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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和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鼓楼区志》的编

纂，是鼓楼区一项意义重大而且浩繁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在鼓楼区委、

区政府的领导下，在省、市地方志办公室和方志专家、学者的指导下，经过

区志编委会和编写人员五年的共同努力，《鼓楼区志》数易其稿，终于编纂

成功。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一件大事。我谨向为编纂该志付出艰辛的各

级领导、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及全体编写人员致以衷心祝贺。

《鼓楼区志》是鼓楼地区首部纵贯古今、横涉百科的鸿篇巨著。它用

280多万字的篇幅，全面、系统、科学地记述鼓楼区域的历史和现状。不仅

反映鼓楼区域“一方之全史"，更浓墨重彩地突出鼓楼区当代，特别是改革

开放后的风貌。通览全志，含英咀华，发人深省，令人振奋。

鼓楼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与南京市其他城区息息相关，存在着

许多共性，但同时又有着它自己的个性，即独特地位：在上古时代，鼓楼岗

一带是南京城区文明的发详地；在古代，境内地势险要，石头城“虎踞”长江

岸边，是古都南京的军事要塞；在近现代特别是中华民国定都南京后，区境

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和外国驻华使(领)馆最集中之地；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全省政治、文化中心之地的鼓楼区，

已经发展成为经济、科技、文化、教育领先的一个大区、强区，成为全国首批

科普工作示范城区、全国城市教育改革试点区，以及全国首批社区建设实

验区和全国首批社区服务示范城区。湖南路文明街已成为全国创建文明

城市活动示范点和全国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示范街⋯⋯。编纂者深谙个

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他们在不离开共性的情况下，用尽心机突出个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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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一方面在广征博采资料的基础上，爬罗剔抉，筛选出反映特色的内容；

另一方面，在坚持志体、志规的前提下，精心设置篇目结构，并大胆尝试创

新，彰显时代、地区、专业特色。经过他们苦心提炼和缜密设计，终于给读

者献上了这部地方特色鲜明、引人入胜的上乘之作，诚难能可贵，可喜

可贺。

《鼓楼区志》记述的一切已经成为历史，但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

过去，就不能更好地把握现在、开创未来。古人云：“鉴于往事，有资于治

道。’’我相信这部志书的出版，对于今人和后人了解、认识鼓楼，研究、发展

鼓楼；对于积累保存史实资料，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区情教育，增强鼓楼区

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对于推进全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构

建和谐社区等，都将发挥着积极作用。我热切期望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各

级领导，都来阅读和运用这部志书，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从凝结在这部志

书里的理性认识中，汲取力量和智慧，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伟大旗帜，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善于发现和把握机遇，开拓创新，为

建设更加美好的明天作出新贡献。

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二oo五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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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区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南京市的中心城区，也是江苏省的政

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区域内历史源远流长，名人古迹繁多，文化底蕴

深厚。古老悠久的北阴阳营文化遗址娓娓道出了南京人的来源；虎踞龙蟠

的石头城喃喃诉说着金陵城千年的沧桑；古色古香的崇正书院、惜阴书院

透散着文化重镇的蔚然文风；风格迥异的颐和路民国公馆、金陵大学建筑

群浓缩着一部民国建筑史。许多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实业家、教育家、

作家等大师巨擘都在这块土地上得到滋养，从这里走向全国、跨出国门的

知名专家、学者更是举不胜举。他们的足迹和著述是留给我们极其宝贵的

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

千年的文明，辉煌的历史，为鼓楼区这片热土注入持重厚实的赋性和

旺盛勃发的生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负重

攀登、敢为人先的鼓楼人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抢抓机遇，团结拼搏，与

时俱进，勇立潮头，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加速。今天的鼓楼区已是高楼林

立，道路宽阔，花木扶疏，霓虹辉煌，商贸发达，人民安康。全国闻名的湖南

路文明街、南京大学一鼓楼高校国家大学科技园⋯⋯是鼓楼拼搏的缩影，

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区、全国文化先进区⋯⋯是鼓楼风貌的写照。

《鼓楼区志》是鼓楼区历史上首部区志，它全面、系统、科学地记载了鼓

楼地区从自然、社会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着重记载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

