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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第一届(1984．6～1985．7)

主任邹吉庆

副主任 吴远德马 选陶有乾

成 员 由人武部 计经委科 委 民 委体委 文化局 民政局 卫生局

工交局 建设局 水电局 农牧局 林业局 商业局 财政局 统计局

气象站 邮电局档案局 党史征集办农业区划办等单位的1名负责人组

成。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邹吉庆

叶兴祥

傅永祥

林世权

燕正书

肖贤德

吴远德

阮兴旺

伍词连

汪开义

夏世华

第二届(1985．7"--1987．7)

张家柱

叶应平

李永堂

潘志安

谭金铭

吕开印

许秉清

夏文均

王军生

苟辛贞伟

刘立中

叶锡安

刘邦宪

马 选

杨树才 李明德 李德强

陈明文 杨吉责 朱国良

王贤云 蒲 骏何宗坤

第三届(1987．7．---1988．5)

主任吴远德

副主任 叶兴祥 吴应涵 马 信 吕开印(常务) 傅永祥

委 员 郭玉鉴 马 选 叶应平何宗坤 马仲全 燕正书 李天德许秉清

杨树才 王军生 肖贤德 陈长果 吴 毅 曾永恒 任永昌 汪开义

张甲焕 夏文均 罗 镒 朱本宽 陈明文 潘龙云 夏世华 段有根

龙友和 蒲 骏 吴泽民 刘邦宪

第四届(1988．5"---1993．6)

主任吴远德

副主任 郭玉鉴 马 信 潘志安 吴应涵 吕开印(常务)

委 员 陈元章 侯志平 张纪华 叶应平 傅永祥 李天德 马 选 陈明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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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大海 周 铭 夏文均 张甲焕 朱本宽 梁远松 吴 毅 燕正书

王军生 马仲全李永堂

主任蔡朝东

副主任王金和张启佑

委员 田荣屏张再培

刘仁健

主 任

副主任

委员

第五届(1993．6,--,1994·9)

第六届(1994．9---1995·7)

第七届(1995．7---,1998·6)

主牢篆耋明妻 壬．金和 夏世华张启佑陈元章 童成清叶应平 陶有乾

竺主詈 羹要耋言姜蓉裹荨篡篱启篆冀喜盖 兰成翥二差主票：≥
委 员 郭汉书 田荣屏 张再培 周 铭 彭世冈4 王 动 夏。J仁促 不伞刁

李以坤 金国龙

顾问赵康

主任马绍明

副主任 王 阳 陈元章

委员 刘万泽季顺江

朱本才 李以坤

主编

副主编

第八届(1998．6～ )

《大关县志》 编纂人员

乾坤有以陶李平才应本叶朱园劲

忠

周王福焕、叉甲王张华刚世世夏彭，铭

々矿

常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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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才有本陶朱平健应仁叶刘洲劲

贤

肖王章刚元世陈彭佑铭

启

张周华培世再夏张

和屏龙金荣国王田金辉福书坤其文汉以晋王郭李

劲王秀刘健乾仁有刘陶梅勇韩罗华培兴再陶张平和应平叶曹

)止4卯均(全仲马乾健有仁陶刘



罗大海 周 铭 夏文均 张甲焕 朱本宽 梁远松 吴 毅 燕正书

王军生 马仲全李永堂

主任蔡朝东

副主任王金和张启佑

委员 田荣屏张再培

刘仁健

主 任

副主任

委员

第五届(1993．6,--,1994·9)

第六届(1994．9---1995·7)

第七届(1995．7---,1998·6)

主牢篆耋明妻 壬．金和 夏世华张启佑陈元章 童成清叶应平 陶有乾

竺主詈 羹要耋言姜蓉裹荨篡篱启篆冀喜盖 兰成翥二差主票：≥
委 员 郭汉书 田荣屏 张再培 周 铭 彭世冈4 王 动 夏。J仁促 不伞刁

李以坤 金国龙

顾问赵康

主任马绍明

副主任 王 阳 陈元章

委员 刘万泽季顺江

朱本才 李以坤

主编

副主编

第八届(1998．6～ )

《大关县志》 编纂人员

乾坤有以陶李平才应本叶朱园劲

忠

周王福焕、叉甲王张华刚世世夏彭，铭

々矿

常周

／L

J{jj．i内

p

乾才有本陶朱平健应仁叶刘洲劲

贤

肖王章刚元世陈彭佑铭

启

张周华培世再夏张

和屏龙金荣国王田金辉福书坤其文汉以晋王郭李

劲王秀刘健乾仁有刘陶梅勇韩罗华培兴再陶张平和应平叶曹

)止4卯均(全仲马乾健有仁陶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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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仲全 王 强(1996．6止) 吕开印(1996．6止) 刘仁健 陶有乾

黄仲榜(1996．6止) 臧庆棠戴正修(1996．6止)

特约撰稿人孙澍 罗昌华

编 务 肖贤惠

照片摄影周元江 胡荣

图片编制周元江

顾问赵康

组长袁 鑫

副组长熊明海

成 员 陶有乾

王 劲

刘仁健

朱本才

《大关县志》审查验收人员

县内初审人员

(县委书记)

