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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川区志》编纂出版，是全区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地方志素有“资政、教化、存史"之功能，使人们“前有所稽，

后有所鉴"。因此，编纂一部观点正确，内容翔实、体例完备的新

区志，通过对历史和现状的记述，使之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

知识与文化的积累，给人们以智慧和启迪，这是有益当代惠及后世

的大事，尤其在当前新的历史时期更具有承前启后、服务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 ‘

。我区建置于西汉初年，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志书编纂源远流

长，所修县志曾先后七次成书刊印。民国26年(1937年)修志将

成，但因外敌入侵，时局纷乱，所集资料散失殆尽；60年代，政府

曾筹备修志，却因故未成。

区志，是一区的百科全书。早日编纂出一部新区志，是全区60

多万人民的心愿。这部新区志汇集了淄川自然，经济、政治，军事，

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演变情况，上溯千年，纵横百里，

凡重大事件；力求记载，它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

明，建设繁荣兴旺、富庶美丽的新淄川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们在区志的编纂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坚持在方志体例

上既要继承又要创新，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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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详今略古，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

历史经验，反映客观规律，突出淄川人民勇于斗争，艰苦奋斗，坚

持改革，开拓前进的精神，充分反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

成就、新变化、新气象。

编纂社会主义新区志，工程浩繁，任务艰巨。区委、区政府在修

志之初就号召金区人民群策群力，修志人员团结合作，务成其事。

的编纂给予关心，大力协助、作出贡献者，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q碘tlil Jll区委书记／石方，协)
开 l Z I

．．淄川区人民政府区长／f茅书膨

2

市这梓》、了付士心省成成区在由兀士心川，于借淄持终o《支，士心为力改区有

j1

t¨i_

，r●●

，rl鼎删新所的经的向士几纂，

人

，编民心载例人热六体区层时新全

阶历

、和各，法府和下方政力导新区

努指

、

、同的料委共会材区的员新表

家委

、代大纂点们过编观我

经志新

，在方用际现地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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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淄川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决议

． ’(1986生r；-5月27日通过)

淄博市淄川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

听取并审议了区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文同志受区政府委托所

作的《关于我区地方志工作情况的报告》，经过审议，会议认为，

报告对我区地方志工作形势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在各级领导的重

视和支持下，经过区志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区编志工作成果可

喜，进展情况令人满意，今后任务和措施提的切实可行。会议同意

这个报告o

会议认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世，

继往开来的千秋伟业。从中央到省、市各级领导非常重视这项工作，

我区也形成了盛世修志的大好局面。根据上级的部署和要求，今年

我区编纂任务艰巨，各部门、各单位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紧迫性，摆到应有的位置上，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进一步加强领

导、检查和督促工作，切实解决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做到在政治

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编志人员，保证编志工作的顺利进行。

会议希望，全区方志工作者，要认真学习，刻苦工作，加倍努

力，高标准．．严要求，为编纂出具有淄川特点的新区志做出更大贡

献。
·

。。

吖



例

一、本志编纂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

是。

二、本志断限，起于1840年，止于1985年。本着详今为主，溯

古为辅的原则，对部分内容适当向前追溯或下延。

三、本志结构，分篇、章、节三个层次。采用志、记、传、图、

表、录等综合体裁，以志体为主。

四、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个别事件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

相结合。政治运动散记于篇章内，不作专章记述。

五、时间，本志纪年采用公元纪年，中国纪年放在( )内，

凡行文中须用历史纪年时，则将公元纪年置于( )内注明。

六、数字运用，凡统计数字一律运用阿拉伯数码，正文根据需

要采用其他记数形式。世纪、年代、公历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农

历月日用汉字。’

七、本志用语采用语体文，但也适当采用通达的古词语。、

八、坚持不为生者立传原则，对有必要记述的人和事，采用以

事系人的形式散见各篇章中。

．九、本志所附旧志序、跋，系择要而取。
’

十、所用建国后各种统计数字，均以统计部门和有关部门现行

行政区划的统计数字为准。行政区划的扩大或缩小期间，统计数字

不作增减。

十一、本志所用计量单位均沿用1985年-前通行单但。



目 ’录

序⋯⋯～．．．⋯⋯⋯⋯⋯⋯⋯·⋯⋯⋯⋯⋯⋯⋯⋯⋯⋯⋯⋯⋯⋯⋯⋯⋯⋯⋯⋯⋯⋯常志钧

淄博市淄川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进·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决议