文化繁荣的盛况。它不仅对研究鼓楼区的历史很有参考价值，而且对鼓楼

区今后的发展很有借鉴、启发作用，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区情教育的一

本好教材。在区志完稿之际，我代表区委和以个人的名义对全体编纂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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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关心、支持、帮助《鼓楼区志》编纂出版的各位领导、各方面的专家、各

有关部门和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鼓楼区志》的出版不仅仅是总结历史，而且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

开创未来。我们相信，全区人民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

引下，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实施富

民强区、科教兴区、商贸旺区、依法治区、以德治区和可持续发展六大战略，

鼓楼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物质文明、政治

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先导区、示范区，侪身全国同类城区前列的宏伟

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是为序，亦为愿。

中共鼓楼区委书记

二oo五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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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地区第一部区志——《鼓楼区志》，历时五载，数易其稿，终于编

竣。她的出版问世，结束了鼓楼区长期无区志的历史，堪称我区文化史上

的一大盛事，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一件喜事。《鼓楼区志》的编纂出版，得到

了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全体编纂者、

审稿人和各方面人士的心血和汗水。在此，谨向为编修此志付出艰辛劳动

的人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鼓楼区志》的编修工作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

理，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遵照“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原则。在编纂过程中，编纂人员始终注重

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反复考证，认真取舍，精益求精，在此基础上提炼成

书；同时还坚持“编出特色区志”的信念，浓墨重彩地反映特色内容，突出地

方和时代特色。力求把《鼓楼区志》编成重点突出、特色显著、结构严谨、资

料丰富、事实准确的社会主义新方志。

编纂区志，是一项艰巨浩繁的系统工程，寻根究底，经纬万端，任务艰

巨，而求一部上乘佳志难度更大。《鼓楼区志》是在收集二千余万字的资料

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反复核对，精心提炼出来的二百八十多万字的鸿篇巨

著。每个编章节目都浸透着编纂人员的心血和汗水，体现着编纂人员对历

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奉献精神，其中繁复酸苦，非亲历者不可知。

《鼓楼区志》的编纂出版并不是鼓楼区修志工作的结束，它仅仅是方志

事业的一个里程碑和新的起点。我们要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

推动我区方志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就一部志书来说，成志目的在于用志。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过去是众手修志，今后

要众人用志。我们要积极组织开展《鼓楼区志》的宣传、发行和读志、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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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充分发挥志书的“存史、资政、教化和交流”功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和

海内外人士更加深刻地了解鼓楼区，熟悉鼓楼区，从而推动鼓楼区不断走

向全国，走向世界，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鼓楼的过去已载入史册，鼓楼的未来等待我们去开拓。在区委、区政

府的领导下，勤劳智慧、勇于创新的鼓楼人一定会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一定会把鼓楼区建设成为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

主义新城区。

鼓楼区人民政府区长 後尘{
二oO五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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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地记载区内从自然到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贯通古今，上限尽量追溯事物发端，基本下限迄止2000年。为反映现

实，总述、大事记、专记、丛录、照片延至2003年(“特载"及个别照片延至2005年，凡未

注明时间的均为2003年拍摄)。志书中所称“现’’、“今”即为2000年。

三、本志记述的范围立足鼓楼区现辖境域。对历史上划出地域，一般只记划出前

的有关史实。划人地域，一般从划人后开始记述。驻区单位酌情入志。为省略文字起

见，解放前地域称“境内’’，解放后地域称“区内’’。

四、志书由序、总述开篇，大事记随后，以专志为主体，专记、丛录殿后。专志部分

按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的顺序排列，分设29编，编下设章、节、目。

编、章下统设无题序。为突出区情特色，将有关内容作升格处理。

五、志书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文字表述除引用古代资料照录原文

外，一般采用语体文。专用名词及特定事物等均加括注。各个历史时期地域、政权、区

划、党派、机构、职官，均以当时通称为准。使用古地名时，加注今名。大事记以编年体

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图照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表格随文设置。

