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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编《天柱县志》的出版，是全县36万各族人民的大喜事。

天柱，历史悠久，山川秀丽，地灵人杰，物产丰富，人民勤劳，文化、教

育事业较为发达。在历史的长河中，天柱各族劳动人民为争自由，求解放，曾

多次揭竿而起，’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无数英雄豪杰，用鲜血和汗水谱写

了源远流长的壮丽篇章，他们的丰功伟绩，载入了天柱史册。新中国成立后，

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

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的基本路线，奋发图强，开拓进取，创造了许多光辉业绩。当今天柱，政

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活跃，前程似锦，真可谓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为

修志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 ，

修志，旨在记录前人之绩，鼓舞今人之气，教化后人之为。为此，中共

天柱县委、天柱县人民政府，自1984年开始组织人员从事地方志编修。经过

各方各界的大力支持和编修人员的努力，新编《天柱县志》业已完成。新编

《天柱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遵循“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如实记

载天柱的历史和现状，充分反映了新中国成立40年来天柱各族人民艰苦创

业、改造河山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客观地记述了工作中的失误。不论是观

点立场、资料内容、编写体例等方面，符合当今志书编写的要求。这部新县

志，将为“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重新认识县情，探求规律，兴利

除弊，正确决策，发挥优势，振兴天柱，起着重要作用。在此，特向关心本

志的各方各界仁人志士和为本志辛勤笔耕者，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中共天柱县委书记 杨兴炳

1 99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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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柱自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设守御千户所至今，已届600年。这里山

川毓秀，人物俊杰。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为开发这块宝地，争取自由和平等，进’

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用鲜血和汗水谱写了壮丽的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奋勇开拓前进。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

广大干部和群众，投身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

大成就，城乡上下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明万历二十五年(1 597年)，县内首开编修本境地方志先河。清康熙二十二年

(1 683年)及光绪二十九年(1 903年)，亦两次续修邑志。以后由于诸多原因，修

志事业停顿80余年。随着岁月更替，人世沧桑，各种史料年湮代久，几致残失。

特别是解放后，全县人民艰苦创业、改造山河的辉煌业绩，亟待书之于志，传予

后人。今天，国家政治昌明，人民安居乐业，在国务院及省、州各级政府的统一

部署下，我县设立县志编纂办公室，组织人力，搜集古往今来的各类资料，各单

位、各部门也抽调人员，编写部门专志。全体修志人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对浩繁纷纭的历

史和当代各种资料吹沙烁金，汰繁补略，较舛存真，按照新体例，勤勉笔耕，五

易其稿，历经八年，编成这部《天柱县志》。’

新编《天柱县志》门类齐全，条理明晰，叙述天柱古今变化之概要，彰显家

乡之丰美，褒扬桑梓之俊杰，符合天柱县情。它的出版，对于加快天柱四化建设

和兴县富民的步伐，对于增进国内外人士对天柱的了解，推动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和文化交流，以及史料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希望大家重视它，研究它，使．

之为我县经济繁荣昌盛、人民富裕幸福、文化发达进步、社会长治久安发挥积极

作用。

天柱县人民政府县长杨广林

1 992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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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定名为《天柱县志》。

二 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

事求是地记述天柱的历史和现状。

三 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和地理、民族、党派群团、政权、军事、政法、人事劳

动民政、农业水利、乡镇企业、林业、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贸易、财

税、金融、国民经济管理、教育、科技、文化、广播电视、医药卫生、体育、人物等

篇章及附录组成。
‘

四时限：上限始于事类发端，一般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下限至1990

年，部分重要资料延至1992年。 ．

五 本志编纂采用篇、章、节、目排列，横排竖写，详今略古，侧重近代，立足

当代，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内

经济社会的变化和成就。并运用述、记、图、表、照、录进行表述。

六 本志称谓：历代政权和职官称谓，沿用历史通称。时间称谓，采用历史朝代

与公元纪年相结合的方法记述；历代年号按历史称呼，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地名称谓，以《天柱县地名志》为准，如用古地名，则括注

