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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口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稿小组、编辑部人员

(委员、组员：编辑，均以姓氏笔划为序)

编

主任曾广权 胡济泉

删主任梁恩龙 雷家寿

委 员 尹全朴I班I
刘汉章 刘华安

陈奠乾(女)

欧阳征英(女)

曾值桃 萧伦

萧硕仁 谢正阶

顾问尹文安 向本槐

纂 委 员 会

厩—贾l 谭春英(女) 杨德光 许梓元

王章泉 邓应元 毛政峰 刘杰 刘大燕

刘家鼎 石盛奇 向书元 张赐松 。

杨乐生 林和生 。林道炎 周友兴 欧阳寿

段世立 袁连成 郭连生 黄民胜 彭绍来

萧光中 I萧罕瓦I 萧和友；萧延秀(女)

谢光银 廖日新

周振寰 l磊髓 鄄明臣

审 稿 小‘ 组

组长李本泳

副组长李怀仁

组员石盛奇 陈远用 姜照明 袁连成 黄叨和 彭绍来

主编许梓元

编 邵

副主编廖日新 萧伦 杨乐生 苏友直

编辑王佑中 刘锡福 姚国基 曾维通 谢国轩 潘永森

工作人员 卢军· 刘建琼(女) 萧友莲(女)
．

主要摄影潘永森 廖日新 许梓元

地图绘制陈可夫

封面、插图设计潘永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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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 唐作藩

我国国史历代编纂不绝，地方志书也是数十年纂修一次。上自天象，下至地理，以及典

章制度、人物业绩、社会风情，籍史志以流传至今。史志的编修是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

可凝聚民族精神，发扬爱国情操。

洞口原隶属武冈县(州)，唐至清代曾多次修志，但对洞口境内的政治、经济、文化、风情

记述甚少。洞口．自1952年建县以来，也多次倡导修志，但由于多种原因，县志屡修屡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政通人和，值盛世修志之时，中共洞口县委和洞口县

人民政府，于1985年拨付专款，调集专才，广搜博采，殚精竭虑，尽七年之功，八订纲目，

六易其稿，终于在1992年底交付印刷，全书30篇、131章，450节，110余万字o．从此，一方乡

风，展卷可得，鉴往知来，使为政者将有所咨考。

《洞口县志))印刷出版是当前全国修志工作中所涌现的重要成果之一。其业之宏，其功

之精，其效之著，自有志在，不待赘言。若进而言之，这部志书基本达到了指导思想正确，

论据充实可信，时代特点突出，地方色彩浓郁，篇且设计合理和文字通俗可读等新编地方志

之要求。如概述详叙了本地的自然环境、历代政事和自然资源，列举了实地调查的科学数

据，都可资当代社会主义建设之参考，政治．经济、文教各篇章详述本地新中国建立前后的

情况，今昔对比，显示了建国四十多年来的巨大成就，也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

篇集录人民生产斗争、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农谚，还记载了民间歌谣、故事传说以及

方言土语、民族语词，又是研究地方文艺和民俗的最好材料。总而言之， 《洞口县志》是一

部具有特色的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突出的好地方志，是洞口县的一部百科全书。对今后

社会主义物质与精神两个文明建设定能发挥积极作用。 ．

《洞口县志》编写之成功，当归因予县领导的重视，修志人员的努力，行业部门的合作，

四方八面的支援等等。尤其可贵者为1989年深秋的评稿会，县领导邀请方志工作各级负责人

和各方面专家、犀行，济济一堂，共商志事，畅所欲言，各抒已见，集思广益，精益求精，

保证了这部新县志的质量。

县领导来京公干，惠告《洞口县志》行将出版，作为洞口籍凡我感到非常高兴，谨表
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激。愿故乡青山绿水，钟灵毓秀，愿故乡父老接受游子莼鲈之思的

