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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序 一

序

我是土生土长的毕节人，故乡的一草一木，我都倾注了深厚的感情。从

我记事起，我就走遍了故乡的山山水水、美丽而又贫瘠的家乡。当时饥渴团

顼的家乡父老，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要改变家乡的面貌，成了我肩上的

重负。卯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上纳雍、

下大方，走威宁，奔赫章，转而东行至黔西、织金，又回到毕节，在身边聚

集了一批有志之士，成立了“草原艺术社”，与林青等同志建立贵州第一个中

共地下党支部，为国家富强，为民族解放而战斗。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我的同志和战友们，有的为革命而献身，“名垂史册”，有的在共扣国建立后

不久，也已作古。在世的已经不多了，“物换星移，世道沧桑”，留下的恐怕

就是几页青史、一片丹心。

在《毕节县志》出版之际，主编让我写点什么东西?我着摸着写点什

么，写建置?写山川?写政治经济?写文化教育?写风土人情?或是写方物

土产?‘这些，明明白白的在《毕节县志》中作了详尽的记述。我想写的，就

是多年重复的一句话：要改变贫穷落后，就要打掉自卑感，树立自信心；要

有艰苦奋斗， 自强不息的精神，立志改变家乡的面貌。一部《毕节县志》，

把毕节的过去和现在，山川和风物都写得清清楚楚，有这么多优势，有这么

好的条件，还有党中央制定的英明政策作保证，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奋发图

强，奋起直追，把经济搞上去，赶上其他先进地区呢7 ．

．

从1935至1993年，其间有船年，我回故乡的次数屈指可数，但我一

刻也没有忘记养育我的故土。时时为家乡面貌的改变而疚心，亲朋故旧从毕

节来，我总要问起故乡的大事小事，捧读“毕节县志》，我更多的了解了家

乡。从上千年特别是近百年的家乡史事，尽展眉睫。，引发出我年少时的志

向，望有志于改变家乡的年青一代，借鉴历史，看看前人是怎样走过来的，

我们将怎样走下去，比前人干得更好，为建设家乡作出贡献。 一

感谢毕节县的领导同志和毕节县志办的修志朋友，为我们提供了这宝贵

的历史借鉴。

但愿在我衣胞之地，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开出更加艳丽之花。是以为

序。

秦天真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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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癸酉之春，恭读《毕节县志》初稿，不胜感慨系之。幼年曾

数闻乡贤拟修《毕节县志》，几经周折，终未果。究其原因，多动乱也。今

连盛世，百业竞兴，而修志工程，付诸实现，，大成也!余为毕节莘莘学子，

昔对生育之地的历史、地理、风土民情，知之甚少。今浩卷翔实，以史为

鉴，足可追本溯源，启教后来，诚一大功也。修志诸君，继晷焚膏，搜集整

理。编纂付梓所付出之艰辛劳绩，当光史册。吾无以为献，仅以乌蒙作赋，

表吾一片热爱乡梓之情，并以为序。

一2一

乌 蒙 颂

五岳胜景远名扬，

炎黄古迹璀璨烂，

锦绣河山岂五岳，

昔日红军长征路，

乌蒙连琐川黔滇，

．气候宜人增智慧，

乌蒙儿女闻鸡起，

历代英烈不乏人，

灵峰颠顶瞰环球，

滚滚长江东自去，

宇宙摇篮创新篇，

为解全球生态危，

纷纷游旅竞观光，

任其誉赞句须详；

千里乌蒙景象多，

举世名诗誉磅礴；

民风淳朴勇争先，

山高湍急壮志坚；

奋战百年暴风雨，

丹心碧血垂青史；

沧海翻腾起潮流，

滔滔后浪运宏筹；

乌蒙赤子奉献先，

骏马千骑正着鞭。

李昌中 谨识

癸酉初冬于贵阳

1



序 三

序 三

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修志本身证明：我们欣逢盏世，实在可歌可贺。

《毕节县志》的出版，’将起到缅怀先辈，鼓励当代，教育后人的作用，功员

和激励全县各族人民热爱毕节，建设毕节，、振兴毕节。

我们毕节有其悠久的历史：毕节之名始于元代，迄今已有72D个春秋。

其问，元代建驿，明代设卫，清代改县，1993年，2月撤县设市。尤以明洪

武二十六年进入封建社会的兴盏时期，成为黔西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的重镇，官府始修《万历毕节邑志》记叙凤土人情。其后于清康熙十八年至