凡例

傅景鸿

●

概述⋯⋯·：⋯⋯⋯⋯⋯⋯⋯⋯⋯⋯．．．⋯⋯⋯⋯⋯⋯⋯⋯⋯⋯⋯⋯⋯⋯⋯⋯⋯⋯⋯．1

第一篇大事记⋯⋯⋯一⋯⋯⋯⋯⋯．．．¨9

第二篇建置⋯⋯⋯⋯⋯⋯⋯一⋯⋯,47

第一章地理位置⋯⋯⋯⋯⋯⋯⋯·47

第二章建置沿革⋯．．．⋯⋯⋯⋯⋯⋯47

第三章行政区划⋯⋯⋯⋯⋯⋯⋯”48

第四章淄城⋯”一⋯⋯⋯⋯⋯⋯⋯⋯56

第五章乡 镇概况⋯⋯⋯⋯⋯⋯．．．·56

第六章村庄⋯⋯⋯⋯．．．．．．⋯⋯⋯⋯⋯60

第三篇自然地理．．．⋯⋯⋯⋯⋯⋯“99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节

第三节

第三章

地质⋯⋯⋯⋯⋯⋯⋯⋯⋯⋯99
地层⋯⋯⋯⋯⋯⋯⋯⋯⋯⋯⋯⋯99

地质构造⋯⋯⋯⋯⋯⋯⋯⋯⋯101

火成岩⋯⋯⋯⋯⋯⋯⋯⋯⋯⋯104

地形地貌⋯⋯⋯⋯⋯⋯⋯．．．105
地形⋯⋯⋯⋯⋯⋯⋯⋯⋯．．．⋯105

地貌⋯⋯⋯⋯⋯⋯⋯⋯⋯⋯⋯105

山丘⋯⋯⋯⋯⋯⋯⋯⋯⋯⋯⋯107

气候⋯．．．⋯··．．．．⋯⋯⋯⋯⋯⋯·107

第一节

第=节

第三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六章

第一节

第=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七章

机构⋯⋯⋯⋯⋯⋯⋯⋯⋯⋯⋯107

区域性气候⋯⋯⋯¨⋯⋯⋯⋯107

气象农谚⋯⋯⋯⋯⋯⋯⋯⋯⋯115

水文⋯⋯⋯“⋯⋯⋯⋯⋯⋯⋯‘，116

地下水⋯⋯⋯⋯⋯⋯⋯⋯⋯⋯116

河流⋯⋯⋯⋯⋯⋯⋯⋯⋯⋯⋯117

土壤植被⋯⋯⋯⋯⋯⋯⋯⋯118

土壤类型⋯⋯⋯⋯⋯⋯⋯⋯⋯118

土壤质量⋯⋯⋯⋯⋯⋯⋯⋯⋯119

植被⋯⋯⋯⋯⋯⋯⋯⋯’⋯⋯⋯121

自然资源⋯⋯⋯⋯⋯⋯⋯一⋯121

土地资源⋯⋯⋯⋯⋯⋯⋯⋯⋯121

一水资源⋯⋯⋯⋯⋯⋯⋯⋯⋯⋯127

矿藏资源⋯⋯⋯⋯⋯⋯⋯⋯⋯129

生物资源⋯⋯⋯⋯⋯⋯⋯⋯⋯129

自然灾害⋯⋯⋯⋯⋯⋯⋯⋯⋯131

第四篇民族人口⋯⋯⋯⋯⋯：·15l

第一章民族⋯⋯⋯⋯⋯⋯⋯⋯⋯·151

第一节民族及其分布⋯一⋯⋯⋯⋯⋯151

第二节姓氏⋯⋯⋯⋯⋯⋯⋯⋯⋯⋯⋯152

第二章人口⋯⋯⋯⋯⋯⋯⋯⋯⋯⋯”153

J

lt}；％《￡}：{，4，．．。．扭零彳．。攀0菇

。



目 。录

-一————————————————————————————————————————————一
第一节

第=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人口变化⋯⋯⋯⋯⋯⋯⋯⋯⋯153

人口密度⋯⋯⋯⋯⋯⋯⋯⋯⋯154

人口构成⋯⋯⋯⋯⋯⋯⋯⋯⋯157

计划生育⋯⋯⋯⋯⋯⋯⋯16'7
机构⋯⋯⋯⋯⋯⋯⋯⋯⋯⋯⋯167

计划生育工作⋯⋯⋯⋯⋯⋯⋯167

第五篇农业⋯⋯⋯⋯⋯⋯⋯⋯·1'75

第一章农村生产关系变革⋯⋯⋯·175

第一节封建土地所有制⋯⋯⋯⋯⋯⋯175

第二节土地改革⋯⋯⋯⋯⋯⋯⋯⋯⋯176

第三节农业合作化⋯⋯⋯⋯⋯⋯⋯⋯176

．第四节农村人民公社⋯⋯⋯⋯⋯⋯⋯177

第五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79

第六节公有制土地⋯⋯⋯⋯⋯⋯⋯⋯181

第二章农业生产⋯⋯⋯⋯⋯⋯⋯181
第一节土地⋯⋯⋯⋯⋯⋯⋯⋯⋯⋯⋯181

第二节农作物种植⋯⋯⋯⋯⋯⋯⋯⋯182

第三节种子⋯⋯⋯⋯⋯⋯⋯⋯⋯⋯⋯187

第四节肥料⋯⋯⋯⋯⋯⋯⋯⋯⋯⋯⋯190

第五节植物保护．．．⋯⋯⋯⋯⋯⋯⋯⋯190

第六节农技组织和农技队伍⋯⋯⋯⋯192

第三章农具农机⋯⋯⋯⋯⋯⋯⋯·193
第一节机构队伍⋯⋯⋯⋯⋯⋯⋯⋯193

第=节农具和农具改革⋯⋯⋯⋯⋯⋯194

第三节农机及农机作业⋯⋯⋯⋯⋯⋯195

第四章畜牧兽医⋯⋯⋯⋯⋯⋯⋯”200

第一节机构队伍⋯⋯⋯⋯⋯⋯⋯⋯200

第二节畜禽饲养⋯⋯⋯⋯⋯⋯⋯⋯⋯201

第三节品种和品种改良⋯⋯⋯⋯⋯⋯203

第四节疫病防治⋯⋯⋯⋯⋯⋯⋯⋯⋯205

第六篇林业⋯⋯⋯⋯⋯⋯⋯⋯·213

第一章机构⋯⋯⋯⋯⋯⋯⋯⋯⋯⋯213

第二章植树造林⋯⋯⋯⋯⋯⋯⋯⋯”214

第一节宜林面积⋯⋯⋯⋯⋯⋯⋯⋯⋯214

第二节林木种植⋯⋯⋯⋯⋯⋯⋯⋯⋯215

第三节林木种类⋯⋯⋯⋯⋯⋯⋯⋯⋯222

第四节育苗⋯⋯⋯⋯⋯⋯⋯⋯⋯⋯⋯231

2

第五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林场⋯⋯⋯⋯⋯⋯⋯⋯⋯⋯⋯233

果业生产⋯⋯⋯⋯⋯⋯⋯⋯235
果树管理⋯⋯⋯⋯⋯⋯⋯⋯⋯235

品种产量⋯⋯⋯⋯⋯⋯⋯⋯236

栽培技术⋯⋯⋯⋯⋯⋯⋯⋯⋯252

蚕业蜂业⋯⋯⋯⋯⋯⋯⋯‘259
桑蚕⋯⋯⋯⋯⋯⋯⋯⋯⋯⋯⋯259

养蜂⋯⋯⋯⋯⋯⋯⋯⋯⋯⋯⋯264

第七篇水利⋯⋯⋯⋯⋯⋯⋯⋯·267

第一章机构⋯⋯～⋯⋯⋯⋯⋯⋯’267
第一节水利局⋯⋯⋯⋯⋯⋯⋯⋯⋯⋯267

第二节局属单位⋯⋯⋯⋯⋯⋯⋯⋯⋯267

第三节乡镇水利站⋯⋯⋯⋯⋯⋯⋯268

第二章农田水利⋯⋯．．．⋯⋯⋯⋯．．268

第一节水库闸坝⋯⋯⋯⋯⋯⋯⋯⋯268

第三节塘坝⋯⋯⋯⋯⋯⋯⋯⋯⋯⋯⋯270

第三节机井⋯⋯⋯⋯⋯⋯⋯⋯⋯⋯⋯273

第四节水渠⋯⋯⋯⋯⋯⋯⋯⋯⋯⋯⋯275

第五节扬水站⋯⋯⋯⋯⋯⋯⋯⋯⋯⋯276

‘第三章万米山洞⋯⋯⋯⋯⋯⋯⋯⋯290

第四章山区人畜用水⋯⋯⋯⋯⋯292

第一节投资⋯⋯⋯⋯⋯⋯⋯⋯⋯⋯⋯293

第=节工程设施⋯⋯⋯⋯⋯⋯⋯⋯⋯294

第三节效益⋯⋯⋯⋯⋯⋯⋯⋯⋯⋯⋯295

第五章水利机具⋯⋯⋯⋯⋯⋯⋯⋯·296

第一节农田排灌机具⋯⋯⋯⋯⋯⋯⋯296

第二节打井机具⋯⋯⋯⋯⋯⋯⋯⋯⋯298

第六章水产养殖⋯⋯⋯⋯．．．．⋯⋯⋯·298

第一节资源⋯⋯⋯⋯⋯⋯⋯⋯⋯⋯⋯298

第二节养鱼⋯⋯⋯⋯．．．⋯⋯⋯⋯⋯⋯299

第三节水生植物种植⋯⋯⋯⋯⋯⋯⋯300

第四节渔业管理⋯⋯⋯⋯⋯⋯⋯⋯．．．300

第五节捕捞⋯⋯⋯⋯⋯⋯⋯⋯⋯⋯⋯300

第八篇煤炭⋯⋯⋯⋯⋯⋯⋯⋯。÷05

第一章煤炭资源和早期开发⋯⋯⋯305

第一节资源⋯⋯⋯⋯⋯⋯⋯⋯⋯⋯⋯305

第二节开发⋯⋯⋯⋯⋯⋯⋯⋯⋯⋯⋯305

；

’《

’{
2{
i



目 录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建国前的淄川煤炭业⋯⋯·307
德营煤矿⋯⋯⋯⋯⋯⋯⋯⋯⋯307

