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庳 一，J ＼

陈克天①

射阳县，创建于民国31年(1942)。因抗日战争需要，由原盐城、阜宁两县的

海滨地区划置而成，其位置处于射阳河流域，故名射阳县。这里成陆较早的已近

千年，人民在此休养生息600余年。在这历史长河中，尤其是建县后的47年，勤

劳勇敢的射阳人民，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谱写出光辉的历史篇章。

射阳人民，世世代代面对莽莽滩涂，滚滚海浪，辟海疆，驱蛇狼，猎禽兽，网

鱼虾，兴修水利，筑堤挡浪，煮海煎盐，植棉垦荒，工商各业，渐趋兴旺。面对封建

统治和外国侵略，灶民抗暴，渔民反霸，农民争地，市民抗税，此起彼伏，可歌可

泣；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射阳儿女，驰骋疆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战日

军，歼顽敌，英雄业绩，永垂史册。

新中国建立后，几经沧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百业兴旺，经济

腾飞，滩涂闪光；盐棉养殖，蒸蒸日上；射阳河口，建海港，办电厂，前程似锦，充

满希望。
’

欣逢改革盛世，《射阳县志》刻意编纂。古人云：“修史之难，莫难乎志。”射阳

县前无志书，风霜兵火，资料散失。搜集、采访、整理、编纂，工程浩繁，任务艰巨。

经编纂者的努力，仅6年多时间，终成县志首本，始付剞劂，堪称喜事。

县志上溯本地开发伊始，下迄1988年改革时期i记录前人丰功伟绩，颂扬社

会主义制度优越，铸鉴往知来之明镜，砺四化必成之决心。“前有所稽，后有所

鉴"。平白易解，纲明目清，集古今于一炉，聚要文为一总，纵横600年，荟萃射阳

之最，信是“资政、教化、存史”之良书，集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方之全史’’≯启迪

于今人与后世，裨益于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建设。 ； 、。

余受任于建县之时，现展阅县志，深惊变化之殊。旧日疮痍已经匿迹，盐碱

荒滩早成鱼米之乡。余留恋当年峥嵘岁月，更爱今日繁华盛世。坚信迈开改革步

伐的射阳人民，经过努力奋斗，一个高度民主文明、繁荣昌盛的射阳县，定会屹

立于黄海之滨。 ．

≈．，

①陈克天，射阳县第一任县长。离休前为江苏省副省长。



序 二

中共射阳县委书记潘惟齐

射阳县人民政府县长王家东

射阳第一部县志，六度春秋，三拟纲目，数易其稿，终于付梓问世。这是举县

瞩目，功在当代，惠及后世的浩大工程，可喜可贺。

射阳县位于黄海之滨，唐宋以前，悉为沧海，厥后泥沙逐渐淤垫，海岸东迁，

由海而陆。元末明初，境内始有煎盐。民国5年(1916)，张謇、朱庆澜等民族实业

家来境创办垦殖公司，启东、海门一带移民陆续迁来境内，与当地居民，团结奋

斗，废灶兴垦，改变了射阳以盐业为主的生产结构，棉花生产成为境内经济支

柱。到40年代初，射阳合德已成为苏北沿海棉花集散中心，有“小上海"之称。但

由于受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灾害频繁，生产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贫困。民国31

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政权，射阳成为苏北的“大后方"。民国35

年，中共中央华中局驻射阳耦耕堂，领导和指挥华中人民进行解放战争和土地

改革，农民喜庆新生。新中国建立后，射阳的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特

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和发展的步伐加快。农业稳步发展，人均产

粮食千斤以上，售皮棉百斤以上，被确定为全国商品粮和优质棉、蚕茧、啤酒大

麦生产基地。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基本形成以轻纺、建材、机械、电子、化工、食品

行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全电子磁粉探伤仪、高速整经机、席梦思、接插件、糠醛、

长毛绒等工业产品以及棉花、鳗鱼苗等农副产品，名噪全国，远销海外。随着经

济的发展，科教文卫体等各项社会事业欣欣向荣，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

提高，新的道德风尚蔚成风气，一代新人茁壮成长。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整衣冠；以人为镜，可知得失；以古为镜，可知兴替。’’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1986年9月，我们在省、市地方志办公

