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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城关区：t-A方志编纂委员会

1 989年8月1 9日～1 992年3月1 5日

主任委员李膺(回)

副主任委员张志乐 曹新民 梁鸿宾

委 员王汝龙 王秀莲(女)高通海

杨宗兴 王治 王少华

张福亭(回)

刘祖达

罗育才

1992年3月1 5日"--'1 998年1 0月30日

主任委员李培生

副主任委员王云瑞 刘祖达

委 员刘锡官 邵自立

梅林(女)党义军

李恺 杨虎

杨崇珍

张桂茹(女)

史冬梅(女)

崔安岳

1 998年1 0月30日"--1 999年5月

主 任火统元

副 主任施兴明 李振海 马德仓

常务副主任刘锡官

委 员李玉兰(女) 王永祥 高新国

马文钰 郭保林 张学毅

于月兰(女)张桂茹(女)

宋建岐

李锡忠

宋德文

王晓庆(女)

朱文龙

朱宗明

丁红(女)



城关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副主任

工作人员

1 988年1 1月～

王少华(1988．11"--1989．10)

I费铭J(1989．11～1991．1)

刘锡官(1993．5～ )

罗育才(1988．11～1993．5)

邵自立(1991．3～1994．1)

张桂茹(女，1992．3～ )

苏义成(1997．5～ )

张坤(女，1988．7～1990．4)

程丽萍(女，1988．7～1990．12)

安亚玲(女，1989．7～1996．4)

金焱(女，1990．7～1995．4)

马媛媛(女，1990．7～1997．4)

王占琪(1991．11～1996．11)

李军(1994．4～1997．4)

金哲(1997．6～ )

吴丽(女，1997．7～ )

聂 民(1998．3～ )



主 编

副主编

编 辑

总编纂

副总编纂

《城关区志》编辑人员

刘锡官

全士英

王应蛟苏铭王占琪

全士英

王应蛟苏铭王占琪

提供资料和初稿编写人员

丁仁孝

王宗元

王警初

王锡莲(女)

付玉琴(女)

刘晶青

沈明德

李光发

宋锡成

张小云(女)

何峰

苏铭

陈瑞林

罗琴英(女)

郑新民

姚淑霞(女)

徐显烈

谢登龙

潘兰成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莉(女)

王吉生

王锡利

王捷(女)

付兰平

刘兰萍(女)

李斌

朱玉亭(女)

把银瓶

张玉英(女)

杨炳文

严肃

余淑华(女)

范学海

柯建进

赵亚芬(女)

徐安全

程建基

燕德福

马仲林

l王勤业I
王秀珍(女)

车尚宏

冯康铭

刘淑玲(女)

李湘梅(女)

朱毓英(女)

张国瑞

张中才

杨芳宪

肖应发

金巧梅(女)

范学宏

施寿

郭 群

徐尚君

韩玉金

方伟

王 治

王秀绒

韦月霞(女)

冯象武

刘正林

李军

朱成礼

张挺

张彦亭

杨生秀

陈慰亲(女)

金学奎

武常禄

侯承续

康明德

顾文斌

韩显明

方荣珍(女)

王志贞(女)

王俊琪

石玉琢

刘国义

阎全厚

李爱琴(女)

吕贵学

张瑜

张兰芳(女)

杨淑莲(女)

陈巨JII

林经惠

周淑宜(女)

姚进军

寇炳文

黄金娥(女)

潘成祥



《城关区志》终审委员会

马琦明 郝玉屏朱祯如火统元王有伟高子贵

刘光华王宗元金钰铭邓 明



序

《城关区志》开始编纂至今历时10载，在全体编纂人员的共同努

力下，数易其稿，现终于脱稿付梓，即将出版发行，与广大读者见面

了。这既是城关区的一件大事，也是文化战线的一件盛事，是城关区

历史上首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邓小平理论为指针，

以科学的历史观、世界观为主导编纂的一部崭新地方志。又恰逢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暨兰州解放50周年，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之际，因

此，这部《城关区志》的出版具有特殊的意义。

城关区是金城兰州的老城区，历来是兰州的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中心，东联沿海，西通边陲，商贾云集，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早

