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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儋县志编纂委员会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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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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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按任职先后为序)

朱广林陈汉强黄多锡陈锦华钟平林卫烈

顾问王怡亭羊德光吴景清林木青陈仁吉叶永珍

吴定明朱广林符瑞熙

主 任

副主任

工作人员

儋县志办公室

(1994年7月改为史志办)

符瑞熙(兼，1985．3～1990．3) ‘

林文政(1990．4～1990．9)

钟平(1990年9月之后) ．，

谢民英(1985．3～1987．2) ，

钟平(1987．8～1990．9) -．

谢兆炳(1993年6月之后) ．

谢兆炳吴铁成谢兆芳(女)吴本东谢宁钟琼鸿

钟强(1985．3～1990年)

郑坚忠(1988．6～1991年)

钟守甫(1989．8～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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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审稿人员和审定单位

一、主要审稿人员

市(县)级审稿组

组长骆林华(市委副书记)

副组长羊经位(市委秘书长)

林卫烈(市政府秘书长)

钟平(副研究员)

省级审稿人员

李养国(海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副研究员)

胡茂松(海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潘在积(海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邢维雄(海南省地方史志办指导处处长、副研究员)

二、审定单位

海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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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儋州市委书记、市长 于迅

业经数载辛勤笔耕，新编《儋县志》终于问世了。这是儋州市文化建

设的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也是儋州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颗硕果。是值

得庆幸的，我表示诚心的祝贺。

儋州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她是海南岛建置最早的郡县之一。自公

元前JJ『D年(西汉元封元年)设置儋耳郡，迄今已2J『D4年了。公元6挖年

(唐武德五年)称儋州，宋元称昌化军、南宁军，明清复称儋州，J『9J『2年(民

国元年)改称儋县，J『993年设立儋州市。儋州又是宋代文学家苏轼(东坡)

谪居之地，开化较早。因苏轼居儋三年，聚众讲学，积极敷扬中原文化，使

儋州人“习礼义之教，有华夏之风”，人文蔚起，在高麻都(今三都镇)出现

了琼岛第一个进士一一符确，而有“琼之有士始乎儋”之说。所以儋州是

海南文化的发祥地，古文化发达，文人志士不乏其人。但是，在那漫长的

封建社会里，其被称为“外徼”、“南荒”，疮痍满目，特别是在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旧中国，儋州人民受着“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

主义)的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直到J9卯年4月才获得解放。此

后，卯多年来，儋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与全国人民一样，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使生产力不断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建设

日新月异。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调整了产业结构，认真贯彻

“改革、开放、搞活”方针，并依托洋浦开发，使工农业生产总值超过任何历

史时期，使农业总产值、糖蔗、橡胶、油料、水产品产量跃居全省各市县之

首位。这就是发挥本市之自然优势，解放思想，加大改革力度所取得的成

果，也就是儋州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要贡献。新编《儋县

1L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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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力求全面记述儋县自然、社会历史与现状，但本着“详近略远”之原

则，重点放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特别是J9卯年海南解放后之史实。

二、本志记事，上限追溯到建儋耳郡之始，下限至J99D年，但人物(含寿星、

党政主要领导人)和附录延至J993年。

三、本志继承修志之传统，横排竖写，纵横结合，并按先综合后局部，先自然

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顺序排列，设刀卷(分志)，加上卷首(总述，大事

记)、卷末(附录)，共J『』8章，39D节，J72D万字。

四、全志设总述，各卷设概述，旨在提纲挈领，展示全貌。各卷(分志)为全志

之主体。

五、本志体裁有图(含照片)、述、记、志、表、传、录。照片集中与分散相结合，

以集中于卷首为主，图、表随文设置。

六、本志对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不设专卷，而分散于大事记及各卷

(分志)之中。 一

七、人物志中，旧志记载的人物传，本志择要选录；近现代入传人物，主要是

比较著名的革命先烈以及对社会有一定影响的已故知名人士，同时也选入个别

反面人物。烈士入表，副处级以上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研究生、国民党政学界知

名人士以及英模人物分别入录。

八、本志采用公元纪年，解放前括注历史纪年。所记解放前后，即J95D年彳

月22日前、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即J9您年J『2月J8日前、后。

九、本志所记“××年代”，即2D世纪××年代；“四化”'．为工业、农业、国防

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两个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人大”，

为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十、本志按新志行文通则采用现代语体文记事，文字力求严谨朴实、简明易

懂。

十一、本志资料，多数摘自旧州志、旧县志以及上级机关和县档案馆等的存

史资料；统计数据，除注明资料来源外，其余多来自县统计部门资料。

l与



疆l I■I睡I II蛐
、

t

#

．● 卷首·目录 · l ·

地图彩照

儋

序⋯⋯⋯⋯⋯⋯⋯⋯⋯⋯⋯⋯⋯⋯⋯(5)

