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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d坠
日可 舌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我国的人口政策。实行计划生育是我

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党中央、国务院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而采取的一项战略

决策。它关系到国家的繁荣昌盛，民族的兴旺发达，是振兴中华、造福子孙后

代的百年大计。

蓬溪县自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由于县委、县政府切实加强领导，各级、

各部门通力协作，经过广大干部、群众长期的艰苦努力，蓬溪县人口与计划生

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积累了不少的经验。

编写<蓬溪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志》，旨在搜集、整理、保存蓬溪人口资料，

记载人口发展史和计划生育工作史，系统地、实事求是地反映蓬溪县人口和计

划生育的工作历程，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为今后更好地贯彻落实我国的人口

政策、调整人口结构，稳定低生育水平提供借鉴，为研究蓬溪未来人口发展，

制定人口区域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提供必要的人口数据。

本志共有两篇十六章五十九节，约三十五万余字。本志以1986年以来蓬溪

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为主线，采用纵横结合的方法进行编写。纵向以年代顺

序，记载了蓬溪1986年至2005年底的人口状况，并对人口分布、人口年龄构

成、人口性别构成、人口文化构成、劳动力资源构成、婚姻家庭、在业人口、

城乡人口、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耕地、人口与国民收入等情况作了分析，研究

了蓬溪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系统地反映了蓬溪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发

展变化情况。横向按专题记述了蓬溪县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体制、办事机构的

历史沿革及队伍建设；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政策配套措施、行政执法、人口与

计划生育统计、财务管理、技术服务和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客观地记载了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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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县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所采取的措施，也反映了计划生育工作走过的艰苦历

程。

蓬溪县人口多，耕地少，经济文化不够发达，控制人口增长的任务十分艰

巨。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一届接一届，届届加强领导，坚持“两种生产”

一起抓，一起考核，经过二十多年时间的艰苦努力，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

了显著的成绩。本志从健全计划生育工作网络，建立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

责任制，县、乡(镇)、村层层签订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落实各级干部和

节育技术人员岗位职责，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具体配套措施，全面落实计划生

育奖惩政策，为育龄群众生产、生活、生育提供优质服务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成

效等各个方面，反映了蓬溪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面貌以及所取得的成绩和
、

积累的经验。

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一的重要思

想为指导，坚持实是求事的思想路线，坚持科学发展观，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

方法，以史实为依据，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全面真实地

反映蓬溪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历史和现状，使其发挥存史、资治和教化作用，为

稳定来之不易的低生育水平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尽管我们力图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阐述蓬溪现代人口发展史和计划生

育工作史，使它成为具有体例完备，结构严谨，资料翔实，具有时代特点和地

方特色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志。但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人力有

限，遗漏和不正之处在所难免，敬请阅者指正，共改谬误。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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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溪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志》一书，采用通俗易懂番勺方式，言简意赅的文

字，对蓬溪县人口发展、人口现状、人口分布、人口构成、人口与经济、人口

文化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历史发展进程作了比较全面、系统、实事求是地记叙，

是一本翔实的蓬溪A．,13与计划生育史料。它的出版，有利于全县人口与计划生

育工作者继往开来，开拓进取，树立科学发展观，为创建和谐蓬溪作贡献。

计划生育是一件移风易俗的事业，开展之初，称之为。天下第一难静事。

蓬溪计生工作者不畏艰难，奋力拼搏，近20年时间，人口控制成绩斐然，“八

五靠、“九五”和“十五∞期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先后得到国家、省、市

的表彰。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深入，全县人口出生

数、A．．13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大幅度下降．1976年全县出生24362人，

1997年下降为10102人；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由1976年的22．63

‰、1 3．850 0降到1997年的7．90‰、1．29‰，2005年的5．85‰、1．67‰；育龄

妇女总和生育率由1980年的3．31降到1990年的2-47，2000年的1．49，达到

更替水平。按照1976年的人口增长率推算，1980年以来的二十多年时间，全县

少生30万人，计划生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过快增长同经济、社会发

展不相适应性的矛盾，对促进蓬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蓬溪县,A．13与计划生育工作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