光绪五年均撰有《毕节县志》。虽旧志存在详略不当，挂少漏多，但总不失·
·

为前人的明智之举，为后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民国时期社会贤达

欲续其志，’终因社会动荡和经济萧条，而未能如愿以偿，不能不说是一件憾

事。新中国的建立，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社会稳定，经济

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一部新的县志自

然应运而生。

我们毕节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清代曾出现过陶新春兄弟组织的苗族义
、

军，反抗清朝腐朽没落的统治政权；有过参加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而后

参加红军长征的周素园先生等民主人士；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壮烈牺牲的

共产党人林青烈士；1934年，月，贵州地下党组织的第一个党支部在毕节

成立，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经过毕节，红二、六军团政治部主

任夏曦烈士在七星关行军途中，牺牲了年轻的生命，红军中的党组织，在毕

节组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毕节各族人民中的

有识之士，为了这块土地的进步、发展，特别是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

主主义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后人将世世代代缅怀他们。 ·

我们毕节已具有一定规模的经济基础和光辉灿烂的未来。1949年j J『月

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毕节，从此，毕节人民在自己的历史上谱写

下新的篇章。经过四十多年建设，毕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问虽有挫

折和失误，但就整个历史来讲，不失为最好的历史阶段。工业从几家小作坊

发展到现在的轻工、化工、卷烟、制革、建筑建材；食品等格局的工业企

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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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农业从落后的原始小农经济发展到现在林、牧、副、渔协调发展为加、

采、建、运综合经营的新兴农村经济，基础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新建

和改造的自来水工程，结束了毕节担水吃的历史；七千门程控电话开通，使

现代通讯手段大大提高，以321、326国道为骨干交通网络已使全县448个

村通了公路；全县有中小学749所，医院船个，初步形成一定实力的教

育、科技、医疗系统⋯⋯。毕节市镇建设日新月异，展示了山城风貌。纵比

历史．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没有愧对先烈。横比现实，我们在时代的大潮

中，还属落后者，．与先进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我们必须奋起直追，

打好农业基础，突破乡镇企业，抓好系列开发，培养经济支柱，把一个经济

繁荣、社会稳定的时代推向二十一世纪。 。

修志是辛苦的，也是有意义的。值此向全体编撰人员和关心、支持这项

工作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4·--——

中共毕节地委委员

毕节县委书记
傅传跃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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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烟基础，发展茶、果、桑、药、蒜、麻、畜等种养业。煤、硫、铁、锌等

矿产品的开发蒸蒸日上，产业结构的调整前景可观。为了如实记载这些历

史，反映毕节全貌，中共毕节县委、县人民政府于1984年决定成立机构，

重新编修《毕节县志》。其间历经四届编委、两任主编，在县直各部门和社

会贤达的支持下，前后经过一百多名采编者翻山越岭，忍饥受寒。走访故

老，搜寻遗迹，作出了艰辛的努力，征集4000余万字的资料，分三个阶段

筛选总纂成稿。
‘

：

在总纂中，主编室的主撰人员始终以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观点统领全局，

严体例，分门类，舍重复，记重点，辨真伪，统文风，校标点，历时J『，个

春秋，本着详今略古的记述方法，在浩繁的史料中历尽艰辛。集成正文，7

篇，87章，367节，140余万字《毕节县志》。全面记述了我县的自然与社

会历史和现状，乃一地之百科全书。全县各族人民为之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深信《毕节县志》的编纂出版，必将给县人带来资治，存史、教化的作

