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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酒泉市志》在中共酒泉市委、市人民政府和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有

关部门的支持帮助下，经过编纂人员12年的辛勤努力，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

了，这是我市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一项重大成果，是全市各族人民值得庆贺的

一件大事。
f' ～

《市志》以翔实的资料证明酒泉历史悠久，是一个神秘而富饶的地方。有

“城有金泉"、“其味如酒"而由来之说。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活动

的足迹。自汉代置郡后，更以其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而闻名遐迩，成为丝绸

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北凉国曾在这里建都，其后诸多朝代以这里为省州

府地。酒泉是锁钥三秦，保卫中原腹地的重要屏障，也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桥

梁。历代中原王朝的使者，都是经这里前往西域的；而波斯、古印度等国的

商贾、学者也是经这里到达洛阳，长安的。这条对外开放的通道，是中西经

济文化交流的长廊，也是传播友谊、和平的长廊。中华民族通过这条长廊不

仅吸收了西域各国的文明成果，也使自己的先进文化传向世界，为人类所共

享。 ．。 ! ．．

《市志》以丰富的史实表明，美丽富饶的酒泉曾经是各族人民活动的舞台。

先秦的月氏，汉代的匈奴、羌族以及后来的鲜卑族、吐蕃族、回鹘族、蒙古

族，都先后在这里繁衍生息，孕育了自己的经济、文化与政治，为开发这片

热土做出了贡献。这里曾涌现和活动过一大批杰出的人才，有治国安邦的文

臣武将，也有博通经史的硕儒名流；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名家，也有誉满西陲

的技艺百工。他们或致力于筹边开发，或倡导于文明教化，或笃志于经济发

展，或献身于民族团结。人才荟萃，各领风骚，在酒泉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

的功绩。

《市志》以丰富而珍贵的资料，详尽地记载了酒泉大地上星罗棋布的文物
· Z。



古迹。上迄远古，下至明清，风格迥异，代表着各个时期的特征。关隘要塞、

长城烽燧、文物典籍、地下墓葬等文化遗存与独特的自然景观相映衬，向世

人展示着她那辉煌的过去。
‘

酒泉这块黄金宝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蕴藏着发展农、林、牧、副、

渔业生产的巨大潜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市31万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战天斗地，摆脱贫穷和落后，各条战线、各

行各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甘肃省和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省级历史

文化名城，著名的文化教育之乡，河西重要的商贸旅游城，使酒泉这颗瀚海

中的明珠更加璀璨夺目。《市志》在这方面透过朴实的笔墨也作了颇为充分的
一．

，

展示。
，

’《酒泉市志》以篇、章、节、目为框架，以志、表、图、传、录为形式，

着重记述了解放后的巨大变革和工农业的发展，是一部有关酒泉地方的百科

全书，为我们了解酒泉、热爱酒泉、建设酒泉提供了珍贵史料，对于继承和

弘扬民族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必将产生积极的

作用。7
。

《酒泉市志》的出版，是我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愿全市人民鉴古

知今，继往开来，同心协力，奋发图强，为把酒泉建设得更加美好而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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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政府市长刘遵义

1997年11月



凡 例

_

一、《酒泉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求

实存真的原则，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体例进行编纂，力求

写出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的“一

方之全史"。

二、志书贯通古今，略古详今。下限止于1989年，部分延至1994年。用

现代语体文记述，采用述、记、志、传、丛录、表、图、照等体裁。设专志

45篇，篇下设章节，部分只设章，未分节。连同序、目录、丛录等共115万

字。

三、使用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字。数量一般用阿拉伯数字书写，部分用

汉字书写。历史纪年，清代以前，用汉字书写，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括注公元纪年。古今地名不一致者，加注今名。现行地名，市境内的按照1982

年普查标准地名书写。人物一般直书其名，部分只加职衔。

四、入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以本籍为主，以正面人物为主。只选有

较大影响的已故人物，撰写其传记事略。生人以事系人记入有关章节，部分

收入《简介》人物之内。烈士只收民政部门核准专册可查的，列入名录之内。

五、专用名词术语过长者，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用简称。书内称：

“解放前"或“解放后”，系指1949年9月25日酒泉市和平解放前后。“建国

前"或“建国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六、坚持“详事业，略机构；详关键，略过程；详首创，略常见；详独

具，略共有”的编写要领，力求严谨、朴实、简洁、流畅。

七、本志资料来自档案、史籍、报刊和调查采访，并经考订审核。建国

后的统计数据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以主管部门通用数据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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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优惠政策．．．⋯⋯⋯⋯⋯⋯⋯⋯⋯⋯⋯．．．⋯oo o O o o⋯⋯⋯．．．。(229)

第二节 公房出售⋯⋯⋯⋯⋯⋯⋯⋯．．．⋯⋯⋯⋯⋯⋯⋯⋯⋯⋯⋯(229)

第四章 乡镇建设⋯⋯⋯⋯⋯⋯⋯⋯⋯⋯⋯⋯⋯⋯⋯⋯⋯⋯⋯⋯(230)

第一节 建制镇建设⋯⋯：⋯⋯⋯⋯⋯⋯⋯⋯⋯⋯··ID 00 0 4P O⋯⋯⋯⋯(230)

第二节 农村住宅与水电道路建设⋯⋯⋯⋯⋯⋯⋯⋯一?⋯⋯⋯··(。2 3 1．)

第五章 ，建筑施工⋯⋯⋯⋯⋯⋯⋯⋯⋯⋯⋯⋯0 LDII·41-·⋯⋯⋯⋯⋯⋯(232)

第一节 建筑队伍⋯⋯⋯⋯⋯⋯⋯⋯⋯⋯⋯⋯“⋯⋯⋯⋯·O0一·⋯·(232)

．第二节．建筑设计⋯⋯0 00 BQ O⋯⋯⋯⋯⋯⋯⋯⋯⋯⋯⋯⋯⋯⋯⋯⋯(232)

第三节‘施工设备⋯⋯⋯⋯⋯⋯⋯⋯⋯⋯⋯⋯⋯⋯?⋯⋯⋯⋯⋯·(2 3 3)

第六章 环境保护⋯Ip 0·B didIP0limB O 0 0 0⋯⋯⋯⋯⋯⋯··?⋯⋯⋯⋯·glPII nlBO OIpLD(234)

第一节 污染状况⋯⋯⋯⋯⋯⋯⋯⋯⋯⋯⋯⋯．．．·OIllO⋯⋯．．．·．⋯⋯(234)

第二节 污染治理⋯⋯⋯⋯⋯⋯⋯⋯⋯⋯⋯⋯⋯⋯．．．⋯⋯⋯·?⋯·(234)

一4一



’

第六篇农 业
， 一

．

。
’’’

’ '

一

第一章 。发展简况⋯⋯⋯⋯⋯⋯⋯⋯⋯⋯⋯⋯⋯⋯⋯⋯⋯⋯⋯⋯一(235)

第一节 历史上的农业⋯⋯⋯⋯⋯⋯⋯⋯⋯⋯⋯⋯⋯⋯⋯⋯⋯⋯(2 3 5)

、第二节 建国后的发展状况⋯⋯⋯⋯⋯⋯⋯⋯⋯⋯⋯⋯⋯⋯⋯⋯(2 3 6)

第二章 生产条件⋯⋯⋯⋯⋯⋯⋯⋯⋯⋯⋯⋯⋯⋯⋯一⋯⋯⋯⋯一(239)

第一节耕地⋯⋯OLD LD LDIO⋯⋯ODO O OO⋯⋯⋯⋯⋯⋯⋯⋯⋯⋯⋯⋯⋯⋯(239)

第二节·投入资金⋯⋯⋯⋯⋯⋯⋯j⋯⋯⋯⋯⋯⋯⋯⋯⋯．．．⋯⋯∥(242)

第三节 农业机械⋯⋯⋯⋯⋯⋯⋯⋯⋯⋯LDO O 0'0·⋯⋯⋯⋯⋯⋯⋯‘(2 4 3)

第三章 作物种植⋯⋯⋯⋯⋯⋯⋯⋯·：⋯⋯⋯⋯⋯⋯⋯⋯⋯⋯⋯·(244)

第一节 粮食⋯⋯⋯⋯⋯⋯⋯⋯⋯⋯⋯⋯⋯⋯⋯⋯⋯⋯⋯⋯⋯⋯(244)

第二节 经济作物⋯⋯⋯⋯⋯⋯⋯⋯⋯⋯⋯⋯⋯⋯⋯⋯⋯⋯⋯⋯(254)

．4第三节 良种引进⋯⋯⋯⋯⋯⋯⋯⋯⋯0 0 U 0 00 000 0 00⋯⋯··：⋯¨·。··(2 6 o)

第四节-技术推广⋯⋯⋯⋯⋯⋯⋯⋯⋯⋯⋯⋯⋯⋯⋯．．．⋯⋯⋯⋯(261)

第五节 病虫害防治⋯⋯⋯⋯⋯⋯⋯⋯⋯⋯⋯⋯⋯⋯⋯⋯⋯⋯⋯(2 6 2)

第四章一商品量⋯⋯⋯⋯⋯⋯⋯⋯．．．o·o oo Q⋯⋯⋯⋯⋯⋯．．．⋯-．．⋯!(265)

．第一节‘粮食⋯⋯⋯⋯⋯⋯⋯⋯⋯⋯⋯⋯⋯．．．⋯⋯⋯⋯⋯⋯·_⋯’(265)

。第二节 油料、甜菜⋯⋯⋯⋯⋯⋯⋯⋯⋯?⋯⋯”⋯“··：j··⋯⋯⋯(265)

第三节1瓜类、蔬菜⋯⋯⋯⋯n·⋯⋯⋯⋯⋯⋯⋯-·⋯···；⋯⋯j··⋯(2 66)

第五章。收益分配⋯⋯⋯⋯⋯⋯⋯⋯⋯⋯⋯⋯⋯⋯⋯⋯⋯⋯“⋯·(267)

第一节 粮食分配⋯⋯⋯⋯⋯⋯⋯⋯⋯⋯⋯IJ。pW OQIP qbo⋯⋯O oO Oo。O⋯⋯(267)

第二节’现金分配⋯⋯⋯⋯⋯⋯⋯⋯⋯⋯⋯⋯⋯⋯⋯⋯⋯⋯⋯⋯‘(2 6 8)

第六章”农业机构··‘⋯⋯⋯⋯⋯⋯⋯⋯⋯⋯⋯⋯⋯⋯：．q一0 0 O LD"‰⋯(2 7 1)

第一节 管理机构⋯⋯⋯⋯⋯⋯⋯⋯⋯⋯⋯⋯⋯⋯⋯⋯⋯⋯⋯⋯(271)

第二节 事业机构⋯⋯⋯⋯⋯⋯⋯⋯⋯⋯⋯⋯⋯⋯_⋯⋯⋯⋯⋯(271)

第三节1。农场⋯⋯⋯⋯⋯⋯⋯⋯⋯⋯⋯n⋯⋯⋯-⋯“⋯⋯⋯⋯⋯·‘(272)

第七篇、畜j’牧

第一章’畜禽饲养⋯⋯⋯⋯⋯⋯⋯⋯⋯⋯⋯⋯⋯⋯“⋯·o oo·eo o oo ooo(276)

‘第一节家畜⋯⋯⋯⋯⋯⋯⋯⋯⋯⋯⋯⋯⋯⋯··-?：⋯⋯⋯⋯⋯”一<2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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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

i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章

、第一节一

第二节
’

‘!‘

第一章一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二章t

第三章一

。第一节

：第二节·

i第三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家禽·⋯⋯⋯⋯⋯⋯···⋯⋯⋯⋯⋯⋯⋯⋯·j⋯·⋯⋯⋯⋯··