凡 例⋯⋯⋯⋯⋯⋯⋯⋯⋯⋯⋯⋯⋯(7)

目录

总述⋯⋯⋯⋯⋯·⋯⋯⋯⋯⋯⋯⋯··(2)

。大事记⋯⋯⋯⋯⋯⋯⋯⋯⋯⋯⋯⋯⋯(9)

卷一地理志奄一圯埋志

概述⋯⋯⋯⋯⋯⋯⋯·¨⋯⋯⋯⋯⋯(46)

第一章 疆域区划⋯⋯⋯⋯⋯⋯(46)

第一节位置面积⋯⋯⋯⋯·⋯“(46)

第二节区域演变一⋯⋯⋯⋯⋯(46)

第三节建置沿革⋯⋯⋯⋯⋯⋯(54)

第四节行政区划⋯⋯⋯⋯⋯⋯·(56)

第五节州治县治⋯⋯⋯⋯⋯⋯(58)

第二章．．自然概貌⋯⋯⋯⋯⋯⋯(59)

第一节地质地形⋯⋯⋯⋯⋯⋯(59)

第二节山岭河流⋯⋯⋯⋯⋯(59)

第三节 气候水文⋯⋯⋯⋯⋯⋯(60)

第四节土壤植被⋯⋯⋯⋯⋯⋯(61)

第五节海域潮汐⋯⋯⋯⋯⋯⋯(63)

第六节自然灾害⋯⋯⋯⋯⋯⋯(64)

第三章 自然资源⋯⋯⋯⋯⋯一(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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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卷二人口志奄一人LJ志

概述⋯⋯⋯⋯⋯⋯⋯⋯⋯⋯⋯⋯⋯(82)

第一章 人口变化⋯⋯⋯⋯⋯⋯(82)

第一节解放前的户籍人口⋯⋯(82)

第二节解放后的户籍人口⋯⋯(84)

第三节人口来源与分布⋯⋯⋯(86)

第二章 人口构成⋯⋯⋯⋯⋯⋯(95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土地资源⋯⋯⋯⋯⋯⋯(67)

水资源⋯⋯⋯⋯⋯⋯⋯(68)

海涂资源⋯⋯⋯⋯⋯⋯(69)

生物资源⋯⋯⋯⋯⋯⋯(70)

矿产资源⋯⋯⋯⋯⋯⋯(71)

土特产品⋯⋯⋯⋯⋯⋯(72)

旅游景点与自然

保护区⋯⋯⋯⋯⋯⋯⋯(73)

旅游景点⋯⋯⋯．．．⋯⋯(73)

自然保护区⋯⋯⋯⋯⋯(74)

港湾岛屿⋯⋯⋯⋯⋯⋯(75)

洋浦湾⋯⋯⋯⋯⋯⋯⋯(75)

其他港湾⋯⋯⋯⋯⋯⋯(78)

浮水洲岛⋯⋯⋯⋯⋯⋯(78)

性别年龄婚姻⋯⋯(95)

镇村人口比例⋯⋯⋯⋯(97)

民族结构⋯⋯⋯⋯⋯⋯(98)

文化程度⋯⋯⋯⋯⋯⋯(99)

劳力职业⋯⋯⋯⋯⋯⋯(99)

华侨台胞⋯⋯⋯⋯⋯(101)

》

芎

拱

坩
勘。》+～了



· 2 · 儋县志

第七节姓氏寿星⋯⋯⋯⋯⋯(101)

第三章 计划生育⋯⋯⋯⋯⋯(113)

第一节机构⋯⋯⋯⋯⋯⋯⋯(113)

第二节政策措施⋯⋯⋯⋯⋯⋯(113)

第三节人口控制与人口计划⋯(116)

卷三乡镇志奄二乡误志

概述⋯⋯⋯⋯⋯⋯⋯⋯⋯⋯⋯⋯(1 20)

第一章 县城那大镇⋯⋯⋯⋯(121)

第一节建置⋯⋯⋯⋯⋯⋯⋯(121)

第二节经济与文化⋯⋯⋯⋯⋯(122)

第二章 其他乡镇⋯⋯⋯⋯⋯(123)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卷四农场志

概述⋯⋯⋯⋯⋯⋯⋯⋯⋯⋯⋯⋯(148)

第一章 国营农场⋯⋯⋯⋯⋯(149)

第一节八一农场⋯⋯⋯⋯⋯⋯(149)

第二节西联农场⋯⋯⋯⋯⋯⋯(150)

