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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验收地州(市)专志‘县志稿的回复

复字(1992)41号

玉屏侗族自治县志编委会：

你处送来的《玉屏侗族自治县志》经认真审核复验，符合地方志编

纂体例，政治观点正确、资料翔实、文字清顺，验收合格，准予出版发行。

此复
’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七日(公章)



序

《玉屏侗族自治县志》经六度寒暑，三易其稿．终于出版问世。这是我县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成果，也是纪存玉屏史实的一座丰碑，诚为喜事。

．玉屏自明初建卫以来，600年间，历6次修志。明代修志两次．因兵燹散失，

仅存《序言：}一篇。清代，有康熙、乾隆年间分别纂修的《平溪卫志书》和《玉

屏县志》。民国末期，先后编有《玉屏县志资料》及附于重刊《玉屏县志》的《玉

屏县概况》。这些史料，均留存至今，实为珍贵。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其内容以人

物、艺文居多．而对民族经济、民族文化等则记述甚少，难于从中总览玉屏历史

发展的全貌，地方父老及有识之士，无不引以为憾。

玉屏解放后．民主改革不断深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绩昭著。1957年，

县领导及各界人士为纪存全县各族人民翻身作主人、建设新玉屏的历程，曾有编

纂《玉屏县志》之议．后因左倾错误的影响和。文化大革命一十年动乱的干扰而

中韫。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国民经济

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盛世修志，在所必然。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上级领导的重

视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支持下，1984年春，筹建县志编纂委员会．抽专人办公。

时值筹备成立玉屏侗族自治县期间，编志人员被抽调编写《玉屏侗乡春》、《侗乡

民歌选》、《玉屏侗族自治县简况》等县庆资料。接着又编写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

方概况丛书——《玉屏侗族自治县概况》。这为培养编修人员、蓖集县志资料打下

了良好基础。1986年6月，正式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调配专修人

员，边学修志理论，边作修志实践。并组织县属68个单位编写部门志，为县志编

纂提供基础材料．修志人员不辞辛劳，或阅抄史料，或外出采访，文献口碑，靡

不收录．求实存真，鉴别选用，辛勤笔耕．终于成书。全志90余万字，较之旧志，

门类齐全t．史料翔实，文约事丰，注重突出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是

我县解放以来编修的第一部县志。既可偿全县各族人民之夙愿，更可作。资治、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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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教化"之文献。本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以载入史册；民族文化，得以弘

扬；中断多年的县志，得以补录，实乃修志人员和直接间接为修志操劳的同志之

功。在此，谨表示敬意和谢意。 ，

玉屏地处黔东、毗连湘西。古有驿道陆运及涛阳河水运．通滇达楚；今有湘

黔公路、湘黔铁路横贯县境与全国沟通，历来交通较为方便。县境内平坝丘陵交

错，溪河纵横，气候温和，资源丰富，盛产水稻、油茶，被誉为。油茶之乡J。'Po在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全县各族人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生产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建设生机勃勃。当此改革开

放，加速发展国民经济的新时期，本县以其水利优越，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成

为全国100个实现初级农村电气化试点县之一。并为贵州省4个山区综合开发试

点县之一及铜仁地区经济开放、开发试验区。县委、县政府和全县各族人民，深

感任重道远。今县志修成，县情详备，我们定能从中受到教益，知我县有史以来

的兴废得失，吸取经验教训，为建设繁荣、富裕、文明、昌盛的新玉屏谱写出新

的篇章。并望热心于玉屏建设的各界人士，披览之余，为振兴玉屏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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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玉屏侗族自治县委书记黄开富

玉屏侗族自治县县长蔡文坤



凡 例

一、《玉屏侗族自治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贯彻实事求是精神．力求思想性、

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编、人物、图表、附录组成。概述，综叙县情

梗概；大事记．记载本县古今大事；专编，分叙本县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以

编统章，以章统节，以节统目，横排门类，纵叙史实，为本志的主体；人物，设

人物传、历代名人录、抗日阵亡将士名录、革命烈士英名录；图片集中排在卷首；

图表，分别插入有关章节；附录，收录部分单项文献史料。

三、本志坚持详今略古和求实存真的原则，如实记述，不加评论。文字表达

力求准确、简明、流畅，文约事丰。时间断限：上起事物可溯之源，下讫公元1990

年。

四、本志按事物属性归类设编，不受行政管理体制制约。解放后的历次政治

运动，散记于大事记及有关章节。
’