疫病防治⋯⋯⋯⋯⋯⋯⋯⋯⋯⋯⋯⋯⋯⋯⋯⋯⋯⋯⋯⋯

主要疫病⋯⋯⋯⋯⋯⋯⋯⋯⋯⋯⋯⋯⋯⋯⋯⋯⋯⋯．．．⋯

兽医机构⋯⋯⋯⋯⋯⋯⋯⋯⋯⋯⋯⋯“．⋯⋯⋯⋯⋯⋯⋯
疫病防治⋯⋯⋯⋯⋯⋯⋯⋯⋯⋯⋯⋯⋯⋯⋯⋯⋯⋯⋯⋯

检疫检验⋯⋯⋯⋯⋯⋯⋯⋯⋯⋯⋯⋯⋯⋯⋯⋯⋯⋯⋯⋯

饲草饲料⋯⋯⋯⋯⋯⋯⋯⋯⋯⋯⋯⋯⋯⋯⋯⋯⋯⋯⋯⋯

人工种草⋯⋯⋯⋯⋯⋯⋯⋯⋯⋯⋯⋯⋯⋯⋯⋯⋯⋯⋯⋯

配合饲料⋯⋯⋯⋯⋯⋯⋯⋯⋯⋯⋯⋯⋯⋯_⋯⋯⋯⋯⋯

第八篇林 业
‘

”

林木营造⋯⋯⋯⋯⋯⋯⋯⋯⋯⋯⋯⋯⋯⋯⋯⋯⋯⋯⋯⋯

建圃育苗⋯⋯⋯⋯⋯⋯⋯⋯⋯⋯⋯⋯⋯⋯⋯⋯⋯⋯⋯⋯

植树造林⋯⋯⋯⋯⋯⋯⋯⋯⋯⋯⋯⋯⋯⋯⋯⋯⋯⋯⋯⋯

果树种植⋯⋯⋯⋯⋯⋯⋯⋯⋯⋯⋯⋯⋯⋯⋯⋯⋯⋯⋯⋯

林带建设．．．⋯⋯⋯⋯⋯⋯⋯⋯⋯⋯⋯⋯⋯⋯⋯⋯⋯⋯⋯

品种改良⋯⋯⋯⋯⋯⋯⋯⋯一·⋯“一⋯⋯⋯⋯⋯⋯⋯⋯⋯

病虫防治⋯·⋯⋯·⋯⋯⋯⋯⋯·⋯⋯⋯·⋯⋯⋯⋯⋯”⋯⋯

林业投资⋯⋯⋯⋯⋯⋯⋯⋯⋯⋯⋯⋯⋯⋯⋯⋯⋯⋯⋯⋯

林木管护⋯⋯⋯⋯⋯⋯⋯⋯⋯⋯⋯⋯⋯⋯⋯⋯⋯⋯⋯⋯

管理机构⋯⋯·⋯⋯⋯⋯⋯⋯⋯⋯⋯⋯⋯⋯⋯⋯⋯⋯⋯⋯

业务机构⋯“：⋯⋯⋯⋯⋯⋯⋯⋯⋯⋯⋯⋯⋯⋯⋯⋯⋯⋯

林木管护⋯⋯⋯⋯⋯⋯⋯⋯⋯⋯⋯⋯⋯⋯o Qai 00⋯．．．⋯⋯

林场选介⋯⋯⋯·o 0⋯⋯⋯⋯⋯⋯⋯⋯⋯⋯⋯⋯⋯⋯⋯·

国营林场⋯⋯⋯⋯⋯⋯⋯⋯⋯⋯⋯⋯⋯⋯⋯⋯⋯⋯⋯⋯

镇办林场，⋯⋯⋯⋯⋯⋯⋯⋯⋯⋯⋯⋯⋯⋯⋯⋯⋯⋯⋯⋯

(2 8 2)

(2 8 5)

(28 5)

(2 8 5)

(2 8 6)

(2 8 8)

(288)

(2 8 9)

(2 9 1)

(2 9 3)

(2 9 4)

(2 9 5)

(2 9 6)

(29 7)

(2 9 7)

(2 9 7)

(2 9 7)

(299)

(2 9 9)

(3 0 1)

第九篇‘乡镇企业

第一章 ·发展概述⋯⋯⋯⋯⋯⋯⋯⋯⋯⋯⋯⋯⋯⋯⋯⋯⋯⋯⋯⋯(302)

第一节 1975年前的状况⋯⋯⋯⋯⋯⋯⋯⋯⋯⋯⋯⋯⋯⋯⋯⋯⋯·(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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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二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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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 。

j
’。．

，

第一章

第二章

j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1975至1989年期间的发展⋯m⋯⋯⋯⋯⋯⋯·00 00 0⋯⋯．(302)

企业构成⋯⋯⋯⋯⋯⋯⋯⋯⋯⋯⋯⋯·。⋯⋯⋯⋯⋯⋯⋯”(305)

乡镇办企业⋯⋯⋯⋯⋯⋯州⋯⋯⋯一⋯⋯⋯⋯⋯⋯⋯o(305)

村办企业“⋯⋯OOOOOO⋯⋯⋯．．．m⋯⋯⋯⋯⋯⋯⋯：⋯；⋯·(314)

联户办企业⋯⋯⋯··⋯⋯·⋯⋯⋯⋯”’““⋯⋯⋯⋯⋯⋯⋯(3 1 6)

户办企业⋯⋯⋯．．．·?⋯⋯⋯⋯⋯⋯⋯⋯⋯⋯⋯．．．⋯⋯⋯·(316)

行业构成⋯⋯⋯“小“m⋯一⋯⋯⋯⋯“⋯⋯“m⋯⋯一(3 l 8)’．

种植养殖业⋯⋯⋯⋯⋯⋯．．．⋯⋯⋯⋯⋯⋯⋯⋯⋯⋯⋯⋯(31 8)

工业·⋯⋯⋯“·⋯··⋯⋯“·······”·⋯⋯·“⋯····⋯···”⋯···(3 1 9)

建筑业⋯⋯⋯⋯⋯-⋯⋯⋯⋯⋯⋯⋯⋯⋯⋯甜⋯⋯⋯⋯(324)

运输业⋯⋯⋯⋯⋯“⋯⋯⋯⋯．．．，k⋯“⋯⋯⋯⋯⋯⋯⋯(326)

商业饮食服务业⋯·p oem⋯‘⋯⋯i⋯“⋯·^．．．⋯⋯⋯⋯⋯⋯·(327)

工业产品厶⋯⋯o。·⋯⋯⋯小．．．⋯⋯．．．⋯⋯⋯⋯⋯⋯⋯：(331)

主要产品产量⋯⋯⋯7⋯⋯o··?·．‘．·⋯·：⋯⋯·“⋯·⋯o⋯．．I(3 3 1)

出口产品⋯·”·⋯·i⋯⋯⋯⋯··⋯“⋯⋯⋯⋯⋯“····”：⋯“(333)

经济效益⋯⋯⋯⋯“’⋯⋯“一⋯‰⋯⋯““⋯’⋯：·厶⋯．．-(334)

乡村企业效益⋯．．．⋯⋯⋯⋯“⋯⋯．．⋯⋯“⋯·⋯··⋯⋯·‘(334)

联办、‘户办企业效益⋯⋯“⋯⋯“⋯⋯．．．^⋯⋯⋯、⋯⋯“(3 3 6)
⋯⋯ ，- ，。r一．，一一

t。
·· j‘ t、!二

’。．． ．
第十篇农业机械 ，。，0．，， ．，

农机演变⋯g OO O OO⋯⋯。⋯⋯⋯⋯“⋯⋯⋯⋯⋯⋯⋯⋯⋯⋯·．(337)

农机推广⋯一⋯‰⋯⋯⋯⋯⋯⋯⋯⋯⋯m⋯⋯’⋯⋯⋯⋯(341)

耕作机械⋯⋯⋯⋯⋯⋯⋯⋯⋯⋯⋯⋯一⋯⋯⋯00 0"000⋯⋯·(341)

提灌机械⋯⋯⋯⋯⋯⋯⋯Ⅲ⋯⋯⋯Ⅲ⋯⋯⋯．，．．⋯⋯⋯⋯(347)

植保机械’⋯⋯⋯⋯⋯⋯⋯⋯⋯⋯⋯⋯⋯⋯⋯⋯000 000 O 00 ooo’(349)

收获及场上作业机械m⋯⋯m‰⋯⋯⋯⋯⋯⋯⋯⋯⋯⋯‘(350)

运输机械⋯⋯⋯⋯⋯⋯m⋯⋯m⋯m⋯一⋯⋯⋯⋯⋯⋯(352)

农产品加工及畜牧机械⋯⋯⋯⋯m⋯⋯⋯m⋯⋯：⋯⋯一(354)

农田基本建设机械⋯⋯m⋯⋯⋯．．．⋯⋯“．．．’⋯⋯⋯⋯⋯‘(3 5 6)

半机械化农具⋯⋯⋯一⋯⋯m⋯⋯⋯⋯一⋯⋯⋯⋯⋯⋯(3 5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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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农机管理⋯⋯⋯⋯叭⋯⋯⋯⋯⋯⋯⋯⋯⋯．．．⋯⋯⋯⋯⋯

第一节 管理机构⋯⋯⋯⋯⋯⋯⋯⋯⋯⋯⋯⋯⋯⋯⋯⋯⋯⋯．．．⋯

第二节-农机企业⋯⋯⋯⋯¨⋯⋯⋯⋯⋯⋯．⋯⋯⋯⋯⋯⋯⋯⋯⋯

第三节．农机培训；⋯⋯⋯⋯t⋯⋯⋯⋯⋯⋯⋯⋯⋯⋯⋯⋯⋯⋯⋯··

7第四节 农机监理⋯⋯⋯⋯⋯⋯⋯．．．⋯⋯⋯⋯⋯⋯⋯⋯⋯⋯⋯⋯

第五节 农机经营效益⋯⋯⋯⋯．．．⋯⋯∽⋯，⋯⋯⋯⋯⋯⋯⋯⋯⋯

。 7第六节 农机专业户经营状况．．．⋯．．．⋯慵气．．．·．n．⋯⋯⋯⋯⋯⋯⋯⋯

(360)

(360)

(360)

(362)

(363)

(363)

(365)

第十一篇水 电
‘t 一

‘

’， ● ·· ’‘

第一章水利资源⋯⋯⋯⋯⋯⋯⋯⋯⋯⋯⋯⋯⋯⋯⋯⋯⋯⋯⋯⋯⋯(366)

第一节 河水．⋯⋯．．．⋯．．⋯⋯·．．．⋯⋯⋯⋯⋯⋯⋯⋯⋯⋯⋯⋯⋯⋯(366)

．第二节 泉水。⋯⋯⋯⋯⋯⋯⋯⋯⋯⋯⋯⋯⋯⋯⋯⋯⋯⋯⋯⋯⋯⋯(36 7)

．第三节 冰川⋯⋯，．，．．．．⋯⋯⋯⋯⋯⋯．．u．⋯⋯⋯⋯⋯⋯⋯⋯⋯⋯⋯·(3 6 8)

第四节。地下水，⋯⋯⋯⋯．．．⋯⋯_⋯．．．⋯．．．_·．’．⋯⋯⋯⋯⋯⋯⋯⋯(368)

第二章 水利建设⋯⋯⋯⋯⋯⋯⋯．⋯⋯⋯一⋯⋯，⋯⋯⋯⋯⋯⋯⋯(369)

第一节 柒首⋯⋯．．．⋯⋯“．⋯．．-．⋯⋯”⋯⋯⋯⋯⋯⋯⋯·⋯⋯⋯·⋯(3 6 9)

第二节 渠道⋯⋯⋯⋯⋯⋯⋯⋯⋯⋯⋯⋯．．．⋯⋯⋯⋯⋯⋯⋯⋯⋯(371)

j第三节 水库⋯⋯⋯“．．．．⋯⋯⋯!⋯⋯⋯⋯⋯⋯⋯⋯⋯⋯⋯⋯⋯⋯(373)

．第四节 机井⋯⋯⋯⋯⋯⋯⋯⋯⋯⋯⋯⋯⋯⋯⋯⋯⋯⋯⋯⋯⋯⋯(3 7 6)

·第五节 饮水工程⋯⋯⋯⋯⋯⋯⋯⋯⋯⋯⋯⋯⋯⋯⋯⋯⋯⋯⋯⋯(376)

