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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榆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中华书局



序

中共赣榆县委书记 鹿崇友

赣榆县人民政府县长杨少华

编修方志，代为相继。郡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修志是一件继

往开来的大事，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县修志始于明代。明万

历十八年(1590)，赣榆知县樊兆程主修了目前发现最早的一部《赣

榆县志》。至民国8年(1 91 9)见志6部，其中明代2部、清代3部、民

国1部。其后，因战乱及其他原因，一直没有修成县志。如今，新编

《赣榆县志》付梓面世，是全县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斯诚可喜可贺。
。

赣榆历史悠久，有夏、商、周、秦、汉文化遗址二十余处，文化遗

存十分丰富，是华夏文化的重要渊薮之一。赣榆依山傍海，气候温

和，物产富饶，素以“享山川之饶、受渔盐之利”的福地为人称道，堪

称历史悠久之邦，人杰地灵之所，经济活跃之区，人文荟萃之乡，景

观宜人之境。

新编《赣榆县志》洋洋二百万言，纵述历史，横陈百科，全面地记

述了赣榆县的历史与现状。着重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的情况，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 990年实行

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的光辉实践。新编《赣榆县志》观点正确、体

例完备、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达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

一，融资政、教化、存史于一体。新编《赣榆县志》为人们了解赣榆，认

识赣榆，研究赣榆，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地情资料；为全县各级干部实

施科学决策、科学管理和促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

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生动的乡土教材，对我们正在从事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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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必将发挥极大的促进作用。

全体修志人员广征博采，伏案笔耕，四易纲目，五易其稿，历经

十余个寒暑，终于编成此“一方之百科全书’’。在此，我们谨向全体修

志人员及为编纂《赣榆县志》作出贡献的历届领导、各位同志表示诚

挚的谢意。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的关键时期。新编《赣榆县志》的出版发行，对全县人民无疑是一个

巨大的鼓舞。我们坚信，全县百万人民一定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实践中，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一定能在建设“经济

繁荣、科教发达、生活富裕、社会文明”的沿海对外开放县的事业中

创造出新的业绩，谱写新的篇章，载入新的史册。

谨以为序。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实事求

是地记述赣榆县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

资料性的统一，并注重反映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

二、本志立足当代，贯通古今，上限力求追溯事物的发端，下限

止于1990年。大事记、人物传和个别有延续性的重大事件、图片适

当下延。

三、本志以事分类，横排纵写，采用篇、章、节、目结构，述、证、

图、表、录方式表述。概述、大事记贯以卷首，提纲挈领；正文29篇，

表随文置，文表并茂；县名来历研究、徐福研究、碑文选、古诗文选、

修志纪略附正文后。

四、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为建国前(后)。

建国前采用旧纪年号夹注公元纪年，每节中同一年号出现两次以

上，一般只注一次；建国后统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行文以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颁布的《行文通则》为准，

除个别引用古籍原文外，一律用语体文、简化字。建国前沿用1日式计

量单位，建国后以国家标准计量局1 987年颁布的《计量法实施细

则》为准。数字书写以国务院1987年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的试行规定》为准。历史上的货币单位沿用旧值；1 955年3月1

日前使用的旧人民币，除注明者外，一律折算为新人民币。

六、本志所用统计数据，建国后一律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个

别缺项稍有补正，各种产值统计数据，除注明不变价外，均为当年

价。

七、本志记载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建置名称均用当时称谓。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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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以1 982年出版的《赣榆县地名录》为准。

八、本志坚持不为生人立传的惯例。凡立传者都是对本县卓有

影响的域内和外籍过世人物，排列以卒年为序。列表人物以事迹分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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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工艺品⋯⋯⋯⋯⋯⋯⋯⋯(395)

第八节烟花爆竹⋯⋯⋯⋯⋯⋯⋯(396)

第九节桐 木⋯⋯⋯⋯⋯⋯⋯(396)

第十节家 具⋯⋯⋯⋯⋯⋯⋯(396)

第十一节小农具⋯⋯⋯⋯⋯⋯⋯(397)

第十二节服 装⋯⋯⋯⋯⋯⋯(397)