(县委副书记、县长)

(县委副书记) 童成清(副县长)

(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县统计局局长)

(县史志办主任)

(县保密局局长)

昭通地区复审人员

组长 陈家朝(行署秘书长)

副组长 杨孝全(行署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成 员 张荣才(行署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

杨光文(行署地方志办副主任)

杜泽民(地区保密局局长)

文成端(行署民族宗教局局长)

符长荣(行署统计局局长)

马才顺(行署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

庞金祥(行署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复审人员＼杨孝全张荣才 杨光文杜泽民 马才JI质庞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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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仲全 王 强(1996．6止) 吕开印(1996．6止) 刘仁健 陶有乾

黄仲榜(1996．6止) 臧庆棠戴正修(1996．6止)

特约撰稿人孙澍 罗昌华

编 务 肖贤惠

照片摄影周元江 胡荣

图片编制周元江

顾问赵康

组长袁 鑫

副组长熊明海

成 员 陶有乾

王 劲

刘仁健

朱本才

《大关县志》审查验收人员

县内初审人员

(县委书记)

(县委副书记、县长)

(县委副书记) 童成清(副县长)

(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县统计局局长)

(县史志办主任)

(县保密局局长)

昭通地区复审人员

组长 陈家朝(行署秘书长)

副组长 杨孝全(行署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成 员 张荣才(行署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

杨光文(行署地方志办副主任)

杜泽民(地区保密局局长)

文成端(行署民族宗教局局长)

符长荣(行署统计局局长)

马才顺(行署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

庞金祥(行署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复审人员＼杨孝全张荣才 杨光文杜泽民 马才JI质庞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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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

副组长

成员

钱成润

郭其泰

李成鼎

李学忠

宋永平

郑灵琳

云南省终审验收人员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编审)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副编审)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地州指导室主任)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副编审)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助理 副编审)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地州指导室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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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关县人民政府县长 袁 鑫

由大关县人民政府主持编修的《大关县志》，苦历十余载，终于告竣面世。这是大关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硕果。

历史上，大关除民国县政府官修的一部手抄《大关县志稿》和张维翰先生审订并在

台湾出版的《大关县志》一部外，别无它志。1984年6月，遵循国务院和省、地的部署，

大关县成立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县人民政府设立了地方志办公室，并于1985年7月配

备专职编修人员正式开始新编《大关县志》。十四个春秋间，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换了五

届，以县长任主任的大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换了八任，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数易其人，

编纂人员多有变换，但编修工作总是承上启下，赓续不断。十余年来，全体修志工作者

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发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广征博集，从纷繁浩淼中撷

精，于久远广袤中采粹，含英咀华，穿珠贯璧，集腋成裘，终于用心血和汗水写就长达

110多万字的宏篇，使大关有了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

在《大关县志》完成之际，我谨代表大关县人民政府，大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向

关心、支持、爱护、帮助编修县志的各界、各部门、各单位以及个人，向辛劳笔耕、不

计得失的所有编修人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新编《大关县志》从本县实际出发，以现代社会分工为依据，采用横排门类、纵写

历史的方法编纂。以存真求实的态度，探本溯源，寓褒贬于客观记述之中，明规律于兴

衰起伏之内。全志观点正确，资料翔实，文字流畅，体例完备，结构严谨，融思想性、资

料性、科学性、普及性、启迪性、权威性于一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是

大关有史以来最系统、最全面、最完整的一部县志。可以说，它是鉴古晓今的珍贵记录，

是富民兴县的重要工具，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资料，同时也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

育的生动教材，是认识大关、建设大关的宝贵资料，是资政、存史、教化、求知、兴县

的传世之作。它将普惠今人，垂鉴后世。

我到大关工作时间不长，但因通览了民国《大关县志稿》和张维翰先生审订的《大

关县志》，深知大关历史悠久，山河壮丽，人杰地灵，物产丰富。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

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秦开“五尺道”纵贯全境，汉凿“石门道”沟通南北，成

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要途；1300多年前，今双河场、火烧寨、悦乐坝、翠华老城就被

设为西安、湖津、靖川、分协四县之城址，可谓立县久远；境内山峦重叠，沟壑纵横，关

隘迭踞，为上滇下川之咽喉，著称滇川孔道，地理位置险要；县内人才辈出，文武兼备，

风流倜傥，吴良桐、吴恢量、张维翰、曾万钟、李华英、龚自知、陈方、李剑秋、罗占

云等便是有影响、有作为的代表人物I大关历史曾有过撼人心魄之事：清将怀远将军刘

岜曾率部在境内争关夺隘推行改土归流，农民起义领袖李永和、蓝朝鼎曾派兵在屯上揭

．2厶



大关县志

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曾派兵入关激战，县人赵端曾发动关河起义配合孙中山领

命；大关物产丰富，有世界珍稀植物活化石珙桐，有土特名产筇竹笋和翠华

藏量上亿吨的丰富高品质白云石矿，有人均占有量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有被列为省级风景名胜区的天下奇景黄连河瀑布群，有集水洞、旱洞、溶