情宜。特遵嘱而为之序。
。

一九九=年于北京大学



原中共洞口县委书记 孙在田

《洞口县志》在全县深化改革、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新形势下出版问世了。这

是全县人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一件大事。

洞口，历为湖南省粮食、木材、茶叶、生猪生产基地，有茶果之乡的美称。居住在这块

土地上的汉、瑶，苗、回等各族人民，勤劳勇敢，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大革命时期，许多

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创造了可歌可泣的革命业绩，抗日战争时期，洞口人民捍卫乡

土，奋起抗敌，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40多年来，洞口各族人民在

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今日的洞口，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日趋富裕，不仅结束了贫穷落后的历史，而且进

入齐奔小康的新时期。

历史在发展，人民在前进。为了系统、完整地记述我县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的变

革和发展，以及风土人情的历史和现状，用以鉴古知今，加速四化建设步伐。中共洞口县委

和县人民政府子1984年做出编纂《洞口县志》的决定，并组成编委会及其办公室。以专业人

员为骨干，与熟悉县情，热心县志事业的老同志相结合，组成调研、撰写班子，广征博采，

奔走不懈，查阅档案，图书万余卷，调查走访1600余人次。在搜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实事求是，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详今略古，撰写初稿，分送革命老前辈及有关专家、学者、名师修改

斧正，且于1989年，请市、省内修志专家、行家进行评审。先后六易其稿，新志始成；存史、

资治，教化之所依，承先启后，荫及未来之大业终告竣枣。在长达七年的县志编纂过程中，

全体编纂人员精心著述，辛勤耕耘，上级领导部f-]矛W县属有关单位大力支持。凡此，我作为

修志期间的县委负责人．深致谢意l

《洞口县志》定稿期间，我通读了金志。新志真实地反映了洞口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发展

史实，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得当，文字精练，具有地方特点，不失为精心之作，至于

缺点和疏漏之处，则待识者赐教。

值此新志问世之际，回忆我在洞口工作六年的前后历程，岁月峥嵘，浮想联翩，党和人

民给了我的教诲，给了我的力量，感激之余，命笔作序。

一九九二年七月

·2·



J唪 ：
≯’l ”

原洞口县县长 曾广权

这是洞口县第一部县志。

洞口自晋太康元年(280)到唐武德七，F(624)的344年中，曾两次单独建县，均未修

过县志。1952年再度置县后，曾于1958年组织修志，因多种原因，仅编出洞口“地理、农
业、财贸、文教刀等6卷抄写本。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金县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文蔚起，给编写县志创造了良好
条件。1 984年11Y]，中共洞口县委，洞口县人民政府作出编纂《洞口县志》的决定，

从1985年3月开始，拨付专款，调集专才，广征博采，殚精竭虑写成初稿。历时七年，八

订纲目，六易其稿，于1992年夏定稿付印，全志110万字。我通读全志，觉得体例完备，载

录翔实，观点正确，文字简练，既记述了洞口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求解放与各种反动

势力进行英勇斗争的历史事实，又记载了洞口县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到百业俱兴、人民丰

衣足食的变迁过程，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同时又

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评价了功过是非。不仅是洞口全境各方面资料的总汇，也

是建县以来历史的真实写照，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矽的作用。

编写《洞口县志》是一项巨大的综合工程。它的出版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果。应对各

部门、各单位及专家、学者、名师对编繁《洞口县志》的大力支持和多方协助表示感谢。

古人云。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纂和出版地方志书，就是为了

给“治郡国者"立“鉴’’。现在，洞口第一部县志出版了，将对今后建设好洞口，产生良好

的借鉴，因此，欣然命笔，谨为此序。

】992年国庆于洞口

·3·



凡 例

一、新编((洞口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哥，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记述洞口县的自然、政治、经济、

文化诸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串贯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为1840年，间有必要时上溯，下限到

1986年。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圈、表等体裁。《概述》，综述县情，总摄金书， 《大察

