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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新编<沛县志>是一部反映沛县历史和特色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地情书。它的

出版，是全县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沛县位于江苏省最北部，秦置县制，历史悠久，古称“沛泽”，历称沛国、沛邑、

小沛。沛县自古豪杰奋兴，人才蔚起，既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发迹之地，亦是明

太祖朱元璋先祖的故里，素有“汉汤沐邑，明先世家”，“千古龙飞地，一代帝王乡”

之称。

1927年，沛籍共产党人孟昭琅即在此传播马列主义，并由他创建了中共沛县

第一个党支部。在历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卫国战争中，全县先后约有1500位革命

烈士为国捐躯，180余位国民党抗日将士献身。建国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全县人民励精图治，排除困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开创了胜利

发展的新局面二

沛县修志始于明景泰五年(1454)，明、清至民国，先后五次续修。奈因旧志已

成孤本且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史料虽不失为重要文化遗产，但其体例和内容，多

因袭相沿，芜杂凌乱，已难为现实服务。为继承和发扬“盛世修志”这一民族文化

传统，使中断70余年的<沛县志>编修工作得以延续，1983年，县委决定纂修新编

<沛县志>o经广泛宣传发动后，全县党政工学成与其事，群团各界共襄盛举，百余

万言的巨著，历时10年得以成书。

这部志书在前几届和本届县委、县政府的重视下，经历了组建机构、拟定篇

目、征集资料、分编撰稿、总纂合成、市县联审、省市评审验收七个阶段。广大修志

人员查档案、阅典籍、录口碑，并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为准绳，力图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写出具有时代和地方特色的新县

志。意在为地方各级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为各行业提供咨考，为进行爱国主义和

社会主义教育提供乡土教材，为今人和后人辑存足资反映本县基本面貌的一方信

史，为帮助侨居异地的乡亲和海外友人开辟一个了解家乡，熟悉沛县，增进乡情，

交流合作的窗口。

编修社会主义第一代新方志，是在既缺系统理论指导，又无实践经验，更兼史



开放的今天，全县百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以猛士的姿态，发扬“团结奋进，求实

创新，勇于争先，弘扬汉魂”的精神，必将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社会主义时代的<大风

歌>。 ．

．

·值此新编(沛县志>付梓之际，不胜欣慰，因以为序，以谢诸秀，以敬后人。

中共沛县委员会书记 肖 俊

沛县人民政府县长庄华平

1995年8月18日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力求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上限不限，详今略古，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史实。下

限断至1990年，<大事记>止于1994年末，县主要领导人更迭延至1995年7月。

三、本志体裁，述、记、志、传、录并用，以志为主体。表格随文，地图、照片列扉

页之后。

四、卷首设<概述>总揽全志，综述县情；<大事记>采用编年与纪事本末体相结

合。全志设三十四编，编下按章节排列，编首设无题小序，提示要点。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重大政治运动，不作单独记述，按时间顺序散记

于<大事记>或有关编章之中。 ，

六、<人物编>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以沛籍为主，兼顾客籍，均以卒

年为序；对地方上有贡献的在世人物，以事系人。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采用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八、志书中多次使用的名称，除编内第一节首次使用全称外，以下均用习惯简