的奇观青龙洞。如此这些，足以证明大关是块宝地。读者可以通过新县志，了

史沿革、地理地形、自然资源、气候条件、山川河流、土特名产、风土人情、

方言谚语、人物传记以及工、农、商、学、兵、政、党、群团等各方面各领

变、交换更替、成败得失。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了解我们的昨天和前

励我们更加努力地去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灿烂的今天和明天。



凡 例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二、上限有文献资料记载的年代，下迄1993年末。以1993年县辖境域为记述范围，

前已划出县辖区的，一般不记入。

三、全志排列顺序为：大关县地图、照片、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各篇、人

物、附录、编纂始末。

四、叙事记人秉笔直书，述而不论，叙而不议，忠于史实，客观记述。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县内重要政事，列专章记述。

五、《人物》与述、记并列，独成一体，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按卒年先后排

列，其他入志人物采用以事系人或列表录入。境内副科以上职官随有关章节列表记载。

六、行文用规范的语体文、国家公布的标准简化汉字及标点符号。清代及其以前纪

年用汉字，括注公历纪年；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在一节文字中首次出现，括注公历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使用公历纪年。

七、使用国家统一规定的计量单位。民国时期及以前不便换算的计量单位沿用。1953

年前旧人民币已折算为新人民币。所用数据，以统计部门数据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使

用职能部门的或有关档案、历史资料、口碑数据。所用地名以鬈大关县地名志》为准。

八、所用资料来源于档案、历史文献、县属各部门和各乡镇，以及县志办采访的口

碑资料。一般不注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1)

凡例⋯⋯⋯⋯⋯⋯⋯⋯⋯⋯⋯⋯⋯(1)

概述⋯⋯⋯⋯⋯⋯⋯⋯⋯⋯⋯⋯⋯(1)

大事记⋯⋯⋯⋯⋯⋯⋯⋯⋯⋯⋯⋯⋯(5)

建置篇

第一章置县⋯⋯⋯⋯⋯⋯⋯⋯(41)

第一节 沿革⋯⋯⋯⋯⋯⋯⋯(41)

第二节 地理位置⋯⋯⋯⋯⋯⋯(42)

第二章行政区划⋯⋯⋯⋯⋯⋯⋯(42)

第一节 区域变迁⋯⋯⋯⋯⋯⋯(42)

第二节 区 划⋯⋯⋯⋯⋯⋯⋯(43)

第三章县城⋯⋯⋯⋯⋯⋯⋯⋯(57)

第一节位置气候⋯⋯⋯⋯⋯⋯(57)

第二节 县城建设⋯⋯⋯⋯⋯．．．(57)

第四章乡镇⋯⋯⋯⋯⋯⋯⋯⋯(59)

第一节 翠华镇⋯⋯⋯⋯⋯⋯⋯(59)

第二节 上高桥回族彝族苗族乡

⋯⋯⋯⋯⋯⋯⋯⋯⋯⋯(60)

第三节 青龙乡⋯⋯⋯⋯⋯⋯⋯(61)

第四节 玉碗乡⋯⋯⋯⋯⋯⋯⋯(61)

第五节悦乐乡⋯⋯⋯⋯⋯⋯⋯(62)

第六节 黄葛乡⋯⋯⋯⋯⋯⋯⋯(63)

第七节 寿山乡⋯⋯⋯⋯⋯⋯⋯(64)

第八节 吉利乡⋯⋯⋯⋯⋯⋯⋯(64)

第九节 天星乡⋯⋯⋯⋯⋯⋯⋯(65)

第十节 高桥乡⋯⋯⋯⋯⋯⋯⋯(66)

第十一节木杆乡⋯⋯⋯⋯⋯⋯(67)

自然地理篇

第一章地形地质⋯⋯⋯⋯⋯⋯⋯(68)

第一节 形 态⋯⋯⋯⋯⋯⋯⋯(68)

第二节 结构⋯⋯⋯⋯⋯⋯⋯(69)

第三节 山 脉⋯⋯⋯⋯⋯⋯⋯(71)

第四节水系⋯⋯⋯⋯⋯⋯⋯(74)

第二章气候⋯⋯⋯⋯⋯⋯⋯⋯(75)

第一节 气 温⋯⋯⋯⋯⋯⋯⋯(75)

第二节 降水⋯⋯⋯⋯⋯⋯⋯(77)

第三节 湿度⋯⋯⋯⋯⋯⋯⋯(77)

第四节风向⋯⋯⋯⋯⋯⋯⋯(80)

第五节物候⋯⋯⋯⋯⋯⋯⋯(80)

第六节 气象机构⋯⋯⋯⋯⋯⋯(80)

第三章自然资源⋯⋯⋯⋯⋯⋯⋯(80)

第一节 土地⋯⋯⋯⋯⋯⋯⋯(80)

第二节 生 物⋯⋯⋯⋯⋯⋯⋯(82)

第三节 水⋯⋯⋯⋯⋯⋯⋯⋯⋯(85)