用，特别是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宣传毕节，

发展毕节经济推动社会进步的进程中将起重大作用。故命笔为序，借以向支

持我县修志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和在编纂工作中付出很大心血的同志表

示深切的谢意。

一6一

毕节县人民政府县长 黄家培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毕节县志))凡例

“

《毕节县志))凡例

一、编纂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

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求实精神，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

统一。

二、坚持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在继承旧志传统的基础上，用新

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上限追溯至有史可查。下限至公元1993年。

四、本志以概述、大事记、专篇组成全书，归类设篇，横排竖写，v'A篇

统章，以章统节，专篇为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五、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凡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已故人物，按卒年为

序入志；为革命事业牺牲的烈士收入英名录。

六、纪年1949年J『J『月27日以前称“解放前"。采用历史年号。注入公

元纪年o 1949年JJ『月28日起称“解放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七、历代县官的称谓，直书其名列表入志。解放后，历届中共县委、县

人大常务委员会、县人民政府、县政治协商委员会领导人列名。统一为正副

职。

八、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另立篇，分别记入有关篇章或《大事记》

中。

九、统计数据以县统计局、档案局的数据为准，若无记载。则由有关部

门审核提供。

十、地名一律使用1982年地名普查入录的今地名。如记述历史事实需

用古地名的，将注今地名。

十一、土地面积，《地理篇》用县农业区划航测转绘计算亩数。《农业

篇》及其它篇用全省统一的统计亩数。

十二、度量衡计算单位、简化字、标点符号、数字用法等，均按国家有

关法规使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毕节县志》篇I|

《毕节县志》篇目

概j盎·”·””一·””·””·“””””·”···”””·”””””···””···””····“”··

大事记⋯⋯⋯⋯⋯⋯⋯⋯⋯⋯⋯⋯⋯⋯⋯⋯⋯⋯⋯⋯⋯⋯⋯⋯⋯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地理篇

(1)

(7)

建置沿革“⋯⋯⋯⋯⋯⋯⋯⋯⋯⋯⋯⋯⋯⋯⋯⋯⋯·(68)

春秋战国至元朝时期隶属⋯⋯⋯⋯⋯⋯⋯⋯⋯⋯⋯ (68)

明清至民国时期建置⋯⋯⋯⋯⋯⋯⋯⋯⋯⋯⋯⋯⋯(6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72)

镇乡概况⋯⋯⋯⋯⋯⋯⋯⋯⋯⋯⋯⋯⋯⋯⋯⋯⋯⋯ (80)

镇”””·”·””·⋯””··”··一””””””····””·”””·“”· (8 1)

乡 ·一””·”””””·””··”””””””””·“”·”·””””··· (87)

民族乡··”····一····“···””··””·””··””·“”··””·””·(9 1)

人口·””””·”·”·”“”··””””””·”“”·”·····一””·” (92)

人口变化⋯⋯⋯⋯⋯⋯⋯⋯⋯⋯⋯⋯⋯⋯⋯⋯⋯⋯ (93)

人口的地域构成⋯⋯⋯⋯⋯⋯⋯⋯⋯⋯⋯⋯⋯⋯⋯ (97)

人口自然构成⋯⋯⋯⋯⋯⋯⋯⋯⋯⋯⋯⋯⋯⋯⋯⋯ (99)

人口的社会构成⋯⋯⋯⋯⋯⋯⋯⋯⋯⋯⋯⋯⋯⋯⋯(100)

地质地貌⋯⋯⋯⋯⋯⋯⋯⋯⋯⋯⋯⋯⋯⋯⋯⋯⋯(103)

地质·”·”””””””··一”·”⋯·”···”””””””””···”·(1 03)

地貌“”””··””””··”·”””·””””一””·”··”···”一”(106)

矿产”””·⋯⋯⋯·””””·⋯”⋯⋯·”·”⋯”””⋯⋯··(108)

气候·”一”·”··”··”·”””·””·”·······”””””⋯””···(1 1 0)