今地名。民族称谓，以国家规定的族名为准，历史资料中有侮辱性的贬词，一律纠正。

七 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列人物传。烈士英名录、功臣、地师级以上干部，列表

记录。省人民政府以上机关表彰的模范人物，其姓名列入附录。县领导机关的负责人、

获高级技术职称的科技人员名单在各有关篇章中列表记录。在世人物在各有关章节中

用以事叙人的方法进行记述。
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均按1980年不变价计

算。民国以前的货币在使用时注明币种，解放初期的旧版人民币，均换算成新版人民

币计算。

九全县土地总面积，用县农业区划转绘数据；耕地面积与播种面积，用县统计局

统计数据。其他数字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使用文献档案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使用县统计局核定的数据。统计局没有的，使用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

十 数字书写，习惯用语中的数字和一位数用汉字表示；二位数以上的统计数、公

元纪年、百分比、千分比，使用阿拉伯字书写。

十一 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按历代计量单位记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后的按国务院《关于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规定的计量单位使用。

十二 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使用国家公布的第二批简化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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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部⋯⋯⋯⋯⋯⋯⋯⋯⋯⋯(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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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县委主要工作⋯⋯⋯⋯

建立人民政权⋯⋯⋯⋯⋯⋯⋯

剿灭土匪⋯⋯⋯⋯⋯⋯⋯⋯⋯

支援抗美援朝⋯⋯⋯⋯⋯⋯⋯

镇压反革命⋯⋯⋯⋯⋯⋯⋯⋯

“五大任务” ⋯⋯⋯⋯⋯⋯⋯

土地改革⋯⋯⋯⋯⋯⋯⋯⋯⋯

“三反”、“五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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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文化大革命” ⋯⋯⋯⋯⋯⋯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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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工作⋯⋯⋯⋯⋯⋯⋯⋯⋯

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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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农民协会贫下中农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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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县署⋯⋯⋯⋯⋯⋯⋯⋯⋯(195)

第二节县政府及县参议会⋯⋯⋯(196)
”． 县政府⋯⋯⋯⋯⋯⋯⋯⋯⋯⋯⋯(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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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会议⋯⋯⋯⋯⋯⋯⋯⋯⋯⋯(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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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委员会会议⋯⋯⋯⋯⋯⋯⋯(213)

视察⋯⋯⋯⋯⋯⋯⋯⋯⋯⋯⋯⋯(213)

)))))))))))))))))))))))))>)>)M阳M砖砖砖玎玎∞趴引救昭踞踞铋铋明晒盯昭的∞们钔眩昭昭鳃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

3

4

5

5

CD

7

7，8

QJ

1

2

3

4

6

6

6

6

6

6

6

6

6

6

7

7

7乃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

(，～，～，～



日 录 5

第三章人民政府⋯⋯⋯⋯⋯⋯⋯⋯(214)

第一节 县级机关沿革⋯⋯⋯⋯⋯(214)

第二节 政府办事机构及直属机关(217)

．。第三节派出机构和基层行政机构(226)

区级行政(派出)机构Ii·eoo⋯⋯(226)

‘．乡级行政机构⋯⋯⋯．．．⋯⋯⋯⋯(229)

第四节 主要政务活动⋯⋯⋯⋯⋯(230)

施政方式⋯⋯⋯⋯⋯⋯⋯⋯⋯⋯(230)

主要政务⋯⋯⋯⋯⋯⋯⋯⋯⋯⋯(231)

第四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天柱县委员会⋯⋯⋯⋯(246)

第一节历届县政协委员会⋯⋯⋯(246)

第二节 主要活动⋯⋯⋯⋯；⋯⋯·t(252)

提案⋯⋯⋯⋯⋯⋯oeo eoo oO·⋯⋯⋯(252)

，’调查考察视察⋯⋯⋯⋯⋯⋯⋯(253)

’会议协商⋯⋯⋯⋯⋯⋯⋯⋯⋯⋯(254)

合作共事⋯⋯⋯⋯⋯⋯⋯⋯⋯⋯(255)

横向联系与智力支边⋯⋯⋯⋯⋯(255)

组织社会办学⋯⋯⋯⋯⋯⋯⋯⋯(256)

