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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言

《滦南县志》在深入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问世了。这是全县人民的

一件大喜事，是全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是留给后人的一件珍贵

的社会财富。

“盛世修志，志载盛事。力启迪后人，存史资治。《滦南县志》的问

世，必将对今后滦南县的改革开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成书之际，嘱我作序，感慨万千，浮想联翩。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地方志是记述

一个行政区域的自然和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书，上至天文，‘下至地

理，一方人文，一邑物产，包罗万象，被称为一地的百科全书。为我们

充分掌握国情、县情，确定施政方针，制定建设规划，进行革命传统教

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因此，《滦南

县志》的编纂出版，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

滦南县是1 946年析滦县而置的新县，历史上还没有一部全面记载

本县自然和社会、历史与现状的志书。因此，这次修志难度很大，既无

现成的志书借鉴，也无翔实的史料可考。建国后虽然积累了一些资料，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和1 976年的大地震损失严重。加之1 954

年至1 962年频繁的区划变动，好多资料残缺不全，使修志工作面临“无

米之炊”的困境。困难并没有动摇我们编纂《滦南县志》的决心。从
1 987年起，县志办公室开始组织人力收集资料，查档案，阅旧志，广

征博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精心整理，堪称“行万里路”、“读万卷

书一，不仅填补了资料的不足，而且初步摸清了滦南县的历史脉络。

《滦南县志》从搜集资料到成书历经八个寒暑，内中甘苦非身临其

境不能体味。我有幸主持此项工作，深感任务光荣，责任重大，从而竭

尽全力，．以不负桑梓的重托。我的前任在部署、领导修志中做了大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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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到我接任时已经有了一个较好的基础。我们这次修志，是一件上对

祖宗，下对子孙的千秋大业，因此，这项工作始终列为县委、县政府的

重要议事日程，先后三次调整编纂委员会成员，届届相传，从未间断。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浩繁的社会工程，必须有一个事业心

强，默默奉献的写作班子。县志办公室的同志们没有辜负县委、县政府

的期望和家乡父老的重托，他们在人员少、任务重、困难大的情况下，

齐心协力，勤奋工作，不畏严冬酷暑，加班加点，废寝忘食，辛勤笔

耕，四改篇目，五易志稿，把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无声地灌注

到修志工作上，洋洋一百五十万言，字里行间浸透着他们的汗水和心

血。

《滦南县志》以丰富的资料，朴实的文笔，科学的分类，记述了本

县的历史沿革、自然地理、物产资源、经济状况、历史事件、科学技

术、文化教育、名胜古迹、民俗民情、土特名产、历代名人等多方面的

情况，使人们增进了对养育自己这块土地的真切了解，加强了对家乡的

热爱之情，鼓舞我们为振兴滦南而不遗余力的努力奋斗。

县志通过对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记述，揭示了滦南县今后发展的

前途。这颗镶嵌在冀东滨海平原上的璀璨明珠，条件优越，资源丰富。

宽阔的沿海滩涂和浅海水域有待进一步开发；大面积盛产芦苇的草泊可

资利用；星罗棋布的洼淀坑塘有利于发展水产养殖；广阔的平川沃野适

于耕种；丰富的石油、铁矿适宜开采，加之传统的鱼盐之利，“北有田园

之富，南有负海之饶”的美誉名不虚传。

县志以大量篇幅记述了本县经济发展兴衰起伏的历史轨迹，展示了

滦南县独有的经济特点。早在北魏永熙年间本县沿海的制盐业已经兴

起，并逐渐形成规模；明初大规模的移民，带来了黄河和江淮流域的物

质文明，促进了本县生产的发展；’晚清及民国时期受资产阶级革命的影

响，加速了本县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然而，解放前的滦南经济，

由于受兵燹匪患和封建所有制的束缚十分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生产

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困苦。新中国的诞生，使滦南县和全国一样，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拉开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序幕。中

共滦南县委和滦南县人民政府，不失时机地采取政治经济措施，取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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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立新制度，改造旧经济，确立新关系，带领全县人民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进行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建设。其间虽然经历了坎坷和

曲折，尝受了失误的苦果，但仍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尤其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彻底消除左的影响，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

移，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全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

推动作用。县志用马列主义观点，彰明因果，给人留下许多值得反思的

课题。

滦南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县志着重记述了革命先辈在滦南留下

的奋斗足迹，尤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给予了充分记

述：农民运动的滚滚洪流，抗日大暴动的熊熊烈火，开辟路南革命根据

地的艰苦岁月，反击国民党大扫荡的曲折斗争，都为滦南的历史写下了

光辉的一页。 ．

县志的内容博大，绝非少数人力所能及，它与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

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是众手成志的智慧结晶。我代表

滦南人民和全体编纂人员，向为《滦南县志》做出贡献的各级领导和有

关人员表示诚挚的感谢!

