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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化肥厂⋯⋯⋯⋯⋯⋯⋯⋯⋯(278)

；耋
瓣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农机厂⋯⋯⋯⋯⋯⋯⋯⋯“(278)
建材厂和五金厂⋯⋯一⋯⋯(279)

窑厂⋯⋯⋯⋯⋯⋯⋯⋯⋯⋯(279)

农具厂⋯⋯⋯⋯⋯⋯⋯⋯⋯(279)

镀锌厂⋯⋯．．．⋯⋯⋯⋯⋯⋯(280)

盐场⋯⋯⋯⋯j⋯⋯⋯⋯⋯一(280)

轻工业⋯⋯⋯^．．⋯⋯⋯(281)
麻纺厂一⋯⋯⋯⋯⋯⋯⋯⋯(281)

糕点厂⋯⋯‘⋯⋯⋯⋯⋯⋯⋯(281)

印刷厂⋯⋯⋯⋯⋯⋯⋯⋯⋯(281)

鞋服厂⋯⋯⋯⋯⋯⋯⋯o⋯·(282)

木器厂⋯⋯⋯⋯⋯⋯⋯⋯⋯(282)

油棉厂⋯⋯⋯⋯⋯⋯⋯⋯⋯(282)

面粉厂t．．⋯⋯⋯⋯⋯⋯⋯⋯·(283)

酿酒厂和油脂化工厂⋯⋯⋯(283)

管理⋯⋯．．．⋯⋯⋯⋯⋯一(284)
经营管理⋯⋯⋯⋯⋯⋯⋯⋯(284)

管理机构⋯⋯⋯⋯⋯⋯⋯⋯(284)

第十五篇交通⋯⋯⋯⋯⋯⋯(286)

第一章陆路交通⋯一⋯⋯⋯⋯⋯·(287)
第一节驿道、公路⋯⋯⋯⋯⋯⋯⋯(287)

第二节桥涵⋯⋯⋯⋯⋯⋯⋯⋯⋯⋯(289)

第三节运输．．⋯⋯⋯⋯⋯⋯⋯一⋯·(290)

第四节养护⋯⋯⋯一⋯⋯⋯⋯⋯⋯(291)

第五节交通监理⋯⋯⋯⋯⋯j⋯⋯“(292)

第二章水路交通⋯⋯⋯⋯⋯一(292)
第一节航运⋯⋯⋯⋯⋯⋯⋯⋯⋯⋯(292)

第二节渡口⋯⋯⋯⋯⋯⋯⋯⋯⋯⋯(293)

第三章管理机构⋯⋯⋯⋯⋯⋯“(294)
第一节交通局⋯⋯⋯⋯⋯⋯⋯⋯⋯(294)

第二节公路站⋯⋯⋯。⋯⋯⋯⋯⋯⋯(294)

第三节交通监理站⋯⋯⋯⋯⋯⋯⋯(294)

第四节航运公司⋯⋯⋯⋯⋯⋯⋯⋯(294)

r第五节交通运输管理所⋯⋯⋯⋯⋯(295)

第十六篇邮电⋯⋯⋯⋯⋯⋯(297)

第一章邮电机构⋯⋯⋯⋯⋯⋯一(298)
第一节旧时邮政⋯⋯⋯⋯⋯⋯⋯⋯(298)

第二节人民邮电⋯⋯⋯⋯⋯⋯”：⋯(298)

第二章邮政⋯⋯⋯⋯⋯⋯⋯⋯·(299)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十七篇电业⋯⋯⋯⋯⋯⋯(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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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电力建设⋯⋯⋯⋯⋯⋯(307)
自备发电⋯-⋯⋯⋯⋯⋯⋯(307)

电网设施⋯⋯⋯⋯⋯⋯⋯⋯(307)

供用电⋯⋯⋯⋯⋯⋯．．．⋯⋯(310)
售电量⋯⋯⋯⋯⋯⋯⋯⋯⋯(310)