在新石器时代，城关区这片土地上便有人类繁衍生息，先民们以其勤

劳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在革命战争时期，城

关区人民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解放进行了长期英勇顽强的

斗争，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不

屈不挠，谱写了一曲壮丽的解放之歌，他们的英勇事迹将永载史册，

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兰州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城关区广大人民群众积极

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开展了减租反霸、土地改

革和合作化运动，到1956年全区基本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国民经济迅

速增长，全区各项事业较解放前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

较大提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共兰州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区

委、区政府带领全区广大人民群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走



改革开放之路。全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人民居住环境、工作和学习条件显著改善，城关区的市容市貌

焕然一新。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全区上下

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立足区位优势，优化提高第一产业，放

开搞活第二产业，大力发展以第三产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为特色的区

域经济，全区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回顾城关区的发展历程，变化是巨大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积累了宝

贵而丰富的经验。把这些经验、成绩和历史的发展变化，收录于志，

记载下来，存之于今，传之于后，是历史赋于我们的责任，是时代给

我们提出的要求。《城关区志》的编纂出版，．完成了这一使命。

《城关区志》图文并茂，分门别类，以详实的资料记述了城关地

区的建置沿革，对自然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

的历史和现状，追溯久远，详今略古，贯通古今，体现出了城关区的

悠久历史，同时，又体现了城关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心的显

著特色，是我区历史上的第一部“百科全书’’。今后它在“资政、存

史、育人”等方面将起到重要作用。

编纂《城关区志》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完成这一任务是不易

的。在此，谨向编纂人员和给予大力支持的省、市志办的领导同志、

专家教授以及提供资料的有关单位、个人致以真诚的谢意。

裹翼I雾耄王淑仁城关区委书记
⋯

兰州市城关区区长火统元

1999年5月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题词



兰州市城关区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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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城关区街区图



／。。∑二乡一7■≥■‘，。一：11『。j’1 j- 7一／?

：≯：》一：爹ij-
≯ ?：I～’≯_70小-／7 7X ⋯?i，。

’_。-：彳7⋯一琴，二<菇一、!√，、／ ，，，7 7／／、矿 m

。一j，，一一、一，一j一。节 ，一。j／7＼：。一jj’、’’
． 、 i一 ／ 一， 一彳77i，，／。．I

’

厂一，．≥z^＼—善i。一．鬈■一夕_。
≯n～一二臻．。一1品爹’7．．、：：、-I’F≯，纱／／|；_，，

譬至7i甏’l。．0’i。_l∥／／7／

t参至二二多-_。桶夕j。 圈
‘8

’ 一‘⋯
t$t■*t● dl￡■

f歹于●=，-。／7 f

。黼≠ 一一／ 、
。#H¨‘t 一‘j也日t_日

例一一“Z_”II



金城日出



寿·金城揽胜B

发展中的兰



军民总书记来甘肃视察工作时登临兰山公园三台阁



}9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视察兰





③。。 r，渺郴艄乡
舣?|il模汔恢县

中共廿肃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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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区人民政府

甘肃省人民政府

城关区人民政府旧址 Ⅸ城关区志”复审，终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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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西关清真大寺

昔日金城关

盐场堡城堡外景

西关清真大寺

昔日皋兰门城楼



矿：。·1’孵降

至公堂外景



丝绸古道上的左公柳

兰州水车

清代兰州交易市场

P鹋：

兰州羊皮筏子

城关区南关清真大寺



白塔凝翠

五泉秀色

儿童公园

五泉山公园

兰山索道

罹滩人工湖



城区绿化

南北两山绿化

南北两山绿化

春色满园

滨河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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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兰州大气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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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科学院科研楼

兰州大学教学楼



教学楼

西北民族学院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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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建后的庆阳路 城区一瞥

城关区天水路



兰州大厦

金城新姿

兰州饭店

民主西路百货大楼



新黄河大桥

青白石黄河吊桥

城关区东岗住宅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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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电信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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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区人民医院住院部大楼

兰州体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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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全

区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

(二)贯彻“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在贯通古今历史的

前提下，着重记述解放以来本区的史实，以体现时代特色。

(三)以现代社会分工为依据，以类系事，横分门类，纵向叙述，

分编、章、节、目。“概述"冠于志首，概叙区情，总括全志，各章

横向展开，各节有纵有横，以横为主。

(四)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史志一

体。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辅以纪事本末体。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关区行政区划经过4次变更，记