室具体指导下，组织专门班子，调配专职人员，经过6年的广征博采，辛勤笔耕，

县志始成，实现了全县人民多年的夙愿。

《射阳县志》主要记述了从民国31年(1942)至1988年全县的自然风貌、政

治、军事、经济形态、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演变情况，但各类事物则上溯千年，驰

骋百里，囊括古今，横陈百科。纵览全志，既可以看到射阳县的宏观世界，又可以

看到射阳县的风土人情，既是县内各级领导同志进行各项决策的资料书，又是

县外各界朋友了解射阳、发展友好的参考书，也是各类学校对青少年进行热爱

祖国、热爱家乡教育的乡土教材。总之，它是人们了解射阳、熟悉射阳、掌握射阳



业
县情的一把钥匙。它的付梓，应当引起各界人士的重视。但由于我们重视不够，

编写人力不足，时间仓促，错漏失检，详略失当，鲁鱼亥豕的现象在所难免，敬请

行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射阳，作为沿海对外开放县和滩涂开发示范县，百余里黄金海岸，百万亩沿

海滩涂，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必将如虎添翼，展翅腾飞。只要全县人民齐心合力，

开拓进取，射阳一定能乘势而上。不需很长时间，一个新兴的海滨工业港口城市

将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值此《射阳县志》告竣之际，庆贺之余，谨以为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刀 勿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地系统地记述射阳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是射阳第一部县志，所记的地域范围，立足于今之县境；取事主要从民国31年

(1942)建县起，上限力求追溯到各类事物的发端，下限一般止1988年，总述、大事记，则延伸

至1993年，以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三、本志继承修志传统，横排门类，纵向叙述，贯通古今，详今略古。全志除总述、大事

记、后记外，设30个分志，凡152章，545节。

四、本志设总述于全志之首，各分志均冠以无名小序，历次政治运动散记于大事记和各

卷之中，不另设卷、章。但水产、盐业、滩涂等分志单独立卷，以突出射阳特色。

五、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所记之事按发生时间先后为序，但有

些事件亦跨年记述，以明始末，所志者为本县作用和影响大的大事、要事，或带有起点性的新

事。

六、本志以较大篇幅记述经济范畴的内容，着力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新时期

改革开放中的经济建设成果，体现时代特点。

七、本志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党派、军队、机构、职务等名称记法，一律以当时名称为准。

某些名称较长，且重复出现时则用简称(首次出现时加括注)。

八、本志人物传均为有影响的已故人物，以射阳籍人为主，兼顾在射阳活动的客籍人

物，排列以卒年为序。老红军、本籍和客籍高级知识分子列表记载；英雄、模范、先进人物，收

录在本县活动期间获得省以上称号者。

九、本志以记、述、志、图(包括照片)、表、传、录等为主的表述形式。照片集中与分散结

合，以集中为主；图表随文设置。

十、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采用朝代年号纪年，同时括注公元年份；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各个朝代年号，一般只在一节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年份。凡

括注公元年份，都省略“公元”两字，公元前只在年份前加“公元前”三字，朝代年号用汉字书

写，其余则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写为建国前(后)。

十一、本志中所用数据，除标名出处外，一般均以县统计部门资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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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 第七节打击投机倒把⋯⋯⋯⋯⋯565