六、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用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为省略文

字起见，每自然段同一年号出现两次以上时只注首次。以1949年4月23日为南京解

放前后分界。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建国前后分界。本志所述“年

代’’均为20世纪，其他均用“世纪”加“年代"。

七、志中多次使用同一名称时，在每编首次用全称，其后用简称。志书中所称“新

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述“××部”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所属部。所述

“省委”、“市委"、“区委’’、“省政府"、“市政府"、“区政府”均指建国之后中共江苏省、南

京市及鼓楼区(含前身)委员会和江苏省、南京市及鼓楼区人民政府。区志所述“元"均

指人民币，其他币种均用全称。

八、本志人物传和录的记述遵循“生不立传’’原则，主要收录生长或居留境内、对

‘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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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有重大贡献或有影响者，排列以卒年为序。另对获市级(包括市级)以上劳动模

范、省级(包括省级)以上表彰的先进工作、生产者及驻区单位两院院士在人物编中列

表记述。历任区级领导在相应编章中列表反映。其他人物采用“以事系人’’的方法，在

相关编章中记述。

九、志书资料来自各级各类档案、书籍、报刊或实地调查采访资料，一般不注出

处，必须加注时，采用页下注(脚注)，说明来源出处。引文中无法辨认或缺失的文字用

“口’’代替，明显讹误或语意不明之处，在“[ ]”内酌予订正。同一事物存在几种说法

的，采用一说，其他诸说加括注。

十、本志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政府统计部f-j；统计部门出缺的，则采用有关单位

的统计数字。所用数据除加注外均不含驻区单位。

十一、本志文字、标点、图表数字和计量单位(除引文外)，原则上按照国家统一规

定和要求书写使用。记述中使用旧制度量衡单位时，尽量加括注并换算成今法定计量

单位。1955年3月1日前使用的旧人民币，均按10000：1折算成新币值。

十二、本志在志末设条目索引、地名索引、人名索引和表格索引，以方便读者

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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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道路清扫保洁⋯⋯⋯⋯⋯(234)

(186) 第三节 垃圾收集与清运、中转⋯⋯(235)

(187) 第四节公厕管理⋯⋯⋯⋯⋯⋯⋯(236)

(189) 第五节粪便清运与处理⋯⋯⋯⋯(237)

(191) 第六章环境保护⋯⋯⋯⋯⋯⋯⋯⋯⋯(238)

(197) 第一节机构与队伍⋯⋯⋯⋯⋯⋯(239)

(198) 第二节环境监测⋯⋯⋯⋯⋯⋯⋯(239)

(199) 第三节环境监控与污染治理⋯⋯(240)

(201) 第四节监理执法⋯⋯⋯⋯⋯⋯⋯(243)

(202) 第七章市容管理⋯⋯⋯⋯⋯⋯⋯⋯⋯(245)

(210) 第一节机构与队伍⋯⋯⋯⋯⋯⋯(246)

(212) 第二节城管综合执法体制改革

(212) ⋯⋯⋯⋯⋯⋯⋯⋯⋯⋯⋯(246)

(213) 第三节市容综合整治⋯⋯⋯⋯⋯(247)

(218) 第四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224) ⋯⋯⋯⋯⋯⋯··j⋯⋯⋯⋯(250)

(227)

第四编房地产

第一章机构与队伍⋯⋯⋯⋯⋯⋯⋯⋯(255)

第一节机构⋯⋯⋯⋯⋯⋯⋯⋯⋯(256)

第二节队伍⋯⋯⋯⋯⋯⋯⋯⋯⋯(257)

第二章土地管理⋯⋯⋯⋯⋯⋯⋯⋯⋯(258)

第一节土地利用与管理⋯⋯⋯⋯(259)

第二节地价⋯⋯⋯⋯⋯⋯⋯⋯⋯(260)