述中，以城关区1 990年的行政区域为准。

(六)记述时限，原则上上限始自1840年，适当上溯至事物发端，

下限止于1990年底。为了反映志书下限以后至1998年城关区经济

和社会发展状况，特节选政府工作报告，设为附录一。

(七)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正面为主，近代为主，本

籍和客籍不限，凡对本区历史发展具有推进作用和有贡献的已故人

物均可记其功绩，彰往昭来。获得省以上荣誉称号的在世人物入英模

名录。

(八)历史纪年。辛亥革命前，沿用旧纪年，并用阿拉伯数字注

明公元纪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解放前后，以1949年

一1～



8月26日为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以1949年10月1日为

界。

(九)本志资料取材于城关区各主管部门和档案、文献及报刊、1日

方志和当事人的回忆等，经鉴别核实后，收录入志。入志资料，一般

均不注明出处。

(十)统计数字，主要来自区统计局，少量数据为各单位核实的

数据。
。

(十一)专用名词较长时，首次出现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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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编政权政协

第一章区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二节区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节区人大常委会⋯⋯⋯⋯⋯⋯⋯⋯⋯o⋯⋯⋯⋯⋯·

第二章政府⋯⋯⋯⋯⋯⋯⋯o⋯⋯⋯⋯⋯⋯⋯⋯⋯⋯⋯⋯
第一节区级政权机构⋯⋯⋯⋯⋯⋯⋯⋯_⋯⋯⋯⋯⋯⋯·

第二节领导人员组成与工作机构⋯⋯⋯⋯⋯⋯⋯⋯⋯⋯

第三节历届政府的主要工作⋯⋯⋯⋯⋯⋯⋯⋯⋯⋯⋯⋯

第三章政协⋯⋯⋯⋯⋯⋯⋯⋯⋯⋯⋯⋯⋯“⋯⋯⋯⋯⋯⋯
第一节政协城关区委员会⋯⋯⋯⋯⋯⋯⋯⋯⋯⋯⋯⋯⋯

第二节常务委员会⋯⋯⋯⋯⋯⋯⋯⋯⋯⋯⋯⋯⋯⋯⋯⋯

第三节主要工作⋯⋯⋯⋯⋯⋯⋯⋯⋯⋯⋯⋯⋯⋯⋯⋯⋯

第十五编公安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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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打击各类犯罪活动⋯⋯⋯⋯⋯⋯⋯⋯⋯⋯⋯⋯⋯(690)

第五节预审、看守⋯⋯⋯⋯⋯⋯⋯⋯⋯⋯⋯⋯⋯?⋯⋯”(691)

第六节戒毒⋯⋯⋯⋯⋯⋯⋯⋯⋯⋯⋯⋯⋯⋯⋯⋯⋯⋯⋯(692)

第二章检察⋯⋯⋯⋯⋯⋯⋯⋯⋯⋯⋯⋯⋯⋯⋯⋯⋯⋯⋯⋯(693)
第一节机构⋯⋯⋯⋯⋯⋯⋯⋯⋯⋯⋯⋯⋯⋯⋯⋯⋯⋯⋯(693)

第二节刑事检察⋯⋯⋯⋯⋯⋯⋯⋯⋯⋯o oo oo o OQ O OO O⋯⋯⋯(694)

第三节法纪检察⋯⋯⋯⋯⋯⋯⋯⋯⋯⋯⋯⋯⋯⋯⋯⋯⋯(696)

第四节经济检察⋯⋯⋯⋯⋯⋯⋯⋯⋯⋯^⋯⋯⋯⋯⋯⋯·(697)

第五节监所检察⋯⋯⋯⋯⋯⋯⋯⋯⋯⋯⋯⋯⋯⋯⋯⋯⋯(699)

第六节控告申诉检察⋯⋯⋯⋯⋯⋯⋯⋯⋯⋯⋯⋯⋯⋯⋯(700)