工业用电⋯⋯⋯⋯⋯⋯⋯⋯(311)

农业用电⋯⋯⋯⋯⋯⋯⋯⋯(311)

市政、生活用电⋯⋯⋯⋯⋯(311)

供电管理⋯⋯⋯⋯⋯一(311)
运行调度⋯⋯⋯⋯⋯⋯⋯⋯(311)

节约用电一“⋯⋯⋯⋯⋯⋯”(312)

安全用电⋯⋯⋯⋯⋯⋯⋯⋯(312)

抄表计费⋯⋯⋯⋯⋯⋯⋯⋯(313)

管理机构⋯⋯⋯⋯⋯．．(313)
机构⋯⋯⋯⋯⋯⋯⋯⋯⋯⋯(313)

队伍⋯”j．⋯⋯⋯⋯⋯⋯⋯一(313)

第十八篇商业⋯⋯⋯⋯⋯⋯(315)

第一章商业结构⋯⋯⋯⋯⋯⋯⋯(316)
第一节私营商业⋯⋯⋯⋯⋯⋯⋯⋯(316)

第二节国营商业⋯⋯⋯⋯⋯⋯⋯⋯(316)

第三节集体商业⋯⋯⋯一⋯⋯⋯⋯(317)

第二章商业网点⋯⋯⋯⋯⋯“(319)
第一节批发与零售网点⋯⋯⋯⋯⋯(319)

第二节集市贸易⋯⋯⋯⋯⋯⋯⋯⋯(320)

第三节饮食服务业⋯⋯⋯⋯⋯⋯⋯(320)

第三章商品购销⋯⋯⋯⋯⋯·(321)
第一节收购⋯⋯⋯⋯⋯⋯⋯⋯⋯⋯(321)

第二节销售和供应⋯⋯⋯⋯⋯一⋯(322)

第三节棉花经营⋯⋯⋯⋯⋯⋯⋯⋯(325)

第四章经营管理⋯⋯⋯⋯⋯·(327)
第一节商品管理⋯⋯⋯⋯⋯⋯⋯⋯(327)

第二节财务管理⋯⋯⋯⋯⋯⋯⋯⋯(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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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十九篇粮油⋯⋯⋯⋯⋯⋯(336)

第一章管理机构⋯⋯⋯⋯⋯⋯(337)
第二章粮油购销⋯⋯⋯⋯⋯⋯⋯⋯⋯⋯(337)

第一节粮食购销⋯⋯⋯⋯⋯⋯⋯⋯(337)

第二节油料油脂购销⋯⋯⋯⋯⋯⋯(340)

第三节粮油议购议销⋯⋯⋯⋯⋯⋯(342)

第三章粮油储运⋯⋯⋯⋯⋯·(343)
第一节粮油储存⋯⋯⋯⋯⋯⋯⋯⋯(343)

第二节粮油调拨⋯．．．⋯⋯⋯⋯⋯⋯(343)

第三节农村粮食保管⋯⋯⋯⋯⋯⋯(344)

第四章粮油加工⋯⋯⋯⋯⋯⋯”(345)

第二十篇财税⋯⋯⋯⋯⋯⋯(346)

第一章机构沿革⋯⋯⋯⋯．．．⋯”(347)
第一节财政机构⋯⋯⋯⋯⋯⋯⋯⋯(347)

第二节税务机构⋯⋯⋯⋯⋯⋯⋯⋯(347)

第二章财税体制⋯⋯⋯⋯⋯·(347)
‘第一节财政体制⋯⋯⋯⋯⋯⋯⋯⋯(347)

第二节税务体制⋯⋯⋯⋯⋯⋯⋯⋯(348)

第三章财政收支⋯⋯⋯⋯⋯⋯(348)
第一节预算内收支⋯⋯⋯⋯⋯⋯⋯(348)

第二节预算外收支⋯⋯⋯⋯⋯⋯⋯(356)

