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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洲县志编纂委员会⋯一

顾 问 蔡有恒郭宏典童庆启 ·

‘

主任汪厚川

副主任雷建声童连生 漆维成张剑南姚海东

委 员 王安咏叶华清 冯长咏刘光德刘春保刘焰章

朱世斌许银海何学庭沈春山 陈炳盛陈乔松

吴学民郑恩才姚曙东桂流贵黄炳耀韩胜明、

程志怀雷继望熊良清熊桂福

1983年成立新洲县志编纂委员会以来，曾任主任的还有：

蔡有恒潘经澄黄必胜陈和润；曾任副主任的还有：李云台

童庆启 郭宏典黄继友；曾任委员的还有(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先建方治平王见都 王治安王迎春王泽元叶显普

巴义旺 向耀先刘佳葆杨林海李仁李直李一丁

李成杰杜陵杜志尧 陈武才 陈济文吴金声金道炎

罗咏南姚海东柯美学黄绍太舒新童连生戢开成

兰公裹姚海东
副主任舒新雷慕班



， 《新洲县志》编纂工作人员
主 编

一一一一‘⋯’～⋯一··iJ···⋯⋯一¨⋯～
副编审姚海东 ．

。

副主编舒新 ．，I。

编辑许恺景雷慕班蔡天相刘俊彦刘益衡何竹村

程焱远， 一 ．。

助编钟少合陈汉萍王腊波涂雪村 。．

’

摄 影 吴建文吴晓明 霍华先赵毅谭汉舟潘仲卿

邱倡新张敏魏久明 冯建中王建林万寿明

于澄建黄树森 ．

绘 图 李起宪吴继绪徐启红童维庭舒新万学厚

徐济民 ．。

资料员 王之焕王水生王元和 王永成王汝兰王亚雄

王金华王晓东王惠田 王惠红王楚英 韦文芳

方少祥方信国 尹天然毛岳生 巴瑞明左世良

冯玉声冯爱和 田凯国 叶善华 叶耀明 朱诚

朱义涛朱友恭朱长咏朱昌福朱树森刘少荣

刘达三刘兴发刘安全刘应传刘启魁刘明先

刘实华刘忠喜刘俊顺刘益顺刘焰章任汉斌

任步正江庆堂邱 旺．邱宏勋邱金松邱济安

邱倡新邱新明李政李丹清李汉文李世安

李先进李华树李建文李明珠李秋顺李起辉 -、

李晓庄李晓建李继新李静安陈罘陈钢

陈器陈元生陈幼华陈世林陈乔松陈华林 ‘

’



陈光耀 陈建飞 陈定华 陈泽林陈绍斌陈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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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新乔张一张子锐张长喜张全勋张丽声

张宏金张际斌张顺宏张炳泉张耀顺张振乾

金本纯 罗幼明 罗自华 罗名勋 罗光胜周圣清

周西伯 周西铭 周征文周旺昌 周德修郑佑骥

林金成 易恒清苗森林范耀南赵大奎赵步云

柳之春柳学武柳建勋 姚少岚姚胜明姚海咏

胡孚光胡金印 胡品元胡谦学胡晚珍胡新文

胡德志施冬喜 施晓波施惠雨钟应山 钟思尧

洪金发洪泽民 洪焰熹祝贵卿段植珊柯新洲

徐翔徐久洲 徐仲贤徐自重徐华藻徐松诚

徐家巽徐葆华夏玉珍夏明江高正超高成普

高志宝高伯樵高继学高鹏翥陶汇中 陶执良

陶宏烈 郭忠义袁明谷袁揆一黄农黄世臣

黄汉波黄有志黄争鸣 黄志文黄保林黄国骅

黄金海黄保康黄祯喜黄端庄‘梅木发梅律辉

章凤池 萧火明 萧永建萧志明 萧佑明 萧绍何

曹书庵曹东初 梁如贵商金元商泽鹏程立

程序程纲溪程幼安程绍安程定华程度超

程维纲 程崇意 程锡明 程德山 董三太 曾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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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永昌 曾定君 曾贯吾谢水平谢汉斌谢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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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家振舒邦彦童取跃童树林童俊超隗顺锦

： 雷勋善雷德学詹浩鹏蔡小平谭汉舟漆思明

：

管海斌廖雪帆熊瑞猛潘为民潘克昌 潘育林

霍华先霍育武衡孝瑞操良耀魏少东

。 工作人员 曹新梅胡金豪邱少洲徐晓莺梅英．

审定：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副总纂 向顺立

编审人员 黄道忠汪昭才宛若轩李赤



序

第一部《新洲县志》，经各方面志士仁人协力同心，
j I

忘我工作，历时六载，终于和我们见面了。全志百万余

言，如实地记述了新洲这块土地上的兴衰荣辱，沧海桑

田，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

新洲，地处武汉东大门，东北层峦叠翠，中部平原

广裹，西南襟江带湖，连接九省通衢，控扼鄂豫皖交通
●●

咽喉，为兵家必争之地。、 j

新洲，人才荟革，物产丰盈，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先民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祖祖辈辈在这里辛勤

劳动。古往今来，前赴后继，推动社会进步，谱写历史

篇章，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业绩，涌现了许多可钦可

敬的人物。抚今追昔，思绪万千。愿吾辈子孙，承上启

下，继往开来，再展宏图；愿此浩帙长卷，给今人以启

迪，给后世以借鉴。
’

《新洲县志》，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发扬认真、求实、创

新的精神和风格，纵横捭阖，揭示事物发展规律，总结

历史经验教训，把传统精神与现代文明融为一体，借古



鉴今，古为今用，资料翔实，简繁有度，地方色彩鲜明，

时代气息浓厚，时间跨度虽长而脉络清楚，内容层面虽

广而重点明晰。作为我县第一部志书，确实难能可贵，弥

足珍重。 ·，

我虽是《新洲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钽出力甚微。

志成之时，吾将去职；唯乡梓之情，权为小序，聊表耿

耿此心。

黄必胜
l 989年12月19日



屈， 例 。．⋯』⋯一

一、新洲县是1951年7月由原黄冈县西半部析置的
，

新县。为了追本溯源，本志上限不限，下限至1985年。

有些史实适当下延。

+二、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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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以翔实的资料为