第三章审判⋯⋯⋯⋯⋯⋯⋯⋯⋯⋯⋯⋯⋯．．．·：⋯⋯⋯⋯⋯·(703)
第一节刑事审判⋯⋯⋯⋯⋯⋯⋯⋯⋯⋯⋯000 0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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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民事审判⋯⋯⋯⋯⋯⋯⋯⋯⋯O OO Q 4D O O OO⋯⋯⋯⋯⋯

第三节经济审判⋯⋯⋯⋯⋯⋯⋯⋯⋯⋯⋯⋯⋯⋯⋯⋯⋯

第四节行政审判⋯⋯⋯OO O OOO⋯⋯⋯⋯⋯⋯⋯⋯⋯⋯⋯⋯

第四章司法行政⋯⋯⋯⋯⋯⋯⋯⋯⋯⋯⋯⋯⋯⋯⋯⋯⋯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法制宣传⋯⋯⋯⋯⋯⋯⋯⋯⋯⋯⋯⋯⋯⋯⋯⋯⋯

第三节律师⋯⋯⋯⋯⋯⋯⋯⋯⋯⋯⋯OOOOBO⋯⋯⋯⋯⋯⋯

第四节公证⋯⋯⋯⋯⋯OO O OOO⋯⋯⋯⋯⋯⋯⋯．．．⋯⋯⋯⋯

第五节人民调解与街、乡法律服务⋯⋯⋯⋯⋯⋯⋯⋯⋯

(705)

(707)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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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711)

(713)

(715)

第十六编军 事

第一章兵事⋯⋯⋯⋯⋯⋯⋯⋯⋯⋯⋯⋯⋯⋯⋯⋯⋯⋯⋯(721)
第一节军事设施⋯⋯⋯⋯⋯⋯⋯⋯⋯⋯⋯⋯⋯⋯⋯⋯⋯(721)

第二节驻军⋯⋯⋯⋯⋯⋯⋯⋯⋯⋯⋯⋯⋯⋯⋯w⋯⋯⋯(723)

第三节战事⋯⋯⋯⋯⋯⋯⋯⋯⋯⋯⋯⋯⋯⋯⋯⋯⋯⋯⋯(727)

第二章人民武装⋯⋯⋯⋯⋯⋯⋯⋯⋯⋯⋯⋯⋯⋯⋯⋯⋯(730)
第一节区人民武装部⋯⋯⋯⋯⋯⋯⋯⋯⋯⋯⋯⋯⋯⋯⋯(730)

第二节民兵⋯⋯⋯⋯⋯⋯⋯⋯⋯⋯⋯DOOOOO⋯⋯⋯⋯⋯⋯(730)

第三节预备役高炮第三团⋯⋯⋯⋯⋯⋯⋯⋯⋯⋯⋯⋯⋯(733)

第三章兵役⋯⋯⋯⋯⋯⋯⋯⋯⋯⋯⋯⋯⋯⋯⋯⋯⋯⋯⋯⋯(735)

第一节兵役制度⋯⋯⋯⋯⋯⋯⋯⋯⋯⋯⋯⋯⋯⋯⋯OIO 000(735)

第二节兵役、预备役登记⋯⋯⋯⋯⋯⋯⋯⋯⋯⋯⋯⋯⋯(737)

第四章人民防空⋯⋯⋯⋯⋯⋯⋯⋯⋯⋯⋯⋯⋯⋯⋯⋯⋯(738)
第一节机构⋯⋯⋯⋯⋯⋯⋯⋯⋯⋯⋯⋯⋯⋯⋯⋯⋯⋯⋯(738)

第二节防空工程建设⋯⋯⋯⋯⋯⋯⋯⋯⋯⋯⋯⋯⋯⋯⋯(738)

第三节人防教育与组织训练⋯⋯⋯⋯⋯⋯⋯⋯0 00 00 0⋯⋯(740)

第十七编民 政

第一章优抚⋯⋯⋯⋯⋯⋯⋯⋯⋯⋯⋯⋯⋯⋯⋯⋯⋯⋯⋯⋯
第一节抚恤⋯⋯⋯⋯⋯⋯⋯⋯⋯⋯⋯⋯⋯?⋯⋯⋯⋯⋯”