第四章赋税⋯⋯⋯⋯⋯⋯⋯⋯·(357)
第一节农业税⋯⋯⋯⋯⋯⋯⋯⋯⋯(357)

第二节工商各税⋯⋯⋯⋯⋯⋯⋯⋯(361)

第三节国营氽业利改税⋯⋯⋯⋯⋯(363)

第五章财税管理⋯⋯⋯⋯⋯·(363)
第一节财政管理⋯⋯⋯⋯⋯⋯⋯⋯(363)

第二节税务管理⋯⋯⋯⋯⋯⋯⋯⋯(365)

第二十一篇金融⋯⋯⋯⋯．．(366)

第一章机构⋯⋯⋯⋯⋯⋯⋯一(3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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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当铺、钱庄⋯⋯⋯⋯⋯⋯⋯(367)

第二节银行⋯⋯⋯⋯⋯⋯⋯⋯⋯⋯(367)

第三节信用合作社⋯⋯⋯⋯⋯⋯⋯(368)

第四节保险公司⋯⋯⋯⋯⋯⋯⋯⋯(368)

第■章货币⋯⋯⋯⋯⋯⋯⋯⋯“(368)
第一节货币种类⋯⋯⋯⋯⋯⋯⋯⋯(368)

第二节货币流通⋯⋯．．．⋯⋯⋯⋯⋯(369)

第三节金银收兑⋯⋯⋯⋯⋯⋯⋯⋯(369)

第三章信贷⋯⋯⋯⋯⋯⋯⋯一(371)
第一节典当、借贷⋯⋯⋯⋯⋯⋯⋯(371)

第■节T商信贷⋯⋯⋯⋯⋯⋯⋯⋯(371)

第三节农业信贷⋯⋯⋯⋯⋯⋯⋯⋯(372)

第四节基建拨款⋯⋯⋯⋯⋯⋯⋯⋯(373)

第四章储蓄与存款⋯⋯⋯⋯⋯(374)
第一节储蓄⋯⋯⋯⋯⋯⋯⋯⋯⋯⋯(374)

第二节存款⋯⋯⋯⋯⋯⋯⋯⋯⋯⋯(378)

第五章现金管理与结算⋯⋯⋯(378)
第一节现金管理⋯⋯⋯⋯⋯⋯一⋯(378)

第二节会计核算⋯⋯⋯⋯⋯⋯⋯⋯(378)

第三节结算⋯⋯⋯⋯⋯⋯⋯⋯⋯⋯(379)

第六章保险、债券⋯⋯⋯⋯”(379)
第一节保险⋯⋯⋯⋯⋯⋯⋯⋯⋯⋯(379)

第二节债券⋯⋯⋯⋯⋯⋯⋯⋯⋯⋯(380)

第二+二篇城乡建设⋯，．．⋯“(382)

第一章县城建设⋯⋯⋯⋯‘⋯⋯(383)
第一节建筑⋯⋯⋯⋯⋯⋯⋯⋯⋯⋯(383)

第二节街道⋯⋯⋯⋯⋯⋯⋯⋯⋯⋯(384)

第三节供水、排水、供电⋯⋯⋯⋯(384)

第四节城区绿化⋯⋯⋯⋯⋯⋯⋯⋯(384)

第二章乡镇、村庄建设⋯⋯⋯(385)
第一节乡镇驻地建设⋯⋯⋯⋯⋯⋯(385)

第二节乡村建设⋯⋯⋯⋯⋯⋯⋯⋯(385)

第三章建筑业⋯⋯⋯⋯⋯⋯⋯⋯(386)

第一节建筑队伍⋯⋯⋯⋯⋯⋯⋯⋯(386)

第二节施工没备⋯⋯⋯⋯⋯⋯⋯一(386)

第三节建筑技术⋯⋯⋯⋯⋯⋯⋯⋯(386)

第四节经营管理⋯⋯⋯⋯⋯⋯⋯⋯(386)

第四章房地产管理⋯⋯⋯⋯⋯一(387)