第四节 矿⋯⋯⋯⋯⋯⋯⋯⋯⋯(86)

第五节 旅游⋯⋯⋯⋯⋯⋯⋯(89)

第四章 自然灾害⋯⋯⋯⋯⋯⋯⋯(92)

第一节 气象灾害⋯⋯⋯⋯⋯⋯(92)

第二节地质灾害⋯⋯⋯⋯⋯(100)

第三节 生物灾害⋯⋯⋯⋯⋯(101)

人口篇

第一章人口变迁⋯⋯⋯⋯⋯⋯

第一节 自然变动⋯⋯⋯⋯⋯

第二节迁移⋯⋯⋯⋯⋯⋯

第三节分布⋯⋯⋯⋯⋯⋯

第二章人口结构⋯⋯⋯⋯⋯⋯

第一节 民 族⋯⋯⋯⋯⋯⋯

第二节 性别⋯⋯⋯⋯⋯⋯

第三节年龄⋯⋯⋯⋯⋯⋯

第四节 文化⋯⋯⋯⋯⋯⋯

第五节行业⋯⋯⋯⋯⋯⋯

第三章婚姻家庭⋯⋯⋯⋯⋯⋯

侈

(109)

(109)

(110)

(111)

(114)

(114)

(115)



2 大关县志

第一节 婚 姻⋯⋯⋯⋯⋯⋯

第二节家庭⋯⋯⋯⋯⋯⋯

第三节 姓 氏⋯⋯⋯⋯⋯⋯

第四章计划生育⋯⋯⋯⋯⋯⋯

第一节机构队伍⋯⋯⋯⋯⋯

第二节 政策措施⋯⋯⋯⋯⋯

第三节 宣传教育⋯⋯⋯⋯⋯

第四节 节育效果⋯⋯⋯⋯⋯

经济管理篇

第一章计划⋯⋯⋯⋯⋯⋯⋯(124)

第一节计划执行⋯⋯⋯⋯⋯(124)

第二节 基本建设⋯⋯⋯⋯⋯(131)

第二章物资⋯⋯⋯⋯⋯⋯⋯(132)

第一节机构⋯⋯⋯⋯⋯⋯(132)

第二节 经营品种⋯⋯⋯⋯⋯(132)

第三节 经营方式⋯⋯⋯⋯⋯(132)

第四节购销业务⋯⋯⋯⋯⋯(133)

第三章统计⋯⋯⋯⋯⋯⋯⋯(135)

第一节机构⋯⋯⋯⋯⋯⋯(135)

第二节 业务⋯⋯⋯⋯⋯⋯(135)

第四章工商行政⋯⋯⋯⋯⋯⋯(138)

第一节机构⋯⋯⋯⋯⋯⋯(138)

第二节 市 场⋯⋯⋯⋯⋯⋯(138)

第三节登记⋯⋯⋯⋯⋯⋯(140)

第四节合 同⋯⋯⋯⋯⋯⋯(140)

第五节 商标广告⋯⋯⋯⋯(141)

第六节检查⋯⋯⋯⋯⋯⋯(141)

第五章物价⋯⋯⋯⋯⋯⋯⋯(141)

第一节 管理⋯⋯⋯⋯⋯⋯(141)

第二节价格⋯⋯⋯⋯⋯⋯(142)

第三节 检查监督⋯⋯⋯⋯⋯(146)

第六章标准计量⋯⋯⋯⋯⋯⋯(148)

第一节度量衡⋯⋯⋯⋯⋯⋯(148)

第二节 计量管理⋯⋯⋯⋯⋯(148)

第三节标准化⋯⋯⋯⋯⋯⋯(149)

第七章审计⋯⋯⋯⋯⋯⋯⋯(150)

第一节机构⋯⋯⋯⋯⋯⋯(150)

第二节 业务⋯⋯⋯⋯⋯⋯(150)

农业篇

第一章土地所有制⋯⋯⋯⋯⋯(153)

第一节私有⋯⋯⋯⋯⋯⋯(153)

第二节集体⋯⋯⋯⋯⋯⋯(153)

第三节 全 民⋯⋯⋯⋯⋯⋯(154)

第二章种植业⋯⋯⋯⋯⋯⋯⋯(155)

第一节耕地⋯⋯⋯⋯⋯⋯(155)

第二节作物⋯⋯⋯⋯”i⋯(157)

第三节农机农具⋯⋯⋯⋯⋯(169)

第四节 生产技术⋯⋯⋯⋯⋯(170)

第五节 防治病虫害⋯⋯⋯⋯(172)

第三章畜牧业⋯⋯⋯⋯⋯⋯⋯(173)

第一节 畜禽饲养⋯⋯⋯⋯⋯(173)

第二节饲草饲料⋯⋯⋯⋯⋯(177)

第三节 畜禽改良⋯⋯⋯⋯⋯(178)

第四节 疫病防治⋯⋯⋯⋯⋯(179)

第四章副业⋯⋯⋯⋯⋯⋯⋯(183)

第一节种类⋯⋯⋯⋯⋯⋯(183)

第二节 收益⋯⋯⋯⋯⋯⋯(183)