五、本县箫笛为世界名产，特在《工业》编中提格作专章详写。并将箫笛世

家的代表人物在《人物》中立传I将箫笛创制人的传说在《社会》编中记述。

六、本志对自治县民族政策的贯彻情况，体现于全志有关编章中。

． 七、立传人物，奉着。生不立传"的原则，概立去世者。以本籍的、当代的

为主，以卒年先后为序。对于有贡献的在世人物，以事系人．纳入有关章节。

八、历代政权、官职，均敝当时习惯称谓。地名以公元1982年全县地名普查

入录的为准。须用古地名的，加注今名。

九、文中的鼻船放前(后)一，系指公元1949年11月7日本县解放之前

(后)。

十、历史纪年：解放前，沿用各朝代纪年，并在每节首次出现时，夹注公元

纪年。如：清乾隆二年(1737)；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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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各项数据，以县统计局的为准。县统计局没有的，以有关单位提供的

为准。解放后的数据．除注明的外，均未包括万山特区并入本县期间的数据。公

元1955年3月以前的旧人民币数额，均折成新人民币入志。

十二、数字书写：表述性语言及民国以前纪年用汉字I表数字及民国、公元

纪年用阿拉伯字。

十三、度量衡计量单位，以各个时期通用的为准。

十四、本志资料，来自省地县档案资料、正史、方志、书刊及经考证的实物、

谱牒、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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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交换比价及物价指数⋯⋯⋯⋯⋯⋯⋯⋯⋯⋯⋯⋯⋯⋯⋯⋯⋯⋯⋯⋯⋯⋯

第四章计量⋯⋯⋯⋯⋯⋯⋯⋯⋯⋯⋯⋯⋯⋯⋯⋯⋯⋯⋯⋯⋯⋯⋯⋯⋯⋯⋯⋯⋯⋯

第一节度量衡演变⋯⋯⋯⋯⋯⋯⋯⋯⋯⋯⋯⋯⋯⋯⋯⋯⋯⋯⋯⋯⋯⋯⋯⋯⋯⋯

第二节计量管理⋯⋯⋯⋯⋯⋯⋯⋯⋯⋯⋯⋯⋯；⋯⋯：⋯⋯⋯⋯⋯⋯⋯⋯⋯⋯⋯·

第三节标准化管理⋯⋯⋯⋯⋯⋯⋯⋯⋯⋯⋯⋯⋯⋯⋯⋯⋯⋯⋯⋯⋯⋯⋯⋯⋯⋯

第十一编城乡建设

第一章县城建设⋯⋯⋯⋯⋯⋯⋯⋯⋯⋯⋯⋯⋯⋯⋯⋯⋯⋯⋯⋯⋯⋯⋯⋯⋯⋯⋯⋯

第一节 城垣⋯⋯“⋯⋯⋯⋯⋯·00 0 000 O OOO⋯⋯⋯⋯⋯⋯⋯⋯⋯⋯⋯⋯⋯⋯⋯⋯⋯

第二节 桥梁⋯⋯⋯⋯⋯⋯⋯⋯⋯⋯⋯⋯⋯⋯⋯⋯⋯⋯⋯⋯⋯⋯⋯⋯⋯⋯⋯⋯⋯

第三节 街道⋯⋯⋯⋯⋯⋯⋯．．．⋯⋯⋯⋯⋯⋯⋯⋯⋯⋯⋯⋯⋯⋯⋯⋯⋯⋯⋯⋯⋯

第四节 房屋⋯⋯⋯⋯⋯⋯⋯⋯⋯⋯⋯⋯⋯⋯⋯⋯⋯⋯⋯⋯⋯⋯⋯⋯⋯⋯⋯⋯⋯

附t古建筑⋯⋯⋯⋯⋯⋯⋯⋯⋯⋯⋯000 00 g g⋯⋯⋯⋯⋯⋯⋯⋯⋯⋯⋯⋯”

