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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编《正定县志>)修成梓行，巨容古今，益及万代，其事大且美，堪喜堪

贺。

地方志，地方之志。记述所及，于地理、历史、经济、政治、军事、教育、文

化、风俗、人物诸项，几无所遗。编修地方志，是我国古已有之的传统。我县首

部县志，当属明代始编的《真定县志》。其后数百年间，又有多次编修，其取舍

增删虽有差异，但其共同之处都不失为正定状貌和发展的历史记录，是后人

了解、研究历史的珍贵典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定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领导下，正定人民掀天揭地，击雨搏风，历尽曲折和艰辛，夺取了社会

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其气势之宏，变化之巨，大大丰富了编修的内容。时值

盛世修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正定县的历史进行了新编，以更好地体

现客观性、历史性和全面性，更好地发挥史鉴作用。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新编((正定县志》广以卷帙，充以涵容，堪称正定“小

百科刀。正定源流之远、位势之要、物产之阜、典籍之丰、人才之众、英烈之伟，

经由此志集粹，将使人们有一个更广、更深、更好的了解，激励五十多万人民

以自豪于历史、珍视于时代、创造于未来之情，为正定历史写出更加壮丽的续
管
阚0 ．

中共正定县委书记 王玉廷

正定县人民政府县长 韩宪章

一九九O年七月二十六日



序 二

1989年10月，我等应正定县人民政府之邀，前往县城参加《正定县志>)

(送审稿)评议会。其时，志稿已粗具规模，内容略备。其后，县志办公室诸君

集中精力，对志稿进行深度加工，还派员嘱我重新酌定县志篇目并为之作

序。当即慨然应诺。时隔周年，g,-l=定县志》定稿。付梓前，正值1991年1月

下旬隆冬时节，县志办公室主任、县志主编张五岳以及高恩祥，负稿前来，再

次呈我审阅。如此慎重态度，令人感奋。

志稿成于众手并得力于县志办公室诸君。然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主编

笔削。稿中删削、改作、补撰、润饰之迹，斑斑可见。张氏博物洽闻，学力充瞻。

县志之成，其人是赖。

正定原称真定，历为府县之名。清雍正元年(1723年)，因避帝名讳始改

今名。今正定县城，向为府、县治所所在。1913年废府。正定人杰地灵，文武

正气，史册粲然。历史上，有关正定志书之撰凡十二部之多。这一数字在中国

方志史上已颇为可观。就府志论，有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所刊《真定府

志》，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所刊《正定府志>)；就县志论，有明万历四年

(1576年)所刊(<真定县志》，明天启问(1621～1627年)所刊《真定县志》，清顺

治三年(1646年)所刊《真定县志》，清光绪元年(1875年)所刊《正定县志》，民

国8年(1919年)所刊《正定县志》，民国21年(1932年)所刊g,-F_定县志>)以及

民国28年(1939年)所刊《正定县事情》；就专志论，有清乾隆十三年(1748

年)所纂《隆兴寺志>)，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所刊《常山贞石志》。此外，尚

有1982年中国台北刊印的《古常山郡新志》。由是可见，正定修志事业，颇为

发达，文事斐然可观。

90年代初期告成的这部县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编修的首部《正

定县志》。全志采用中编模式，嫠为建置，自然环境，人口，农林牧业，水利电／／厂
{r



纲举目张，经纬

70年代以来，由

业进展缓慢。直

至1979年，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之后，全国各地修志事业才逐

渐步入正轨。从1981年，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

论会上《关于新县志编修方案的建议》(草案)及“基本篇日刀的提出，中经

1982年在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

的(<关于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建议》及“新编县志基本篇目"，到1983年中

国地方史志协会第二次年会上提出的“新编县志基本篇目”(讨论稿)。至此，

新县志总体结构模式基本趋于定型。它标志着我国方志事业已经进入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上述这些《建议》和口篇目黟的产生，是经过全国各地方志理论工

作者和广大方志编纂者的共同努力，是在不断总结、批判和继承前人修志成

果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并已为各地修志工作者所接受。尽管它尚有不能尽

如人意仍须有待改进的地方，这无疑将对全国各地修志工作的开展起到推波

助澜的作用。如果说，上述情况还带有某种民间自发性质的话，那么，1985年

4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编纂工

作领导报告的通知》则是推动全国各地广泛深入开展修志工作的重要官方文

件。同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

定>)凡二十六条，乃是现阶段指导我国新编地方志工作的纲领。《通知>)及((规

定》的下达与实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各级方志编纂工作的开展，举国上下，

出现了修志事业高潮。正定县委、县政府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于1985

年7月，决定开展编写县志的。《正定县志》从篇目设计、征集资料到最后定

稿，历时五载，其间五易其稿，于1990年底告竣。 ．

《正定县志》总体结构，基本上是由概述、大事记、各专志、人物及附录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二 3