记》，纵贯古今，记叙境内大事、要事，新事和首次发生的重大事件，各专志，横列门类，

纵述史实。全书设《建置沿革》、《自然环境》，((人口》，《经济综述》、《经济管理》、

《种植业》、议林业))、《水利》、《畜牧水产》、《乡镇企业》、《农具农机》、《工

业》、《交通邮电》、《能源))、《商业》、《财政金融》、《城乡建设》、《中国共产党

地方组织》、《党派群团》，《政权政协》、《公安司法》、《民政》、《劳动人事》、

Ⅸ军事》、Ⅸ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文化广播》，《社会》、 《人物》共30

篇，131章、450节。《概述))、 《大事记》，未列入篇的序列。

三、文体。除《概述))有教有议、叙议结合外，其余均采用记瓿体、语体文，以史料述

事，寓褒贬于其中。

四、纪年。新中国成立以前，先书朝代年号，括注公元年号。新中国成立后，用公元纪

年。所书“年代"，皆属20世纪。

五、 Ⅸ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和结合。所记事件凡有月日可稽者，注明月

日，日期不详者，用“上旬"、“下旬"或“同月”附予月末1月不详者，用“春”，“夏”．

“秋’’、 “冬"附于季末，季不详者，用“同年”、 “是年”谢于年末。

六、志内称谓。凡历史朝代称弓，一律沿用通秘?，地理名称和各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

等，均依当时的典章制度和习惯称呼。

七、本志所列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用金称，而后采用约定俗成的简称。如“中国共产

党洞口县委员会"、“武冈县人民政府洞口办事处”、“洞口县人民委员会”、“洞口县人

民政府"，简称“中共洞FJ县委刀或“县委”、 “洞口办事处”、“县人委"、“县政府”。

八、本志采记的史实发生的古地名、古乡镇名，皆括注今地名，今乡、镇名。

九、洞口于1952年4月1日宣告新置县。建县前的今全境称“洞口境内刀，洞口区与城

关镇范围内均称“洞口"。

十、本志各项数据，除总面积和耕地面积外，其它数据以县统计局的数字为准。工，农

业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使用计量单位，采用各个历史时期的法定计量单位．但在纵比时，

则用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同家法定计量单位。旧人民币值，一律换算成新人民币值。

十一，本志资料，大部分来自洞口县档案馆和县级各部门，少部分录自正史、1只志．

。4。



家谱，碑亥4、有关报刊、专著和老人回忆以及采访记事等，经考证鉴别后载入。一般不交待

出处，引文则在文中夹注。注释采用脚注(页末注)标·符号．

十二境内赧水，历史习惯又称资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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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l吱⋯⋯⋯⋯⋯⋯⋯⋯⋯⋯⋯⋯⋯⋯⋯⋯⋯⋯⋯⋯⋯⋯⋯⋯⋯⋯⋯⋯⋯(92)

岗地⋯⋯⋯⋯⋯⋯⋯⋯⋯⋯⋯⋯⋯⋯⋯⋯⋯⋯⋯⋯⋯⋯⋯⋯⋯⋯⋯⋯⋯(92)

平原⋯⋯⋯⋯⋯⋯⋯⋯⋯⋯⋯⋯⋯⋯⋯⋯⋯⋯⋯⋯⋯⋯⋯⋯⋯⋯⋯⋯⋯(93)

水文⋯⋯⋯⋯⋯⋯⋯⋯⋯⋯⋯⋯⋯⋯⋯⋯⋯⋯⋯⋯(94)

地表水⋯⋯⋯⋯⋯⋯⋯⋯⋯⋯⋯⋯⋯⋯⋯⋯⋯⋯⋯⋯⋯⋯⋯⋯⋯⋯⋯⋯(94)

地下水⋯⋯⋯⋯⋯⋯⋯⋯⋯⋯⋯⋯⋯⋯⋯⋯⋯⋯⋯⋯⋯⋯⋯⋯⋯⋯⋯⋯(95)