日营煤矿⋯⋯⋯⋯⋯⋯⋯⋯⋯310

中日合营煤矿⋯⋯⋯⋯．．．⋯⋯311

民营煤矿⋯⋯⋯⋯⋯⋯⋯⋯⋯313

建国后的淄川煤炭业⋯⋯”315
国营煤矿⋯⋯⋯⋯⋯⋯⋯⋯⋯315

地方煤井⋯⋯⋯⋯⋯⋯⋯⋯⋯318

第九篇工业⋯⋯⋯⋯⋯⋯⋯⋯“323

第一章所有制与管理机构⋯⋯⋯323
第一节所有制⋯⋯⋯⋯⋯⋯⋯⋯⋯⋯323

第二节管理机构⋯⋯⋯⋯⋯⋯⋯⋯⋯324

第二章电力工业⋯⋯⋯⋯⋯⋯⋯325
第一节机构⋯⋯⋯⋯⋯⋯⋯⋯⋯⋯⋯325

第二节发电⋯⋯⋯⋯⋯⋯⋯⋯⋯⋯⋯325

第三节供电⋯⋯⋯⋯⋯⋯⋯⋯⋯⋯⋯325

第三章陶瓷工业⋯⋯⋯⋯⋯⋯⋯“329

第一节陶瓷原料分布⋯⋯⋯⋯⋯⋯⋯329

第二节制陶工艺⋯⋯⋯⋯⋯⋯⋯⋯⋯330

第三节陶瓷生产⋯⋯⋯⋯⋯⋯⋯⋯⋯331

第四节获奖产品⋯⋯⋯⋯⋯⋯⋯⋯⋯334

第四章轻纺工业⋯⋯⋯⋯⋯·ee B ma ee0334

第一节手工业⋯⋯⋯⋯⋯⋯⋯⋯⋯⋯334

第二节酿酒⋯⋯⋯⋯⋯⋯⋯⋯⋯⋯⋯336

第三节石砚⋯⋯⋯⋯⋯⋯⋯⋯⋯⋯⋯336

第四节印刷⋯⋯⋯⋯⋯⋯⋯⋯⋯⋯⋯337

第五节服装毡帽⋯⋯⋯⋯⋯⋯⋯”337

第六节塑料制品⋯⋯⋯⋯⋯⋯⋯⋯⋯338

第七节纺织⋯⋯⋯⋯⋯⋯⋯⋯⋯⋯⋯339

第八节造纸纸制品⋯⋯⋯⋯⋯⋯⋯339

第九节玻璃制品⋯⋯⋯⋯⋯⋯⋯⋯⋯340

第十节家具⋯⋯⋯⋯⋯⋯⋯⋯⋯⋯⋯340

第十一节食品工业⋯⋯⋯⋯⋯⋯⋯⋯340

第十二节粮油加工⋯⋯⋯⋯⋯⋯⋯⋯341

第五章 电子电器制造工业⋯⋯⋯342

第六章冶金工业⋯⋯⋯⋯⋯⋯”343

第七章机械工业⋯⋯⋯⋯⋯⋯·344
第一节矿山机械⋯⋯⋯⋯⋯⋯⋯⋯⋯344

第二节机床工具制造工业⋯⋯⋯⋯344

第三节农业机械⋯⋯⋯⋯⋯⋯．．．⋯⋯345

第四节通用机械和机械配件⋯⋯⋯⋯346

第五节汽车工业⋯⋯⋯⋯⋯⋯⋯⋯⋯346

第八章化学工业⋯⋯⋯⋯⋯⋯⋯·347

第九章耐火材料工业⋯⋯⋯⋯⋯3驰

第十章矿产工业⋯⋯⋯⋯⋯⋯⋯⋯⋯351

第一节耐火原材料⋯⋯⋯⋯⋯⋯⋯⋯351

第二节铁矿石⋯⋯⋯⋯⋯⋯⋯⋯⋯⋯354

第十一章建筑材料工业⋯⋯⋯⋯355

第一节砖瓦石灰⋯m⋯⋯⋯⋯⋯⋯355

第二节水泥与水泥制品⋯⋯⋯⋯⋯⋯355

第三节平板玻璃⋯⋯⋯⋯⋯⋯⋯⋯⋯356

第四节砂石⋯⋯⋯⋯一⋯⋯⋯⋯⋯⋯356

第五节新型建筑材料⋯⋯⋯⋯⋯⋯⋯357

境内区属以上厂矿名录⋯⋯⋯⋯⋯⋯⋯358

第十篇交通⋯⋯⋯⋯⋯⋯⋯⋯¨363

第一章管理机构⋯⋯．．⋯⋯⋯⋯⋯·363

第一节交通局⋯⋯⋯⋯⋯⋯⋯⋯⋯⋯363

第二节交通运输管理所⋯⋯⋯⋯⋯⋯363

第三节公路管理站⋯⋯⋯⋯⋯⋯⋯⋯363

第二章驿路⋯⋯⋯⋯⋯⋯⋯⋯⋯⋯·364

第三章公路⋯⋯⋯⋯⋯一-⋯⋯⋯¨364
第一节干线公路⋯⋯⋯．．．t⋯⋯⋯⋯⋯364

第二节乡镇公路⋯⋯⋯⋯⋯⋯⋯⋯369

第四章道路设施⋯⋯⋯⋯“⋯⋯⋯·377

第一节桥梁⋯⋯⋯⋯⋯⋯⋯⋯⋯⋯⋯377

第二节隧道⋯⋯⋯⋯⋯⋯⋯⋯⋯⋯⋯384

第三节立交桥⋯⋯⋯⋯⋯⋯⋯⋯⋯⋯385

第四节垭口涵洞⋯⋯⋯⋯⋯⋯⋯⋯386

第五章交通监理⋯⋯⋯．．．⋯⋯一388

第一节机构⋯⋯⋯⋯⋯⋯⋯⋯⋯⋯⋯388

第二节车辆管理⋯⋯⋯⋯⋯⋯⋯⋯⋯388

第三节安全管理⋯⋯⋯⋯⋯⋯⋯⋯⋯388

第四节交通肇事处理⋯⋯⋯⋯⋯⋯⋯390

第六章运输⋯⋯⋯⋯⋯⋯⋯⋯⋯”390’

·第一节工具⋯⋯⋯⋯⋯⋯⋯⋯⋯⋯⋯390

第二节人畜力车运输⋯⋯⋯⋯⋯⋯391

3

，、^，、～掣≮h；，～；．-彝，；h§￥，
#

，“舔_章^



目 录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七章

第一节

第二节
一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机动车运输⋯O·O
OgOt

Ott 0⋯⋯392

客运⋯⋯⋯⋯⋯⋯⋯⋯⋯⋯⋯400

铁路⋯⋯⋯⋯⋯⋯⋯⋯⋯⋯”401

张八铁路——淄川段⋯⋯⋯⋯401

淄洪支线⋯⋯⋯⋯⋯⋯⋯Bt Omt 402

南罗支线⋯⋯⋯⋯DtO U·g⋯⋯⋯402

辛泰铁路一一淄川段⋯⋯⋯⋯402

西昆轻便铁路⋯⋯⋯⋯⋯⋯⋯402

第十一篇邮电⋯⋯⋯⋯⋯⋯⋯⋯405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机构⋯⋯⋯⋯⋯⋯⋯⋯⋯⋯⋯405