第二节拥军⋯⋯⋯⋯⋯⋯⋯⋯⋯⋯⋯⋯⋯⋯⋯⋯⋯⋯⋯

第三节优属⋯⋯⋯⋯⋯⋯⋯⋯⋯⋯⋯⋯⋯⋯⋯⋯⋯⋯⋯

(744)

(744)

(745)

(746)



旦 墨

第二章复员、退伍军人安置⋯⋯⋯⋯⋯⋯⋯⋯⋯⋯⋯⋯(748)
第一节复退军人安置办公室⋯000 00 0⋯⋯⋯⋯⋯⋯⋯⋯⋯(748)

第二节安置办法⋯⋯⋯⋯⋯⋯⋯⋯⋯⋯⋯⋯⋯⋯⋯⋯⋯(748)

第三节复退军人安置⋯⋯⋯⋯⋯⋯⋯⋯⋯000 00 0 000 000⋯⋯(748)

第三章救济⋯⋯⋯⋯⋯⋯⋯⋯⋯⋯⋯⋯⋯⋯⋯⋯⋯⋯⋯⋯(750)
第一节社会救济与救灾⋯⋯⋯⋯⋯⋯⋯⋯⋯011t0 0 0 0 00 0⋯⋯(750)

第二节生产自救⋯⋯⋯⋯⋯⋯⋯⋯⋯⋯⋯⋯⋯⋯⋯⋯⋯(751)

第三节扶贫⋯⋯⋯⋯⋯⋯⋯⋯⋯⋯⋯⋯⋯⋯⋯⋯⋯⋯⋯(751)

第四章社会福利⋯⋯⋯⋯⋯⋯⋯⋯⋯⋯⋯⋯⋯⋯⋯⋯·(753)
第一节残疾人福利事业⋯⋯⋯⋯⋯⋯⋯⋯⋯⋯⋯⋯⋯⋯(753)

第二节社区服务⋯⋯⋯⋯⋯⋯⋯⋯⋯⋯⋯⋯⋯⋯⋯⋯⋯(753)

第五章婚、葬管理⋯⋯⋯⋯⋯⋯⋯⋯⋯⋯⋯⋯⋯⋯⋯⋯⋯(755)
第一节婚姻登记⋯⋯⋯@00 0 00⋯⋯⋯⋯⋯⋯⋯⋯⋯⋯⋯⋯(755)

第二节殡葬管理⋯⋯⋯⋯⋯⋯⋯⋯⋯⋯⋯⋯⋯⋯⋯⋯⋯(755)

第十八编劳动人事

第一章劳动⋯⋯⋯⋯⋯⋯⋯⋯⋯⋯⋯⋯⋯⋯⋯⋯⋯⋯⋯⋯(759)

第一节劳动就业⋯⋯⋯⋯⋯⋯⋯⋯⋯⋯⋯⋯⋯⋯⋯⋯⋯(759)

第二节劳动力管理⋯⋯⋯⋯⋯⋯⋯⋯⋯⋯⋯⋯⋯⋯⋯⋯(761)

第三节工资⋯⋯⋯⋯⋯⋯⋯⋯⋯⋯⋯⋯⋯⋯⋯⋯⋯⋯⋯(764)

第四节劳动保护与职工福利⋯⋯⋯⋯⋯⋯⋯⋯⋯⋯⋯⋯(767)

第二章人事⋯⋯⋯⋯⋯⋯⋯⋯⋯⋯⋯⋯⋯⋯⋯⋯⋯⋯⋯⋯(771)
第一节干部编制与来源⋯⋯⋯⋯⋯⋯⋯⋯⋯⋯⋯⋯0 0 0 0 00(771)

第二节干部任用⋯⋯⋯⋯⋯⋯⋯⋯⋯⋯⋯⋯⋯⋯⋯⋯⋯(772)

第三节干部管理⋯⋯⋯⋯⋯⋯⋯⋯⋯⋯⋯⋯⋯⋯⋯⋯⋯(774)

第四节干部培训⋯⋯⋯⋯⋯⋯⋯⋯⋯⋯⋯⋯⋯⋯⋯⋯⋯(775)

第十九编科 技

第一章科技单位⋯⋯⋯⋯⋯⋯⋯⋯⋯⋯⋯⋯⋯⋯⋯⋯⋯(780)