基础，全面记述新洲历史与现状的基本面貌。

三、本志采用章节体。按照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相

结合的原则，谋篇布局。为加强宏观内容的记述，有些

篇首、章首设无题综述、绪言。全志设概述、大事记、专

志分篇、人物、杂录，以反映全县概貌。

四、本志采用志、传、图、表、录相结合，辅以照

片。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行文用语体文、记述体。

五、新洲于1949年5月2日全境解放。本志对1949

年5月14日以前，称解放前，1949年5月14日后，称

解放后。

六、本志依据“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独略同”的

原则，对近现代的重要史实记述较详；属于普遍性的共

性事物，记述从简；内容交叉事物，详主略次。



七、本志对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散记于大事记

及有关篇章，不另立专篇。

八、本志记述1949年1 0月1日以前的史实，均以

朝代、国号纪年，并加括号注明公元年号。记述1949年

1 0月1日后的史实，以公元纪年。记述解放后的史实，计

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人民币以新币计算。

各项数据以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编纂中对有些数字作

了核实。统计部门未统计的，以主管部门的数据为准。

九、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传、录、表以

卒年为序排列。卒年相同则以出生先后为序。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旧志、档案、图书、报刊、历

史文献、宗谱及口碑，均不注明出处。



概述⋯⋯⋯⋯⋯⋯⋯⋯⋯⋯⋯⋯⋯”，(1>

大事记⋯⋯⋯⋯⋯⋯⋯⋯⋯⋯⋯一(17)

第一篇 建置⋯⋯⋯⋯⋯⋯⋯⋯．(43)
第一章建置沿革·一⋯⋯⋯⋯⋯⋯⋯(43)

第一节隶属演变⋯⋯⋯⋯⋯⋯⋯(43)

第二节清末政区⋯⋯⋯⋯⋯⋯⋯(45)

第三节民国政区⋯⋯⋯⋯⋯⋯⋯(45)

第四节革命根据地⋯⋯⋯⋯⋯⋯(46)

第五节解放后政区⋯⋯⋯⋯⋯⋯(47)

第二章区镇(场、处)概况⋯⋯⋯(48)

．第一节城关镇⋯⋯⋯⋯⋯⋯⋯⋯(48)

第二节阳逻镇⋯⋯⋯⋯⋯⋯⋯⋯(50)

第三节仓埠镇⋯⋯⋯⋯⋯⋯⋯⋯(51)

第四节旧街镇⋯⋯⋯⋯⋯⋯⋯⋯(51)

第五节新集镇⋯⋯⋯⋯⋯⋯⋯⋯(52)

第六节徐古镇⋯⋯⋯⋯⋯⋯⋯⋯(52)

第七节潘塘镇⋯⋯⋯⋯⋯⋯⋯⋯(53)

．第八节双柳镇⋯⋯⋯⋯⋯⋯⋯⋯(54)

第九节大埠镇⋯⋯⋯⋯⋯⋯⋯⋯(54)

第十节新洲区⋯⋯⋯⋯⋯⋯⋯⋯(55)

。 第十一节仓埠区⋯⋯⋯⋯⋯⋯”(55)
第十二节辛冲区⋯⋯⋯⋯⋯⋯⋯(56)

? 第十三节三店区⋯⋯⋯⋯·：⋯⋯·(57)

第十四节凤凰区⋯⋯”：⋯⋯⋯⋯(57)

第十五节李集区⋯⋯⋯⋯⋯⋯⋯(58)

·第十六节汪集区⋯⋯⋯⋯⋯⋯⋯(59)

．． 第十七节孔埠区⋯⋯⋯⋯⋯⋯⋯(59)

第十八节涨渡湖农场⋯⋯⋯⋯⋯(60)

第十九节龙王嘴农场⋯⋯⋯⋯⋯(61)

第二十节道观河水库管理处⋯⋯(61)

第二篇自然条件⋯⋯⋯⋯⋯⋯(63)
第一章地质⋯⋯⋯⋯⋯⋯⋯⋯⋯⋯(63)

第一节地壳变迁⋯⋯⋯⋯⋯⋯⋯(63

第二节地层⋯⋯⋯⋯⋯⋯⋯⋯⋯(63

第三节构造⋯⋯⋯⋯⋯⋯⋯⋯⋯(64

第二章地形⋯⋯⋯⋯⋯⋯⋯⋯⋯⋯(65
’

第一节低山丘陵⋯⋯⋯⋯⋯⋯⋯(65

第二节岗地⋯⋯⋯⋯⋯⋯⋯⋯．．．(65

第三节平原⋯⋯⋯⋯⋯⋯⋯⋯⋯(66

第三章气候⋯⋯⋯⋯⋯⋯⋯⋯⋯⋯(66

第一节 日照⋯⋯⋯⋯⋯⋯⋯⋯⋯(66

第二节气温⋯⋯⋯⋯⋯⋯⋯⋯”(67
第三节风雨霜雪⋯⋯⋯⋯⋯⋯⋯(68

第四节蒸发量⋯⋯⋯⋯⋯⋯⋯⋯(69

第五节灾害性天气⋯⋯⋯⋯⋯⋯(69

第四章水文⋯⋯⋯⋯⋯⋯⋯⋯⋯⋯(69

第一节长江江段⋯⋯⋯⋯⋯⋯⋯(70

第二节河流⋯⋯⋯⋯⋯⋯⋯⋯⋯(70

第三节湖泊⋯⋯⋯⋯⋯⋯⋯⋯⋯(74

第四节地下水⋯⋯⋯⋯⋯⋯⋯⋯(75

第五章土壤⋯．．t⋯⋯⋯⋯⋯⋯⋯⋯(75

第一节类型⋯⋯⋯⋯⋯⋯⋯⋯⋯(75

第二节分布⋯⋯⋯⋯⋯⋯⋯⋯⋯(76

第六章资源⋯”⋯⋯⋯⋯⋯⋯⋯⋯·(77

第一节矿藏⋯⋯⋯⋯⋯⋯⋯⋯⋯(77

第二节野生植物⋯⋯一⋯⋯⋯⋯·(78

第三节野生动物⋯⋯⋯⋯⋯⋯一·(78

i-．第七章灾异⋯⋯⋯⋯⋯⋯⋯⋯⋯一(79

第三篇人口⋯⋯⋯⋯⋯⋯⋯⋯⋯(83)
第一章人口变动⋯⋯⋯⋯⋯⋯⋯⋯(83)

。‘第一节解放前人口⋯⋯”⋯⋯⋯·(83)

第二节解放后人口⋯⋯⋯⋯⋯一(84)

t 第二章人口构成⋯⋯⋯⋯⋯⋯⋯⋯(85)

第一节姓氏构成⋯⋯⋯⋯⋯⋯⋯(85)

