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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宿区位于沅陵县西北边陲。境内武陵山脉横亘，酉
． 水纵贯，上通鄂、川、黔边境，卞临沅陵古镇，昔称“八蛮峒

口’’，是古代水陆要冲。1986年全县文物普查，发现落鹤坪

乡四方溪村青龙包和乌宿乡洪树坪村湾里河是新石器时
， 代文化遗址。出土文物证实：境内先民五千年前已在酉水
’，?两岸生息繁衍；勤劳骠悍，崇尚进取。但历代封建统治者
。

把境内土著人视为“蛮夷"，进行血腥镇压。民国时期兵灾‘
； 匪患迭起，民无宁日，人民饱受煎熬。千百年来，境内各族

人民为了图生存，求发展，曾栉风沐雨，前赴后继，与封建

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千多年前的“溪州铜柱" ，

铭文，九百多年前的《明溪新寨题名记》勒石，以及战场
坪、拱辰营、藏军峒、杀人冲等地名记载，都是境内各族人

民反对封建统治压迫的历史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根除了百年匪患，全区人。
民获得了翻身解放。经过三十八年的改革和建设，经济、：

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交通、商业等各项事业百废俱兴，
蓬勃发展，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谱写了乌宿区历史上崭

●
。

新的篇章。 ，一r 7， +．． 、。

但是．坞宿区人民斗争和建设的珍贵史实，却因历史
和社会的种种原因，从无系统记载，诚为一件憾事。中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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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国内政通

人和，兴起盛世修志热潮。《沅陵县乌宿区志》于1987年

秋得以集资撰写，体现了全区人民的共同心愿。本书搜集

乌宿区古今资料280万余字，依照实事求是，立足当代，
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编

纂而成。旨在让历史的经验教训成为今天和明天的借鉴，
填补过去“前无可稽，后无可鉴”的历史空白。

古人云：“修史莫难于志。"三年来，《沅陵县乌宿区

志》编写小组的同志，潜心效力，励精图“志"，通过三改篇

目，四易其稿，于1991年秋季得以脱稿成书。成书不易，

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差错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
斧正。愿后来者，踏着先辈们的足迹，创造更加光辉的业
绩，是以为序。

王云林

1990年1月

作者：原任中共乌宿区委书记，现任沅陵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藏书洞，有国家级保护的文物后晋溪州铜柱，省级重点保

护的文物宋代《明溪新寨题名记》，有土司、苗王峒寨。此
地厉代筑垒驻重兵屯守，是兵家必争之地。 、’

据出土的新石器时期文物证实，这里曾群居土著先
民，至今，仍是苗族、土家族聚居生息的家园。他们能歌善

舞，习俗、信仰、语言、服饰、乡土民情特异。 一
、， 乌宿历为行政治地，隶属沅陵县管辖，已有2100多
年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乌宿各族人民，敦厚诚实，勤奋
勇敢，为反抗阶级压迫，战胜天灾入祸，发展山区经济、文
化、教育作出过重大贡献。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

共产党永(顺)沅(陵)中心县委的革命根据地斗争、抗日
时期的反侵略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乌宿区各族人民披荆斩棘，前赴
后继，自力更生，改造山河，献出了自己的优秀儿女，培育

’

了历史名人，为建设家乡、振兴中华创造了以往任何时代
’

无法比拟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立下了丰功伟绩，成了乌宿

各族人民的骄傲和光荣。 t

，

新中国建立后，我曾多次去乌宿区工作，亲见苗族、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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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汉族人民团结互助，因地制宜地充分发挥资源优一
势，开发水能资源，发展传统土特产品，依靠科技兴农，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

，<沅陵县乌宿区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

存真求实地记述境内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是一部
史料齐备，地方特点鲜明的科学文献．它将有助于各级党
政领导，各方学者以及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了解山区历
史、民族风情，探求农村经济发展规律，起服务当代，惠及