542第五章物资管理⋯⋯⋯⋯⋯一⋯567

542 第一节机构沿革⋯⋯⋯⋯⋯⋯⋯567

543 第二节计划分配与调节⋯⋯⋯⋯568

543 第三节 物资配套供应⋯⋯⋯⋯⋯569

543 第四节物资供应⋯⋯⋯⋯⋯⋯⋯570

544第六章物价管理⋯⋯⋯⋯⋯⋯⋯571

544 第一节物价演变⋯⋯⋯⋯⋯⋯一571

544 第二节物价平抑⋯⋯⋯⋯⋯⋯·”575

545 第三节物价管理⋯⋯⋯⋯⋯⋯···583

545第七章标准化、计量管理⋯⋯一590

545 第一节度量衡演变⋯⋯⋯⋯⋯·一590

545 第二节计量管理⋯⋯⋯⋯⋯⋯···591

554 第三节标准化管理⋯⋯⋯⋯⋯一591

560

●●L§》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卷十七财税金融

财政⋯⋯⋯⋯⋯⋯⋯⋯⋯⋯

财政体制⋯⋯⋯⋯⋯⋯⋯

财政收支⋯⋯⋯⋯⋯⋯⋯

预算外资金⋯⋯⋯⋯⋯⋯

财政信用 ⋯⋯⋯⋯⋯⋯⋯

财政监察⋯⋯⋯⋯⋯⋯⋯

税收⋯⋯⋯⋯⋯⋯⋯⋯⋯⋯

税制演变⋯⋯⋯⋯⋯⋯⋯

税收种类⋯⋯⋯⋯⋯⋯⋯

税收管理⋯⋯⋯⋯⋯⋯⋯

594第三章

594 第一节

595 第二节

600 第三节

602第四章
606 第一节

606 第二节

606 第三节

607 第四节

615 第五节

金融保险⋯⋯⋯⋯⋯·617
金融实业组织⋯⋯⋯⋯⋯617

银行机构⋯⋯⋯⋯⋯⋯．．．617

保险公司 ⋯⋯⋯⋯⋯⋯⋯619

货币⋯⋯⋯⋯⋯⋯⋯⋯⋯⋯621

货币演变．．．⋯⋯⋯⋯⋯⋯621

货币流通⋯⋯⋯⋯⋯⋯⋯622

金银管理⋯⋯⋯⋯⋯⋯⋯623

存款侨汇⋯⋯⋯⋯⋯⋯623

信贷⋯⋯⋯⋯⋯⋯⋯⋯⋯627

卷十八党政社团

中国共产党⋯⋯⋯⋯⋯⋯634

中共射阳县委员会⋯⋯⋯634

历届党的代表大会⋯⋯⋯639

基层组织与党员⋯⋯⋯⋯641

纪律检查⋯⋯⋯⋯⋯⋯⋯644

宣传工作⋯⋯⋯⋯⋯⋯⋯、645

统战工作⋯⋯⋯⋯⋯⋯⋯646

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

团⋯⋯⋯⋯⋯⋯⋯⋯⋯⋯⋯648

中国国民党地方组织 ⋯⋯648

三民主义青年团地方组织⋯648

人民代表大会⋯⋯⋯⋯⋯649

普选与人民代表⋯⋯⋯⋯649

县历届人民代表大会⋯⋯650

县历届人大常委会⋯⋯⋯653

第四章政府⋯⋯⋯⋯⋯⋯⋯⋯”656
第一节县政府⋯⋯⋯⋯⋯⋯⋯⋯656

第二节区、乡(镇)政府⋯⋯⋯⋯⋯659

第五章参议会人民政协⋯⋯·660
第一节参议会⋯⋯⋯⋯⋯⋯⋯⋯660

第二节历届政治协商会议⋯⋯⋯660

第三节历届政协常委会⋯⋯⋯⋯662

第四节政协委员⋯⋯⋯⋯⋯⋯⋯664

第六章社会团体⋯⋯⋯⋯⋯⋯⋯665

第一节农民团体⋯⋯⋯⋯⋯⋯⋯665

第二节职工团体⋯⋯⋯⋯⋯⋯⋯665

第三节青年团体⋯⋯⋯⋯⋯⋯⋯668

第四节妇女团体⋯⋯⋯⋯⋯⋯⋯670

第五节工商团体⋯⋯⋯⋯⋯⋯⋯671

第六节科教文卫及其他团体⋯⋯671

卷十九治安司法

公安⋯⋯⋯⋯⋯⋯⋯⋯⋯⋯

机构⋯⋯⋯⋯⋯⋯⋯⋯⋯

社会治安⋯⋯⋯⋯⋯⋯⋯

户籍管理⋯⋯⋯⋯⋯⋯⋯

消I亏 ⋯⋯⋯⋯⋯⋯⋯⋯⋯

674 第五节

674第二章

675 第一节

679 第二节

679 第三节

监所⋯⋯⋯⋯⋯⋯⋯⋯⋯680

检察⋯⋯⋯⋯⋯⋯⋯⋯⋯⋯680

机构⋯⋯⋯⋯⋯⋯⋯⋯⋯680

刑事检察⋯⋯⋯⋯⋯⋯⋯681

法纪检察⋯⋯⋯⋯⋯⋯⋯682



l

’