绩，是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省、市计生主管部门的关怀和指导下，

64r关部门共同努力，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国务院计划生育方针政策的结

果，是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全县基层干部、计划生育工作者为之默默无闻

奉献及其辛勤劳动的和汗水的结晶。《蓬溪县,K13与计划生育志》记载了这些功

绩，全县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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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开始，蓬溪人口发展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任

务还十分艰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蓬溪是一个丘陵农业大县，经济社会

还不够发达，特别是农村生产力水平不高，传统的生育观念还未彻底改变，再

加上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建全，农村人口中想多生孩子，尤其是想多生男孩愿望

的人不少，在全县总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2004年底，蓬溪县的农村人口占

86％，远远高于全国、全省的平均水平，因此，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都在

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水平舜口控制人口的程度也主要取决于农村，这说明要进一

步抓紧抓好全县的计划生育工作，实现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既定目标，还需要经

过一个艰苦的工作过程。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要努力

建立起“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关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

叉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这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更

新更高的要求。努力提高出生人口质量，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保护妇

女和女婴权益，实行避孕方法和生育模式的自主选择，为育龄群众提供优质服

务，稳定低生育水平，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造良好的人口

环境，是摆在各级计划生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十分艰巨而光荣的工作任务。这

就要求全县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不断总结经验，努

力探索新形势下计划生育工作的新方法和新路子，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开拓

创新，锐意改革，团结奋进，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好计划

生育这项基本国策，再创更好的业绩。

二0 OJ＼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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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分为人口和计划生育两篇。上限时间起自1986年，下限时间止于

2005年底。

二、本志纲目结构为篇、章、节、目。目按中文数字一、二、三、四的顺

序标示，统括各事义系属的层次。子目以阿拉伯数字，用(一)、(二)、(三)、

(四)，l、2、3，4顺序排列标示，以表同层并列的各个事义的标目番号。
●

三、本志记述蓬溪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史，纵向依工作时间段落编年，按

类记述，按年叙事。横向按专题记述：每个时间段落结束后都有综括式的叙述。

纵向未及记载或语言表述不详之事，由横向补之：汇集成卷。
●

四、本志以语体文记述，力求做到追溯历史有根有据，记载现状实事求是，

用新方法、新观点、新材料来体现志书的思维性、科学性、资料性，用事实来

说明历史和现状。

五、本志中入口与计划生育的数据。，1997年底以前，含有大英县各乡镇的

统计数据，。1998年1月1日起，为蓬溪分县后的统计数据。本志地名和单位名
’-

称均以当时的称谓为准。 ．

，

六、在正文中已详细记载的一些大事，在大事记述中只作简单介绍。

七、本恚以大量的文字资料和少许的口碑材料为依据，采用微机编纂，实
、

●

事求是地反映历史和现状，寓褒贬于事实之中。力求文字准确、朴实、简洁和
‘

明晰。

八、本志资料来源：

l、《蓬溪县计划生育志》；



2、‘蓬溪县统计年鉴》；

3、<蓬溪县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资料汇编》；

4、蓬溪县计划生育委员会档案资料；

5、蓬溪县委、县政府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文件和其它文件中有关计划生育

的资料；

6、蓬溪县档案馆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档案资料；

7、<遂宁市统计年鉴》、‘遂宁二十年》；

8、l：第三、四、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9、‘人口信息》2002年第一期，P_q；II省计生委、四川生殖卫生学院主办；

10、<人口统计学》；

11、<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务实》：

12,‘中国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由杨魁孚主编，2000年12月由人民出版

社印刷出版；

13、采访的少量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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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政领导负责删：⋯⋯⋯⋯．．．⋯⋯⋯·⋯·⋯⋯⋯⋯⋯⋯⋯⋯⋯⋯⋯⋯⋯(60)

二、领导小组⋯⋯一一”：⋯⋯⋯⋯·⋯⋯·⋯⋯⋯⋯⋯⋯⋯⋯⋯⋯⋯⋯⋯⋯”(61)