后世的作用。
“^

。‘ 。， 。。

《乌宿区志》编写小组全体同志，经历五载寒暑，四易
其稿，编纂成30来万字的区志，公开出版，此乃一大贡
献，为方志文库增添奇葩，还积累了“党委领导、政府主

修、部门协作、以区编纂J二级审批劳一套完整的区、乡修

志经验一。‘ ，

‘、

， ·中共乌宿区委和区公所的领导同志嘱我作序，读罢
‘乌宿区志》，感慨万千，欣然命笔，以是为序。

， ’周光烈’ ， ；

9

“。1991年12月22日

l 。

t j

，沅陵县地方东编纂委员会主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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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编《沅陵县乌宿区志》是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本着“存真求实"的方针
和“详今略古’’的原则，系统地记述乌宿区自然的、
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

。 二、时间断限，上起时间凭资料而定，下迄于
l 987年。大事记和人物传截止I 990年，健在人物

不立传，以事系人，散见各章。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

裁，以志为主，分篇、章、节、目的结构形式。共设7
篇37章I 47节I 49目，共30万字。经济篇占全书

。 的百分之三十，群众文化、苗族、土家族习俗系本

志特色，予以详记。 一

‘

，

·， 四、按现代汉语规范要求和地方志编写行文
通则，统一全书的体例、语言、文字。

五、本志篇首立《概述》、《大事记》，篇末置《杂
录》，图表设在有关章节中。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使用旧历纪年加
注公元纪年。朝代纪年，农历年、月用汉字。民国。
和公元纪年、百分比、财会统计用阿拉伯数字。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沅陵县档案馆，县党



2．凡例
‘

⋯

I

。史办公室，县文史资料委员会及县属各部、委、办j
、局资料室，区、乡档案室和有关报刊资料，并搜集
IZ／碑、实物资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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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既j；i；·····⋯·⋯····⋯·⋯⋯⋯······⋯····⋯··⋯···⋯⋯··⋯·⋯·(1)

大事记～·～⋯⋯⋯⋯⋯⋯⋯⋯⋯⋯⋯⋯⋯⋯⋯⋯⋯⋯⋯”(5)

一⋯一一第一篇‘地理
。 ^’

‘+’

第一章’区域：⋯⋯：⋯⋯⋯⋯·：⋯⋯⋯．．．”-⋯⋯⋯⋯⋯”(29)
‘。第一节地理位咒⋯⋯⋯⋯⋯⋯⋯⋯⋯⋯⋯⋯⋯⋯⋯⋯(29)

。 第二节建氍沿革⋯⋯⋯⋯⋯⋯⋯⋯⋯⋯⋯⋯⋯⋯⋯·“(29)

。第三节区域演变。⋯⋯⋯⋯⋯⋯⋯⋯⋯⋯⋯⋯⋯⋯⋯⋯(30)

第二章行政区划⋯⋯⋯⋯⋯⋯⋯·：⋯⋯⋯⋯⋯⋯⋯⋯·(31)

第一节行政区划演变⋯⋯⋯⋯⋯⋯⋯⋯⋯⋯⋯⋯⋯⋯?”(31)

．’第二节乡、镇⋯⋯⋯⋯⋯⋯⋯⋯⋯⋯⋯⋯⋯⋯⋯⋯⋯⋯(35)
：

L、乌宿乡⋯⋯⋯⋯⋯⋯⋯⋯⋯⋯⋯⋯⋯⋯⋯⋯⋯⋯⋯(35)
。

=、清水坪乡⋯⋯⋯⋯⋯⋯⋯⋯⋯⋯⋯⋯⋯⋯⋯⋯⋯⋯(36)
。

三、棋坪乡⋯⋯⋯⋯⋯⋯⋯⋯⋯⋯⋯⋯⋯⋯⋯⋯⋯⋯⋯(37)
。

四、落鹤坪乡⋯⋯⋯⋯⋯⋯·⋯⋯⋯⋯⋯⋯⋯⋯⋯⋯⋯”(37)

"“五、高砌头乡⋯⋯⋯⋯⋯⋯⋯⋯⋯⋯⋯⋯⋯⋯⋯⋯⋯⋯(38)
。

六、明溪口镇⋯⋯⋯⋯⋯⋯⋯⋯⋯⋯⋯⋯⋯⋯⋯⋯⋯⋯(38)

t’第三节村，组⋯⋯⋯⋯⋯⋯⋯⋯⋯⋯⋯⋯⋯⋯⋯⋯⋯·：·(39)