． 第二节性别构成⋯⋯⋯⋯⋯·一·一(8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目 曩

第三节民族构成⋯⋯⋯⋯⋯⋯⋯(86

第四节年龄构成⋯⋯⋯⋯⋯⋯⋯(86

第五节文化构成⋯⋯⋯⋯⋯⋯⋯(87

第六节职业构成⋯⋯⋯“⋯⋯⋯(87

第七节地域构成⋯⋯⋯⋯⋯⋯⋯(87

第三章计划生育⋯⋯⋯⋯⋯⋯⋯⋯(88

第一节节育试验⋯⋯⋯⋯⋯⋯⋯(88

第二节控制多胎⋯⋯⋯⋯⋯⋯⋯(88

第三节实行“晚、稀、少”⋯⋯(89

第四节提倡一胎⋯⋯⋯⋯⋯⋯⋯(90

第四篇政党⋯⋯⋯⋯⋯⋯⋯(91)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91)

第一节代表大会⋯⋯⋯⋯⋯⋯⋯(95)

第二节组织系统⋯⋯⋯⋯⋯⋯⋯(97)

第三节党务工作⋯⋯⋯⋯⋯⋯⋯(110)

第四节党员⋯⋯⋯⋯⋯⋯⋯⋯⋯(116)

第二章中国国民党⋯⋯⋯⋯⋯⋯⋯(118)

第一节组织⋯⋯⋯⋯⋯⋯⋯⋯⋯(1 18)

第二节党务⋯⋯⋯⋯⋯⋯⋯⋯⋯(119)

第三节三民主义青年团⋯⋯⋯⋯(121)

第三章民主党派⋯⋯⋯⋯⋯⋯⋯⋯(123)

第五篇政权机构⋯⋯⋯⋯⋯(124)
第一章清末政权机构⋯⋯⋯⋯⋯⋯(125)

第一节县衙⋯⋯⋯⋯⋯⋯⋯⋯⋯(125)

第二节县辖机构⋯⋯⋯⋯⋯⋯⋯(125)

第二章民国政权机构⋯⋯⋯⋯⋯⋯(125)

第一节县府⋯⋯⋯⋯⋯⋯⋯⋯⋯(125)

第二节区乡⋯⋯⋯⋯⋯⋯⋯⋯⋯(127)

第三章根据地政权⋯⋯⋯⋯⋯⋯⋯(127)

第一节李紫区苏维埃⋯⋯⋯⋯⋯(127)

第二节黄冈县苏维埃⋯⋯⋯⋯⋯(128)

第三节黄冈县抗日民主政府⋯⋯(128)

第四章县人民代表大会⋯⋯⋯⋯⋯(128)

第一节历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29)

第二节历届人民代表大会⋯⋯⋯(130)

第三节县人大常务委员会⋯⋯⋯(134)

第四节镇、乡人大主席团⋯⋯⋯(140)

第五章县人民政府⋯⋯⋯⋯⋯⋯⋯(141)

第一节机构设置⋯⋯⋯⋯⋯⋯⋯(141)

第二节人事更选⋯⋯⋯⋯⋯⋯⋯(144)

第三节基层政权⋯⋯⋯⋯⋯⋯⋯(153)

第六篇政协社团⋯⋯⋯⋯．(161)
第一章政协⋯⋯⋯⋯⋯⋯⋯⋯⋯⋯(161)

第一节政协全委会议⋯⋯⋯⋯⋯(161)

第二节常设机构⋯⋯⋯⋯⋯⋯⋯(163)

第二章社团⋯⋯⋯⋯⋯⋯．．．⋯⋯⋯(165)

第一节工会⋯⋯⋯⋯⋯⋯⋯⋯”(165)
第二节农会⋯⋯⋯⋯⋯⋯⋯⋯⋯(167)

第三节共产主义青年团⋯⋯⋯⋯(169)

第四节妇女联合会⋯⋯⋯⋯⋯⋯(173)

第五节工商联合会⋯⋯⋯⋯⋯⋯(175)

第六节科学技术协会⋯⋯⋯⋯⋯(176)

第七节国际友好团体⋯⋯⋯⋯⋯(178)

第七篇司法⋯⋯⋯-⋯⋯⋯．(179)
第一章公安⋯⋯⋯⋯⋯⋯⋯⋯⋯⋯(179)

第一节打击反革命⋯⋯⋯⋯⋯⋯(1 80)

第二节治安管理⋯⋯⋯⋯⋯⋯⋯(180)

第三节户口管理⋯⋯⋯⋯⋯⋯⋯(182)

第四节交通管理⋯⋯⋯⋯⋯⋯⋯(182)

第五节消防⋯⋯⋯⋯⋯⋯⋯⋯⋯(183)

第六节保卫⋯⋯⋯⋯⋯⋯⋯⋯⋯’(185)

第二章检察⋯⋯⋯⋯⋯⋯⋯⋯⋯⋯一(186)

第一节刑事检察⋯⋯⋯⋯⋯⋯⋯(186)

第二节法纪检察⋯⋯⋯⋯⋯⋯⋯(187)

第三节经济检察⋯⋯⋯⋯⋯⋯⋯(188)

第四节监所检察⋯⋯⋯⋯⋯⋯⋯(188)

第五节控告申诉检察⋯⋯⋯⋯⋯(188)

第三章审判⋯⋯⋯⋯⋯⋯⋯⋯⋯⋯(189)

第一节刑事审判⋯⋯⋯⋯⋯⋯⋯(189)

第二节民事审判⋯⋯⋯⋯⋯⋯⋯(190)

第三节经济审判⋯⋯⋯⋯⋯⋯⋯(190)

第四节复查⋯⋯⋯⋯⋯⋯⋯⋯⋯(191)

第五节执行⋯⋯⋯⋯⋯⋯⋯⋯⋯(191)

第四章司法行政⋯⋯⋯⋯⋯⋯⋯⋯(191)

第一节法制宣传⋯⋯⋯⋯⋯⋯⋯(191)

第二节民间调解⋯⋯⋯⋯⋯⋯⋯(192)

第三节律师业务⋯⋯⋯⋯⋯⋯⋯(193)



目 录3

第四节公证⋯⋯⋯⋯⋯⋯⋯⋯⋯(194)

。：‘

第八篇政事⋯⋯⋯⋯⋯⋯⋯⋯(195)
第一章 民政⋯⋯”o⋯⋯⋯⋯⋯⋯”(195)

‘第一节优待抚恤⋯⋯⋯⋯⋯⋯⋯(195)

第二节安置⋯⋯⋯⋯一⋯⋯⋯⋯(198)

第三节救灾救济⋯⋯⋯⋯⋯⋯⋯(199)

第四节社会福利⋯⋯⋯⋯⋯⋯⋯(201)

’第五节移民⋯⋯⋯⋯⋯⋯⋯一⋯(202)