文史资料征集和整理⋯⋯⋯⋯⋯，(257)

第五篇军 事
’

第一章地方武装⋯⋯⋯⋯⋯⋯⋯⋯

∥第一节 明、清时期地方军事武装

，：明代地方军事组织⋯⋯⋯⋯⋯
- 清代地方军事武装’厶⋯⋯⋯⋯

第二节 民国时期地方军事组织

及驻军⋯⋯⋯⋯⋯⋯⋯

天柱县团防局；⋯⋯⋯⋯⋯⋯”

【1．保卫团⋯⋯⋯⋯⋯⋯⋯··?⋯⋯

j国民兵义勇壮丁常备队“⋯一“

国民兵囝⋯⋯．．．⋯⋯⋯⋯⋯⋯

自卫集训大队⋯⋯⋯⋯⋯⋯⋯

警察局⋯⋯⋯⋯⋯⋯⋯⋯⋯⋯

． 民众自卫总队⋯⋯⋯⋯⋯⋯⋯

。乡镇自卫大队⋯⋯⋯⋯⋯⋯⋯

．。’防剿大队⋯⋯⋯·：⋯⋯⋯⋯⋯·

t驻军及过境部队．⋯⋯⋯⋯⋯⋯

第三节t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t： 。 地方军事组织及驻军⋯

：县基干大队⋯⋯⋯咿⋯·．．⋯⋯

¨．区武工队一⋯⋯⋯⋯⋯⋯⋯⋯

’：’县警卫营⋯⋯⋯⋯⋯中⋯⋯⋯

，’公安武警中队⋯⋯⋯⋯⋯⋯t··

公安消防中队⋯⋯⋯．．．⋯⋯”·

县人民武装部⋯⋯⋯⋯⋯⋯⋯

基层武装组织⋯⋯⋯⋯⋯⋯⋯

中共天柱县武装委员会⋯⋯⋯

(258)

(258)

(258)

(258)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1)

(261)

(261)

(261)

(261)

(263)

(263)

(263)

(263)

(263)

(264)

(264)

(264)

(265)

解放后驻军及过境部队⋯⋯⋯(265)

’人民防空战备⋯⋯⋯⋯⋯⋯⋯(265)

’， 飞机场⋯⋯⋯⋯⋯⋯⋯⋯⋯⋯(266)

训练场⋯⋯⋯⋯⋯⋯⋯⋯⋯⋯(266)

第二章兵役⋯⋯⋯⋯⋯⋯⋯⋯⋯(266)

第一节募兵征兵⋯⋯⋯⋯⋯⋯(266)

募兵⋯e·o oet⋯⋯⋯⋯⋯⋯⋯⋯(266)

一征兵⋯⋯·⋯⋯⋯”“⋯⋯⋯⋯·(267)

．第二节 志愿兵义务兵⋯⋯⋯(268)

。志愿兵⋯⋯⋯⋯“⋯⋯⋯⋯⋯·(268)
， 义务兵，⋯⋯⋯⋯⋯⋯⋯⋯⋯⋯(268)

第三章民兵⋯⋯⋯⋯⋯⋯⋯⋯⋯(269)

第一节组织建制⋯⋯⋯⋯⋯⋯(269)

第二节教育训练⋯⋯⋯⋯⋯⋯(271)

‘第三节 武器装备与管理⋯⋯⋯(273)

．第四节重要活动⋯⋯⋯⋯⋯⋯(273)

。 剿匪⋯⋯⋯⋯⋯⋯⋯⋯⋯⋯⋯(273)

维护社会治安⋯⋯⋯⋯⋯⋯⋯(273)

‘●植树造林⋯⋯⋯⋯⋯．，t⋯⋯⋯(274)

兴修水利．．．⋯⋯⋯．．．⋯⋯⋯⋯(274)

筑路一⋯⋯⋯⋯⋯⋯⋯⋯⋯⋯(274)

第四章战事⋯⋯⋯⋯⋯⋯⋯⋯⋯(275)