第一节房产管理⋯⋯⋯⋯⋯⋯⋯⋯(387)

第二节地产管理⋯⋯⋯⋯⋯⋯⋯⋯(387)

第五章环境保护⋯⋯⋯⋯⋯·(387)

易品式胸～～～贸蒯加机一～～外口营理业销贸跨出经管商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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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自然生态⋯⋯⋯⋯⋯⋯一i⋯(387)

第二节环境污染⋯⋯⋯⋯⋯⋯⋯⋯(388)

第三节监测治理⋯⋯⋯⋯⋯⋯⋯⋯(388)

第二十三篇政党群团⋯⋯⋯(389)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一(390)
第一节党在利津的早期活动⋯⋯⋯(390)

第二节垦区工委和三边工委⋯⋯⋯(390)

第三节中共利津县委⋯⋯⋯⋯⋯⋯(391)

第四节党的历次代表会⋯⋯⋯⋯⋯(396)

第五节党的基层组织⋯⋯⋯⋯⋯⋯(397)

第六节纪律检查委员会⋯⋯⋯⋯⋯(398)

第七节党的统一战线⋯⋯⋯⋯⋯⋯(400)

第八节党校⋯．．．⋯⋯⋯⋯⋯⋯⋯⋯(401)

·第二章群众团体⋯⋯⋯⋯⋯·(402) ．

第一节工人团体⋯⋯⋯⋯⋯⋯⋯⋯(402)

一 第二节农民团体⋯⋯⋯⋯⋯⋯⋯⋯(403)
“

第三节青年团体⋯⋯⋯⋯⋯⋯⋯⋯(404)一

第四节妇女团体⋯⋯⋯⋯⋯⋯一⋯(405)

第五节少年先锋队⋯⋯⋯⋯⋯⋯⋯(406)

第六节科技团体⋯⋯⋯⋯⋯⋯⋯一(407)

第七节工商团体⋯o⋯⋯⋯⋯⋯⋯(407)

第三章国民党利津县党部⋯⋯“(408)
第一节组织概况⋯⋯⋯⋯⋯⋯⋯⋯(408)

第二节活动概况⋯⋯⋯⋯⋯⋯⋯⋯(408)

第四章其他社团⋯⋯．．．⋯⋯“(409)
第一节三青团⋯⋯⋯⋯⋯⋯⋯⋯⋯(409)

第二节童子军⋯⋯⋯⋯⋯⋯⋯⋯⋯(409)

第三节农会一⋯⋯⋯⋯．⋯．．．一⋯⋯(409) 、

第四节妇女放足促进委员会⋯⋯⋯(409)

第二十四篇政权、政协⋯。(410)
一

第一章县行政机构⋯⋯⋯⋯”“11)
第一节县衙署⋯：⋯⋯⋯⋯：⋯⋯⋯·(411)

第二节民国县政府及日伪政权⋯⋯(411)

第三节利津县抗日民主政府⋯⋯⋯“13)

第四节利津县人民政府⋯⋯⋯⋯⋯“14)

第二章基层政权⋯⋯⋯⋯⋯·“20)
第一节里图与保甲制⋯⋯⋯⋯⋯⋯(420)

第二节区乡人民政权⋯⋯⋯⋯⋯⋯(421)

第三章县权力机构⋯⋯⋯⋯⋯·(422)

第一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422)

第二节县人民代表大会⋯⋯⋯⋯⋯(422)

第三节人大常务委员会⋯⋯⋯⋯⋯“24)

第四节公民选举⋯⋯⋯⋯⋯⋯⋯⋯(424)

第四章县议政机构⋯⋯⋯⋯⋯(425)
第一节议会⋯⋯⋯⋯⋯⋯⋯⋯⋯⋯(425)

第二节参议会”“⋯⋯⋯⋯⋯⋯⋯一(425)

第五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426)
第一节第一届政协委员会⋯⋯⋯⋯(426)

第二节政协工作⋯⋯⋯⋯⋯⋯⋯⋯(427)

