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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尼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重要影响的少数民族县。

卓尼对中国革命有过重大的贡献a『1935年，中央红军途经卓

尼，在面临弹尽粮绝的困境时；土司杨积庆不顾个人安危，让道放

粮，使红军能够顺利北上。卓尼的康多是1943年甘南农民起义的

策源地之一。1943年由著名起义领袖肋巴佛率领的藏汉义军曾使

统治者闻风丧胆。卓尼土司是甘肃境内土司制度统治时间最长、范

围最大的一个地区。境内禅定古刹又是安多地区的藏传佛教发祥地
●

之一。。 、’
．’

卓尼有广袤的森林，无垠的草场，肥沃的农田，丰富的矿藏。

驰名中外的中国三大名砚之一的洮砚即产于卓尼。千百年来，聚居

此地的藏、汉、土、回各族人民用自己的聪睿才智，创造了灿烂的

古今文明。各民族互敬互爱、和睦相处的优良传统，代代相继、源

远流长。新中国成立以来，卓尼为国家建设贡献了十数亿立方优质

木材和数以亿万吨的牧、农、林、副产品’。国家亦给予卓尼一系列

优惠政策和重点扶持，为卓尼制定了一幅由边远贫穷地区逐渐向

“以牧为主、兼营农林"综合发展的建设蓝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卓尼的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牧、农、林、工、副、水利、交

通、邮电、文化教育、卫生各项事业均得到长足的发展。

编史修志，资治育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卓尼从古至今，

尚无一部地方志书记述古今文明发展的轨迹。今天，在历届县委、



县政府的重视支持下，县志办修志人员七历寒暑，五易其稿，广征

博采，析辨真伪，辛勤笔耕，终于完成了这部近百万字的巨大工程。

《卓尼县志》的出版问世，既填补了卓尼历史上向无志书的空白。更

客观地反映了卓尼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全貌，突出了卓尼浓郁的地

方特点和民族特色，是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

的一方之百科全书，为卓尼的文化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

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这是卓尼文化建设中的一项巨大成

就，有益当代，惠及后人，功德无量，可喜可贺! ．，

我们深信，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一定会通过阅读《卓尼

县志》，充分利用志书资料，进一步深刻地了解县情，更加热爱家

乡，焕发激情，把卓尼的各项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我们也相信，

关心和希望了解卓尼的外地朋友，将’通过阅读《卓尼县志》，，全面

地认识卓尼，更加热忱地关心和支持卓尼的各项建设事业。

中共卓尼县委书记雷和平

卓尼县县长徐登

_九九四年十二月



层构成，部分节下设目。横排竖写，一贯到底。志首设概述、大事记纵摄全书，

志中设专志31卷分门别类，志尾设附录辑杂拾萃。

．四、古代纪年、地名、职官等称谓，均依当时历史习惯。历代年号后注明

公元纪年；当代事件均用现行公元纪年、职称及标准地名。

五、人物传遵循“生不立传力的原则，主要收录卓尼籍有重大影响的已故

知名人士，对在本地具有重要业绩的外籍已故知名人士一并立传，以卒年为序

排列。革命烈士英名录中收录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中为卓尼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人物表中收录卓尼籍

在外地工作的副县级以上军政人物和外籍高级专业技术人物及部分英雄模范

人物。

六、数字除引文、年号外，均采用阿拉伯数码。各种数据以县统计局核定

数据为准，并部分采用了各部门调查核实的数据。

七、因卓尼于1949年9月11日和平起义，故志书中。新中国成立前后"

以1949年9月11日为界。
”

八、资料来源以各种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县内各业务部门提供的资料、

县志编写人员经社会调查和实地考察中获得的口碑资料为据。

九、历代疆界和行政区划疆域以历史沿袭的习惯疆域为依据，并附历次变

更始末。 ·

十、计量单位中长度、面积、体积、重量等均以1987年国家标准计量局

颁布的《计量法实施细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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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县司法局机构沿革⋯(221) 第四节案件复查⋯⋯一⋯⋯(228)