第三节地籍测量、调查与执法监察

第三章房屋建设⋯⋯⋯⋯⋯⋯⋯⋯⋯

第一节居住房屋建设⋯⋯⋯⋯⋯

第二节非居住房屋建设⋯⋯⋯⋯

第三节 商品房和高层建筑建设

第四章房产管理⋯⋯⋯⋯⋯⋯⋯⋯⋯

第一节产权清理⋯⋯⋯⋯⋯⋯⋯

(262)

(264)

(264)

(268)

(270)

(274)

(274)

第二节房屋管理⋯⋯⋯⋯⋯⋯⋯(275)

第三节物业管理⋯⋯⋯⋯⋯⋯⋯(281)

第四节住房制度改革⋯⋯⋯⋯⋯(283)

第五章房地产开发⋯⋯⋯⋯⋯⋯⋯⋯(285)

第一节房屋拆迁与补偿安置⋯⋯(286)

第二节旧城改造⋯⋯⋯⋯⋯⋯⋯(288)

第三节企业选介⋯⋯⋯⋯⋯⋯⋯(290)

第六章江东新区开发与建设⋯⋯⋯⋯(292)

第一节征地动迁与小区建设⋯⋯(292)

第二节配套、基础设施建设⋯⋯(293)

第七章房地产市场⋯⋯⋯⋯⋯⋯⋯⋯(294)

第一节房屋租赁与交换市场⋯⋯(294)

第二节商品房与房地产中介服务

市场⋯⋯⋯⋯⋯⋯⋯⋯⋯(296)



第五编商贸服务旅游

第一章机构与体制⋯⋯⋯⋯⋯⋯⋯⋯(300)

第一节机构与队伍⋯⋯⋯⋯⋯⋯(300)

第二节商业体制⋯⋯⋯⋯⋯⋯⋯(303)

第二章商贸流通⋯⋯⋯⋯⋯⋯⋯⋯⋯(307)

第一节 日用工业品行业⋯⋯⋯⋯(308)

第二节土产杂品业⋯⋯⋯⋯⋯⋯(311)

第三节燃料业⋯⋯⋯⋯⋯⋯⋯⋯(312)

第四节废旧物资业⋯⋯⋯⋯⋯⋯(313)

第五节粮油业⋯⋯⋯⋯⋯⋯⋯⋯(314)

第六节副食品行业⋯⋯⋯⋯⋯⋯(316)

第七节盐糖烟酒糕点业⋯⋯⋯⋯(320)

第三章餐饮服务⋯⋯⋯⋯⋯⋯⋯⋯⋯(321)

第一节饮食业⋯⋯⋯⋯⋯⋯⋯⋯(322)

第二节服务业⋯⋯⋯⋯⋯⋯⋯⋯(324)

第四章商场与市场⋯⋯⋯⋯⋯⋯⋯⋯(334)

第一节商贸中心⋯⋯⋯⋯⋯⋯⋯(334)

第二节商场(店)⋯⋯⋯⋯⋯⋯⋯(335)

第三节超市⋯⋯⋯⋯⋯⋯⋯⋯⋯(340)

第四节 副食品中心市场与农贸市场

第五节

第五章旅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六编工业

第一章工业管理⋯⋯⋯⋯⋯⋯⋯⋯⋯(362)

第一节管理机构⋯⋯⋯⋯⋯⋯⋯(362)

第二节管理体制⋯⋯⋯⋯⋯⋯⋯(363)

第二章经济体制与改革⋯⋯⋯⋯⋯⋯(369)

第一节工业经济体制⋯⋯⋯⋯⋯(369)

第二节经济体制改革⋯⋯⋯⋯⋯(376)

第三章 工业门类与技术改造⋯⋯⋯⋯(379)

第一节工业门类及产品⋯⋯⋯⋯(380)

第二节技术改造与新产品开发

⋯⋯⋯⋯⋯⋯⋯⋯⋯⋯⋯(386)

第三节技改与新品开发资金筹措

⋯⋯⋯⋯⋯⋯⋯⋯⋯⋯⋯(392)

第四章工业园区建设⋯⋯⋯⋯⋯⋯⋯(393)

第一节鼓楼桥北工业园⋯⋯⋯⋯(393)

第二节鼓楼豪威工业园⋯⋯⋯⋯(395)

第三节南京大学一鼓楼高校科技园

⋯⋯⋯⋯⋯⋯⋯⋯⋯⋯⋯(395)

第四节鼓楼里圩、清江工业小区
?