第六节婚姻登记⋯⋯⋯⋯．．．．⋯⋯(202)

第七节支前支边⋯⋯⋯⋯⋯⋯⋯(203)

第二章人事⋯⋯⋯⋯⋯⋯⋯⋯⋯⋯(203)

第一节干部状况⋯⋯⋯⋯⋯⋯⋯(204)

第二节干部任免⋯⋯⋯⋯⋯⋯·一(205)

第三节干部管理⋯⋯⋯⋯⋯⋯⋯(206)

第四节干部工资⋯⋯⋯⋯⋯⋯⋯(206)

． 第五节退休离休⋯⋯⋯⋯⋯⋯⋯(208)

第三章劳动⋯⋯⋯⋯⋯⋯⋯⋯⋯⋯(208)

第一节劳动就业⋯⋯⋯⋯⋯⋯⋯(209)

第二节劳动工资⋯⋯⋯⋯⋯⋯⋯(210)

第三节福利保险⋯⋯⋯·．．．⋯⋯一(214)

第四节安全监察⋯⋯⋯⋯⋯⋯⋯(214)

第四章土地管理⋯⋯⋯⋯⋯⋯⋯⋯(217)

第一节地籍管理⋯⋯⋯⋯⋯⋯⋯(217)

第二节土地征用⋯⋯⋯⋯⋯⋯⋯(219)

第三节沿界关系⋯⋯⋯⋯⋯⋯．．．(220)

第五章外事侨务⋯厶⋯⋯⋯⋯⋯(225)

第一节外事⋯⋯⋯·?⋯⋯⋯⋯⋯·(225)

第二节侨务⋯⋯⋯⋯⋯⋯⋯⋯⋯(228)

第六章信访⋯⋯⋯⋯⋯⋯⋯⋯⋯⋯(229)

第一节接待来访⋯⋯⋯⋯⋯⋯⋯(229)

第二节处理来信⋯．．，⋯⋯⋯⋯⋯(230)

第三节综合办复⋯⋯⋯⋯⋯⋯⋯(230)

第七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231)

第一节下放安置⋯⋯⋯．．．⋯⋯⋯(231)

第二节招工安置⋯⋯⋯⋯⋯⋯⋯(231)
～

，●

第九篇军事⋯⋯⋯⋯⋯⋯⋯⋯．
第一章建制⋯⋯⋯⋯⋯⋯一⋯⋯·“⋯

第一节，．清军⋯⋯⋯⋯⋯⋯⋯⋯“
第二节民国军队⋯⋯w⋯⋯^⋯·

第三节人民军队⋯⋯⋯⋯⋯⋯⋯

第二章驻军⋯⋯⋯w⋯⋯⋯⋯⋯⋯

第三章兵役⋯⋯⋯⋯⋯⋯⋯⋯⋯⋯

第一节清以前兵役制度⋯⋯⋯⋯

第二节招募制⋯⋯⋯⋯⋯⋯⋯⋯

第三节抽丁制⋯⋯⋯⋯⋯⋯⋯⋯

、 第四节志愿兵役制⋯⋯⋯⋯⋯⋯

第五节义务兵役制⋯．．．⋯⋯⋯⋯

第六节预备兵役制⋯⋯⋯⋯⋯⋯

第七节参军参战⋯⋯⋯⋯⋯⋯⋯

第四章民兵⋯⋯⋯⋯⋯⋯⋯⋯⋯⋯

第一节组织建设⋯⋯⋯⋯⋯⋯”
第二节军事训练⋯⋯⋯⋯⋯⋯⋯

第三节支前⋯⋯⋯⋯⋯⋯⋯⋯⋯

第四节参加生产建设⋯⋯⋯⋯⋯

第五章战事⋯⋯⋯⋯⋯⋯⋯⋯⋯⋯

(235)

(237)

(239)

(239)

(239)

(239)

(239)

(240)

(240)

(241)

(241)

(241)

(242)

(243)

(243)

(244)

第十篇农业⋯⋯⋯⋯⋯⋯⋯。(248)
第一章农业体制⋯⋯⋯⋯⋯⋯⋯⋯(248)

第一节封建土地所有制⋯⋯⋯⋯(249)

第二节土地改革⋯⋯⋯⋯⋯⋯⋯(250)

第三节互助合作化⋯⋯⋯⋯⋯⋯(250)

． 第四节人民公社化⋯⋯⋯⋯⋯⋯(251)

第五节联产承包责任制⋯⋯⋯⋯(252)

第六节国营场⋯⋯⋯⋯⋯⋯⋯⋯(252)

第二章种植业⋯⋯⋯⋯⋯⋯⋯⋯⋯(253)

第一节耕作制度⋯⋯⋯⋯⋯⋯⋯(253)

第二节农田建设⋯⋯⋯⋯”：⋯⋯(254)

第三节棉花生产⋯⋯⋯⋯⋯⋯⋯(255)

第四节粮食生产⋯⋯⋯⋯⋯⋯⋯(259)

第五节油料生产⋯⋯⋯⋯⋯⋯⋯(262)

‘第六节蔬菜生产⋯⋯⋯⋯⋯⋯⋯(263)

第三章林业⋯⋯⋯⋯j⋯⋯⋯⋯⋯”(264)

第一节林权⋯⋯⋯⋯⋯⋯⋯⋯⋯(265)

第二节造林⋯⋯⋯⋯⋯⋯⋯⋯⋯(265)

第三节护林⋯⋯⋯；⋯⋯⋯⋯⋯“(268)

第四章畜牧业⋯⋯⋯⋯⋯⋯⋯⋯一j(269)

第一节饲料⋯⋯⋯⋯⋯⋯⋯o⋯(269)

第二节饲养⋯⋯⋯⋯⋯“⋯⋯“·’(271)

第三节兽医⋯⋯⋯盘·“⋯⋯⋯⋯·(275)

。第四节疫病防治⋯⋯⋯⋯⋯⋯⋯(277)

·第五章渔业⋯⋯⋯⋯⋯⋯“⋯⋯“”‘(280)



4 目 录

第一节水面⋯⋯⋯⋯⋯⋯⋯⋯⋯

第二节养殖⋯⋯⋯⋯⋯⋯⋯⋯⋯

第三节捞捕⋯⋯⋯⋯⋯⋯⋯⋯⋯

第四节渔政管理⋯⋯⋯⋯⋯⋯⋯

第六章土特产生产⋯⋯⋯⋯⋯⋯⋯

第一节林特产品⋯⋯⋯⋯⋯⋯⋯

第二节水产品⋯⋯⋯⋯⋯⋯⋯⋯

第三节食用菌⋯⋯⋯⋯⋯⋯⋯⋯

第四节蜂蜜⋯⋯⋯⋯⋯⋯⋯⋯⋯

第五节狩猎品⋯⋯⋯⋯⋯⋯⋯⋯

(282)