节一普法教育⋯⋯⋯⋯⋯(222) 第三章检察⋯⋯⋯⋯⋯⋯⋯(229)

节法律顾问⋯⋯⋯⋯⋯(223) 第一节检察机构⋯⋯⋯⋯⋯(229)

节公证调解⋯⋯⋯⋯⋯(224) 第二节检察工作⋯⋯⋯⋯⋯(229)

审判⋯⋯⋯⋯⋯⋯⋯(224) 第三节公诉⋯⋯⋯⋯⋯⋯⋯(231)

．i
一

，^

军事志
1⋯7 -

。： 一 · · ：一
。-’

历代军事设置⋯⋯⋯⋯(235) ．·卓尼⋯⋯⋯⋯⋯⋯⋯(250)

节古代军事设置⋯⋯⋯(237) 第四章兵役制度⋯⋯⋯⋯⋯⋯(251)

节军事设置⋯⋯⋯⋯⋯(240) ’第一节r兵员来源⋯⋯⋯⋯⋯(251)

地方武装⋯⋯⋯⋯⋯⋯(242) 第二节征兵工作．⋯⋯⋯⋯·一(251)

节部落民兵⋯小⋯⋯⋯(242) 第三节兵役制度⋯⋯⋯⋯⋯(252)

节洮岷路保安司令部掣(243)．第五章人民武装部⋯⋯⋯⋯⋯(253)

．重大军事事件⋯⋯⋯⋯(244) 第一节人民武装部机构沿

节

节

第三节

甘南农民起义⋯⋯⋯4(244) ：． ‘·⋯革：⋯⋯⋯⋯⋯⋯⋯。(253)

军事事件⋯⋯⋯⋯．．．(247) 第二节．民兵建设⋯⋯⋯⋯⋯(254)

中国工农红军在 第三节拥政爱民活动⋯⋯⋯(256)

畜牧志

第一章畜牧业资源⋯⋯⋯⋯⋯

第一节畜种资源⋯⋯⋯⋯⋯

第二节．草场资源⋯⋯⋯⋯⋯

第三节饲草料资源⋯⋯?⋯：·
第四节饲草种植·⋯⋯⋯⋯一

(257) 第五节饲草料加工⋯⋯⋯⋯(263)

(257) 第二章畜牧业机构⋯⋯⋯⋯⋯(264)

(260) +第一节行政管理机构改革⋯(264)
(262) 第二节草原工作站⋯⋯⋯⋯(265)

(263) 第三节畜牧业机械机构⋯⋯(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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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畜牧兽医工作站⋯⋯(265)

第三章草原建设⋯⋯⋯⋯⋯⋯(266)

第一节草场分区⋯⋯⋯⋯⋯(266)

第二节草原环境保护⋯⋯⋯(267)

。第三节草原的合理利用¨⋯(268)

第四节草原管理责任制⋯⋯(268)

第四章畜种改良⋯⋯⋯⋯⋯⋯(269)

第一节地方品种⋯⋯⋯⋯⋯(269)

第二节引进品种⋯⋯⋯⋯⋯(270)

第三节繁育改良⋯⋯⋯⋯⋯一(272)

第四节’选育⋯⋯⋯⋯⋯⋯⋯

第五章牧业机械⋯⋯⋯⋯⋯⋯

第一节牧业机具⋯⋯⋯⋯⋯

第二节牧机技术推广⋯⋯⋯

第三节专业技术人员和科研

成果⋯⋯⋯⋯⋯⋯⋯(275)

第六章畜牧兽医⋯⋯⋯⋯⋯⋯(276)

第一节畜牧兽医设旎⋯⋯⋯(276)

第二节畜禽疫病⋯⋯⋯⋯⋯(277)

第三节疫病防治⋯⋯⋯⋯⋯(278)