气候⋯⋯⋯⋯⋯⋯⋯⋯⋯OOO o o o⋯⋯⋯⋯⋯⋯⋯⋯⋯(96)

气候特征⋯⋯⋯⋯⋯⋯⋯⋯⋯⋯⋯⋯⋯⋯⋯⋯⋯⋯⋯⋯⋯⋯⋯⋯⋯⋯⋯(96)

气候要素⋯⋯⋯⋯⋯⋯⋯⋯⋯⋯⋯⋯⋯⋯⋯⋯⋯⋯⋯⋯⋯⋯⋯⋯⋯⋯⋯(97)

自然灾害⋯⋯⋯⋯⋯⋯⋯⋯e o o 0010 e g o g 00⋯⋯⋯⋯⋯⋯(107)

第一节 干旱⋯⋯⋯⋯⋯⋯⋯⋯⋯⋯⋯⋯⋯⋯⋯⋯⋯⋯⋯⋯⋯⋯⋯⋯⋯⋯⋯⋯(t0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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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110)

(113)

(115)

(118)

(119)

第六章 自然资源⋯⋯⋯⋯⋯⋯⋯⋯⋯·⋯⋯⋯⋯⋯⋯⋯⋯”(1 20)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土地资源⋯⋯⋯⋯⋯⋯⋯⋯⋯⋯⋯⋯⋯⋯⋯⋯⋯⋯⋯⋯⋯⋯⋯⋯⋯⋯

水资源⋯⋯⋯⋯⋯⋯⋯⋯⋯⋯⋯⋯⋯⋯⋯⋯⋯⋯⋯⋯⋯⋯⋯⋯⋯⋯⋯

野生物资源⋯⋯⋯⋯⋯⋯⋯⋯⋯⋯⋯⋯⋯⋯⋯⋯⋯⋯⋯⋯⋯⋯⋯⋯⋯

矿藏资源⋯⋯⋯⋯⋯⋯⋯⋯⋯⋯⋯⋯⋯⋯⋯⋯⋯⋯⋯⋯⋯⋯⋯⋯⋯⋯

旅游资源⋯⋯⋯⋯⋯⋯⋯⋯⋯⋯⋯⋯⋯⋯⋯⋯⋯⋯⋯⋯⋯⋯⋯⋯⋯⋯

第三篇人 口

(120)

(122)

(122)

(123)

(125)

人口规模⋯⋯⋯⋯⋯⋯⋯⋯⋯⋯⋯⋯⋯⋯⋯⋯⋯⋯(130)

来源⋯⋯⋯⋯⋯⋯⋯⋯⋯⋯⋯⋯⋯⋯⋯⋯⋯⋯⋯⋯⋯⋯⋯⋯⋯⋯⋯⋯(130)

魏量⋯⋯⋯⋯⋯⋯⋯⋯⋯⋯⋯⋯⋯⋯⋯⋯⋯⋯⋯⋯⋯⋯⋯⋯⋯⋯⋯⋯(130)

分布⋯，⋯⋯⋯⋯⋯⋯⋯⋯⋯⋯⋯⋯⋯⋯⋯⋯⋯⋯⋯⋯⋯⋯⋯⋯⋯⋯⋯(131)

第二章 人口结构⋯⋯⋯⋯⋯⋯⋯‘?⋯⋯⋯⋯⋯⋯⋯⋯⋯⋯·(123)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民族结构⋯⋯⋯⋯⋯⋯⋯⋯⋯⋯⋯⋯⋯“⋯⋯⋯⋯⋯⋯⋯⋯⋯⋯⋯⋯’