’气

r

▲。Jf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经济检察⋯⋯⋯⋯⋯⋯⋯

监所检察⋯⋯⋯⋯⋯⋯⋯

控告申诉检察⋯⋯⋯⋯⋯

审判⋯⋯⋯⋯⋯⋯⋯⋯⋯⋯

机构⋯⋯⋯⋯⋯⋯⋯⋯⋯

刑事审判 ⋯⋯⋯⋯⋯⋯⋯

民事审判 ⋯⋯⋯⋯⋯⋯⋯

682 第四节

683第四章
683 第一节

683 第二节

683 第三节

684 第四节

685 第五节

经济审判⋯⋯⋯⋯⋯⋯⋯686

司法行政⋯⋯⋯⋯⋯⋯⋯687
机构⋯⋯⋯⋯⋯⋯⋯⋯⋯687

民事调解⋯⋯⋯⋯⋯⋯⋯687

法律顾问⋯⋯⋯⋯⋯⋯⋯688

公证⋯⋯⋯⋯⋯⋯⋯⋯⋯689

法制宣传⋯⋯⋯⋯⋯⋯⋯689

卷二十 民 政

社会福利⋯⋯⋯⋯⋯⋯⋯

慈善事业⋯⋯⋯⋯⋯⋯⋯

福利事业⋯⋯⋯⋯⋯⋯⋯

救济⋯⋯⋯⋯⋯⋯⋯⋯⋯⋯
社会救济⋯⋯⋯⋯⋯⋯⋯

灾害救济“⋯⋯⋯⋯⋯⋯

农村扶贫⋯⋯⋯⋯⋯⋯⋯

收容遣送⋯⋯⋯⋯⋯⋯⋯

优抚安置⋯⋯⋯⋯⋯⋯⋯
拥军优属 ⋯⋯⋯⋯⋯⋯⋯

革命烈士褒扬⋯⋯⋯⋯⋯

抚恤⋯⋯⋯⋯⋯⋯⋯⋯⋯

复员、退伍军人安置⋯⋯⋯

692 第五节

692 第六节

693第四章

693 第一节

693 第二节

696 第三节

698第五章

699 第一节

700 第二节

700第六章
702 第一节

704 第二节

707 第三节

军队转业干部安置⋯⋯⋯710

军队退、离休人员安置⋯⋯711

婚姻登记与殡葬管理⋯⋯711
婚姻法宣传⋯⋯⋯⋯⋯⋯711

婚姻登记⋯⋯⋯⋯⋯⋯⋯71l

殡葬管理⋯⋯⋯⋯⋯⋯⋯713

信访侨务⋯⋯⋯⋯⋯⋯⋯714
信访工作⋯⋯⋯⋯⋯⋯⋯714

侨务工作⋯⋯⋯⋯⋯⋯⋯715

地名管理⋯⋯⋯⋯⋯⋯⋯717

地名普查⋯⋯⋯⋯⋯⋯⋯717

地名标准化⋯⋯⋯⋯⋯⋯722

地名考证⋯⋯⋯⋯⋯⋯⋯722

卷二十一劳动人事管理

第一章劳动管理⋯⋯⋯⋯⋯⋯⋯730

第一节 劳动就业⋯⋯⋯⋯⋯⋯⋯730

第二节 劳动调配⋯⋯⋯⋯⋯⋯⋯733

第三节技术培训⋯⋯⋯⋯⋯⋯⋯735

第四节精简下放和安排下放人员⋯735

第五节劳动保护⋯⋯⋯⋯⋯⋯⋯736

第六节 劳动争议仲裁⋯⋯⋯⋯⋯738

第七节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回城安

置⋯⋯⋯⋯⋯⋯⋯⋯⋯⋯739

第八节 招收退休(职)、死亡职工子女

·⋯··⋯·⋯·····⋯······⋯⋯····⋯⋯··739

第九节招用临时工⋯⋯⋯⋯⋯⋯740

第二章人事管理⋯⋯⋯⋯⋯⋯⋯741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干部构成⋯⋯⋯⋯⋯⋯⋯741