第十三节鞋 帽⋯⋯⋯⋯⋯⋯(398)

第八章食品与饲料工业⋯⋯⋯⋯⋯⋯(398)

第一节粮食加工⋯⋯⋯⋯⋯⋯⋯(398)

第二节油料加工⋯⋯⋯⋯⋯⋯⋯(399)

第三节 肉类加工⋯⋯⋯⋯⋯⋯⋯(399)

第四节海产品加工⋯⋯⋯⋯⋯⋯(399)

第五节糖果糕点⋯⋯⋯⋯⋯⋯⋯(400)

第六节罐头食品⋯⋯⋯⋯⋯⋯⋯(400)

第七节蔬菜果品加工⋯⋯⋯⋯⋯(400)

第八节 曲酒 饮料酒⋯⋯⋯⋯⋯(400)

第九节调味品⋯⋯⋯⋯⋯⋯⋯⋯(401)

第十节淀粉制品⋯⋯⋯⋯⋯⋯⋯(402)

第十一节饲 料⋯⋯⋯⋯⋯⋯(402)

第九章纺织工业⋯⋯⋯⋯⋯⋯⋯⋯⋯(402)

第一节棉纺织⋯⋯⋯⋯⋯⋯⋯⋯(402)

第二节化纤纺织⋯⋯⋯⋯⋯⋯⋯(403)

第三节丝绸纺织⋯⋯⋯⋯⋯⋯⋯(403)

第四节麻纺织⋯⋯⋯⋯⋯⋯⋯⋯(403)

第五节针织品⋯⋯⋯⋯⋯⋯⋯⋯(403)

第六节 印 染⋯⋯⋯⋯⋯⋯⋯(404)

第十章建材工业⋯⋯⋯⋯⋯⋯⋯⋯·”(404)

第一节砖 瓦⋯⋯⋯⋯⋯⋯⋯(404)

第二节石 料⋯⋯⋯⋯⋯⋯⋯(404)

第三节水 泥⋯⋯⋯⋯⋯⋯⋯(405)

第四节水泥制品⋯⋯⋯⋯⋯⋯⋯(405)

第五节玻璃钢⋯⋯⋯⋯⋯⋯⋯⋯(405)

第六节玻璃马赛克⋯⋯⋯⋯⋯⋯(405)

第七节钢门钢窗⋯⋯⋯⋯⋯⋯⋯(405)

第八节 隔热防水材料⋯⋯⋯⋯⋯(406)

第九节 花岗石与大理石

板材黄砂⋯⋯⋯⋯⋯⋯(406)

第八篇盐 业

第一章管理机构⋯⋯⋯⋯⋯⋯⋯⋯⋯(413)

第一节 民国以前盐业管理机构⋯(413)

第二节 民国时期盐业管理机构⋯(413)

第三节 建国以后盐业管理机构⋯(414)

第二章盐 政⋯⋯⋯⋯⋯⋯⋯⋯⋯(415)

第一节盐 法⋯⋯⋯⋯⋯⋯⋯(415)

第二节场 政⋯⋯⋯⋯⋯⋯⋯(417)

第三节盐 税⋯⋯⋯⋯⋯⋯⋯(418)

第四节缉 私⋯⋯⋯⋯⋯⋯⋯(421)

第三章盐业生产⋯⋯⋯⋯⋯⋯⋯⋯⋯(423)

第一节原盐生产⋯⋯⋯⋯⋯⋯⋯(423)

第二节 日晒精盐生产⋯⋯⋯⋯⋯(423)

第三节 产品产量⋯⋯⋯⋯⋯⋯⋯(424)

第四节产品质量⋯⋯⋯⋯⋯⋯⋯(425)

第四章储存运销⋯⋯⋯⋯⋯⋯⋯⋯⋯(427)

第一节储 存⋯⋯⋯⋯⋯⋯⋯(427)

第二节运 销⋯⋯⋯⋯⋯⋯⋯(428)

第三节盐 价⋯⋯⋯⋯⋯⋯⋯(436)

第五章盐田与配套工程建设⋯⋯⋯⋯(441)