：第六节 排阴治碱⋯⋯一”t⋯⋯⋯⋯⋯⋯⋯⋯t·⋯⋯·?··⋯⋯⋯⋯(376)

i第七节；防洪⋯．．．t·．-．⋯⋯⋯⋯⋯⋯⋯⋯⋯⋯⋯⋯⋯⋯一⋯⋯⋯⋯(3 78)

第八节。管理⋯．．．．t⋯⋯⋯．．．⋯⋯⋯⋯⋯⋯⋯t”⋯⋯⋯⋯⋯⋯⋯·(378)

第三章 水产⋯⋯．．．-⋯⋯．．．⋯⋯⋯．．．⋯⋯⋯⋯⋯⋯⋯⋯⋯⋯⋯⋯(380)

第一节 资源⋯⋯⋯⋯¨⋯⋯⋯⋯⋯⋯o o 0 00 o ooo⋯⋯⋯⋯⋯⋯⋯⋯(380)

i第二节 渔业生产⋯⋯⋯⋯⋯．．．⋯w⋯⋯⋯⋯⋯⋯⋯⋯⋯⋯⋯⋯(380)

第四章 电力⋯⋯⋯⋯⋯⋯⋯⋯⋯⋯⋯⋯⋯⋯⋯⋯⋯?⋯⋯⋯⋯“(382)

j第一节，发电⋯⋯··一⋯t⋯t⋯⋯⋯·．．．⋯⋯⋯⋯···⋯⋯··⋯·．．．⋯⋯，(3 8 2)

，第二节 供电．．．⋯⋯⋯⋯⋯⋯⋯⋯⋯⋯⋯⋯一k⋯⋯⋯⋯··．，⋯⋯(382)

：第三节 用电⋯⋯⋯⋯⋯．．．⋯⋯⋯⋯⋯⋯⋯⋯⋯⋯⋯⋯⋯⋯⋯⋯(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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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篇工 业一 7
，

，

‘

第一章 工业演变⋯⋯⋯⋯⋯⋯⋯⋯⋯⋯⋯⋯⋯⋯⋯⋯⋯⋯⋯⋯(3 8 6)

第一节 解放前手工业的演变⋯⋯⋯⋯⋯⋯⋯⋯⋯⋯⋯⋯⋯⋯⋯(3 8 6)

，第二节 解放后手工业和现代工业发展筒况⋯⋯⋯⋯⋯⋯⋯⋯⋯(3 8 8)

第二章 工业结构⋯⋯⋯⋯⋯⋯⋯⋯⋯⋯⋯⋯⋯⋯⋯⋯⋯⋯⋯⋯(390)

第一节 所有制结构⋯⋯⋯⋯⋯⋯⋯⋯⋯⋯⋯⋯⋯⋯．．．⋯⋯⋯⋯(390)

．第二节 轻重工业结构⋯⋯⋯⋯⋯⋯⋯⋯⋯⋯⋯⋯⋯，⋯⋯“⋯．．．(392)

第三节 企业类型结构⋯⋯⋯⋯⋯⋯⋯⋯⋯⋯⋯⋯⋯⋯⋯⋯⋯⋯(394)

t第四节 行业结构⋯?⋯⋯：⋯⋯⋯⋯⋯⋯⋯⋯⋯⋯⋯⋯⋯⋯一⋯·(395)

第三章．工业门类⋯⋯⋯⋯⋯⋯Q OO 00 0⋯⋯⋯⋯⋯⋯⋯⋯⋯⋯⋯⋯(398)

r第一节 食品工业⋯⋯⋯⋯⋯⋯⋯⋯⋯⋯⋯⋯⋯⋯⋯⋯⋯⋯⋯．．-(3 9 8)

第二节 机械工业⋯⋯⋯⋯⋯⋯⋯⋯⋯⋯⋯⋯⋯⋯⋯m⋯⋯⋯⋯(400)

第三节 建材工业⋯⋯⋯⋯⋯⋯⋯⋯⋯⋯⋯⋯⋯⋯⋯⋯⋯⋯⋯⋯(401)

。第四节 缝纫工业⋯⋯⋯⋯⋯⋯⋯⋯⋯⋯⋯⋯⋯⋯⋯⋯⋯⋯⋯⋯(403)

第五节 造纸工业⋯⋯⋯⋯⋯⋯⋯⋯⋯···⋯⋯⋯⋯⋯⋯···⋯⋯⋯。(405)

第六节c金属制品业⋯⋯⋯⋯⋯⋯⋯⋯⋯⋯⋯⋯⋯⋯⋯⋯⋯⋯⋯(4 O 6)

第七节 化学工业⋯⋯⋯⋯⋯⋯⋯⋯⋯⋯⋯⋯⋯⋯⋯⋯⋯⋯⋯⋯(407)

第八节 其他工业⋯⋯⋯⋯⋯⋯⋯⋯⋯⋯⋯⋯⋯⋯⋯⋯⋯⋯⋯⋯(409)

第四章‘主要产品产量．．．川⋯．．．⋯⋯⋯⋯⋯⋯⋯Ⅲ⋯⋯⋯⋯⋯⋯(41 1)

‘第一节 原煤等19种产品产量⋯⋯⋯⋯⋯⋯⋯⋯m⋯⋯⋯一⋯⋯(4 1 1)

第二节 萤石等30种产品产量⋯⋯⋯⋯一m．．．⋯⋯⋯⋯⋯⋯⋯⋯(4 1 9)

，第三节‘油罐等46种产品产量⋯⋯⋯一“⋯⋯·?⋯⋯⋯⋯⋯⋯⋯·(4 2 4)

第五章+全员劳动生产率一⋯⋯⋯⋯⋯⋯⋯⋯·o ao o··ooo⋯⋯⋯⋯⋯(430)

。第一节。全民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4 3 0)

7第二节 集体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m⋯⋯“·⋯⋯⋯⋯·．{⋯⋯··“(431)

第六章‘企业盈亏⋯⋯⋯’⋯⋯池m⋯⋯⋯⋯⋯而“⋯⋯⋯⋯⋯⋯(434)

：第一节 全民企业盈亏⋯⋯⋯⋯⋯．．．⋯⋯⋯⋯⋯⋯‰⋯⋯⋯⋯⋯(434)

第二节 集体企业盈亏⋯⋯⋯⋯⋯⋯⋯⋯⋯⋯⋯⋯⋯⋯⋯小⋯⋯(4 3 6)

第七章 部分企业简介⋯⋯⋯⋯⋯⋯⋯⋯⋯⋯⋯⋯⋯⋯⋯⋯⋯⋯(438)
． 一9一



旦 茎

第一节 部分全民所有制企业简介⋯⋯⋯⋯⋯⋯⋯⋯⋯⋯⋯⋯⋯(4 3 8)

第二节 部分集体所有制企业简介⋯⋯⋯⋯⋯⋯⋯⋯⋯⋯⋯⋯⋯(467)
4，

。

t‘ ·、

j
“1

，

第十三篇交 通
1 77

● ’

第一章 公路⋯⋯⋯⋯⋯⋯⋯⋯⋯⋯⋯⋯⋯⋯⋯⋯⋯⋯⋯⋯‰⋯(487)

·第一节。古道⋯⋯⋯⋯⋯OO O OOO⋯⋯⋯⋯⋯⋯⋯⋯⋯⋯⋯⋯⋯⋯⋯(487)

’第二节t干线公路⋯⋯⋯⋯⋯⋯⋯⋯⋯⋯⋯⋯⋯⋯⋯⋯⋯⋯⋯⋯1(488)

第三节 县乡公路⋯⋯⋯⋯⋯⋯⋯⋯⋯⋯⋯⋯⋯⋯⋯⋯⋯⋯⋯⋯(4 8 9)

第四节t桥梁⋯⋯⋯⋯⋯⋯⋯⋯⋯⋯⋯⋯⋯⋯⋯⋯⋯⋯⋯⋯⋯⋯(4 91)

第五节 公路养护⋯⋯⋯⋯⋯⋯⋯⋯⋯⋯⋯⋯⋯⋯⋯⋯；⋯⋯⋯⋯(495)

。第六节 交通工具⋯⋯⋯⋯⋯⋯⋯⋯⋯⋯⋯⋯⋯⋯⋯⋯⋯⋯⋯⋯(4 96)

第七节t运输⋯⋯⋯⋯⋯⋯⋯⋯⋯⋯⋯⋯⋯⋯⋯⋯⋯·⋯⋯⋯⋯··(497)

第八节·交通管理⋯⋯⋯⋯⋯⋯⋯⋯⋯⋯⋯⋯⋯⋯⋯⋯⋯⋯⋯⋯(501)

第二章 铁路⋯⋯⋯OO O Q OO⋯⋯⋯⋯⋯⋯⋯⋯⋯⋯⋯⋯⋯⋯⋯⋯⋯(503)

．第一节 兰新铁路⋯⋯⋯⋯⋯⋯⋯⋯⋯⋯⋯⋯⋯⋯⋯⋯⋯⋯⋯⋯(503)

第二节 铁路支线⋯⋯⋯⋯⋯⋯⋯⋯⋯⋯⋯⋯⋯⋯⋯⋯⋯⋯⋯⋯(503)

第三章 航空⋯⋯⋯⋯⋯⋯⋯O OQ OOO O OO Q⋯⋯⋯⋯⋯⋯⋯⋯⋯⋯⋯(504)
’

‘

第十四篇邮 电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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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jD一

沿革··-··⋯⋯·····”⋯···”⋯·····”·”tt⋯·⋯·⋯⋯····，⋯⋯(505)

邮j攻⋯一·”t···，·t·“⋯··⋯⋯··⋯“·⋯⋯··?···⋯··⋯⋯⋯···(509)

网路·⋯，-⋯⋯·····⋯···⋯⋯⋯··”⋯·⋯·⋯··“⋯⋯⋯······(509)

函件、包件⋯⋯⋯⋯⋯⋯⋯．⋯⋯⋯⋯⋯⋯⋯⋯⋯⋯⋯⋯(5 12)

汇兑、储蓄⋯⋯⋯⋯．．．⋯⋯⋯⋯⋯⋯⋯⋯⋯⋯⋯⋯⋯⋯(5 1 3)

报刊发行⋯⋯⋯⋯⋯⋯⋯⋯⋯⋯⋯⋯⋯⋯⋯⋯⋯⋯⋯⋯(5 1 4)

集邮．!·!⋯⋯⋯⋯⋯⋯⋯⋯⋯·”⋯⋯⋯··⋯?⋯···⋯⋯·”···(5 1 5)

电信!⋯⋯··⋯⋯⋯⋯⋯⋯⋯⋯⋯⋯⋯⋯⋯⋯⋯··⋯⋯⋯·(5 1 7)

电报·!⋯⋯⋯·!⋯⋯⋯⋯⋯⋯⋯⋯⋯⋯⋯⋯······⋯⋯⋯··(5 1 7)

电话·⋯⋯···⋯．．”⋯⋯⋯⋯⋯⋯⋯⋯⋯⋯·，⋯⋯⋯”⋯⋯(5 1 7)



第十五篇商i，业

第一章6商业发展概况⋯⋯⋯⋯⋯⋯⋯⋯⋯⋯⋯⋯⋯⋯⋯⋯⋯⋯

第二章一商业经营体制006 OO O QOO⋯⋯⋯⋯⋯⋯⋯⋯⋯⋯⋯⋯⋯⋯⋯

。第一节 国有商业⋯⋯⋯⋯⋯⋯⋯⋯⋯⋯⋯⋯⋯⋯⋯⋯““”⋯⋯

第二节 集体商业⋯⋯⋯⋯⋯⋯⋯⋯⋯⋯”?⋯⋯⋯·：一”⋯⋯⋯⋯

第三节 个体商业⋯⋯⋯⋯⋯⋯⋯⋯⋯⋯⋯⋯⋯⋯⋯⋯⋯⋯⋯⋯

第三章 饮食服务⋯⋯⋯⋯⋯⋯⋯⋯⋯⋯⋯⋯⋯⋯⋯⋯⋯⋯⋯⋯

。第一节 饮食业⋯⋯⋯⋯⋯⋯⋯⋯⋯⋯⋯⋯⋯⋯⋯⋯j⋯⋯⋯⋯”