今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国共产党

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年内召开，在此之际出版《滦南县志》，更

具有特殊意义，这不仅是馈赠子孙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献给伟大祖国

母亲的一份厚礼。

中共唐山市委常委

中共滦南县委书记 史东升

滦南县人民政府县长

1 997年5月

f f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尼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上限不作统一规定，对各项事物的记载，尽量上溯到有可靠史料的年

代。下限，原则上截至1 987年底。但对一些在1 987年兴办的事业，则延伸到

该事业完成为止。

三、本志采用。中编法”。志首设总述，总摄全志；次为大事记，贯通古今；

之后设建置政区、自然环境、人口、经济综述、农业、水利、工业、乡镇企业、

商业、基础设施、财政税收、金融、经济综合管理、中国共产党滦南县地方组

织、社团、政权政协、综合政务、公安司法、军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

生体育、民情、人物二十五篇；最后是附录和志补。篇下原则上设章、节、目三

个层次，按事物性质归类，横排竖写，不受行政职能部门范围的约束。

四、各篇、章、节、目篇幅的大小，根据所占地位与史料统一权衡，既不“小

题大作”，也防止“大题小作”，避免平分秋色。

五、在记述中力求减少重复，在相关章节交叉互见，而又各有侧重。

六、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正确评价历史功过。但对于在执行当时政策

上所造成的失误，则以记其事为主，一般不追求个人责任。

七、按照“寓褒贬于记述之中”的原则，对一些人和事不滥加褒贬之词。

八、不为生人立传。立传人物以对社会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以本籍人为主，

也载有少数长期在滦南活动有较大贡献的外地人。对劣迹昭著的反动人物亦予立

传。在世人物有突出事迹者，在有关章节中用。以事系人”或“以人系事”的方法适

当加以记述。

九、本志记、志、传、图、表、录诸体裁并用，以志为主，以文字记述为

主。

十、一律使用第三人称，除引用古籍外，均采用语体文，力求言简意赅，通

俗规范。

十一、对机构、职务、职称以及政策、法令等称谓，在第一次出现时，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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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全称，以下则用现代简称，尚无简称者仍用全称。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

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外，均用现行标准地名。

十二、有关学术和科技名词，原则上一律应用术语和学名，一时尚无考者，

使用俗词和土名。

十三、历史纪年：新中国建立前，除记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军队

和群众团体的活动用公元纪年外，其余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同一节内，

只在首次出现时加注)；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本志所称“解放后”系指1 948

年5月1 6日以后。

十四、所用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的数字为准。统计部门不掌握的，．采用有

关职能部门所撑握的数据。

十五、本志所用计量单位，原则上以公制为主，兼用习惯制(如亩)。对于已

废除的旧制，如：石、斗、升、丈、尺、寸等换算成公制。

十六、本志资料来源省、市、县档案资料，正史，旧志，家谱，有关报纸、

刊物和专著，以及知情者的口碑资料，经考证鉴别后载入，一般不注明出处。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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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溯河治理⋯⋯⋯⋯⋯⋯⋯⋯⋯⋯⋯⋯⋯⋯⋯⋯⋯⋯⋯⋯⋯⋯⋯⋯⋯⋯(289)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五节其它河道治理⋯⋯⋯⋯⋯⋯⋯⋯⋯⋯⋯⋯⋯⋯⋯⋯⋯⋯⋯⋯⋯⋯⋯⋯(291)

第三章除涝治碱⋯⋯⋯⋯⋯⋯⋯⋯⋯⋯⋯⋯⋯⋯⋯⋯⋯⋯⋯⋯⋯⋯⋯⋯⋯⋯⋯(294)

·第一节排水除涝⋯⋯”⋯⋯⋯⋯⋯⋯⋯⋯””“⋯⋯⋯⋯⋯⋯⋯⋯⋯⋯⋯⋯““(294)

第二节 治理盐碱⋯⋯⋯⋯⋯⋯⋯⋯⋯“一⋯一·⋯·⋯⋯⋯⋯⋯”⋯⋯⋯⋯⋯⋯·(298)

第四章闸涵桥梁⋯⋯⋯⋯⋯⋯⋯⋯?⋯⋯⋯⋯⋯⋯⋯⋯⋯⋯⋯⋯⋯⋯⋯⋯⋯⋯“(299)

第一节 闸 涵⋯⋯⋯⋯⋯⋯⋯⋯⋯⋯⋯⋯⋯⋯⋯⋯⋯⋯⋯⋯⋯⋯⋯⋯⋯⋯⋯(299)

第二节桥梁⋯⋯⋯⋯⋯⋯⋯⋯⋯⋯⋯⋯⋯⋯⋯⋯⋯⋯⋯⋯⋯⋯⋯⋯⋯⋯⋯(302)

第五章水利管理⋯⋯⋯⋯⋯⋯⋯⋯⋯⋯⋯⋯⋯⋯⋯⋯⋯⋯⋯⋯⋯⋯⋯⋯⋯⋯⋯(303)