称，如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中国

共产党简称“中共”等。解放前后，以沛县1948年11月10日全境解放日期为界o

，九、本志建国后的各项主要数据，均以县统计部门公布的资料为准。计量单

位：建国前一般沿用旧制，建国后一律用国家法定的计量单位。

十、本志取材除源于档案、图书部门外，主要由全县各有关单位提供；部分历

史资料源于沛县旧志；口碑资料系编者采访。为节省篇幅，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1

目 录

概述⋯⋯⋯⋯⋯⋯⋯⋯⋯⋯⋯⋯⋯1

大事记⋯⋯⋯⋯⋯⋯_⋯⋯⋯⋯⋯9

第一编建置区划⋯⋯⋯⋯⋯⋯⋯⋯53

第一章建置⋯⋯⋯⋯⋯⋯⋯⋯⋯⋯55

第一节 沿革⋯⋯⋯⋯⋯⋯⋯⋯⋯55

第二节县治⋯⋯⋯⋯⋯⋯⋯⋯⋯56

第二章区划⋯⋯⋯⋯⋯⋯⋯⋯⋯⋯57

第一节 县境⋯⋯⋯⋯⋯⋯⋯⋯⋯57

第二节 县内区划⋯⋯⋯⋯⋯⋯⋯57

第三章乡镇⋯⋯⋯⋯⋯⋯⋯⋯⋯⋯60

第一节 乡镇(场)简介⋯⋯⋯⋯⋯60

第二节 村名录⋯⋯⋯⋯⋯：⋯⋯“78

第二编地理环境⋯⋯⋯⋯⋯⋯一97

第一章位置面积⋯⋯⋯⋯⋯⋯⋯99

第一节 位置⋯⋯⋯⋯⋯⋯⋯⋯⋯99

第二节 面积⋯⋯⋯⋯⋯⋯⋯⋯⋯99

第二章地质地貌⋯⋯⋯⋯⋯⋯⋯100

第一节地质⋯⋯⋯⋯⋯⋯⋯⋯⋯100

． 第二节地貌⋯⋯⋯⋯⋯⋯⋯⋯⋯101

第三章气候物候⋯⋯⋯⋯⋯⋯⋯102

第一节 气候⋯⋯⋯⋯”?⋯⋯⋯⋯102

第二节物候⋯⋯⋯⋯⋯⋯⋯⋯⋯105

第四章河湖地下水⋯⋯⋯⋯⋯⋯106

第一节河道⋯⋯⋯⋯⋯⋯⋯⋯⋯106

第二节 湖泊⋯⋯⋯⋯⋯⋯⋯⋯⋯108

第三节地下水⋯⋯⋯⋯⋯⋯⋯⋯108

第五章土壤土地利用⋯⋯⋯⋯⋯109

第一节土壤⋯⋯⋯⋯⋯⋯⋯⋯⋯109

第二节 土地利用⋯⋯⋯⋯⋯⋯⋯111

第六章自然资源⋯⋯⋯⋯⋯⋯⋯⋯112

第一节 生物资源⋯⋯⋯⋯⋯⋯⋯112

第二节 矿产资源⋯⋯⋯⋯⋯⋯⋯112

第七章自然灾害⋯⋯⋯⋯⋯⋯⋯⋯113

第_节洪涝⋯⋯⋯⋯⋯⋯⋯⋯⋯113

第二节 干旱⋯⋯⋯⋯⋯⋯⋯⋯⋯114

第三节霜冻寒潮⋯⋯⋯⋯⋯⋯114

第四节风灾⋯⋯⋯⋯⋯⋯⋯⋯⋯115

第五节．冰雹⋯⋯⋯⋯⋯⋯⋯⋯⋯115

第六节 虫害⋯⋯⋯⋯⋯⋯⋯⋯⋯115

第七节地震⋯⋯⋯⋯一：⋯⋯⋯⋯115

第八章环境保护⋯⋯⋯⋯⋯⋯⋯⋯116

第一节 污染源⋯⋯⋯⋯⋯⋯⋯⋯116

第二节 污染治理⋯⋯⋯⋯⋯⋯⋯118

第三编湖区湖田⋯⋯⋯⋯⋯“121

第一章湖区区划⋯⋯⋯⋯⋯⋯⋯⋯．123

第一节 清末区划⋯⋯⋯⋯⋯⋯⋯123

第二节 民国区划⋯⋯⋯⋯⋯⋯⋯123

第三节解放后区划⋯⋯⋯⋯⋯⋯123

第二章湖田⋯⋯⋯⋯⋯⋯⋯⋯⋯⋯124

第一节湖田形成⋯⋯⋯⋯⋯⋯⋯124

第二节 湖田类型⋯⋯⋯⋯⋯⋯⋯125

第三节 湖田分配⋯⋯⋯⋯⋯⋯⋯125

第四节 湖田耕种与征收⋯⋯⋯⋯125

附录：湖区变动后政府对湖田的有关规

定⋯⋯⋯⋯⋯⋯⋯⋯⋯⋯⋯⋯⋯⋯⋯⋯126

第三章湖产湖区水利⋯⋯⋯⋯⋯127

第一节湖产⋯⋯⋯⋯⋯⋯⋯⋯⋯127

7 第二节 湖区水利⋯⋯⋯⋯⋯⋯⋯128

附录：苏鲁两省对湖产和湖区水利处理

的有关规定⋯⋯⋯⋯⋯⋯⋯⋯⋯⋯⋯⋯128

第四章湖区纠纷纪略⋯⋯⋯⋯⋯⋯129

第一节建国前湖田纠纷⋯⋯⋯⋯129

第二节 建国后湖区新矛盾⋯⋯⋯130

附录：1984年国务院109号文件(全文)