， 农业志

· 第一章生产关系变革⋯⋯⋯⋯(283) 第三章耕地作物⋯⋯⋯⋯⋯(294)

第一节屯田⋯⋯⋯⋯⋯⋯⋯(283) 第一节耕地⋯⋯⋯·OO 00 00@000(294)

第二节土司所有制⋯⋯⋯⋯(284) 第二节作物品种⋯⋯⋯⋯⋯(296)

第三节寺院所有制⋯⋯⋯⋯(285) 第三节作物分布⋯⋯⋯⋯⋯(298)

． 第四节个体农民所有制⋯⋯(285) 第四节作物病虫害⋯⋯⋯⋯(300)

第五节互助合作社⋯⋯⋯⋯(286)， 第五节农业分区⋯⋯⋯⋯⋯(301)

第六节人民公社化⋯⋯⋯⋯(286)． 第四章农技推广⋯⋯⋯⋯⋯⋯(303)

第七节联产承包责任制⋯一(287) 第一节耕作制度⋯⋯⋯⋯⋯(303)

第八节农业行政管理机构⋯(287) ．第二节品种改良⋯⋯⋯⋯⋯(303)

第二章，经营管理⋯⋯⋯⋯⋯⋯(288) 一 第三节植物保护⋯⋯⋯⋯⋯(305)

第一节农业实绩⋯⋯⋯⋯⋯(288) 第四节肥料⋯⋯⋯⋯⋯⋯⋯(305)

第二节劳动力管理000 0@0 000 00i(290) 第五节农田基本建设@O@000 00Q(306)

第三节财务物资管理⋯⋯(291) 第五章农业机具⋯⋯⋯．．．⋯⋯(307)

第四节分配政策⋯⋯⋯⋯⋯(292) 第一节农机管理⋯⋯⋯⋯⋯(307)

第五节副业管理⋯⋯⋯⋯⋯(292) 第二节农业机具⋯⋯⋯⋯⋯(307)

林业志’
～

●

第一章森林资源⋯⋯⋯⋯⋯⋯(311) 第二章林业管理机构⋯⋯⋯一(322)

第一节天然林资源⋯⋯⋯⋯(311) 第一节洮河林场⋯⋯⋯⋯⋯(322)

第二节人工林资源⋯⋯⋯⋯(316) 第二节洮河林业局⋯⋯⋯⋯(323)

第三节林区划分⋯⋯⋯⋯⋯(316) 第三节县农林局⋯⋯⋯⋯⋯(323)

第四节森林资源变化⋯⋯⋯(318) 第四节县属林场、站⋯⋯⋯⋯(324)

第五节其它资源⋯⋯⋯⋯⋯(319) 第三章管理体制@@··00 00@@OOO OOIO@(324)

门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森林占有⋯⋯⋯⋯⋯(324)

林政管理⋯⋯⋯⋯⋯(326)

林开发⋯一⋯⋯⋯⋯(327)

森林采伐⋯⋯⋯⋯⋯(327)

木材生产⋯⋯⋯⋯⋯(328)

木材贮运⋯⋯⋯⋯⋯(329)

林业效益⋯⋯⋯⋯⋯(330)

林护林⋯⋯⋯⋯⋯⋯(330)

业发展沿革⋯⋯⋯⋯

机构沿革⋯⋯⋯⋯⋯

行业⋯⋯⋯⋯⋯⋯⋯

县属厂矿⋯⋯⋯⋯⋯

工业主要产品⋯⋯⋯

第二章企业管理体制⋯⋯⋯⋯

。第一节国营工业⋯⋯⋯⋯⋯

第二节集体所有制工业⋯⋯

第三节一个体工业⋯⋯⋯⋯⋯

第三章手工业⋯⋯⋯⋯⋯⋯⋯

第一节行业⋯⋯⋯⋯⋯⋯⋯

第二节经济效益⋯⋯⋯⋯⋯

第一章交通机构沿革⋯⋯⋯⋯

第一节交通行政管理机构⋯

第二节运输管理机构及团

体⋯⋯⋯⋯⋯⋯⋯⋯

第二章古代道路⋯⋯⋯⋯⋯⋯

第一节道路⋯”“⋯⋯⋯⋯”