第一节盐田建设与裁减⋯⋯⋯⋯(441)

第二节坨地建设⋯⋯⋯⋯⋯⋯⋯(446)

第三节 配套工程建设⋯⋯⋯⋯⋯(448)

第六章江苏省青口盐场⋯⋯⋯⋯⋯⋯(450)

第一节 概 况⋯⋯⋯⋯⋯⋯⋯．(450)

第二节 原盐生产⋯⋯⋯⋯⋯⋯⋯(451)

第三节原盐销售⋯⋯⋯⋯⋯⋯⋯(452)

第四节盐田和配套工程建设⋯⋯(454)

第五节集体企业⋯⋯⋯⋯⋯⋯⋯(455)

第九篇交 通

第一章交通管理⋯⋯⋯⋯⋯⋯⋯⋯⋯(459)

第一节公路管理⋯⋯⋯⋯⋯⋯⋯(459)

第二节航运管理⋯⋯⋯⋯⋯⋯⋯(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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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陆运管理⋯⋯⋯⋯⋯⋯⋯

第四节安全监理⋯⋯⋯⋯⋯⋯⋯

第五节 汽车维修行业管理⋯⋯⋯

第二章规费征收⋯⋯⋯⋯⋯⋯⋯⋯⋯

第一节货物运输附加费征收⋯⋯
。

第二节车辆购置附加费征收⋯⋯

第三节 民间运输管理费征收⋯⋯

第四节航道养护费征收⋯⋯⋯⋯

第五节养路费征收⋯⋯⋯⋯⋯⋯

第三章陆路运输⋯⋯⋯⋯⋯⋯⋯⋯⋯

第一节公路桥梁⋯⋯⋯⋯⋯⋯

第二节陆运设备⋯⋯⋯⋯⋯⋯⋯

第三节客货运输⋯⋯⋯⋯⋯⋯⋯

第四章水路运输⋯⋯⋯⋯⋯⋯⋯⋯⋯

第一节 港口 航道 渡口⋯⋯⋯

第二节水运设备⋯⋯⋯⋯⋯⋯⋯

第三节水路运输⋯⋯⋯⋯⋯⋯⋯

第五章装 运⋯⋯⋯⋯⋯⋯⋯⋯⋯

第一节搬运业务⋯⋯⋯⋯@om ola⋯

第二节搬运机具⋯⋯⋯⋯⋯⋯⋯

第三节联合运输⋯⋯⋯⋯⋯⋯⋯

第十篇邮 电

第一章邮电机构⋯⋯⋯⋯⋯⋯⋯⋯⋯

第一节县邮电局⋯⋯⋯⋯⋯⋯⋯

第二节内部机构⋯⋯⋯⋯⋯⋯⋯

第三节分支机构⋯⋯⋯⋯⋯⋯⋯

第二章邮 政⋯⋯⋯⋯⋯⋯⋯⋯⋯

第一节邮政业务⋯⋯⋯⋯⋯⋯⋯

第二节 邮 路⋯⋯⋯⋯⋯⋯⋯

第三节邮政水平⋯⋯⋯⋯⋯⋯⋯

第四节邮政设备⋯⋯⋯⋯⋯⋯⋯

第三章电 信⋯⋯⋯⋯⋯⋯⋯⋯⋯

第一节 电 报⋯⋯⋯⋯⋯⋯⋯

第二节 电 话⋯⋯⋯⋯⋯⋯⋯

第三节 电信通信水平⋯⋯⋯⋯⋯

(463)

(465)

(466)

(467)

(467)

(467)

(467)

(468)

(468)

(469)

(469)

(475)

(476)

(481)

(481)

(483)

(483)

(485)

(485)

(486)

(486)

(489)

(489)

(489)

(489)

(490)

(490)

(493)

(493)

(494)

(495)

(495)

(496)

(498)