第三节西庆农场⋯⋯⋯⋯⋯⋯(151)

第四节西流农场⋯⋯·⋯⋯⋯“(153)

第五节西培农场⋯⋯⋯⋯⋯⋯(154)

第六节西华农场⋯⋯⋯⋯⋯⋯(155)

第七节红岭农场⋯⋯⋯⋯⋯⋯(156)

第八节‘龙山农场⋯⋯⋯⋯⋯⋯(157)

第九节

第十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卷五农业志

概述⋯⋯⋯⋯⋯⋯⋯⋯⋯⋯⋯⋯(166)

第一章 农业体制⋯⋯⋯⋯⋯(1 66)

第一节解放前的土地及其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章

所有权⋯⋯⋯⋯⋯⋯⋯(166)

解放后生产关系

变革⋯⋯⋯⋯⋯⋯⋯⋯(167)

农业生产⋯⋯⋯⋯⋯(1 69)

耕地利用⋯⋯⋯⋯⋯⋯(169)

作物品种与分布⋯⋯⋯(172)

耕作和栽培技术⋯⋯⋯(178)

肥料使用⋯⋯⋯⋯⋯⋯(180)

农业工程⋯⋯⋯⋯⋯(181)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四章

一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五章

第一节

镇 况⋯⋯⋯⋯⋯⋯⋯(123)

乡 况⋯⋯⋯⋯⋯⋯⋯(133)

管区村落⋯⋯⋯⋯⋯(135)

管理区⋯⋯⋯⋯⋯⋯⋯(135)

村落分布⋯⋯⋯⋯⋯⋯(16)

新盈农场⋯⋯⋯⋯⋯⋯(158)

蓝洋农场⋯⋯⋯⋯⋯⋯(159)

地方国营农场⋯⋯⋯(160)

南辰农场⋯⋯⋯⋯⋯⋯(160)

侨植农场⋯⋯⋯⋯⋯⋯(162)

和庆农场⋯⋯⋯⋯⋯⋯(162)

番加农场⋯⋯⋯⋯⋯⋯(163)

机构设置⋯⋯⋯⋯⋯(163)

农垦总局驻县机构⋯⋯(163)

农场机构⋯⋯⋯⋯⋯⋯(164)

土壤普查⋯⋯⋯⋯⋯⋯(18 1)

农业区划⋯⋯⋯⋯⋯⋯(182)

农业开发工程⋯⋯⋯⋯(182)

粮食丰收计划⋯⋯⋯⋯(183)

农业投资⋯⋯⋯⋯⋯⋯(184)

管理机构⋯⋯⋯⋯⋯⋯(185)

农业机具⋯⋯⋯⋯⋯(186)

农具改革⋯⋯⋯⋯⋯⋯(186)

农业机械⋯·⋯⋯⋯⋯”(187)

农机管理⋯⋯⋯⋯⋯⋯(188)

畜牧业与副业⋯⋯⋯(188)

畜牧业⋯⋯⋯⋯⋯⋯“·(18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卷首·目录 · 3 ·

第二节副业生产⋯⋯⋯⋯⋯⋯(190)

卷六林业志

概述⋯⋯⋯⋯⋯⋯⋯⋯⋯⋯⋯⋯(194)

第一章 森林资源⋯⋯⋯⋯⋯(194)

第一节解放前的森林概貌⋯⋯(194)

第二节树种⋯⋯⋯⋯⋯⋯⋯(195)

第三节红树林⋯⋯⋯⋯⋯⋯⋯(196)

第四节林地⋯⋯⋯⋯⋯⋯⋯(198)

第二章 植树造林⋯⋯⋯⋯：”(201)
第一节采种育苗⋯⋯⋯⋯⋯⋯(201)

第二节造林工程⋯⋯⋯⋯⋯⋯(202)

第三章 森林保护⋯⋯⋯⋯⋯(206)

第一节护林防火⋯⋯⋯⋯⋯⋯(206)

第二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卷七热作志

封山育林⋯⋯⋯⋯⋯⋯(206)

森林经营⋯⋯⋯⋯⋯(207)

林业“三定”工作⋯⋯⋯(207)

林业生产责任制⋯⋯⋯(208)

林场⋯⋯⋯⋯⋯⋯⋯(209)

国营林场⋯⋯⋯⋯⋯⋯(209)

集体林场⋯⋯⋯⋯⋯⋯(2lO)

专业户联合体⋯⋯⋯⋯(212)

机构设置⋯⋯⋯⋯⋯(212)

行政机构⋯⋯⋯⋯⋯⋯(212)

业务机构⋯⋯⋯⋯⋯⋯(213)