⋯⋯⋯⋯⋯⋯⋯⋯⋯⋯⋯⋯⋯⋯⋯131



2 目 录

第四编人口⋯⋯⋯⋯⋯⋯⋯⋯⋯⋯135

第一章人口规模⋯⋯⋯⋯⋯⋯⋯⋯137

第一节 数量⋯⋯⋯⋯⋯⋯⋯⋯⋯137

第二节 分布 密度⋯⋯⋯⋯⋯⋯138

第二章人口变动⋯⋯⋯⋯⋯⋯⋯⋯139

第一节 自然变动⋯⋯⋯⋯⋯⋯⋯139

第二节机械变动⋯⋯⋯⋯⋯⋯⋯139

第三章人口结构⋯⋯⋯⋯⋯⋯⋯⋯140

第一节 民族构成⋯⋯⋯⋯⋯⋯⋯140

第二节 性别构成⋯⋯⋯⋯⋯⋯⋯141

第三节年龄构成⋯⋯⋯⋯⋯⋯⋯141

第四节 文化构成⋯⋯⋯⋯⋯⋯⋯142

第五节 职业构成⋯⋯⋯⋯⋯⋯⋯142

第四章人口控制⋯⋯⋯⋯⋯⋯⋯⋯143

第一节机构⋯⋯⋯⋯⋯⋯⋯⋯⋯143

第二节 节育⋯⋯⋯⋯⋯⋯⋯⋯⋯143

第三节优生⋯⋯⋯⋯⋯⋯⋯⋯⋯145

第五编农业⋯⋯⋯⋯⋯⋯⋯⋯⋯⋯147
第一章生产关系变革⋯⋯⋯⋯⋯⋯149

第一节 封建生产关系⋯⋯⋯⋯⋯149

第二节 减租减息 土地改革⋯⋯150

第三节 农业互助合作⋯⋯⋯⋯⋯151

第四节 农村人民公社⋯⋯⋯⋯⋯152

第五节 家庭联产承包制 ⋯⋯⋯153

第二章区划与作物⋯⋯⋯⋯⋯⋯⋯154

第一节 农业区划⋯⋯⋯⋯⋯⋯⋯154

第二节耕地⋯⋯⋯⋯⋯⋯⋯⋯⋯155

第三节 主要农作物⋯⋯⋯⋯⋯⋯155

第三章’作物种植管理⋯⋯⋯⋯⋯⋯158

第一节耕作制度⋯⋯⋯⋯⋯⋯⋯158

第二节 作物品种⋯⋯⋯⋯⋯⋯⋯158

第三节土壤改良⋯⋯⋯⋯⋯⋯⋯160

第四节 肥料⋯⋯⋯⋯⋯⋯⋯⋯⋯160

第五节 作物栽培⋯⋯⋯⋯⋯⋯⋯161

第六节 植物保护⋯⋯⋯⋯⋯⋯⋯163

第七节 农技推广⋯⋯⋯⋯⋯⋯⋯166

第四章农机具⋯⋯⋯⋯⋯⋯⋯⋯⋯167

第一节农具⋯⋯⋯⋯⋯⋯⋯⋯⋯167

第二节 农业机械⋯⋯⋯⋯⋯⋯⋯168

第三节农机管理⋯⋯⋯⋯⋯⋯⋯169

第六编林牧副渔⋯⋯⋯⋯⋯“171

第一章林木⋯⋯⋯⋯⋯⋯⋯⋯⋯⋯173

第一节资源⋯⋯⋯⋯⋯⋯⋯⋯⋯173

第二节育苗⋯⋯⋯⋯⋯⋯⋯⋯⋯175

第三节造林⋯⋯⋯⋯⋯⋯⋯⋯⋯178

第四节 管护与采伐⋯⋯⋯⋯⋯⋯179

第二章果树⋯⋯⋯⋯⋯⋯⋯⋯⋯⋯181

第一节 品种分布⋯⋯⋯⋯⋯⋯181

第二节 生产与管理⋯⋯⋯⋯⋯⋯184

第三章蚕桑⋯⋯⋯⋯⋯⋯⋯⋯⋯⋯186

第一节育桑⋯⋯⋯⋯⋯⋯⋯⋯⋯186

第二节养蚕⋯⋯⋯⋯⋯⋯⋯⋯⋯186

第四章畜禽一⋯⋯⋯⋯⋯⋯⋯⋯⋯187

第一节资源⋯⋯⋯⋯⋯⋯⋯⋯⋯187

第二节饲养⋯⋯⋯⋯⋯⋯⋯⋯⋯189

第三节疫病防治⋯⋯⋯⋯⋯⋯⋯192

第五章副业⋯⋯⋯⋯⋯⋯⋯⋯⋯⋯192

第一节种植业⋯⋯⋯⋯⋯⋯⋯⋯192

第二节编织业⋯⋯⋯⋯⋯⋯⋯⋯193

第三节其它副业⋯⋯⋯⋯⋯⋯⋯194

第六章渔业⋯⋯⋯⋯⋯⋯⋯⋯⋯⋯195

第一节资源⋯⋯⋯⋯⋯⋯⋯⋯⋯195

第二节养殖⋯⋯⋯⋯⋯⋯⋯⋯⋯195

第三节捕捞⋯⋯⋯⋯⋯⋯⋯⋯⋯196

第七编水利⋯⋯⋯⋯⋯⋯⋯⋯199

第一章湖河治理⋯⋯⋯⋯⋯⋯⋯⋯201

第一节 南四湖治理⋯⋯⋯⋯⋯⋯201

第二节 河道治理⋯⋯⋯⋯⋯⋯⋯207

第二章排灌工程⋯⋯⋯⋯⋯⋯⋯⋯208

第一节机械排灌⋯⋯⋯⋯⋯⋯⋯208

第二节 电力排灌⋯⋯⋯⋯⋯⋯⋯209

第三节涵闸工程⋯⋯⋯⋯⋯⋯⋯211

第三章农田水利⋯⋯⋯⋯⋯⋯⋯⋯215

第一节 田间工程⋯⋯⋯⋯⋯⋯⋯215

第二节 井灌工程⋯⋯⋯⋯⋯⋯⋯216

第三节 防涝治碱⋯⋯⋯⋯⋯⋯⋯217



目 录 3

第四章防汛抗旱⋯⋯⋯⋯⋯⋯⋯⋯218

第一节 防汛排涝⋯⋯⋯⋯⋯．．．218

第二节抗旱⋯⋯⋯⋯⋯⋯⋯⋯⋯219

第五章水利管理⋯⋯⋯⋯⋯⋯⋯⋯220

第一节 管理机构⋯⋯⋯⋯⋯⋯⋯220

第二节 工程设施管理⋯⋯⋯⋯⋯220

第八编工业⋯⋯⋯⋯⋯⋯⋯⋯⋯”223

第一章工业体制⋯⋯⋯⋯⋯⋯⋯⋯225

第一节私营工业⋯⋯⋯⋯⋯⋯⋯225

第二节集体工业⋯⋯⋯⋯⋯⋯⋯226

第三节 国营工业⋯⋯⋯⋯⋯⋯⋯227

第四节 工业体制改革⋯⋯⋯⋯⋯228

第二章工业门类⋯⋯⋯⋯⋯⋯⋯⋯230

第一节 纺织工业⋯⋯⋯⋯⋯⋯⋯230

第二节化学工业⋯⋯⋯⋯⋯⋯⋯230

第三节 食品工业⋯⋯⋯⋯⋯⋯⋯231

第四节 机械工业⋯⋯⋯⋯⋯⋯⋯232

第五节 建材造船工业⋯⋯⋯⋯⋯233

第六节服装鞋帽工业⋯⋯⋯⋯⋯234

第七节造纸印刷工业⋯⋯⋯⋯⋯234

第八节其它工业⋯⋯⋯⋯⋯⋯⋯235

第三章重点企业名优产品⋯⋯⋯236

第一节 重点企业⋯⋯⋯⋯⋯⋯⋯236

第二节名优产品⋯⋯⋯⋯⋯⋯⋯246

第四章工业管理⋯⋯⋯⋯⋯⋯⋯⋯251

第一节计划管理⋯⋯⋯⋯⋯⋯⋯251

第二节技术质量管理⋯⋯⋯⋯⋯251

第三节 物资财务管理⋯⋯⋯⋯⋯252

第四节 劳动安全管理⋯⋯⋯⋯⋯253

第九编交通运输⋯⋯⋯⋯⋯⋯⋯255

第一章公路交通⋯⋯⋯⋯⋯⋯⋯⋯257

第一节公路建设⋯⋯⋯⋯⋯⋯⋯257

第二节 公路运输⋯⋯⋯⋯⋯⋯⋯260

第二章铁路交通⋯⋯⋯⋯⋯⋯⋯⋯263

第一节铁路建设⋯⋯⋯⋯⋯⋯⋯263

第二节 铁路设施⋯⋯⋯⋯⋯⋯⋯263

第三节铁路运输⋯⋯⋯⋯⋯⋯⋯264

第三章水路交通⋯⋯⋯⋯⋯⋯⋯⋯264

第一节航道⋯⋯⋯⋯⋯⋯⋯⋯⋯264

第二节 渡口 港口⋯⋯⋯⋯⋯⋯265

第三节桥闸⋯⋯⋯⋯⋯⋯⋯⋯⋯267

第四节船舶⋯⋯⋯⋯⋯⋯⋯⋯⋯268

第五节 水上运输⋯⋯⋯⋯⋯⋯⋯269

第四章装卸搬运⋯⋯⋯⋯⋯⋯⋯⋯269

第一节 组织机构⋯⋯⋯⋯⋯⋯269

第二节 装卸业务⋯⋯⋯⋯⋯⋯⋯270

第五章交通管理⋯⋯⋯⋯⋯⋯⋯⋯270

第一节 路政管理⋯⋯⋯⋯⋯⋯⋯270

第二节航政管理⋯⋯⋯⋯⋯⋯⋯272

第三节运输管理⋯⋯⋯⋯⋯⋯⋯272

第四节交通监理⋯⋯⋯⋯⋯⋯⋯273

第五节 经营管理改革⋯⋯⋯⋯⋯274

第十编邮电⋯⋯⋯⋯⋯⋯⋯⋯⋯⋯275

第一章机构⋯⋯⋯⋯⋯⋯⋯⋯⋯⋯277

第一节驿站⋯⋯⋯⋯⋯⋯⋯⋯⋯277

第二节 邮电局(所)⋯⋯⋯⋯⋯⋯277

第二章邮政⋯⋯⋯⋯⋯⋯⋯⋯⋯⋯278

第一节 邮政业务⋯⋯⋯⋯⋯⋯⋯278

第二节 邮运投递⋯⋯⋯⋯⋯⋯281

第三章电信⋯⋯⋯⋯⋯⋯⋯⋯⋯⋯282
’