第十一篇城建环保

第一章城乡建设⋯⋯⋯⋯⋯⋯⋯⋯⋯

第一节县城建设⋯⋯⋯⋯⋯⋯⋯

第二节建制镇建设⋯⋯⋯⋯⋯⋯

第三节 乡村集镇建设⋯⋯⋯⋯⋯

第四节公共事业⋯⋯⋯⋯⋯⋯⋯

第五节房产管理⋯⋯⋯⋯⋯⋯⋯

第六节城乡规划⋯⋯⋯⋯⋯⋯⋯

第二章建筑业⋯⋯⋯⋯⋯⋯⋯⋯⋯⋯

第一节建筑企业⋯⋯⋯⋯⋯⋯⋯

第二节施工设备与技术⋯⋯⋯⋯

第三节建筑业管理⋯⋯⋯⋯⋯⋯

第三章环境保护⋯⋯⋯⋯⋯⋯⋯⋯⋯

第一节 污染源及危害⋯⋯⋯⋯⋯

第二节污染防治⋯⋯⋯⋯⋯⋯⋯

第十二篇商 业

第一章商业机构⋯⋯⋯⋯⋯⋯⋯⋯⋯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私营商业⋯⋯⋯⋯⋯⋯⋯

第三节 公私合营商业⋯⋯⋯⋯⋯

第四节集体商业⋯⋯⋯⋯⋯⋯⋯

第五节国营商业⋯⋯⋯⋯⋯⋯⋯

第二章商业网点⋯⋯⋯⋯⋯⋯⋯⋯⋯

第一节纯商业网点⋯⋯⋯⋯⋯⋯

第二节 饮食服务业网点⋯⋯⋯⋯

第三章商品购销⋯⋯⋯⋯⋯⋯⋯⋯⋯

第一节商品收购⋯⋯⋯⋯⋯⋯⋯

第二节商品销售⋯⋯⋯⋯⋯⋯⋯

第四章集市贸易⋯⋯⋯⋯⋯⋯⋯⋯⋯

第一节民间集市⋯⋯⋯⋯⋯⋯⋯

第二节专业市场⋯⋯⋯⋯⋯⋯⋯

第三节庙会物资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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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

(503)

(504)

(507)

(507)

(510)

(511)

(512)

(512)

(514)

(515)

(515)

(515)

(518)

(523)

(523)

(524)

(524)

(524)

(525)

(525)

(525)

(533)

(537)

(537)

(541)

(547)

(547)

(548)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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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篇财政税务

第一章财税体制⋯⋯⋯⋯⋯⋯⋯⋯⋯(555)

第一节财政体制⋯⋯⋯⋯⋯⋯⋯(555)

第二节税务体制⋯⋯⋯⋯⋯⋯⋯(557)

第二章财政收支⋯⋯⋯⋯⋯⋯⋯⋯⋯(559)

第一节 财政收入⋯⋯⋯⋯⋯⋯⋯(559)

第二节财政支出⋯⋯⋯⋯⋯⋯⋯(565)

第三章税 收⋯⋯⋯⋯⋯⋯⋯⋯⋯(572)

第一节农业税⋯⋯⋯⋯⋯⋯⋯⋯(572)

第二节契 税⋯⋯⋯⋯⋯⋯⋯(582)

第三节工商税⋯⋯⋯⋯⋯⋯⋯⋯(583)