⋯⋯⋯⋯⋯⋯⋯⋯⋯⋯⋯(397)

第五章工业普查与调查⋯⋯⋯⋯⋯⋯(398)

第一节1953年工业普查⋯⋯⋯(398)

第二节1985年工业普查⋯⋯⋯(399)

第三节1995年工业普查⋯⋯⋯(408)

第四节2000年工业调查⋯⋯⋯(418)

第六章工业企业简介⋯⋯⋯⋯⋯⋯⋯(421)

第一节区属企业选介⋯⋯⋯⋯⋯(422)

第二节驻区企业选介⋯⋯⋯⋯⋯(429)

第七编财税金融

第一章财政⋯⋯⋯⋯⋯⋯⋯⋯⋯⋯(437)

第一节机构⋯⋯⋯⋯⋯⋯⋯⋯⋯(438)

第二节财政体制⋯⋯⋯⋯⋯．．．⋯(438)

第三节财政收支⋯⋯⋯⋯⋯⋯⋯(440)

第四节财政管理⋯⋯⋯⋯⋯⋯⋯(444)

第五节财政监督⋯⋯⋯⋯⋯⋯⋯(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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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税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务⋯⋯⋯⋯⋯⋯⋯⋯⋯⋯

机构⋯⋯⋯⋯⋯⋯⋯⋯⋯

税制税种⋯⋯⋯⋯⋯⋯⋯

税收⋯⋯⋯⋯⋯⋯⋯⋯⋯

税务管理⋯⋯⋯⋯⋯⋯⋯

税务稽查⋯⋯⋯⋯⋯⋯⋯

(449)

(450)

(450)

(459)

(461)

(463)

第三章金融保险⋯⋯⋯⋯⋯⋯⋯⋯

第一节银行⋯⋯⋯⋯⋯⋯⋯⋯⋯

第二节保险⋯⋯⋯⋯⋯⋯⋯⋯⋯

第三节证券信托国债期货

(465)

(466)

(470)

第八编经济综合管理

第一章计划统计⋯⋯⋯⋯⋯⋯⋯⋯(475)

第一节管理机构⋯⋯⋯⋯⋯⋯⋯(476)

第二节计划管理⋯⋯⋯⋯⋯⋯⋯(476)

第三节统计管理⋯⋯⋯⋯⋯⋯⋯(481)

第二章税源经济管理⋯⋯⋯⋯⋯⋯⋯(482)

第一节培植税源⋯⋯⋯⋯⋯⋯⋯(483)

第二节改善投资环境⋯⋯⋯⋯⋯(484)

第三节税源保护⋯⋯⋯⋯⋯⋯⋯(485)

第三章外向型经济管理⋯⋯⋯⋯⋯⋯(486)

第一节机构⋯⋯⋯⋯⋯⋯⋯⋯⋯(487)

第二节招商引资⋯⋯⋯⋯⋯⋯⋯(487)

第三节对外贸易⋯⋯⋯⋯⋯⋯⋯(490)

第四节对外经济技术合作⋯⋯⋯(495)

第四章经济技术协作管理⋯⋯⋯⋯⋯(496)

第一节机构网络⋯⋯⋯⋯⋯⋯⋯(496)

第二节联营联合⋯⋯⋯⋯⋯⋯⋯(497)

第五章工商行政管理⋯⋯⋯⋯⋯⋯⋯(498)

第一节机构与队伍⋯⋯⋯⋯⋯⋯(498)

第二节注册登记管理⋯⋯⋯⋯⋯(500)

第三节经济合同管理⋯⋯⋯⋯⋯(502)

第四节商标广告管理⋯⋯⋯⋯⋯(503)

第五节市场监督管理⋯⋯⋯⋯⋯(505)

第六章价格管理⋯⋯⋯⋯⋯⋯⋯⋯⋯(506)