邮政⋯⋯⋯⋯⋯⋯⋯t ot Ot 0406

投：递⋯⋯⋯⋯⋯⋯⋯⋯⋯⋯⋯406

汇兑⋯⋯⋯⋯⋯⋯⋯⋯⋯⋯⋯409

报刊发行⋯⋯⋯⋯⋯⋯⋯⋯⋯409

机要通信⋯⋯⋯⋯⋯⋯⋯⋯⋯409

电信⋯⋯⋯⋯⋯Ot·Q O⋯t Q⋯410

电报⋯⋯⋯⋯⋯⋯⋯⋯⋯⋯⋯410

电话t Oll O：⋯⋯⋯⋯⋯⋯⋯⋯·411

第十二篇城乡建设⋯⋯⋯⋯⋯·417

第一章机构⋯⋯⋯⋯⋯⋯⋯⋯⋯417

第二章城市建设⋯⋯⋯⋯⋯⋯⋯·417

第一节市政工程⋯⋯⋯⋯⋯⋯”ottO⋯417

第二节公用事业⋯⋯⋯⋯⋯⋯⋯⋯⋯420

第三节园林绿化⋯⋯⋯⋯⋯⋯⋯⋯⋯421

第四节公用建筑⋯⋯⋯⋯⋯⋯⋯⋯⋯422

第五节民用建筑⋯⋯⋯“⋯⋯·QQtIOt·Ot 423

第六节房产管理⋯⋯⋯⋯⋯⋯⋯⋯⋯424

第三章乡村建设⋯⋯⋯⋯⋯⋯⋯425
第一节乡镇驻地建设⋯⋯⋯⋯⋯⋯425

第二节村庄建设⋯⋯⋯⋯⋯⋯⋯⋯⋯427

第四章建筑队伍⋯“⋯⋯⋯⋯⋯427

第一节区属建筑企业⋯⋯⋯⋯⋯⋯⋯．427

第二节乡镇村建筑企业⋯⋯⋯⋯428

第五章土地管理⋯⋯⋯⋯⋯⋯⋯”429
第一节 国家建设土地征用⋯⋯⋯⋯⋯429

第二节民用建筑用地⋯⋯⋯⋯⋯⋯⋯430

4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环境保护⋯⋯⋯⋯⋯⋯⋯⋯430

环境监测⋯⋯⋯⋯·“⋯⋯⋯⋯430

环境质量⋯⋯⋯⋯⋯⋯⋯⋯⋯431

环境治理⋯⋯⋯⋯⋯⋯⋯⋯⋯432

环境卫生和市容管理⋯⋯⋯⋯433

第十三篇商业⋯⋯⋯⋯⋯⋯⋯．．437

第一章机构⋯⋯⋯⋯⋯⋯⋯⋯⋯⋯⋯437

第二章所有制⋯⋯⋯⋯⋯⋯⋯⋯⋯438
第一节私营商业⋯⋯⋯⋯⋯⋯⋯⋯⋯438

第二节公私合营商业⋯⋯⋯⋯⋯⋯⋯438

第三节集体商业⋯⋯⋯⋯⋯⋯⋯⋯⋯441

第四节国营商业⋯⋯⋯⋯⋯⋯⋯⋯⋯442

第三章批发零售⋯⋯⋯⋯⋯⋯⋯⋯443

第一节百货业⋯⋯⋯⋯⋯⋯⋯⋯⋯⋯443

第二节纺织品业⋯⋯⋯⋯⋯⋯⋯⋯⋯448

第三节五金交电业⋯⋯⋯⋯⋯⋯⋯⋯450

第四节肉食品业⋯⋯⋯⋯⋯⋯⋯⋯⋯450

第五节烟酒糖茶业⋯⋯⋯⋯⋯452

第六节糕点业⋯⋯⋯⋯⋯⋯⋯⋯⋯⋯455

第七节水产业⋯⋯⋯⋯⋯⋯⋯⋯⋯⋯458

第八节蔬菜副食品业⋯⋯⋯⋯⋯⋯459

第九节石油供应业⋯⋯⋯⋯⋯⋯⋯⋯462

第十节医药供应业⋯⋯⋯⋯⋯⋯⋯⋯463

第四章饮食服务业⋯⋯⋯⋯⋯·464
第一节饮食业⋯⋯⋯⋯⋯⋯⋯⋯⋯⋯464

第二节旅店业⋯⋯⋯⋯⋯⋯⋯⋯⋯m d67

第三节照相业⋯⋯⋯⋯⋯⋯⋯⋯⋯⋯470

第四节理发浴池业⋯⋯⋯⋯⋯⋯⋯471

第五节委托业⋯⋯⋯⋯⋯⋯⋯⋯⋯⋯473

第十四篇供销合作社⋯⋯⋯⋯．．477

第一章机构网点⋯OtDtIB⋯⋯⋯⋯477

第一节区供销社⋯⋯⋯⋯⋯⋯⋯⋯⋯477

第二节基层供销社⋯⋯⋯⋯⋯⋯⋯⋯477

第三节公司站栈⋯⋯⋯⋯⋯⋯⋯478

第二章企业管理⋯⋯⋯⋯⋯⋯⋯·484
第一节民主管理⋯⋯⋯⋯t”t QIOQO”t⋯48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二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经营管理⋯⋯⋯⋯⋯⋯⋯⋯⋯484