第一节．抗暴斗争。⋯⋯⋯⋯⋯”(275)
：，’明代⋯⋯．．．⋯⋯．．．-⋯．．．⋯⋯⋯(275)

清代⋯⋯⋯⋯⋯⋯⋯⋯⋯⋯⋯(275)

第二节姜应芳起义⋯⋯⋯⋯⋯(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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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镇反运动和打击反革命

现行破坏活动⋯⋯⋯⋯⋯(291)

镇反运动⋯⋯⋯⋯⋯⋯⋯⋯⋯⋯(291)

打击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292)

第六节 消防⋯⋯““⋯⋯⋯一”(293)

第三章人民检察⋯⋯⋯⋯⋯⋯⋯⋯(294)

第一节机构⋯⋯⋯⋯⋯⋯⋯⋯(294)

十里冲战斗⋯⋯⋯⋯“m⋯⋯(280)
大圭战斗⋯⋯⋯⋯⋯?⋯⋯⋯一(280)

追歼匪‘首杨松涛⋯“⋯⋯⋯“”(280)

瑶江战斗⋯⋯⋯⋯⋯⋯⋯⋯⋯(280)

追歼匪首姜搿⋯⋯⋯⋯⋯⋯⋯(281)

追歼匪首罗义忠⋯⋯⋯⋯⋯⋯(281)

公安司法

第二节刑事检察⋯⋯⋯⋯⋯⋯(296)

审查批准逮捕⋯⋯⋯⋯⋯⋯⋯(296)

审查起诉⋯⋯⋯⋯⋯⋯⋯⋯⋯(297)

出庭支持公诉⋯⋯⋯⋯⋯⋯⋯(297)

· 侦查监督⋯⋯⋯⋯⋯⋯⋯⋯⋯(297)

审判监督⋯⋯⋯⋯⋯⋯⋯⋯⋯(298)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298)

第三节 经济检察⋯⋯⋯⋯⋯⋯(298)

第四节 法纪检察⋯⋯⋯⋯⋯⋯(299)

第五节t监所检察⋯⋯⋯⋯⋯⋯(300)

第六节控告申诉检察⋯⋯⋯⋯(301)

第四章人民法院⋯⋯⋯⋯⋯⋯⋯⋯(302)

第一节机构⋯⋯⋯⋯⋯⋯⋯⋯(302)

第二节刑事审判⋯⋯⋯⋯⋯⋯(304)

第三节 民事审判⋯⋯⋯⋯⋯⋯(305)

第四节 经济审判⋯⋯⋯⋯⋯⋯(307)

第五节 行政审判与执行⋯⋯⋯(308)

行政审判⋯⋯⋯⋯⋯⋯⋯⋯⋯(308)

执行⋯⋯“一⋯⋯⋯⋯⋯⋯⋯”(309)

第六节 控告申诉与案件复查⋯(309)

控告申诉“⋯⋯⋯⋯⋯⋯⋯⋯·(309)

案件复查⋯⋯⋯⋯⋯⋯⋯⋯⋯(310)

第五章司法行政⋯．．．⋯⋯⋯⋯⋯⋯(311)

第一节法制宣传⋯⋯⋯⋯⋯⋯(311)

第二节公证业务⋯⋯⋯⋯⋯⋯(313)

第三节律师事务⋯⋯⋯⋯⋯⋯(313)

第四节‘人民调解⋯⋯⋯⋯⋯⋯(314)



第七篇人事劳动民政

第一章人．事⋯⋯⋯一⋯⋯一⋯”⋯(315)

’第一节干部⋯．．．⋯；⋯⋯⋯⋯“+(315)

，干部来源⋯⋯⋯⋯⋯⋯⋯⋯⋯(315)

．干部结构⋯⋯⋯⋯⋯⋯吖⋯⋯(316)

第二节编制工作⋯⋯⋯⋯⋯⋯(316)

人事编制⋯⋯⋯⋯⋯⋯⋯⋯⋯(316)

。机构编制⋯⋯⋯⋯⋯⋯⋯．．．⋯(317)

第三节 干部管理⋯⋯一⋯⋯⋯(318)