：第二节 服务业⋯⋯⋯⋯⋯⋯⋯⋯⋯⋯⋯⋯⋯⋯⋯⋯⋯⋯⋯⋯⋯

第四章 ”外贸出口商品收购⋯⋯⋯⋯⋯⋯⋯r⋯!⋯⋯⋯⋯⋯⋯“

第十六篇粮 、食

第一章一购销⋯⋯⋯⋯⋯⋯⋯⋯⋯⋯⋯⋯⋯⋯⋯⋯⋯⋯⋯⋯⋯⋯

第一节 粮油收购．．．⋯⋯⋯⋯⋯⋯⋯⋯⋯⋯⋯一·⋯⋯⋯⋯⋯⋯⋯·

第二节 粮油销售。⋯⋯⋯⋯⋯⋯···⋯⋯⋯⋯⋯⋯⋯⋯⋯⋯⋯⋯⋯

第二章，加工⋯⋯⋯⋯⋯⋯⋯⋯⋯⋯．．．⋯⋯⋯⋯．．．⋯⋯⋯⋯⋯⋯

第一节；粮食加工+⋯⋯⋯⋯⋯⋯⋯⋯．，．⋯⋯⋯⋯⋯⋯⋯⋯⋯⋯⋯

第二节 油脂加工·⋯．．．．⋯⋯⋯⋯⋯⋯⋯⋯⋯⋯⋯⋯⋯⋯·：”!⋯⋯

第三节 饲料加工⋯⋯⋯⋯⋯⋯⋯⋯⋯⋯⋯⋯⋯⋯⋯⋯⋯⋯⋯⋯

第四节 食品加工⋯⋯⋯⋯⋯⋯⋯⋯⋯⋯⋯⋯⋯⋯⋯∥⋯一⋯⋯

第五节 产值。利润“⋯⋯一⋯⋯⋯⋯⋯⋯⋯⋯⋯⋯⋯”OOI O OO⋯⋯

第三章 调拨⋯⋯⋯⋯⋯⋯⋯⋯⋯⋯⋯⋯⋯⋯⋯⋯⋯⋯⋯⋯⋯⋯

第一节粮食调拨⋯⋯⋯⋯⋯⋯⋯⋯⋯⋯⋯⋯⋯⋯⋯⋯⋯⋯⋯⋯

第二节．油脂调拨。．．．⋯⋯⋯t“⋯⋯t”⋯一，⋯⋯⋯⋯⋯⋯⋯““”⋯

第四章 仓储．．．⋯⋯⋯⋯⋯⋯⋯⋯⋯⋯⋯⋯⋯⋯⋯⋯⋯⋯?⋯⋯“

第一节．仓储运输设施⋯⋯⋯⋯⋯⋯⋯⋯⋯⋯⋯⋯j⋯⋯⋯⋯⋯”

第二节 粮食库存⋯⋯⋯⋯⋯⋯⋯⋯⋯?⋯⋯⋯⋯⋯⋯⋯⋯⋯⋯”

第三节 油脂库存⋯⋯⋯⋯⋯⋯⋯⋯⋯⋯⋯⋯⋯⋯⋯⋯⋯”⋯“”

(5 2 3)

(530)

(5 30)

(534)

(5 4 3)

(5 4 5)

(5 4 5)

(5 4 5)

(5 5 0)

一j工一

))))))))))))))))

5

5

3

4

4

4

4

4

5

8

8

9

1

1

1

2

5

5

6

7

7

7

7

7

7、7

7

7

8

8

8

8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第十七篇物’‘ 资

第一章一物资管理⋯⋯⋯⋯⋯⋯⋯⋯⋯⋯⋯⋯⋯⋯⋯⋯⋯⋯⋯⋯(584)

第二章 一物资消费⋯⋯⋯⋯⋯⋯⋯⋯⋯⋯⋯⋯⋯⋯⋯⋯⋯“⋯⋯·(。5 8 5)

第三章 物资企业物资购进与销售⋯⋯⋯⋯⋯⋯⋯⋯⋯⋯⋯⋯⋯(592)

第四章， 物资企业经营状况⋯⋯⋯⋯⋯·⋯⋯⋯⋯⋯⋯⋯÷．．⋯⋯⋯⋯一(5 9 5)

‘
， f-、

‘

第十八篇旅 游 、 ，

● ， f1 ‘ ’ ’
”

+，

．～

第一章 旅游资源⋯⋯⋯⋯⋯⋯⋯⋯⋯⋯⋯⋯⋯⋯⋯⋯⋯⋯⋯⋯(5 97)

第二章 机构、设施与管理⋯⋯⋯⋯⋯⋯⋯⋯：⋯⋯⋯⋯⋯⋯⋯”(598)

第三章 接待游客与营业收入⋯⋯⋯⋯⋯⋯⋯⋯⋯v⋯⋯⋯⋯⋯·(600)

第十九篇财 ”税

第一章 财政⋯⋯O 4JB O 0 o de e O⋯⋯⋯⋯⋯⋯⋯⋯⋯⋯⋯⋯⋯⋯··j．．．⋯(603)

第一节 体制⋯．．．⋯⋯⋯⋯⋯⋯⋯⋯“一·⋯⋯⋯⋯⋯⋯-⋯⋯⋯⋯，(603)

第二节 收入’⋯⋯⋯⋯⋯⋯．．．⋯⋯⋯．．．⋯⋯⋯⋯⋯⋯⋯⋯⋯，⋯”(6 04)

。第三节 支出’m⋯一⋯⋯⋯⋯⋯Ⅲ⋯⋯⋯⋯⋯⋯⋯⋯⋯⋯⋯⋯⋯(607)

第四节 预算外资金⋯⋯⋯⋯⋯⋯⋯⋯⋯⋯⋯⋯⋯⋯o⋯⋯“⋯”(6 1 1)

·第五节‘乡镇财政⋯⋯⋯⋯⋯⋯⋯⋯⋯⋯⋯⋯：⋯⋯·?⋯⋯⋯⋯⋯。(6 1 1)

第二章‘。工商税收⋯⋯⋯⋯⋯⋯⋯⋯⋯⋯一．．．⋯⋯⋯⋯⋯⋯⋯⋯(6 1 3)

第一节‘税制m⋯“⋯⋯⋯一⋯．．．⋯m⋯⋯⋯⋯⋯⋯⋯⋯⋯．．⋯-(6l 3)

，第二节 税额⋯⋯⋯⋯⋯⋯⋯⋯⋯⋯⋯⋯⋯⋯m⋯⋯⋯⋯．．．⋯⋯(614)
。：，， -⋯，* -r．t 一：’!』 。 ’

第二十篇金 融 ，一， j

，

’

第一章 ‘机构．．．⋯⋯⋯⋯⋯eee·dbO 6 O&e e o 6e o 6 o 6⋯⋯⋯⋯⋯⋯⋯⋯⋯⋯(6 l 7)

·第一节 银行⋯．．．⋯⋯⋯⋯⋯⋯“⋯⋯⋯⋯⋯⋯⋯⋯⋯⋯⋯⋯⋯(6l 7)

’第二节‘信用合作社⋯⋯⋯山⋯⋯⋯⋯：⋯⋯⋯⋯⋯⋯⋯·⋯·⋯⋯(6 1 8)

’第三节 保险公司⋯⋯⋯⋯“⋯⋯⋯⋯⋯⋯⋯j⋯_⋯··⋯⋯⋯⋯(6 1 9)

第四节 学会⋯⋯⋯⋯⋯⋯⋯小“⋯⋯；⋯⋯；·⋯⋯⋯⋯．．．⋯⋯⋯(6 l 9)

第二章 货币⋯⋯⋯⋯⋯⋯⋯⋯⋯⋯⋯⋯⋯⋯⋯⋯⋯⋯⋯⋯⋯⋯(620)

一Z2一



虽 墨

第一节 货币种类．．．···⋯⋯⋯．．．⋯⋯⋯⋯⋯⋯⋯⋯⋯⋯⋯⋯⋯⋯(6 2 o)

第二节 货币流通⋯⋯⋯⋯⋯⋯⋯⋯⋯⋯⋯⋯⋯⋯⋯⋯⋯⋯⋯⋯(620)

第三节 金银收兑⋯⋯⋯⋯小⋯⋯⋯⋯⋯⋯⋯⋯⋯⋯⋯⋯⋯⋯⋯(6 2 3)

第三章 信贷⋯⋯⋯⋯⋯⋯⋯⋯⋯⋯⋯⋯⋯．，．．⋯⋯⋯⋯miio“⋯·(624)

第一节 存款⋯⋯⋯⋯⋯⋯⋯m⋯⋯⋯⋯⋯-．．⋯y⋯⋯⋯⋯⋯⋯·(6 24)

第二节 贷款⋯⋯⋯⋯⋯⋯⋯⋯⋯⋯⋯⋯⋯⋯⋯⋯⋯⋯⋯⋯⋯⋯(6 2 6)

第四章 保险⋯⋯⋯⋯·-⋯⋯⋯⋯⋯小“：⋯．．．⋯o⋯‰⋯⋯⋯⋯(630)

‘第一节 承保0 00 0(8 0⋯⋯：”··t“⋯⋯⋯j：··⋯⋯⋯⋯⋯⋯⋯⋯⋯⋯⋯(6 3 O)

第二节 赔付⋯⋯⋯⋯⋯⋯⋯⋯⋯⋯⋯⋯O O O O4JB⋯⋯⋯⋯⋯⋯⋯⋯(6 3 1)

第二十一篇物 价 。．；
，

。

．·

二‘

第一章“市场价格⋯⋯⋯⋯⋯江⋯⋯⋯⋯⋯⋯⋯⋯⋯“⋯⋯⋯⋯·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市场价格∥⋯⋯⋯．．．⋯⋯⋯⋯⋯⋯⋯⋯⋯”·

第二节 建国后的市场价格⋯⋯⋯⋯⋯⋯⋯⋯⋯⋯⋯⋯⋯⋯⋯⋯

第三节 集市贸易价格⋯⋯⋯⋯出⋯⋯⋯⋯o⋯⋯⋯⋯⋯“i⋯⋯

第二章⋯工农产品交换比价“⋯⋯⋯m⋯⋯⋯⋯⋯⋯⋯⋯⋯⋯⋯

第三章 物价管理⋯⋯⋯?⋯⋯⋯⋯⋯⋯⋯⋯⋯⋯⋯⋯⋯⋯⋯⋯”
4●

_， 』
f

_ ．。．⋯+。． 第；十二篇 工商行政管理

第一章一对私改造⋯m⋯⋯⋯一⋯⋯⋯⋯．．．⋯⋯⋯⋯⋯⋯“⋯⋯·

第二章 市场管理。‰⋯⋯⋯⋯⋯⋯⋯⋯⋯⋯⋯“⋯“¨⋯⋯⋯⋯·

第三章⋯～工商企业登记小m⋯⋯⋯⋯⋯．．．⋯⋯⋯⋯⋯⋯⋯⋯⋯⋯

第四章⋯个体私营经济管理⋯⋯⋯⋯m⋯⋯⋯⋯⋯⋯⋯⋯⋯⋯⋯

第五章 ‘经济合同管理m⋯⋯⋯⋯⋯⋯⋯⋯⋯⋯⋯⋯⋯⋯⋯‘⋯⋯

第六章 商标广告管理·?⋯?⋯⋯⋯⋯⋯⋯·：⋯⋯⋯⋯⋯⋯⋯⋯⋯·

(6 3 3)

(6 3 3)

(6 3 3)

(6 3 9)

(64 0)

(6 4 1)

(6 4 2)

(6 4 3)

(6 4 5)

(6 4 8)

(650)

(6 5 1)

， 叫3_／7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二十四篇 中国共产党酒泉市地方组织
‘ 。

!。

t党代表大会⋯w⋯∥⋯⋯⋯⋯⋯⋯⋯⋯⋯⋯⋯⋯⋯⋯⋯(65 5)