年龄结构⋯⋯⋯⋯⋯⋯⋯⋯⋯⋯⋯⋯⋯⋯⋯⋯⋯⋯⋯⋯⋯⋯⋯⋯⋯⋯

性别结构⋯⋯⋯⋯⋯⋯⋯⋯⋯⋯⋯⋯⋯⋯⋯⋯⋯⋯⋯⋯⋯⋯⋯⋯⋯⋯

文化结构⋯⋯⋯⋯⋯⋯⋯⋯％⋯⋯⋯⋯⋯⋯⋯⋯⋯⋯⋯⋯⋯⋯⋯⋯⋯

职业结构⋯⋯⋯⋯⋯⋯⋯⋯⋯⋯⋯⋯⋯⋯⋯⋯⋯⋯⋯⋯⋯⋯⋯⋯⋯⋯

4劳力结构⋯⋯⋯⋯⋯⋯⋯⋯⋯⋯⋯⋯⋯⋯⋯⋯⋯⋯⋯⋯⋯⋯⋯⋯⋯⋯

(132)

第三章 人口控制⋯⋯⋯⋯⋯⋯⋯⋯⋯⋯⋯⋯⋯⋯⋯⋯⋯⋯ (13 7)

第一节 概况⋯··??⋯⋯⋯⋯⋯⋯：⋯⋯⋯：⋯⋯⋯⋯⋯⋯⋯⋯⋯⋯⋯⋯⋯⋯⋯⋯(137)

第二节 措施⋯⋯⋯⋯⋯⋯⋯⋯⋯⋯⋯⋯⋯⋯⋯⋯⋯⋯⋯⋯⋯⋯⋯⋯⋯⋯⋯⋯(138)

第三节 规定⋯⋯⋯⋯⋯⋯⋯⋯⋯⋯⋯⋯⋯⋯⋯⋯⋯⋯⋯⋯⋯⋯⋯⋯‘：⋯⋯⋯·(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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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经济综述

第一章 生产关系变革⋯⋯⋯⋯⋯⋯⋯⋯⋯⋯⋯⋯⋯⋯⋯⋯ (145)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封建土地制度⋯⋯⋯⋯⋯⋯⋯⋯⋯⋯⋯⋯⋯⋯⋯⋯⋯⋯⋯⋯⋯⋯⋯⋯(145)

土地改革⋯⋯⋯⋯⋯⋯⋯⋯⋯⋯⋯⋯⋯⋯⋯⋯⋯“·‘⋯⋯⋯⋯⋯⋯⋯(146)

社会主义改造⋯⋯⋯⋯⋯⋯⋯⋯⋯⋯⋯⋯⋯⋯⋯⋯⋯⋯⋯⋯⋯⋯⋯⋯(147)

人民公社化⋯⋯⋯⋯⋯⋯⋯⋯⋯⋯⋯⋯⋯⋯⋯⋯⋯⋯⋯⋯⋯⋯⋯⋯⋯(149)

经济体制改革⋯⋯⋯⋯⋯⋯⋯⋯⋯⋯⋯⋯⋯⋯⋯⋯⋯⋯⋯⋯⋯⋯⋯⋯(150)

经济发展状况⋯⋯⋯⋯⋯⋯⋯⋯⋯⋯⋯⋯⋯⋯⋯⋯(1 54)

经济发展速度⋯⋯⋯⋯⋯⋯⋯⋯⋯⋯⋯⋯⋯⋯⋯⋯⋯⋯⋯⋯⋯⋯⋯⋯(154)

经济结构⋯⋯⋯⋯⋯⋯⋯⋯⋯⋯⋯⋯⋯⋯⋯⋯⋯⋯⋯⋯⋯⋯⋯⋯⋯⋯(156)

经济效益⋯⋯⋯⋯⋯⋯⋯⋯⋯⋯⋯⋯⋯⋯⋯⋯⋯⋯(15 9)

生产效益⋯⋯⋯⋯⋯⋯⋯⋯⋯⋯⋯⋯⋯⋯⋯⋯⋯⋯⋯⋯⋯⋯⋯⋯⋯⋯(159)

劳动生产率⋯⋯⋯⋯⋯⋯⋯⋯⋯⋯⋯⋯⋯⋯⋯⋯⋯⋯⋯⋯⋯⋯⋯⋯⋯(160)