1．干部任免⋯⋯⋯⋯⋯．．．⋯⋯‘⋯(318)

j r干部培训⋯⋯⋯⋯一⋯⋯，⋯⋯(319)

落实干部政策⋯⋯⋯⋯⋯⋯⋯(319)

第二章劳动⋯⋯⋯⋯⋯¨⋯⋯一·(320)

第一节劳动就业⋯·?⋯?A．m⋯．(320)

： 用工制度⋯⋯⋯⋯⋯⋯．．．OOO,OOQ(320)

‘一，t、就业培训⋯⋯．．．∥⋯⋯·鬣o“．(321)

- 工人发展状况⋯⋯⋯⋯⋯⋯⋯‘(321)

。第二节工资⋯⋯⋯⋯⋯⋯⋯⋯(322)

一第三节 劳动管理⋯⋯⋯⋯⋯⋯(326)

职工福利⋯⋯⋯⋯⋯⋯⋯·?⋯”(326)

劳动保险⋯⋯⋯⋯⋯⋯⋯⋯⋯(327)

劳动安全监察⋯⋯⋯⋯⋯⋯⋯(328)

第三章民政⋯·⋯⋯⋯⋯”⋯“⋯·(329)

．第一节、救济，⋯⋯；．．．t⋯⋯⋯⋯“(329)

一∥自然灾害救济⋯⋯⋯⋯⋯～⋯·(329)
⋯’’困难户救济⋯⋯⋯⋯⋯⋯⋯⋯．(332)

，’。城镇困难户救济⋯⋯⋯⋯⋯⋯(335)

，’其他救济⋯⋯⋯⋯：⋯”．⋯⋯⋯(335)

。农村火灾救济⋯⋯⋯⋯⋯⋯⋯(336)

‘第二节 优抚安置⋯⋯．．．一⋯⋯(338)

，，拥军优属⋯⋯⋯⋯⋯⋯⋯⋯⋯(338)

‘复退军人安置⋯⋯⋯⋯”⋯⋯·(341)

、第三节．社会福利⋯”⋯⋯⋯⋯(343)

、j儿童福利⋯⋯⋯⋯⋯⋯·?⋯⋯-(343)

^'老人福利⋯⋯⋯⋯⋯⋯．，．⋯”·(344)

．'·’残疾人福利⋯⋯⋯⋯⋯⋯．-．⋯(345)

，．第四节婚姻丧葬⋯‘．．．．．·?!“‰·。(346)

’婚姻登记t⋯⋯⋯“⋯山⋯⋯⋯·(346)

7．．殡葬⋯⋯⋯⋯⋯⋯⋯⋯⋯⋯，(346)

第五节 收容遣送．⋯⋯⋯⋯⋯⋯(347)

收容⋯⋯⋯⋯⋯⋯⋯⋯⋯⋯⋯(347)

～’城市入口疏散遣送⋯⋯⋯⋯⋯(347)

第八篇农业水利 乡镇企业
⋯ ， 。．。⋯ ．．i’ ；

第一章农业生产关系变革⋯⋯⋯!”(348)

第一节 封建土地所有制⋯⋯⋯·(348)
第二节 土地改革⋯”÷寸·．’⋯⋯··(349)

·：第三节·农业合作化⋯⋯⋯⋯⋯·(350)

．￡：．互助组⋯⋯⋯⋯?⋯⋯?·⋯⋯“·“(350)
?i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351)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351)

一第四节 农村人民公社，·，“⋯·如．(352)

．，第五节联产承包责任制厶⋯⋯．．(354)

-第六节 全民所有制一国营农场(355)

第二章种植业⋯⋯⋯⋯⋯⋯⋯⋯⋯，(356)

第一节 粮食作榜⋯：⋯““⋯⋯．．(356)

·～第二节经济作物⋯⋯⋯⋯⋯⋯(361)

第三节一耕作制度¨一．．．一⋯⋯：(367)
·第四节·栽培技术b⋯．．⋯⋯”如(369)

’，第五节t农作物保护m·．．⋯¨-．．·’(375)

第三章养殖业⋯⋯⋯_一·”⋯⋯·(377)
j、第一节 家畜⋯⋯⋯⋯⋯⋯⋯；；·(377)