(282)

(285)

(290)

(290)

(290)

(291)

(292)

(292)

(293)

第十一篇水利⋯⋯⋯⋯⋯⋯．(294)
第一章防洪工程⋯⋯⋯⋯⋯⋯⋯⋯(294)

第一节堤防⋯⋯⋯⋯⋯⋯⋯⋯⋯(295)

第二节涵闸⋯⋯⋯⋯⋯⋯⋯⋯⋯(298)

第二章灌溉工程⋯⋯⋯⋯⋯⋯⋯⋯(301)

第一节塘堰⋯⋯⋯⋯⋯⋯⋯⋯⋯(301)

第二节水库⋯⋯⋯⋯⋯⋯⋯⋯⋯(301)

第三节提水站⋯⋯⋯⋯⋯⋯⋯⋯(304)

第三章排涝工程⋯⋯⋯⋯⋯⋯⋯⋯(305)

第一节涨渡湖排涝工程⋯⋯⋯⋯(306)

第二节武湖排涝工程⋯⋯⋯⋯⋯(307)

第三节平原区排涝工程⋯⋯⋯⋯(307)

第四章倒水下游改道工程⋯⋯⋯⋯(308)

第一节规划及审议经过⋯⋯⋯⋯(308)

第二节工程实施⋯⋯⋯⋯⋯⋯⋯(308)

第三节工程效益⋯⋯⋯⋯⋯⋯⋯(310)

第五章管理经费⋯⋯⋯⋯⋯⋯⋯⋯(310)

第一节工程管理⋯⋯⋯⋯⋯⋯⋯(311)

第二节水利经费⋯⋯⋯⋯⋯⋯⋯(312)

第六章防汛抗旱⋯⋯⋯⋯⋯⋯⋯⋯(312)

第一节1954年防汛纪实⋯⋯⋯(313)

第二节1978年抗旱纪实⋯⋯⋯(313)

第十二篇农机⋯⋯⋯⋯⋯“(317)
第一章机具⋯⋯⋯⋯⋯⋯⋯⋯⋯⋯(319)

第一节传统农具⋯⋯⋯⋯⋯⋯⋯(319)

第二节耕作机械⋯⋯⋯⋯⋯⋯⋯(321)

第三节排灌机械⋯⋯⋯⋯⋯⋯⋯(322)

第四节植保机械⋯⋯⋯⋯⋯⋯⋯(323)

第五节收获机械⋯⋯⋯⋯⋯⋯⋯(323)

第六节加工机械⋯⋯⋯⋯⋯⋯⋯

第七节运输机械⋯⋯⋯⋯⋯⋯⋯

第八节动力机械⋯⋯⋯⋯⋯⋯⋯

第二章使用管理⋯⋯⋯⋯⋯⋯⋯⋯

第一节服务生产⋯⋯⋯⋯⋯⋯⋯

第二节农机管理⋯⋯⋯⋯⋯⋯⋯

第三章供应修理⋯⋯⋯⋯⋯⋯⋯⋯

第一节 购销⋯⋯⋯⋯⋯⋯⋯⋯⋯

第二节修配⋯⋯⋯⋯⋯⋯⋯⋯⋯

第四章培训推广⋯⋯⋯⋯⋯⋯⋯⋯

第一节技术培训⋯⋯⋯⋯⋯⋯⋯

第二节试验推广⋯⋯⋯⋯⋯⋯⋯

(324)

(325)

(325)

(329)

(329)

(330)

(332)

(332)

(334)

(334)

(335)

(337)

第十三篇工业⋯⋯⋯⋯⋯⋯(340)
第一章经济类型⋯⋯⋯⋯⋯⋯⋯⋯(341)

第一节国营工业⋯⋯⋯⋯⋯⋯⋯(341)

第二节集体工业⋯⋯⋯⋯⋯⋯⋯(342)

第三节私营工业⋯⋯⋯⋯⋯⋯⋯(342)

第四节个体工业⋯⋯⋯⋯⋯⋯⋯(343)

第二章机械工业⋯⋯⋯⋯⋯⋯⋯⋯(343)

第一节农用机械⋯⋯⋯⋯⋯⋯⋯(343)

第二节轻纺机械⋯⋯⋯⋯⋯⋯⋯(346)

第三节粮食机械⋯⋯⋯⋯⋯⋯⋯(346)

第四节运输机械⋯⋯⋯⋯⋯⋯⋯(347)

第五节通用机械⋯⋯⋯⋯⋯⋯⋯(348)

第三章冶金工业⋯⋯⋯⋯．⋯⋯⋯⋯(350)

第一节钢材改制⋯⋯⋯⋯⋯⋯⋯(350)

第二节粉末冶金⋯⋯⋯⋯⋯⋯⋯(350)

第三节液态模锻⋯⋯⋯⋯⋯⋯⋯(351)

第四章轻纺工业⋯⋯⋯⋯⋯⋯⋯⋯(351)

第一节印刷⋯⋯⋯⋯⋯⋯⋯$J0 900(352)

第二节造纸⋯⋯⋯⋯⋯⋯⋯⋯⋯(352)

第三节皮革⋯⋯⋯⋯⋯⋯⋯⋯⋯(353)

第四节缝纫⋯⋯⋯⋯⋯⋯⋯⋯⋯(353)

第五节 日用工具⋯⋯⋯⋯⋯⋯⋯(354)

第六节工艺品⋯⋯⋯⋯⋯⋯⋯⋯(356)

第七节罐头⋯⋯⋯⋯⋯⋯⋯⋯⋯(356)

第八节饮料⋯⋯⋯⋯⋯⋯⋯⋯⋯(356)

第九节纺纱⋯⋯⋯⋯⋯⋯⋯⋯⋯(357)

第十节织布⋯⋯⋯⋯⋯⋯⋯”⋯·(358)

第十一节印染⋯⋯⋯⋯⋯⋯⋯⋯(359)

第十二节制线⋯⋯⋯⋯⋯⋯⋯⋯(359)



目 曩5

第十三节针织⋯⋯⋯⋯⋯⋯⋯⋯(360)

第五章燃化工业⋯⋯⋯⋯⋯⋯⋯⋯(360)

第一节煤炭⋯⋯⋯⋯⋯⋯⋯⋯⋯(360)

第二节氮肥⋯⋯⋯⋯⋯⋯⋯⋯”·(361)