投资效益⋯⋯⋯⋯⋯⋯⋯⋯⋯⋯⋯⋯⋯⋯⋯⋯⋯⋯⋯⋯⋯⋯⋯⋯⋯⋯(162)

人民生活⋯⋯⋯⋯⋯⋯⋯⋯⋯⋯⋯⋯⋯⋯⋯⋯⋯⋯(1 63)

农民生活⋯⋯⋯⋯⋯⋯⋯⋯⋯⋯⋯⋯⋯⋯⋯⋯⋯⋯⋯⋯⋯⋯⋯⋯⋯⋯(163)

城镇居民生活⋯⋯⋯⋯⋯⋯⋯⋯⋯⋯⋯⋯⋯⋯⋯⋯⋯⋯⋯⋯⋯⋯⋯⋯(164)

第五篇经济管理

第一章 计划管理⋯⋯⋯⋯⋯⋯⋯⋯⋯⋯⋯⋯⋯⋯⋯⋯⋯⋯(1 67)

第一节 生产计划⋯⋯⋯⋯⋯⋯⋯⋯⋯⋯⋯⋯⋯⋯⋯⋯⋯⋯⋯⋯⋯⋯⋯⋯⋯⋯(167)

第二节 投资计划⋯⋯⋯⋯⋯⋯⋯⋯⋯⋯⋯⋯⋯⋯⋯⋯⋯⋯⋯⋯⋯⋯⋯⋯⋯⋯(169)

第三节 物资计划⋯⋯⋯⋯⋯⋯⋯⋯⋯⋯⋯⋯⋯⋯⋯⋯⋯⋯⋯⋯⋯⋯⋯⋯⋯⋯(169)

第四节 统汁服务⋯⋯⋯⋯⋯⋯⋯⋯⋯⋯⋯⋯⋯⋯⋯⋯⋯⋯⋯⋯⋯⋯⋯⋯⋯⋯(169)

第二章 物价管理⋯⋯⋯⋯⋯⋯⋯⋯⋯⋯⋯⋯⋯⋯⋯⋯⋯⋯(1 71)

第一节 管理权限⋯⋯⋯⋯⋯⋯⋯⋯⋯⋯⋯⋯⋯⋯⋯⋯⋯⋯⋯⋯⋯⋯⋯⋯⋯··(17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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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钨三节

笫四节

第七章

第一节

第二二节

物价演变⋯⋯⋯⋯⋯⋯⋯⋯⋯⋯⋯⋯⋯⋯⋯⋯⋯⋯⋯⋯⋯⋯⋯⋯⋯⋯(172)

监督与检查⋯⋯⋯⋯⋯⋯⋯⋯⋯⋯⋯⋯⋯⋯⋯⋯⋯⋯⋯⋯⋯⋯⋯⋯⋯(175)
⋯_·U ●o● ’’㈦

审计管理⋯⋯⋯⋯⋯⋯⋯⋯⋯⋯⋯⋯⋯⋯⋯⋯⋯⋯(176)

国家审计⋯⋯⋯⋯⋯⋯⋯⋯⋯⋯⋯⋯⋯⋯⋯⋯⋯⋯⋯⋯⋯⋯⋯⋯⋯⋯(176)

内部审计⋯⋯⋯⋯⋯⋯⋯⋯⋯⋯⋯⋯⋯⋯⋯⋯⋯⋯⋯⋯⋯⋯⋯⋯⋯⋯(176)

社会审计⋯⋯⋯⋯⋯⋯⋯⋯⋯⋯⋯⋯⋯⋯⋯⋯⋯⋯⋯⋯⋯⋯⋯⋯⋯⋯(177)

工商行政管理⋯⋯⋯⋯⋯⋯⋯⋯⋯⋯⋯⋯⋯⋯⋯⋯(1 78)