组织机构⋯⋯，．．⋯⋯⋯⋯⋯⋯⋯⋯⋯⋯⋯⋯_⋯⋯⋯⋯(6 58)

．主要工作·r⋯⋯．．，，．．．．，⋯⋯W⋯⋯⋯⋯⋯⋯⋯．．．⋯⋯⋯(67 1)

、第二十五篇，民国时期酒泉县的国民党及
。，． 三民主义青年团地方组织 ．

第一章 国民党酒泉县地方组织⋯·：⋯⋯．-．．··：⋯⋯⋯⋯⋯⋯⋯⋯·

第二章。三民主义青年团酒泉县地方组织一⋯⋯⋯⋯⋯⋯⋯⋯⋯
‘i

第二十六篇 民国时期酒泉县地方政权与参议会
，

第一章。。民国时期酒泉县政权⋯⋯⋯⋯⋯．．．⋯⋯⋯．．．⋯⋯⋯⋯⋯

第二章⋯县参议会⋯g O o·⋯⋯⋯⋯⋯“⋯⋯⋯⋯⋯⋯⋯⋯⋯⋯”

·} ： - ‘

第二十七篇 民主党派
二 4，_l

第一章 民革⋯⋯⋯⋯⋯⋯⋯⋯⋯⋯⋯“⋯⋯⋯⋯⋯⋯⋯⋯⋯⋯

第二章。，民盟⋯⋯⋯⋯⋯⋯⋯⋯．．．⋯⋯⋯⋯”，⋯．．，”⋯⋯⋯⋯⋯·

第三章，民建⋯一⋯⋯⋯中⋯⋯⋯⋯⋯⋯⋯⋯⋯⋯⋯⋯．．．⋯⋯⋯

第四章 九三学社⋯⋯⋯⋯⋯⋯⋯⋯⋯⋯，．．⋯⋯⋯⋯⋯⋯⋯⋯⋯

第五章 民进⋯一⋯⋯⋯⋯⋯一，．．⋯⋯⋯叫⋯⋯⋯⋯⋯．．．⋯⋯⋯

第六章 农工民主党⋯⋯⋯⋯⋯⋯⋯⋯⋯⋯⋯⋯⋯⋯⋯⋯⋯⋯⋯

。；， ． -c． ’{ t

第二十八篇群众团体’
’’

第一章 工人团体⋯⋯⋯⋯⋯⋯⋯⋯⋯⋯⋯“⋯⋯⋯⋯⋯⋯⋯⋯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的工会⋯⋯⋯⋯⋯⋯⋯⋯⋯“⋯⋯⋯“⋯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会组织⋯⋯⋯⋯⋯⋯⋯⋯⋯⋯，⋯⋯⋯

第二章 青少年团体⋯⋯⋯⋯⋯⋯⋯⋯⋯⋯⋯⋯⋯⋯⋯⋯⋯⋯⋯

一‘24一

(6 8 8)

(6 9 1)

(6 9 2)

(6 9 4)

(695)

(696)

(6 9 7)

(699)

(7 00)

(7 0 1)

(702)

(702)

(7 0 2)

(708)



旦 茎

‘

第一节 共青团⋯⋯⋯⋯⋯⋯⋯⋯⋯⋯⋯⋯⋯⋯⋯⋯⋯⋯⋯⋯⋯(708)

第二节 少先队⋯··：⋯⋯⋯⋯⋯⋯⋯⋯⋯⋯⋯⋯⋯⋯⋯⋯⋯⋯⋯(7 1 1)

第三章 妇女团体⋯⋯⋯⋯⋯⋯⋯⋯⋯⋯⋯⋯⋯⋯⋯⋯⋯⋯⋯⋯(7 l 3)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的妇女会⋯⋯⋯⋯⋯⋯⋯⋯⋯⋯⋯⋯⋯⋯(7 13)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妇女联合会⋯⋯“⋯⋯⋯⋯．．⋯··⋯⋯⋯(7 l 3)

第四章 农民团体⋯⋯⋯⋯⋯一⋯⋯⋯⋯⋯⋯⋯⋯⋯”-．．⋯⋯⋯”(7 1 9)

·第一节’民国时期的农会⋯⋯⋯⋯。”⋯⋯⋯一⋯⋯⋯⋯⋯⋯“⋯(71 9)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民协会⋯⋯⋯⋯⋯⋯⋯⋯⋯⋯⋯⋯⋯(7 1 9)

第三节”贫下中农协会4⋯⋯⋯⋯⋯⋯⋯⋯⋯“⋯⋯⋯⋯⋯⋯·’⋯⋯(7 2 O)

第五章 工商业团体⋯⋯⋯⋯-．．．⋯⋯．．．．⋯⋯⋯⋯⋯⋯⋯o⋯⋯⋯(721)

第一节‘民国时期的商会⋯⋯⋯⋯⋯⋯⋯⋯⋯⋯⋯⋯⋯：⋯⋯⋯o(7 2 1)

第二节‘新中国成立后的工商业联合会⋯⋯⋯⋯⋯⋯⋯．．一．⋯⋯⋯(7 2 1)

第六章 ’科学技术团体⋯⋯⋯⋯⋯⋯⋯⋯．．．⋯⋯⋯⋯⋯⋯⋯⋯⋯(723)

、第一节 科协组织⋯⋯⋯⋯⋯⋯⋯⋯⋯⋯⋯⋯⋯⋯⋯⋯⋯⋯⋯⋯(723)

第二节。开展的活动⋯⋯⋯⋯⋯⋯⋯⋯⋯⋯⋯⋯⋯““⋯⋯⋯⋯”(724]!

第七章 归国华侨团体⋯⋯⋯⋯⋯⋯⋯⋯⋯⋯⋯⋯⋯⋯⋯⋯⋯⋯<725)

第八章 ，个体劳动者协会⋯一⋯⋯⋯⋯⋯．．．⋯⋯⋯⋯⋯⋯⋯⋯⋯(726)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二十九篇人民代表大会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j

人民代表大会⋯·“⋯⋯⋯⋯⋯m⋯⋯⋯⋯⋯⋯⋯⋯⋯⋯

人大常委会．．⋯⋯⋯⋯⋯一i⋯⋯⋯⋯⋯⋯⋯⋯⋯⋯⋯⋯·

』‘。 ，{、

(7 2 8)

(7 3 1)

(7 3 5)

，· ，。
’． 1^ ?，

第三十篇人民政府
，

工作机构．．．一⋯⋯‰⋯⋯⋯．．．⋯⋯⋯⋯⋯．1．⋯⋯⋯⋯⋯⋯⋯⋯(7 3 9)

基层政权⋯⋯．．．．⋯“⋯⋯⋯⋯⋯⋯⋯⋯⋯⋯“⋯⋯⋯⋯⋯⋯⋯(749)

部分工作：⋯⋯⋯⋯⋯⋯⋯⋯⋯⋯⋯⋯⋯⋯⋯⋯⋯⋯⋯⋯⋯(7 5 1)

‘ ● ，t
，

；
。

第三十一篇人民政协

第一章 历届政协委员会议⋯一⋯⋯⋯⋯⋯⋯⋯⋯⋯⋯一⋯⋯⋯⋯⋯⋯(75 6)

一j5一



旦 茎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一章

第一节

i’第二节

t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一章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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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6一

组织机构⋯⋯⋯⋯⋯⋯⋯⋯⋯⋯⋯⋯⋯⋯⋯⋯⋯⋯⋯⋯⋯⋯⋯(7 6 O)

主要活动⋯⋯⋯⋯⋯⋯⋯⋯⋯⋯⋯⋯⋯⋯⋯’⋯⋯⋯⋯⋯⋯⋯m．(765)

。， ，．+t
。

，。 。⋯
。“

．，?

第三十二篇军 事
‘ ， 。 ～ ‘ ‘’

驻军··⋯⋯⋯”⋯⋯⋯⋯⋯⋯⋯···⋯·⋯··“·一··⋯⋯⋯····(7 6 7)

清代驻军⋯⋯⋯⋯⋯⋯⋯⋯⋯⋯⋯⋯⋯⋯⋯．．．⋯⋯⋯⋯(76 7)

民国时期驻军⋯⋯⋯⋯⋯⋯⋯⋯⋯⋯⋯⋯⋯⋯⋯⋯⋯⋯(768)

解放后驻军⋯⋯⋯⋯⋯⋯⋯⋯⋯⋯⋯⋯⋯⋯⋯··，⋯⋯⋯(7 6 9)

解放后军事机构⋯⋯⋯⋯⋯⋯⋯一”⋯⋯⋯-⋯⋯⋯⋯⋯(7 70)

地方武装⋯⋯⋯⋯⋯⋯⋯⋯⋯⋯⋯⋯⋯⋯⋯⋯⋯⋯⋯⋯(7 76)

民国时期地方武装⋯⋯⋯⋯⋯⋯⋯⋯⋯⋯⋯⋯⋯⋯⋯⋯(7 76)

解放后地方武装⋯⋯⋯⋯⋯⋯⋯⋯⋯⋯⋯⋯⋯⋯⋯⋯⋯(7 7 6)

民兵⋯⋯⋯⋯⋯⋯⋯⋯··，⋯0 0 0,000⋯⋯⋯⋯⋯⋯·⋯··?⋯”(7 7 8)

兵役制度⋯⋯⋯⋯⋯⋯⋯⋯⋯⋯⋯⋯⋯⋯⋯⋯⋯⋯⋯⋯⋯⋯⋯(7 8 1)

防空⋯⋯⋯⋯⋯⋯⋯⋯⋯⋯⋯⋯⋯⋯⋯⋯⋯⋯⋯⋯⋯⋯⋯⋯⋯(783)

重要兵事⋯⋯⋯⋯⋯⋯⋯⋯⋯⋯⋯⋯⋯⋯⋯⋯⋯⋯⋯．．．⋯⋯⋯(784)

第三十三篇政 法

， “

公安“⋯⋯⋯一·⋯⋯⋯⋯⋯⋯⋯⋯⋯⋯⋯··⋯⋯⋯⋯⋯“

惩治罪犯⋯⋯⋯⋯⋯⋯⋯⋯⋯“．·⋯⋯⋯⋯⋯⋯⋯⋯⋯⋯

治安管理⋯⋯⋯⋯⋯⋯⋯⋯⋯⋯⋯⋯⋯⋯⋯⋯⋯⋯⋯⋯

消防管理⋯⋯⋯⋯一⋯⋯⋯⋯⋯⋯⋯⋯⋯⋯⋯⋯⋯⋯⋯

群防群治⋯⋯⋯⋯⋯⋯⋯⋯⋯⋯⋯⋯⋯⋯⋯⋯⋯⋯⋯．⋯

监督改造四类分子⋯⋯⋯⋯⋯一⋯⋯⋯⋯⋯⋯⋯⋯⋯⋯

看守”··”⋯”“⋯⋯””··⋯⋯⋯“···⋯···“”··⋯-⋯⋯⋯”

武装警察⋯⋯⋯⋯⋯⋯⋯⋯⋯⋯⋯⋯⋯⋯⋯⋯⋯．．，．⋯⋯

检察⋯⋯⋯⋯⋯⋯⋯··⋯⋯⋯⋯······⋯⋯⋯·⋯·”···，⋯“

刑事检察⋯⋯⋯⋯⋯⋯⋯⋯⋯⋯⋯⋯⋯⋯⋯⋯⋯⋯⋯⋯

经济检察⋯⋯⋯⋯o⋯⋯⋯⋯⋯⋯⋯⋯⋯⋯⋯⋯⋯⋯⋯·

法纪检察⋯O 0·ll⋯⋯⋯⋯⋯⋯⋯⋯⋯⋯⋯⋯⋯·‘⋯⋯⋯⋯

(7 9 2)

(7 9 3)

(796)

(798)

(800)

(8 O 1)

(802)

(802)

(804)

(8 04)

(807)

(8 O 9)



H
n

七
一

梦

旦 丞

第四节 监所检察⋯⋯⋯⋯⋯⋯⋯⋯⋯⋯⋯⋯⋯⋯⋯⋯⋯⋯⋯⋯(81 1)