第三章⋯人口⋯⋯⋯⋯⋯⋯⋯⋯⋯⋯⋯⋯⋯⋯⋯⋯⋯·?·(40)
，’第一节‘入El来源及姓氏⋯⋯⋯⋯⋯⋯⋯⋯⋯⋯⋯⋯⋯⋯(40)

。‘。一．人口来源⋯⋯⋯⋯⋯⋯⋯⋯⋯⋯⋯⋯⋯⋯⋯⋯⋯⋯(40)

，c’二、姓氏⋯一一⋯··⋯⋯⋯⋯⋯⋯⋯⋯⋯⋯⋯⋯⋯⋯⋯(40)
， ，。三、人口变动⋯⋯⋯⋯⋯⋯⋯⋯⋯⋯⋯⋯⋯⋯⋯⋯⋯⋯(41)

‘

第二节人口结构 ⋯⋯⋯⋯⋯⋯⋯·⋯⋯·”·⋯⋯⋯⋯·”(43)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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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构成⋯⋯⋯⋯⋯⋯⋯⋯⋯⋯⋯⋯⋯⋯⋯⋯⋯⋯(43)

二、性别和性比例⋯⋯⋯⋯⋯⋯⋯⋯⋯⋯⋯⋯⋯⋯⋯⋯(44)

三、文化结构⋯⋯⋯⋯⋯⋯⋯⋯⋯⋯⋯⋯⋯⋯⋯⋯⋯⋯(45)

四、职业结构⋯⋯⋯⋯⋯⋯⋯⋯⋯⋯⋯⋯⋯⋯⋯⋯⋯⋯(45)

第三节人口统计和人口普查⋯⋯⋯⋯⋯⋯⋯⋯⋯⋯⋯⋯(46)

，’’第四节-计划生育⋯⋯⋯⋯⋯⋯⋯⋯⋯⋯⋯⋯⋯⋯⋯⋯(46)

第四章地貌·⋯⋯⋯⋯⋯⋯⋯⋯⋯⋯⋯⋯⋯⋯⋯⋯⋯”(48)
第一节地形分类⋯⋯⋯⋯⋯⋯⋯⋯⋯⋯⋯⋯⋯⋯⋯⋯(48)

。第二节山脉⋯⋯⋯⋯⋯⋯⋯⋯⋯⋯⋯⋯⋯⋯⋯⋯⋯⋯(49)

第三节溪河⋯⋯⋯⋯⋯⋯⋯⋯⋯⋯⋯⋯⋯⋯⋯⋯⋯⋯(49)

第五章气候、物候、土壤⋯⋯⋯⋯⋯⋯⋯⋯⋯⋯⋯⋯⋯(53)
第一节气候⋯⋯⋯⋯⋯⋯⋯⋯⋯⋯⋯⋯⋯⋯⋯⋯⋯⋯(53)

一、气温⋯⋯⋯⋯⋯⋯⋯·?⋯⋯⋯⋯⋯⋯⋯⋯⋯⋯⋯·(54)

二，降雨⋯⋯⋯⋯⋯⋯⋯⋯⋯⋯⋯⋯⋯⋯⋯⋯⋯⋯⋯(57)

，三．降霜、降雪、冰冻．⋯⋯⋯⋯⋯⋯⋯⋯⋯⋯⋯⋯⋯⋯⋯(58)

第二节物候⋯⋯⋯⋯⋯⋯⋯⋯⋯⋯⋯⋯⋯⋯⋯⋯⋯⋯(59)

z ，第三节土壤⋯⋯⋯⋯⋯⋯⋯⋯⋯⋯⋯⋯⋯⋯⋯⋯⋯⋯(59)

第六章自然资源、自然灾害⋯⋯⋯⋯⋯⋯⋯⋯⋯⋯⋯⋯(61)
第一节植物资源⋯⋯⋯⋯⋯⋯⋯⋯⋯⋯⋯⋯⋯⋯⋯⋯(61)