第一节城关区科技机构⋯⋯000 0 0 0 a 00 00 0⋯⋯⋯⋯⋯⋯⋯⋯(780)

第二节驻区主要科研单位简介⋯⋯⋯0 00 0 0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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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科技队伍⋯⋯⋯⋯⋯⋯⋯⋯⋯⋯⋯⋯⋯⋯⋯⋯⋯(784)
第一节区属单位的科技队伍⋯⋯⋯⋯⋯⋯⋯⋯⋯⋯⋯⋯(784)

第二节驻区中央、省、市科研院所的科技队伍⋯“⋯⋯⋯(784)

第三节民办科研机构⋯⋯⋯⋯⋯⋯⋯⋯．．．⋯⋯⋯⋯⋯⋯(789)

第三章科技团体⋯⋯⋯⋯⋯⋯⋯⋯⋯⋯⋯⋯⋯⋯⋯⋯⋯(793)
第一节区科技协会、学会⋯⋯⋯⋯⋯⋯⋯⋯⋯⋯⋯⋯⋯(793)

第二节驻区中央、省、市科技学会⋯⋯⋯⋯⋯⋯⋯⋯⋯⋯(794)

第四章科普活动⋯⋯⋯⋯⋯⋯⋯⋯⋯⋯⋯⋯⋯⋯⋯⋯⋯(800)
第一节科普宣传⋯⋯⋯⋯⋯⋯⋯⋯⋯⋯⋯⋯⋯⋯⋯⋯⋯(800)

·第二节．科技培训和科技咨询⋯⋯⋯⋯⋯⋯⋯⋯⋯⋯⋯⋯(800)

第三节科普活动场所⋯⋯⋯⋯⋯⋯⋯⋯⋯⋯⋯⋯⋯⋯⋯(801)

第五章科技成果及应用⋯⋯⋯⋯⋯⋯⋯⋯⋯⋯⋯⋯⋯·(803)
第一节区属单位科技成果⋯⋯⋯⋯⋯⋯⋯⋯⋯⋯⋯⋯⋯(803)

第二节驻区科研单位科技成果⋯⋯⋯⋯⋯⋯⋯⋯⋯⋯⋯(804)

第二+编教 育

第一章机构⋯⋯⋯⋯⋯⋯⋯⋯⋯⋯⋯⋯⋯⋯⋯⋯⋯⋯⋯⋯

第一节民国时期的教育行政机构⋯⋯⋯⋯⋯⋯⋯⋯⋯⋯

第二节解放后教育行政机构⋯⋯⋯⋯⋯⋯⋯⋯⋯⋯⋯⋯

第二章幼儿教育⋯⋯⋯⋯⋯⋯⋯⋯⋯⋯⋯⋯⋯⋯⋯⋯⋯

第一节民国时期的幼儿教育⋯⋯⋯⋯⋯⋯⋯⋯⋯⋯⋯⋯

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幼儿教育⋯⋯⋯⋯⋯⋯

第三章小学教育⋯⋯⋯⋯⋯⋯⋯⋯⋯⋯⋯⋯⋯⋯⋯⋯”
第一节小学教育的发展⋯⋯⋯⋯⋯⋯⋯⋯⋯⋯⋯⋯⋯⋯

第二节学校的设置、管理与编制⋯⋯⋯⋯⋯⋯⋯⋯⋯⋯

第三节学制、课程与教材⋯⋯⋯⋯⋯⋯⋯⋯⋯⋯⋯⋯⋯

第四章普通中学教育⋯⋯⋯⋯⋯⋯⋯⋯⋯⋯⋯⋯⋯⋯⋯
第一节发展概况⋯⋯⋯⋯⋯⋯⋯⋯⋯⋯⋯⋯⋯⋯⋯⋯⋯

第二节区属中学⋯⋯⋯⋯⋯⋯⋯⋯⋯⋯⋯⋯⋯⋯⋯⋯⋯

第三节管理体制⋯⋯⋯⋯⋯⋯⋯⋯⋯⋯⋯⋯⋯⋯⋯⋯⋯

第四节学制与课程⋯⋯⋯⋯⋯⋯⋯⋯⋯⋯⋯⋯⋯⋯⋯⋯

第五节教学⋯⋯⋯⋯⋯⋯⋯⋯⋯⋯⋯⋯⋯⋯⋯⋯⋯⋯⋯

(811)