大部类构成。这部县志扬弃旧志重人文，轻经济弊端，重点记经济、政治、文

化，力图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来反映当地的兴衰起伏。观点新颖；这部

县志在着力反映地方多科性内容的同时，突出反映地方特色和时代风貌；这

部县志资料丰富，选材审慎，实事求是，具有“资治、存史、教育力的社会作用，

实用价值较高；这部县志力求符合现代科学分类原则，彪分胪列，尤重条目叙

写。条目为志书中基本单位，是方志内容主体。如果说总体设计中的编(篇)、

章、节、目等只是规定被反映事物的门类和范围，并无具体内容，而条目才是

表述具体内容的基本手段。所以，横分是形式，条目乃实质。一部志书的资料

价值是要通过大量条目的撰写来体现的。然横分是否得要，则可见出编者鉴

裁之力。志书这种按门类划分，按条目叙事的方法，是区别于其它书籍的明显

特征，也是传统的志书撰写方法。(<正定县志》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是值得

肯定的。

正定县委、县政府对编修县志的高度重视，是使县志告成并能及时出版

的重要保证。在《正定县志》即将出版之际，特为之序，谨致贺忱。

吕志毅

1991年2月25日于河北大学

缪



方

下

创

正

专

为

方

需

七、文体，除引用古籍外，一律用语体文，力求规范、严谨、朴实，简洁。

八、历史纪年，加注公元；历史地名，加注今名。正定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文中简称“解放前”、“解放后”，系指1947年正定县城解放前、后。

人名不加称谓。皇帝称庙号或用年号代称。

计量单位用当时的法定计量单位。

九。数据，解放前的用有文字根据的；解放后的以县统计局的数字为准。统计局没有的数

字，用主管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增强数字的可比性，解放后的数字一般都按现行行政区划作

了调整；个别未作调整的数字注明统计范围。数字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的规定

书写。
’

十、资料来源，主要是史书、旧志，档案、报刊、石刻，谱牒和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以及实

地考察与口碑资料。资料经考证鉴别，力求去伪存真，去讹正误，真实准确。一事诸说，经考

证难以定论的，则诸说并存，附以必要的说明。
；

．1《



目 录

概述⋯⋯⋯⋯⋯⋯⋯⋯⋯⋯⋯⋯⋯⋯1

大事记⋯⋯⋯⋯⋯⋯⋯⋯⋯⋯⋯⋯⋯⋯9

第一编建置

第一章位置境域⋯⋯⋯⋯⋯⋯⋯8l

第一节地理位置⋯⋯⋯⋯⋯⋯⋯81

第二节境域变迁⋯⋯⋯⋯⋯⋯⋯81’