气候要素⋯⋯⋯⋯⋯⋯⋯⋯⋯⋯⋯⋯⋯⋯⋯⋯⋯⋯(1 1 0)

气候分区⋯⋯⋯⋯⋯⋯⋯⋯⋯⋯⋯⋯⋯⋯⋯⋯⋯⋯(113)

、h



，．●。川¨¨●l】●●●／



“毕节县志》篇目

第三节民族文化⋯⋯⋯⋯⋯⋯⋯⋯⋯⋯⋯⋯⋯⋯⋯⋯⋯⋯(172)‘

第四节卫生乒疗⋯⋯⋯⋯⋯⋯⋯⋯⋯⋯⋯：⋯⋯⋯⋯⋯⋯¨‘173)

党政群团篇

第一章 中国国民党地方组织⋯⋯⋯⋯⋯⋯⋯⋯⋯⋯⋯⋯⋯(175)

第一节毕节县党部⋯⋯⋯⋯⋯⋯⋯⋯⋯⋯⋯⋯⋯⋯⋯⋯⋯(175)

第二节基层组织⋯⋯⋯⋯⋯⋯⋯⋯⋯⋯⋯⋯⋯⋯⋯⋯⋯⋯(176)

第三节党务活动⋯-⋯⋯⋯⋯⋯⋯⋯⋯⋯⋯⋯⋯⋯⋯⋯⋯“(177)

第四节群团组织⋯⋯⋯⋯⋯⋯⋯⋯⋯⋯⋯⋯⋯⋯⋯⋯⋯⋯(178)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180)

第一节组织系统⋯⋯⋯⋯⋯⋯⋯⋯⋯⋯⋯⋯⋯⋯⋯⋯⋯⋯(180)

第二节党员代表大会⋯⋯⋯⋯⋯⋯⋯⋯⋯⋯⋯⋯⋯⋯⋯⋯ (1 88)

第三节8县委常务委员会⋯⋯⋯⋯⋯⋯⋯⋯⋯⋯⋯⋯⋯⋯⋯(19"I)

第四节党务工作⋯⋯⋯⋯⋯⋯⋯⋯⋯⋯⋯⋯⋯⋯⋯⋯⋯⋯(193)

第五节县委对历次运动的领导⋯⋯⋯⋯⋯⋯⋯⋯⋯⋯⋯⋯(207)

第三章· 清末民国政权⋯⋯⋯⋯⋯⋯⋯⋯⋯⋯⋯⋯⋯⋯⋯⋯(210)

第一节清末政权⋯⋯⋯⋯⋯⋯⋯⋯⋯⋯⋯⋯⋯⋯⋯⋯⋯⋯(210)

第二节县公署县政府⋯⋯⋯⋯⋯⋯⋯⋯⋯⋯⋯⋯⋯⋯⋯⋯(216)

第三节竞选代表和县参议会⋯⋯⋯⋯⋯⋯⋯⋯⋯⋯⋯⋯⋯．(218)

第四章 人民代表大会⋯⋯⋯⋯⋯⋯⋯⋯⋯⋯⋯⋯⋯⋯⋯⋯(219)

第一节选举⋯⋯⋯⋯⋯⋯⋯⋯⋯⋯⋯⋯⋯⋯⋯⋯⋯⋯⋯⋯(219)

第二节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220)

第三节县人民代表大会⋯⋯⋯⋯⋯⋯⋯⋯⋯⋯⋯⋯⋯⋯⋯(221)

第四节县人大常委会⋯⋯⋯⋯⋯⋯⋯⋯⋯⋯⋯⋯⋯⋯⋯⋯(226)

第五章 人民政权⋯⋯⋯⋯⋯⋯⋯⋯⋯⋯⋯⋯⋯⋯⋯⋯⋯⋯(23 1)

第一节苏维埃政权⋯⋯⋯⋯⋯⋯⋯⋯⋯⋯⋯⋯⋯⋯⋯⋯⋯(23 1)

