) 第五章 中等专业、职业教育⋯(496)
(467) 第一节专业教育⋯⋯⋯⋯⋯⋯(496)

(469) 第二节职业教育⋯⋯⋯⋯⋯⋯(498)

(469) 第六章成人教育⋯⋯⋯⋯⋯⋯(500)
(472) 第一节 职工业余教育@@o@o@ao@80a(500)

(473) 第二节 农民业余教育⋯⋯⋯⋯(501)

(473) 第七章教师队伍⋯⋯⋯⋯⋯⋯(502)
(473) 第一节教师来源⋯⋯⋯⋯⋯⋯(502)

(474) 第二节教师培训⋯⋯⋯⋯⋯⋯(503)

(475) 第三节教师待遇⋯⋯⋯⋯⋯⋯(503)

(476) 第八章教育行政：⋯⋯⋯⋯⋯”(505)
(476) 第一节行政机构⋯⋯⋯⋯⋯⋯(505)
(476) 第二节 教育经费⋯⋯⋯⋯⋯⋯(505)

(476) 第三节 勤工俭学⋯⋯⋯⋯⋯⋯(507)

(477)

第二十编文 化

第一章文化艺术⋯⋯⋯⋯⋯”
第一章 私塾 书院 义学⋯⋯(483) 第一节 文化设施⋯⋯⋯⋯⋯⋯

第一节私塾⋯⋯⋯⋯⋯⋯⋯⋯(483) 第二节 文艺创作⋯⋯⋯⋯⋯⋯

第二节 书院⋯⋯⋯⋯⋯⋯⋯⋯(483) 第三节 艺术团体⋯⋯⋯⋯⋯⋯

。第三节 义学⋯⋯⋯⋯⋯⋯⋯⋯(483) ．第四节 民间文学⋯⋯⋯⋯⋯⋯

第二章学前教育⋯⋯⋯⋯⋯⋯(484) 第五节 民间艺术⋯⋯⋯⋯⋯⋯

第一节 育婴堂 幼稚园⋯⋯⋯(484) 第六节 胡集灯节书会⋯⋯⋯⋯

第二节托儿所 幼儿困⋯⋯⋯(484) 第七节 美术摄影

第三章小学教育⋯⋯⋯⋯⋯⋯(486) 书法篆刻⋯⋯⋯⋯⋯

第一节 发展概况⋯⋯⋯⋯⋯⋯(486) 第八节 电影⋯⋯⋯⋯⋯⋯⋯⋯

第二节课程⋯⋯⋯⋯⋯⋯⋯”(488) 第二章 图书 档案⋯⋯⋯⋯⋯

第三节．学制⋯⋯⋯⋯⋯⋯⋯⋯(488) 第一节 图书⋯⋯⋯⋯⋯⋯⋯⋯

第四节 管理⋯⋯⋯⋯⋯⋯⋯⋯(489) 第二节档案⋯⋯⋯⋯⋯⋯⋯⋯

(511)

(511)

(511)

(512)

(513)

(529)

(532)

(533)

(535)

(536)

(536)

(536)