第六章信访⋯⋯⋯⋯j⋯⋯⋯·(427)
第一节机构设置⋯⋯⋯⋯⋯⋯⋯⋯(427)

第二节工作概况⋯⋯⋯⋯⋯⋯⋯⋯(427)

第二十五篇公安、司法⋯一(428)

第一章公安⋯⋯⋯⋯⋯⋯⋯”(429)
第一节机构⋯⋯⋯⋯⋯⋯⋯⋯⋯⋯(429)

第二节治安保卫⋯⋯⋯⋯⋯⋯⋯⋯(429)

第三节刑事案件侦破⋯⋯⋯⋯⋯⋯“31)

第四节消防⋯⋯⋯⋯⋯⋯⋯⋯⋯⋯(431)

第五节监狱，看守所⋯⋯⋯⋯⋯⋯(432)

‘第二章检察⋯⋯⋯⋯⋯⋯⋯⋯(432)
第一节机构⋯⋯⋯⋯⋯⋯⋯⋯⋯⋯(432)

．第二节刑事检察⋯⋯⋯⋯⋯⋯⋯⋯(432)

第三节经济检察⋯⋯⋯⋯⋯⋯⋯⋯“32)

第四节法纪检察⋯⋯⋯⋯⋯⋯⋯⋯(433)

第五节监所检察⋯⋯⋯⋯⋯⋯⋯⋯(433)

第六节控告，申诉检察⋯⋯⋯⋯⋯“33)

第三章审判⋯⋯⋯⋯⋯⋯⋯⋯⋯(433)
第一节机构⋯⋯⋯⋯⋯⋯⋯⋯⋯⋯’(433)

第二节刑事审判⋯⋯⋯⋯⋯⋯⋯⋯(434)

第三节民事审判⋯⋯⋯⋯⋯⋯⋯⋯(434)

第四节经济审判⋯⋯⋯⋯⋯⋯⋯⋯“34)

第五节专门法庭⋯⋯⋯¨⋯⋯⋯⋯(435)

第六节人民陪审员⋯⋯⋯⋯⋯⋯⋯(435)

第四章司法行政⋯⋯⋯⋯⋯“(435)
第一节机构⋯⋯⋯⋯⋯⋯⋯⋯⋯⋯(435)

第二节’法制宣传⋯⋯⋯⋯⋯⋯⋯⋯(435)

第三节民事调勰⋯⋯⋯⋯⋯⋯⋯⋯(436)

第四节公证⋯⋯⋯⋯⋯⋯⋯⋯⋯⋯(436)

第五节律师⋯⋯⋯⋯⋯⋯⋯⋯⋯⋯(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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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篇民政⋯⋯¨⋯⋯(437)

第一章优抚⋯⋯⋯⋯⋯⋯⋯．．(438)
第～节群众优待⋯⋯⋯⋯⋯⋯⋯⋯(438)

第二节旧家补助⋯⋯⋯⋯⋯⋯⋯⋯(438)

第三节国家抚恤⋯⋯⋯⋯⋯⋯⋯⋯(440)

第四节烈七褒扬⋯⋯⋯⋯⋯⋯⋯⋯(441)

第一二章安置⋯⋯⋯⋯⋯⋯⋯一(441)
第一节复员军人安置⋯⋯⋯⋯⋯⋯(441)

第二节退伍军人安置⋯⋯⋯⋯⋯⋯f441)

第i节革命残废军人安置⋯⋯⋯⋯(442)

第闪节军队离休退休f部安置⋯⋯(442)

第三章拥军、支前⋯⋯⋯⋯⋯(442)
第～节支前丁作⋯⋯⋯⋯⋯⋯⋯⋯(442)

第二节拥军活动⋯⋯⋯⋯⋯⋯⋯⋯(443)

第四章救济救灾和社会福利⋯“(443)
第一节社会救济⋯⋯⋯⋯⋯⋯⋯⋯(443)