第一节工程管理⋯⋯⋯⋯⋯⋯⋯⋯⋯⋯⋯⋯⋯⋯⋯⋯⋯⋯⋯⋯⋯⋯⋯⋯⋯⋯(303)

第二节灌溉管理⋯⋯⋯．．．⋯⋯⋯⋯·⋯⋯⋯·⋯⋯⋯⋯⋯⋯⋯⋯⋯⋯⋯⋯⋯⋯·(304)

第三节 水资源管理⋯⋯⋯⋯⋯⋯⋯⋯⋯⋯⋯⋯⋯⋯⋯⋯⋯⋯⋯⋯⋯⋯⋯⋯⋯(305)

第四节水费计收⋯⋯⋯⋯⋯⋯⋯⋯⋯⋯⋯⋯⋯⋯⋯⋯⋯⋯⋯⋯⋯⋯⋯⋯⋯⋯(306)

第五节资金管理⋯⋯⋯⋯⋯⋯⋯⋯⋯⋯⋯⋯⋯⋯⋯⋯⋯⋯⋯⋯⋯⋯⋯⋯⋯⋯(307)

第六节 水事纠纷处理⋯⋯⋯⋯⋯⋯⋯⋯⋯⋯⋯⋯⋯⋯⋯⋯⋯⋯”⋯⋯⋯⋯⋯·(308)

第七节 管理机构⋯⋯⋯⋯⋯⋯⋯⋯⋯⋯⋯⋯⋯⋯⋯⋯⋯⋯⋯⋯⋯⋯⋯⋯⋯⋯(309)

第七篇工业

第一章经营体制⋯⋯⋯⋯⋯⋯⋯⋯⋯⋯⋯⋯⋯⋯⋯⋯⋯⋯⋯⋯⋯⋯⋯⋯⋯⋯⋯(3 14)

第一节个体私营工业及手工业⋯⋯⋯⋯⋯⋯⋯⋯⋯⋯⋯⋯⋯⋯⋯⋯⋯⋯⋯⋯(314)

第二节集体工业⋯⋯⋯⋯⋯⋯⋯⋯⋯⋯⋯⋯⋯⋯⋯⋯⋯⋯⋯⋯⋯⋯⋯⋯⋯⋯(315)

第三节 全民工业⋯⋯⋯⋯⋯⋯⋯⋯⋯⋯⋯⋯⋯⋯⋯⋯·⋯⋯⋯”⋯⋯⋯⋯⋯⋯(3 16)

第二章工业门类⋯⋯⋯⋯⋯⋯⋯⋯⋯⋯⋯⋯⋯⋯⋯⋯⋯⋯⋯⋯⋯⋯⋯⋯⋯⋯⋯(3 19)

第一节化工⋯⋯⋯⋯⋯⋯⋯⋯⋯⋯⋯⋯⋯⋯⋯⋯⋯⋯⋯⋯⋯⋯⋯⋯⋯⋯⋯(3 19)

第二节煤炭⋯⋯⋯⋯⋯⋯⋯⋯⋯⋯⋯⋯⋯⋯⋯⋯⋯⋯⋯⋯⋯⋯⋯⋯⋯⋯⋯(321)

第三节建材”⋯⋯⋯⋯⋯⋯⋯⋯⋯⋯⋯⋯⋯⋯⋯⋯⋯⋯⋯⋯⋯⋯⋯⋯⋯⋯·(322)

‘第四节冶 金⋯⋯⋯⋯⋯⋯⋯⋯⋯⋯⋯⋯⋯⋯⋯⋯⋯⋯⋯⋯⋯⋯⋯⋯⋯⋯⋯(324)

第五节造纸⋯⋯⋯⋯⋯⋯⋯⋯⋯⋯⋯⋯⋯⋯⋯⋯⋯⋯⋯⋯⋯“⋯⋯⋯”⋯“(326)

第六节 印 刷⋯一⋯⋯⋯⋯⋯”⋯⋯⋯⋯⋯⋯””⋯⋯⋯⋯⋯⋯⋯⋯⋯⋯⋯⋯·(327)

第七节制 盐·一⋯⋯⋯⋯⋯⋯⋯⋯⋯⋯⋯⋯⋯⋯⋯⋯⋯⋯⋯⋯⋯⋯⋯⋯“⋯·(327)

第八节 食品加工⋯⋯⋯⋯⋯⋯⋯⋯⋯⋯⋯⋯⋯⋯⋯⋯⋯⋯⋯⋯⋯⋯⋯⋯⋯⋯(329)

+第九节+五金⋯⋯⋯⋯⋯⋯⋯⋯⋯⋯⋯⋯⋯⋯⋯⋯⋯⋯⋯⋯⋯⋯⋯⋯⋯⋯⋯(33 1)