8 惠民县志

第三章广播电视报纸⋯⋯
第一节 广播⋯⋯⋯⋯⋯⋯⋯⋯

第二节 电视⋯⋯⋯⋯⋯⋯⋯⋯

第三节报纸⋯⋯⋯⋯⋯⋯⋯⋯

第四章文物古迹⋯⋯⋯⋯⋯⋯

第一节馆藏文物⋯⋯⋯⋯⋯⋯

第二节古建筑⋯⋯⋯⋯⋯⋯⋯

第三节古遗址⋯⋯⋯⋯⋯⋯⋯

第四节古墓⋯⋯⋯⋯⋯⋯⋯⋯

第五节古树⋯⋯⋯⋯⋯⋯⋯⋯

第六节 革命遗迹⋯⋯⋯⋯⋯⋯

第二十一编科 技

第一章科技机构⋯⋯⋯⋯⋯⋯

第一节 管理机构⋯⋯⋯⋯⋯⋯

第二节科普机构⋯⋯⋯⋯⋯⋯

第三节专业机构⋯⋯⋯⋯⋯⋯

第二章科技队伍⋯⋯⋯⋯⋯⋯

第一节专业队伍⋯⋯⋯⋯⋯⋯

第二节群众科技队伍⋯⋯⋯⋯

第三章科普活动⋯⋯⋯⋯⋯⋯

第一节宣传与培训⋯⋯⋯⋯⋯

第二节 咨询与情报交流⋯⋯⋯

第三节科技应用⋯⋯⋯⋯⋯⋯

第四章科技成果⋯⋯⋯⋯⋯⋯

第一节 县级科技成果⋯⋯⋯⋯

第二节地区级以上

科技成果⋯⋯⋯⋯⋯⋯

第五章地震测防

第六章气象测报

(539)

(539)

(540)

(541)

(543)

(543)

(543)

(551)

(551)

(551)

(551)

(552)

(552)

(552)

(553)

(553)

(553)

(554)

(555)

(555)

(556)

(557)

(558)

第二十二编卫生体育

第一章卫生机构⋯⋯⋯⋯⋯⋯(563)

第一节 管理机构⋯⋯⋯⋯⋯⋯(563)

第二节专业机构⋯⋯⋯⋯⋯⋯(563)

第二章医疗⋯⋯⋯⋯⋯⋯⋯⋯⋯(564)

第一节 中医药堂⋯⋯⋯⋯⋯⋯(564)

第二节 医院⋯⋯⋯⋯⋯⋯⋯⋯(564)

第三节 医疗队伍⋯⋯⋯⋯⋯⋯(568)

第四节 医疗设备⋯⋯⋯⋯⋯⋯(568)

第五节 医疗制度⋯⋯⋯⋯⋯⋯(569)

第六节 医术⋯⋯⋯⋯⋯⋯⋯⋯(570)

第七节培训⋯⋯⋯⋯⋯：⋯⋯”(571)

第三章预防保健⋯⋯⋯⋯⋯⋯(572)

第一节 卫生防疫⋯⋯⋯⋯⋯⋯(572)

第二节妇幼保健⋯⋯⋯⋯⋯⋯(573)

第三节 爱国卫生运动⋯⋯⋯⋯(573)

第四章医药⋯⋯⋯⋯⋯⋯⋯⋯⋯(574)

第一节 中药⋯⋯⋯⋯⋯⋯⋯⋯(574)

第二节 西药⋯⋯⋯⋯⋯⋯⋯⋯(575)

第三节 经营⋯⋯⋯⋯⋯⋯⋯⋯(575)

第四节 药政⋯⋯⋯⋯⋯⋯⋯⋯(576)

第五章体育⋯⋯⋯⋯⋯⋯⋯⋯⋯(576)

第一节 学校体育⋯⋯⋯⋯⋯⋯(576)

第二节群众体育⋯⋯⋯⋯⋯⋯(577)

第三节体育竞赛⋯⋯⋯⋯⋯⋯(577)

第四节 体育设施⋯⋯⋯⋯⋯⋯(579)

第二+三编民俗方言宗教

第一章民俗⋯⋯⋯⋯⋯⋯⋯⋯⋯(585)

第一节 生产>---j俗⋯⋯⋯⋯⋯⋯(585)

第二节 生活习俗⋯⋯⋯⋯⋯⋯(585)

第三节其他习俗⋯⋯⋯⋯⋯⋯(586)

第四节 节日时令⋯⋯⋯⋯⋯⋯(588)

第五节 陋习流弊⋯⋯⋯⋯⋯⋯(590)

第六节社会新风⋯⋯⋯⋯⋯⋯(591)

第二章方言⋯⋯⋯⋯⋯⋯⋯⋯⋯(593)

第一节 语音⋯⋯⋯⋯⋯⋯⋯⋯(593)

第二节 词汇⋯⋯⋯⋯⋯_⋯⋯(599)

第三节 语法⋯⋯⋯⋯⋯⋯⋯⋯(60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