第二章建置沿革⋯⋯⋯⋯⋯⋯⋯⋯83

第三章行政区划⋯⋯⋯⋯⋯⋯⋯⋯90

第一节明清时期⋯⋯⋯⋯⋯⋯⋯90

第二节 中华民国前期⋯⋯⋯⋯⋯94

第三节抗日战争时期⋯⋯⋯⋯⋯97

第四节解放战争时期⋯⋯⋯⋯⋯101

第五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05

第四章城镇乡村⋯⋯⋯⋯⋯⋯⋯⋯110

第一节镇⋯⋯⋯⋯⋯⋯⋯⋯⋯⋯110

第二节乡⋯⋯⋯⋯⋯⋯⋯⋯⋯⋯113

第三节村街⋯⋯⋯⋯⋯⋯⋯⋯122

第二编自然环境

第五章地质⋯⋯⋯⋯⋯⋯⋯⋯⋯⋯147

第一节地壳变迁⋯⋯⋯⋯⋯⋯⋯147

第二节地层⋯⋯⋯⋯⋯⋯⋯⋯⋯147

第三节构造⋯⋯⋯⋯⋯⋯⋯⋯⋯149

第四节工程地质条件⋯⋯⋯⋯⋯149

第六章地形⋯⋯⋯⋯⋯⋯⋯⋯⋯⋯150

第七章气候⋯⋯⋯⋯⋯⋯⋯⋯⋯⋯152

第上节日照气温地温⋯⋯⋯152

第二节降水蒸发⋯⋯⋯⋯⋯⋯156

第三节霜雪冰⋯⋯⋯⋯⋯⋯158

第四节风⋯⋯⋯⋯⋯⋯⋯⋯⋯⋯159

第五节雹⋯⋯⋯⋯⋯⋯⋯⋯⋯⋯161

第六节物候⋯⋯⋯⋯⋯⋯⋯⋯⋯161

第八章水文⋯⋯⋯⋯⋯⋯⋯⋯⋯⋯163

第一节地表水⋯⋯⋯⋯⋯⋯⋯⋯163

第二节地下水⋯⋯⋯⋯⋯⋯⋯⋯167

第九章土壤⋯⋯⋯⋯⋯⋯⋯⋯⋯⋯169

第一节褐土⋯⋯⋯⋯⋯⋯⋯⋯⋯170

第二节潮土⋯⋯⋯⋯⋯⋯⋯⋯⋯172

第三节水稻土⋯⋯⋯⋯⋯⋯⋯⋯174

第十章植被⋯⋯⋯⋯⋯⋯⋯⋯⋯⋯175

第一节树林⋯⋯⋯⋯⋯⋯⋯⋯⋯175

第二节农作物⋯⋯⋯⋯⋯⋯⋯⋯176

第三节草⋯⋯⋯⋯⋯⋯⋯⋯⋯⋯176

第四节芦苇⋯⋯⋯⋯⋯⋯⋯⋯⋯176

第十一章 自然资源⋯⋯⋯⋯⋯⋯⋯177

第一节土地⋯⋯⋯⋯⋯⋯⋯⋯⋯177

第二节水⋯⋯⋯⋯⋯⋯⋯⋯⋯⋯178

第三节沙⋯⋯⋯⋯⋯⋯⋯⋯⋯⋯178

第四节野生动植物⋯⋯⋯⋯⋯⋯178

第十二章自然灾害⋯⋯⋯⋯⋯⋯⋯178

第一节水灾⋯⋯⋯⋯⋯⋯⋯⋯⋯179

第二节旱灾⋯⋯⋯⋯⋯⋯⋯⋯⋯182

第三节风雹灾⋯⋯⋯⋯⋯⋯⋯⋯183

第四节雪灾⋯⋯⋯⋯⋯⋯⋯⋯⋯184

第五节虫灾⋯⋯⋯⋯⋯⋯⋯⋯⋯186

盯



2 目 录

第六节地震⋯⋯⋯⋯⋯⋯⋯⋯⋯187

第三编人口

第十三章人口数量⋯⋯⋯⋯⋯⋯⋯189

第十四章人口构成⋯⋯⋯⋯⋯⋯⋯192

第一节民族⋯⋯⋯⋯⋯⋯⋯⋯⋯192
’