第二节县人民政府⋯⋯⋯⋯⋯⋯⋯⋯⋯⋯⋯⋯⋯⋯⋯⋯⋯’(232)。

第三节政府常务工作⋯⋯⋯⋯⋯⋯⋯⋯⋯⋯⋯⋯⋯⋯⋯⋯(239)

第四节区、乡政权⋯⋯⋯⋯⋯⋯⋯⋯⋯⋯⋯⋯⋯⋯⋯⋯⋯(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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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劣



毕节县志

1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七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
第八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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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县人民政协⋯⋯⋯⋯⋯⋯⋯⋯⋯⋯⋯⋯⋯⋯⋯⋯⋯

历届县政协委员会⋯⋯⋯⋯⋯·⋯⋯⋯·?⋯⋯⋯⋯⋯

县政协常务委员会⋯⋯⋯⋯⋯⋯⋯⋯⋯⋯⋯⋯⋯⋯

县政协主要工作⋯⋯⋯⋯⋯⋯⋯⋯⋯⋯⋯⋯⋯⋯⋯

群众团体⋯⋯⋯⋯⋯⋯⋯⋯⋯⋯⋯⋯⋯⋯⋯⋯⋯⋯

工会组织⋯⋯⋯⋯⋯⋯⋯⋯⋯⋯⋯⋯⋯⋯⋯⋯⋯⋯

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

妇女组织⋯⋯⋯⋯⋯⋯⋯⋯⋯⋯⋯⋯⋯⋯⋯⋯⋯⋯

农会组织⋯⋯⋯⋯⋯⋯⋯⋯⋯⋯⋯⋯⋯⋯⋯⋯⋯⋯

工商业联合会⋯⋯⋯⋯⋯⋯⋯⋯⋯⋯⋯⋯⋯⋯⋯⋯

科学技术普及协会⋯⋯⋯⋯⋯⋯⋯⋯⋯⋯⋯⋯⋯⋯

老龄组织⋯⋯⋯⋯⋯⋯⋯⋯⋯⋯⋯⋯⋯⋯⋯⋯⋯⋯

残疾人联合会⋯⋯⋯⋯⋯⋯⋯⋯⋯⋯⋯⋯⋯⋯⋯⋯

公安司法篇

(249)

(249)

(255)

(257)

(259)

(259)

(262)

(265)

(267)

(268)

(269)

(270)

(271)

清末民国警察司法⋯⋯⋯⋯⋯⋯⋯⋯⋯⋯⋯⋯⋯⋯(272)

机构·”“·”””·”·“·””··“··“·一·”””·””···”·”····”(272)

工作·”·····”·””·”··”·”””””⋯··”“”··”“”·”·””(274)

公安·””···””·”·”··””·”””””””“””””“··”···”(275)

县公安局⋯⋯⋯⋯⋯⋯⋯⋯⋯⋯⋯⋯⋯⋯⋯⋯⋯⋯(275)

镇压反革命⋯⋯⋯⋯⋯⋯⋯⋯⋯⋯⋯⋯⋯⋯⋯⋯⋯(276)

取缔反动会道门⋯⋯⋯⋯⋯⋯⋯⋯⋯⋯⋯⋯⋯⋯⋯(278)

治安管理⋯⋯⋯⋯⋯⋯⋯⋯⋯⋯⋯⋯⋯⋯⋯⋯⋯⋯(279)

打击刑事犯罪活动⋯⋯⋯⋯⋯⋯⋯⋯⋯⋯⋯⋯⋯⋯(283)

监管劳改⋯⋯⋯⋯⋯山⋯⋯⋯⋯⋯⋯⋯⋯⋯⋯⋯⋯(284)

j佥察·“·”·“””·⋯””””””””““”””⋯””一““”一(285)

县人民检察院⋯⋯⋯⋯⋯⋯⋯⋯⋯⋯⋯⋯⋯⋯⋯⋯(285)

刑事检察⋯⋯⋯⋯⋯⋯⋯⋯⋯⋯⋯⋯⋯⋯⋯⋯⋯⋯(286)