经营业务⋯⋯⋯⋯⋯⋯·485
供应业务⋯⋯⋯⋯⋯⋯⋯⋯⋯485

收购业务⋯⋯⋯⋯⋯⋯⋯⋯⋯4,87

饮食服务⋯⋯⋯⋯⋯⋯⋯⋯⋯492

生产加工⋯⋯⋯⋯⋯⋯⋯⋯⋯492

仓储运输⋯⋯⋯⋯⋯⋯⋯⋯⋯492

第十五篇对外贸易物资．．．⋯⋯495

第■章对外贸易⋯⋯⋯⋯⋯⋯⋯495
第一节机构⋯⋯⋯⋯⋯⋯⋯⋯⋯⋯⋯495

第二节土特产品_⋯⋯⋯⋯⋯⋯⋯⋯495

第三节轻工工艺品⋯⋯⋯⋯⋯⋯⋯⋯498

第四节化工产品⋯⋯⋯⋯⋯⋯⋯⋯⋯498

。 第五节五金矿产品⋯⋯⋯⋯⋯⋯⋯4,99

第六节畜牧产品⋯⋯⋯⋯⋯⋯⋯⋯⋯499

第七节其他产品⋯⋯⋯⋯⋯⋯⋯⋯⋯499

第八节扶持生产⋯⋯⋯⋯．．．⋯⋯⋯⋯500

．第二章物资⋯⋯⋯⋯⋯⋯⋯⋯⋯⋯”501
第一节管理⋯⋯．．．⋯⋯⋯⋯⋯⋯⋯⋯501

第二节购进⋯⋯⋯⋯⋯⋯⋯⋯⋯⋯⋯501

第三节协作⋯⋯⋯⋯⋯⋯⋯⋯⋯⋯⋯502

第四节供应⋯⋯⋯⋯⋯⋯⋯⋯⋯⋯⋯502

第五节运输仓储管理⋯⋯⋯⋯⋯⋯503

第十六篇粮油⋯⋯⋯⋯“⋯⋯⋯“507

第一章机构与队伍⋯⋯⋯⋯⋯⋯507
第一节机构⋯⋯⋯⋯⋯⋯⋯⋯⋯⋯⋯507

第二节职工队伍⋯⋯⋯⋯⋯⋯⋯⋯⋯509

第二章征购⋯⋯⋯⋯⋯⋯⋯．．．⋯⋯509
第一节公粮征收和粮食市场⋯⋯⋯⋯509

第二节统购⋯⋯⋯⋯⋯⋯⋯⋯⋯⋯⋯509

第三节合同定购⋯⋯⋯⋯⋯⋯⋯⋯⋯511

第四节粮油议购⋯⋯⋯⋯⋯⋯⋯⋯⋯511

第三章销售⋯⋯⋯⋯⋯⋯⋯⋯⋯⋯·512
第一节农村统销⋯⋯⋯⋯⋯⋯．．．⋯⋯512

第二节城镇供应⋯⋯“⋯⋯⋯⋯⋯⋯·512

第三节工业用粮油⋯⋯”j⋯⋯⋯⋯⋯513

第四节粮票管理⋯⋯⋯⋯⋯⋯⋯⋯⋯514

第五节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七章

食品加工经营⋯⋯⋯⋯⋯⋯⋯515

饲料生产经营⋯⋯⋯⋯⋯“516

粮油价格⋯⋯⋯⋯⋯⋯⋯·517
建国前价格⋯⋯⋯⋯⋯⋯⋯⋯517

统购统销前价格⋯⋯⋯⋯⋯⋯521

统购统销价格⋯⋯⋯⋯⋯⋯⋯521

仓储⋯⋯⋯⋯⋯⋯⋯⋯⋯⋯⋯521

仓储工作演变⋯⋯⋯⋯⋯⋯⋯521

容量⋯⋯⋯⋯⋯⋯⋯⋯⋯⋯⋯522

保管⋯⋯⋯⋯⋯⋯⋯⋯⋯⋯⋯522

调运⋯·?⋯⋯⋯⋯⋯⋯⋯⋯524

第十七篇金融⋯⋯⋯⋯⋯⋯⋯⋯527

第一章机构⋯⋯⋯⋯⋯⋯⋯⋯⋯⋯⋯527

第二章币制⋯⋯⋯⋯⋯⋯⋯⋯⋯⋯．．528

第一节清朝币制⋯⋯⋯：⋯⋯⋯⋯⋯”528

第二节民国币制⋯．．．⋯⋯⋯⋯⋯⋯⋯529

第三节人民币⋯⋯⋯⋯⋯⋯⋯⋯⋯⋯529

第三章借贷⋯⋯⋯一⋯⋯⋯⋯⋯⋯¨530
第一节·典当⋯⋯⋯⋯⋯⋯⋯⋯⋯⋯⋯530

第二节放钱⋯⋯⋯⋯⋯⋯⋯⋯⋯⋯⋯530

第三节高利贷⋯⋯⋯⋯⋯⋯⋯⋯⋯⋯530

第四节工商信贷⋯⋯⋯⋯⋯⋯⋯⋯⋯531

第五节基本建设资金⋯⋯⋯⋯⋯⋯⋯532

第六节农村信贷⋯⋯⋯⋯⋯⋯．．．⋯⋯536

第七节公债国库券⋯⋯⋯⋯⋯⋯．．．537'

第四章城乡储蓄⋯⋯⋯⋯⋯⋯⋯”538
第一节储蓄机构⋯⋯⋯⋯⋯⋯⋯⋯⋯538

第二节储蓄种类⋯⋯⋯⋯⋯⋯⋯⋯⋯538

第三节储蓄⋯⋯⋯⋯⋯⋯．．．⋯⋯⋯⋯539

．第五章侨汇⋯⋯⋯⋯⋯⋯⋯⋯⋯⋯541

第六章保险⋯⋯⋯⋯⋯⋯⋯⋯⋯·541
第一节保险险种⋯⋯⋯⋯⋯⋯⋯⋯⋯541

第二节防灾理赔⋯⋯⋯⋯⋯⋯⋯⋯⋯542

第十八篇工商行政管理物价
000⋯⋯⋯⋯⋯⋯⋯⋯⋯⋯⋯⋯545

第一章工商行政管理⋯⋯⋯⋯⋯545

第一节机构⋯⋯⋯⋯⋯⋯⋯⋯⋯⋯⋯545

s

t

～。h，~

g，，q，_缸、々每le赣《‘鼍《-f



目 录

第=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市场管理⋯⋯⋯⋯⋯⋯⋯⋯⋯546

企业登记管理⋯⋯⋯⋯⋯⋯⋯549

商标注册管理⋯⋯⋯⋯⋯⋯⋯553

经济合同管理⋯⋯⋯⋯⋯⋯⋯554

物价⋯⋯⋯⋯⋯⋯⋯⋯⋯⋯⋯554

机构⋯⋯⋯⋯⋯⋯⋯⋯⋯⋯⋯554

物价变动⋯⋯⋯⋯⋯⋯⋯⋯⋯555

物价管理⋯⋯⋯⋯⋯⋯⋯⋯⋯561

第十九篇财政税务审计⋯”565

第一章财政⋯⋯⋯⋯⋯⋯⋯⋯⋯⋯565
第一节机构⋯⋯⋯⋯⋯⋯⋯⋯⋯⋯⋯565

第二节财政体制⋯⋯⋯⋯⋯⋯⋯⋯⋯565

第三节预决算⋯⋯⋯⋯⋯⋯⋯⋯⋯⋯567

第四节财政管理与监督⋯⋯⋯⋯⋯⋯567

第二章税务⋯⋯⋯⋯⋯⋯⋯⋯⋯⋯575

第一节机构⋯⋯⋯⋯⋯⋯⋯⋯⋯⋯⋯575

第二节农业税⋯⋯⋯⋯⋯⋯⋯Q$O O⋯576

第三节工商税⋯⋯⋯⋯⋯⋯⋯⋯⋯⋯581

第四节契税⋯⋯⋯⋯⋯⋯⋯⋯⋯⋯⋯600

第五节征收管理⋯⋯⋯⋯⋯⋯⋯⋯⋯601

第三章审计⋯⋯⋯⋯⋯⋯⋯⋯“i⋯⋯602

第一节机构⋯⋯⋯⋯⋯⋯⋯⋯⋯⋯⋯602

第二节任务⋯⋯⋯⋯⋯⋯⋯⋯⋯⋯⋯602

第三节审计工作⋯⋯⋯⋯⋯⋯⋯⋯⋯602

第二十篇党派社团⋯⋯⋯⋯-．605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605

第一节党在淄川的建立及发展⋯⋯⋯605

第二节组织机构设置⋯⋯⋯⋯⋯⋯⋯607

第三节党代会⋯⋯⋯⋯⋯⋯⋯⋯⋯⋯610

第四节党员⋯⋯⋯⋯⋯⋯⋯⋯⋯⋯⋯615

第五节宣传工作⋯⋯⋯⋯⋯⋯⋯⋯⋯616

第六节纪检工作⋯⋯⋯⋯⋯⋯⋯⋯⋯620

第七节统一战线工作⋯⋯⋯⋯⋯⋯⋯620

第八节党校⋯⋯⋯⋯⋯⋯⋯⋯⋯⋯⋯622

第九节整党⋯⋯⋯⋯⋯⋯⋯⋯⋯⋯⋯623

第二章中国国民党⋯⋯⋯⋯⋯⋯624
第一节县党部⋯⋯⋯⋯⋯⋯⋯⋯⋯⋯624

6

第二节淄博矿区特别党部⋯⋯⋯⋯⋯625

第三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625

第一节组织沿革⋯⋯⋯⋯⋯⋯⋯⋯⋯625

第二节团代会⋯⋯⋯⋯⋯⋯⋯⋯⋯⋯626

第四章 中国少年先锋队⋯⋯⋯⋯”628

第五章三民主义青年团⋯⋯⋯⋯⋯629

第六章工会⋯⋯⋯⋯⋯⋯一⋯⋯“629
第一节工人组织⋯⋯⋯⋯⋯⋯⋯⋯⋯629

第二节行业工会⋯⋯⋯⋯⋯⋯⋯⋯⋯630’