第十四篇金 融

第一章金融机构⋯⋯⋯⋯⋯⋯⋯⋯⋯

第一节 当 铺⋯⋯⋯⋯⋯⋯⋯

第二节钱 庄⋯⋯⋯⋯⋯⋯⋯

第三节银 楼⋯⋯⋯⋯⋯⋯⋯

第四节银 行⋯⋯⋯⋯⋯⋯⋯

第五节信用合作社⋯⋯⋯⋯⋯⋯

第二章 货 币⋯⋯⋯⋯⋯⋯⋯⋯⋯

第一节铜钱银两银元⋯⋯⋯

第二节 民国时期货币⋯⋯⋯⋯⋯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货币⋯⋯

第三章存 款⋯⋯⋯⋯⋯⋯⋯⋯⋯

第一节对公存款⋯⋯⋯⋯⋯⋯⋯

第二节储蓄存款⋯⋯⋯⋯⋯⋯⋯

第四章放 款⋯⋯⋯⋯⋯⋯⋯⋯⋯

第一节 典 押⋯⋯⋯⋯⋯⋯⋯

第二节民间借贷⋯⋯⋯⋯⋯⋯⋯

第三节工商业贷款⋯⋯⋯⋯⋯⋯

第四节农业贷款⋯⋯⋯⋯⋯⋯⋯

第五节基本建设拨款与贷款⋯⋯

第六节外贸外事贷款⋯⋯⋯⋯⋯

第七节 社队(乡镇)企业贷款⋯⋯

第五章债务代理⋯⋯⋯⋯⋯⋯⋯⋯⋯

第一节 公 债⋯⋯⋯⋯⋯⋯⋯

(597)

(597)

(597)

(597)

(598)

(599)

(599)

(599)

(600)

(600)

(601)

(601)

(601)

(602)

(602)

(603)

(603)

(604)

(605)

(605)

(605)

(606)

(606)

第二节国库券⋯⋯⋯⋯⋯⋯⋯⋯

第六章保 险⋯⋯⋯⋯⋯⋯⋯⋯⋯

第一节保险公司⋯⋯⋯⋯⋯⋯⋯

第二节保险业务⋯⋯⋯⋯⋯⋯⋯

第七章金融管理⋯⋯⋯⋯⋯⋯⋯⋯⋯

第一节现金管理⋯⋯⋯⋯⋯⋯⋯

第二节金银管理⋯⋯⋯⋯⋯⋯⋯

第十五篇经济管理

第一章计划管理⋯⋯⋯⋯⋯⋯⋯⋯⋯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 国民经济计划⋯⋯⋯⋯⋯

第三节 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第二章统 计⋯⋯⋯⋯⋯⋯⋯⋯⋯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社会统计⋯⋯⋯⋯⋯⋯⋯

第三节统计调查⋯⋯⋯⋯⋯⋯⋯

第四节统计教育⋯⋯⋯⋯⋯⋯⋯

第五节统计监督⋯⋯⋯⋯⋯⋯⋯

第三章审 计⋯⋯⋯⋯⋯⋯⋯⋯⋯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国家审计⋯⋯⋯⋯⋯⋯⋯

第三节社会审计⋯⋯⋯⋯⋯⋯⋯

第四节内部审计⋯⋯⋯⋯⋯⋯⋯

第四章工商行政管理⋯⋯⋯⋯⋯⋯⋯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企业登记⋯⋯⋯⋯⋯⋯⋯

第三节商标管理⋯⋯⋯⋯⋯⋯⋯

第四节经济合同管理⋯⋯⋯⋯⋯

第五节市场管理⋯⋯⋯⋯⋯⋯⋯

第六节个体工商户管理⋯⋯⋯⋯

第五章税务管理⋯⋯⋯⋯⋯⋯⋯⋯⋯

第一节管理体制⋯⋯⋯⋯⋯⋯⋯

第二节税务登记⋯⋯⋯⋯⋯⋯⋯

第三节护税协税⋯⋯⋯⋯⋯⋯⋯

第四节征税对象管理⋯⋯⋯⋯⋯

第五节税收检查⋯⋯⋯⋯⋯⋯⋯

第六章物价管理⋯⋯⋯⋯⋯⋯⋯⋯⋯

第一节管理机构⋯⋯⋯⋯⋯⋯⋯

(606)

(608)

(608)

(608)

(609)

(609)

(610)

(613)

(613)

(613)

(616)

(616)

(616)

(617)

(617)

(618)

(618)

(619)

(619)

(619)

(620)

(620)

(621)

(621)

(621)

(622)

(622)

(624)

(624)

(627)

(627)

(627)

(628)

(629)

(631)

(631)

(631)