一、树木⋯⋯⋯⋯⋯⋯⋯⋯⋯⋯⋯⋯⋯⋯⋯⋯⋯⋯⋯(61)

j 二、果类⋯⋯⋯⋯⋯⋯⋯⋯⋯⋯⋯⋯⋯⋯⋯⋯⋯⋯⋯(61)

“一三、竹类．⋯”⋯⋯⋯⋯⋯⋯⋯⋯⋯⋯⋯⋯⋯⋯⋯⋯⋯·(61)

四、蔬菜，食用菌、瓜类⋯⋯⋯⋯⋯⋯⋯⋯⋯⋯⋯⋯⋯⋯(61)

五、药材类⋯⋯⋯⋯⋯⋯⋯⋯⋯⋯⋯⋯⋯⋯⋯⋯⋯⋯⋯(62)

六、花卉类⋯⋯⋯⋯⋯⋯”·⋯⋯⋯⋯⋯⋯⋯⋯⋯⋯⋯⋯(62)

七．其它类⋯⋯⋯⋯⋯一⋯⋯⋯⋯·一⋯⋯⋯⋯⋯⋯⋯⋯62)

第二节动物资源，⋯⋯⋯⋯⋯⋯⋯⋯⋯⋯⋯⋯⋯⋯⋯⋯(63)

一、禽类⋯⋯⋯⋯⋯⋯⋯⋯⋯⋯⋯⋯⋯⋯⋯⋯⋯⋯⋯(63)



， 二、兽类⋯⋯⋯⋯⋯

三、水产类⋯⋯⋯⋯⋯

。四、两栖类””⋯”⋯⋯

t、五、爬行类⋯⋯⋯⋯⋯

六、虫类。⋯⋯⋯⋯⋯

。第三节水、矿藏资源⋯⋯⋯⋯⋯⋯⋯⋯⋯⋯⋯岬⋯⋯⋯(64) 。

t 一、水资源⋯⋯⋯⋯⋯⋯⋯⋯⋯⋯⋯⋯⋯⋯⋯⋯⋯⋯⋯(64)

_’t，二、矿藏资源⋯⋯⋯⋯⋯⋯⋯⋯⋯⋯⋯⋯⋯⋯⋯⋯⋯⋯(64)

1，第四节自然灾害⋯⋯⋯⋯⋯⋯⋯⋯⋯⋯⋯⋯⋯⋯⋯⋯(64)

一、旱灾⋯⋯⋯⋯⋯⋯⋯⋯⋯⋯⋯⋯⋯⋯⋯⋯⋯⋯⋯(64)

=、水灾⋯⋯⋯⋯⋯⋯⋯⋯⋯⋯⋯⋯⋯⋯⋯⋯⋯⋯⋯(65)

t三、虫灾⋯⋯⋯⋯⋯⋯⋯⋯⋯⋯⋯⋯⋯⋯⋯⋯⋯⋯⋯(65)

，四、冰雹⋯⋯⋯⋯⋯⋯⋯⋯⋯⋯⋯⋯⋯⋯⋯⋯⋯⋯⋯(65)

。 五、雷击⋯·⋯⋯⋯⋯⋯⋯⋯⋯·⋯⋯⋯⋯⋯⋯⋯⋯⋯·(65)

六、滑坡⋯⋯⋯⋯⋯⋯⋯⋯⋯⋯⋯⋯⋯⋯⋯⋯⋯⋯⋯(66)
v t， ^

_ ，一 f

’ 第二篇政治、 ，·， 、

。

第一章政治综述⋯⋯⋯⋯⋯⋯⋯⋯⋯⋯⋯⋯⋯⋯⋯⋯(67)
第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政治概况⋯⋯⋯⋯⋯⋯⋯⋯(67)

一、清末时期(1840"-1910)⋯⋯⋯⋯⋯⋯⋯⋯⋯⋯⋯⋯⋯(67)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n～1918)⋯⋯⋯⋯⋯⋯⋯⋯(67)
‘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67) ．