第一节 线路⋯⋯⋯⋯⋯⋯⋯⋯⋯282

第二节 电报⋯⋯⋯⋯⋯⋯⋯⋯⋯283

第三节 电话⋯⋯⋯⋯⋯⋯⋯⋯⋯284

第四章邮电管理⋯⋯⋯⋯⋯⋯⋯⋯287

第一节 邮政管理⋯⋯⋯⋯⋯⋯⋯287

第二节 电信管理⋯⋯⋯⋯⋯⋯⋯287

第十一编能源⋯⋯⋯⋯⋯⋯⋯·289

第一章煤炭⋯⋯⋯⋯⋯⋯⋯⋯⋯⋯291

／第一节 资源⋯⋯⋯⋯⋯⋯⋯⋯⋯291

第二节、开采⋯⋯⋯⋯⋯⋯⋯⋯⋯292

第三节 购销⋯⋯⋯⋯⋯⋯⋯⋯⋯293

第二章电力⋯⋯⋯⋯⋯⋯⋯⋯⋯⋯296

第一节发电⋯⋯⋯⋯⋯⋯⋯⋯⋯296

第二节输变电⋯⋯⋯⋯⋯⋯⋯⋯296

第三节 供用电⋯⋯⋯⋯⋯⋯⋯⋯298

第四节 电力管理⋯⋯⋯⋯⋯⋯⋯300



目 录

石油其它能源⋯⋯⋯⋯⋯300

石油⋯⋯⋯⋯⋯⋯⋯⋯⋯300

其它能源⋯⋯⋯⋯⋯⋯⋯302

商业贸易⋯⋯⋯⋯⋯⋯305
商业体制⋯⋯⋯⋯⋯⋯⋯⋯307

私营商业⋯⋯⋯⋯⋯⋯⋯307

集体商业⋯⋯⋯⋯⋯⋯⋯309

国营商业⋯⋯⋯⋯⋯⋯⋯309

商品购销⋯⋯⋯⋯⋯⋯⋯⋯311

生产资料购销⋯⋯⋯⋯⋯311

日用工业品购销⋯⋯⋯⋯312

副食品购销⋯⋯⋯⋯⋯⋯313

饮食服务⋯⋯⋯⋯⋯⋯⋯⋯316

饮食业⋯⋯⋯⋯⋯⋯⋯⋯316

服务业⋯⋯⋯⋯⋯⋯⋯⋯317

集市贸易⋯⋯⋯⋯⋯⋯⋯⋯318

集市⋯⋯⋯⋯⋯⋯⋯⋯⋯318

贸易⋯⋯⋯⋯⋯⋯⋯⋯⋯319

对外贸易⋯⋯⋯⋯⋯⋯⋯⋯319

管理机构⋯⋯⋯⋯⋯⋯⋯319

商品收购⋯⋯⋯⋯⋯⋯⋯319

商品进出口⋯⋯⋯⋯⋯⋯319

供销合作社⋯⋯⋯⋯⋯323

组织机构⋯⋯⋯⋯⋯⋯⋯⋯325

县社基层社⋯⋯⋯⋯⋯325

县社经营单位⋯⋯⋯⋯⋯326

社员代表大会⋯⋯⋯⋯⋯327

经营业务⋯⋯⋯⋯⋯⋯⋯⋯328

第一节 生产资料供应⋯⋯⋯⋯⋯328

第二节 生活资料供应⋯⋯⋯⋯⋯329

第三节 收购业务⋯⋯⋯⋯⋯⋯⋯330

第四节 扶持副业生产⋯·‘⋯⋯⋯··332

第三章体制改革⋯⋯⋯⋯⋯⋯⋯⋯333

第一节 恢复“三性_陛质⋯⋯⋯⋯333

第二节 推行抵押承包责任制⋯⋯334

第三节 扩大经营范围⋯⋯⋯⋯⋯334

第四节发展横向联系⋯⋯⋯⋯⋯334

第十四编粮油经营⋯⋯⋯⋯⋯⋯337

第一章粮油市场⋯⋯⋯⋯⋯⋯⋯⋯339

第一节 市场演变⋯⋯⋯⋯⋯⋯⋯339

第二节市场经营⋯⋯⋯⋯⋯⋯⋯340

第三节 管理机构⋯⋯⋯⋯⋯⋯⋯341

第二章购销⋯⋯⋯⋯⋯⋯⋯⋯⋯⋯341

第一节收购⋯⋯⋯⋯⋯⋯⋯⋯⋯341

第二节销售⋯⋯⋯⋯⋯⋯⋯⋯⋯345

第三章储运⋯⋯⋯⋯⋯⋯⋯⋯⋯⋯350

第一节仓储⋯⋯⋯⋯⋯⋯⋯⋯⋯350

第二节保管⋯⋯⋯⋯⋯⋯⋯⋯⋯351

第三节调运⋯⋯⋯⋯⋯⋯⋯⋯⋯352

第十五编财政税务⋯⋯⋯⋯．355

第一章财政⋯⋯⋯⋯⋯⋯⋯⋯⋯⋯357

第一节 财政体制⋯⋯⋯⋯“一⋯·357

第二节财政收支⋯⋯⋯⋯⋯⋯⋯359

第三节 财政管理⋯⋯⋯⋯⋯⋯⋯365

第四节债券发行⋯⋯⋯⋯⋯⋯⋯369

第二章税务⋯⋯⋯⋯⋯⋯⋯⋯⋯⋯369

第一节农业赋税⋯⋯⋯⋯⋯⋯⋯369

第二节 工商税⋯⋯⋯⋯⋯⋯⋯⋯374

第三节其它捐税⋯⋯⋯⋯⋯⋯⋯377

第四节 税务管理⋯⋯⋯⋯⋯⋯⋯379

第十六编金融⋯⋯⋯⋯⋯⋯381

第一章金融机构⋯⋯⋯⋯⋯⋯⋯⋯3'83

第一节 当铺钱庄⋯⋯⋯⋯⋯⋯383

第二节银行⋯⋯⋯⋯⋯⋯⋯⋯⋯383

第三节 信用合作社⋯⋯⋯⋯⋯⋯385

第四节 保险公司⋯⋯⋯⋯⋯⋯⋯385

第二章货币⋯⋯⋯⋯⋯⋯⋯⋯⋯⋯385

第一节货币演变与流通⋯⋯⋯⋯385

第二节货币管理⋯⋯⋯⋯⋯⋯⋯387

第三章存款⋯⋯⋯⋯⋯⋯⋯⋯⋯⋯390

第一节机关企事业存款⋯⋯⋯⋯390

第二节城乡储蓄存款⋯⋯⋯⋯⋯391

第四章信贷⋯⋯⋯⋯⋯⋯⋯⋯⋯⋯394

第一节 工商信贷⋯⋯⋯⋯⋯⋯⋯394

第二节 农业信贷⋯⋯⋯⋯⋯⋯⋯395



目 录 5

第五章涉外业务与基建资金管理⋯⋯

1························⋯··················399

第一节涉外业务⋯⋯⋯⋯⋯⋯⋯399

第二节．基建资金管理⋯⋯⋯⋯⋯399

第六章保险⋯⋯⋯⋯⋯⋯⋯⋯⋯⋯401

第一节 业务发展⋯⋯⋯⋯⋯⋯⋯401

第二节承保险种⋯⋯⋯⋯⋯⋯⋯401

第三节 防灾和理赔⋯⋯⋯⋯⋯⋯402

第十七编城乡建设⋯⋯⋯⋯⋯”405

第一章县城建设⋯⋯⋯⋯⋯⋯⋯⋯407