第二节市场物价⋯⋯⋯⋯⋯⋯⋯

第三节物价调整⋯⋯⋯⋯⋯⋯⋯

第四节物价监督检查⋯⋯⋯⋯⋯

第七章标准计量管理⋯⋯⋯⋯⋯⋯⋯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计量管理⋯⋯⋯⋯⋯⋯⋯

第三节标准管理⋯⋯⋯⋯⋯⋯⋯

第八章矿产资源管理⋯⋯⋯⋯⋯⋯⋯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管理职能和措施⋯⋯⋯⋯

第九章土地资源管理⋯⋯⋯⋯⋯⋯⋯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建设用地管理⋯⋯⋯⋯⋯

第三节地政地籍管理⋯⋯⋯⋯⋯

第四节土地监察⋯⋯⋯⋯⋯⋯⋯

第五节 土地复垦开发与拆迁⋯⋯

第十六篇政 务

第一章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二节县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节县人大常委会⋯⋯⋯⋯⋯

第四节县乡人民代表换届选举⋯

第五节 乡(镇)人大常设机构⋯⋯

第二章县级政府⋯⋯⋯⋯⋯⋯⋯⋯⋯

第一节历代县衙⋯⋯⋯⋯⋯⋯⋯

第二节民国政府⋯⋯⋯⋯⋯⋯⋯

第三节抗日民主政府⋯⋯⋯⋯⋯

第四节 日伪县政府⋯⋯⋯⋯⋯⋯

第五节县人民政府⋯⋯⋯⋯⋯⋯

第三章基层政权⋯⋯⋯⋯⋯⋯⋯⋯⋯

第一节历代乡官⋯⋯⋯⋯⋯⋯⋯

第二节 民国基层政权⋯⋯⋯⋯⋯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

基层政权⋯⋯⋯⋯⋯⋯⋯

第四章人民政协⋯⋯⋯⋯⋯⋯⋯⋯⋯

第一节全体委员会议⋯⋯⋯⋯⋯

第二节常务委员会⋯⋯”．．．．⋯⋯·

第三节 政协委员的产生和组成⋯

(632)

(639)

(645)

(647)

(647)

(647)

(648)

(648)

(648)

(649)

(650)

(650)

(650)

(651)

(651)

(652)

(655)

(655)

(656)

(659)

(660)

(661)

(661)

(661)

(668)

(670)

(670)

(671)

(676)

(676)

(676)

(676)

(677)

(677)

(678)

(679)

文

第五章议 会⋯⋯⋯⋯⋯⋯⋯⋯⋯(680)

第一节参事会议事会⋯⋯⋯⋯(680)

第二节参议会⋯⋯⋯⋯⋯⋯⋯⋯(680)

第六章侨务外事⋯⋯⋯⋯⋯⋯⋯⋯⋯(681)

第一节侨 务⋯⋯⋯⋯⋯⋯⋯(681)

第二节外 事⋯⋯⋯⋯⋯⋯⋯(682)

第十七篇党派社团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

第一节组建与发展⋯⋯⋯⋯⋯⋯

第二节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

第三节县委工作机构⋯⋯⋯⋯⋯

第四节基层党组织⋯⋯⋯⋯⋯⋯

第五节纪律检查⋯⋯⋯⋯⋯⋯⋯

第六节统一战线⋯⋯⋯⋯⋯⋯⋯

第七节信访工作⋯⋯⋯⋯⋯⋯⋯

第二章中国国民党⋯⋯⋯⋯⋯⋯⋯⋯

第一节 组 织⋯⋯⋯⋯⋯⋯⋯

第二节 活 动⋯⋯⋯⋯⋯⋯⋯

第三章社会团体⋯⋯⋯⋯⋯⋯⋯⋯⋯

第一节职工团体⋯⋯⋯⋯⋯⋯⋯

第二节农民团体⋯⋯⋯⋯⋯⋯⋯

第三节妇女团体⋯⋯⋯⋯⋯⋯⋯

第四节青少年团体⋯⋯⋯⋯⋯⋯

第五节工商团体⋯⋯⋯⋯⋯⋯⋯

第六节科学技术协会⋯⋯⋯⋯⋯

第七节侨 联⋯⋯⋯⋯⋯⋯⋯

第八节徐福研究会⋯⋯⋯⋯⋯⋯

第九节社会公团⋯⋯⋯⋯⋯⋯⋯

第十八篇民 政

第一章优抚安置⋯⋯⋯⋯⋯⋯⋯⋯

第一节拥军支前⋯⋯⋯⋯⋯⋯

第二节 优 属⋯⋯⋯⋯⋯⋯⋯

第三节抚 恤⋯⋯⋯⋯⋯⋯⋯

第四节烈士褒扬⋯⋯⋯⋯⋯⋯⋯

第五节安 置⋯⋯⋯⋯⋯⋯⋯

(685)