第三节磷肥⋯⋯⋯⋯⋯⋯⋯⋯⋯(363)

第四节橡胶塑料制品⋯⋯⋯．．-⋯(364)

第六章建材工业⋯⋯⋯⋯⋯⋯⋯⋯(365)

第一节水泥⋯”⋯⋯⋯“⋯⋯⋯”(366)

第二节’砖瓦⋯⋯·”．．．⋯⋯一⋯⋯(367)

。第三节砂石“⋯⋯⋯⋯⋯⋯⋯⋯·(367)

·第四节油毡水泥制品及其他⋯⋯(368)

第七章加工工业”⋯⋯⋯⋯⋯⋯⋯·(368)

。第一节粮棉油加工⋯⋯⋯⋯⋯⋯(368)

第二节副食品加工⋯⋯⋯⋯⋯⋯(370)

第三节饲料加工⋯⋯⋯⋯⋯⋯⋯(371)

。第四节猪鬃加工⋯⋯⋯⋯⋯⋯⋯(371)

第八章交通工业⋯⋯⋯⋯⋯⋯⋯⋯(372)

第一节船舶修造⋯⋯⋯⋯⋯⋯”(372)
第二节汽车修理⋯⋯⋯⋯⋯⋯⋯(372)

第九章电力工业⋯⋯⋯⋯⋯⋯⋯⋯(373)

二第一节发电⋯⋯⋯⋯⋯⋯⋯⋯⋯(373)

第二节输变电⋯⋯⋯⋯⋯⋯⋯⋯(375)

第三节供用电⋯⋯⋯⋯⋯⋯⋯⋯(377)

第十章乡镇工业⋯⋯⋯⋯⋯⋯⋯⋯(378)

第一节发展概况⋯⋯OOO OOg·O OO⋯·(378)

第二节生产行业_⋯⋯⋯⋯⋯⋯(378)

第三节产品⋯⋯⋯⋯⋯⋯⋯⋯⋯(379)

第四节生产设备⋯⋯⋯“_⋯⋯·(380)

第五节管理⋯⋯⋯⋯⋯⋯⋯·：⋯·(380)

第十四篇交通邮电⋯⋯⋯⋯⋯(384)
第一章交通运输一⋯⋯一“⋯⋯⋯”(384)

j 第一节陆路交通⋯⋯⋯⋯⋯⋯⋯(385)

第二节水路交通⋯⋯⋯⋯⋯⋯⋯(389)

第三节运输机具⋯⋯⋯⋯⋯⋯⋯(391)

第四节运输·”⋯⋯⋯⋯⋯⋯．．．⋯(393)

’第五节交通管理⋯⋯⋯⋯⋯⋯⋯(396)

第二章邮政⋯⋯⋯⋯⋯⋯⋯⋯⋯OB·(398)

第一节驿铺⋯⋯⋯⋯⋯⋯⋯⋯”·(398)

第二节邮路⋯”⋯⋯⋯⋯⋯⋯⋯·(399)

第三节邮政设施⋯⋯⋯⋯⋯⋯⋯(401)

第四节邮政业务⋯⋯⋯⋯⋯⋯⋯(401)

第五节机要通讯⋯⋯⋯⋯⋯⋯⋯

第三章电信⋯⋯⋯⋯⋯⋯⋯⋯⋯·“

第一节电话⋯⋯⋯⋯⋯⋯gOD OOO⋯

第二节电报⋯⋯⋯⋯⋯⋯⋯⋯⋯

第三节传真⋯⋯⋯⋯⋯⋯⋯⋯⋯

第十五篇城乡建设⋯⋯⋯⋯。
第一章建设规划⋯⋯⋯⋯⋯⋯⋯⋯

第一节县域规划⋯⋯⋯⋯⋯⋯⋯

第二节集镇规划⋯⋯⋯⋯⋯⋯⋯

第三节乡村规划⋯⋯⋯⋯⋯⋯⋯

第二章建筑设计⋯⋯⋯⋯⋯⋯⋯⋯

第一节勘察⋯⋯⋯⋯⋯⋯⋯⋯⋯

第二节设计⋯⋯⋯⋯$·O 000 OOB 000 00·

第三章建筑安装⋯⋯⋯⋯⋯⋯⋯⋯

第一节建筑队伍⋯⋯⋯⋯⋯⋯⋯

第二节设备⋯⋯⋯⋯⋯⋯⋯⋯⋯

·第三节工程⋯⋯⋯⋯⋯⋯⋯⋯⋯

第四节管理⋯⋯⋯⋯⋯⋯⋯⋯⋯

第四章县辖老三镇建设⋯⋯⋯⋯⋯

第一节城关镇建设⋯⋯⋯⋯⋯⋯

第二节阳逻镇建设⋯⋯⋯⋯⋯⋯

第三节仓埠镇建设⋯⋯⋯⋯⋯⋯

第五章乡村建设⋯⋯⋯⋯⋯⋯·悠⋯

第一节小集镇建设⋯⋯⋯⋯⋯⋯

第二节村庄建设⋯⋯⋯⋯⋯⋯⋯

第六章房地产⋯⋯⋯⋯⋯⋯⋯⋯⋯

第一节产权⋯⋯⋯⋯⋯⋯⋯⋯⋯

第二节经营⋯⋯⋯⋯⋯⋯⋯⋯⋯

第三节修建⋯⋯⋯⋯⋯⋯⋯⋯⋯

第七章环境保护⋯⋯⋯⋯⋯⋯⋯⋯

第一节工业污染防治⋯⋯⋯⋯⋯

第二节农业污染防治⋯．．．⋯⋯⋯

第八章农林能源⋯⋯⋯⋯⋯⋯⋯⋯

第一节沼气池建设⋯⋯⋯⋯⋯⋯

第二节节柴灶推广⋯⋯⋯⋯⋯⋯

第十六篇贸易_⋯⋯⋯⋯⋯⋯
第一章市场⋯·OO OOO OOO⋯⋯⋯⋯⋯⋯

第一节集市⋯⋯⋯⋯⋯⋯⋯⋯⋯

第二节商业网点⋯⋯⋯⋯⋯⋯⋯

一

．

●-

)))))

3

4

4

6

6

0

0

O

0

O

4

4

4

4

4(((((

))))))))))))))))))))))))))))))

r卜r卜8

8

9

9

9

9

1

1

2

3

4

5

5

9

1

3

3

5

6

6

8

8∞O

2圆圆饵批碱砌砌砌砌砌砌钉n钉虬钉n钉札舵铊铊铊铊铊铊铊船躬躬娼躬躬

O

O((((((((((((((((((((((((((((

、

。

一．，．．

÷

^，．^，f，，

。



6 目 录

第二章经营体制⋯⋯⋯⋯⋯⋯⋯⋯(439)