，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重大政治活动⋯⋯⋯⋯⋯⋯(69)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69)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3-'-：．．1956)⋯⋯⋯⋯⋯⋯⋯⋯⋯(71) ，

三、社会主义建设十年(1957"-'1966)⋯⋯⋯⋯⋯⋯⋯⋯⋯(71)

． ．四、。文化大革命，，玎寸期(1966．6,'--1976．9)⋯⋯⋯·⋯⋯⋯⋯··(73)
’

五、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新时期(1976～198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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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区、乡组织⋯⋯⋯⋯⋯⋯⋯⋯⋯⋯⋯(76)
第一节组织机构⋯⋯⋯⋯⋯⋯⋯⋯⋯⋯⋯⋯⋯⋯⋯⋯(76) ，

． 一、机构建置⋯⋯⋯⋯⋯⋯⋯⋯⋯⋯⋯⋯⋯⋯⋯·⋯⋯”(76)

，。=、领导人更迭⋯⋯⋯⋯⋯⋯⋯⋯⋯⋯⋯⋯⋯⋯⋯⋯⋯(77)

4第=节组织建设⋯⋯⋯⋯⋯⋯⋯⋯⋯⋯⋯⋯⋯⋯⋯⋯(85)

。 t 一、组织发展⋯⋯⋯⋯⋯⋯⋯⋯⋯⋯⋯⋯⋯⋯⋯⋯⋯⋯(85)
一

t- 二、思想教育⋯⋯⋯⋯⋯⋯⋯⋯⋯⋯⋯⋯⋯⋯⋯⋯·⋯”(86)’

·第三节宣传工作⋯⋯⋯⋯⋯⋯⋯⋯⋯⋯⋯⋯⋯⋯⋯⋯(87r)

，第四节统战工作一⋯⋯⋯⋯⋯⋯⋯⋯⋯⋯⋯⋯⋯⋯⋯”(89)

-第五节纪律检查⋯⋯⋯⋯⋯⋯⋯⋯⋯⋯⋯⋯⋯⋯⋯⋯(90)

第三章中国国民党、三肯团⋯⋯：⋯⋯⋯⋯⋯⋯⋯⋯⋯一(91)
t第一节中国国民党区，乡组织”···””·····””·····⋯”””一··(91)

’第二节三青团区、乡组织⋯⋯⋯⋯⋯⋯⋯⋯⋯⋯⋯⋯⋯⋯(93)

。第四章，清代，民国时期区、乡政权⋯⋯⋯⋯⋯⋯⋯⋯⋯(93)
。第一节清代都，里⋯⋯⋯⋯⋯⋯⋯⋯⋯⋯⋯⋯⋯⋯⋯⋯(93)

，第二节民国时期区、乡公所⋯⋯⋯⋯⋯⋯⋯⋯⋯⋯⋯⋯⋯(93)

’第五章新中国建立后区、乡建制⋯⋯⋯⋯⋯⋯⋯⋯⋯⋯(99)‘

。第一节区、乡人民政府⋯⋯⋯⋯⋯⋯⋯⋯⋯⋯⋯⋯⋯·．”(99)，

7一、机构建置⋯⋯⋯⋯⋯⋯⋯⋯⋯⋯⋯⋯⋯⋯⋯⋯⋯⋯(99)

． 。=、领导^更迭⋯⋯⋯⋯⋯⋯⋯⋯⋯⋯⋯⋯⋯⋯⋯⋯(101) 7

．第二节乡(镇)人民代表大会⋯⋯⋯⋯⋯⋯．．．⋯⋯⋯⋯⋯(109)

第三节治安⋯”⋯⋯⋯⋯⋯⋯⋯⋯⋯⋯⋯⋯⋯⋯⋯⋯·(110)

．第四节司法、审判⋯⋯⋯⋯⋯⋯⋯⋯⋯⋯⋯⋯⋯⋯⋯⋯(111)
‘

第五节．民政⋯⋯⋯⋯⋯⋯⋯⋯⋯⋯⋯⋯⋯⋯⋯⋯⋯⋯(113)