第五节公共设施⋯⋯⋯⋯⋯⋯⋯⋯⋯⋯⋯⋯⋯⋯⋯⋯⋯⋯⋯⋯⋯⋯⋯⋯⋯⋯⋯

第六节 绿化⋯⋯⋯⋯⋯⋯⋯⋯⋯⋯⋯⋯⋯⋯⋯⋯⋯⋯⋯⋯⋯⋯⋯⋯⋯⋯⋯⋯⋯

第二章农村建设⋯⋯⋯⋯⋯⋯⋯⋯⋯⋯⋯⋯⋯⋯⋯⋯⋯⋯⋯⋯⋯⋯⋯⋯⋯⋯⋯⋯

第一节 住房⋯⋯⋯⋯⋯⋯⋯⋯⋯⋯⋯⋯⋯⋯⋯⋯⋯⋯⋯⋯⋯⋯⋯⋯⋯⋯⋯⋯⋯

第二节 饮用水⋯⋯Ooo ooo OOO Ooo oog⋯⋯⋯⋯⋯⋯⋯⋯⋯⋯⋯⋯⋯⋯⋯⋯⋯⋯⋯⋯⋯

第三节 道路⋯⋯⋯⋯⋯⋯⋯⋯⋯⋯⋯⋯⋯⋯⋯⋯⋯⋯⋯⋯⋯⋯⋯⋯⋯⋯⋯⋯⋯

第四节 照明⋯⋯⋯⋯⋯⋯⋯⋯⋯⋯⋯⋯⋯⋯⋯⋯⋯⋯⋯⋯⋯⋯⋯⋯⋯⋯⋯⋯⋯

第三章建筑业⋯⋯⋯⋯⋯⋯⋯⋯⋯⋯⋯⋯⋯⋯⋯⋯⋯⋯⋯⋯⋯⋯⋯⋯⋯⋯⋯⋯“：

第一节，建筑队伍⋯⋯⋯⋯⋯⋯⋯⋯⋯⋯⋯⋯⋯⋯⋯⋯⋯⋯⋯⋯⋯⋯⋯⋯⋯⋯⋯

第二节技术设备⋯⋯⋯⋯⋯⋯⋯⋯⋯⋯⋯⋯⋯⋯⋯⋯⋯⋯⋯⋯⋯⋯⋯⋯⋯⋯

第三节设计管理⋯⋯⋯⋯⋯⋯⋯⋯⋯⋯⋯⋯⋯⋯⋯⋯⋯⋯⋯⋯⋯⋯⋯⋯⋯⋯

第四章房地产管理⋯⋯⋯⋯⋯·?⋯⋯⋯⋯⋯⋯⋯⋯⋯⋯⋯⋯⋯⋯⋯⋯⋯⋯⋯⋯⋯。

第一节·规划管理⋯⋯⋯⋯⋯⋯⋯⋯⋯⋯⋯⋯⋯⋯⋯⋯⋯⋯⋯⋯⋯⋯⋯⋯⋯⋯⋯

第二节 房屋管理⋯⋯⋯⋯⋯⋯⋯⋯⋯⋯⋯⋯⋯⋯⋯⋯⋯⋯⋯⋯⋯⋯⋯⋯⋯⋯⋯

第三节土地管理⋯⋯⋯⋯⋯⋯⋯⋯⋯⋯⋯⋯⋯⋯⋯⋯⋯⋯⋯⋯⋯⋯⋯⋯。?⋯⋯’

第五章环境保护⋯⋯⋯⋯⋯⋯⋯⋯⋯⋯⋯⋯⋯⋯⋯⋯⋯⋯⋯⋯⋯⋯⋯⋯⋯⋯⋯⋯
” ‘

第一节 污染⋯⋯⋯⋯⋯⋯⋯⋯⋯⋯⋯⋯⋯⋯⋯⋯⋯⋯⋯⋯⋯⋯⋯⋯⋯⋯⋯⋯⋯

第二节 治理⋯⋯⋯⋯⋯⋯⋯⋯⋯⋯⋯⋯⋯⋯⋯⋯⋯⋯⋯⋯⋯⋯⋯⋯⋯⋯⋯⋯⋯

第十二编政党群团

第一章 民国时期政党群团⋯⋯⋯⋯⋯⋯⋯⋯⋯⋯⋯⋯⋯⋯⋯⋯⋯⋯⋯⋯⋯⋯⋯”

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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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团体⋯⋯⋯⋯⋯⋯⋯⋯⋯⋯⋯⋯⋯⋯⋯⋯⋯⋯⋯⋯⋯⋯⋯⋯“⋯·⋯⋯⋯

第二章解放后政党群团⋯⋯⋯⋯⋯⋯⋯⋯⋯⋯⋯⋯⋯⋯⋯⋯⋯⋯⋯⋯⋯⋯⋯⋯⋯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