第二节扶贫⋯⋯⋯⋯⋯⋯⋯⋯⋯⋯(444)

第三节生产救灾⋯⋯⋯⋯⋯⋯⋯⋯(444)

第四节社会福利⋯⋯⋯⋯⋯⋯⋯⋯(444)

第五章丧葬⋯⋯⋯⋯⋯⋯⋯一(445)
第一节丧葬改革⋯⋯⋯⋯⋯⋯⋯⋯(445)

第二节火葬场⋯⋯⋯⋯⋯⋯⋯⋯⋯(445)

第二十七篇人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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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干部队伍⋯⋯⋯⋯⋯⋯(449)
干部编制⋯“‘⋯⋯⋯⋯⋯⋯‘(449)

干部构成⋯⋯⋯⋯⋯一⋯⋯·(451)

干部管理⋯⋯⋯⋯⋯”(453)
干部来源⋯⋯⋯⋯⋯⋯⋯⋯(453)

干部任免、调配、奖惩⋯⋯(455)

干部离休，退休，退职⋯⋯(456)

科技干部管理⋯⋯⋯⋯⋯⋯(457)

干部精简下放⋯⋯⋯⋯⋯⋯(458)

工资、福利⋯⋯⋯⋯⋯(458)
干部职工工资⋯⋯⋯⋯⋯⋯(458)

干部职工福利⋯⋯⋯⋯⋯⋯(459)

第二十八篇军事⋯⋯⋯⋯一(461)

第一章驻军⋯⋯⋯⋯⋯⋯⋯”(462)
第一节清末兵防⋯⋯⋯⋯⋯⋯⋯⋯(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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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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第六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i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民国驻军⋯⋯⋯⋯⋯⋯⋯⋯(462)

人民军队⋯⋯⋯⋯⋯⋯⋯⋯(463)

附：日伪军

利津土匪武装⋯⋯⋯⋯⋯⋯(465)

兵役⋯⋯⋯⋯⋯⋯⋯”(466)
募兵⋯⋯⋯⋯⋯⋯⋯⋯⋯⋯(466)

志愿兵⋯⋯⋯⋯⋯⋯⋯⋯⋯(466)

义务兵⋯⋯⋯⋯⋯⋯⋯⋯⋯(466)

地方武装⋯⋯⋯⋯⋯·(467)
警备队⋯⋯⋯⋯⋯⋯⋯⋯⋯(467)

垦区大队⋯⋯⋯⋯⋯⋯⋯⋯(467)

利津独立营⋯⋯⋯⋯⋯⋯⋯(467)

人民武装部⋯⋯⋯⋯⋯⋯⋯(468)

公安武装⋯⋯⋯⋯⋯⋯⋯⋯(470)

区中队⋯⋯⋯⋯⋯⋯⋯⋯⋯(471)

民兵⋯⋯⋯⋯⋯⋯⋯一(471)
建国前的民兵⋯⋯⋯⋯⋯⋯(471)

建国后的民兵⋯⋯⋯⋯⋯⋯(472)

人民防空及军事设施⋯一(473)
人民防窄⋯⋯⋯⋯⋯⋯⋯⋯(473)

军事设施⋯⋯⋯⋯⋯⋯⋯⋯(473)

重大兵事⋯⋯⋯⋯⋯·(474)
捻军、义和团活动纪略⋯⋯(474)

民国战事⋯⋯⋯⋯⋯⋯⋯⋯(474)

抗日战争中的=E要战斗⋯⋯(475)

解放战争时期的兵事活动⋯(477)

抗美援朝⋯⋯⋯⋯⋯⋯⋯⋯(478)

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478)

第二十九篇文化⋯⋯⋯⋯一(479)

第·章文化艺术⋯⋯⋯⋯⋯⋯·：(480)
第一节文化行政机构⋯⋯⋯⋯⋯⋯(480)

第二节群众文化事业⋯⋯⋯⋯⋯⋯(480)