’第十节棉织服装⋯⋯⋯⋯⋯⋯⋯⋯⋯⋯⋯⋯⋯⋯⋯⋯⋯⋯⋯⋯⋯⋯o⋯⋯⋯·(333)

第十一节机械制造⋯⋯⋯⋯⋯⋯⋯⋯⋯⋯⋯⋯⋯⋯⋯⋯⋯⋯⋯⋯⋯⋯⋯⋯⋯(334)

第十二节粮油工业·⋯⋯⋯⋯⋯⋯⋯⋯⋯⋯⋯⋯⋯⋯⋯⋯⋯⋯⋯⋯⋯⋯⋯⋯”(335)



6 滦南县志

第十三节 其它工业⋯·····⋯⋯··”⋯·⋯⋯⋯⋯⋯⋯⋯⋯⋯⋯⋯⋯⋯⋯⋯·⋯⋯·(337)

第三章工业管理⋯⋯⋯⋯⋯⋯⋯⋯⋯⋯⋯⋯⋯⋯⋯⋯⋯⋯⋯⋯⋯⋯⋯⋯⋯⋯⋯(339)

。第一节 经营机制⋯⋯⋯“⋯⋯⋯⋯⋯⋯⋯⋯⋯⋯”⋯k“⋯⋯”““⋯⋯“⋯⋯“(339)

第二节产销管理⋯⋯⋯·⋯⋯⋯⋯⋯⋯⋯⋯⋯⋯⋯⋯⋯⋯⋯⋯⋯⋯⋯⋯⋯⋯“(340)

第三节质量管理⋯⋯⋯⋯⋯⋯⋯⋯⋯⋯⋯⋯⋯⋯⋯⋯⋯⋯⋯⋯⋯⋯⋯⋯⋯⋯(340)

第四节管理机构⋯⋯⋯⋯⋯⋯⋯⋯⋯⋯⋯⋯⋯⋯⋯⋯⋯⋯⋯⋯⋯⋯⋯⋯⋯⋯(341)

第四章名优产品⋯⋯⋯⋯⋯⋯⋯⋯⋯⋯⋯⋯⋯⋯⋯⋯⋯⋯⋯⋯⋯⋯⋯⋯⋯⋯⋯(344)

第一节碳酸氢铵⋯⋯⋯“⋯⋯⋯⋯⋯⋯⋯⋯⋯⋯⋯⋯⋯⋯⋯⋯⋯⋯⋯⋯⋯⋯·(344)

第二节 滦燕牌瓦棱原纸⋯⋯⋯⋯⋯⋯⋯⋯⋯⋯⋯⋯⋯⋯⋯⋯⋯⋯⋯⋯⋯⋯⋯(344)

第三节滦石牌石棉水泥小波瓦⋯⋯⋯⋯⋯⋯⋯⋯⋯⋯⋯⋯⋯⋯⋯⋯⋯⋯⋯⋯(345)

第四节含香金属纪念枚⋯⋯⋯⋯⋯⋯⋯⋯⋯⋯⋯⋯⋯⋯⋯⋯⋯⋯⋯⋯⋯⋯⋯(345)

第五节花生油⋯⋯⋯⋯⋯⋯⋯⋯⋯⋯⋯⋯⋯⋯⋯⋯⋯⋯⋯⋯⋯⋯⋯⋯⋯⋯⋯(346)

第八篇乡镇企业

第一章发展概况⋯⋯⋯⋯⋯⋯⋯⋯⋯⋯⋯⋯⋯⋯⋯⋯⋯⋯⋯⋯⋯⋯⋯⋯⋯⋯⋯(347)

第二章发展条件⋯⋯⋯⋯⋯⋯⋯⋯⋯⋯⋯⋯⋯⋯⋯⋯⋯⋯⋯⋯⋯⋯⋯⋯⋯⋯⋯(350)

第一节 自然条件⋯⋯⋯⋯⋯⋯⋯⋯⋯⋯⋯⋯⋯⋯⋯“⋯⋯⋯⋯⋯⋯⋯⋯⋯⋯·(350)

第二节 资金条件⋯⋯⋯⋯⋯⋯⋯⋯⋯⋯⋯⋯⋯⋯⋯⋯⋯⋯⋯⋯⋯⋯⋯⋯⋯⋯(35 1)

第三节技术条件⋯⋯⋯⋯⋯⋯⋯⋯⋯⋯⋯⋯⋯⋯⋯⋯⋯⋯⋯⋯⋯⋯⋯⋯⋯⋯(352)

第三章重点单位⋯⋯⋯⋯⋯⋯⋯⋯⋯⋯⋯⋯⋯⋯⋯⋯⋯⋯⋯⋯⋯⋯⋯⋯⋯⋯⋯(353)

第一节 重点镇乡⋯⋯⋯⋯⋯⋯⋯⋯⋯⋯⋯⋯⋯⋯⋯⋯⋯⋯⋯⋯⋯⋯⋯⋯⋯⋯(353)