第二节 团体⋯⋯⋯⋯⋯⋯⋯⋯⋯⋯⋯⋯⋯⋯⋯⋯⋯⋯⋯⋯⋯⋯⋯⋯⋯”⋯⋯·⋯

第十三编政权政协

第一章清代及民国时期政权⋯⋯⋯⋯⋯⋯⋯⋯⋯⋯⋯⋯⋯⋯⋯⋯⋯⋯⋯⋯⋯⋯⋯

第一节 清代政权⋯⋯⋯⋯⋯⋯⋯⋯⋯⋯⋯⋯⋯⋯⋯⋯⋯⋯⋯⋯⋯⋯⋯⋯⋯⋯⋯

第二节 民国时期政权⋯⋯⋯⋯⋯⋯⋯⋯⋯⋯⋯⋯⋯⋯⋯⋯⋯⋯⋯⋯⋯⋯⋯⋯⋯

第二章解放后政权⋯⋯⋯⋯⋯⋯⋯⋯⋯⋯⋯⋯⋯⋯⋯⋯⋯⋯⋯⋯⋯⋯⋯⋯⋯⋯⋯

第一节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节 人民政府⋯⋯⋯⋯⋯⋯⋯⋯⋯⋯⋯⋯⋯⋯⋯⋯⋯⋯⋯⋯⋯⋯⋯⋯⋯⋯⋯

第三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节组织机构⋯⋯⋯⋯⋯⋯⋯⋯⋯⋯⋯⋯⋯⋯⋯⋯⋯⋯⋯⋯⋯⋯⋯⋯⋯⋯“

‘ 第二节 各届委员会⋯⋯⋯⋯⋯⋯⋯⋯⋯⋯⋯⋯⋯⋯⋯⋯⋯⋯⋯⋯⋯⋯⋯⋯⋯⋯

第三节 提案工作⋯⋯⋯⋯⋯⋯⋯⋯⋯⋯⋯⋯⋯⋯⋯⋯⋯⋯⋯⋯⋯⋯⋯⋯⋯⋯⋯

第四节 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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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编民 政

第一章拥军优属⋯⋯⋯⋯⋯⋯⋯⋯⋯⋯⋯⋯”⋯⋯⋯⋯⋯⋯⋯⋯⋯⋯⋯⋯⋯⋯⋯·(445)

第一节支前拥军⋯⋯⋯⋯⋯⋯⋯⋯⋯⋯⋯⋯⋯⋯⋯⋯⋯⋯⋯⋯⋯⋯⋯⋯⋯⋯⋯(445)

第二节褒扬烈士⋯⋯⋯⋯⋯⋯⋯⋯⋯⋯⋯⋯⋯⋯⋯⋯⋯⋯⋯⋯⋯⋯⋯⋯⋯⋯⋯(446)

第三节 国家抚恤⋯⋯⋯⋯⋯⋯⋯⋯⋯⋯⋯⋯⋯⋯⋯⋯⋯⋯⋯⋯⋯⋯⋯⋯⋯⋯⋯(446)

第四节 。双定”补助⋯⋯⋯⋯⋯⋯!⋯⋯⋯⋯⋯⋯⋯⋯⋯⋯⋯⋯⋯⋯⋯⋯⋯⋯”(448)

第五节群众优待⋯⋯⋯⋯⋯⋯⋯⋯⋯⋯⋯⋯⋯⋯⋯⋯⋯⋯⋯⋯⋯⋯⋯⋯⋯⋯⋯(449)

第二章复员退伍⋯⋯⋯⋯⋯⋯⋯⋯⋯⋯⋯⋯⋯⋯⋯⋯⋯⋯⋯⋯⋯⋯⋯⋯⋯⋯⋯．．．(451)

第一节 安置⋯⋯⋯⋯⋯⋯⋯⋯⋯⋯⋯⋯⋯⋯⋯⋯⋯⋯⋯⋯⋯⋯⋯⋯⋯⋯⋯⋯⋯(451)

第二节 扶助⋯⋯⋯⋯⋯⋯⋯⋯⋯⋯⋯⋯⋯⋯⋯⋯⋯⋯⋯⋯⋯⋯⋯⋯⋯⋯⋯⋯⋯(452)

第三节 “两用”人才开发使用⋯⋯⋯⋯⋯⋯⋯⋯⋯⋯⋯⋯⋯⋯⋯⋯⋯⋯⋯⋯⋯(453)