第一节+规划布局⋯⋯⋯⋯⋯⋯⋯407

第二节‘市政建设．．．⋯⋯⋯⋯⋯⋯409
”‘

第三节公共建筑⋯⋯⋯⋯⋯⋯⋯417

‘第四节住宅建设⋯⋯⋯⋯⋯⋯⋯420

第五节 城区绿化⋯⋯⋯⋯⋯⋯⋯421

第六节环境卫生⋯⋯⋯⋯⋯⋯⋯422

第二章村镇建设⋯⋯⋯⋯⋯⋯⋯⋯423

第一节集镇建设⋯⋯⋯⋯⋯⋯⋯423

第二节农村建设k⋯⋯⋯⋯⋯⋯425

第三章房地产管理⋯⋯⋯⋯⋯⋯⋯427

第一节、房产管理⋯⋯⋯⋯⋯⋯⋯427

第二节用地管理⋯⋯⋯⋯⋯⋯⋯428

’第三节 房地产开发⋯⋯⋯⋯⋯⋯430

第四章建筑业⋯⋯⋯⋯⋯⋯⋯⋯⋯432

‘第一节建筑企业⋯⋯⋯⋯⋯⋯⋯432

第二节技术设备⋯⋯⋯⋯⋯⋯⋯433

第三节企业管理⋯⋯⋯⋯⋯⋯⋯434

第十八编’经济综合管理⋯⋯⋯一437
第一章综述⋯⋯⋯⋯⋯⋯⋯⋯⋯⋯439

第一节 经济发展概况⋯⋯⋯⋯⋯439

第二节 经济实力和经济基础⋯⋯440

第三节经济结构⋯⋯⋯⋯⋯⋯⋯441

第二章计划⋯⋯⋯⋯⋯⋯⋯⋯⋯⋯443

第一节计划编制⋯⋯⋯⋯⋯⋯⋯443

第二节计划执行⋯⋯⋯⋯⋯⋯⋯444

第三章‘统计⋯⋯⋯⋯⋯⋯⋯⋯⋯⋯445

第一节 组织机构⋯⋯⋯⋯⋯⋯⋯445

‘第二节 工作实绩⋯⋯⋯⋯⋯⋯⋯446

第四章审计⋯⋯⋯⋯⋯⋯⋯⋯⋯⋯“7

第一节 财政财务审计⋯⋯⋯⋯⋯447

第二节 财经法纪审计⋯⋯⋯⋯⋯448

第五章‘工商行政管理⋯⋯⋯⋯⋯⋯448

第一节 市场管理⋯⋯⋯⋯⋯⋯⋯448

第二节 企业登记管理⋯⋯-⋯⋯451

第三节 经济合同管理⋯⋯⋯⋯⋯453

第四节 商标与广告管理⋯⋯⋯⋯454

：第六章物价管理⋯⋯⋯⋯⋯⋯⋯⋯455

第一节 物价演变⋯⋯j⋯⋯⋯：⋯。455

第二节 物价检查与监督⋯⋯⋯⋯456

第七章物资管理⋯⋯⋯⋯⋯⋯⋯⋯457

第一节 计划分配与调节⋯⋯⋯⋯457

第二节物资协作⋯⋯⋯⋯⋯⋯⋯458

。第八章计量标准管理⋯⋯⋯⋯⋯⋯459

第一节 计量改革⋯⋯⋯⋯⋯⋯⋯459

第二节计量管理⋯⋯⋯⋯⋯⋯⋯460

第三节 标准化管理⋯⋯⋯⋯⋯⋯460

第十九编政党⋯⋯⋯⋯⋯⋯⋯463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沛县委员会。·一465

第一节 组织建立和发展⋯⋯⋯⋯4 465，

第二节 中共沛县历届代表大会和代表

会议⋯⋯⋯⋯⋯⋯⋯⋯⋯⋯⋯⋯⋯⋯⋯471

第三节 组织系统⋯⋯⋯⋯⋯⋯。·476

第四节 党的建设⋯⋯⋯⋯⋯⋯⋯478

第五节 统战工作⋯⋯··：⋯⋯⋯481

第六节 纪律检查⋯⋯一⋯⋯⋯⋯·484

第二章中国国民党沛县县党部⋯⋯487

第一节机构沿革⋯⋯⋯“⋯⋯⋯·487‘

第二节 组织系统⋯⋯⋯⋯⋯⋯⋯487

第三节 党务活动⋯⋯⋯⋯⋯9 Ott 487

第二+编社会团体⋯⋯⋯．．．⋯⋯489

‘第一章+职工团体⋯⋯⋯⋯⋯⋯⋯⋯‘491

第一节行业工会职工救国会⋯⋯

·······．···．···．．··．．··············-·⋯··-··491

第二节县工会⋯⋯⋯⋯⋯⋯⋯⋯491

第三节 县总工会⋯⋯⋯⋯⋯⋯⋯、492

第二章农民团体⋯⋯．．．⋯⋯⋯⋯⋯494



目 录

县农会农民救国会⋯⋯494

农民协会 贫下中农协会⋯

⋯⋯⋯⋯⋯⋯⋯⋯⋯⋯⋯495

少年组织⋯⋯⋯⋯⋯⋯⋯495

童子军 三民主义青年团

⋯⋯⋯⋯⋯⋯⋯⋯⋯⋯⋯495

青年救国会⋯⋯⋯⋯⋯⋯496

共产主义青年团⋯⋯⋯⋯496

儿童团少年先锋队⋯⋯499

女组织⋯⋯⋯⋯⋯⋯⋯⋯499

妇女救国会⋯⋯⋯⋯⋯⋯499

妇女联合会⋯⋯⋯⋯⋯⋯499

商团体⋯⋯⋯⋯⋯⋯⋯⋯502

县商会县工商业联合会⋯⋯

·································502

个体劳动者协会⋯⋯⋯⋯502

会文化团体⋯⋯⋯⋯⋯⋯503

科教文卫团体⋯⋯⋯⋯⋯503

其它社会团体⋯⋯⋯⋯⋯505

政务⋯⋯⋯⋯⋯⋯·507

事会参议会⋯⋯⋯⋯⋯509

议事会⋯⋯⋯⋯⋯⋯⋯⋯509

参议会⋯⋯⋯⋯⋯⋯⋯⋯509

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大会

·································510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510