4第二节 家禽⋯⋯⋯，””··⋯“(382)
， 第三节 鱼类⋯⋯⋯⋯⋯⋯⋯·(384)
t。：’第四节，饲草饲料⋯⋯⋯⋯““·(387)
’+i 饲草⋯⋯⋯·．．．⋯⋯⋯⋯·．．．⋯(387)
·“．饲料⋯⋯⋯⋯．．．⋯⋯⋯⋯”：··(387)
c’第五节疫病防治⋯⋯⋯⋯⋯⋯(388)



人工造林⋯⋯⋯⋯”⋯⋯⋯⋯(454)
n飞播造林⋯⋯⋯⋯⋯⋯⋯⋯，·(454)

点播造林⋯⋯⋯⋯⋯⋯⋯⋯⋯(454)

四旁植树和义务植树⋯⋯⋯⋯(454)

第三节 更新抚育⋯⋯⋯⋯⋯⋯(459)

更新⋯⋯⋯⋯⋯⋯⋯⋯⋯⋯⋯(459)

小(一)水库⋯⋯⋯⋯⋯⋯⋯(412)

小(二)水库⋯⋯⋯⋯⋯⋯⋯(414)

山塘⋯⋯⋯⋯⋯⋯⋯⋯⋯⋯⋯(417)

第二节 引水工程⋯⋯⋯⋯⋯小(425)

小(一)型引水工程⋯⋯⋯⋯(425)

、小(二)型引水工程⋯⋯⋯⋯(426)

，第三节 提水工程⋯⋯⋯⋯⋯⋯⋯(429)

机械提水⋯⋯⋯⋯⋯⋯⋯⋯⋯⋯(429)

电力提永⋯⋯⋯⋯⋯⋯⋯⋯⋯⋯(429)

水轮泵提水⋯⋯⋯⋯⋯⋯⋯⋯⋯(429)

第四节 防洪改河工程⋯⋯⋯⋯(430)

第五节 水土保持与人畜饮水⋯(431)

水土保持⋯⋯⋯⋯⋯⋯⋯⋯⋯(431)

人畜饮水⋯⋯⋯⋯⋯⋯⋯⋯⋯(431)

第六节水利管理养护⋯⋯⋯⋯(432)

第七章乡镇企业⋯⋯⋯⋯⋯⋯⋯⋯(433)

第一节发展状况⋯⋯⋯⋯⋯⋯(433)

第二节 经营管理⋯⋯⋯⋯⋯⋯(439)

生产管理⋯⋯⋯⋯⋯⋯⋯⋯⋯(439)

技术管理⋯⋯⋯⋯⋯⋯⋯⋯⋯(439)

财务管理⋯⋯⋯⋯⋯⋯⋯⋯⋯(440)

安全管理⋯⋯⋯⋯⋯⋯⋯⋯⋯(440)

林 业

抚育⋯⋯⋯⋯⋯⋯⋯⋯⋯⋯⋯(459)

第四节 油桐油茶垦复⋯⋯⋯⋯(460)

第五节 良种繁殖⋯⋯⋯⋯⋯⋯(461)

第三章森林保护⋯⋯⋯⋯⋯⋯⋯⋯(462)

第一节 护林组织⋯⋯⋯⋯⋯⋯(462)

第二节护林防火⋯⋯⋯⋯⋯⋯(462)

火灾与防治⋯⋯·⋯⋯⋯⋯⋯”(462)

制止毁林⋯⋯⋯⋯⋯⋯⋯⋯⋯(463)

·、第三节封山育林⋯．．．⋯⋯⋯⋯(465)

第四节 森林病虫害防治⋯⋯⋯(466)

第四章林场⋯⋯⋯⋯⋯⋯⋯⋯⋯(468)

第一节 国营林场⋯⋯⋯⋯⋯⋯(468)

第二节 集体林场⋯⋯⋯⋯⋯⋯(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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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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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法规宣传⋯⋯⋯⋯⋯⋯(487)

．第三节，山林“三定”⋯⋯⋯⋯(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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