概述⋯⋯⋯⋯⋯⋯⋯⋯⋯⋯⋯⋯(216) 第二节椰子香茅⋯⋯⋯⋯⋯⋯(225)

第一章 热作种植⋯⋯⋯⋯⋯(216) 第三节其他⋯⋯⋯⋯⋯⋯⋯(225)

第一节解放前的种植⋯⋯⋯⋯(216) 第三章 经营管理⋯⋯⋯⋯⋯(227)
第二节解放后的种植⋯⋯⋯⋯(219) 第一节管理体制⋯⋯厶⋯⋯⋯(227)

第二章 主要作物⋯⋯⋯⋯⋯(220) 第二节管理机构⋯⋯⋯⋯⋯⋯(228)

第一节橡胶⋯⋯⋯⋯⋯⋯⋯(220)

卷八水电志

概述⋯⋯⋯⋯⋯⋯⋯⋯⋯⋯⋯⋯(230)

第一章 水利建设⋯⋯⋯⋯⋯(230)

第一节发展概况⋯⋯⋯⋯⋯⋯(230)

第二节松涛水库及配套

工程⋯⋯⋯⋯⋯⋯⋯⋯(232)

第三节其他蓄水工程⋯⋯⋯⋯(235)

第四节引水工程⋯⋯⋯⋯⋯⋯(237)

第五节提水工程⋯⋯⋯⋯⋯⋯(238)

第六节灌区渠系整治⋯⋯⋯⋯(239)

第二章 水电建设⋯⋯⋯⋯⋯(240)

第一节县办水电站⋯⋯⋯⋯⋯(241)

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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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镇、农场水电站⋯⋯(241)

电网建设与用电

管理⋯⋯⋯⋯⋯⋯⋯⋯(242)

经费投资⋯⋯⋯⋯⋯(244)
国家投资⋯⋯⋯⋯⋯⋯(244)

群众投资⋯⋯⋯⋯⋯⋯(244)

银行贷款⋯⋯⋯·⋯⋯”(244)

机构设置⋯⋯⋯⋯⋯(245)。
行政机构⋯⋯⋯⋯⋯⋯(245)

业务管理机构⋯⋯⋯⋯(246)



· 4· 儋县志

卷九水产志

概述⋯⋯⋯⋯⋯⋯⋯⋯⋯⋯⋯⋯(256)

第一章 海洋捕捞⋯⋯⋯⋯⋯(256)

第一节鱼类分布与产量⋯⋯⋯(256)

第二节白马井渔场⋯⋯⋯⋯⋯(257)

第三节渔业生产设施⋯⋯⋯⋯(258)

第四节经营管理⋯⋯⋯⋯⋯⋯(262)

第二章 水产养殖⋯⋯⋯⋯⋯(264)

第一节海水养殖⋯⋯⋯⋯⋯⋯(264)

第二节淡水养殖⋯⋯⋯⋯⋯⋯(267)

第三节鱼苗场⋯⋯⋯⋯⋯⋯⋯(267)

第三章 渔港建设与投资⋯⋯(269)

第一节基本建设⋯⋯⋯⋯⋯⋯(269)

第二节建设投资⋯⋯⋯⋯⋯⋯(270)

第四章 机构设置⋯⋯⋯⋯⋯(270)

第一节行政管理机构⋯⋯⋯⋯(270)

第二节企业及科研机构⋯⋯⋯(271)

附：海南省海洋渔业总公司⋯⋯(272)

卷十工业志

概述⋯⋯⋯⋯⋯⋯⋯⋯⋯⋯⋯⋯(276)

第一章 体制⋯⋯⋯⋯⋯⋯⋯(276)

第一节私营工业⋯⋯⋯⋯⋯⋯(276)

第二节集体工业⋯⋯⋯⋯⋯⋯(277)

第三节国营工业⋯⋯⋯⋯⋯⋯(278)

第二章 主要工业门类⋯⋯⋯(281)

第一节采矿冶金⋯⋯⋯⋯⋯⋯(281)

第二节机械制造⋯⋯⋯⋯⋯⋯(281)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卷十一交通志

概述⋯⋯⋯⋯⋯⋯⋯⋯⋯⋯⋯⋯(298)

第一章 水上运输⋯⋯⋯⋯⋯(299)

第一节沿海港口⋯⋯⋯⋯⋯⋯(299)

第二节 内河渡口⋯⋯⋯⋯⋯⋯(302)

第三节海运及内河运输⋯⋯⋯(304)

第二章 陆上运输⋯⋯⋯⋯⋯(306)

第一节公路建设⋯⋯⋯⋯⋯⋯(306)