林业篇

第一章资源⋯⋯⋯⋯⋯⋯⋯

第一节 面 积⋯⋯⋯⋯⋯⋯

第二节林种⋯⋯⋯⋯⋯⋯

第三节 经济林果⋯⋯⋯⋯⋯

第二章营林⋯⋯⋯⋯⋯⋯⋯

第一节采种育苗⋯⋯⋯⋯⋯

第二节植树造林⋯⋯⋯⋯⋯

第三章管理⋯⋯⋯⋯⋯⋯⋯

第一节 权属⋯⋯⋯⋯⋯⋯

第二节保护⋯⋯⋯⋯⋯⋯

第三节 采伐⋯⋯⋯⋯⋯⋯

第四章林场⋯”

第一节 国 营“

第二节集体“

、，、，、，、，、，、，、，、，

5

6

7

8

8

9

1

2

1

1

1

1

l

1

2

2

1

1

1

1

1

l

1

1，L，～，～，～，～，～，～，L

)))))))))))

4

4

4

8

9

9

9

3

3

4

5

8

8

8

8

8

8

8

9

9

9

9

1

1

1

1

l

1

1

1

1

l

1(((((((((((



目 录 3

水利篇

第一章引水工程⋯⋯⋯⋯⋯⋯(198)

第一节 中型⋯⋯⋯⋯⋯⋯(198)

第二节 小(一)型⋯⋯⋯⋯(199)

第三节 小(二)型⋯⋯⋯⋯(201)

第四节小 型⋯⋯⋯⋯⋯⋯(203)

第二章蓄水防洪工程⋯⋯⋯⋯(207)

第一节水库⋯⋯⋯⋯⋯⋯(207)

第二节拦洪道⋯⋯⋯⋯⋯⋯(209)

第三章排涝保水土d⋯⋯⋯⋯·(210)

第一节排涝⋯⋯⋯⋯⋯⋯(210)

第二节水土保持⋯⋯⋯⋯⋯(211)

第四章人畜饮水⋯⋯⋯⋯⋯⋯(212)

第一节县城供水⋯⋯⋯⋯⋯(212)

第二节 集镇饮水⋯⋯⋯⋯⋯(212)

第三节农村用水⋯⋯⋯⋯⋯(214)

第五章管理⋯⋯⋯⋯⋯⋯⋯(214)

第一节机构⋯⋯⋯⋯⋯⋯(214)

第二节 经 费⋯⋯⋯⋯⋯⋯(215)

第三节 工程⋯⋯⋯⋯⋯⋯(217)

第四节 用 水⋯⋯⋯⋯⋯⋯(218)

第五节 经 营⋯⋯⋯⋯⋯⋯(218)

第六节 搬迁抚恤⋯⋯⋯⋯(219)

工业篇

第一章体制⋯⋯⋯⋯⋯⋯⋯(222)

第一节全 民⋯⋯⋯⋯⋯⋯(222)

第二节集体⋯⋯⋯⋯⋯⋯(222)

第三节个体私营⋯⋯⋯⋯⋯(225)

第二章能源⋯⋯⋯⋯⋯⋯⋯(228)

第一节水 电⋯⋯⋯⋯⋯⋯(228)

第二节煤炭⋯⋯⋯⋯⋯⋯(231)

第三章化工机具⋯⋯⋯⋯⋯⋯(233)

第一节 电石 水玻璃⋯⋯⋯(233)

第二节 农具 五金⋯⋯⋯⋯(234)

第四章建材⋯⋯⋯⋯⋯⋯⋯(235)

第一节砖瓦水泥⋯⋯⋯⋯(235)

第二节砂石⋯⋯⋯⋯⋯⋯(237)