第一节机构与队伍⋯⋯⋯⋯⋯⋯(507)

第二节农副产品价格管理⋯⋯⋯(508)

第三节 日用工业品价格管理⋯⋯(512)

第四节商品房价格与物业收费管理

⋯⋯⋯⋯⋯⋯⋯⋯⋯⋯⋯(515)

第五节行政收费管理⋯⋯⋯⋯⋯(516)

第六节价格监督检查⋯⋯⋯⋯⋯(520)

第七节价格信息服务⋯⋯⋯⋯⋯(522)

第七章质量技术监督管理⋯⋯⋯⋯⋯(525)

第一节机构与队伍⋯⋯⋯⋯⋯⋯(525)

第二节计量管理⋯⋯⋯⋯⋯⋯⋯(526)

第三节标准化管理⋯⋯⋯⋯⋯⋯(526)

第四节质量管理⋯⋯⋯⋯⋯⋯⋯(534)

第八章审计⋯⋯⋯⋯⋯⋯⋯⋯⋯⋯(535)

第一节机构与队伍⋯⋯⋯⋯⋯⋯(535)

第二节审计监督⋯⋯⋯⋯⋯⋯⋯(536)

第三节审计调查⋯⋯⋯⋯⋯⋯⋯(539)

第九编中共地方组织

第一章组织机构⋯⋯⋯⋯⋯⋯⋯⋯⋯(544) 第二节党员代表会议⋯⋯⋯⋯⋯(555)

第一节 中共地下组织及其活动 第三章要事纪略⋯⋯⋯⋯⋯⋯⋯⋯⋯(556)

第二节 中共鼓楼区委员会⋯⋯⋯

第三节驻区中共组织⋯⋯⋯⋯⋯

第二章 代表大会和党员代表会议⋯⋯

第一节代表大会⋯⋯⋯⋯⋯⋯⋯

(544)

(546)

(551)

(552)

(552)

第一节恢复经济与完成社会主义

改造⋯⋯⋯⋯⋯⋯⋯⋯⋯(556)

第二节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558)

第三节十年“文化大革命”⋯⋯⋯(560)



第四节拨乱反正落实政策⋯⋯(561)

第五节改革开放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562)

第四章组织建设⋯⋯⋯⋯⋯⋯⋯⋯⋯(564)

第一节党的基层组织及人武部

党委⋯⋯⋯⋯⋯⋯⋯⋯⋯(564)

第二节党员及党建工作⋯⋯⋯⋯(568)

第三节干部工作⋯⋯⋯⋯⋯⋯⋯(574)

第四节老干部工作⋯⋯⋯⋯⋯⋯(576)

第五章思想建设⋯⋯⋯⋯⋯⋯⋯⋯⋯(577)

第一节群众宣传⋯⋯⋯⋯⋯⋯⋯(577)

第二节干部理论教育⋯⋯⋯⋯⋯(581)

第三节党员教育⋯⋯⋯⋯⋯⋯⋯(582)

第四节党校教育⋯⋯⋯⋯⋯⋯⋯

第五节综合培训⋯⋯⋯⋯⋯⋯⋯

第六节党史工作⋯⋯⋯⋯⋯⋯⋯

第六章纪检监察⋯⋯⋯⋯⋯⋯⋯⋯⋯

第一节机构⋯⋯⋯⋯⋯⋯_⋯⋯

．第二节党风党纪教育⋯⋯⋯⋯⋯

第三节廉政建设与案件查处⋯⋯

第七章统战工作⋯⋯⋯⋯⋯⋯⋯⋯⋯

第一节团结教育⋯⋯⋯⋯⋯⋯⋯

第二节合作共事⋯⋯⋯⋯⋯⋯⋯

第三节落实统战政策⋯⋯⋯⋯⋯

第四节海内外联络⋯⋯⋯⋯⋯⋯

第十编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章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一节代表产生⋯⋯⋯⋯⋯⋯⋯