第二节桥梁⋯⋯⋯⋯⋯⋯⋯(311)

‘第三节客运⋯⋯⋯⋯⋯⋯⋯(312)

船舶修造⋯⋯⋯⋯⋯⋯(283)

制糖⋯⋯⋯⋯⋯⋯⋯(28)

制 盐⋯⋯⋯⋯⋯⋯⋯(286)

化 工⋯⋯⋯⋯⋯⋯⋯(290)

其他工业门类⋯⋯⋯(291)

造纸印刷⋯⋯⋯⋯⋯(291)

建材企业⋯⋯⋯⋯⋯⋯(292)

食品加工⋯⋯⋯⋯⋯⋯(296)

第四节货运⋯⋯⋯⋯⋯⋯⋯(313)

附：日伪时期新州至中和

小铁路运输简况⋯⋯⋯⋯(317)

第五节搬运装卸⋯⋯⋯⋯⋯⋯(317)

第三章 交通管理⋯⋯⋯⋯⋯(3 18)

第一节机构设置⋯⋯⋯⋯⋯⋯(3 18)

第二节水路交通管理⋯⋯⋯⋯(320)

第三节公路养护和管理⋯⋯⋯(322)

卷十二邮电志

概述⋯⋯⋯⋯⋯⋯⋯⋯⋯⋯⋯⋯(326)

第一章 邮电机构⋯⋯⋯⋯⋯(326)

第一节解放前的机构设置⋯⋯(326)

第二节解放后的机构设置⋯⋯(326)

V



卷首·目录

l ■ ●l — l■■酗■■_

· 5 ·

第二章 邮政⋯⋯⋯⋯⋯⋯⋯(328)

第一节邮政的设施与邮运⋯⋯(328)

第二节邮路⋯⋯⋯⋯⋯⋯⋯(329)

第三节邮政业务⋯⋯⋯⋯⋯⋯(333)

第三章 电信⋯⋯⋯⋯⋯⋯⋯(336)

7第一节电话⋯⋯⋯⋯⋯⋯⋯(336)

卷十三

概述⋯⋯⋯⋯⋯⋯⋯⋯⋯⋯⋯⋯(346)

第一章 县城建设⋯⋯⋯⋯⋯(346)

第一节旧县城建设⋯⋯⋯⋯⋯(346)

第二节新县城建设⋯⋯⋯⋯⋯(347)

第二章 乡镇建设o⋯⋯⋯⋯(349)

第一节民居风格⋯⋯⋯⋯⋯⋯(349)

第二节主要集镇建设⋯⋯⋯⋯(350)

第三章 房地产管理⋯⋯⋯⋯(354)

第二节电报⋯⋯⋯⋯⋯⋯⋯(339)

第三节微波通信⋯⋯⋯⋯⋯⋯(341)

第四章 经济效益⋯⋯⋯⋯⋯(341)

第一节邮电业务总量及收入⋯(341)

第二节邮政业务收入⋯⋯⋯⋯(342)

第三节 电信业务收入⋯⋯⋯⋯(343)

城建志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卷十四商业志

规划与开发区⋯⋯⋯⋯(354)

房产管理⋯⋯⋯⋯⋯⋯(356)

建筑机构与队伍⋯⋯(356)

管理机构⋯⋯⋯⋯⋯⋯(356)

建筑队伍⋯⋯⋯⋯⋯⋯(357)

环境保护⋯⋯⋯⋯⋯(357)

污 染⋯⋯⋯⋯⋯⋯⋯(357)

治理⋯⋯⋯⋯⋯⋯⋯(358)

概述⋯⋯⋯⋯⋯⋯⋯⋯⋯⋯⋯⋯(362) 第四章 集体商业⋯⋯⋯⋯⋯(384)

第一章 私营商业⋯⋯⋯⋯⋯(362) 第一节机构变革⋯⋯⋯⋯⋯⋯(384)

第_节清代前商业⋯⋯⋯⋯⋯(362) 第二节经营情况⋯⋯⋯⋯⋯⋯(385)

第二节民国时期商业⋯⋯⋯⋯(363) 第五章 粮油购销⋯⋯⋯⋯⋯(385)

第三节解放后的私营商业⋯⋯(364) 第一节粮油征购⋯⋯⋯⋯⋯⋯(385)

第二章 国营商业⋯⋯⋯⋯⋯(364) 第二节粮油供应⋯⋯⋯⋯⋯⋯(387)

第一节机构设置⋯⋯⋯⋯⋯⋯(364) 第三节粮油储运⋯⋯⋯⋯⋯⋯(389>

第二节商品购销⋯⋯⋯⋯⋯⋯(367) 第四节粮油加工⋯⋯⋯⋯⋯⋯(390)