集市贸易管绷⋯⋯⋯⋯⋯⋯⋯⋯⋯⋯⋯⋯⋯⋯⋯⋯⋯⋯⋯⋯⋯⋯⋯⋯

查处投机倒把活动⋯⋯⋯⋯⋯⋯⋯⋯⋯⋯⋯⋯⋯⋯⋯⋯⋯⋯⋯⋯⋯⋯

工商企业管理⋯⋯⋯⋯⋯⋯⋯⋯⋯⋯⋯⋯⋯⋯⋯⋯⋯⋯⋯⋯⋯⋯⋯⋯

合同商标和广告管理⋯⋯⋯⋯⋯⋯⋯⋯⋯⋯⋯⋯⋯⋯⋯⋯⋯⋯⋯⋯

国土管理⋯⋯⋯⋯⋯⋯⋯⋯⋯⋯⋯⋯⋯⋯⋯⋯⋯⋯(183)

。权属⋯⋯⋯⋯⋯⋯⋯⋯⋯⋯⋯⋯⋯⋯⋯⋯⋯“⋯⋯·’⋯⋯⋯⋯⋯⋯⋯⋯(183)

管理⋯⋯⋯⋯⋯⋯：⋯⋯⋯⋯⋯⋯⋯⋯⋯⋯⋯⋯⋯⋯⋯⋯⋯⋯⋯⋯⋯··(183)

标准计量管理⋯⋯⋯⋯⋯⋯⋯⋯⋯⋯⋯⋯⋯⋯⋯⋯(185)

度量衡演变⋯⋯⋯⋯⋯⋯⋯⋯⋯⋯⋯⋯⋯⋯．⋯⋯⋯⋯⋯⋯⋯⋯⋯⋯⋯(185)

计量管理⋯⋯⋯⋯⋯⋯⋯⋯⋯⋯⋯⋯⋯⋯⋯⋯⋯⋯⋯⋯⋯⋯⋯⋯⋯⋯(186)

计量器具生产⋯⋯⋯⋯⋯⋯⋯⋯⋯⋯⋯⋯⋯⋯⋯⋯⋯⋯⋯⋯⋯⋯⋯⋯(186)

标准化⋯⋯⋯⋯⋯·：：≯⋯⋯⋯‘：¨⋯·‘：⋯⋯⋯⋯’；??⋯⋯⋯⋯⋯⋯⋯·。(187)

经营管理⋯⋯⋯⋯⋯⋯⋯⋯⋯⋯⋯⋯⋯⋯⋯⋯⋯⋯(188)

工业经营管理⋯⋯⋯⋯⋯⋯⋯⋯⋯⋯⋯⋯⋯⋯⋯⋯⋯⋯⋯⋯⋯⋯⋯⋯(188)

农村经营管理⋯⋯⋯⋯⋯⋯⋯⋯⋯⋯⋯⋯⋯⋯⋯⋯⋯⋯⋯⋯⋯⋯⋯⋯(190)

第六篇种植业

第一章～生产条件⋯⋯⋯⋯．．．⋯⋯⋯⋯00
0 0 0 0 0 0 0 0 00⋯⋯⋯⋯⋯(195)

第一节 土壤改良⋯⋯⋯⋯⋯⋯⋯⋯⋯⋯⋯⋯⋯⋯⋯⋯⋯⋯⋯⋯⋯⋯⋯⋯⋯⋯(195)

·10·



第二节 肥料建设⋯⋯⋯⋯⋯⋯⋯⋯⋯⋯⋯⋯⋯⋯⋯⋯⋯⋯⋯⋯⋯⋯⋯⋯⋯⋯(195)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粮油作物⋯⋯⋯⋯⋯⋯⋯⋯⋯⋯⋯⋯⋯o o e Oo o 000000⋯(198)

才(稻⋯⋯⋯⋯⋯⋯⋯⋯⋯⋯⋯⋯⋯⋯⋯⋯⋯⋯⋯⋯⋯⋯⋯⋯⋯⋯⋯⋯(198)

