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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一九七三年秋，城关地区欢送县一中城镇中学毕

业生上山下乡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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歹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定

I 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一项新工作。 一

。

为了记载我县知青王作在县委正确领导下所走过
· 的二十五年战斗历程，．为了给今后研究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问题和编写锺祥县志提供资料，我们编写了《锺

祥县知青工作简史》．
’

～

《锺祥县知青工作简史》的采编工作，于一九八
‘

一年十月开始，由杨恩清，王正容、卢大德、周应

◆ 山，王健群等同志组成专班，由卢大德同志执笔，在

j’ 县档案局具体指导下，拟定类日提纲，进行纂写。在纂

。≯。 +写过程中，专班人员积极组织座谈，开展内查外调，翻

。。 阅历史档案，走访知青战线的老干部数十余人，收集

大量资料，经过反复核实，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定稿．

本简史是以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八二年六月知青工

作发展史为依据的．因县知青办公室从一九七三年才



正式成立，在此之前，不少资料散失，幸存者亦残缺不

齐；加之我们水平有限，缺乏经验，疏漏谬误之处在所

难免，殷切希望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我们谨向县档

案局，知青战线的老同志和为本简史提供宝贵资料的

单位和个人表示真挚的谢意!

。《锺祥县知青工作简史》编写组

一九八二年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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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工作会议，进一步推动了上山下乡的工作。全国广

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

干，提高了觉悟，作出了贡献。

我县知青工作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一九五八年

七月，城关地区殷锡珍、薛虹等十三个青年，为支援

农村建设，自愿申请，由县委文教部组织，首批下乡

插队落户在皇庄区林集公社群力大队。
一

一九六二年，我县开始安置武汉市社会知识青

年．一九六四年开始动员本县城镇中学毕业生到农村

插队落户。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发出“知识青年

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

大号召后，我县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纷纷报名到

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据统计；从一九五八年

至一九八O年三月，我县共接受安置武汉和本县城镇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万零四百七十七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

知青工作的重心由上山下乡，转移到城镇就业安排。

我县从一九八。年秋至一九八二年六月，在城镇广舞

2





林，茶场和政治、经济条件较好的社办企业、生产

队．使知青的安置，教育，使用工作发展到一个新的

阶段．广大知识青年集中安置后，政治上有人帮，生

产上有入教，生活上有人管，学习上有人抓，绝大多

数知青场队，做到了当年建场，当年自给．还有的知

献．

整，我县知青工

7 4号和[1 9

以下三件工作．

的态度，将一九

和一九七五年至

知青， 区别不同

，会同财政部

费和房屋财产进

多(1 9 8 O]

财产进行了折价

业门路，安置了

学毕业生三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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