(811)

(811)

(813)

(813)

(813)

(817)

(817)

(823)

(824)

(827)

(827)

(830)

(832)

(833)

(835)



第五章中等专业及职业技术教育⋯⋯⋯⋯⋯⋯⋯⋯⋯(837)
第一节 中等专业技校的兴办⋯⋯⋯⋯⋯⋯⋯⋯⋯⋯⋯⋯(837)

第二节 中专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小⋯⋯⋯⋯⋯⋯⋯(837)

第六章高等教育⋯⋯⋯⋯⋯⋯⋯⋯⋯⋯⋯⋯⋯⋯⋯⋯⋯(840)
第一节清末时期的高等教育⋯⋯⋯⋯⋯⋯⋯⋯⋯⋯⋯⋯(840)

第二节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840)

第三节解放后的高等教育⋯⋯⋯⋯⋯⋯⋯⋯⋯⋯⋯⋯⋯(841)

第七章特殊教育⋯⋯⋯⋯⋯⋯⋯⋯⋯⋯⋯⋯⋯⋯⋯⋯⋯(845)
第一节盲聋哑人教育⋯⋯⋯⋯⋯⋯⋯⋯⋯⋯⋯⋯⋯⋯⋯(845)

第二节弱智教育⋯⋯⋯⋯⋯⋯⋯⋯⋯⋯⋯⋯⋯⋯⋯⋯⋯(846)

第八章成人教育⋯⋯⋯⋯⋯⋯⋯⋯⋯⋯⋯．．．⋯⋯⋯⋯⋯(848)
第一节扫盲⋯⋯⋯⋯⋯⋯⋯⋯⋯⋯⋯⋯⋯⋯⋯⋯⋯．．．⋯(848)

第二节成人初等和中等业余教育⋯⋯⋯⋯⋯j⋯⋯⋯⋯一(849)

第三节成人高等业余教育⋯⋯⋯⋯⋯⋯⋯⋯⋯⋯⋯⋯⋯(852)

第九章民族教育⋯⋯⋯⋯⋯⋯⋯⋯⋯⋯⋯⋯⋯⋯⋯⋯⋯(854)
． 第一节 回民义学⋯⋯⋯⋯⋯⋯⋯⋯⋯⋯⋯⋯⋯⋯⋯⋯⋯(854)

第二节‘回族教育组织和回民学校⋯⋯⋯⋯⋯⋯⋯⋯⋯⋯(854)

第三节．解放后民族教育的发展⋯⋯⋯⋯⋯⋯⋯⋯⋯⋯⋯(855)

第十章教师队伍⋯⋯⋯⋯⋯⋯⋯⋯⋯⋯⋯⋯⋯⋯⋯⋯⋯(856)
第一节清代学校教师⋯⋯⋯⋯⋯⋯⋯⋯⋯⋯⋯⋯⋯⋯⋯(856)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学校教师⋯⋯⋯⋯⋯⋯⋯⋯⋯⋯⋯⋯(856)

第三节新中国建立后的教师队伍⋯⋯⋯⋯⋯⋯⋯⋯⋯⋯(857)

第二十一编文 化

第一章文化艺术⋯⋯⋯⋯⋯⋯⋯⋯⋯⋯⋯⋯⋯⋯⋯⋯·(861)
第一节文化单位⋯⋯⋯⋯⋯⋯⋯⋯⋯⋯⋯⋯⋯⋯⋯⋯⋯(861)

第二节群众文化⋯⋯⋯⋯⋯⋯⋯⋯⋯⋯⋯⋯⋯⋯⋯⋯⋯(865)

第三节戏曲⋯⋯⋯⋯⋯⋯⋯⋯⋯⋯⋯⋯⋯⋯⋯⋯⋯⋯⋯(872)

第四节文艺创作⋯⋯⋯⋯⋯⋯⋯⋯⋯⋯⋯⋯⋯⋯⋯⋯⋯(884)

第五节艺文选录⋯⋯⋯⋯⋯⋯⋯⋯⋯⋯⋯⋯⋯⋯⋯⋯⋯(887)