第二节桥梁渡口栈道⋯

第三章道路建设⋯⋯⋯⋯⋯⋯

第一节大车道的整修⋯⋯⋯

工业

(339)

(339)

(339)，

(341)

(343)

(344)

(344)

(344)

(345)

(346)

(347)

(348)

交通

(355)

(355)

(355)

(356)

(356)

(358)

(362)

(362)

第一节迹地更新⋯⋯⋯⋯⋯

第二节育苗⋯⋯⋯⋯⋯⋯⋯

第三节造林⋯⋯⋯⋯⋯⋯⋯

第四节护林防火⋯⋯⋯⋯⋯

第六章森林工业⋯⋯⋯⋯⋯⋯

第一节木材加工ooo ooo oiQ⋯⋯

第二节综合利用⋯⋯；⋯⋯”

志

第三节。主要产品000 000 00Q oot ooo

第四章乡镇企业ooo Q·Q oo·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行业⋯⋯⋯⋯⋯⋯⋯

第三节经济效益⋯⋯⋯⋯⋯

第四节主要企业及产品⋯⋯

第五章工业发展前景⋯⋯⋯⋯

第一节冶炼⋯⋯⋯⋯⋯⋯⋯

第二节电力⋯⋯⋯⋯⋯⋯⋯

第三节建材⋯⋯⋯⋯⋯⋯⋯

第四节毛纺⋯⋯⋯⋯⋯⋯⋯

志

(330)

(331)

(333)

(334)

(336)

(336)

(337)

(349)

(349)

(349)

第二节干线公路建设⋯⋯⋯(363)

第三节县乡公路建设⋯⋯⋯(364)

第四节林区公路建设⋯⋯⋯(367)

第五节桥梁渡口建设⋯⋯⋯(368)

第六节道路养护⋯⋯⋯⋯⋯(371)

第四章运输业的发展⋯⋯⋯～(372)

，第一节运输业发展纵述⋯⋯(372)

第二节1民间运输工具⋯⋯⋯(373)

第三节运输团体简介⋯：⋯一(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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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电力志

第一章水电管理机构沿革⋯⋯(377)

第一节行政管理机构⋯⋯⋯(377)

第二节水利专业机构⋯⋯⋯(377)

第三节水电技术队伍建设⋯(377)

第二章水资源⋯⋯⋯⋯⋯⋯⋯(378)

第一节地表水资源．．．⋯⋯⋯(378)

第二节地下水资源⋯⋯⋯⋯(379)

第三章水利建设⋯⋯⋯⋯⋯⋯(381)

第一节河道治理⋯⋯⋯⋯⋯(381)

第二节农田治理⋯⋯⋯⋯⋯(382)

第三节灌溉⋯⋯⋯⋯⋯⋯⋯(383)

第四章水利设施管理··o goo o·o⋯(385)

第一节水利设施⋯⋯⋯⋯⋯(385)

第二节水政管理⋯⋯⋯⋯⋯(385)

第三节人畜饮水工程．．．⋯⋯(386)

第五章电站建设⋯⋯⋯⋯⋯⋯(386)

第一节县属电站⋯⋯⋯⋯⋯(386)

第二节乡属电站⋯⋯⋯⋯⋯(387)

第三节水文站⋯⋯⋯⋯⋯⋯(388)