第二节 人民代表大会⋯⋯⋯⋯⋯511

第三节 县人大常委会⋯⋯⋯⋯⋯515

第三章民国时期县政权⋯⋯⋯⋯⋯516

第一节 县公署县政府⋯⋯⋯⋯516

第二节 抗日民主政府 民主政府⋯

·⋯··⋯·⋯-··⋯···⋯···⋯··⋯⋯·⋯··518

第四章人民政府⋯⋯⋯⋯⋯⋯⋯⋯520

第一节沿革⋯⋯⋯⋯⋯⋯⋯⋯⋯520

第二节机构设置⋯⋯⋯⋯⋯⋯⋯524

第三节基层行政机构⋯⋯⋯⋯⋯525

第四节 行政监察⋯⋯⋯⋯⋯⋯⋯526

第五章人民政协⋯⋯⋯⋯⋯⋯⋯⋯527

第一节政协沛县委员会⋯⋯⋯⋯527

第二节机构设置⋯⋯⋯⋯⋯⋯⋯530

第三节 工作简述⋯⋯⋯⋯⋯⋯⋯531

第二十二编人事劳动管理⋯⋯“533
第一章人事管理⋯⋯⋯⋯⋯⋯⋯⋯535

第一节 管理机构⋯⋯⋯⋯⋯⋯⋯535

第二节 干部管理⋯⋯⋯⋯⋯⋯⋯536

第二章劳动管理⋯⋯⋯⋯⋯⋯⋯⋯542

第一节 管理机构⋯⋯⋯⋯⋯⋯⋯542

第二节 就业调配培训⋯⋯⋯543

第三节劳动保护⋯⋯⋯⋯⋯⋯⋯546

第四节劳动服务公司⋯⋯⋯⋯⋯547

第三章工资福利⋯⋯⋯⋯⋯⋯⋯⋯547

第一节工资⋯⋯⋯⋯⋯⋯⋯⋯⋯547

第二节福利⋯⋯⋯⋯⋯⋯⋯⋯⋯551

第四章离休退休退职⋯⋯⋯⋯554

第一节 干部离休退休 退职⋯⋯

·············································554

第二节职工退休退职⋯⋯⋯⋯554

第五章精简下放⋯⋯⋯⋯⋯⋯⋯⋯555

第一节精简机构⋯⋯⋯⋯⋯⋯⋯555

第二节下放人员⋯⋯⋯⋯⋯⋯⋯556

第二+三编民政⋯⋯⋯⋯⋯⋯“557
第一章拥军优抚安置⋯⋯⋯⋯559

第一节拥军⋯⋯⋯⋯⋯⋯⋯⋯⋯559

第二节优抚⋯⋯⋯⋯⋯⋯⋯⋯⋯560

第三节安置⋯⋯⋯⋯⋯⋯⋯⋯⋯563

第二章救济福利⋯⋯⋯⋯⋯⋯⋯564

第一节救济⋯⋯⋯⋯⋯⋯⋯⋯⋯564

第二节社会福利⋯⋯⋯⋯⋯⋯⋯567

第三章婚丧管理⋯⋯⋯⋯⋯⋯⋯⋯569

第一节婚姻管理⋯⋯⋯⋯⋯⋯⋯569

第二节殡葬管理⋯⋯⋯⋯⋯⋯⋯5'70

第四章收容支边⋯⋯⋯⋯⋯⋯⋯⋯570

第一节收容遣送⋯⋯⋯⋯⋯⋯⋯570

第二节移民支边⋯⋯⋯⋯．．．⋯⋯570

第五章地名工作⋯⋯⋯⋯⋯⋯⋯⋯571

第一节地名普查⋯⋯⋯⋯⋯⋯⋯57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7

第二节 地名管理⋯⋯⋯⋯⋯⋯⋯571

第六章侨台事务⋯⋯⋯⋯⋯⋯⋯⋯571

第一节 管理机构⋯⋯⋯⋯⋯⋯⋯571

第二节 侨台事务活动⋯⋯⋯⋯⋯571

第七章来信来访⋯⋯⋯⋯⋯⋯⋯⋯574

第一节 信访网络．．．⋯⋯⋯⋯⋯⋯574

第二节信访处理⋯⋯⋯⋯⋯⋯⋯574

第二十四编治安司法⋯⋯⋯⋯577
第一章治安⋯⋯⋯⋯⋯⋯⋯⋯⋯⋯579

第一节机构⋯⋯⋯⋯⋯⋯⋯⋯⋯579

第二节 户籍管理⋯⋯⋯⋯⋯⋯⋯580

第三节 治安管理⋯⋯⋯⋯⋯⋯⋯581

第四节刑事侦破⋯⋯⋯⋯⋯⋯⋯584

第五节监所⋯⋯⋯⋯⋯⋯⋯⋯⋯584

第六节交通管理⋯⋯⋯⋯⋯⋯⋯584

第七节 消防⋯⋯⋯⋯⋯⋯⋯⋯⋯585

第二章检察⋯⋯⋯⋯⋯⋯⋯⋯⋯⋯585

第一节机构⋯⋯⋯⋯⋯⋯⋯⋯⋯585

第二节 刑事检察⋯⋯⋯⋯⋯⋯⋯586

第三节经济检察⋯⋯⋯⋯⋯⋯⋯587

第四节 法纪检察⋯⋯⋯⋯⋯⋯⋯587

第五节 监所检察⋯⋯⋯⋯⋯⋯⋯588

第六节控告申诉检察⋯⋯⋯⋯⋯588

第三章审判⋯⋯一⋯⋯⋯⋯⋯⋯⋯589

第一节机构⋯⋯⋯⋯⋯⋯⋯⋯⋯589

第二节 审判制度⋯⋯⋯⋯⋯⋯⋯589

第三节 刑事审判⋯⋯⋯⋯⋯⋯⋯590

第四节 民事审判⋯⋯⋯⋯⋯⋯⋯590

第五节 经济审判⋯⋯⋯⋯⋯⋯⋯591

第六节 申诉复查⋯⋯⋯⋯⋯⋯⋯591

第四章司法行政⋯⋯⋯⋯⋯⋯⋯⋯592

第一节机构⋯⋯⋯⋯⋯⋯⋯⋯⋯592

第二节 法制宣传⋯⋯⋯⋯⋯⋯⋯592

第三节律师事务⋯⋯⋯⋯⋯⋯⋯592

．第四节公证⋯⋯⋯⋯⋯⋯⋯⋯⋯593

第五节 民事调解⋯⋯⋯⋯⋯⋯⋯593

第二十五编军事⋯⋯⋯⋯⋯⋯⋯595
第一章地方武装⋯⋯⋯⋯⋯⋯⋯⋯597

第一节 北洋政府地方武装⋯⋯⋯597

第二节 国民党地方武装⋯⋯⋯⋯597

第三节 共产党地方武装⋯⋯⋯⋯599

附：沛县伪军地方武装⋯⋯⋯⋯⋯604

第二章驻军⋯⋯⋯⋯⋯⋯⋯⋯⋯⋯605

第一节 清末驻军⋯⋯⋯⋯⋯⋯⋯605

第二节 民国时期驻军⋯⋯⋯⋯⋯605

附：日本侵略军暴行录⋯⋯⋯⋯⋯606

第三章民兵⋯⋯⋯⋯⋯⋯⋯⋯⋯⋯607

第一节 组织机构⋯⋯⋯⋯⋯⋯⋯607