．t；、部r，分工⋯·⋯⋯”⋯⋯⋯⋯⋯⋯⋯：··．．．⋯呷”⋯·⋯⋯⋯⋯⋯⋯⋯⋯⋯(63)

第二节行政机构⋯⋯⋯⋯⋯⋯⋯⋯⋯．．．”“⋯⋯⋯w⋯⋯⋯．．．⋯⋯⋯⋯⋯·j⋯(64)

一、县计划生育委员会⋯⋯⋯．．．：⋯⋯⋯⋯o⋯”⋯⋯⋯_⋯⋯⋯⋯⋯⋯⋯(64)

二、区镇乡计划生育办公宣⋯⋯⋯⋯⋯⋯⋯⋯⋯⋯⋯⋯⋯⋯⋯⋯⋯⋯⋯⋯(70)

三、村级计划生育干部⋯⋯”!⋯⋯⋯⋯⋯”：⋯⋯⋯⋯⋯⋯⋯⋯⋯⋯⋯⋯⋯(84)

第三节．事业机构⋯⋯⋯⋯⋯“⋯⋯⋯⋯⋯_⋯⋯⋯⋯⋯⋯⋯⋯⋯⋯⋯⋯⋯⋯·(84)

一、县计财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84)

二、县避孕药具器械管理站⋯⋯⋯⋯⋯'．．．⋯⋯"@Q@OOgiO·O⋯⋯⋯。·⋯⋯⋯“(86)

三、区镇乡村计划生育服务站堂．．．⋯⋯⋯⋯⋯．．．⋯⋯⋯⋯⋯。⋯⋯⋯⋯⋯(87)

第四节指导机构⋯·．‘．⋯⋯⋯”⋯⋯·⋯⋯⋯⋯⋯⋯⋯⋯⋯⋯⋯⋯．．．”÷!⋯”⋯⋯(98)

第五葶监督机构⋯⋯⋯⋯⋯⋯⋯⋯“：”⋯⋯⋯⋯⋯⋯⋯⋯．．．⋯⋯⋯⋯⋯⋯⋯·(99)

．8．



一、人大监督⋯⋯⋯⋯⋯⋯⋯⋯⋯⋯⋯⋯⋯⋯⋯⋯⋯⋯⋯⋯⋯⋯⋯⋯⋯⋯(99)

二、政协监督⋯⋯⋯⋯⋯⋯⋯⋯⋯⋯⋯⋯⋯⋯⋯⋯⋯⋯⋯⋯⋯⋯⋯⋯⋯⋯(100)

三、群众监督⋯⋯⋯⋯⋯⋯⋯⋯⋯⋯⋯⋯⋯⋯“⋯⋯⋯⋯⋯’．．．⋯⋯⋯⋯⋯(101)

第六节计划生育协会⋯⋯“⋯⋯⋯⋯⋯⋯⋯⋯·：⋯⋯⋯⋯⋯⋯⋯⋯⋯⋯⋯⋯”(102)

一、主要任务⋯⋯⋯⋯⋯⋯⋯⋯⋯⋯⋯⋯⋯⋯⋯⋯⋯⋯⋯⋯⋯⋯⋯⋯⋯⋯(102)

二、发展i吏程⋯⋯⋯⋯⋯⋯⋯⋯⋯⋯⋯⋯⋯⋯⋯⋯⋯⋯⋯⋯⋯⋯⋯⋯⋯⋯(103)

三、议卜会活动⋯⋯⋯⋯⋯⋯⋯⋯⋯⋯⋯⋯⋯⋯⋯⋯⋯⋯⋯⋯⋯⋯⋯⋯⋯⋯(104)

第六章干郝管理⋯⋯⋯．．．⋯⋯⋯⋯⋯⋯⋯⋯⋯⋯⋯⋯⋯⋯⋯⋯⋯⋯⋯⋯⋯⋯⋯(107)