第五节-控告申诉检察⋯⋯⋯⋯⋯⋯⋯⋯⋯⋯⋯⋯“⋯⋯⋯⋯⋯(812)
第三章。 审判⋯⋯⋯⋯⋯⋯⋯⋯⋯⋯⋯⋯⋯⋯⋯⋯⋯⋯⋯⋯⋯⋯(81 4)

第一节 刑事审判⋯⋯⋯⋯⋯⋯⋯⋯⋯⋯⋯⋯⋯⋯⋯⋯⋯⋯⋯⋯(8 1 4)

第二节 民事审判⋯⋯⋯⋯⋯⋯⋯⋯⋯⋯⋯⋯⋯⋯⋯。j g og gle：⋯··(8 1 6．)

+第三节’经济审判．⋯⋯⋯⋯⋯⋯⋯⋯⋯⋯⋯⋯“·⋯⋯⋯⋯⋯⋯“(8 1 7)

第四节‘清理纠正冤假错案⋯⋯⋯⋯⋯”⋯⋯⋯·⋯⋯“川⋯⋯⋯(8 1 8)

第四章·行政司法⋯⋯⋯⋯⋯⋯⋯⋯⋯⋯⋯⋯⋯⋯⋯⋯⋯⋯⋯．．．(820)

t第一节 法制宣传教育⋯⋯⋯⋯⋯⋯⋯⋯⋯⋯⋯⋯⋯⋯⋯⋯⋯⋯(820)

。第二节 民事调解⋯⋯⋯．．．⋯⋯⋯⋯⋯⋯⋯⋯⋯⋯⋯⋯⋯⋯⋯⋯(821)

：第三节 公证⋯⋯⋯⋯⋯⋯⋯⋯⋯⋯⋯⋯⋯⋯⋯⋯“：⋯．．．⋯!⋯·-(82 1)

。第四节 律师⋯⋯⋯⋯⋯⋯⋯⋯⋯⋯⋯⋯⋯⋯⋯⋯“·⋯⋯⋯⋯⋯(8 2 3)

，： ．

‘

．

、 。

。二 ”．

第三十四篇民 政
．

+’ ～

第一章 支前、优抚⋯⋯⋯⋯⋯⋯⋯⋯⋯⋯⋯·：⋯⋯⋯⋯⋯⋯⋯·(824)

。第一节 支前⋯OOQ O 0 0⋯0 00 00 0⋯⋯⋯⋯⋯⋯0 QO O·0⋯⋯⋯·?⋯⋯⋯⋯·(8 2 4)

第二节“优抚⋯⋯⋯⋯⋯⋯⋯⋯⋯⋯⋯⋯⋯⋯⋯⋯⋯⋯⋯⋯⋯⋯(825)

第三节 安置⋯⋯⋯⋯⋯⋯⋯⋯⋯⋯⋯⋯⋯⋯⋯．．．⋯⋯““⋯⋯”(8 28)

’第四节‘拥军优属．．⋯“⋯⋯⋯⋯⋯⋯⋯⋯⋯⋯⋯⋯⋯“·⋯⋯⋯⋯(8 2 9)

、第五节 烈士褒扬⋯⋯⋯⋯⋯⋯⋯⋯⋯⋯⋯⋯⋯⋯⋯·⋯·．．·⋯⋯(830)
第二章 民事工作⋯⋯⋯⋯⋯⋯⋯⋯⋯⋯⋯⋯⋯⋯⋯．．．⋯一⋯⋯(832)

第一节 灾害救济⋯⋯⋯⋯⋯⋯⋯⋯⋯⋯⋯⋯⋯⋯⋯⋯⋯⋯⋯”?(8 3 2)

第二节 社会救济⋯⋯⋯⋯⋯⋯⋯⋯⋯⋯⋯⋯⋯⋯⋯⋯⋯⋯⋯·(833)
第三节 福利事业⋯⋯⋯⋯⋯⋯⋯⋯⋯⋯⋯⋯⋯⋯⋯⋯⋯⋯⋯⋯(834)

第四节1移民安置⋯⋯⋯⋯⋯⋯⋯⋯⋯⋯⋯⋯⋯⋯⋯⋯⋯⋯⋯⋯(8 3 6)

第五节 城镇居民下放与回城⋯⋯⋯⋯⋯⋯⋯⋯⋯⋯⋯⋯⋯⋯⋯(83 6)

第六节。婚姻登记⋯⋯⋯⋯⋯⋯⋯⋯⋯⋯⋯⋯⋯⋯⋯⋯⋯⋯⋯⋯(8 3 7)

第三十五篇人事劳动

第一章 行政干部⋯⋯⋯⋯⋯⋯⋯⋯⋯⋯⋯⋯⋯⋯⋯⋯⋯⋯⋯⋯(83 9)

’ ～Z7一

叫



第一节 来源、构成⋯⋯⋯⋯⋯⋯⋯⋯⋯⋯⋯⋯⋯⋯⋯⋯⋯⋯⋯(8 3 9)

一第二节 管理⋯⋯⋯⋯⋯⋯⋯⋯⋯⋯⋯⋯⋯···⋯⋯⋯⋯⋯⋯⋯⋯(84 3)

第三节 落实知识分子和干部政策⋯⋯⋯⋯⋯⋯⋯⋯⋯⋯⋯⋯⋯(844)

第四节 培训⋯⋯⋯⋯⋯⋯⋯⋯⋯⋯⋯⋯．．．⋯⋯⋯⋯⋯⋯⋯⋯⋯(845)

第二章 劳动工资⋯⋯⋯⋯⋯⋯⋯⋯⋯⋯⋯⋯⋯⋯⋯⋯⋯⋯⋯⋯(847)

第一节 职工⋯⋯⋯⋯⋯⋯⋯⋯⋯⋯⋯⋯⋯⋯⋯⋯⋯⋯⋯⋯⋯⋯一(8 4 7)

第二节 劳动制度和劳动管理⋯⋯⋯⋯⋯⋯⋯⋯⋯⋯⋯⋯⋯⋯··(8 5 1)

第三节，劳动就业⋯⋯⋯⋯⋯⋯⋯⋯⋯⋯⋯⋯⋯⋯⋯．．．⋯⋯⋯⋯(8 5 2)

’第四节 劳动保护⋯⋯⋯⋯⋯⋯⋯⋯⋯⋯⋯⋯⋯⋯⋯⋯．．．⋯⋯⋯(853)

第五节 工资⋯⋯⋯⋯⋯⋯⋯⋯⋯⋯⋯⋯⋯⋯⋯⋯⋯⋯⋯⋯⋯⋯(8 5 4)

第三章·离休退休⋯⋯⋯⋯⋯⋯⋯⋯⋯⋯⋯⋯⋯⋯⋯⋯⋯⋯⋯⋯(862)

第一节 干部离休⋯⋯⋯⋯⋯⋯⋯⋯⋯⋯⋯⋯⋯⋯⋯⋯⋯⋯⋯⋯(862)

第二节 职工退职退休⋯⋯⋯⋯⋯⋯⋯⋯⋯⋯⋯⋯⋯⋯⋯⋯⋯⋯(8 6 2)
F ●

第三十六篇 科技地震测报档案
f

第一章 科学技术⋯⋯⋯⋯⋯⋯⋯⋯⋯⋯⋯⋯⋯⋯⋯⋯⋯⋯⋯⋯

第一节机构、人员⋯⋯⋯⋯⋯⋯⋯⋯⋯⋯⋯⋯⋯⋯⋯⋯⋯⋯⋯

第二节 科学普及⋯⋯⋯⋯⋯⋯⋯⋯⋯⋯⋯⋯⋯⋯⋯⋯⋯⋯⋯⋯

第三节 科研成果⋯⋯⋯⋯⋯⋯⋯⋯⋯⋯⋯⋯⋯⋯⋯⋯⋯“⋯⋯·

1第四节 科．技推广⋯⋯⋯⋯⋯⋯⋯⋯⋯⋯⋯⋯⋯⋯⋯⋯⋯⋯⋯⋯

第二章 地震测报⋯⋯⋯⋯⋯⋯⋯⋯⋯⋯⋯⋯⋯⋯⋯⋯⋯⋯⋯⋯

第一节 机构、人员⋯⋯⋯⋯⋯⋯⋯⋯⋯⋯⋯⋯⋯⋯⋯⋯⋯⋯⋯

第二节 测报工作⋯⋯⋯⋯⋯⋯⋯⋯⋯⋯⋯⋯⋯⋯⋯⋯⋯⋯⋯⋯

第三章 档案管理⋯⋯⋯⋯⋯⋯⋯⋯⋯⋯⋯⋯⋯⋯⋯⋯⋯⋯⋯⋯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设施⋯⋯⋯⋯⋯⋯⋯⋯⋯⋯⋯⋯⋯⋯⋯⋯⋯⋯⋯⋯⋯⋯

第三节t整理 保管⋯⋯⋯⋯⋯⋯⋯⋯⋯⋯⋯⋯⋯⋯⋯⋯⋯⋯⋯

第三十七篇教 育

(864)

(8 6 4)

(8 6 5)

(8 7 5)

(8 7 6)

(8 7 6)

(8 7 6)

(8 7 6)

第一章 初等教育⋯⋯⋯⋯⋯⋯⋯⋯⋯⋯⋯⋯⋯⋯⋯厶⋯⋯⋯⋯(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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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幼儿教育⋯⋯⋯⋯⋯⋯⋯⋯⋯⋯⋯⋯⋯⋯⋯⋯⋯⋯⋯⋯(878)

+第二节 小学教育⋯⋯⋯⋯⋯⋯⋯⋯⋯⋯⋯⋯⋯一⋯⋯⋯⋯⋯⋯(8 8 O)

第二章n中等教育⋯⋯⋯⋯⋯⋯⋯⋯⋯⋯⋯⋯⋯⋯⋯⋯⋯⋯⋯小(890)

第一节 普通中等教育⋯⋯⋯⋯⋯⋯⋯⋯⋯⋯⋯⋯⋯⋯⋯⋯⋯⋯(8 9 O)

第二节 中等专业技术教育⋯⋯⋯⋯⋯⋯⋯⋯⋯⋯⋯．．．⋯⋯⋯”；(8 9 7)

第三章 高等教育⋯⋯⋯⋯⋯⋯⋯．．．⋯⋯⋯⋯⋯⋯．．．⋯⋯⋯⋯⋯。(906)

第四章 成人教育⋯⋯⋯⋯⋯⋯⋯⋯⋯⋯⋯⋯⋯⋯⋯⋯⋯⋯⋯⋯(907)

第一节 农民业余文化教育⋯⋯⋯⋯⋯⋯⋯⋯⋯⋯⋯⋯⋯⋯⋯⋯(907)

’第二节‘职工教育⋯⋯⋯⋯⋯⋯⋯⋯⋯⋯·⋯⋯⋯⋯⋯⋯⋯··j⋯⋯(908)

第三节1成人电视教育⋯⋯⋯⋯⋯⋯⋯⋯⋯⋯⋯⋯”⋯?⋯⋯⋯⋯(9 O 9)

第五章 教师⋯⋯⋯⋯⋯⋯⋯⋯⋯⋯⋯⋯⋯⋯⋯⋯⋯⋯⋯⋯“⋯“(9 l 0)

第一节 教师队伍⋯⋯⋯⋯⋯⋯⋯⋯⋯⋯一⋯⋯⋯⋯⋯一⋯⋯⋯-．。(910)

n第二节‘教师培训⋯⋯⋯⋯⋯⋯⋯⋯⋯⋯⋯⋯⋯⋯⋯．．““⋯⋯⋯(9 1 o)

第三节 教师待遇⋯⋯⋯⋯⋯⋯⋯⋯⋯⋯⋯”∽⋯⋯“⋯⋯⋯⋯．．(91 1)

第六章 教育经费⋯⋯⋯⋯⋯⋯⋯⋯⋯⋯⋯⋯⋯⋯⋯⋯⋯⋯⋯⋯(91 3)

第一节 清代、民国时期教育经费⋯⋯⋯⋯⋯⋯⋯⋯⋯⋯⋯⋯⋯(9 1 3)