第二节 民兵活动⋯⋯⋯⋯⋯⋯⋯608

第四章兵役制度⋯⋯⋯⋯⋯⋯⋯⋯610

第一节。旧式兵役⋯⋯⋯⋯⋯⋯⋯610

第二节 人民兵役⋯⋯⋯⋯⋯⋯⋯610

第五章战事纪略⋯⋯⋯⋯⋯⋯⋯⋯611

第一节 古代战事⋯⋯⋯⋯⋯⋯⋯611

第二节近现代战事⋯⋯⋯⋯⋯⋯611

第二十六编教育⋯⋯⋯⋯⋯⋯一617

第一章县学书院私塾⋯⋯⋯⋯619

第一节县学⋯⋯⋯⋯⋯⋯⋯⋯⋯619

第二节 书院⋯⋯⋯⋯⋯⋯⋯⋯⋯620

第三节 私塾义学⋯⋯⋯⋯⋯⋯620

第二章学前及初等教育⋯⋯⋯⋯⋯621

第一节 幼儿教育⋯⋯⋯⋯⋯⋯⋯621

第二节 小学教育⋯⋯⋯⋯⋯⋯⋯623

第三章中等教育⋯⋯⋯⋯⋯⋯⋯⋯626

第一节普通中学教育⋯⋯⋯⋯⋯626

第二节。中等专(职)业技术教育⋯⋯

·········⋯·································631

第四章高等教育⋯⋯⋯⋯⋯⋯⋯⋯634

第一节 电视大学沛县管理站⋯⋯634

第二节 高师函授站⋯⋯⋯⋯⋯⋯634

第三节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634

第五章成人业余教育特殊教育⋯⋯

5

5

6

7

3

3

3

3

6

6

6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育育一～教教．一一余余育～业业教～民工殊～农职特

●
●●

～节节节

～

一

二三～第第第



8 目 录

第六章教师⋯⋯⋯⋯⋯⋯⋯⋯⋯⋯638

第一节 教师队伍⋯⋯⋯⋯⋯⋯⋯638

第二节 教师进修⋯⋯⋯⋯⋯⋯⋯639

第三节 教师待遇⋯⋯⋯⋯⋯⋯⋯640

第七章教学管理⋯⋯⋯⋯⋯⋯⋯⋯642

第一节 教育体制改革⋯⋯⋯⋯⋯642

第二节 教学研究⋯⋯⋯⋯⋯⋯⋯642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643

第八章教学设施勤工俭学⋯⋯⋯644

第一节教学设施⋯⋯⋯⋯⋯⋯⋯644

第二节 教育经费⋯⋯⋯⋯⋯⋯⋯645

’第三节 勤工俭学⋯⋯⋯⋯⋯⋯⋯646

第二十七编科学技术⋯⋯⋯⋯⋯649

第一章机构团体⋯⋯⋯⋯⋯⋯⋯651

第一节 管理机构⋯⋯⋯⋯⋯⋯⋯651

第二节科研机构⋯⋯⋯⋯⋯⋯⋯651

’第三节 测报机构⋯⋯⋯⋯⋯⋯⋯652

第四节 学术团体⋯，“⋯·h⋯⋯⋯653

第二章科技队伍⋯⋯⋯⋯⋯⋯⋯⋯653

第一节科技人员⋯⋯⋯⋯⋯⋯⋯653

第二节 人才管理⋯⋯⋯⋯⋯⋯⋯654

第三章科学普及⋯⋯⋯⋯⋯⋯⋯⋯655

第一节 科普宣传⋯⋯⋯⋯⋯⋯⋯655

第二节 技术培训⋯⋯⋯⋯⋯⋯⋯656

第三节 科技咨询⋯⋯⋯⋯⋯⋯⋯656

第四节青少年科普活动⋯⋯⋯⋯656

．第四章科技成果和专利⋯⋯⋯⋯⋯657

第一节 获奖成果及专利⋯⋯⋯⋯657

第二节 科研成果推广应用⋯⋯⋯659

第五章测报⋯⋯⋯⋯⋯⋯⋯⋯⋯⋯661

第一节地震测报⋯⋯⋯⋯⋯⋯⋯661

第二节 气象测报⋯⋯⋯⋯⋯⋯⋯661

第三节水文测报⋯⋯⋯⋯⋯⋯⋯662

第二十八编文化⋯⋯⋯j⋯⋯⋯．663

第一章文化设施表演团体⋯⋯⋯665

第一节 教育馆 文化馆(站)⋯⋯665

。第二节 图书馆⋯⋯⋯⋯⋯⋯⋯⋯667

’第三节 书店⋯⋯⋯⋯⋯⋯⋯⋯⋯668

第四节 档案馆⋯⋯⋯⋯⋯⋯⋯⋯668

第五节博物馆⋯⋯⋯⋯⋯⋯⋯⋯669

第六节 电影放映机构⋯⋯⋯⋯·∑669

第七节 影剧院(场)⋯⋯⋯⋯⋯⋯670

第八节表演团体⋯⋯⋯⋯⋯⋯⋯670

第二章文学艺术⋯⋯⋯⋯⋯⋯⋯⋯673

第一节 文学艺术组织⋯⋯⋯⋯⋯673

第二节 文学艺术创作⋯⋯⋯⋯⋯673

第三节 民间文艺⋯⋯⋯⋯⋯⋯⋯677

第三章报刊广播电视⋯⋯⋯⋯680

第一节报刊⋯⋯⋯⋯⋯⋯⋯⋯⋯680

1第二节广播⋯⋯⋯⋯⋯⋯⋯⋯⋯681

第三节 电视⋯⋯⋯⋯⋯⋯⋯⋯⋯682

第四节 通讯报道⋯⋯⋯⋯⋯⋯⋯683

第四章文物胜迹⋯⋯⋯⋯⋯⋯⋯⋯684

第一节 文物⋯⋯⋯⋯⋯⋯⋯⋯⋯684

第二节 汉皇遗迹⋯⋯⋯⋯⋯⋯⋯686

第三节 湮没古迹⋯⋯⋯⋯⋯⋯⋯688

第五章编史修志⋯⋯⋯⋯⋯⋯⋯⋯690

第一节编史⋯⋯⋯⋯⋯⋯⋯⋯⋯690

第二节 修志⋯⋯⋯⋯⋯⋯⋯⋯⋯690

第二十九编医药卫生⋯⋯⋯⋯·695

第一章机构队伍⋯⋯⋯⋯⋯⋯⋯⋯697

第一节 管理机构⋯⋯⋯⋯⋯⋯⋯697

第二节 医疗卫生机构⋯⋯⋯⋯⋯697

第三节 卫生队伍⋯⋯⋯⋯⋯⋯⋯701