第二节代表会议⋯⋯⋯⋯⋯⋯⋯

第二章区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节人民代表⋯⋯⋯⋯⋯⋯⋯

第二节代表大会⋯⋯⋯⋯⋯⋯⋯

(601) 第三章区人大常委会⋯⋯⋯⋯⋯⋯⋯

(601) 第一节机构⋯⋯⋯⋯⋯⋯⋯⋯⋯

(602) 第二节行使职权⋯⋯⋯⋯⋯⋯⋯

(603) 第四章 区人大代表工作⋯⋯⋯⋯⋯⋯

(603) 第一节联系代表联系选民⋯⋯

(605) 第二节视察与议案、建议⋯⋯⋯

第十一编政 府

第一章机构⋯⋯⋯⋯⋯⋯⋯⋯⋯⋯⋯(624)

第一节区公所⋯⋯⋯⋯⋯⋯⋯⋯(624)

第二节区人民政府⋯⋯⋯⋯⋯⋯(625)

第二章政务⋯⋯⋯⋯⋯⋯⋯⋯⋯⋯⋯(632)

第一节依法治区⋯⋯⋯⋯⋯⋯⋯(632)

第二节重要会议⋯⋯⋯⋯⋯⋯⋯(635)

第三节来信来访友好往来⋯⋯(636)

第三章政事纪略⋯⋯⋯⋯⋯⋯⋯⋯⋯(639)

第一节建立巩固人民政权与恢复

经济⋯⋯⋯⋯⋯⋯⋯⋯⋯

第二节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第三节十年“文化大革命”⋯⋯⋯

第四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

第四章驻区政府机构与外国使馆⋯⋯

第一节国民政府驻区机构⋯⋯⋯

第二节省市机关及驻宁机构⋯⋯

第三节外国使馆⋯⋯⋯⋯⋯⋯⋯

第十二编政 协

第一章历届全体委员会议及组织机构

⋯⋯⋯⋯⋯⋯⋯⋯⋯⋯⋯⋯⋯(657)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90)

(594)

(594)

(595)

(596)

(597)

(618)

(618)

(619)

(640)

(642)

(644)

(645)

(648)

(649)

(650)

(652)

第一节 区委员会和全体委员会议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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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组织机构⋯⋯⋯⋯⋯⋯⋯(662)

第二章主要工作⋯⋯⋯⋯⋯⋯⋯⋯⋯(665)

第一节组织学习⋯⋯⋯⋯⋯⋯⋯(665)

第二节参政议政⋯⋯⋯⋯⋯⋯⋯(667)

第三节调查研究及反映社情民意

⋯⋯⋯⋯⋯⋯⋯⋯⋯⋯⋯(669)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视察监督⋯⋯⋯⋯⋯⋯⋯

文史编纂⋯⋯⋯⋯⋯⋯⋯

社会服务⋯⋯⋯⋯⋯⋯⋯

联谊活动⋯⋯⋯⋯⋯⋯⋯

第十三编党派社团

第一章 中国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

⋯⋯⋯⋯⋯⋯⋯⋯⋯⋯⋯⋯⋯(677)

第一节 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678)

第二节汪伪国民党⋯⋯⋯⋯⋯⋯(680)

第二章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680)

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鼓楼区地方组织⋯⋯⋯⋯(682)

第二节中国民主同盟鼓楼区

地方组织⋯⋯⋯⋯⋯⋯⋯(683)
’

第三节中国民主建国会鼓楼区

地方组织⋯⋯⋯⋯⋯⋯⋯(684)

第四节 中国民主促进会鼓楼区

地方组织⋯⋯⋯⋯⋯⋯⋯(685)

(670)

(671)

(672)

(673)

第五节 中国农工民主党鼓楼区

地方组织⋯⋯⋯⋯⋯⋯⋯(686)

第六节区工商业联合会(商会)

第三章 社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十四编街道社区

第一章街道办事处⋯⋯⋯⋯⋯⋯⋯⋯(717)

第一节鼓楼街道办事处⋯⋯⋯⋯(718)

第二节湖南路街道办事处⋯⋯⋯(721)

第三节 宁海路街道办事处⋯⋯⋯(724)