第一节私营商业⋯⋯⋯⋯⋯⋯⋯(439)

第二节国营商业⋯⋯⋯⋯⋯⋯⋯(439)

第三节集体商业⋯⋯⋯⋯⋯⋯⋯(442)

第四节个体商业⋯⋯⋯⋯⋯⋯⋯(443)

第五节联营商业⋯⋯⋯⋯⋯⋯⋯(443)

第三章行业贸易⋯⋯⋯⋯⋯⋯⋯⋯(445)．

第一节粮食行业⋯⋯⋯⋯⋯⋯⋯(445)

第二节棉花行业⋯⋯⋯⋯⋯⋯⋯(452)

第三节食品(副食品)行业⋯⋯(454)

第四节百货、纺织品行业⋯⋯⋯(457)

第五节五金、交电行业⋯⋯⋯⋯(459)

第六节、石油、煤炭行业⋯⋯⋯⋯(460)

第七节建材行业⋯⋯⋯⋯⋯⋯⋯(462)

第八节金属、机电设备行业⋯⋯(462)·

第九节医药、化工行业⋯⋯⋯⋯(463)

第十节农业生产资料行业⋯⋯⋯(465)

+第十一节 日用杂品行业⋯⋯⋯⋯(467)

第十二节饮食服务业⋯⋯⋯⋯⋯(469)

第十三节废旧物资回收⋯⋯⋯⋯(472)

第四章出口商品⋯⋯⋯⋯⋯⋯⋯⋯(473)

第一节农副产品⋯⋯⋯⋯⋯⋯⋯(473)

第二节工业品⋯⋯⋯⋯⋯⋯⋯⋯(474)

第十七篇财政⋯⋯⋯⋯⋯．(476)
第一章机构沿革⋯⋯⋯⋯⋯⋯⋯⋯(476)

第一节清末、民国财政机构⋯⋯(476)

第二节抗日根据地财政机构⋯⋯(477)

第三节解放后财政机构⋯⋯⋯⋯(477)

第二章财政收支⋯⋯⋯⋯⋯⋯⋯⋯(477)

第一节清末、民国时期财政收支⋯⋯

·⋯··⋯⋯·⋯⋯⋯···⋯···⋯···⋯⋯⋯··(478)

第二节解放后财政收支⋯⋯⋯⋯(478)

第三节财政管理⋯⋯⋯⋯⋯⋯⋯(481)

第四节公债发行⋯⋯⋯⋯⋯⋯⋯(483)

第三章税务⋯⋯⋯⋯⋯⋯⋯⋯⋯⋯(488)

第一节税制⋯⋯⋯⋯⋯⋯⋯⋯⋯(488)

第二节税收⋯⋯⋯⋯⋯⋯⋯⋯⋯(488)

第三节征收管理⋯“⋯⋯⋯⋯⋯·(491歹

第四章审计⋯⋯⋯⋯⋯⋯⋯⋯⋯⋯(494)

第十八篇金融⋯⋯⋯⋯⋯”(495)

第一章货币⋯⋯⋯⋯⋯⋯⋯⋯⋯⋯

第一节流通币种⋯⋯⋯⋯⋯⋯⋯

第二节投放与回笼⋯⋯⋯⋯⋯⋯

第二章金融机构⋯⋯⋯⋯⋯⋯⋯⋯

第一节当铺⋯⋯⋯⋯⋯⋯⋯⋯⋯

第二节钱摊⋯⋯⋯⋯⋯⋯⋯⋯⋯

第三节信用合作社⋯⋯⋯⋯⋯⋯

第四节银行⋯⋯⋯⋯⋯⋯⋯⋯⋯

第五节保险公司⋯⋯⋯⋯m⋯⋯

第三章存款⋯⋯⋯⋯⋯⋯⋯⋯⋯⋯

第一节经济组织存款⋯⋯⋯⋯⋯

第二节财政性存款⋯⋯⋯⋯⋯⋯

第三节城乡储蓄⋯⋯⋯⋯⋯⋯⋯

第四章贷款⋯⋯⋯n⋯⋯⋯⋯⋯⋯·

第一节农业贷款⋯⋯⋯⋯⋯⋯⋯

第二节工业贷款⋯⋯⋯⋯⋯⋯⋯

第三节商业贷款⋯⋯⋯⋯⋯⋯⋯

第四节基建贷款⋯⋯⋯⋯⋯⋯⋯

第五章保险⋯⋯⋯⋯⋯⋯⋯⋯⋯⋯

第一节投保⋯⋯⋯⋯”：⋯⋯⋯⋯

第二节理赔⋯⋯⋯⋯⋯⋯⋯⋯⋯

第六章金融管理⋯⋯⋯⋯⋯⋯⋯⋯

第一节现金管理⋯⋯⋯⋯⋯⋯⋯

第二节结算管理⋯⋯⋯⋯⋯⋯⋯

第三节拨款管理⋯⋯⋯⋯⋯⋯⋯

(495)

(495)

(498)

(498)

(498)

(499)

(500)

(501)

(501)

(502)

(502)

(502)

(502)

(503)

(503)

(504)

(504)

(505)

(505)

(505)

(506)

(506)

(506)

(507)

(507)

第十九篇经济管理⋯⋯⋯⋯⋯(509)
第一章物价⋯⋯⋯⋯⋯⋯⋯⋯⋯⋯(509)

第一节价格水平⋯⋯⋯⋯⋯⋯⋯(510)

第二节商品差价⋯⋯⋯⋯⋯⋯⋯(512)

第三节商品比价⋯⋯⋯⋯⋯小⋯(515)

第四节物价管理⋯⋯⋯⋯⋯⋯⋯(516)

第二章工商行政管理⋯⋯⋯⋯⋯⋯(518)

第一节市场管理⋯⋯⋯⋯⋯⋯⋯(519)

第二节登记管理⋯⋯⋯⋯⋯⋯⋯(521)

第三节经济合同管理⋯⋯⋯⋯⋯(525)

第四节商标管理⋯⋯⋯⋯⋯⋯⋯(525)

第五节广告管理⋯⋯⋯⋯⋯⋯⋯(526)

第三章计量管理⋯⋯⋯⋯⋯⋯⋯⋯(526)

第一节旧杂制计量⋯⋯⋯⋯⋯⋯(527)

第二节法定计量⋯⋯⋯⋯⋯⋯⋯(528)