第一节班子建设⋯⋯⋯⋯⋯⋯⋯⋯⋯⋯⋯⋯⋯⋯⋯⋯⋯⋯⋯⋯⋯⋯⋯⋯⋯⋯(107)

第二节队伍建设⋯⋯⋯⋯⋯⋯⋯⋯⋯⋯⋯⋯⋯⋯⋯⋯⋯⋯⋯⋯⋯⋯⋯⋯⋯⋯(110)

一、人员配置⋯⋯⋯⋯⋯⋯⋯⋯⋯⋯⋯⋯⋯⋯⋯⋯⋯⋯⋯⋯⋯⋯⋯⋯⋯⋯(110)

二、教育培训⋯⋯⋯⋯⋯⋯⋯⋯⋯⋯⋯⋯⋯⋯⋯⋯⋯⋯⋯⋯⋯⋯⋯⋯⋯⋯(110)

三、制度管理⋯⋯⋯⋯⋯⋯⋯⋯⋯⋯⋯⋯⋯⋯⋯⋯⋯⋯⋯⋯⋯⋯⋯⋯⋯⋯(112)

四、作风整顿⋯⋯⋯⋯⋯⋯⋯⋯⋯⋯⋯⋯⋯⋯⋯⋯⋯⋯⋯⋯⋯⋯⋯⋯⋯⋯(115)

五、康政建设⋯⋯⋯⋯⋯⋯⋯⋯⋯⋯⋯⋯⋯⋯⋯⋯⋯⋯⋯⋯⋯⋯⋯⋯⋯⋯(115)

六、考评奖惩⋯⋯⋯⋯⋯⋯⋯⋯⋯⋯⋯⋯⋯⋯⋯⋯⋯⋯⋯⋯⋯⋯⋯⋯⋯⋯(116)

第七章目标管理⋯⋯⋯⋯⋯⋯⋯⋯⋯⋯⋯⋯⋯⋯⋯⋯⋯⋯⋯⋯⋯⋯⋯⋯⋯⋯⋯(118)

第一节管理目标⋯⋯⋯⋯⋯⋯⋯⋯⋯⋯⋯⋯⋯⋯⋯⋯⋯⋯⋯⋯⋯⋯⋯⋯⋯⋯(118)

第二节责任制⋯⋯⋯⋯⋯⋯⋯⋯⋯⋯⋯⋯⋯⋯⋯⋯⋯·⋯⋯⋯⋯⋯⋯⋯⋯⋯”(119)

第三节 目标考核⋯⋯⋯⋯⋯⋯⋯⋯⋯⋯⋯⋯⋯⋯⋯⋯⋯⋯”⋯⋯⋯⋯⋯⋯⋯·(120)

第八章宣传教育⋯⋯⋯⋯⋯⋯⋯⋯⋯⋯⋯⋯⋯⋯⋯⋯⋯⋯⋯⋯⋯⋯⋯⋯⋯⋯⋯(122)

第一节工作概况⋯⋯⋯⋯⋯⋯⋯⋯⋯⋯⋯⋯⋯⋯⋯⋯⋯⋯⋯⋯⋯⋯⋯⋯⋯⋯(122．)

第二节宣传网络⋯⋯⋯⋯⋯⋯⋯⋯⋯⋯⋯⋯⋯⋯⋯⋯⋯⋯⋯⋯⋯⋯⋯⋯⋯⋯(124)

第三节内容与形式⋯⋯⋯⋯⋯⋯⋯⋯⋯⋯⋯⋯⋯⋯⋯⋯⋯⋯⋯⋯⋯⋯⋯⋯⋯(125)

一、内容⋯⋯⋯⋯⋯⋯⋯⋯⋯⋯⋯⋯⋯⋯⋯⋯⋯⋯⋯⋯⋯⋯⋯⋯⋯一⋯⋯·(125)

二、形式⋯⋯⋯⋯⋯⋯⋯⋯⋯⋯⋯⋯⋯⋯⋯⋯⋯⋯⋯⋯⋯⋯⋯⋯⋯⋯⋯⋯(127)