邮电志 ．

第一章邮电机构沿革⋯⋯⋯⋯(389) 第三章电信⋯⋯⋯⋯⋯⋯⋯

第二章邮政⋯⋯⋯⋯⋯⋯⋯(391)- 第一节线路⋯⋯⋯⋯．．．⋯⋯

第一节邮路⋯⋯⋯⋯⋯⋯⋯(391) 第二节机械设备⋯⋯⋯⋯⋯

第二节邮政机械设施⋯⋯⋯(393) 第三节电话⋯⋯⋯⋯⋯⋯⋯

第三节机要通信⋯⋯⋯⋯⋯(394) 第四节电报⋯⋯⋯，．．⋯⋯⋯

第四节汇兑业务⋯⋯⋯⋯⋯(394) 第四章邮电建设QQ OOg OOa OOO O OO gOO

第五节报刊发行⋯⋯⋯⋯⋯(395)一 第一节邮电网络建设⋯⋯⋯

第六节邮政编码⋯⋯⋯⋯⋯(396) 第二节职工队伍建设⋯⋯⋯

’ 财税金融志

第一章财政⋯⋯⋯⋯⋯⋯⋯(407)

第一节机构沿革⋯⋯⋯⋯⋯(407)

第二节财政体制⋯⋯⋯⋯⋯(407)

第三节地方财政收支⋯⋯⋯(408)

第四节历年国家补贴⋯⋯⋯(411)

第五节历年预、决算⋯⋯⋯⋯(412)

第二章税务⋯⋯⋯⋯⋯⋯⋯(413)

第一节税务机构⋯⋯⋯⋯⋯(413)

第二节工商业税收⋯⋯⋯⋯(414)

第三节农业税⋯⋯⋯⋯⋯⋯(419)

第四节其它税收⋯⋯⋯⋯⋯(421)

第三章审计⋯⋯⋯⋯⋯⋯⋯

第一节审计机构⋯⋯⋯⋯⋯

第二节审计工作⋯⋯⋯⋯⋯

第四章金融实业组织⋯⋯⋯⋯

第一节中华民国地方金融机

构⋯⋯⋯⋯⋯⋯⋯⋯(423)

第二节新中国成立后的金融

机构⋯⋯⋯⋯⋯⋯⋯(423)

第三节信用社⋯⋯⋯⋯⋯⋯(426)

第四节保险⋯⋯⋯⋯⋯⋯⋯(428)

第五章金融业务⋯⋯⋯⋯⋯⋯(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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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货币⋯⋯⋯．．．⋯⋯⋯(429)

第二节存款⋯⋯⋯⋯⋯⋯⋯(431)

第三节贷款⋯⋯⋯⋯⋯⋯⋯(433)

第四节国库券、集资券的发

行⋯⋯⋯⋯⋯⋯⋯⋯(437)

粮油志

第一章粮油管理⋯⋯⋯⋯⋯⋯(439)

第一节-管理机构沿革⋯⋯⋯(439)
9

第二节基层粮站⋯⋯⋯⋯⋯(440)

第三节屯粮制度⋯⋯⋯⋯⋯(441)

第四节粮食政策⋯⋯⋯⋯⋯(442)

第二章粮油收购⋯⋯⋯⋯⋯⋯(443)

第一节粮食征购⋯⋯⋯⋯⋯(443)

第二节油料收购⋯⋯⋯⋯⋯(446)

第三节粮油收购价格⋯⋯⋯(448)

第三章粮油供应⋯⋯⋯⋯⋯⋯(449)

第一节城镇商品粮供应⋯⋯(449)

第二节农村返销粮供应⋯⋯(452)

第三节牧民口粮供应⋯⋯⋯(453)

第四节粮油议销⋯⋯⋯⋯⋯(454)

第五节各类供应价格⋯⋯⋯(454)

第四章粮油储运⋯⋯⋯⋯⋯⋯(457)

第一节仓储⋯，⋯⋯⋯⋯⋯(457)

第二节粮食调拨⋯⋯⋯⋯⋯．(460)

第五章粮油加工⋯⋯⋯⋯⋯⋯(463)

第一节粮食加工⋯⋯⋯⋯⋯(463)

第二节油料加工⋯⋯⋯⋯⋯(465)