第三节商品储运⋯⋯⋯⋯⋯⋯(373) 第五节机构设置⋯⋯⋯⋯⋯⋯(390)

第四节饮食服务业⋯⋯⋯⋯⋯(374) 第六章 对外经济贸易⋯⋯⋯(390)

第三章 供销合作商业⋯⋯⋯(375) 第一节机构设置⋯⋯⋯⋯⋯⋯(390)

第一节机构沿革⋯⋯⋯⋯⋯⋯(375) 第二节进出口⋯⋯⋯⋯⋯⋯⋯(391)

第二节供销商品购销⋯⋯⋯⋯(377) 第三节外引内联⋯⋯⋯⋯⋯⋯(392)

．第三节经营管理⋯⋯⋯⋯⋯⋯(379)

卷十五财税志

概述⋯⋯⋯⋯⋯⋯⋯⋯⋯⋯⋯⋯(394)

真每——i善吨定夕＼·⋯⋯⋯⋯·’I⋯·。‘35’5’ l

第一节农业税⋯⋯⋯⋯⋯⋯⋯(395)

二节 工商税⋯⋯⋯⋯，⋯⋯”(397)



· 6 · 儋县志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企业收入⋯⋯⋯⋯⋯⋯(402)

其他收入⋯⋯⋯⋯⋯⋯(403)

支出⋯⋯⋯⋯⋯⋯⋯(405)

上解与行政支出⋯⋯⋯(405)

经济建设支出⋯⋯⋯⋯(407)

文教事业支出⋯⋯⋯⋯(408)

社会福利支出⋯⋯⋯⋯(410)

第五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卷十六金融志

概述⋯⋯⋯⋯⋯⋯⋯⋯⋯⋯⋯⋯(418)
第一章 金融机构⋯⋯⋯⋯⋯(4l 9)

第一节银行⋯⋯⋯⋯⋯⋯⋯(419)

第二节保险公司和信用社⋯⋯(420)

第二章 货币⋯⋯⋯⋯⋯⋯⋯(421)

第一节解放前流通的货币⋯⋯(421)

第二节人民币发行与回收⋯⋯(422)

第三节现金管理m⋯⋯⋯⋯⋯(423)

第四节现金出纳⋯⋯⋯⋯⋯⋯(424)

第五节金银收兑与配售⋯⋯⋯(425)

第六节外汇管理⋯⋯⋯⋯⋯⋯“26)

第三章 储蓄⋯⋯⋯⋯⋯⋯⋯(426)

第一节城乡储蓄⋯⋯⋯⋯⋯⋯(426)

第二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卷十七经管志

概述⋯⋯⋯⋯·⋯⋯⋯⋯⋯⋯⋯··(444)

第一章 计划管理⋯⋯⋯⋯⋯(444)

第一节管理体制⋯⋯⋯⋯⋯⋯(444)

第二节生产计划管理⋯⋯⋯⋯(445)

第三节统配物资管理⋯⋯⋯⋯(446)

第二章 物价管理⋯⋯⋯⋯⋯(448)

第一节管理机构与体制⋯⋯⋯(448)

第二节管理措施⋯⋯⋯⋯⋯．．．(449)

第三节商品交换比价⋯⋯⋯⋯(450)

第三章 工商行政管理⋯⋯⋯(454)

第一节机构设置⋯⋯⋯⋯⋯⋯(454)

第二节市场管理⋯⋯⋯⋯⋯⋯(455)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其他支出⋯⋯⋯⋯⋯⋯(4lO)

管理措施⋯⋯⋯⋯⋯(4l 2)

财政管理⋯⋯⋯⋯⋯⋯(412)

税务管理⋯⋯⋯⋯⋯⋯(414)

机构⋯⋯⋯⋯⋯⋯⋯(415)

财政机构⋯⋯⋯⋯⋯⋯(415)

税务机构⋯⋯⋯⋯⋯⋯(416)

外币储蓄⋯⋯⋯⋯⋯⋯(429)

信 贷⋯⋯⋯⋯⋯⋯⋯(429)

民间信贷⋯⋯⋯⋯⋯⋯(429)

各项存款⋯⋯⋯⋯⋯⋯(430)

工商信贷⋯⋯⋯⋯⋯⋯(432)

农业信贷⋯⋯⋯⋯⋯⋯(434)

基建拨款与贷款⋯⋯⋯(436)

公债国库券⋯⋯⋯(438)

公债⋯⋯⋯⋯⋯⋯⋯(438)

国库券⋯⋯⋯⋯⋯⋯⋯(439)

保险⋯⋯⋯⋯⋯⋯⋯(440)