第四节华侨路街道办事处⋯⋯⋯(726)

第五节五台山街道办事处⋯⋯⋯(729)

第六节水佐岗街道办事处⋯⋯⋯(731)

第七节 中央门街道办事处⋯⋯⋯(734)

第八节三牌楼街道办事处⋯⋯⋯(738)

第九节挹江门街道办事处⋯⋯⋯

第十节江东街道办事处⋯⋯⋯⋯

第二章居(村)民委员会⋯⋯⋯⋯⋯⋯

第一节组织机构⋯⋯⋯⋯⋯⋯⋯

第二节居(村)委会主要工作⋯⋯

第三章创建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

第一节组织机构⋯⋯⋯⋯⋯⋯⋯

第二节社区建设⋯⋯⋯⋯⋯⋯⋯

第三节社区服务⋯⋯⋯⋯⋯⋯⋯

(742)

(744)

(747)

(747)

(754)

(755)

(756)

(757)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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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编政 法

第一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765)

第一节机构⋯⋯⋯⋯⋯⋯⋯⋯⋯(766)

第二节维护社会稳定⋯⋯⋯⋯⋯(766)

第三节群防群治⋯⋯⋯⋯⋯⋯⋯(768)

第四节“创安”活动⋯⋯⋯⋯⋯⋯(769)

第五节倡导见义勇为⋯⋯⋯⋯⋯(769)

第二章公安⋯⋯⋯⋯⋯⋯⋯⋯⋯⋯(770)

第一节机构与队伍⋯⋯⋯⋯⋯⋯(771)

第二节户政管理⋯⋯⋯⋯⋯⋯⋯(773)

第三节治安管理⋯⋯⋯⋯⋯⋯⋯(776)

第四节经济保卫⋯⋯⋯⋯⋯⋯⋯(781)

第五节政治侦查⋯⋯⋯⋯⋯⋯⋯(782)

第六节刑事侦查⋯⋯⋯⋯⋯⋯⋯(785)

第七节预审看守⋯⋯⋯⋯⋯⋯(788)

第八节道路交通管理⋯⋯⋯⋯⋯(789)

第九节消防管理⋯⋯⋯⋯⋯⋯⋯(792)

第十节突发性事件处置⋯⋯⋯⋯(793)

第三章检察⋯⋯⋯⋯⋯⋯⋯⋯⋯⋯(794)

第一节机构与队伍⋯⋯⋯⋯⋯⋯

第二节刑事检察⋯⋯⋯⋯⋯⋯⋯

第三节经济检察和法纪检察⋯⋯

第四节监所检察⋯⋯⋯一⋯⋯⋯·

第五节控告申诉检察⋯⋯⋯⋯⋯

第六节其他检察工作⋯⋯⋯⋯⋯

第四章审判⋯⋯⋯⋯⋯⋯⋯⋯⋯⋯

第一节机构与队伍⋯⋯⋯⋯⋯⋯

第二节刑事审判⋯⋯⋯⋯⋯⋯⋯

第三节民事审判⋯⋯⋯⋯⋯⋯⋯

第四节经济审判⋯⋯⋯⋯⋯⋯⋯

第五节告诉申诉案件审判⋯⋯⋯

第六节其他审判工作⋯⋯⋯⋯⋯

第五章司法行政⋯⋯⋯⋯⋯⋯⋯⋯⋯

第一节机构与队伍⋯⋯⋯⋯⋯⋯

第二节法制宣传教育⋯⋯⋯⋯⋯

第三节人民调解⋯⋯⋯⋯⋯⋯⋯

第四节法律服务与司法援助⋯⋯

第十六编军 事

第一章人民武装⋯⋯⋯⋯⋯⋯⋯⋯⋯(825)

第一节组织机构⋯⋯⋯⋯⋯⋯⋯(826)

第二节兵役⋯⋯⋯⋯⋯⋯⋯⋯⋯(827)

第三节国防动员⋯⋯⋯⋯⋯⋯⋯(834)

第四节民兵⋯⋯⋯⋯．．．、⋯⋯⋯⋯(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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