第二节 建国后的经费⋯⋯⋯⋯⋯⋯⋯⋯⋯⋯⋯⋯⋯⋯⋯⋯山⋯·(9 1 3)

第七章 劳动教育和勤工俭学⋯⋯⋯⋯⋯⋯⋯⋯⋯⋯⋯⋯⋯⋯⋯·(91 6)

第一节‘劳动教育⋯⋯⋯⋯⋯⋯⋯⋯⋯⋯⋯⋯⋯⋯⋯⋯⋯⋯⋯⋯(91 6)

第二节 勤工俭学⋯⋯⋯⋯⋯一．-⋯⋯⋯⋯⋯⋯⋯⋯⋯⋯⋯⋯⋯⋯(9 1 6)

．。- -， ，r‘- ：：

第三十八篇文化艺术
j ‘ ‘ -’

第一章 群众文化⋯⋯⋯⋯⋯⋯⋯⋯⋯⋯⋯⋯⋯⋯⋯⋯．．．⋯⋯⋯‘(9 1 8)

第一节 机构⋯⋯⋯⋯⋯⋯⋯⋯⋯⋯⋯⋯⋯⋯⋯⋯⋯⋯⋯”?⋯⋯(9 1 8)

第二节 群众文化活动⋯⋯⋯⋯⋯⋯⋯⋯⋯⋯⋯⋯⋯⋯⋯⋯⋯⋯(921)

第三节 群众文化干部培训⋯⋯⋯⋯⋯⋯⋯⋯⋯⋯⋯⋯⋯”“⋯”(924)

第二章。文学艺术⋯⋯⋯⋯⋯⋯⋯⋯⋯⋯⋯⋯⋯⋯⋯⋯⋯⋯川⋯(925)

第一节- 机构⋯⋯⋯⋯⋯⋯⋯⋯⋯⋯⋯⋯⋯⋯⋯⋯⋯⋯⋯⋯⋯(92 5)

第二节 -文艺刊物与著作⋯⋯⋯⋯⋯⋯⋯⋯⋯⋯⋯⋯⋯一⋯⋯(9 2 5)

第三节 民间文艺⋯0 00 0 00 0 0 ⋯⋯⋯⋯⋯⋯⋯⋯⋯⋯⋯⋯⋯⋯⋯(9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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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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六章

第一章

第一节

、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二章

第一节

7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一2D一

戏剧⋯⋯⋯⋯·⋯⋯⋯···．．⋯⋯⋯⋯⋯⋯⋯⋯⋯⋯⋯⋯··。(945)

演出团体⋯⋯⋯⋯⋯⋯⋯··j·”“⋯·⋯⋯⋯⋯⋯⋯⋯⋯⋯(945)

剧种、剧目⋯⋯⋯⋯⋯⋯⋯⋯⋯⋯⋯⋯⋯⋯⋯⋯⋯⋯⋯(947)

演出活动⋯⋯⋯⋯⋯⋯⋯⋯⋯⋯⋯⋯⋯⋯⋯⋯⋯⋯⋯⋯(948)

著名戏剧演员⋯⋯⋯⋯⋯O O 0,000⋯⋯⋯⋯⋯⋯⋯⋯⋯⋯⋯(949)

电影⋯⋯⋯⋯⋯⋯⋯⋯⋯··⋯⋯⋯⋯⋯⋯⋯⋯⋯·⋯⋯⋯(952)

影片发行与管理⋯⋯⋯⋯⋯⋯⋯⋯⋯⋯⋯⋯⋯⋯⋯⋯⋯·(9 5 2)

电影放映机构⋯⋯⋯⋯⋯⋯⋯⋯⋯⋯⋯⋯⋯⋯⋯⋯⋯⋯(953)

电影放映⋯⋯⋯⋯⋯⋯⋯⋯⋯⋯⋯⋯⋯⋯⋯⋯⋯⋯⋯⋯(957)

电影放映技术培训⋯⋯⋯⋯⋯⋯⋯⋯⋯⋯⋯⋯⋯⋯⋯⋯(9 5 9)

图书···⋯⋯⋯⋯⋯⋯⋯⋯⋯⋯⋯·“·“⋯⋯⋯⋯··j⋯⋯⋯(960)

图书收藏及阅览⋯⋯⋯⋯⋯⋯⋯⋯⋯⋯⋯⋯⋯⋯⋯⋯⋯(960)

图书发行⋯⋯⋯⋯⋯⋯⋯⋯⋯⋯⋯⋯⋯⋯⋯⋯⋯⋯⋯⋯(9 6 2)

文化市场的清理与整顿⋯⋯⋯⋯⋯⋯⋯⋯⋯⋯⋯⋯⋯⋯⋯．(9 6 6)

●J

第三十九篇 广播电视

广播收音⋯⋯⋯⋯⋯⋯⋯⋯⋯⋯⋯⋯⋯⋯⋯⋯⋯⋯⋯⋯(9 6 7)

广播收音站⋯⋯⋯⋯⋯⋯⋯⋯·j⋯⋯⋯⋯⋯⋯·⋯⋯⋯⋯-(967)

广播站⋯⋯⋯⋯⋯⋯m⋯⋯⋯⋯⋯⋯⋯⋯⋯⋯⋯⋯⋯⋯(967)

广播电台·“⋯⋯⋯⋯⋯⋯·．．“⋯·⋯⋯⋯⋯⋯⋯⋯⋯⋯⋯(96 8)

乡镇广播放大站⋯⋯⋯⋯⋯⋯⋯⋯⋯⋯⋯⋯⋯⋯⋯⋯⋯(968)

广播宣传⋯⋯⋯⋯⋯⋯⋯⋯⋯⋯⋯⋯⋯⋯⋯⋯⋯⋯⋯⋯(96 9)

编采播音⋯⋯⋯⋯⋯⋯⋯⋯⋯⋯⋯⋯⋯⋯⋯．．⋯⋯⋯⋯··(9 6 9)

基层通讯员⋯⋯⋯⋯⋯⋯⋯⋯⋯⋯⋯⋯⋯⋯⋯⋯⋯⋯⋯(969)

播送节目⋯⋯⋯⋯⋯⋯⋯⋯⋯⋯⋯⋯⋯⋯⋯⋯⋯⋯⋯⋯(9 7 0)

广告服务⋯⋯⋯⋯⋯⋯⋯⋯⋯⋯⋯⋯⋯⋯⋯⋯⋯⋯⋯⋯(970)

电视转播⋯⋯⋯⋯⋯⋯⋯⋯⋯⋯⋯⋯⋯⋯⋯⋯⋯⋯⋯⋯(9 7 1)

电视差转台⋯⋯⋯⋯⋯⋯⋯⋯⋯⋯⋯⋯⋯⋯⋯⋯⋯⋯⋯(9 7 1)

电视台⋯···⋯⋯⋯⋯⋯⋯⋯⋯⋯·⋯⋯⋯⋯⋯⋯⋯⋯⋯”(97 1)

闭路电视部⋯⋯⋯⋯⋯⋯⋯⋯⋯⋯⋯⋯⋯⋯⋯⋯⋯⋯⋯(97 1)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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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第三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音像管理⋯⋯⋯一m⋯⋯⋯⋯⋯⋯⋯⋯⋯⋯⋯⋯⋯⋯⋯⋯⋯⋯(9 7 3)

第四十篇医药卫生
+’

‘

机构⋯⋯⋯⋯⋯⋯⋯⋯⋯⋯⋯⋯⋯⋯⋯⋯⋯⋯⋯⋯⋯⋯(974)

管理机构⋯⋯⋯⋯⋯⋯⋯⋯⋯⋯⋯⋯⋯⋯⋯⋯⋯⋯⋯⋯(974)

业务机构⋯⋯⋯⋯⋯⋯⋯⋯⋯⋯⋯⋯⋯⋯⋯⋯⋯⋯⋯⋯(9 74)

卫生防疫⋯⋯⋯⋯⋯⋯⋯⋯⋯⋯⋯⋯⋯⋯⋯⋯⋯⋯⋯⋯(980)

爱国卫生⋯⋯⋯⋯⋯⋯⋯⋯⋯⋯⋯⋯⋯⋯⋯⋯⋯⋯⋯⋯(980)

水源监测与改良⋯⋯⋯⋯⋯⋯⋯⋯⋯⋯⋯⋯⋯⋯⋯⋯⋯(981)

公共卫生⋯⋯⋯⋯⋯⋯⋯⋯⋯⋯⋯⋯⋯⋯⋯⋯⋯⋯⋯⋯(981)

妇幼保健⋯⋯⋯⋯．-．⋯⋯⋯⋯⋯⋯⋯⋯1⋯⋯⋯⋯：⋯⋯·(§8 3)

地方病防治⋯⋯⋯⋯⋯⋯⋯⋯⋯⋯⋯⋯⋯⋯⋯⋯⋯⋯⋯(984)

传染病防治⋯⋯⋯⋯⋯⋯⋯⋯⋯⋯⋯⋯⋯⋯⋯⋯⋯⋯⋯·(9 8 6)

医疗⋯’m⋯。⋯⋯⋯⋯⋯⋯⋯⋯⋯⋯⋯⋯⋯⋯⋯⋯⋯⋯⋯(989)

中医。⋯⋯⋯⋯·⋯⋯·⋯⋯⋯⋯⋯····””····”···⋯···一··”·(989)

西医⋯一⋯⋯⋯⋯⋯⋯·⋯⋯⋯⋯⋯⋯·m·⋯⋯⋯⋯⋯⋯··(989)

北京医疗队⋯⋯“⋯⋯⋯·⋯⋯⋯⋯⋯⋯⋯⋯⋯⋯⋯⋯⋯(9 9 1)

医药“⋯⋯⋯⋯⋯⋯。⋯⋯⋯⋯、“⋯⋯⋯⋯⋯⋯n·⋯⋯⋯(9 92)

中药⋯⋯．．．⋯⋯⋯⋯⋯⋯⋯⋯⋯⋯⋯⋯⋯·!⋯⋯⋯·⋯⋯(992)

西药⋯⋯⋯⋯⋯⋯⋯⋯⋯⋯⋯⋯⋯⋯⋯⋯⋯⋯⋯⋯⋯⋯(993)

， 第四十一篇体 育 ．

¨ “’ 一 。’

．、

第一章 机构⋯⋯⋯⋯⋯⋯⋯⋯⋯⋯⋯⋯～⋯⋯⋯⋯⋯···d 000 00·QOO(994)

第一节 体育运动委员会⋯⋯⋯⋯⋯⋯⋯⋯⋯⋯⋯⋯⋯⋯⋯⋯⋯(9 9 4)

第二节 群众体育组织⋯⋯⋯⋯⋯⋯⋯⋯⋯⋯⋯⋯⋯⋯⋯t··⋯⋯(9 9 4)

第二章 体育运动⋯⋯⋯⋯⋯⋯⋯⋯⋯⋯⋯⋯⋯⋯⋯⋯⋯⋯⋯⋯·(9 9 5)

第一节’。学校体育．⋯⋯⋯⋯⋯⋯⋯⋯⋯⋯⋯⋯⋯⋯⋯州⋯⋯⋯⋯(9 9 5)

第二节 群众体育⋯⋯⋯⋯⋯⋯⋯⋯⋯⋯⋯⋯⋯⋯⋯⋯OOO OO·(·00 ooo(9 9 5)

第三节 先进单位⋯⋯⋯⋯⋯⋯⋯⋯⋯⋯⋯⋯⋯⋯⋯⋯⋯⋯⋯⋯(9 9 7)

”第三章‘体育竞赛⋯⋯⋯⋯⋯⋯⋯⋯⋯⋯⋯⋯⋯⋯⋯⋯000 ooo·oo o 00(9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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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 茎