第四节标语口号⋯⋯⋯⋯⋯⋯⋯”⋯⋯⋯⋯⋯⋯⋯⋯⋯⋯⋯⋯⋯⋯⋯⋯一“⋯(136)

第五节主要成效⋯⋯⋯．|=．⋯⋯⋯⋯⋯⋯⋯⋯⋯⋯⋯⋯⋯⋯⋯⋯⋯⋯⋯⋯⋯⋯·(139)

第九章政策措旌⋯⋯⋯⋯⋯⋯⋯⋯⋯⋯⋯⋯⋯⋯⋯⋯”⋯⋯⋯⋯⋯⋯⋯⋯⋯⋯·(140)

第一节政策⋯⋯⋯⋯⋯_⋯”t⋯⋯⋯“⋯⋯⋯⋯⋯⋯⋯⋯⋯⋯⋯⋯⋯⋯⋯⋯·(140)

一、生育政策⋯⋯⋯⋯⋯⋯⋯⋯⋯⋯⋯⋯⋯⋯⋯⋯．．．⋯⋯⋯⋯⋯⋯⋯⋯⋯(140)

二、技术政策⋯⋯⋯⋯⋯⋯⋯··⋯⋯⋯⋯⋯⋯⋯⋯⋯⋯⋯⋯⋯⋯⋯⋯⋯⋯·(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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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奖惩政策⋯⋯⋯⋯⋯⋯⋯⋯⋯⋯⋯⋯⋯⋯⋯⋯⋯⋯⋯⋯⋯⋯⋯⋯⋯⋯(142)

第二节配套措施⋯⋯⋯“⋯⋯⋯⋯⋯⋯⋯⋯⋯⋯⋯⋯⋯⋯⋯⋯⋯⋯⋯⋯⋯⋯·(147)

一、完善利益导向机制⋯⋯⋯⋯⋯⋯⋯⋯⋯⋯⋯”⋯⋯⋯⋯⋯⋯⋯⋯⋯⋯·(147)

二．落实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政策⋯⋯⋯⋯⋯⋯⋯⋯．．⋯⋯⋯⋯⋯⋯⋯⋯⋯·(148)

三、督促落实节育手术的规定⋯⋯⋯⋯⋯⋯⋯⋯⋯⋯⋯⋯⋯⋯⋯⋯⋯⋯⋯(150)

四、对党员、干部、职工违法生育的处理规定⋯⋯⋯⋯⋯⋯⋯⋯⋯⋯⋯⋯(151)

五、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152)

六、建立和完善医疗保障制度⋯⋯⋯⋯⋯⋯⋯⋯⋯⋯⋯⋯⋯⋯⋯⋯⋯⋯⋯(153)

七、解决城镇超生子女上户供粮问题⋯⋯⋯⋯⋯⋯⋯⋯⋯⋯⋯⋯⋯⋯⋯⋯(153)

八、综合治理性别比升高问题⋯⋯⋯⋯⋯⋯⋯⋯⋯⋯⋯⋯⋯⋯⋯⋯⋯⋯⋯(154)

第三节计划生育“三结合”一⋯⋯⋯⋯⋯⋯⋯⋯⋯⋯⋯⋯⋯⋯⋯⋯⋯⋯⋯⋯·(155)

一、发展过程⋯⋯⋯⋯⋯⋯⋯”⋯⋯⋯⋯⋯⋯⋯⋯⋯⋯⋯⋯⋯⋯⋯⋯·⋯⋯(155)

二、帮扶措施⋯⋯⋯⋯⋯·⋯⋯⋯⋯⋯⋯⋯⋯⋯⋯⋯⋯⋯⋯⋯⋯⋯⋯⋯⋯～(156)

三、帮献赦果⋯⋯⋯⋯⋯⋯⋯⋯⋯⋯⋯⋯⋯⋯⋯⋯⋯⋯⋯⋯⋯⋯⋯⋯⋯⋯(159)