第二节年龄⋯⋯⋯⋯⋯⋯⋯⋯⋯192

第三节文化程度⋯⋯⋯⋯⋯⋯⋯197

第四节家庭职业⋯⋯⋯⋯⋯⋯198

第十五章人口控制⋯⋯⋯⋯⋯⋯⋯199

第一节晚婚节育⋯⋯⋯⋯⋯⋯⋯199

第二节节育技术⋯一：⋯⋯⋯⋯⋯201

第三节管理机构⋯⋯⋯⋯⋯⋯⋯201

第四编农林牧业

第十六章农业⋯⋯⋯⋯⋯⋯⋯⋯⋯205

第一节经济制度⋯⋯⋯⋯⋯⋯⋯205

第二节农业区划⋯⋯⋯⋯⋯⋯⋯224

第三节土壤改良⋯⋯⋯⋯⋯⋯⋯224

第四节种植制度⋯⋯⋯⋯⋯⋯⋯228

第五节农技农艺⋯⋯⋯⋯⋯⋯⋯231

第六节农用机具⋯⋯⋯⋯⋯⋯⋯250

第七节管理机构⋯⋯⋯⋯⋯⋯⋯257

第十七章林业⋯⋯⋯⋯⋯⋯⋯⋯⋯260

第一节植树造林⋯⋯⋯⋯⋯⋯⋯260

第二节果树⋯⋯⋯⋯⋯⋯⋯⋯⋯264

第三节林场苗圃⋯⋯⋯⋯⋯⋯269

第四节管理⋯⋯⋯⋯⋯⋯⋯⋯⋯270

第十八章畜牧水产⋯⋯⋯⋯⋯⋯272

第一节畜禽种类⋯⋯⋯⋯⋯⋯⋯272

第二节畜禽饲养⋯⋯⋯⋯⋯⋯⋯277

第三节畜禽防疫⋯⋯⋯⋯⋯⋯⋯280

第四节水产⋯⋯⋯⋯⋯⋯⋯⋯⋯282

第五节管理机构⋯⋯⋯⋯⋯⋯⋯283

第五编水利电力

第十九章水利⋯⋯⋯⋯⋯⋯⋯⋯⋯285

第一节洪涝防治⋯⋯⋯⋯⋯⋯⋯285

第二节农田灌溉⋯⋯⋯⋯⋯⋯⋯294

第三节管理机构⋯⋯⋯⋯：⋯⋯··300

附：县外施工⋯⋯⋯⋯⋯⋯⋯⋯300

第二十章电力⋯⋯⋯⋯⋯⋯⋯⋯⋯302

第一节电网供电⋯⋯⋯⋯⋯⋯302

第二节管理⋯⋯⋯⋯⋯⋯⋯⋯⋯304

第六编工业乡镇企业

第二十一章工业⋯⋯⋯⋯⋯⋯⋯⋯307

第一节私营工业手工业⋯⋯⋯308

第二节县属工业⋯⋯⋯⋯⋯⋯⋯311

第三节省属工业⋯⋯⋯⋯⋯⋯⋯320

第四节管理⋯⋯⋯⋯⋯⋯⋯⋯⋯321

第二十二章乡镇企业⋯⋯⋯⋯⋯⋯324

第一节工业手工业⋯⋯⋯⋯⋯325

第二节运输业⋯⋯⋯⋯⋯⋯⋯⋯329

第三节劳务建筑业⋯⋯⋯⋯⋯330

第四节商业服务业⋯⋯⋯⋯⋯331

第五节采沙业⋯⋯⋯⋯⋯⋯⋯⋯331

第六节管理⋯⋯⋯⋯⋯⋯⋯⋯⋯331

第七编交通邮电城乡建设

第二十三章交通⋯⋯⋯⋯⋯⋯⋯⋯333

第一节道路桥梁⋯⋯⋯⋯⋯⋯333

第二节运输⋯⋯⋯⋯⋯⋯⋯⋯⋯338

第三节铁路⋯⋯⋯⋯⋯⋯⋯⋯⋯340

附：正太铁路⋯⋯⋯⋯⋯⋯⋯⋯342

第四节管理⋯⋯⋯⋯⋯⋯⋯⋯⋯342

第二十四章邮电⋯⋯⋯⋯⋯⋯⋯⋯344

第一节驿传⋯⋯⋯⋯⋯⋯⋯⋯⋯344

第二节邮政⋯⋯⋯⋯．．．⋯⋯⋯⋯345

第三节电话⋯⋯⋯⋯⋯⋯⋯⋯⋯346

第四节电报⋯⋯⋯⋯⋯⋯⋯⋯⋯347

第五节机构⋯⋯⋯⋯⋯⋯⋯⋯⋯348

第二十五章城乡建设⋯⋯⋯⋯⋯⋯348

第一节城镇建设⋯⋯⋯⋯⋯⋯⋯349



第二节乡村建设⋯⋯⋯⋯⋯⋯⋯363

第三节房地产管理⋯⋯⋯⋯⋯⋯364

第四节环境保护⋯⋯⋯⋯⋯⋯⋯364

第五节建筑企业⋯⋯⋯⋯⋯⋯⋯366

第六节管理机构⋯⋯⋯⋯⋯⋯⋯368

第八编商业旅游业