第三节文艺创作⋯⋯⋯⋯⋯⋯⋯⋯(484)

第四节民间艺术一⋯⋯⋯⋯⋯⋯⋯(487)

第五节民间文学⋯⋯⋯⋯⋯⋯⋯⋯(488)

第二章广播电视⋯⋯⋯⋯⋯．．(490)
第一节机构队伍⋯⋯⋯⋯⋯⋯⋯⋯(490)

第二节有线广播⋯⋯⋯⋯⋯⋯⋯⋯(490)

第三节电视⋯⋯⋯⋯⋯⋯⋯·一⋯～(491)

第三章档案⋯⋯⋯⋯⋯⋯⋯⋯⋯·(491)

第一节机构⋯⋯．．．-⋯⋯⋯⋯⋯⋯⋯(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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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档案工作⋯⋯⋯⋯⋯⋯⋯一(492)

第四章新闻报道⋯⋯⋯⋯⋯·(492)
第五章文物⋯⋯⋯⋯⋯⋯⋯⋯(496)

第一节历史名胜古迹⋯⋯⋯(496)
第二节革命文物⋯⋯⋯⋯⋯(497)

第三十篇教育⋯⋯⋯⋯⋯⋯(499)

第一章科举教育⋯⋯⋯⋯⋯⋯·(500)
第一节县学⋯⋯⋯⋯⋯⋯⋯⋯⋯⋯(500)

第二节私塾⋯⋯⋯⋯⋯⋯⋯⋯⋯⋯(500)

第二章普通教育⋯⋯⋯⋯⋯·(500)
第一节学前教育⋯⋯⋯⋯⋯⋯⋯⋯(500)

第二节小学教育⋯⋯⋯⋯⋯⋯⋯⋯(501)

第三节中学教育⋯⋯⋯⋯⋯⋯⋯⋯(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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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修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利津县志的编修，始于明代隆庆六

年(1572年)，至民国24年(1935年)，前后有过七次修志。之后，修志事业中

断了将近半个世纪。本届修志，欣逢盛世，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领导下，于

1983年春季开始工作，全体修志人员，忠于职守，辛勤耕耘，七度寒暑，四易其

稿，砥砺琢磨，提高质量。第一部社会主义的《利津县志》终于付梓。这是利津

县文化建设事业中的一大成就j是全县人民政治生活中值得庆贺的大事。‘

《利津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系统记

载全县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尤其评述利津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民

主革命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所走过的艰苦历程和取得的光辉业绩。新

志书，观点正确，资料翔备，文风朴实，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这

是一部资料性、思想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地方文献。

利津县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清代末期，在利津境内掀起了轰轰烈烈

的义和团运动，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民国初期，农民自‘发成立

的“红枪会”组织，反对封建统治，除暴安民。民国8年(1919年)，’在‘‘五四”运动

影响下，县城数百名爱国师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北洋军阀媚日卖国。民国17

年(1928年)，境内已有共产党人活动，利津县早期共产党员李竹如团结文化教育

界中的人士，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利津先后有张昕、安克平、赵干、赵凯、王余音、李

志桥、赵元洪等一大批爱国青年投笔从戎，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同年冬，共产

党人李毓祯在南京国民党监狱获释后，返回家乡，积极从事抗日工作和革命活

动。1941年8月，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旅在利津县境东北部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中共垦区工作委员会及所属各区委相继建立。1942年秋至1943年初，在县境敌占

区和游击区内先后建立起中共蒲(台)利(津)滨(县)和沾(化)利．．(津)滨

(县)两个三边工作委员会。此后，在一些工作基础较好的村庄，陆续发展党员，

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

1944年8月，利津全境解放，9至10月，建立中共利津县委员会和利津县抗



日民主政府。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全县人民积极参加“反奸反霸”、“减租减

息”、土地改革、大参军、支援前线、反蒋治黄、剿匪反特等项工作和斗争，取得

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

革命战争年代，利津人民武装斗争的历史是可歌可泣的。全县有5000余人光

荣入伍，参军参战；8000多人参加轮战营、担架队、运输队，随军进行战地服

务，辗转南北；160余名党政干部随军渡江南下，开辟新解放区；570多名革命先

烈的鲜血洒到了祖国大地。

新中国成立后，全县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改变工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国民经济，建设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作了积极的努力，取得很大成就。但也几经挫折。自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在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使利津农业生产连年获得大丰收。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利津的