干部编制⋯⋯⋯⋯⋯⋯⋯744

干部调配⋯⋯⋯⋯⋯⋯⋯744

干部培训⋯⋯⋯：⋯⋯⋯一747

干部考核⋯⋯⋯⋯⋯⋯⋯748

人才流动⋯⋯⋯⋯⋯⋯⋯749

工资福利⋯⋯⋯⋯⋯⋯⋯751
工资水平⋯⋯⋯⋯⋯⋯⋯751

调整工资与职工升级⋯⋯751

调整工资区类别⋯⋯⋯⋯755

奖金与津贴⋯⋯⋯⋯⋯⋯756

假期⋯⋯⋯⋯⋯⋯⋯⋯⋯757

劳动保险金⋯⋯⋯⋯⋯⋯758



10·目录

第四章退休离休

第一节退休(退职)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章

758 第二节离休⋯⋯⋯⋯⋯⋯⋯⋯⋯759

758

卷二十二军 事

兵役制度⋯⋯⋯⋯⋯⋯⋯
募兵制 ⋯⋯⋯⋯⋯⋯⋯⋯

志愿兵制 ⋯⋯⋯⋯⋯⋯⋯

义务兵制⋯⋯⋯⋯⋯⋯⋯

武装

驻 军

地方武

民间武

762 第四节

762 第五节

762第三章

763 第一节

765 第二节

765 第三节

767 第四节

769 第五节

卷二十三教

普通教育⋯⋯⋯⋯⋯⋯⋯

学前教育⋯⋯⋯⋯⋯⋯⋯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

人才输送⋯⋯⋯⋯⋯⋯⋯

专业教育⋯⋯⋯⋯⋯⋯⋯

中等专业教育⋯⋯⋯⋯⋯

高等教育⋯⋯⋯⋯⋯⋯⋯

特殊教育⋯⋯⋯⋯⋯⋯⋯

业余教育⋯⋯⋯⋯⋯⋯⋯

农民业余教育⋯⋯⋯⋯⋯

职工业余教育⋯⋯⋯⋯⋯

785第四章
785 第一节

786 第二节

791 第三节

795第五章
796 第一节

796． 第二节

797 第三节

798第六章

799 第一节

799 第二节

800 第三节

民兵⋯⋯⋯⋯⋯⋯⋯⋯⋯

县人民武装部⋯⋯⋯⋯⋯

战 事⋯⋯⋯⋯⋯⋯⋯⋯

清朝时期⋯⋯⋯⋯⋯⋯⋯

民国前期⋯⋯⋯⋯⋯⋯⋯

抗El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育

教 师⋯⋯⋯⋯⋯⋯⋯⋯

教师队伍⋯⋯⋯⋯⋯⋯⋯

教师进修⋯⋯⋯⋯⋯⋯⋯

教师待遇⋯⋯⋯⋯⋯⋯⋯

经费校舍设备⋯⋯⋯⋯
经费 ⋯⋯⋯⋯⋯⋯⋯⋯⋯

校舍设备⋯⋯⋯⋯⋯⋯⋯

勤工俭学⋯⋯⋯⋯⋯⋯⋯

教育制度⋯⋯⋯⋯⋯⋯⋯

学制 ⋯⋯⋯⋯⋯⋯⋯⋯⋯

教学 ⋯⋯⋯⋯⋯⋯⋯⋯⋯

考试⋯⋯⋯⋯⋯⋯⋯⋯⋯

卷二十四科 技

科研机构和队伍⋯⋯⋯⋯

科研机构⋯⋯⋯⋯⋯⋯⋯

科研队伍⋯⋯⋯⋯⋯⋯⋯

科技普及⋯⋯⋯⋯⋯⋯⋯
科普网络⋯⋯⋯⋯⋯⋯⋯

科教活动⋯⋯m⋯⋯⋯⋯

科技成果⋯⋯⋯⋯⋯⋯⋯

770

775

778

778

778

778

782

782

802

802

802

803

804

804

805

806

806

806

807

810

812 第一节获奖项目 ⋯⋯⋯⋯⋯⋯⋯816

812 第二节科技论著⋯⋯⋯⋯⋯⋯⋯822

813第四章气象地震沼气⋯⋯⋯825
815 第一节气象测报⋯⋯⋯⋯⋯⋯⋯825

815 第二节 地震观测⋯⋯⋯⋯⋯⋯⋯826

815 第三节沼气利用⋯⋯⋯⋯⋯⋯⋯831

8】6