第一节 自行车⋯⋯⋯⋯⋯⋯⋯⋯⋯⋯⋯⋯⋯⋯⋯⋯⋯⋯⋯⋯⋯

第二节 田径⋯⋯⋯⋯⋯⋯⋯⋯⋯⋯⋯⋯⋯⋯⋯⋯⋯⋯⋯⋯⋯⋯

第三节 球类⋯⋯⋯⋯⋯⋯⋯⋯⋯⋯⋯⋯⋯⋯⋯⋯⋯⋯⋯⋯⋯⋯
‘

‘“⋯
“。 ^

。， 第四十二篇文 物
’+

’

：

第一章 古文化遗址⋯⋯⋯⋯⋯⋯⋯⋯⋯⋯⋯⋯⋯⋯⋯⋯⋯⋯⋯

，第一节 重点保护遗址⋯⋯⋯⋯⋯⋯⋯⋯⋯⋯⋯⋯⋯⋯⋯⋯⋯⋯

第二节 边湾等遗址⋯⋯⋯⋯⋯⋯⋯⋯⋯⋯⋯··：⋯⋯⋯⋯⋯⋯⋯

第二章 古城堡⋯⋯⋯⋯⋯⋯⋯⋯⋯⋯⋯⋯⋯m⋯⋯⋯⋯⋯⋯⋯

t第一节’历史文化名城⋯⋯⋯⋯⋯⋯⋯⋯⋯⋯⋯⋯⋯⋯⋯⋯⋯⋯

第二节 长城烽燧遗址⋯⋯⋯⋯⋯⋯⋯⋯⋯⋯⋯⋯⋯⋯⋯⋯⋯

t第三节 古城堡遗迹⋯⋯⋯⋯⋯⋯⋯⋯⋯⋯⋯⋯⋯⋯⋯⋯⋯⋯⋯

第三章t古建筑⋯⋯⋯⋯⋯⋯⋯⋯⋯⋯⋯⋯⋯⋯⋯⋯⋯⋯⋯⋯⋯

第一节一酒泉鼓楼⋯⋯⋯⋯⋯⋯⋯⋯⋯⋯⋯⋯⋯⋯⋯⋯⋯⋯⋯⋯

第二节 药王宫建筑群⋯⋯⋯⋯⋯⋯⋯⋯⋯⋯⋯⋯⋯⋯⋯⋯⋯⋯

’第三节一，清真寺⋯⋯⋯⋯⋯⋯⋯⋯⋯⋯⋯⋯⋯⋯⋯⋯⋯⋯⋯⋯⋯

第四章 古墓葬⋯⋯⋯⋯⋯⋯⋯⋯⋯⋯⋯⋯⋯⋯⋯⋯⋯⋯⋯⋯⋯

第一节’丁家闸墓葬⋯⋯⋯⋯⋯⋯⋯⋯⋯⋯⋯⋯⋯⋯⋯⋯⋯⋯⋯

第二节t东关墓葬⋯⋯⋯⋯⋯⋯⋯⋯．．⋯·⋯⋯⋯⋯⋯⋯⋯⋯⋯⋯

，第三节 下河清墓葬⋯⋯⋯⋯⋯“一⋯⋯⋯一⋯⋯·⋯⋯⋯⋯⋯⋯⋯

第四节 单墩子滩墓葬⋯⋯⋯⋯⋯⋯⋯⋯⋯⋯⋯⋯⋯⋯⋯⋯⋯⋯

第五节 崔家南湾墓葬⋯⋯⋯⋯⋯⋯⋯⋯⋯⋯⋯⋯⋯⋯⋯⋯⋯⋯

7第六节。西沟墓葬⋯⋯⋯⋯⋯⋯⋯⋯⋯⋯⋯⋯⋯⋯⋯⋯⋯⋯⋯⋯

第五章 公园与胜迹⋯⋯⋯⋯⋯⋯⋯⋯⋯⋯⋯⋯⋯⋯⋯⋯⋯⋯⋯

第一节 酒泉公园⋯⋯⋯⋯⋯⋯⋯⋯⋯⋯⋯⋯⋯⋯⋯⋯⋯⋯⋯⋯，

第二节 “酒泉"胜迹⋯⋯⋯⋯⋯⋯⋯⋯⋯⋯⋯⋯⋯⋯w⋯⋯⋯·

第三节 左公柳⋯⋯⋯⋯⋯⋯⋯⋯⋯⋯⋯⋯⋯⋯⋯⋯⋯⋯⋯⋯⋯

·第四节 夜光杯⋯⋯⋯⋯⋯⋯⋯⋯⋯⋯⋯⋯⋯⋯⋯⋯⋯⋯⋯⋯⋯

第六章 ’馆藏文物⋯⋯⋯⋯⋯⋯⋯⋯⋯⋯⋯⋯⋯⋯⋯⋯⋯⋯⋯⋯

、第一节 出土文物⋯⋯⋯⋯⋯⋯⋯⋯⋯⋯⋯⋯⋯⋯⋯⋯⋯⋯⋯⋯

一2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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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垦 塞

第二节-、重要传世文物⋯⋯⋯⋯⋯⋯⋯⋯⋯⋯⋯⋯⋯⋯⋯⋯⋯”i(1021)

： 第七章 文物保护与管理⋯⋯⋯⋯⋯⋯⋯000 01 0⋯⋯⋯⋯⋯⋯⋯⋯(1022)

第一节 文物保护⋯⋯⋯“⋯⋯⋯⋯⋯⋯⋯⋯⋯⋯⋯⋯⋯⋯⋯⋯·(1022)

。第二节 文物管理与研究⋯⋯⋯⋯⋯⋯⋯⋯⋯⋯⋯⋯⋯⋯⋯⋯⋯(1022)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四十三篇方 言

语音⋯⋯⋯⋯⋯⋯⋯⋯⋯⋯⋯⋯⋯”““⋯⋯⋯⋯⋯⋯⋯(1023)

声母⋯⋯⋯⋯⋯⋯⋯⋯⋯⋯⋯⋯⋯⋯“⋯⋯⋯⋯．．⋯⋯．．(1023)

韵母··⋯···QOlI*⋯⋯⋯⋯“⋯·⋯⋯⋯⋯⋯⋯⋯⋯⋯⋯⋯⋯(1024)

声调⋯⋯⋯⋯⋯⋯⋯⋯⋯⋯⋯⋯⋯··：⋯·”·····⋯⋯·“··“(1025)

词汇⋯⋯⋯⋯⋯⋯⋯⋯⋯⋯⋯⋯⋯⋯⋯⋯⋯⋯⋯”“⋯“(1027)

名{司⋯⋯⋯··⋯··“⋯⋯⋯⋯“·”··”·⋯⋯·⋯⋯-⋯⋯⋯⋯(1027)

亏々词⋯⋯⋯⋯⋯⋯⋯⋯⋯⋯⋯“⋯⋯．．⋯⋯⋯⋯“一⋯⋯·(1027)

形容词⋯⋯⋯⋯⋯”一⋯⋯⋯⋯⋯⋯⋯⋯⋯一⋯⋯⋯⋯一(1027)

1弋词⋯⋯···⋯⋯⋯⋯“⋯”⋯“””⋯””⋯“⋯⋯””一⋯”(1028)

量词一⋯⋯⋯⋯⋯·”·一⋯·。⋯·⋯?⋯⋯⋯⋯⋯·⋯‘j⋯⋯⋯··(1028)

虚词‘⋯-．．“””·⋯⋯⋯···”·‘⋯⋯⋯⋯⋯⋯⋯⋯⋯⋯⋯⋯⋯‘(1028)

j著法⋯⋯⋯“·⋯⋯⋯⋯⋯·⋯⋯”O'O m⋯⋯⋯“⋯“⋯⋯⋯一(1030)

词法⋯··：⋯⋯“⋯⋯⋯⋯·“⋯··。⋯⋯⋯⋯·⋯⋯⋯⋯⋯⋯(1030)

句法⋯⋯·”⋯⋯⋯“··⋯”·“⋯““⋯“O OBi 00“’⋯⋯一⋯“⋯(1031)

谚语⋯⋯⋯⋯⋯⋯⋯⋯⋯⋯⋯⋯⋯⋯⋯⋯⋯⋯⋯⋯⋯⋯(1033)

歇后语⋯⋯⋯⋯⋯⋯⋯⋯⋯⋯⋯⋯⋯⋯⋯⋯⋯⋯⋯⋯⋯(1035)

第四十四篇 民族宗教

民族⋯·“·⋯”““⋯⋯⋯⋯””⋯⋯一一⋯”⋯⋯⋯““⋯“·(1036)

汉族··⋯⋯·一⋯⋯⋯·⋯⋯“⋯⋯⋯⋯一⋯⋯⋯⋯⋯”⋯“·(1036)

裕固族⋯⋯⋯⋯⋯⋯⋯⋯⋯⋯⋯⋯⋯⋯⋯⋯⋯⋯⋯⋯”·(1037)

回族⋯··⋯··⋯“⋯““⋯⋯⋯⋯”“．．”⋯⋯⋯⋯“⋯⋯．．”(1038)

风俗⋯⋯⋯⋯一⋯⋯⋯⋯⋯⋯⋯·?⋯⋯⋯⋯⋯⋯⋯⋯“⋯(1039)

汉族风俗⋯⋯⋯⋯⋯⋯⋯⋯⋯⋯⋯⋯⋯⋯⋯⋯⋯⋯⋯⋯(1039)

一23—



第二节 裕固族风俗⋯⋯⋯⋯⋯⋯⋯⋯⋯⋯⋯⋯⋯⋯⋯⋯⋯⋯⋯

第三节 回族风俗⋯唑⋯⋯⋯⋯⋯⋯⋯⋯⋯⋯⋯⋯⋯⋯⋯⋯⋯⋯

第三章t·宗教⋯⋯⋯⋯⋯⋯⋯⋯⋯⋯⋯⋯⋯⋯⋯⋯⋯⋯⋯⋯⋯⋯

’第一节 道教⋯⋯⋯⋯⋯⋯⋯⋯⋯⋯⋯⋯⋯⋯⋯⋯Oi O gQo⋯⋯⋯⋯

第二节 佛教⋯⋯⋯⋯⋯⋯⋯⋯⋯⋯⋯⋯⋯⋯⋯⋯⋯⋯⋯⋯⋯⋯

第三节 伊斯兰教⋯⋯⋯⋯⋯⋯⋯⋯⋯⋯⋯⋯⋯⋯⋯⋯⋯⋯⋯⋯

第四节 天主教⋯⋯⋯⋯⋯⋯⋯⋯⋯⋯⋯⋯⋯⋯⋯⋯⋯⋯⋯⋯⋯

第五节 基督教⋯⋯⋯⋯⋯⋯⋯⋯⋯⋯⋯⋯⋯⋯⋯⋯⋯⋯⋯⋯⋯

第四章 姓氏⋯⋯⋯⋯⋯⋯⋯⋯⋯⋯⋯⋯⋯⋯⋯⋯⋯⋯⋯⋯⋯⋯

第四十五篇人 物

第一章 传记⋯⋯⋯⋯⋯⋯⋯⋯⋯⋯⋯⋯⋯⋯⋯⋯⋯⋯⋯⋯⋯⋯

第二章．。简介⋯⋯⋯⋯⋯⋯⋯⋯⋯⋯⋯⋯⋯⋯⋯⋯⋯⋯⋯⋯⋯⋯

第三章 表录⋯⋯⋯⋯⋯⋯⋯⋯⋯⋯⋯⋯⋯⋯⋯⋯⋯⋯⋯⋯⋯⋯

第一节 国民党抗日阵亡将士⋯⋯⋯⋯⋯⋯⋯⋯⋯⋯⋯⋯⋯⋯⋯

第二节 本县籍革命烈士⋯⋯⋯⋯⋯⋯⋯⋯⋯⋯⋯⋯⋯⋯oll oo o⋯

第三节 牺牲在酒泉的外籍革命烈士⋯⋯⋯⋯w⋯⋯⋯ooQ ooo⋯⋯

’第四节 先进模范人物⋯⋯⋯⋯⋯⋯⋯⋯⋯⋯⋯⋯⋯⋯o o 00 oi⋯⋯

丛录“·⋯”·“⋯-””·～⋯⋯⋯⋯·“⋯···⋯⋯⋯⋯⋯⋯⋯”-．⋯⋯·⋯··“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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