第五章食品加工⋯⋯⋯⋯⋯⋯(23

第一节粮一油⋯⋯⋯⋯⋯⋯(23

第二节 副 食⋯⋯⋯⋯⋯⋯(23

第三节猪 肉⋯⋯⋯⋯⋯⋯(23

第四节 酿酒⋯⋯⋯⋯⋯⋯(24

第五节 竹 笋⋯⋯⋯⋯⋯⋯(24

第六节 茶 叶⋯⋯⋯⋯⋯⋯(24

第六章其他⋯⋯⋯⋯⋯⋯⋯(24

第一节造 纸⋯⋯⋯⋯⋯⋯(24

第二节 印 刷⋯⋯⋯⋯⋯⋯(24

第三节 缝 纫⋯⋯⋯⋯⋯⋯(24

第四节烟叶复烤⋯⋯⋯⋯⋯(24

交通篇

第一章道路⋯⋯⋯⋯⋯⋯⋯(24

第一节古道⋯⋯⋯⋯⋯⋯(24

第二节 驿道⋯⋯⋯⋯⋯⋯(24

第三节 公路⋯⋯⋯⋯⋯⋯(24

第四节 铁路⋯⋯⋯⋯⋯⋯(24

第二章渡口桥梁⋯⋯⋯⋯⋯⋯(24

第一节 渡 口⋯⋯⋯⋯⋯⋯(24

第二节桥梁⋯⋯⋯⋯⋯⋯(24

第三章运输⋯⋯⋯⋯⋯⋯⋯(25

第一节人畜力运输⋯⋯⋯⋯(25

第二节机动车运输⋯⋯⋯⋯(25

第四章管理⋯⋯⋯⋯⋯⋯⋯(25

第一节公路养护⋯⋯⋯⋯⋯(25

第二节 运政路政⋯⋯⋯⋯⋯(25

第三节 车辆管理⋯⋯⋯⋯⋯(25

第四节 交通事故⋯⋯⋯⋯⋯(26

邮电篇

第一章机构⋯⋯⋯⋯⋯⋯⋯(26

第一节 塘递代办所⋯⋯⋯⋯(26

第二节 邮电局所站⋯⋯⋯⋯(26

第二章邮政⋯⋯⋯⋯⋯⋯⋯(26

第一节 邮 路⋯⋯⋯⋯⋯⋯(26

第二节 业务⋯⋯⋯⋯⋯⋯(26

彤



4 大关县志

第三节设备⋯⋯⋯⋯⋯⋯(270) 第二章粮油⋯⋯⋯⋯⋯⋯⋯

第三章电信⋯⋯⋯⋯⋯⋯⋯(270) 第一节机构⋯⋯⋯⋯⋯⋯

第一节 电 路⋯⋯⋯⋯⋯⋯(270) 第二节征购⋯⋯⋯⋯⋯⋯

第二节 电 话⋯⋯⋯⋯⋯⋯(272) 第三节 销 售⋯⋯⋯⋯⋯⋯

第三节 电 报⋯⋯⋯⋯⋯⋯(275) 第四节 加 工⋯⋯⋯⋯⋯⋯

第五节储运⋯⋯⋯⋯⋯⋯

城乡建设篇

第一章县城⋯⋯⋯⋯⋯⋯⋯(278)

第一节街道⋯⋯⋯⋯⋯⋯(278)

第二节 公用设施⋯⋯⋯⋯⋯(279)

第三节 市政建设⋯⋯⋯⋯⋯(283)

第二章集镇⋯⋯⋯⋯⋯⋯⋯(285)

第一节上高桥镇⋯⋯⋯⋯⋯(285)

第二节 青龙镇⋯⋯⋯⋯⋯⋯(285)

第三节 玉碗镇⋯⋯⋯⋯⋯⋯(285)

第四节悦乐镇⋯⋯⋯⋯⋯⋯(286)

第五节黄葛镇⋯⋯⋯⋯⋯⋯(286)

第六节寿山镇⋯⋯⋯⋯⋯⋯(286)

第七节 吉利镇⋯⋯⋯⋯⋯⋯(286)

第八节天星镇⋯⋯⋯⋯⋯⋯(287)

第九节 高桥镇⋯⋯⋯⋯⋯⋯(287)

第十节木杆镇⋯⋯⋯⋯⋯⋯(287)

第十一节 向 阳⋯⋯⋯⋯⋯(288)

第三章农村⋯⋯⋯⋯⋯⋯⋯(288)

第一节住宅⋯⋯⋯⋯⋯⋯(288)

第二节 用 水⋯⋯⋯⋯⋯⋯(288)

第三节 照 明⋯⋯⋯⋯⋯⋯(289)

第四章管理⋯⋯⋯⋯⋯⋯⋯(289)

第一节机构⋯⋯⋯⋯⋯⋯(289)

第二节用地⋯⋯⋯$16 QOO⋯(289)

第三节房产⋯⋯⋯⋯⋯⋯(290)

第四节建筑业⋯⋯⋯⋯⋯⋯(291)

商贸篇

第一章商业⋯⋯⋯⋯⋯⋯⋯

第一节 体 制⋯⋯⋯⋯⋯⋯

第二节商品购销⋯⋯⋯⋯⋯

第三节 对外贸易⋯⋯⋯⋯⋯

(294)

(294)

(299)

(310)

财税金融篇

第一章财

第一节 体

第二节 收

第三节 支

第四节 管

第二章税

第一节 机

第二节 税

第三节 税

第四节 税

第五节 税

第六节 减

第七节 征

第三章金

第一节 机

第二节 货

第三节 存

第四节 贷

第五节 债

第六节保

(311)

(311)

(311)

(314)

(317)

(318)

政⋯⋯⋯⋯⋯⋯⋯(321)

t制⋯⋯⋯⋯⋯⋯(321)

入⋯⋯⋯⋯⋯⋯(321)

出⋯⋯⋯⋯⋯⋯(324)

理⋯⋯⋯⋯⋯⋯(326)

务⋯⋯⋯⋯⋯⋯⋯(327)

构⋯⋯⋯⋯⋯⋯(327)

制⋯⋯⋯⋯⋯⋯(328)

种⋯⋯⋯⋯⋯⋯(328)

瘟⋯⋯⋯⋯⋯⋯(329)

收⋯⋯⋯⋯⋯⋯(331)

免⋯⋯⋯⋯⋯⋯(332)

管⋯⋯⋯⋯⋯⋯(332)