第二十六章国内贸易⋯⋯⋯⋯⋯⋯369

第一节私营商业⋯⋯⋯⋯⋯⋯⋯369

第二节集体商业⋯⋯⋯⋯⋯⋯：··372

第三节国营商业⋯⋯⋯⋯⋯⋯⋯373

第四节供销合作商业⋯⋯⋯⋯⋯376

第五节管理⋯⋯⋯⋯⋯⋯⋯⋯⋯385

第二十七章粮油⋯⋯⋯⋯⋯⋯⋯⋯385

第一节购销⋯⋯⋯⋯⋯⋯⋯⋯⋯386

第二节储运⋯⋯⋯⋯⋯⋯⋯⋯⋯390

第三节加工⋯⋯⋯⋯⋯⋯⋯⋯⋯393

第四节粮票⋯⋯⋯⋯⋯⋯⋯⋯⋯395

第五节管理⋯⋯⋯⋯⋯⋯⋯⋯⋯395

第二十八章物资⋯⋯⋯⋯⋯⋯⋯⋯397

第一节钢材木材水泥⋯⋯⋯397

第二节煤炭⋯⋯⋯⋯⋯⋯⋯⋯⋯397

第三节石油⋯⋯⋯⋯⋯⋯⋯⋯⋯399

第二十九章对外贸易⋯⋯⋯“⋯⋯400

第一节出口商品⋯⋯⋯⋯⋯⋯⋯400

第二节进口商品⋯⋯⋯⋯⋯⋯⋯401

第三节管理⋯⋯⋯⋯⋯⋯⋯⋯⋯401

第三十章旅游业⋯⋯⋯⋯⋯⋯⋯⋯406

第一节旅游点⋯⋯⋯⋯⋯⋯⋯⋯406

第二节旅游服务⋯⋯⋯⋯⋯⋯⋯407

第三节管理⋯⋯⋯⋯⋯⋯⋯⋯⋯408

第九编工商管理

第三十一章工商行政管理⋯⋯⋯⋯409

第一节集市贸易管理⋯⋯⋯⋯⋯409

第二节工商企业登记管理⋯⋯⋯412

第三节商标，广告、经济合同

目 录 3

管理⋯⋯⋯⋯⋯⋯⋯⋯⋯413

第四节经济监督检查⋯⋯⋯⋯⋯415

第五节机构⋯⋯⋯⋯⋯⋯⋯⋯⋯416

第三十二章物价、计量管理⋯⋯⋯417

第一节物价管理体制⋯⋯⋯⋯⋯417

第二节商品价格⋯⋯⋯⋯⋯⋯⋯417

第三节标准计量管理⋯⋯⋯⋯⋯421

第十编财政金融

第三十三章财政⋯⋯⋯⋯⋯⋯⋯⋯423

第一节体制⋯⋯⋯⋯⋯⋯⋯⋯⋯423

第二节收入⋯⋯⋯⋯⋯⋯⋯⋯⋯424

第三节支出⋯⋯⋯⋯⋯⋯⋯⋯⋯427

第四节管理监督⋯⋯⋯⋯⋯⋯430

第五节机构⋯⋯⋯⋯⋯⋯⋯⋯⋯431

第三十四章税务⋯⋯⋯⋯⋯⋯⋯⋯432

第一节旧社会的赋税⋯⋯⋯⋯⋯433

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的税务⋯⋯⋯⋯⋯⋯⋯⋯435

第三节机构⋯⋯⋯⋯⋯⋯⋯⋯⋯438

第三十五章金融⋯⋯⋯⋯⋯⋯⋯⋯438

第一节货币⋯⋯⋯⋯⋯⋯⋯⋯⋯438

第二节储蓄⋯⋯⋯⋯⋯⋯⋯⋯⋯443

第三节贷款⋯⋯⋯⋯⋯⋯⋯⋯⋯443

第四节基建资金管理⋯⋯⋯⋯⋯445

第五节农村信用合作⋯⋯⋯⋯⋯446

第六节保险⋯⋯⋯⋯⋯⋯⋯⋯⋯448

第七节机构⋯⋯⋯⋯⋯⋯⋯⋯⋯449

第十一编党派团体

第三十六章共产党地方组织⋯⋯⋯451

第一节组织活动⋯⋯⋯⋯⋯⋯451

第二节领导人名录⋯⋯⋯⋯⋯⋯461

第三节党员教育⋯⋯⋯⋯⋯⋯⋯470

第四节统战工作⋯⋯⋯⋯⋯⋯⋯472

附：民盟小组⋯⋯⋯⋯⋯⋯⋯⋯474

第五节纪律检查⋯⋯⋯⋯⋯⋯⋯475



第三十九章

国民党地方组织⋯⋯⋯476

织⋯⋯⋯⋯⋯⋯⋯⋯⋯476

动⋯⋯⋯⋯⋯⋯⋯⋯⋯478

务⋯⋯⋯⋯⋯⋯⋯⋯⋯479

团体⋯⋯⋯⋯⋯⋯⋯⋯480