第六章．群众团体⋯⋯⋯⋯⋯⋯⋯⋯⋯⋯⋯⋯⋯⋯⋯⋯(115)
。第1了工人组织⋯⋯⋯⋯⋯⋯⋯⋯⋯⋯⋯⋯⋯⋯⋯⋯(115)

。第二节农民组织⋯⋯⋯⋯⋯⋯⋯⋯⋯⋯⋯⋯·⋯⋯⋯”(115)， “。

第三节青年组织⋯⋯⋯⋯⋯⋯⋯⋯⋯⋯．．．⋯⋯⋯⋯⋯(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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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一章

第一节
9 第二节人民生活．．⋯”⋯⋯⋯⋯ngu DgOaQI-ggO⋯⋯⋯⋯⋯(121)

。第二章农业⋯⋯⋯⋯⋯⋯⋯⋯⋯⋯⋯⋯⋯⋯⋯⋯⋯⋯(123)
。 第一节生产关系变革⋯⋯⋯⋯“⋯⋯⋯⋯⋯⋯⋯⋯⋯·(123)

·。．一、封建土地所有制⋯⋯⋯⋯⋯⋯一⋯”⋯⋯⋯⋯⋯⋯”(123)
。 二、土地已2革⋯⋯⋯⋯⋯⋯⋯一OOOODeDO@@Og·⋯⋯⋯⋯⋯-(125)

三、农业社会主义改造⋯⋯”⋯⋯⋯⋯⋯⋯⋯⋯⋯⋯⋯·(126)
· 四、人民公社⋯⋯⋯⋯⋯⋯⋯⋯··一⋯⋯⋯⋯⋯⋯⋯”(128)

· ，，第二节联产承包责任制⋯⋯⋯⋯⋯⋯⋯⋯⋯⋯⋯⋯⋯(129)

；第三节作物种植”一”⋯”⋯⋯一⋯⋯⋯⋯⋯⋯一⋯⋯“·(131)

。 一、粮食作物⋯⋯”⋯⋯⋯⋯⋯⋯⋯⋯⋯⋯⋯⋯⋯⋯·(131)

。。=、经济作物⋯⋯⋯⋯⋯⋯⋯⋯⋯⋯⋯⋯⋯⋯⋯⋯⋯(136)
’

三、油料作物⋯⋯”⋯⋯⋯⋯⋯⋯⋯⋯⋯⋯⋯⋯⋯⋯·(138)

，， 四、绿肥作物⋯．-⋯⋯⋯⋯⋯⋯”⋯⋯”，⋯⋯⋯⋯⋯··(140)

，五、蔬菜生产⋯”⋯”⋯⋯⋯”⋯⋯⋯⋯⋯⋯⋯⋯⋯”·(141)

。六、果、茶栽培⋯⋯⋯⋯⋯⋯⋯⋯⋯一⋯⋯⋯⋯⋯⋯⋯(141)

，第四节农田基本建设⋯⋯⋯⋯⋯⋯⋯⋯⋯⋯⋯⋯⋯⋯(145)
， 一、水利建设⋯⋯⋯⋯⋯⋯⋯⋯⋯⋯⋯⋯⋯⋯⋯⋯⋯(J45)

’ 二、改土造田⋯⋯⋯⋯⋯⋯⋯⋯⋯⋯⋯⋯⋯⋯⋯⋯⋯(151)
． 第五节．农具农机”⋯⋯⋯⋯⋯⋯⋯⋯⋯⋯⋯⋯⋯⋯⋯·(152)

第六节种田技术⋯⋯⋯⋯⋯⋯⋯⋯⋯⋯⋯⋯⋯⋯⋯“·(153)

，；一，叠腊冷浸田，．．⋯⋯．．．⋯⋯⋯⋯⋯⋯⋯⋯⋯⋯⋯⋯·(153)
二、推广良种，⋯⋯⋯⋯⋯⋯⋯⋯⋯⋯⋯⋯⋯⋯”⋯⋯·(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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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育秧n⋯“⋯⋯⋯⋯⋯⋯⋯⋯m⋯⋯⋯⋯⋯”(155)
‘ ‘

四．合理密植⋯“⋯⋯⋯⋯⋯·⋯⋯⋯⋯⋯⋯⋯⋯⋯⋯(155)
’