第二节 重点企业⋯⋯⋯⋯⋯⋯⋯⋯⋯⋯⋯⋯⋯⋯⋯⋯⋯⋯⋯⋯⋯⋯⋯⋯⋯⋯(355)

第四章管理机构⋯⋯⋯⋯⋯⋯⋯⋯⋯⋯⋯⋯⋯⋯⋯⋯⋯⋯⋯⋯⋯⋯⋯⋯⋯⋯⋯(357)

第九篇商业

第一章经营体制⋯⋯⋯⋯⋯⋯⋯⋯⋯⋯⋯⋯⋯⋯⋯⋯⋯⋯⋯⋯⋯⋯⋯⋯⋯⋯⋯(359)

第一节 国营商业”⋯“一““⋯⋯⋯””⋯⋯⋯⋯⋯⋯⋯⋯⋯⋯⋯“⋯⋯⋯”⋯⋯(359)

第二节集体商业⋯⋯⋯⋯⋯⋯⋯⋯⋯⋯⋯⋯⋯⋯⋯⋯⋯⋯⋯⋯⋯⋯⋯⋯⋯⋯(363)

第三节个体商业⋯⋯⋯⋯⋯⋯⋯⋯⋯⋯⋯⋯⋯⋯⋯⋯⋯⋯⋯⋯⋯⋯⋯⋯⋯⋯(367)

第二章生活资料购销⋯⋯⋯⋯⋯⋯⋯⋯⋯⋯⋯⋯⋯⋯⋯⋯⋯⋯⋯⋯⋯⋯⋯⋯⋯(367)

第一节 副食品购销⋯⋯⋯⋯⋯⋯⋯⋯⋯⋯⋯⋯⋯⋯⋯⋯⋯⋯⋯⋯⋯⋯⋯⋯⋯(367)

第二节 日用工业品购销⋯⋯⋯⋯⋯⋯⋯⋯⋯⋯⋯⋯⋯⋯⋯⋯⋯⋯⋯⋯⋯⋯⋯(368)

第三章生产资料购销⋯⋯⋯⋯⋯⋯⋯⋯⋯⋯⋯⋯⋯⋯⋯⋯⋯⋯⋯⋯⋯⋯⋯⋯⋯(37 1)

第一节化肥农药购销⋯⋯⋯⋯⋯⋯⋯⋯⋯⋯⋯⋯⋯⋯⋯⋯⋯⋯⋯⋯⋯⋯⋯⋯(371)



．第二节 农具耕畜购销⋯⋯⋯⋯⋯⋯⋯⋯⋯⋯⋯⋯⋯⋯⋯⋯⋯⋯⋯⋯⋯⋯⋯⋯(373)

第四章农副土特产品和废品收购⋯⋯⋯⋯⋯⋯⋯⋯⋯⋯⋯⋯⋯⋯·⋯⋯⋯⋯”(375)

第一节农副土特产品收购⋯⋯⋯⋯⋯⋯⋯⋯⋯⋯⋯⋯⋯⋯⋯⋯⋯⋯⋯⋯⋯⋯(375)

．第二节 废品收购⋯⋯⋯⋯⋯⋯⋯⋯⋯⋯⋯⋯⋯⋯⋯⋯⋯⋯⋯⋯⋯⋯⋯⋯⋯⋯(379)

第五章饮食服务⋯⋯⋯⋯⋯⋯⋯⋯⋯⋯⋯⋯⋯⋯⋯⋯⋯⋯⋯⋯⋯⋯⋯⋯⋯⋯⋯(380)

第一节饮食业⋯⋯⋯⋯⋯⋯⋯⋯⋯⋯⋯⋯⋯⋯⋯⋯⋯⋯⋯⋯⋯⋯⋯⋯⋯⋯⋯(380)

第二节服务业⋯⋯⋯⋯⋯⋯⋯⋯⋯⋯⋯⋯⋯⋯⋯⋯⋯⋯⋯⋯⋯⋯⋯⋯⋯⋯⋯(38 1)

第六章粮油购销⋯⋯·⋯⋯⋯⋯⋯⋯⋯⋯⋯⋯⋯⋯⋯⋯⋯⋯⋯⋯⋯⋯⋯⋯⋯⋯”(382)

第一节统购统销⋯”⋯⋯⋯⋯⋯⋯⋯⋯⋯⋯⋯⋯⋯⋯⋯⋯⋯．．．⋯⋯⋯·⋯⋯⋯(382)

第二节议购议销及出口⋯⋯⋯⋯⋯⋯⋯⋯⋯⋯⋯⋯⋯⋯⋯⋯⋯⋯⋯⋯⋯⋯⋯(389)

第三节粮食储运⋯⋯⋯⋯⋯⋯⋯⋯⋯⋯⋯⋯⋯⋯⋯⋯⋯⋯⋯⋯⋯⋯⋯⋯⋯⋯(39 1)