经济检察⋯⋯⋯⋯⋯⋯⋯⋯⋯⋯⋯⋯⋯⋯⋯·⋯⋯”(287)



《毕节县志》篇目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法纪检察⋯⋯⋯⋯⋯⋯⋯⋯⋯⋯⋯⋯⋯⋯⋯⋯⋯⋯(289)

控告申诉检察⋯⋯⋯⋯⋯⋯⋯⋯⋯⋯⋯⋯⋯⋯⋯⋯；(289)

监所检察⋯⋯⋯⋯⋯⋯⋯⋯⋯⋯⋯⋯⋯⋯⋯⋯⋯⋯(290)

民事行政检察⋯⋯⋯⋯⋯⋯⋯⋯⋯⋯⋯⋯⋯⋯⋯⋯2(29 1)

审判⋯⋯⋯⋯⋯⋯⋯⋯⋯⋯⋯⋯⋯⋯⋯⋯⋯⋯⋯⋯(29 1)

机构设置⋯⋯⋯⋯⋯⋯⋯⋯⋯⋯⋯⋯⋯⋯⋯⋯⋯⋯(29 1)

刑事审判⋯⋯⋯⋯⋯⋯⋯⋯⋯⋯⋯⋯⋯⋯⋯⋯⋯⋯(294)

民事、经济审判⋯⋯⋯⋯⋯⋯⋯⋯⋯⋯⋯⋯⋯⋯⋯(296)

行政审判⋯⋯⋯⋯⋯⋯⋯⋯⋯⋯⋯⋯⋯⋯⋯⋯⋯⋯(297)

案件执行⋯⋯⋯⋯⋯⋯⋯⋯⋯⋯⋯⋯⋯⋯⋯⋯⋯⋯(297)

审判监督与案件复查⋯⋯⋯⋯⋯⋯⋯⋯⋯⋯⋯⋯⋯(298)

特赦、宽大释放、就业转业⋯⋯⋯⋯⋯⋯⋯⋯⋯⋯(299)

司法行政⋯⋯⋯⋯⋯⋯⋯⋯⋯⋯⋯⋯⋯⋯⋯⋯⋯⋯(299)

县司法局⋯⋯⋯⋯⋯⋯⋯⋯⋯⋯⋯⋯⋯⋯⋯⋯⋯⋯(299)

法制宣传教育⋯⋯⋯⋯⋯⋯⋯⋯⋯⋯⋯⋯⋯⋯⋯⋯(300)

普及法律常识⋯⋯⋯⋯⋯⋯⋯⋯⋯⋯⋯⋯⋯⋯⋯⋯(301)

民事调解⋯⋯⋯⋯⋯⋯⋯⋯⋯⋯⋯⋯⋯⋯⋯⋯⋯⋯(302)

公证·”··⋯····“⋯”··”·””··”··”···⋯“””··⋯·“··”(303)

律师”“”·····””“””“·””“”··””·⋯““”””””“··(303)

军事篇

第一章 军事机构、驻军及兵役⋯⋯⋯⋯⋯⋯⋯⋯⋯⋯⋯⋯(305)

第一节驻地军事机构⋯⋯⋯⋯⋯⋯⋯⋯⋯⋯⋯⋯⋯⋯⋯⋯(305)

第二节县属军事机构⋯⋯⋯⋯⋯⋯⋯⋯⋯⋯⋯⋯⋯⋯⋯⋯(307)

第三节．驻军⋯⋯⋯⋯⋯⋯⋯⋯⋯⋯⋯⋯⋯⋯⋯⋯⋯⋯⋯⋯(3 1 0)

第四节兵役⋯⋯⋯⋯⋯⋯⋯⋯⋯⋯⋯⋯⋯⋯⋯⋯⋯⋯⋯⋯(317)

第二章 地方武装、民兵⋯⋯⋯⋯⋯⋯⋯⋯⋯⋯⋯⋯⋯⋯⋯(320)