五、科学管水⋯⋯⋯⋯⋯⋯⋯⋯⋯⋯⋯⋯⋯⋯⋯⋯⋯(156)

六，科学施肥⋯⋯⋯⋯⋯⋯⋯⋯⋯⋯⋯⋯⋯⋯⋯⋯⋯(156)

。t七、施用农药⋯⋯⋯⋯⋯⋯⋯⋯⋯⋯⋯⋯⋯⋯”：⋯m(156)，

第三章林业⋯⋯⋯⋯⋯⋯⋯⋯⋯⋯⋯⋯⋯⋯⋯⋯⋯”(1 58)

。 7第一节森林慨况⋯⋯⋯⋯⋯⋯⋯⋯⋯⋯⋯⋯⋯⋯⋯⋯(158) 。

第二节森林资源⋯⋯⋯⋯⋯⋯⋯⋯⋯⋯⋯⋯⋯⋯⋯⋯(159)

’·一、用材林资源分布⋯⋯⋯⋯⋯⋯⋯⋯⋯⋯⋯⋯⋯⋯⋯(159)
t。 二．经济林资源分布⋯⋯⋯⋯⋯⋯⋯⋯⋯⋯⋯⋯⋯⋯⋯(162)

第三节植树造林⋯⋯⋯⋯⋯⋯⋯⋯⋯⋯⋯⋯⋯⋯⋯⋯(165)
·。‘ ．L、采种育茁⋯⋯⋯⋯⋯⋯⋯⋯⋯⋯⋯⋯⋯⋯⋯⋯”(165)

，二，人工造林⋯⋯⋯⋯⋯⋯⋯⋯⋯⋯⋯⋯⋯⋯⋯⋯⋯(166)
‘

第四节森林采伐⋯⋯⋯⋯⋯⋯⋯⋯⋯⋯⋯⋯⋯⋯⋯⋯(170)

第五节森林保护⋯⋯⋯⋯⋯⋯⋯⋯⋯⋯⋯⋯⋯⋯⋯⋯(171)

一、护林防火⋯⋯⋯⋯⋯⋯⋯⋯⋯⋯⋯⋯⋯⋯⋯⋯⋯(171)
’

二、封山育林⋯⋯⋯⋯⋯⋯⋯⋯⋯⋯⋯⋯⋯⋯⋯⋯⋯(172)

第六节森林管理⋯⋯⋯⋯m⋯⋯⋯⋯⋯⋯⋯⋯⋯”⋯·(173)

一、权届管理⋯⋯⋯⋯⋯⋯⋯⋯⋯⋯南⋯⋯⋯⋯⋯⋯(173) 。。

二、经营管理⋯⋯”⋯⋯⋯⋯⋯⋯⋯⋯⋯⋯⋯⋯⋯⋯·(173)

第四章牧业、渔业⋯-．．⋯⋯⋯⋯⋯⋯⋯⋯⋯．．．⋯⋯⋯(174)

第一节畜牧业⋯⋯⋯⋯⋯⋯⋯⋯⋯⋯⋯⋯⋯⋯⋯⋯⋯(174)

一、养牛⋯⋯⋯⋯⋯⋯⋯⋯⋯⋯⋯⋯⋯“⋯一⋯⋯⋯”(174)

二，养j2}⋯·”⋯⋯⋯⋯⋯·⋯··⋯⋯”·”·”⋯”””··⋯··(174)

三，养鸭⋯⋯⋯⋯⋯⋯．．．⋯⋯⋯⋯⋯⋯⋯⋯⋯⋯⋯⋯(175)

第二节渔业⋯⋯n⋯⋯⋯⋯⋯⋯⋯⋯⋯⋯⋯⋯⋯⋯⋯·(177)

一、资源⋯⋯⋯⋯⋯⋯⋯⋯⋯⋯⋯⋯⋯⋯⋯⋯⋯⋯⋯(177)

二，捕捞⋯⋯⋯⋯⋯⋯⋯⋯⋯⋯⋯．．．⋯⋯⋯⋯⋯⋯⋯(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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