(685)

(688)

(695)

(696)

(698)

(698)

(700)

(702)

(702)

(703)

(704)

(704)

(705)

(706)

(709)

(716)

(716)

(717)

(717)

(718)

(721)

(721)

(723)

(724)

(725)

(726)



第二章社会福利⋯⋯⋯⋯⋯⋯⋯⋯⋯(727)

第一节“五保”供养⋯⋯⋯⋯⋯⋯(727)

第二节“四残”安置⋯⋯⋯⋯⋯⋯(727)

第三节收容遣送⋯⋯⋯⋯⋯⋯⋯(728)

第三章社会救济⋯⋯⋯⋯⋯⋯⋯⋯⋯(729)

第一节灾害救济⋯⋯⋯⋯⋯⋯⋯(729)

第二节 困难救济⋯⋯⋯⋯⋯⋯⋯(730)

第三节农村扶贫⋯⋯⋯⋯⋯⋯⋯(731)

第四章移 民⋯⋯⋯⋯⋯⋯⋯⋯⋯(731)

第一节移民安置⋯⋯⋯⋯⋯⋯⋯(731)

第二节移民政策落实⋯⋯⋯⋯⋯(732)

第五章婚姻管理与殡葬管理⋯⋯⋯⋯(733)

第一节婚姻管理⋯⋯⋯⋯⋯⋯⋯(733)

第二节殡葬管理⋯⋯⋯⋯⋯⋯⋯(733)

第六章地名管理⋯⋯⋯⋯⋯⋯⋯⋯⋯(734)

第一节地名普查⋯⋯⋯⋯⋯⋯⋯(734)

第二节地名标准化⋯⋯⋯⋯⋯⋯(734)

第一章 人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二章劳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一章治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十九篇人事劳动

事⋯⋯⋯⋯⋯⋯⋯⋯⋯(737)

管理机构⋯⋯⋯⋯⋯⋯⋯(737)

人员编制⋯⋯⋯⋯⋯⋯⋯(737)

干部管理⋯⋯⋯⋯⋯⋯⋯(738)

离休退休退职⋯⋯⋯(743)

工资福利⋯⋯⋯⋯⋯⋯(744)

动⋯⋯⋯⋯⋯⋯⋯⋯⋯(746)

管理机构⋯⋯⋯⋯⋯⋯⋯(746)

劳动就业⋯⋯⋯⋯⋯⋯⋯(746)

工资奖金⋯⋯⋯⋯⋯⋯(749)

劳动保护和保险⋯⋯⋯⋯(752)

劳动争议仲裁⋯⋯⋯⋯⋯(754)

第二十篇治安司法

安⋯⋯⋯⋯⋯⋯⋯⋯⋯

治安机构⋯⋯⋯⋯⋯⋯⋯

治安管理⋯⋯⋯⋯⋯⋯⋯

内部保卫⋯⋯⋯⋯⋯⋯⋯

(757)

(757)

(758)

(764)

第四节监所预审⋯⋯⋯⋯⋯⋯(765)

第五节户籍管理⋯⋯⋯⋯⋯⋯⋯(767)

第六节外事管理⋯⋯⋯⋯⋯⋯⋯(768)

第七节 消 防⋯⋯⋯⋯⋯⋯⋯(768)

第二章检 察⋯⋯⋯⋯⋯⋯⋯⋯⋯(771)

第一节检察机构⋯⋯⋯⋯⋯⋯⋯(771)

第二节刑事检察⋯⋯⋯⋯⋯⋯⋯(771)

第三节 经济检察⋯⋯⋯⋯⋯⋯⋯(773)

第四节法纪检察⋯⋯⋯⋯⋯⋯⋯(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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