第三节基层工会⋯⋯⋯⋯⋯⋯⋯⋯⋯630

第四节会员⋯⋯⋯⋯⋯⋯⋯⋯⋯⋯⋯631

第五节工会工作⋯⋯⋯⋯⋯⋯⋯⋯⋯631

第七章农民团体⋯⋯⋯⋯⋯⋯⋯632

第一节农会农民协会⋯⋯⋯⋯⋯⋯632

第二节农民救国会⋯⋯⋯⋯⋯⋯⋯⋯632

第三节农民联合会⋯⋯⋯⋯⋯⋯⋯⋯633

第四节贫下中农协会⋯⋯⋯⋯⋯⋯⋯633

第八章妇女团体⋯⋯⋯⋯⋯⋯⋯633

第一节妇女协会⋯⋯⋯⋯⋯⋯⋯⋯⋯633

第二节妇女救国会⋯⋯⋯⋯⋯⋯⋯⋯633

第三节妇女联合会⋯⋯⋯⋯⋯⋯⋯⋯634

第四节历届妇女代表大会⋯⋯⋯⋯⋯634

第九章工商团体⋯⋯⋯⋯⋯⋯⋯635
第一节商会⋯⋯⋯⋯⋯⋯⋯⋯⋯⋯⋯635

第二节工商联⋯⋯⋯⋯⋯⋯⋯⋯⋯⋯636

第十章协会⋯⋯⋯⋯⋯⋯⋯⋯”636

第一节科学技术协会⋯⋯⋯⋯⋯⋯⋯636

第二节个体劳动者协会⋯⋯⋯⋯⋯⋯637
．

第三节红十字会⋯⋯⋯⋯⋯⋯⋯⋯⋯637

第十一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oo·⋯⋯⋯⋯⋯637

毒

第十二章九三学社⋯⋯⋯⋯⋯·637

第十三章民主建国会⋯⋯⋯⋯”637

第二十一篇政务⋯⋯⋯⋯⋯⋯641

第一章权力机构⋯⋯⋯⋯⋯⋯⋯。641

第一节淄川县参议会⋯⋯⋯⋯⋯⋯⋯641

第二节淄川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642

第三节淄川县(区)人民代表大会⋯643



目 录

第四节淄川区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647

第二章行政机构⋯⋯⋯⋯⋯⋯⋯·619
第一节清代县署⋯⋯⋯⋯⋯⋯⋯⋯⋯649

第二节民国县政府⋯⋯⋯⋯⋯⋯⋯⋯649

第三节人民政府⋯⋯⋯⋯⋯⋯⋯⋯⋯652

第四节乡镇政府⋯⋯⋯⋯⋯⋯⋯⋯657

附 日伪机构

第三章政治协商会议⋯⋯⋯⋯“一659
第一节政协组织⋯⋯⋯⋯⋯⋯⋯⋯⋯6鼬

第二节重要会议⋯⋯⋯⋯⋯⋯⋯⋯⋯659

第三节文史资料工作⋯⋯⋯⋯⋯⋯⋯659

第四节历届政协负责人⋯⋯⋯⋯⋯⋯659

第四章侨务⋯一⋯⋯⋯⋯⋯⋯⋯660

第一节侨属⋯⋯⋯⋯··：⋯0 5@O@B⋯⋯⋯660

第二节侨务工作⋯⋯⋯⋯⋯⋯⋯⋯⋯660

第二十二篇政法⋯⋯⋯⋯⋯⋯⋯·663

．第一章公安⋯⋯⋯⋯⋯⋯⋯⋯⋯”663

第一节机构⋯⋯⋯⋯⋯⋯⋯⋯⋯⋯⋯663

第二节政权保卫⋯⋯⋯⋯⋯⋯⋯⋯⋯666

第三节经济文化保卫⋯⋯⋯⋯⋯⋯m 668

第四节治安管理⋯⋯⋯⋯⋯⋯⋯⋯⋯669

第五节交通管理⋯j⋯⋯⋯⋯⋯⋯⋯”671

第六节消防⋯⋯⋯⋯⋯⋯⋯⋯⋯⋯⋯671

第七节监狱看守所⋯⋯⋯⋯⋯⋯⋯672

第二章检察⋯⋯⋯⋯⋯⋯⋯⋯⋯·673
第一节+机构⋯⋯⋯⋯⋯⋯⋯⋯⋯⋯⋯673

第=节刑事检察⋯⋯⋯⋯⋯⋯⋯⋯⋯674

第三节法纪检察⋯⋯⋯⋯⋯⋯⋯⋯⋯674,

第四节经济检察⋯⋯⋯⋯⋯⋯⋯⋯⋯674

第五节劳监检察⋯⋯⋯⋯⋯⋯⋯⋯⋯674

第六节控申检察⋯⋯⋯⋯⋯⋯⋯⋯⋯675

+第三章审判⋯⋯⋯⋯⋯⋯⋯⋯⋯·675

第一节机构⋯⋯⋯⋯⋯⋯⋯⋯⋯⋯⋯675

第二节刑事审判⋯⋯⋯⋯⋯⋯⋯⋯⋯676

第三节民事审判⋯⋯⋯⋯⋯⋯⋯⋯⋯676

第四节经济审判⋯⋯⋯⋯⋯⋯⋯⋯⋯677

第五节人民陪审员⋯⋯⋯⋯⋯⋯⋯⋯677

第四章司法行政⋯⋯⋯⋯⋯⋯⋯⋯677

第一节机构⋯⋯⋯⋯⋯⋯⋯⋯⋯⋯⋯677

第二节法制教育⋯⋯⋯⋯⋯⋯⋯⋯⋯678

第三节调解⋯⋯⋯⋯⋯⋯⋯⋯⋯⋯⋯678

第四节律师公证⋯⋯⋯⋯⋯⋯⋯⋯679

第二十三篇民政信访⋯⋯⋯683

第一章民政⋯⋯⋯⋯⋯⋯⋯⋯⋯⋯683

第一节机构⋯⋯⋯⋯⋯⋯．．．．⋯⋯⋯．．．68S

第=节社会救济和生产救灾⋯⋯⋯⋯683

第三节优抚支前⋯⋯⋯⋯⋯⋯⋯⋯687

’第四节婚姻登记⋯⋯⋯⋯⋯⋯⋯⋯⋯692

第五节复员退伍军人安置⋯⋯⋯⋯⋯692．

第六节社会福利⋯⋯⋯⋯⋯⋯⋯⋯⋯694

第七节殡葬改革⋯⋯⋯⋯⋯⋯⋯⋯⋯694

第八节革命烈士褒扬⋯⋯⋯⋯⋯⋯．．．695

第二章信访⋯⋯吖⋯⋯⋯⋯⋯⋯·698
第一节机构⋯⋯⋯⋯⋯⋯⋯⋯⋯⋯⋯698

第二节信访工作⋯⋯⋯⋯⋯⋯⋯⋯⋯698

第二十四篇劳动人事⋯⋯⋯¨703．

第一章劳动⋯⋯⋯⋯⋯⋯⋯⋯⋯“703

第一节机构⋯⋯山⋯⋯⋯⋯⋯⋯⋯⋯703

第二节劳动制度⋯．．，⋯⋯⋯⋯⋯⋯⋯703

第三节劳动就业⋯⋯⋯⋯⋯⋯⋯⋯⋯705

第四节精简下放⋯⋯⋯⋯⋯⋯⋯⋯⋯706

第五节城镇知识青年安置⋯⋯⋯⋯⋯706

第六节职工调配⋯⋯⋯⋯⋯⋯⋯⋯⋯707

第七节职工培训⋯⋯⋯⋯⋯⋯⋯．t．⋯708

第八节技工学校招生⋯⋯⋯⋯⋯⋯⋯708

第九节劳动保险⋯⋯⋯⋯⋯⋯⋯⋯⋯708

第十节劳动保护⋯⋯⋯⋯⋯⋯⋯⋯⋯708