第三节饲料加工⋯⋯⋯⋯⋯(465)

’第四节粮油加工企业⋯⋯⋯(465)

商业志

第一章商业体制⋯⋯⋯⋯⋯⋯(467)

第一节私营商业⋯⋯⋯⋯⋯(467)

第二节国营商业⋯⋯⋯⋯⋯(468)

第三节集体商业⋯⋯⋯⋯．．．(471)

第四节公私合营⋯⋯⋯⋯⋯(471)

第二章商业组织⋯⋯⋯⋯⋯⋯(472)

第一节商业管理机构⋯⋯⋯(472)

第二节商业各公司简介⋯⋯(473)

第三节集市贸易-．．⋯⋯⋯⋯(474)

第王章商品经营⋯⋯⋯⋯⋯⋯(476)

第一节农用物资供应⋯⋯⋯(476)

第二节 日用品供应⋯⋯⋯⋯(477)

第三节畜产品购销⋯⋯⋯⋯(479)

第四节商业完成利税⋯⋯⋯(480)

第四章供销合作事业⋯⋯⋯⋯(481)

第一节机构沿革⋯⋯⋯⋯⋯(481)

第二节商业网点建设⋯⋯⋯(481)

第三节产品收购⋯⋯⋯⋯⋯(483)

第五章工商行政管理⋯⋯⋯⋯(484)

第一节管理机构⋯⋯⋯⋯⋯(484)

第二节市场管理⋯⋯⋯⋯⋯(484)

第三节工商企业登记⋯⋯⋯(486)

第四节经济合同管理⋯⋯⋯(489)

第五节商标管理⋯⋯⋯⋯⋯(490)

第六节度量衡器具⋯⋯⋯⋯(490)

第六章物价管理⋯⋯⋯⋯⋯⋯(491)

第一节管理机构⋯⋯⋯⋯⋯(491)

第二节物价工作⋯⋯⋯⋯⋯(491)

第七章饮食服务⋯⋯⋯⋯⋯⋯(492)

第一节饮食业⋯⋯⋯⋯⋯⋯(492)

第二节服务业⋯⋯⋯⋯⋯⋯(493)

第三节名菜名点⋯⋯⋯⋯⋯(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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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环保志

第一章管理机构沿革⋯厶⋯⋯·(495)

第一节城建管理机构⋯⋯⋯(495)

第二节‘土地管理机构⋯⋯⋯(495)

第三节房屋管理机构⋯⋯⋯(496)

第二章城镇建设⋯⋯⋯⋯⋯⋯(496)

第一节商店设施⋯⋯⋯⋯⋯(496)

第二节机关公用建筑⋯⋯⋯(498)

第三节文体环卫设施⋯⋯⋯(500)

第四节自来水设施⋯⋯“⋯·(503)

第五节照明设施⋯⋯⋯⋯⋯(503)

第三章道路建设⋯⋯⋯⋯⋯⋯(503)

洮砚

第一章石料⋯⋯⋯⋯⋯⋯⋯(511)一

第一节产地⋯⋯⋯⋯⋯⋯⋯(511)

第二节矿点⋯⋯⋯⋯⋯⋯⋯(512)

第三节石料采掘⋯⋯⋯⋯⋯(513)

第四节矿区管理⋯⋯⋯⋯⋯(513)

第二章石质⋯⋯⋯⋯⋯⋯⋯(515)

第_-节特性⋯⋯⋯⋯⋯⋯⋯(515)

第二节石理⋯⋯⋯⋯⋯⋯⋯(516)

第三节石膘⋯⋯⋯⋯⋯⋯⋯(517)

第四节石色⋯⋯⋯⋯⋯⋯⋯(519)

·第一章教育管理机构沿革⋯⋯

第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的教育管理机构⋯

1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的教育管理机构⋯

第三节教学改革⋯⋯⋯⋯⋯

第二章学校教育⋯⋯⋯⋯⋯⋯

第一节幼儿教育⋯⋯⋯⋯⋯

第一节主要街道⋯⋯⋯⋯⋯(503)