民政府、国民党政府

团⋯⋯⋯⋯⋯⋯⋯⋯⋯480

伪时期社团⋯⋯⋯⋯⋯483

民群众团体⋯⋯⋯⋯⋯486

十二编政务

人民代表大会⋯⋯⋯⋯511

第一节代表选举⋯⋯⋯⋯⋯⋯⋯511

第二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512

第三节县人民代表大会⋯⋯⋯⋯514

第四节常务委员会⋯⋯⋯⋯⋯⋯520

第五节代表活动⋯⋯⋯⋯⋯⋯⋯521

第六节乡镇人民代表大会⋯⋯⋯522

第四十章政府⋯⋯⋯⋯⋯⋯⋯⋯⋯524

第一节县级⋯⋯⋯⋯⋯⋯⋯⋯⋯524

第二节区乡(镇)村⋯⋯⋯⋯542

第四十一章政治协商会议⋯⋯⋯⋯544

第一节全体委员会⋯⋯⋯⋯⋯⋯544

第二节常务委员会⋯⋯⋯⋯⋯⋯549

第四十二章人事劳动⋯⋯⋯⋯⋯551

第一节机构⋯⋯⋯⋯⋯⋯⋯⋯⋯551

第二节人事⋯⋯⋯⋯⋯⋯⋯⋯⋯552

第三节劳动管理⋯⋯⋯⋯⋯⋯⋯554

第四节工资福利⋯⋯⋯⋯⋯⋯556

第四十三章外事侨务⋯⋯⋯⋯⋯558

第一节外事⋯⋯⋯⋯⋯⋯⋯⋯⋯558

第二节侨务⋯⋯⋯⋯⋯⋯⋯⋯⋯559

第十三编政法

第四十四章公安⋯⋯⋯⋯⋯⋯⋯⋯561

第一节国民政府巡警⋯⋯⋯⋯⋯561

附：特务组织⋯⋯⋯⋯⋯⋯⋯⋯562

第二节日伪警察⋯⋯⋯⋯⋯⋯⋯563

附：特务队⋯⋯⋯⋯⋯⋯⋯⋯⋯564

第三节人民公安⋯⋯⋯⋯⋯⋯⋯564

第四十五章检察⋯⋯⋯⋯⋯⋯⋯⋯569

第一节机构⋯⋯⋯⋯⋯⋯⋯⋯⋯569

第二节刑事检察⋯⋯⋯⋯⋯⋯⋯570

第三节法纪检察⋯⋯⋯⋯⋯⋯⋯570

第四节经济检察⋯⋯⋯⋯⋯⋯⋯570

第五节监所检察⋯⋯⋯⋯⋯．．．⋯570

第六节控告申诉检察⋯⋯⋯⋯⋯571

第四十六章审判⋯⋯⋯⋯⋯⋯⋯⋯571

第一节机构⋯⋯⋯⋯⋯⋯⋯⋯⋯571

第二节审判制度⋯⋯⋯⋯⋯⋯⋯571

第三节民事审判⋯⋯⋯⋯⋯⋯⋯572

第四节刑事审判⋯⋯⋯⋯⋯⋯⋯572

第五节经济审判⋯⋯⋯⋯⋯⋯⋯573

第六节纠正冤假错案⋯⋯⋯⋯⋯573

第四十七章司法行政⋯⋯⋯⋯⋯⋯573

第一节机构⋯⋯⋯⋯⋯⋯⋯⋯⋯573

第二节公证⋯⋯⋯⋯⋯⋯⋯⋯⋯574

第三节法律顾问⋯⋯⋯⋯⋯⋯⋯574

第四节民事调解⋯⋯⋯⋯⋯⋯⋯574

第五节法制教育⋯⋯⋯⋯⋯⋯⋯575

第十四编民政信访

第四十八章民政⋯⋯⋯⋯⋯⋯⋯⋯577

第一节机构⋯⋯⋯⋯⋯⋯⋯⋯⋯577

第二节优抚⋯⋯⋯⋯⋯⋯⋯⋯⋯577

第三节安置⋯⋯⋯⋯⋯⋯⋯⋯⋯586

第四节社会救济⋯⋯⋯⋯⋯⋯⋯587

第五节社会福利⋯⋯⋯⋯⋯⋯⋯592

第六节婚姻登记⋯⋯⋯⋯⋯⋯⋯593

第七节殡葬改革⋯⋯⋯⋯⋯⋯⋯594

第四十九章信访⋯⋯⋯⋯⋯⋯⋯⋯595

第一节机构⋯⋯⋯⋯⋯⋯⋯⋯⋯595

第二节一般信访案件⋯⋯⋯⋯⋯596

第三节落实政策案件⋯⋯⋯⋯⋯597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