第十一节 锅炉压力容器的安全生产

与监督⋯⋯⋯⋯⋯⋯⋯⋯⋯710

第二章人事⋯⋯⋯⋯⋯⋯⋯⋯⋯⋯·711
第一节清代官吏⋯⋯⋯⋯⋯⋯⋯⋯⋯711

第=节民国职员⋯．．．⋯⋯⋯⋯⋯⋯⋯717

附日伪县公署职员‘

第三节干部管理⋯⋯⋯⋯⋯⋯⋯⋯⋯718

7

≈，．。妊：，t：，I．1Ⅲ，々P§，，H



录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干部队伍⋯⋯⋯⋯⋯⋯⋯⋯⋯719

干部任免⋯⋯⋯⋯⋯⋯⋯⋯⋯721

工资福利⋯⋯⋯⋯⋯⋯722
工资⋯⋯⋯⋯⋯⋯⋯⋯⋯⋯⋯722

福利⋯⋯⋯⋯⋯⋯⋯⋯⋯⋯⋯726

第二十五篇军事⋯⋯⋯⋯⋯⋯731

第一章机构⋯⋯⋯⋯⋯⋯⋯⋯⋯”731

第二章驻军⋯⋯⋯⋯⋯⋯⋯⋯⋯731

第一节清军⋯⋯⋯⋯⋯⋯⋯⋯⋯⋯⋯731

第二节北洋政府军⋯⋯⋯⋯⋯⋯⋯⋯731

第三节地方武装⋯⋯⋯⋯⋯⋯⋯⋯⋯731

。 第四节国民党军⋯⋯⋯⋯⋯⋯⋯⋯⋯732

第五节人民军队⋯⋯⋯⋯⋯⋯⋯⋯⋯734

第三章兵役制度⋯⋯⋯⋯⋯⋯⋯736

第一节世袭招募兵役制⋯⋯⋯⋯⋯736

第=节征兵制⋯⋯⋯⋯⋯⋯⋯⋯⋯⋯736

第三节志愿兵役制⋯⋯⋯⋯⋯⋯⋯⋯736

第四节义务兵役制⋯⋯⋯⋯⋯⋯⋯⋯736

第五节预备兵役制⋯⋯⋯⋯⋯⋯⋯⋯737

第四章民兵⋯⋯⋯⋯⋯⋯⋯⋯⋯737

第一节民兵组织⋯⋯⋯⋯⋯⋯⋯⋯⋯737

第二节武器装备⋯⋯⋯⋯⋯⋯⋯⋯⋯738

第三节军政训练⋯⋯⋯⋯⋯⋯⋯⋯⋯738

第四节民兵任务⋯⋯⋯⋯⋯⋯⋯⋯⋯739

第五节先进民兵代表⋯⋯⋯⋯⋯⋯⋯740

第五章重大兵事⋯⋯⋯⋯⋯⋯⋯741

第六章人民防空⋯⋯⋯⋯⋯⋯-748
第一节机构⋯⋯⋯⋯⋯⋯⋯⋯⋯⋯．．．748

第二节工程建设⋯⋯⋯⋯⋯⋯⋯⋯⋯748

第二十六篇文化⋯⋯⋯⋯⋯⋯751

第一章文化⋯⋯⋯⋯⋯⋯⋯⋯⋯⋯751

第一节机构⋯⋯⋯⋯⋯⋯⋯⋯⋯⋯⋯751

第二节文化团体及设施⋯⋯⋯⋯⋯⋯751

第三节地方戏曲⋯⋯⋯⋯⋯⋯⋯⋯⋯754

第四节民间艺术⋯⋯⋯⋯⋯⋯⋯⋯⋯754

第五节群众文艺⋯⋯⋯⋯⋯⋯⋯⋯⋯756

第六节美术，书法，摄影⋯⋯⋯⋯⋯760

暑

第七节刻石工艺⋯⋯⋯⋯⋯⋯⋯⋯⋯763

第八节图书⋯⋯⋯一⋯⋯⋯⋯⋯⋯⋯763

第九节‘著述要目⋯⋯⋯⋯⋯⋯⋯⋯⋯764

第十节报刊⋯⋯⋯⋯⋯⋯⋯⋯⋯⋯⋯772

第二章文物古迹⋯⋯⋯⋯⋯”773
第一节蒲松龄故居⋯⋯⋯⋯⋯⋯⋯⋯773

第二节革命纪念地⋯⋯⋯⋯⋯⋯⋯⋯776

第三节古遗址⋯⋯⋯⋯⋯⋯⋯⋯⋯⋯779

第四节古墓葬⋯⋯⋯⋯⋯⋯⋯⋯⋯⋯781

第五节刻石⋯⋯⋯⋯⋯⋯⋯⋯⋯⋯⋯782

第六节吉建筑⋯⋯⋯⋯⋯⋯⋯⋯⋯⋯785

第三章广播 电视⋯⋯⋯⋯⋯⋯·786

第一节机构⋯⋯⋯⋯⋯⋯⋯⋯⋯⋯⋯786

第二节县收音站⋯⋯⋯⋯⋯⋯⋯⋯⋯786

第三节农村有线广播⋯⋯⋯．．：⋯⋯⋯787

第四节城市有线广播⋯⋯⋯⋯⋯⋯⋯787

第五节电视转播⋯⋯⋯⋯⋯⋯⋯⋯⋯788

第六节广播宣传⋯⋯⋯⋯⋯⋯⋯⋯⋯．788

第七节通讯联络工作⋯⋯⋯⋯⋯⋯⋯789

第四章电影⋯⋯⋯⋯⋯⋯⋯⋯⋯⋯”789

第五章档案⋯⋯⋯⋯⋯⋯⋯⋯⋯⋯”791

第一节机构⋯⋯⋯_⋯⋯⋯⋯⋯⋯⋯791

第二节馆藏⋯⋯⋯⋯⋯⋯⋯⋯⋯⋯⋯791

第三节利用⋯⋯⋯⋯⋯⋯⋯⋯⋯⋯⋯792

第四节馆库与保管⋯⋯⋯⋯⋯⋯⋯⋯792

第五节机关档案室⋯⋯⋯⋯⋯⋯⋯⋯792

第二十七篇教育⋯⋯⋯⋯⋯⋯一797

第一章教育行政⋯⋯⋯⋯⋯⋯⋯·797
第一节机构⋯⋯⋯⋯⋯⋯⋯⋯⋯⋯⋯797

第=节学校管理⋯⋯⋯⋯⋯⋯⋯⋯⋯797
第三节学制⋯⋯⋯⋯⋯⋯⋯⋯⋯⋯⋯798

第二章书塾书院县学⋯⋯⋯”799

第一节书垫⋯⋯⋯⋯⋯⋯⋯⋯⋯⋯⋯799

第二节书院⋯⋯⋯⋯⋯⋯⋯⋯⋯⋯⋯800

第三节县学⋯⋯一⋯⋯⋯⋯⋯⋯⋯⋯800

第三章学前教育⋯⋯⋯⋯⋯⋯⋯“801

第四章小学教育⋯⋯⋯⋯⋯⋯⋯⋯802

第一节发展与普及⋯⋯⋯⋯⋯⋯⋯⋯802



≥
蓍
{

参
、一

目 录

第二节课程与教学．．．⋯⋯⋯⋯“⋯⋯·803

第三节思想品德教育⋯⋯⋯⋯⋯⋯⋯804

第四节部分小学简介⋯⋯⋯⋯⋯⋯⋯805

第五章普通中等教育⋯⋯⋯⋯⋯·806

第一节发展与布局⋯⋯⋯⋯⋯⋯⋯⋯806

第二节课程与教学⋯⋯⋯；⋯⋯⋯⋯”806

第三节思想政治教育⋯⋯⋯⋯⋯⋯⋯808

第四节部分中学简介⋯⋯⋯⋯⋯⋯⋯808

第六章师范教育⋯⋯⋯⋯⋯⋯810
第一节淄川师范教育沿革⋯⋯⋯⋯⋯810

第二节学校⋯⋯⋯：⋯⋯⋯⋯⋯⋯⋯“810

第七章专业职业教育⋯⋯“j⋯-811
· 第一节兴办与发展⋯⋯⋯⋯⋯⋯⋯⋯811

第二节学校⋯⋯⋯⋯⋯⋯⋯⋯⋯⋯⋯812

第八章业余教育⋯⋯⋯⋯⋯⋯⋯·813

第一节农民业余教育⋯⋯⋯⋯⋯⋯⋯813

第=节职工教育⋯⋯⋯⋯⋯⋯⋯⋯⋯814