卷二十五文 化

第一章文学艺术⋯⋯⋯⋯⋯⋯⋯
第一节 诗文⋯⋯⋯⋯⋯⋯⋯⋯⋯

第二节 书画⋯⋯⋯⋯⋯⋯⋯⋯⋯

第三节 戏剧⋯⋯⋯⋯⋯⋯⋯⋯⋯

第四节 曲艺⋯⋯⋯⋯⋯⋯⋯⋯⋯

第五节 音乐舞蹈⋯⋯⋯⋯⋯⋯⋯

第六节摄影篆刻⋯⋯⋯⋯⋯⋯⋯

第七节 雕塑⋯⋯⋯⋯⋯⋯⋯⋯⋯

第二章群众文艺⋯⋯⋯⋯⋯⋯⋯
第一节 民间文艺⋯⋯⋯⋯二，⋯⋯

第二蕊～业余演唱 ⋯⋯⋯⋯⋯⋯⋯

第三节水上文艺⋯⋯⋯⋯⋯⋯⋯

第三章文化单位⋯⋯⋯⋯⋯⋯⋯
第一节 文化馆站⋯⋯⋯⋯⋯⋯⋯

第二节 影剧场所⋯⋯⋯⋯⋯⋯⋯

第三节 电影管理站⋯⋯⋯⋯⋯⋯

第四节 新华书店 ⋯⋯⋯⋯⋯⋯⋯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章

第一节

834

834

838

839

840

841

842

843

844

844“—

845

845

849

849

850

852

853

第五节

第六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章

目录· jj

图书馆⋯⋯⋯⋯⋯⋯⋯⋯

档案馆 ⋯⋯⋯⋯⋯⋯⋯⋯

文艺团体⋯⋯⋯⋯⋯⋯⋯

县淮剧团 ⋯⋯⋯⋯⋯⋯⋯

县京剧团 ⋯⋯⋯⋯⋯⋯⋯

县杂技团 ⋯⋯⋯⋯⋯⋯⋯

戏校和艺训班⋯⋯⋯⋯⋯

报刊广播电视⋯⋯⋯

第一节 报刊⋯⋯⋯⋯⋯⋯⋯⋯⋯

第二节一广播⋯⋯⋯一⋯⋯⋯⋯⋯
第三节 电视⋯⋯⋯⋯⋯⋯⋯⋯⋯

第六章党史地方志⋯⋯⋯⋯⋯
第一节 党史⋯⋯⋯⋯⋯⋯⋯⋯⋯

第二节 地方志⋯⋯⋯⋯⋯⋯⋯⋯

第七章文物胜迹⋯⋯⋯⋯⋯⋯⋯

第一节 文物⋯⋯⋯⋯⋯⋯⋯⋯⋯

第二节 胜迹⋯⋯⋯⋯⋯⋯⋯⋯⋯

卷二十六卫 生

机构卫生队伍⋯⋯⋯⋯
医疗机构⋯⋯⋯⋯⋯⋯⋯

防疫保健机构⋯⋯⋯⋯⋯

其他机构⋯⋯⋯⋯⋯⋯⋯

卫生队伍⋯⋯⋯⋯⋯⋯⋯

医疗⋯⋯⋯⋯⋯⋯⋯⋯

医疗技术⋯⋯⋯⋯⋯⋯⋯

中医 西医 ⋯⋯⋯⋯⋯⋯

医疗设备

医疗制度

卫生防疫
预防接种

854

854

855

855

856

856

857

857

857
／一

86上

863

863

863

864

864

864

865

868 第二节 主要传染病防治⋯⋯⋯⋯880

868 第三节 爱国卫生⋯⋯⋯⋯⋯⋯⋯884

870第四章卫生保健⋯⋯⋯⋯⋯⋯⋯885
871 第一节劳动卫生⋯⋯⋯⋯⋯⋯⋯885

872 第二节学校卫生⋯⋯⋯⋯⋯⋯⋯886

874 第三节放射卫生⋯⋯⋯⋯⋯⋯⋯887

874 第四节食品卫生⋯⋯⋯⋯⋯⋯⋯887

874 第五节妇幼保健⋯⋯⋯⋯⋯⋯⋯888

877第五章药政管理⋯⋯⋯⋯⋯⋯⋯889
878 第一节 药品检验⋯⋯⋯⋯⋯⋯⋯889

879 第二节 药品管理⋯⋯⋯⋯⋯⋯⋯890

879

卷二十七体 育

第一章 学校体育 社会体育⋯⋯892 第一节 学校体育⋯⋯⋯⋯⋯⋯⋯892

n_tC，§

日

it{F‘、#rf

．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