第二章医疗⋯⋯⋯⋯⋯⋯⋯⋯⋯⋯702

第一节 医疗技术⋯⋯⋯⋯⋯⋯⋯702

第二节 医疗设备⋯⋯⋯⋯⋯⋯⋯706

第三节 医疗制度⋯⋯⋯⋯⋯⋯⋯707

第三章医药⋯⋯⋯⋯⋯⋯⋯⋯⋯⋯709

第一节 中药⋯⋯⋯⋯⋯⋯⋯⋯⋯709

第二节 西药⋯⋯⋯⋯⋯⋯⋯⋯⋯710

第四章卫生防疫⋯⋯⋯⋯⋯⋯⋯⋯711

第一节 爱国卫生⋯⋯⋯⋯⋯⋯⋯711

第二节 食品卫生⋯⋯⋯⋯⋯⋯⋯712

第三节 疫病普查⋯⋯⋯一⋯⋯“712

第四节7预防接种⋯⋯⋯⋯⋯⋯⋯712



目 录 9

第五节疫病防治⋯⋯⋯⋯⋯⋯⋯713

第五章妇幼保健⋯⋯⋯⋯⋯⋯⋯⋯717

第一节妇女保健⋯⋯⋯⋯⋯⋯⋯717

第二节儿童保健⋯⋯⋯⋯．．．⋯⋯719

第六章医政药政⋯⋯⋯⋯⋯⋯⋯720

第一节 医政⋯⋯⋯⋯⋯⋯⋯⋯⋯720

第二节 药政⋯⋯⋯⋯⋯⋯⋯⋯⋯722

第三+编体育⋯⋯⋯⋯⋯⋯⋯“725

第一章社会体育⋯⋯⋯⋯⋯⋯⋯⋯727

第一节 民间传统体育⋯⋯⋯⋯⋯727

第二节 农民体育⋯⋯⋯⋯⋯⋯⋯728

第三节职工体育⋯⋯⋯⋯⋯⋯⋯728

第四节社会其它体育⋯⋯⋯⋯⋯729

第二章学校体育⋯⋯⋯⋯⋯⋯⋯⋯731

第一节体育教学⋯⋯⋯⋯⋯⋯⋯731

第二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732

第三节县业余体校⋯⋯⋯⋯⋯⋯732

第三章运动竞赛⋯⋯⋯⋯⋯⋯⋯⋯736

第一节运动会⋯⋯曼⋯⋯⋯⋯⋯·736

第二节 竞赛成绩⋯⋯⋯⋯⋯⋯⋯737

第四章设施科研⋯⋯⋯⋯⋯⋯⋯747

第一节 县级体育设施⋯⋯⋯⋯⋯747

第二节 基层体育设施⋯⋯⋯⋯⋯747

第三节体育科研⋯⋯⋯⋯⋯⋯⋯748

第三十一编武术⋯⋯⋯⋯⋯⋯⋯749

第一章武术(技巧)组织与培训⋯⋯751

第一节 组织机构⋯⋯⋯⋯⋯⋯⋯751

第二节 武术馆(校)⋯⋯⋯⋯⋯⋯752

第三节 人才培训⋯⋯⋯⋯⋯⋯⋯753

第四节 武术之乡⋯⋯⋯⋯⋯⋯⋯754

第二章武术门派⋯⋯⋯⋯⋯⋯⋯⋯755

第一节地方主要门派⋯⋯⋯⋯⋯755

第二节 地方古老拳械套路选编一⋯

⋯⋯⋯⋯⋯⋯⋯⋯⋯⋯⋯⋯⋯⋯⋯759

第三章武术(技巧)表演竞赛⋯⋯⋯770

第一节县内表演竞赛⋯⋯⋯⋯⋯770

第二节 国内表演竞赛⋯⋯⋯⋯⋯770

第三节 国际表演竞赛⋯⋯⋯⋯⋯773

第三十二编方言俗语⋯⋯·．：⋯775

第一章方言⋯⋯⋯⋯⋯⋯⋯⋯⋯⋯777

7第一节语音系统⋯⋯⋯⋯⋯⋯⋯777

第二节 常用词汇⋯⋯⋯⋯⋯⋯⋯778

第三节 语法特点⋯⋯⋯⋯⋯⋯⋯782

第二章俗语⋯⋯⋯⋯⋯⋯⋯⋯⋯⋯784

第一节谚语⋯⋯⋯⋯⋯⋯⋯⋯⋯784

第二节歇后语⋯⋯⋯⋯⋯⋯⋯⋯788

第三十三编风土民情⋯⋯⋯⋯⋯791

第一章人民生活⋯⋯⋯⋯⋯⋯⋯⋯793

第一节．农民生活⋯⋯⋯⋯⋯⋯⋯793

第二节 职工居民生活⋯⋯⋯⋯⋯795

第二章民风习俗⋯⋯⋯⋯⋯⋯⋯⋯796

第一节婚丧喜庆⋯⋯⋯⋯⋯⋯⋯796

第二节 时令节日⋯⋯⋯⋯⋯⋯⋯797

第三节 民风⋯⋯⋯⋯⋯⋯⋯⋯⋯798

第四节 旧习⋯⋯⋯⋯⋯⋯⋯⋯⋯801

第三章姓氏⋯⋯⋯⋯⋯⋯⋯⋯⋯⋯803

第一节 县内主要姓氏考略⋯⋯⋯803

第二节 姓氏分布⋯⋯⋯⋯⋯⋯⋯804

第四章宗教信仰⋯⋯⋯⋯⋯⋯⋯⋯806

第一节佛教⋯⋯⋯．．．⋯⋯⋯⋯⋯806

第二节道教⋯⋯⋯⋯⋯⋯⋯⋯⋯806

第三节耶稣教⋯⋯⋯⋯⋯⋯⋯⋯806

第四节．天主教⋯⋯O·O"O O⋯⋯⋯⋯806

第五节伊斯兰教⋯⋯⋯⋯⋯⋯⋯807

第三十四编人物⋯⋯⋯⋯⋯⋯⋯809

第一章人物传略⋯⋯⋯⋯⋯⋯⋯⋯811

第一节 古代人物⋯⋯⋯⋯⋯⋯⋯811

第二节 近现代人物⋯⋯⋯⋯⋯⋯819

第二章人物录⋯⋯⋯⋯⋯⋯⋯⋯⋯840

第一节 古代人物⋯⋯⋯⋯⋯⋯⋯840

第二节近现代人物⋯⋯⋯⋯⋯⋯842

第三章人物表⋯⋯⋯⋯⋯⋯⋯⋯⋯845

第一节英烈表⋯⋯⋯⋯⋯⋯⋯⋯845

第二节 百岁寿星表⋯⋯⋯⋯⋯⋯940

第三节 明清历任知县表⋯⋯⋯⋯940



10 目 录

附录⋯⋯⋯⋯⋯⋯⋯⋯⋯⋯⋯⋯．949

一、碑文选录⋯⋯⋯⋯⋯⋯⋯⋯⋯951

二、诗文选粹⋯⋯⋯⋯⋯⋯⋯⋯⋯953

三、旧县志序跋选⋯⋯⋯⋯⋯⋯⋯959

四、<刘氏族谱>资料选载⋯⋯⋯⋯961

跋⋯⋯⋯⋯⋯⋯⋯⋯⋯⋯⋯967

后记⋯⋯⋯⋯⋯⋯⋯⋯⋯⋯⋯．968

编纂机构及编审人员⋯⋯⋯969

●



概 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