第四节村(居)民自治⋯⋯⋯⋯⋯⋯⋯⋯⋯⋯⋯⋯⋯⋯⋯⋯⋯⋯⋯⋯⋯⋯⋯(160)

一、主要内容⋯⋯⋯⋯⋯⋯⋯⋯⋯⋯⋯⋯⋯⋯⋯⋯⋯⋯⋯⋯⋯⋯⋯⋯⋯⋯(161)

二、开展形式⋯⋯⋯⋯⋯⋯⋯⋯⋯⋯⋯⋯⋯⋯⋯⋯⋯⋯⋯⋯⋯⋯⋯⋯⋯⋯(161)

三、工作成效⋯⋯⋯⋯⋯⋯⋯⋯⋯⋯⋯⋯⋯⋯⋯⋯⋯⋯⋯⋯⋯⋯⋯⋯⋯⋯(163)

第十章行政执法⋯⋯⋯⋯⋯⋯⋯⋯⋯⋯⋯⋯⋯⋯⋯⋯⋯⋯⋯⋯⋯⋯⋯⋯⋯⋯⋯(164)

第一节工作网络⋯⋯⋯⋯⋯⋯⋯⋯⋯⋯⋯⋯⋯⋯⋯⋯⋯⋯⋯⋯⋯⋯⋯⋯⋯⋯(164)

一、执法人员⋯⋯⋯⋯⋯⋯⋯⋯⋯⋯⋯⋯⋯⋯⋯⋯⋯⋯⋯⋯⋯⋯⋯⋯⋯⋯(164)

二、法制培训⋯⋯⋯⋯⋯⋯⋯⋯⋯⋯⋯⋯⋯⋯⋯⋯⋯⋯⋯⋯⋯⋯⋯⋯⋯⋯(165)

第二节执法职责⋯⋯⋯⋯⋯⋯⋯⋯⋯⋯⋯⋯⋯⋯⋯⋯⋯⋯⋯⋯“⋯?⋯⋯⋯⋯(165)

第三节执法内容⋯⋯⋯⋯⋯⋯⋯⋯⋯⋯⋯⋯⋯⋯⋯⋯⋯⋯⋯⋯⋯⋯⋯⋯⋯⋯(167)

一、执法内容⋯⋯⋯⋯⋯⋯⋯⋯⋯⋯⋯⋯⋯⋯⋯⋯⋯⋯⋯⋯⋯⋯⋯⋯⋯⋯(167)

二、执法程序⋯⋯⋯⋯⋯⋯⋯⋯⋯⋯⋯⋯⋯⋯⋯⋯⋯⋯⋯⋯⋯⋯⋯⋯⋯⋯(169)

第四节主要形式⋯⋯⋯⋯⋯⋯⋯⋯⋯⋯⋯⋯!⋯⋯⋯⋯⋯⋯⋯⋯⋯⋯⋯⋯⋯”(180)

一、合同管理⋯⋯⋯⋯⋯·”⋯⋯⋯⋯⋯⋯⋯⋯⋯⋯k⋯⋯⋯⋯⋯⋯⋯⋯⋯(180)

二、行政处罚⋯⋯⋯⋯⋯⋯⋯⋯⋯⋯⋯⋯⋯⋯⋯⋯⋯⋯⋯⋯⋯⋯⋯⋯⋯⋯(1∞)

三、行政复议⋯⋯⋯⋯⋯⋯⋯⋯⋯⋯⋯⋯⋯⋯⋯⋯⋯．．．⋯⋯⋯⋯⋯⋯⋯⋯(181)

四、行政诉讼⋯⋯⋯⋯．．．⋯⋯⋯⋯⋯⋯⋯⋯⋯⋯⋯⋯⋯⋯⋯⋯⋯⋯⋯⋯⋯(181)

五、强削专i【行⋯⋯⋯⋯⋯⋯⋯⋯⋯⋯⋯⋯⋯⋯⋯⋯⋯⋯⋯⋯⋯⋯⋯⋯⋯⋯(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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