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录
	第一编 绪论
	第一 自治制度之意义
	第二 欧米之自治制度
	第三 日本之地方行政沿革
	第四 市町村自治沿革
	第二编 静冈县贺茂郡稻取村
	第一 稻取村状况
	第二 村治之状态
	一、 役场与村民之关系
	二、 稻取村役场处务规定
	三、 村税征收法
	四、 道路筑港水道其他之施设
	五、 入谷青年之模范行动
	六、 母会处女会及规则
	七、 稻取村入谷耆老会
	八、 农家共同救护社之趣旨
	九、 入谷部落劳动限额组合
	十、 劳动者与收入比较
	十一、 稻取村办理心太草及杂草之规定
	十二、 天草采取赁银及监督法
	十三、 明治卅六年度稻取村输出入货物调表
	十四、 稻取村岁入出豫算表
	十五、 三十七年度天草杂草岁入出决算
	十六、 稻取村之基本财产
	十七、 地种反别地租调
	十八、 稻取村诸统计表
	十九、 郡村会议员氏名
	第三 劝业
	一、 米作之状况
	二、 奖励播种陆稻
	三、 农产物实地共进会
	四、 蚕业
	五、 柑橘之栽植
	六、 山林之经营
	七、 对时局施设
	第四 学事之部
	一、 稻取村立寻常高等小学校沿革及校舍
	二、 小学校新筑与基本金蓄积之计划
	三、 稻取村立小学校基本财产蓄积条例及其财产数
	四、 寻常科学费废止
	五、 农业科加设
	六、 学龄儿童与就学比例
	七、 父兄恳和会与同窓会
	八、 小学校生徒与邮便贮金
	九、 小学校生徒之恤兵献金
	十、 学事关系诸表
	十一、 稻取村入谷青年报德夜学校
	十二、 稻取村家庭教育会事迹
	第五 兵事之部
	一、 稻取村征兵入营者家族保护会及保护法
	二、 军人家族救护费
	三、 出征军人员数
	四、 赤十字社员数
	五、 爱国妇人会员数
	六、 国库债券应募额
	七、 军资金献纳额
	八、 战地寄赠品
	第六 卫生
	一、 卫生状态
	二、 杂录
	第三编 宫城县名取郡生出村
	第一 生出村状况
	第二 村治之现态
	一、 自治机关之组织
	二、 纳税之状况
	三、 村债与个人负债之性质
	四、 农家生活之状态
	五、 余业之生产额
	六、 地主与佃户之关系
	七、 救助法
	八、 生出村行道会
	九、 一年之休息及食物
	十、 送虫祈雨及其他诸种之惯习
	十一、 道路桥梁改修
	十二、 村有财产
	十三、 生出村基本财产管理规程
	十四、 生出小学校基本财产管理规则
	十五、 生出村基本财产管理细则
	十六、 生出村农会规约
	十七、 生出村农会规约（追加）
	十八、 生出村勤俭贮金规约
	十九、 折立区勤俭贮金讲
	二十、 区有财产管理规程
	廿一、 生出村明治二十二年度岁入岁出豫算表
	廿二、 生出村明治三十八年度岁入出豫算表
	廿三、 生出村财产明细表
	廿四、 生出村诸种统计表
	廿五、 郡村会议员氏名
	第三 劝业
	一、 米作改良之成绩
	二、 米作改良标准
	三、 农家种苗购求及改良之方法
	四、 马耕之奖励
	五、 生出村马耕竞犁会施行规则
	六、 生出村马耕竞犁会审查规则
	七、 施肥
	八、 蚕业之现况
	九、 生出村养蚕奖励规则
	十、 生出村养蚕奖励规则施行细则
	十一、 制丝业
	十二、 林业
	十三、 生出村山林保护会规则
	第四 教育
	一、 关于普通教育之施设
	二、 小学校教员
	三、 学科及就学儿童之状况
	四、 小学生徒之驱除害虫与邮便贮金
	五、 授业金废止
	六、 关于实业教育施设之现况
	七、 夜学校
	八、 教育会
	九、 学校基本财产现金总额
	第五 兵事
	一、 兵事议会规则
	二、 国库债券应幕额
	三、 赤十字社员与爱国妇人会员数
	四、 战事关系杂录
	第六 卫生
	一、 卫生之概况
	第七 生出村村是
	一、 余业奖励之事
	二、 米作改良奖励
	三、 麦作改良奖励
	四、 大豆作改良奖励
	五、 肥料共同购入组合设立
	六、 稻作改良之利益
	七、 立毛共进会之设置
	八、 生出村精农奖励会规则
	九、 生出村精农奖励会审查规则
	十、 害虫驱除豫防督励
	十一、 耕地整理
	十二、 奖励蚕业之扩张
	十三、 奖励制丝及机业
	十四、 奖励琉球蔺制作
	十五、 林业奖励
	十六、 生出村基本财产增殖
	十七、 生出村各区有财产增殖
	十八、 华美虚饰矫正
	十九、 生出村风俗矫正规程
	二十、 规时会设置
	廿一、 农业教育普及并夜学之奖励
	廿二、 使道路改修完成之事
	廿三、 桑垣奖励
	第八 村是实行成绩
	一、 桑园增殖
	二、 蚕种布下及疏茧额
	三、 制丝
	四、 林业
	五、 耕地整理
	六、 基本财产增殖
	第一 源村状况
	第二 村治之状态
	一、 役场事务之整理
	二、 役场之质素勤俭
	三、 源村纳税组合规程
	四、 村基本财产蓄积
	五、 本村现在营造物
	六、 村民之邮便贮金
	七、 贺年与时间恪守
	八、 村社祭日之变更
	九、 源村中之模范部落
	十、 极乐寺辑睦会
	十一、 源村勤俭贮蓄及规约
	十二、 役场事务件数
	十三、 源村郡村会议员氏名
	十四、 源村诸面积地价笔数
	十五、 源村财产明细表
	十六、 三十七年度源村各种统计表
	十七、 源村岁入出豫算一
	十八、 源村将来之发达
	第三 劝业之部
	一、 稻业之改良
	二、 害虫驱除豫防法
	三、 农作物品评会
	四、 蚕业
	五、 林业之经营
	六、 区农会及农事讲习
	七、 村农会事迹报告
	第四 学事之部
	一、 小学校位置及职员
	二、 教育基本金造成之起原
	三、 小学校基本金总额
	四、 教育村费及授业料废止
	五、 学龄儿童与就业比较
	六、 生徒之农艺心涵养
	七、 生徒邮便贮金奖励
	八、 父兄会
	九、 同窓会
	十、 基本金捐助者主要名氏
	第五 卫生之部
	一、 源村之位置及卫生状态
	第六 兵事之部
	一、 军人保护会
	二、 军资金应募额
	三、 赤十字社员数
	四、 军需品供给及战地寄赠品
	五、 恤兵部献纳金
	六、 并木陆军少尉之遗书
	第五编 杂录
	第一 日本帝国自治之三模范村（内务省报告）
	第二 田村又吉翁之略传
	第三 长尾四郎右卫门氏之略传
	第四 故并木和三郎氏之略传
	第五 老农田村又吉翁之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