第六节文化市场⋯⋯⋯⋯⋯⋯⋯⋯⋯⋯⋯⋯⋯⋯⋯．．．⋯(914)

第二章图书档案⋯⋯⋯⋯⋯⋯⋯⋯⋯⋯⋯⋯⋯⋯⋯⋯⋯(9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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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图书⋯⋯⋯⋯⋯⋯⋯⋯⋯⋯⋯⋯⋯⋯⋯⋯⋯⋯⋯

第二节档案⋯⋯⋯⋯⋯⋯⋯⋯⋯⋯⋯⋯⋯⋯⋯⋯⋯⋯⋯

第三章广播、电影、电视⋯⋯⋯⋯⋯⋯⋯⋯⋯⋯⋯⋯“
第一节广播⋯⋯⋯⋯⋯⋯⋯⋯⋯⋯⋯⋯⋯⋯⋯⋯⋯⋯⋯

第二节电影⋯⋯⋯⋯⋯⋯⋯⋯⋯⋯⋯⋯⋯⋯⋯⋯⋯m⋯

第三节电视⋯⋯⋯⋯⋯⋯⋯⋯⋯⋯⋯⋯⋯⋯⋯⋯⋯⋯⋯

第四章新闻、出版⋯⋯⋯⋯⋯⋯．．．⋯⋯⋯⋯⋯⋯⋯⋯⋯⋯
第一节新闻事业⋯⋯⋯⋯⋯⋯⋯⋯⋯⋯⋯⋯⋯⋯⋯⋯⋯

第二节出版事业⋯⋯⋯⋯⋯⋯⋯⋯⋯⋯⋯⋯⋯⋯⋯⋯⋯

第五章文物⋯⋯⋯⋯⋯⋯⋯⋯⋯⋯⋯⋯⋯⋯⋯⋯⋯⋯⋯”
第一节历史文物⋯⋯⋯⋯⋯⋯⋯⋯⋯⋯⋯⋯⋯⋯⋯⋯⋯

第二节革命纪念建筑和革命战争遗址⋯⋯⋯⋯⋯⋯⋯⋯

第三节文物机构⋯⋯⋯⋯⋯⋯⋯⋯⋯．．．⋯⋯⋯⋯⋯⋯⋯

第二十二编卫生体育

第一章卫生⋯⋯．．．⋯⋯⋯⋯⋯⋯⋯⋯⋯⋯⋯⋯⋯⋯⋯⋯
第一节医疗机构⋯⋯⋯⋯⋯⋯⋯⋯⋯⋯⋯⋯⋯⋯⋯⋯⋯

第二节卫生防疫⋯⋯⋯⋯⋯⋯⋯⋯⋯⋯⋯⋯⋯⋯⋯⋯⋯

第三节妇幼保健⋯⋯⋯⋯⋯⋯⋯⋯⋯⋯⋯⋯⋯⋯⋯⋯⋯

第四节医疗制度⋯⋯⋯⋯⋯⋯⋯⋯⋯⋯⋯⋯⋯⋯⋯⋯⋯

第五节卫生团体⋯⋯⋯⋯⋯⋯⋯⋯⋯⋯⋯⋯⋯⋯⋯⋯⋯

第二章体育⋯⋯⋯⋯⋯⋯⋯⋯⋯⋯⋯⋯⋯⋯⋯⋯⋯⋯⋯”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学校体育⋯⋯⋯⋯⋯⋯⋯⋯⋯⋯⋯⋯⋯⋯⋯⋯⋯

第三节群众体育⋯⋯⋯⋯⋯⋯⋯⋯⋯⋯⋯⋯⋯⋯⋯⋯⋯

第四节体育设施⋯⋯⋯⋯⋯⋯⋯⋯⋯⋯⋯⋯⋯⋯⋯⋯⋯

第五节体育竞赛⋯⋯⋯⋯⋯⋯⋯⋯⋯⋯⋯⋯⋯⋯⋯⋯⋯

第六节人才培养⋯⋯⋯⋯⋯⋯⋯⋯⋯⋯⋯⋯⋯⋯⋯⋯⋯

第二+三编民族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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