保险种类⋯⋯⋯⋯⋯⋯(440)

理赔⋯⋯⋯⋯⋯⋯⋯(441)

工商业登记管理⋯⋯⋯(459)

经济合同管理⋯⋯⋯⋯(464)

商标广告管理⋯⋯⋯⋯(465)

审计监督⋯⋯⋯⋯⋯(466)

机构⋯⋯⋯⋯⋯⋯⋯(466)

监 督⋯⋯⋯·⋯⋯⋯”(466)

标准计量管理⋯⋯⋯(467)

度量衡管理⋯⋯⋯⋯⋯(467)

计量器具的制造

和检测⋯⋯⋯⋯⋯⋯⋯(468)

质量监督和标准化

管理⋯⋯⋯⋯⋯⋯⋯⋯(468)



卷首·目录 · 7 ·

卷十八党群志

概述⋯⋯⋯⋯⋯⋯⋯⋯⋯⋯⋯⋯(470)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地方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二章

组织⋯⋯⋯⋯⋯⋯⋯⋯(471)

党组织的建立

和发展⋯⋯⋯⋯⋯⋯⋯⋯(47 1)

历届党代会⋯⋯⋯⋯⋯(476)

宣传教育工作⋯⋯⋯⋯(482)

统战工作⋯⋯⋯⋯⋯⋯(483)

纪律检查工作⋯⋯⋯⋯(484)

信访工作⋯⋯⋯⋯⋯⋯(485)

党的主要活动⋯⋯⋯⋯(486)

国民党地方组织⋯⋯(490)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卷十九政权志

概述⋯⋯⋯⋯⋯⋯⋯⋯⋯⋯⋯⋯(502)

第一章 地方权力机构⋯⋯⋯(502)
第一节县参议会⋯⋯⋯⋯⋯⋯(502)

第二节人民代表会议⋯⋯⋯⋯(503)

第三节人大常委会⋯⋯⋯⋯⋯(507)

第二章 行政机构⋯⋯⋯⋯⋯(508)

第一节历代行政机构⋯⋯⋯⋯(508)

国民党儋县党部⋯⋯⋯(490)

执行监察委员会⋯⋯⋯(490)

主要活动⋯⋯⋯⋯⋯⋯(491)

民主党派⋯⋯⋯⋯⋯(492)

民盟儋县总支⋯⋯⋯⋯(492)

民主促进会儋县

委员会⋯⋯⋯⋯⋯⋯⋯⋯(492)

群众团体⋯⋯⋯⋯⋯(493)
青少年组织⋯⋯⋯⋯⋯(493)

工人组织⋯⋯⋯⋯⋯⋯(496)

妇女组织⋯⋯⋯⋯⋯⋯(497)

农民组织⋯⋯⋯⋯⋯⋯(499)

附：日伪机构⋯⋯⋯⋯⋯⋯⋯⋯(5 18)

第二节人民政府机构‘⋯⋯⋯⋯(518)

第三节解放后的主要政绩⋯⋯(525)

第三章 人民政协⋯⋯⋯⋯⋯(527)

第一节工作机构⋯⋯⋯⋯⋯⋯(527)

第二节历届会议⋯⋯⋯⋯⋯⋯(527)

第三节主要活动⋯⋯⋯⋯⋯⋯(529)

卷二十政法志

概述⋯⋯⋯⋯⋯⋯⋯⋯⋯⋯⋯⋯(532) 第五节经济检察⋯⋯⋯⋯⋯⋯(539)

第一章 公安⋯⋯⋯⋯⋯⋯⋯(532) 第六节监所检察⋯⋯⋯⋯⋯⋯(540)

第一节机构⋯⋯⋯⋯⋯⋯⋯(532) 第七节综合治理⋯⋯⋯⋯⋯⋯(54I)

第二节治安管理⋯⋯⋯⋯⋯⋯(534) 第三章 审 判⋯⋯⋯⋯⋯⋯⋯(541)

第三节户籍与消防管理⋯⋯⋯(535) 第一节机构⋯⋯⋯⋯⋯⋯⋯(541)

第四节边防管理⋯⋯⋯⋯⋯⋯(535) 第二节刑事审判⋯⋯⋯⋯⋯⋯(542)

第五节监所管理⋯⋯⋯⋯⋯⋯(536) 第三节 民事审判⋯⋯⋯⋯⋯⋯(544)

第二章 检 察⋯⋯⋯⋯⋯⋯⋯(536) 第四节经济审判⋯⋯⋯⋯⋯⋯(545)

第一节机构⋯⋯⋯⋯⋯⋯⋯(536) 第五节 案件复查⋯⋯⋯⋯⋯⋯(545)