第三章社会福利⋯⋯⋯⋯⋯⋯⋯⋯⋯⋯⋯⋯⋯⋯⋯⋯⋯⋯⋯⋯⋯⋯⋯⋯⋯⋯⋯⋯(453)

第一节 鳏寡老人供养⋯⋯⋯⋯⋯⋯⋯⋯⋯⋯⋯⋯⋯⋯⋯⋯⋯⋯⋯⋯⋯·⋯⋯⋯”(453)

第二节孤儿教养⋯⋯⋯⋯⋯⋯⋯⋯⋯⋯⋯⋯⋯⋯⋯⋯⋯⋯⋯⋯⋯⋯⋯⋯⋯⋯⋯(454)

第三节 福利生产⋯⋯⋯⋯⋯⋯⋯⋯⋯⋯⋯⋯⋯⋯⋯⋯⋯⋯⋯⋯⋯⋯⋯⋯⋯⋯⋯(455)

第四章救济扶贫⋯⋯⋯⋯⋯⋯⋯⋯⋯⋯⋯⋯⋯⋯⋯⋯⋯⋯⋯⋯⋯⋯⋯⋯⋯⋯⋯(455)

第一节救济⋯⋯⋯⋯⋯⋯⋯⋯⋯⋯⋯⋯⋯⋯⋯⋯⋯⋯⋯⋯⋯⋯⋯⋯⋯⋯⋯⋯⋯(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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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扶贫⋯?⋯⋯⋯⋯⋯⋯⋯⋯⋯⋯⋯⋯⋯⋯⋯⋯⋯⋯⋯⋯⋯⋯⋯⋯⋯⋯⋯·

第三节 收容遣送⋯⋯⋯⋯⋯⋯⋯⋯⋯⋯⋯⋯⋯⋯⋯⋯⋯⋯⋯⋯⋯⋯⋯⋯⋯⋯⋯

第五章婚姻管理⋯⋯⋯⋯⋯⋯⋯-⋯⋯⋯⋯⋯⋯⋯⋯⋯⋯⋯⋯⋯⋯⋯⋯⋯⋯⋯⋯·

第一节贯彻婚姻法⋯⋯⋯．．．⋯⋯⋯⋯⋯⋯⋯⋯⋯⋯⋯⋯⋯⋯⋯⋯⋯⋯⋯⋯⋯⋯

第二节 婚姻登记⋯⋯⋯⋯⋯⋯⋯!⋯⋯⋯⋯⋯⋯⋯⋯⋯⋯·⋯⋯⋯⋯⋯⋯⋯⋯⋯·

(457)

(457)

(458)

(458)

(459)

第十五编劳动人事

第一章劳动⋯⋯⋯⋯⋯⋯⋯⋯⋯⋯⋯⋯⋯⋯⋯⋯⋯⋯⋯⋯⋯⋯⋯⋯⋯⋯⋯⋯⋯⋯(461)

第一节劳动就业⋯⋯⋯⋯⋯⋯⋯⋯⋯⋯⋯⋯⋯⋯⋯⋯⋯⋯⋯⋯⋯⋯⋯⋯⋯⋯⋯(461)

第二节 工人管理⋯⋯⋯⋯⋯⋯⋯⋯⋯⋯⋯⋯⋯⋯⋯·j⋯⋯⋯⋯⋯⋯⋯⋯⋯⋯⋯·(462)

第三节工资管理⋯⋯⋯⋯⋯⋯⋯⋯⋯⋯⋯⋯⋯⋯⋯⋯⋯⋯⋯⋯⋯⋯⋯⋯⋯⋯⋯(463)

第四节劳保福利⋯⋯⋯⋯⋯⋯⋯⋯⋯⋯⋯⋯⋯⋯⋯⋯⋯⋯⋯⋯⋯⋯⋯⋯⋯⋯⋯(465)

第二章人事⋯⋯⋯⋯⋯⋯⋯⋯⋯⋯⋯⋯⋯⋯⋯⋯⋯⋯⋯⋯⋯⋯⋯⋯⋯⋯⋯⋯⋯⋯(466)

第一节 干部来源编制⋯⋯⋯⋯⋯⋯⋯⋯⋯⋯⋯⋯⋯⋯⋯⋯⋯⋯⋯⋯⋯⋯⋯⋯⋯(466)