融⋯⋯⋯⋯⋯⋯⋯(333)

构⋯⋯⋯⋯⋯⋯(333)

币”·一⋯⋯⋯⋯”(335)

款⋯⋯⋯⋯⋯⋯(336)

款⋯⋯⋯⋯⋯⋯(338)

券⋯⋯⋯⋯⋯⋯(341)

险⋯⋯⋯⋯⋯⋯(341)

政党篇

第一章中国国民党大关县地方组

织⋯⋯⋯⋯⋯⋯⋯⋯⋯(342)

第一节 组 织⋯⋯⋯⋯⋯⋯(342)

第二节 活 动⋯⋯⋯⋯⋯⋯(342)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大关县地方组

织⋯⋯⋯⋯⋯⋯⋯⋯⋯(343)

第一节 党的地下组织⋯⋯⋯(343)

第二节 中共大关县委员会⋯(344)



目 录 5

第三节 乡(区、公社)镇党委

⋯⋯⋯⋯⋯⋯⋯⋯⋯(354)

第四节县党代会⋯⋯⋯⋯⋯(368)

第五节 组织建设⋯⋯⋯⋯⋯(370)

第六节 宣传教育⋯⋯⋯⋯⋯(381)

第七节 纪律检查⋯⋯⋯⋯⋯(386)

第八节 统一战线⋯⋯⋯⋯⋯(388)

第九节保密⋯⋯⋯⋯⋯⋯(390)

第十节信访⋯⋯⋯⋯⋯⋯(391)

第三章重要政事纪略⋯⋯⋯⋯(391)

第一节 接管 建政征粮 剿匪

·⋯⋯···⋯⋯··⋯⋯···(391)

第二节镇压反革命⋯⋯⋯⋯(392)

第三节 三反 五反⋯⋯⋯⋯(393)

第四节 土地改革⋯⋯⋯⋯⋯(394)

第五节合作化⋯⋯⋯⋯⋯⋯(394)

第六节 肃反 审干⋯⋯⋯⋯(395)

第七节 整风反右⋯⋯⋯⋯⋯(396)

第八节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396)

第九节 社会主义教育⋯⋯⋯(397)

第十节 “文化大革命”⋯⋯(398)

第十一节揭批查⋯⋯⋯⋯⋯(399)

第十二节 纠正冤假错案⋯⋯(399)

第十三节 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增

百致富”大讨论⋯(400)

第十四节 农村体改和县级机构

改革⋯⋯⋯⋯⋯⋯(401)

第十五节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401)

第十六节 反腐倡廉⋯⋯⋯⋯(402)

群团篇

第一章农民组织⋯⋯⋯⋯⋯⋯(404)

第一节农民协会⋯⋯⋯⋯⋯(404)

第二节 贫下中农协会⋯⋯⋯(405)

第三节农会⋯⋯⋯⋯⋯⋯(405)

第二章工会⋯⋯⋯⋯⋯⋯⋯(405)

第一节机构⋯⋯⋯⋯⋯⋯(405)

第二节 活 动⋯⋯⋯⋯⋯⋯(408)

第三章商会⋯⋯⋯⋯⋯⋯⋯(411)

第一节 工商联合会⋯⋯⋯⋯(411)

第二节 个体劳动者协会⋯⋯(411)

第四章共青团⋯⋯⋯⋯⋯⋯⋯(411)

第一节机构⋯⋯⋯⋯⋯⋯(411)

第二节 活 动⋯⋯⋯⋯⋯⋯(414)

第五章妇女联合会⋯⋯⋯⋯⋯(418)

第一节机构⋯⋯⋯⋯⋯⋯(418)

第二节 活 动⋯⋯⋯⋯⋯⋯(419)

第六章科协⋯⋯⋯⋯⋯⋯⋯(421)

第一节机构⋯⋯⋯⋯⋯⋯(421)

第二节 活 动⋯⋯⋯⋯⋯⋯(423)

政权篇

第一章议会⋯⋯⋯⋯⋯⋯⋯(424)

第一节议员⋯⋯⋯⋯⋯⋯(424)

第二节会议⋯⋯⋯⋯⋯⋯(425)

第二章人民代表大会⋯⋯⋯⋯(425)

第一节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425)

第二节县人代会⋯⋯⋯⋯⋯(426)

第三节 县人大常委会⋯⋯⋯(432)

第四节 乡镇人代会⋯⋯⋯⋯(440)

第三章政府⋯⋯⋯⋯⋯⋯⋯(444)

第一节厅抚夷府⋯⋯⋯⋯⋯(444)

第二节 县政府⋯⋯⋯⋯⋯⋯(447)

第三节 县人民政府⋯⋯⋯⋯(448)

第四节 乡镇人民政府⋯⋯⋯(477)

第四章政协⋯⋯⋯⋯⋯⋯⋯(489)

第一节机构⋯⋯⋯⋯⋯⋯(489)

第二节会议⋯⋯⋯⋯⋯⋯(491)

第三节参政议政⋯⋯⋯⋯⋯(493)

政法篇

第一章公安⋯⋯⋯⋯⋯⋯⋯(497)