第七章对外贸易⋯⋯⋯⋯⋯⋯⋯⋯⋯⋯⋯⋯⋯⋯⋯⋯⋯⋯⋯⋯⋯⋯⋯⋯⋯⋯⋯(393)

第八章物资供应⋯⋯⋯⋯⋯⋯⋯⋯⋯⋯⋯⋯⋯⋯⋯⋯⋯⋯⋯⋯⋯⋯⋯⋯⋯⋯⋯(395)

第一节物资分配⋯⋯⋯⋯⋯·⋯⋯⋯⋯⋯⋯⋯⋯⋯⋯⋯⋯⋯⋯⋯⋯⋯⋯⋯⋯··(395)

第二节供应办法和方向⋯⋯⋯⋯⋯⋯⋯⋯⋯⋯⋯⋯⋯⋯⋯⋯⋯⋯⋯⋯⋯⋯⋯(395)

第十篇基础设施

第一章城乡建设⋯⋯⋯⋯⋯⋯⋯⋯⋯⋯⋯⋯⋯⋯⋯⋯⋯⋯⋯⋯⋯⋯⋯⋯⋯⋯⋯(399)

第一节城镇建设⋯⋯⋯⋯⋯⋯⋯⋯⋯⋯⋯⋯⋯⋯⋯⋯⋯⋯⋯⋯⋯⋯⋯⋯⋯⋯(399)

第二节农村建设⋯⋯⋯⋯⋯⋯⋯⋯⋯⋯⋯⋯⋯⋯⋯⋯⋯⋯⋯⋯⋯⋯⋯⋯⋯⋯(401)

第三节建筑施工队伍⋯⋯⋯⋯⋯⋯⋯⋯⋯⋯⋯⋯⋯⋯⋯⋯⋯⋯⋯⋯⋯⋯⋯⋯(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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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异地结算⋯⋯⋯⋯⋯⋯⋯⋯⋯⋯⋯⋯⋯⋯⋯⋯⋯⋯⋯⋯⋯⋯⋯⋯⋯⋯(477)

第二节 同城结算⋯⋯⋯⋯⋯⋯⋯⋯⋯⋯⋯⋯⋯⋯⋯⋯⋯⋯⋯⋯⋯⋯⋯⋯⋯⋯(477)

第三节农村结算⋯⋯⋯⋯⋯⋯⋯⋯⋯⋯⋯⋯⋯⋯⋯⋯⋯⋯⋯⋯⋯⋯⋯⋯⋯⋯(478)

第六章基建投资管理⋯⋯⋯⋯⋯⋯⋯⋯⋯⋯⋯⋯⋯⋯⋯⋯⋯⋯⋯⋯⋯⋯⋯⋯⋯(479)

第一节基本建设贷款⋯⋯⋯⋯⋯⋯⋯⋯⋯⋯⋯⋯⋯⋯⋯⋯⋯⋯⋯⋯⋯⋯⋯⋯(479)

第二节基建拨款监督⋯⋯⋯⋯⋯⋯⋯⋯⋯⋯⋯⋯⋯⋯⋯⋯⋯⋯⋯⋯⋯⋯⋯⋯(479)

第三节 工程概预决算审查监督⋯⋯⋯⋯⋯⋯⋯⋯⋯⋯⋯⋯⋯⋯⋯⋯⋯⋯⋯⋯(480)

第四节 自筹基建资金管理⋯⋯⋯⋯⋯⋯⋯⋯⋯⋯⋯⋯⋯⋯⋯⋯⋯⋯⋯⋯⋯⋯“80)

第七章保险⋯⋯⋯⋯⋯⋯⋯⋯⋯⋯⋯⋯⋯⋯⋯⋯⋯⋯⋯⋯⋯⋯⋯⋯⋯⋯⋯⋯“8 1)

第八章信用社业务⋯⋯⋯⋯⋯⋯⋯⋯⋯⋯⋯⋯⋯⋯⋯⋯⋯⋯⋯⋯⋯⋯⋯⋯⋯⋯(483)

第一节存款⋯··””······”·””····⋯·····”·一””······⋯⋯⋯”·⋯·””⋯”··”⋯(483)

第二节贷款⋯⋯⋯⋯⋯⋯⋯⋯⋯⋯⋯⋯⋯⋯⋯⋯⋯⋯⋯⋯⋯⋯⋯⋯⋯⋯⋯(484)

第三节会计辅导⋯·⋯⋯⋯⋯⋯⋯⋯⋯⋯⋯⋯⋯⋯⋯⋯⋯⋯⋯⋯⋯⋯⋯⋯⋯”(486)

第九章代理业务⋯⋯⋯⋯⋯⋯⋯⋯⋯⋯⋯⋯⋯⋯⋯⋯⋯⋯⋯⋯⋯⋯⋯⋯⋯⋯⋯(487)