旱粮⋯⋯⋯⋯⋯⋯⋯⋯⋯⋯⋯⋯⋯⋯⋯⋯⋯⋯⋯⋯⋯⋯⋯⋯⋯⋯⋯⋯(201)

油料⋯⋯⋯⋯⋯⋯⋯⋯⋯⋯⋯⋯⋯⋯⋯⋯⋯⋯⋯⋯⋯⋯⋯⋯⋯⋯⋯⋯(203)

第三章 经济作物⋯⋯o e e ooo eo o⋯⋯⋯⋯(0 o o 900 O 0 0⋯⋯⋯O 0 o o oo⋯(205)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柑桔⋯⋯⋯⋯⋯⋯⋯⋯⋯⋯⋯⋯⋯⋯⋯⋯⋯⋯⋯⋯⋯⋯⋯⋯⋯⋯⋯⋯

茶叶⋯⋯⋯⋯⋯⋯⋯⋯⋯⋯⋯⋯⋯⋯⋯⋯⋯⋯⋯⋯⋯⋯⋯⋯⋯⋯⋯⋯

棉花蚕桑⋯⋯⋯⋯⋯⋯⋯⋯⋯⋯⋯⋯⋯⋯⋯⋯⋯⋯⋯⋯⋯⋯⋯⋯⋯

西瓜甘蔗烟叶⋯⋯⋯⋯⋯⋯⋯⋯⋯⋯⋯⋯⋯⋯⋯⋯⋯譬⋯⋯⋯⋯·

蓝靛苡米⋯⋯⋯⋯⋯⋯⋯⋯⋯⋯⋯⋯⋯⋯⋯⋯⋯⋯⋯⋯⋯⋯⋯⋯⋯

蔬菜⋯⋯⋯⋯⋯⋯⋯⋯⋯⋯⋯⋯⋯⋯⋯⋯⋯⋯⋯⋯⋯⋯⋯⋯⋯⋯⋯⋯

(205)

(206)

(207)

(208)

(208)

(209)

植物保护⋯⋯⋯⋯⋯⋯⋯⋯⋯⋯⋯⋯⋯⋯⋯⋯⋯⋯(210)

病虫种类⋯⋯⋯⋯⋯⋯⋯⋯⋯⋯⋯⋯⋯⋯⋯⋯⋯⋯⋯⋯⋯⋯⋯⋯⋯⋯(210)

病虫防治⋯⋯⋯⋯⋯⋯⋯⋯⋯⋯⋯⋯⋯⋯⋯⋯⋯⋯⋯⋯⋯⋯⋯⋯⋯⋯(211)

植物检疫⋯⋯⋯⋯⋯⋯⋯⋯⋯⋯⋯⋯⋯⋯⋯⋯⋯⋯⋯⋯⋯⋯⋯⋯⋯⋯(211)

第七篇畜牧水产

畜牧业⋯⋯⋯⋯⋯⋯⋯⋯⋯⋯o o o e00 o oo⋯⋯⋯⋯⋯⋯(213)

畜禽饲养⋯⋯⋯⋯⋯⋯⋯⋯⋯⋯⋯⋯⋯⋯⋯⋯⋯⋯⋯⋯⋯⋯⋯⋯⋯⋯(213)

饲料与草场⋯⋯⋯⋯⋯⋯⋯⋯⋯⋯⋯⋯⋯⋯⋯⋯⋯⋯⋯⋯⋯⋯⋯⋯⋯(217)

疫病防治⋯⋯⋯⋯⋯⋯⋯⋯⋯⋯⋯⋯⋯⋯⋯⋯⋯⋯⋯⋯⋯⋯⋯⋯⋯⋯(218)

第二章 水产⋯⋯⋯⋯⋯⋯⋯⋯⋯⋯⋯⋯⋯⋯⋯⋯⋯⋯·(222)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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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22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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