第三节干部培训学校⋯⋯⋯⋯⋯⋯⋯815

第九章人才输送⋯⋯⋯⋯⋯⋯816
第一节人才⋯⋯⋯⋯⋯⋯⋯⋯⋯⋯⋯816

第二节输送⋯⋯⋯⋯⋯⋯⋯⋯⋯⋯⋯816

第十章教师⋯⋯⋯⋯⋯⋯⋯⋯⋯⋯·821

第一节教师队伍⋯⋯⋯⋯⋯⋯．．．⋯⋯821

第二节政治地位⋯⋯⋯⋯⋯⋯⋯⋯⋯821

第三节生活待遇⋯⋯⋯⋯⋯⋯⋯⋯⋯822

第二十八篇科技“⋯⋯⋯⋯⋯．．827

第一章机构和队伍⋯⋯⋯⋯⋯一827
第一节机构⋯⋯⋯⋯⋯⋯⋯一⋯⋯⋯827

第二节科技组织⋯⋯⋯⋯⋯⋯⋯⋯⋯827

第三节科技队伍⋯⋯⋯⋯⋯⋯⋯⋯⋯827

第二章科技成果⋯⋯⋯⋯⋯．．．”828

第三章科技情报⋯⋯⋯⋯⋯⋯⋯“832

第四章科普活动⋯⋯⋯⋯⋯⋯⋯⋯832

第五章沼气与太阳能利用⋯⋯⋯‘833

第一节沼气的开发和利用⋯⋯⋯⋯⋯833

第二节太阳能利用⋯⋯⋯⋯⋯⋯⋯⋯833

第六章标准计量⋯⋯⋯⋯⋯⋯⋯833

一第一节机构⋯·：⋯⋯⋯⋯⋯．．．⋯⋯⋯·833

第二节计置⋯⋯⋯⋯⋯⋯⋯⋯⋯⋯⋯834

第三节‘计量管理⋯⋯⋯⋯⋯⋯⋯⋯⋯834

第二十九篇卫生⋯⋯⋯⋯⋯⋯⋯837’

第一章机构⋯⋯⋯一⋯⋯⋯。⋯⋯⋯837

第二章医疗⋯⋯⋯⋯⋯⋯”?⋯⋯⋯837
第一节医疗制度⋯⋯⋯·-⋯⋯⋯⋯⋯．837

第二节医疗机构⋯⋯⋯⋯⋯⋯⋯⋯⋯838

第三节医疗队伍⋯⋯⋯⋯⋯⋯⋯⋯⋯844

第四节医疗器械⋯⋯⋯⋯。⋯⋯⋯⋯‘849

第五节医疗水平⋯⋯⋯⋯⋯⋯⋯⋯⋯849

第三章医术⋯⋯⋯⋯⋯⋯⋯⋯⋯⋯”851

第一节中医⋯⋯⋯⋯⋯⋯⋯⋯⋯⋯⋯851

第二节西医⋯⋯⋯⋯⋯⋯⋯⋯⋯⋯⋯851

第三节中西医结合⋯⋯⋯⋯⋯⋯⋯⋯853

第四章医药⋯⋯⋯⋯⋯⋯．．．⋯⋯⋯853

第一节中药⋯⋯⋯⋯⋯⋯⋯⋯⋯⋯⋯853

第=节西药⋯⋯⋯⋯⋯⋯⋯⋯⋯⋯⋯854

第三节药政⋯⋯⋯⋯⋯⋯⋯⋯⋯⋯⋯855

第五章预防⋯⋯⋯⋯⋯⋯⋯⋯⋯⋯·855

第一节地方病防治⋯·?⋯⋯⋯⋯⋯⋯·855

第二节职业病防治⋯⋯⋯⋯⋯⋯⋯⋯857

第三节妇幼保健⋯⋯⋯⋯⋯⋯⋯⋯⋯858

第四节卫生检疫⋯⋯⋯⋯⋯⋯⋯⋯⋯859

第五节爱国卫生⋯⋯⋯⋯⋯⋯⋯⋯⋯864

第六章名医验方⋯⋯⋯⋯⋯“865
第一节名医：⋯⋯⋯⋯⋯⋯⋯⋯⋯⋯”865

第二节验方⋯⋯⋯⋯⋯⋯⋯⋯⋯⋯⋯870

第三十篇体育⋯⋯⋯⋯⋯．．⋯⋯·875

第一章机构⋯⋯⋯⋯⋯⋯⋯⋯“875

第二章群众体育⋯⋯⋯⋯⋯⋯·876
第一节武术⋯⋯⋯⋯⋯⋯⋯⋯⋯⋯⋯875

第二节民间传统体育⋯⋯⋯⋯⋯⋯：”81'7

第三章学校体育⋯⋯⋯⋯⋯⋯⋯·877

第四章体育设施⋯⋯⋯⋯⋯⋯⋯⋯878

第五章体育竞赛⋯⋯⋯⋯⋯⋯⋯⋯878

第六章输送体育人才OQI$$O，⋯⋯⋯884

9



目 录

第三十一篇宗教⋯⋯⋯⋯⋯⋯·889

第一章道教⋯⋯⋯⋯⋯⋯⋯⋯⋯·880

第二章佛教⋯⋯⋯⋯⋯⋯⋯⋯”889

第三章伊斯兰教⋯⋯⋯⋯⋯⋯”889

第四章天主教⋯⋯⋯⋯⋯⋯⋯⋯”890

第一节传入和发展．．．⋯⋯⋯⋯⋯⋯⋯890

第二节教堂⋯⋯⋯⋯⋯⋯⋯⋯⋯⋯⋯890

第三节教徒组织⋯⋯⋯⋯⋯⋯⋯⋯890

第五章基督教⋯⋯⋯⋯⋯⋯⋯⋯801

第一节传入和发展⋯⋯⋯⋯⋯⋯⋯⋯891

第二节节日仪节⋯⋯⋯⋯⋯⋯⋯⋯891

第三节三自爱国运动⋯⋯⋯⋯⋯⋯⋯892

第三十二篇人物⋯⋯⋯⋯⋯⋯895

第一章．传略⋯⋯⋯⋯⋯⋯⋯⋯⋯⋯⋯895

第一节烈士⋯⋯⋯⋯⋯⋯⋯⋯⋯⋯⋯895

第二节历史名人⋯⋯⋯⋯⋯⋯⋯⋯⋯908

第三节党政领导干部⋯⋯⋯⋯⋯⋯⋯011

第四节良医⋯⋯⋯⋯⋯⋯⋯⋯⋯⋯⋯913

第五节英雄模范⋯⋯⋯⋯⋯⋯⋯⋯⋯915

第六节社会闻人⋯⋯⋯⋯⋯⋯⋯⋯⋯918

第二章简介⋯⋯⋯⋯⋯⋯⋯⋯⋯⋯“921

10

第三章烈士英名录⋯⋯⋯⋯⋯⋯”925

第四章其他人物⋯⋯⋯⋯⋯⋯⋯⋯937

第三十三篇风土习俗⋯⋯⋯⋯943

第一章方言⋯⋯⋯⋯⋯⋯⋯⋯⋯⋯·943
第一节语音⋯⋯⋯⋯⋯⋯⋯⋯⋯⋯⋯943

第二节诃语⋯⋯⋯⋯⋯⋯⋯⋯⋯⋯⋯954

第三节歌谣谚语歇后语轶闻⋯966

第二章社会新风⋯⋯⋯⋯⋯⋯”968

第三章风俗习惯⋯⋯B w@@l@D@e@@⋯972

第一节衣食住行⋯⋯⋯⋯⋯⋯⋯⋯⋯972

第二节婚丧礼俗⋯⋯⋯⋯⋯⋯⋯⋯⋯973

第三节节令⋯⋯⋯⋯⋯⋯⋯⋯⋯⋯⋯976

第三十四篇附录⋯⋯⋯⋯⋯⋯·981

第一章文献辑录⋯⋯⋯⋯⋯⋯⋯⋯981

第二章民间传说⋯⋯⋯⋯⋯⋯⋯·998

第三章旧县志序跋⋯⋯⋯⋯⋯⋯⋯1000

第四章历次《淄川县志》纂修

人名录⋯⋯⋯⋯⋯⋯⋯⋯⋯”1004

编后记⋯⋯⋯⋯⋯⋯⋯⋯⋯⋯⋯⋯⋯．．1007

i}；，C#ik≯#辫，》

：；；

，；l_i滢注l溥坶．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