第一节代理国家金库⋯⋯⋯⋯⋯⋯⋯⋯⋯⋯⋯⋯⋯⋯⋯⋯⋯⋯⋯⋯⋯⋯⋯⋯(487)

第二节代理发行债券⋯⋯⋯⋯⋯⋯⋯⋯⋯⋯⋯⋯⋯⋯⋯⋯⋯⋯⋯⋯⋯⋯⋯⋯(489)

第十三篇经济综合管理 ，

第—章计划管理⋯⋯⋯⋯⋯⋯⋯⋯⋯⋯⋯⋯⋯⋯⋯⋯⋯⋯⋯⋯⋯⋯⋯⋯⋯⋯⋯(49 1)

第一节计划编制⋯⋯⋯⋯⋯⋯⋯⋯⋯⋯⋯⋯⋯⋯⋯⋯⋯⋯⋯⋯⋯⋯⋯⋯⋯⋯(491)

第二节计划管理⋯⋯⋯⋯⋯⋯⋯⋯⋯⋯⋯⋯⋯⋯⋯⋯⋯⋯⋯⋯·⋯⋯⋯⋯⋯”(494)

’第三节 管理机构⋯⋯⋯⋯⋯⋯⋯⋯⋯⋯⋯⋯⋯⋯⋯⋯⋯⋯⋯⋯⋯⋯⋯⋯⋯⋯(497)

第二章统计管理⋯⋯⋯⋯⋯⋯⋯⋯⋯⋯⋯⋯⋯⋯⋯⋯⋯⋯⋯⋯⋯⋯⋯⋯⋯⋯⋯(498)

第一节统计内容””“⋯“””””””“”一”””””“⋯””⋯”””一⋯””一⋯”“”·(498)

第二节调查手段⋯⋯⋯⋯⋯⋯⋯⋯⋯⋯⋯⋯⋯⋯⋯⋯⋯⋯⋯⋯⋯⋯⋯⋯⋯⋯(498)

第三节服务方式⋯”⋯⋯⋯⋯⋯⋯⋯⋯⋯⋯⋯⋯⋯⋯⋯⋯⋯⋯⋯⋯⋯⋯⋯⋯·(499)

第四节 管理机构⋯⋯⋯⋯⋯⋯⋯⋯⋯⋯⋯⋯⋯⋯⋯⋯⋯⋯⋯⋯⋯⋯⋯⋯⋯⋯(499)

第三章物价管理⋯⋯⋯⋯⋯⋯⋯⋯⋯⋯⋯⋯⋯⋯⋯⋯⋯⋯⋯⋯⋯⋯⋯⋯⋯⋯⋯(500)

第一节管理体制⋯⋯⋯⋯⋯⋯⋯""eeeea．e⋯⋯⋯⋯⋯⋯⋯⋯⋯⋯⋯⋯⋯⋯⋯⋯”(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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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管理措施⋯⋯⋯⋯⋯⋯⋯⋯⋯⋯⋯⋯⋯⋯⋯⋯⋯⋯⋯⋯⋯⋯⋯⋯⋯⋯(500)

第三节 物价演变⋯⋯⋯⋯⋯⋯⋯⋯⋯⋯⋯⋯⋯⋯⋯”⋯⋯⋯⋯⋯”⋯⋯⋯⋯“(502)

第四节 商品比价⋯⋯⋯⋯⋯⋯⋯⋯⋯⋯⋯⋯⋯⋯⋯“⋯⋯⋯⋯⋯⋯⋯⋯⋯“”(506)

第四章工商行政管理⋯⋯⋯⋯⋯⋯⋯⋯⋯⋯⋯⋯⋯”⋯⋯⋯⋯⋯⋯⋯⋯”⋯⋯一(507)

第一节 市场管理⋯⋯⋯⋯⋯⋯⋯⋯⋯⋯⋯⋯⋯⋯⋯⋯⋯⋯⋯⋯⋯⋯⋯⋯⋯⋯(507)

第二节打击经济违法⋯⋯⋯⋯⋯⋯⋯⋯⋯⋯⋯⋯⋯⋯⋯⋯⋯⋯⋯⋯⋯⋯⋯⋯(509)

第三节企业登记管理⋯⋯⋯⋯⋯⋯⋯⋯⋯⋯⋯⋯⋯⋯⋯”⋯⋯⋯⋯⋯⋯⋯⋯·(509)

第四节经济合同管理⋯⋯⋯⋯⋯⋯⋯⋯⋯⋯⋯⋯⋯⋯⋯⋯⋯⋯⋯⋯⋯⋯⋯⋯(510)

第五节 商标广告管理⋯⋯⋯⋯⋯⋯⋯⋯⋯⋯⋯⋯⋯”⋯⋯⋯⋯⋯⋯⋯⋯⋯⋯。(5 10)