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等各项事业也有了崭新的变化。

这部记载着利津沧桑巨变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利津历史的再现。它可以使

我fI．銮往知来，温故知新，既可资政当代，又能惠及后世。值此出版之际，我表

示衷心-祝贺。愿与全县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团结前

进，把利津建设得更加美好。

‘

2 ·

杨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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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津县地处渤海之滨，黄河尾闾，外连诸海，内控全河，历来得河海之利，

也受水患之害。地上生物资源众多，地下石油储藏丰富。千百年来，人民与天

斗，与水斗，争生存，求进步，吃苦耐劳，淳朴求实，在这块黄河积淤而成的海

滨之地上建设家园。置县七百余载，饱经沧桑，历代英才辈出。至清末民国年

间，政治黑暗，阶级压迫；海潮浸蚀，河患频繁，百里盐田被毁，桑枣之林被

．淹；日寇入侵，灾变纷呈，广大群众深受苦难。幸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

日，战功卓著；民主革命，地覆天翻，人民翻身得解放。

一新中国建立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然因“左”的思想干

扰，社会主义建设几经曲折，加之地处边陲，信息不灵，人才缺乏，本地优势没

有得到充分发挥，经济发展缓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本着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从实际出发，：指导生产建设，本县自然优势逐步得到发挥，。工农业生产持，

续发展。人民政府带领全县人民，深化改革，振兴利津经济，实现四化伟业，责

无旁贷。

我于1988年4月主持县府政务，深知不懂历史，就不能深刻理解现实和预见

未来，也就难以作出向前看的决策。对利津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系统地考察和全面

了解，着力探索社会经济发展之规律，实乃为政之要务。所幸中央倡导修志，

省、市领导关怀指导，前任县长郭洪涛组建修志机构，+展开工作。县志办公室全

体编采人员，辛劳七载，撰成本志，再现了全县自然、社会之历史与现状的风‘

貌，．诚可为资政教育之参考。付印在即，欣喜有嘉，谨书以序。

阎鹏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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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以来的路

二、本志原则上以1840年为上限，需溯源的事物适当上溯，下限断至1985

年。详今略古，立足当代，重点记述新中国成立以来36年的史实，尤其详载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绩，以体现时代特点。

三、本志以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为表达形式。首设“概述”，统摄

全志；次设“大事记”，以年代为序纵述1840年以来利津大事要事；“附录”殿后，

不分章节。“志”为主体，采用章节体，共设36篇，171章，520节。图、表随文而

设，照片插人有关章节，以求图文并茂。

四、为充分反映地方特点，黄河，垦务、石油独立设篇。

五、人物篇坚持“生不立传”原则，收录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已故人物，以本籍

人物为主，亦载少数对利津事业有重大贡献的客籍人物。各分志采用以事系人的

方法记载有代表性的在世人物。在机构和组织沿革中，一般只记曾任县(团)正

副职以上人名。 ，

六、各分志冠以无题小序，统摄全篇，使读者未读该篇之前先得要领。

七、本志对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按照实事求是原则分别在“概述”、“大事

记”和各分志中，从不同角度进行记述。

八、本志行文，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援引文字保持原貌，注明出处，数

字应用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

行规定》为准。历史纪年，建国前一律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

元纪年。

九、行文中的“解放前(后)”，系指1944年8月利津县解放前(后)；“建国前

(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或称新中国成立前

(后)。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中央、省、地(市)、县档案；正史、旧志、谱谍、报

刊、社会调查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经鉴别后入志。志内所用统计数据多取于县

统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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