第二节刑事检察⋯⋯⋯⋯⋯⋯(537) 第四章 司 法⋯⋯⋯⋯⋯⋯⋯(546)

第三节诉讼检察⋯⋯⋯⋯⋯⋯(537) 第一节律师事务⋯⋯⋯⋯⋯⋯(546)

．．第四节法纪检察⋯⋯⋯⋯⋯⋯(539) 第二节公证⋯⋯⋯⋯⋯⋯⋯(547)

，、刀



· 8 · 儋县志

第三节 民事调解⋯⋯⋯⋯⋯⋯(547) ． 第四节法制宣传⋯⋯⋯⋯⋯⋯(547)

卷廿一军事志 ⋯一?
土

概述⋯⋯⋯⋯⋯⋯⋯⋯⋯⋯⋯⋯(550)

第一章 军事要地与驻军⋯⋯(550)

第一节·军事要地⋯⋯⋯⋯⋯⋯(550)

第二节驻军⋯⋯⋯⋯⋯⋯⋯(551)

第二章 兵制与武装建制⋯⋯(552)

第一节兵制⋯⋯⋯⋯⋯⋯⋯(552)

第二节武装建制⋯⋯⋯⋯⋯⋯(554)

第三章 民兵⋯⋯⋯⋯⋯⋯⋯(557)

第一节民兵建设⋯⋯⋯⋯⋯⋯(557)

第二节支前参战⋯⋯⋯⋯⋯⋯(561)

第三节治安保卫和两个

文明建设⋯⋯⋯⋯⋯⋯(562)

第四章 重大兵事⋯⋯⋯⋯⋯(563)

第一节明代至民国初年 ．t‘

兵事⋯⋯⋯⋯⋯⋯⋯⋯(563)

第二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兵事⋯⋯⋯⋯⋯⋯(563)

第三节抗日战争时期兵事⋯⋯(564)

第四节解放战争时期兵事⋯⋯(565)

附：日伪军罪行⋯⋯⋯⋯⋯⋯⋯(566)

卷廿二教育志

概述⋯⋯⋯⋯⋯⋯⋯⋯⋯⋯⋯⋯(570)

第一章 制度改革⋯⋯⋯⋯-(571)

第一节科举制度⋯⋯⋯⋯⋯⋯(571)

第二节儒学书院
‘

第三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社学与私塾⋯⋯⋯(572)

学制改革⋯⋯⋯⋯⋯⋯(573)

幼儿教育与小学

教育⋯⋯⋯⋯⋯⋯⋯⋯(575)

幼儿教育⋯⋯⋯⋯⋯⋯(575)

小学教育⋯⋯⋯⋯⋯⋯(577)

中学教育⋯⋯⋯⋯⋯(582)

概 况⋯⋯⋯⋯⋯⋯⋯(582)

中学选介⋯⋯⋯⋯⋯⋯(584)

专业教育⋯⋯⋯⋯⋯(587)

师范教育⋯⋯⋯⋯⋯⋯(587)

第二节职业教育⋯⋯⋯⋯⋯⋯(588)

附：华南热带作物学院⋯⋯⋯⋯(589)

第五章-．成人教育⋯⋯⋯⋯⋯(590)

第一节劳动大学⋯⋯⋯⋯⋯．．．(590)

第二节电视大学与党校⋯⋯⋯(591)

’第三节业余教育⋯⋯⋯⋯⋯⋯(591)

第六章⋯教师队伍⋯⋯⋯⋯⋯(591)

第一节师资来源⋯⋯⋯⋯⋯⋯(591)

第二节教师素质⋯⋯⋯⋯⋯⋯(592)

第三节教师待遇⋯⋯⋯⋯⋯⋯(592)

第七章 教育管理⋯⋯⋯⋯⋯(595)

第一节机构⋯⋯⋯⋯⋯⋯⋯(595)

第二节教学研究⋯⋯⋯⋯⋯⋯(596)

第三节教育经费m⋯⋯⋯⋯⋯(597)

第四节勤工俭学⋯⋯⋯⋯⋯⋯(598)

卷廿三文化志

概述⋯⋯⋯⋯⋯⋯⋯⋯⋯⋯⋯⋯(600)

第一章 文化管理机构⋯⋯⋯(600)

第一节行政机构⋯⋯⋯⋯⋯⋯(600)

第二节业务机构⋯⋯⋯⋯⋯⋯(601)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群众文化t⋯⋯⋯⋯”(605)

民歌民谣⋯⋯⋯⋯⋯⋯(605)

民歌剧⋯⋯⋯⋯⋯⋯．．．(607)

美术书法摄影⋯⋯(608)

篓■■■一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