、第六节个体经济管理⋯⋯⋯⋯⋯⋯⋯⋯⋯⋯⋯⋯⋯⋯⋯⋯⋯⋯⋯⋯⋯⋯⋯⋯(5 1 1)

第七节管理机构⋯⋯⋯⋯⋯⋯⋯⋯⋯⋯⋯⋯⋯⋯⋯⋯⋯⋯⋯⋯⋯⋯⋯⋯⋯⋯(5 12)

第五章审计监督⋯⋯⋯⋯⋯⋯⋯⋯⋯⋯⋯⋯⋯⋯⋯⋯⋯⋯⋯⋯⋯⋯⋯⋯⋯⋯⋯(5 12)

第一节审计工作⋯⋯⋯⋯⋯⋯⋯⋯⋯⋯⋯⋯⋯⋯⋯⋯⋯⋯⋯⋯⋯⋯⋯⋯⋯⋯(512)

第二节机构设置⋯⋯⋯⋯⋯⋯⋯⋯⋯⋯⋯⋯⋯⋯⋯⋯⋯⋯⋯⋯⋯⋯⋯⋯⋯⋯(5 13)

第六章标准计量管理⋯⋯⋯⋯⋯⋯⋯⋯⋯⋯⋯⋯⋯⋯⋯⋯⋯⋯⋯⋯⋯⋯⋯⋯⋯(5 1 4)

第一节 计量管理⋯⋯⋯⋯⋯⋯⋯⋯⋯⋯⋯⋯⋯⋯⋯⋯⋯⋯⋯⋯⋯⋯⋯⋯⋯⋯(5 1 4)

第二节 标准化管理⋯⋯⋯⋯⋯⋯·⋯⋯⋯⋯⋯⋯⋯⋯⋯⋯⋯⋯⋯⋯⋯⋯⋯⋯”(5 15)

第三节 管理机构⋯⋯⋯⋯⋯⋯⋯⋯⋯⋯⋯⋯⋯⋯⋯⋯⋯⋯⋯⋯⋯⋯⋯⋯⋯⋯(5 15)

第十四篇中国共产党滦南县地方组织

第一章组织机构⋯⋯⋯⋯⋯⋯⋯⋯⋯⋯⋯⋯⋯⋯⋯⋯⋯⋯⋯⋯⋯⋯⋯⋯⋯⋯⋯(5 17)

第一节 县委⋯⋯⋯⋯⋯⋯⋯⋯⋯⋯⋯⋯⋯⋯⋯⋯⋯⋯⋯⋯⋯⋯⋯⋯⋯⋯⋯(5 17)

第二节县委办事机构⋯⋯⋯⋯⋯⋯⋯⋯⋯⋯⋯⋯⋯⋯⋯⋯⋯⋯⋯⋯⋯⋯⋯⋯(523)

第三节 基层党组织⋯⋯⋯⋯⋯⋯⋯⋯⋯⋯⋯”⋯⋯⋯⋯⋯⋯⋯⋯⋯⋯⋯⋯⋯‘(528)

第二章党员⋯⋯⋯⋯⋯⋯⋯⋯⋯⋯⋯⋯⋯⋯⋯⋯⋯⋯⋯⋯⋯⋯⋯⋯⋯⋯⋯⋯(530)

第一节 党员概况⋯⋯⋯⋯⋯⋯⋯⋯⋯⋯⋯⋯⋯“⋯⋯⋯⋯⋯⋯⋯⋯⋯⋯⋯⋯‘(530)

第二节 党员教育·⋯⋯⋯⋯⋯⋯⋯“⋯⋯⋯””⋯⋯”⋯⋯⋯⋯”⋯⋯⋯⋯⋯⋯‘(534)

第三章党的代表大会⋯⋯⋯⋯⋯⋯⋯⋯⋯⋯⋯⋯⋯⋯⋯⋯⋯⋯⋯⋯⋯⋯⋯⋯⋯(535)

第四章统一战线⋯⋯⋯⋯⋯⋯⋯⋯⋯⋯⋯⋯⋯⋯⋯⋯⋯⋯⋯⋯⋯⋯⋯⋯⋯⋯⋯(537)

第五章纪律检查⋯⋯⋯⋯⋯⋯⋯⋯⋯⋯⋯⋯⋯⋯⋯⋯⋯⋯⋯⋯⋯⋯⋯⋯⋯⋯⋯(538)

第十五篇社团

第一章工人组织⋯⋯⋯⋯⋯⋯⋯⋯⋯⋯⋯⋯⋯⋯⋯⋯⋯⋯⋯⋯⋯⋯⋯⋯⋯⋯⋯(541)

第一节机构沿革⋯⋯⋯⋯⋯⋯⋯“⋯⋯⋯⋯⋯⋯⋯⋯⋯⋯⋯⋯⋯⋯⋯⋯⋯一“(5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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