第一节地方武装⋯⋯⋯⋯⋯⋯⋯⋯⋯⋯⋯⋯⋯⋯⋯⋯⋯⋯(320)

第二节民兵⋯⋯⋯⋯⋯⋯⋯⋯⋯⋯⋯⋯⋯⋯⋯⋯⋯⋯⋯⋯(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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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县志
’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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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6——

防空、战备⋯⋯⋯⋯⋯⋯⋯⋯⋯⋯⋯⋯⋯⋯⋯⋯⋯(326)

防空·”·”·”··”·”””“·””··”””””··”·”···”·””·”·(326)

支前、战备⋯⋯⋯⋯⋯⋯⋯⋯⋯⋯⋯⋯⋯⋯⋯⋯⋯(328)

中国工农红军及游击队⋯⋯⋯⋯⋯⋯⋯⋯⋯⋯⋯⋯(329)

红军长征过毕节⋯⋯⋯⋯⋯⋯⋯⋯⋯⋯⋯⋯⋯⋯⋯(329)

红军组建的游击队⋯⋯⋯⋯⋯⋯⋯⋯⋯⋯⋯⋯⋯⋯(33 1)

地方游击队⋯⋯⋯⋯⋯⋯⋯⋯⋯⋯⋯⋯⋯⋯⋯⋯⋯(335)

明清及民国时期战事⋯⋯⋯⋯⋯⋯⋯⋯⋯⋯⋯⋯⋯(336)

明清时期⋯⋯⋯⋯⋯⋯⋯⋯⋯⋯⋯⋯⋯⋯⋯⋯⋯⋯(336)

民国时期⋯⋯⋯⋯⋯⋯⋯⋯⋯⋯⋯⋯⋯⋯⋯⋯⋯⋯(339)

解放毕节及剿匪战斗⋯⋯⋯⋯⋯⋯⋯⋯⋯⋯⋯⋯⋯(340)

国民党在毕节的军事“应变”活动⋯⋯⋯⋯⋯⋯⋯⋯(340)

毕节解放⋯⋯⋯⋯⋯⋯⋯⋯⋯⋯⋯⋯⋯⋯⋯⋯⋯⋯(341)

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342)

国民经济综合管理篇

国民经济计划管理⋯⋯⋯⋯⋯⋯⋯j⋯⋯⋯⋯⋯⋯··(346)

产业结构⋯⋯⋯⋯⋯⋯⋯⋯⋯⋯⋯⋯⋯⋯⋯⋯⋯⋯(346)。

投资结构⋯⋯⋯⋯⋯⋯⋯⋯⋯⋯⋯⋯⋯⋯⋯⋯⋯⋯(350)

积累和消费⋯⋯⋯⋯⋯⋯⋯⋯⋯⋯⋯⋯⋯⋯⋯⋯⋯(35 1)

农业生产计划管理⋯⋯⋯⋯⋯⋯⋯⋯⋯⋯⋯⋯⋯⋯(352)

工业生产计划管理⋯⋯⋯⋯⋯⋯⋯⋯⋯⋯⋯⋯⋯⋯(356)

流通计划管理⋯⋯⋯⋯⋯⋯⋯⋯⋯⋯⋯⋯⋯⋯⋯⋯(357)

基本建设计划管理⋯⋯⋯⋯⋯⋯⋯⋯⋯⋯⋯⋯⋯⋯(361)

统计管理⋯⋯⋯⋯⋯⋯⋯⋯⋯⋯⋯⋯⋯⋯⋯⋯⋯⋯(370)

管理”””··”·”··”···””····”””””””·”·”””“·“···(370)

统计调查⋯⋯⋯⋯⋯⋯⋯⋯⋯⋯⋯⋯⋯⋯⋯⋯⋯⋯(37 1)

统计监督⋯⋯⋯·⋯⋯⋯⋯⋯⋯⋯⋯⋯⋯⋯⋯⋯⋯··(374)

计算技术与信息服务⋯⋯⋯⋯⋯⋯⋯⋯⋯⋯⋯⋯⋯(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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