第二节 干部管理培训⋯⋯⋯⋯⋯⋯⋯⋯⋯⋯⋯⋯⋯⋯⋯⋯⋯⋯⋯⋯⋯⋯005 0·O O·$(470)

第三节 离退休⋯⋯⋯⋯⋯⋯⋯⋯⋯⋯⋯⋯⋯⋯⋯⋯⋯⋯⋯⋯⋯⋯⋯⋯⋯⋯⋯⋯(472)

第十六编司 ；去

第一章公安⋯⋯⋯⋯⋯⋯⋯⋯⋯··?⋯⋯⋯⋯⋯⋯⋯⋯⋯⋯⋯⋯⋯⋯⋯⋯⋯⋯⋯⋯(475)

第一节机构⋯⋯⋯⋯⋯⋯⋯⋯⋯⋯⋯⋯⋯⋯⋯⋯⋯⋯⋯⋯⋯⋯⋯⋯⋯⋯⋯⋯⋯(475)

第二节治安管理⋯OO O 0 000 0⋯⋯⋯⋯⋯⋯⋯⋯⋯⋯⋯⋯⋯⋯⋯⋯⋯⋯⋯⋯⋯”(475)

第三节户籍管理⋯⋯⋯⋯⋯⋯⋯⋯⋯⋯⋯⋯⋯⋯⋯⋯⋯⋯⋯⋯⋯一⋯⋯⋯⋯⋯·(478)

第四节监所管理⋯⋯⋯⋯⋯⋯⋯⋯⋯⋯⋯⋯⋯⋯⋯⋯⋯⋯⋯⋯⋯⋯⋯⋯⋯⋯⋯(479)

第五节 消防⋯⋯⋯⋯⋯⋯⋯⋯⋯⋯⋯⋯⋯⋯⋯⋯⋯⋯⋯⋯⋯⋯⋯”⋯⋯⋯·⋯⋯(479)

第二章检察⋯⋯⋯⋯⋯⋯⋯⋯⋯⋯⋯⋯⋯⋯⋯⋯⋯⋯⋯⋯⋯⋯⋯⋯⋯⋯⋯⋯⋯⋯(481)

第一节机构⋯⋯⋯⋯⋯⋯⋯⋯⋯⋯⋯⋯⋯⋯⋯⋯⋯⋯⋯⋯⋯⋯⋯⋯⋯⋯⋯⋯⋯(481)

第二节案件检察⋯⋯⋯⋯⋯⋯⋯⋯⋯⋯⋯⋯⋯⋯⋯⋯⋯⋯⋯⋯⋯．⋯⋯⋯⋯⋯⋯(481)

第三章审判⋯⋯⋯⋯⋯⋯⋯⋯⋯⋯⋯⋯⋯⋯⋯⋯⋯⋯⋯⋯⋯⋯⋯⋯⋯⋯⋯⋯⋯⋯(483)

第一节机构⋯⋯⋯⋯⋯⋯⋯⋯⋯⋯⋯⋯⋯⋯⋯⋯⋯⋯⋯⋯⋯⋯⋯⋯⋯⋯⋯⋯⋯(483)

第二节审判制度⋯⋯⋯⋯⋯⋯⋯⋯⋯⋯OOQ 000⋯⋯⋯⋯⋯⋯⋯⋯⋯⋯⋯⋯⋯(484)

第三节 案件审判⋯⋯⋯⋯⋯⋯⋯⋯⋯⋯⋯⋯⋯⋯⋯⋯⋯⋯⋯⋯⋯⋯⋯⋯⋯⋯⋯(484)

第四节 案件复查⋯⋯⋯⋯⋯⋯⋯⋯⋯⋯⋯⋯⋯⋯⋯⋯⋯⋯⋯⋯⋯⋯⋯⋯⋯⋯⋯(486)

第四章司法行政⋯⋯⋯⋯⋯⋯⋯⋯⋯⋯⋯00·Q···DO OOO OOQ⋯⋯⋯⋯⋯⋯⋯⋯⋯⋯⋯⋯(486)

第一节机构⋯⋯⋯⋯⋯⋯⋯⋯⋯⋯⋯⋯⋯⋯⋯⋯⋯⋯⋯⋯⋯⋯⋯⋯⋯⋯⋯⋯⋯(486)

第二节宣传调解⋯⋯⋯⋯⋯⋯⋯⋯⋯⋯⋯⋯⋯⋯⋯⋯⋯⋯⋯⋯⋯⋯⋯⋯⋯⋯(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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