第一节机构⋯⋯⋯⋯⋯⋯(497)



6 大关县志

第二节 社会治安管理⋯⋯⋯(498)

第三节 打击刑事犯罪⋯⋯⋯(505)

第四节监所管理⋯⋯⋯⋯⋯(508)

第二章检察⋯⋯⋯⋯⋯⋯⋯(509)

第一节机构⋯⋯⋯⋯⋯⋯(509)

第二节 刑事检察⋯⋯⋯⋯⋯(510)

第三节 经济检察⋯⋯⋯⋯⋯(511)

第四节 法纪检察⋯⋯⋯⋯⋯(512)

第五节 监所检察⋯⋯⋯⋯⋯(512)

第六节控告申诉检察⋯⋯⋯(513)

第三章审判⋯⋯⋯⋯⋯⋯⋯(514)

第一节机构⋯⋯⋯⋯⋯⋯(514)

第二节 刑事审判⋯⋯⋯⋯⋯(516)

第三节 民事审判⋯⋯⋯⋯⋯(517)

第四节经济行政审判⋯⋯⋯(517)

第五节案件复查⋯⋯⋯⋯⋯(517)

第四章司法行政⋯⋯⋯⋯⋯⋯(518)

第一节机构⋯⋯⋯⋯⋯⋯(518)

第二节 法制宣传⋯⋯⋯⋯⋯(518)

第三节 普法教育⋯⋯⋯⋯⋯(519)

第四节 人民调解⋯⋯⋯⋯⋯(519)

第五节 公证⋯⋯⋯⋯⋯⋯(520)

第六节律师事务⋯⋯⋯⋯⋯(520)

劳动人事民政篇

第一章劳动⋯⋯⋯⋯⋯⋯⋯(521)

第一节就业⋯⋯⋯⋯⋯⋯(521)

第二节 工人⋯⋯⋯⋯⋯⋯(522)

第三节 劳动保护⋯⋯⋯⋯⋯(524)

第二章人事⋯⋯⋯⋯⋯⋯⋯(525)

第一节编制⋯⋯⋯⋯⋯⋯(525)

第二节 干部⋯⋯⋯⋯⋯⋯(527)

第三节行政监察⋯⋯⋯⋯⋯(533)

第三章工资⋯⋯⋯⋯⋯⋯⋯(534)

第一节制度⋯⋯⋯⋯⋯⋯(534)

第二节 改革调整⋯⋯⋯⋯⋯(535)

第三节 福利待遇⋯⋯⋯⋯⋯(538)

第四章民政⋯⋯⋯⋯⋯⋯⋯(542)

第一节优抚安置⋯⋯⋯⋯⋯(542)

第二节 社会救济⋯⋯⋯⋯⋯(543)

第三节 管理⋯⋯⋯⋯⋯⋯(546)

军事篇

第一章军事组织⋯⋯⋯⋯⋯⋯(548)

第一节机构⋯⋯⋯⋯⋯⋯(548)

第二节 驻 军⋯⋯⋯⋯⋯⋯(555)

第三节地方武装⋯⋯⋯⋯⋯(556)

第二章兵役⋯⋯⋯⋯⋯⋯⋯(558)

第一节募兵⋯⋯⋯⋯⋯⋯(558)

第二节 志愿兵⋯⋯⋯⋯⋯⋯(559)

第三节 义务兵⋯⋯⋯⋯⋯⋯(560)

第三章民兵⋯⋯⋯⋯⋯⋯⋯(561)

第一节 组 织⋯⋯⋯⋯⋯⋯(561)

第二节 教育⋯⋯⋯⋯⋯⋯(561)

第三节 训 练⋯⋯⋯⋯⋯⋯(562)

第四节 勤 务⋯⋯⋯⋯⋯⋯(562)

第四章人防⋯⋯⋯⋯⋯⋯⋯(563)

第一节机构⋯⋯⋯⋯⋯⋯(563)

第二节设施⋯⋯⋯⋯⋯⋯(563)

第三节演 习⋯⋯⋯⋯⋯⋯(564)

第五章战事⋯⋯⋯⋯⋯⋯⋯(564)

第一节 李永和、蓝朝鼎农民起义

⋯⋯⋯⋯·⋯⋯⋯⋯··(564)

第二节 大关县城失陷⋯⋯⋯(565)

第三节细沙溪战斗⋯⋯⋯⋯(566)

第四节 九龙湾战斗⋯⋯⋯⋯(566)

第五节 解放大关⋯⋯⋯⋯⋯(566)

第六节 木杆围歼战⋯⋯⋯⋯(567)

第七节 围击吴昆、张树三股匪

⋯⋯⋯⋯⋯⋯⋯⋯⋯(567)

第八节 吉利铺守卫战⋯⋯⋯(568)

第九节 回龙溪遭遇战⋯⋯⋯(569)

第十节 匪劫天星场⋯⋯⋯⋯(569)

第十一节 大湾子阻击战⋯⋯(569)

第十二节 活捉匪首吴昌隆⋯(570)

第十三节 中梁子击毙唐晓初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