目 录7

第二+篇教育⋯⋯⋯⋯⋯⋯(529)
～⋯

第一章私塾、书院⋯⋯⋯⋯⋯⋯⋯(530)一

第一节私塾⋯⋯⋯⋯⋯⋯⋯⋯⋯(530)

第二节书院⋯⋯⋯⋯⋯⋯⋯⋯”(531)
第二章幼儿教育⋯⋯⋯⋯⋯⋯⋯⋯(532)

： 第一节幼儿班⋯⋯⋯⋯⋯⋯⋯”(532)
第二节幼儿(稚)园⋯⋯⋯⋯⋯(533)’

第三章小学教育⋯⋯⋯⋯⋯⋯⋯⋯(534)

． ，第一节公立小学⋯⋯⋯⋯：⋯⋯一(534)

。，、 第二节私立小学⋯⋯⋯⋯⋯⋯⋯(536)

第三节民办小学⋯⋯⋯⋯⋯⋯⋯(537)

第四章中等教育⋯⋯⋯⋯⋯⋯⋯⋯(539)‘

第一节公办中学⋯⋯⋯⋯⋯⋯⋯(539)

第二节私立中学⋯⋯⋯⋯⋯⋯⋯．(541)

第三节集体办中学⋯⋯⋯⋯⋯⋯(541)

第四节中等专业学校⋯⋯⋯⋯⋯(543)‘

第五节中等职业学校⋯⋯⋯⋯⋯(544)

第五章成人教育⋯⋯⋯⋯⋯⋯⋯⋯(545)

第一节扫盲教育⋯⋯⋯⋯⋯⋯⋯(546)
’

第二节农民技术教育⋯⋯ola 000 ogD(546)

第三节干部职工教育⋯⋯⋯⋯⋯(547)

第四节函授教育⋯⋯⋯⋯⋯⋯⋯(548)

第五节广播电视教育⋯⋯⋯⋯⋯(548)

第六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549)

第六章师资⋯”⋯⋯⋯⋯⋯⋯⋯⋯·(550)

第一节教师队伍⋯⋯⋯⋯⋯⋯⋯(550)

第二节教师待遇⋯⋯⋯⋯⋯⋯⋯(551)‘

第三节教师培训⋯⋯⋯⋯⋯⋯⋯(553)

第七章经费及设施⋯⋯⋯⋯⋯⋯⋯(553)

第一节国家拨款⋯⋯⋯⋯⋯⋯⋯(554)

第二节自筹资金⋯⋯⋯⋯⋯⋯⋯(554)
‘

第三节勤工俭学⋯⋯⋯⋯⋯⋯⋯(556)

?’ 第四节教学设备⋯⋯⋯⋯⋯⋯mo rn(557)

第二+一篇科技⋯⋯⋯⋯⋯．(559)
第一章科技组织⋯⋯⋯⋯⋯⋯⋯⋯(560)

第一节科研机构⋯⋯⋯⋯⋯⋯⋯(560)

’第二节科技队伍⋯⋯⋯⋯⋯⋯⋯‘(561)
‘ 第二章科技活动⋯⋯⋯⋯⋯⋯⋯⋯(562)

第一节宣传培训⋯”“⋯⋯⋯⋯”(562)
”

、．第二节实验示范⋯⋯⋯⋯⋯⋯⋯(563)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试验研究⋯⋯⋯⋯⋯⋯⋯(563)

推广应用

交流协作⋯⋯⋯⋯⋯⋯⋯(565)

第三章科技成果⋯⋯⋯⋯⋯⋯⋯⋯(567)

第四章科技管理⋯⋯⋯⋯⋯⋯⋯一(574)

第一节科技计划管理⋯⋯⋯⋯⋯(574)

第二节科技成果管理⋯⋯⋯⋯⋯(574)

第三节科技干部管理⋯⋯⋯⋯⋯(575)

第四节科技经费管理⋯⋯⋯⋯⋯(575)

第五章测报预报⋯⋯⋯⋯⋯⋯⋯⋯(576)

第一节地震测报⋯⋯⋯⋯⋯⋯⋯(576)

第二节气象测报⋯⋯⋯⋯⋯⋯⋯(576)

第二十二篇文化⋯⋯⋯⋯⋯⋯(578)
第一章文化事业机构⋯⋯⋯⋯⋯⋯(578)

第一节文化馆⋯⋯⋯⋯⋯⋯⋯⋯(578)

第二节文化宫⋯⋯⋯⋯⋯⋯⋯⋯(579)

第三节图书馆⋯⋯⋯⋯⋯⋯⋯⋯(579)

第四节档案馆(室)⋯⋯⋯⋯⋯(579)

‘第五节书店⋯⋯⋯⋯⋯⋯⋯⋯⋯(579)

第六节电影公司⋯⋯⋯⋯⋯⋯⋯(579)

第七节剧团⋯⋯⋯⋯⋯⋯⋯⋯⋯(579)

第八节社会文艺团体⋯⋯⋯⋯⋯(580)

第二章文化艺术⋯⋯⋯⋯⋯⋯⋯⋯(581)

第一节戏剧⋯⋯⋯⋯⋯⋯⋯⋯⋯(581)

第二节曲艺⋯⋯⋯⋯⋯⋯⋯⋯⋯(583)

第三节杂艺⋯⋯⋯⋯⋯⋯⋯⋯⋯(584)

第四节音乐舞蹈⋯⋯⋯⋯⋯⋯⋯(584)

第五节书画⋯⋯⋯⋯⋯⋯⋯⋯⋯(585)

第六节摄影⋯⋯⋯⋯⋯⋯⋯⋯⋯(586)

第七节电影⋯⋯⋯⋯⋯⋯⋯⋯⋯(586)

第八节书刊⋯⋯⋯⋯⋯⋯⋯⋯⋯(587)

第九节文学创作⋯⋯⋯⋯⋯⋯⋯(590)

第三章新闻⋯⋯⋯⋯⋯⋯⋯⋯⋯⋯(591)

第一节通讯报道⋯⋯⋯⋯⋯⋯⋯(591)

第二节广播⋯⋯⋯⋯⋯⋯⋯⋯⋯(592)

第三节电视⋯⋯⋯⋯⋯⋯0 0 0⋯”(595)

第四章档案⋯⋯⋯⋯⋯⋯⋯⋯⋯⋯(596)

第一节档案管理⋯⋯⋯⋯⋯⋯⋯(596)

第二节档案利用⋯⋯⋯⋯⋯⋯⋯(596)

第五章文物胜迹⋯⋯⋯⋯⋯⋯⋯⋯(597)

第一节历史文物⋯⋯⋯⋯⋯⋯⋯(59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