第二节防洪渠道·：⋯⋯⋯⋯·(505)

第四章居民住房建设⋯⋯⋯⋯(506)

第一节居民住房⋯⋯⋯⋯⋯(507)

第二节农牧区村民住房⋯⋯(508)

第三节公房管理⋯⋯⋯⋯⋯(508)

第五章环境保护⋯⋯⋯⋯⋯⋯(509)

第一节环境污染⋯⋯⋯··：”j(509)

第二节污染治理⋯⋯⋯⋯”·(509)

第三节城市绿化⋯⋯⋯⋯⋯(510)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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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石纹⋯⋯⋯⋯⋯⋯⋯(520)

第六节石病⋯⋯⋯⋯⋯⋯⋯(522)

第三章砚工⋯⋯⋯⋯⋯⋯⋯(523)

第一节砚工传承⋯⋯⋯⋯⋯(523)

第二节民间砚工分布⋯⋯⋯(525)

第四章雕刻⋯⋯⋯⋯⋯⋯⋯(526)

第一节造型⋯⋯⋯⋯⋯⋯⋯(526)

第二节传统图案⋯⋯⋯⋯⋯(528)

第三节雕刻技艺⋯⋯⋯⋯⋯(530)

第四节雕刻工序⋯⋯⋯⋯⋯(531)

教育志

(535) 第二节小学教育⋯⋯⋯⋯⋯

第三节中学教育⋯⋯⋯⋯⋯

(535) 第三章成人教育⋯⋯⋯⋯⋯⋯

第一节职工业余教育⋯⋯⋯

第二节社会教育⋯⋯⋯⋯⋯

第三节农村扫盲运动⋯⋯⋯

． 第四节僧侣教育⋯⋯⋯⋯⋯

第四章职业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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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初级师范教育⋯⋯⋯

第二节成人电化教育⋯⋯⋯

第三节中学职业教育⋯⋯⋯

第五章教师队伍建设⋯⋯⋯⋯

第一节教师待遇⋯⋯⋯⋯⋯

第二节教师进修⋯⋯⋯⋯⋯

(551) 第三节教师队伍构成⋯⋯⋯(557)

(552) 第六章学校建设⋯⋯⋯⋯⋯⋯(558)

(553) 第一节教育经费⋯⋯⋯⋯⋯(558)

(554) 第二节校舍设备⋯⋯⋯⋯⋯(559)

(554) 第三节勤工俭学⋯⋯⋯⋯⋯(561)

(555)

‘科学技术志

第一章科技队伍⋯⋯⋯⋯⋯⋯(563)

第一节科技人员分布⋯⋯⋯(563)

第二节少数民族科技人员的成

长⋯⋯⋯⋯⋯⋯⋯⋯(584)
●

第三节技术职称的评定与晋

． 升⋯⋯⋯⋯⋯⋯⋯⋯(564)

第二章科研机构⋯⋯⋯⋯⋯⋯(565)

第一节科技机构⋯⋯⋯⋯⋯(565)

第二节学术团体⋯⋯⋯⋯⋯(567)

第三章科研项目及成果⋯·：⋯·(568)

第一节畜牧业科研项目及成

果⋯⋯⋯⋯⋯⋯⋯⋯(569)

第二节农业科研项目及成
， 果⋯⋯⋯⋯⋯⋯⋯⋯(571)

第三节林业⋯⋯⋯⋯⋯⋯⋯(572)

第四节节能⋯⋯⋯⋯⋯⋯⋯(573)

第四章科普教育⋯⋯⋯⋯⋯⋯(573)

第一节科普宣传⋯⋯⋯⋯⋯(574)

第二节科普教育⋯⋯⋯⋯⋯(575)

第三节科技咨询⋯⋯⋯⋯⋯(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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