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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工作是一项涉及千家万户， “上为国家分忧，下为群众解愁一

的重要工作。为了便示了解醴陵民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探索民政事业

的发展规律，明得失，辨利弊，鉴往知来，扬长避短，有益于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我局于1986年10月，在《醴陵市志》编纂委员会的指

导和帮助下，成立了编写《醴陵民政志》的领导小组和写作组。

修志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件新事，我们深感责任重大而又力不从心，

困难很多。写作组的同志不畏艰辛，边学边写，聚精会神：刻苦钻研，

从学习有关文件，修志体例开始，制订篇目，查阅档案，走访老领导和

知情者，到整理核实资料．分章试写，反复修改，历时两年始完成送审

初稿。1989年3月，初稿复经《醴陵市志》编委，《政治篇》有关单位领

导评议，我局领导小组和写作组再次研讨，斟酌修改，才付印成册。全

志除《概述》、《大事记》外共分十章，纵述了醴陵民政工作的历史和

现状，横记了各项民政业务的实况。我们主观上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尽量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比较客

观地反映醴陵民政工作的全貌，但限于思想认识水平和著述能力，谬误

和疏漏之处仍所难免。恳切企望领导和同志们审阅指教。

钟 少松

1990年10月



凡 例

一、本志以搿政权建设、行政管理、社会保障"等有关民政业务为

内容，按“记、志、俄图、表、录’’体例编纂．

二、本志以立足现代’：侧重近代、略古详今为原则，上限不定，下

限为1986年。

三、全志分章，节、目三层，横排竖写，附以图表，力求眉目清楚，

层次分明。

四、本志资料来源有三，一是调查访问，二是查阅档案，三是旧志

报刊。对所采资料，均经核实，去伪存真，宁缺毋滥。

五、本志与别的部门志个别内容有交叉重复的可能，如革命老根

据地、革命烈士传、移民筹，采取此详则彼略的方法处理，避免累赘重

复。

六、志中有关纪年、古今币制、书写行款格式等，均按省、市修志

行文通则，以求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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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地处湖南省东部，东界江西省萍乡市，南连攸县，西接株洲县，．

北邻浏阳县．o浙赣、湘东、醴浏铁路贯通境内，公路有106、320两条国

道交汇于城区，渌江穿流境内，经株洲县渌口汇入湘江；醴胰水陆交通

便利，素为湘东门户。农业以种植双季稻为主，盛产粮食；。工业以瓷器

及鞭炮烟花著名，驰誉中外。 ． ．

醴陵置县始于东汉，至今己一千九百余年。县署机构设置历代不

一，明、清时设吏、户、礼、兵、刑、工、粮等科；民国元年(1911)，

改知县为知事，。设民政科，民政业务始有专职机构办理。救灾救济：社

会福利等事项由慈善团体经办。
‘

’

，

。

． 1949年8月4日，醴陵县人民政府成立，设第一科，管理民政，不久

改为民政科。 一 ，

。

’

．

民政科承办基层政权建设、行政区划、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

福利，殡葬改革、婚姻登记等行政工作；。概括起来为政权建设的一部

分、行政管理的一部分和社会保障的一部分。 ．一 ．

‘

1f927年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醴陵建立了工农革命武装，’在部分

区、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其中一部分地区曾开展土地改革j给农民分

田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定醴陵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

革命老根据地，拨款支援老区经济和文化建设。．王956年，．醴陵成立追恤

委员会，对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病故的革命军人和地方工作人员

评审核实，追认牺牲、病故烈士14s9人，其中遗有直系亲属的1197人：’

县人民政府拨发一次性抚恤费22．55万元。为了褒扬革命烈士，民政科组







大 记

明洪武元年(1 3 6 8年)

改乡、里为都、坊(境)，全县设42都。

明洪武六年(1 3 7 3年)

知县贾焕建养济院。

。 明永乐十年(1 4 1 2年)

全县调整为32都。宣德七年(1432)并为28都，辖108境。景泰三年

(1452)并为24都。成化八年(1472)，调整为25都。

·

。明万历二十一年(1 5 9 4年)

知县晏朝寅请免代编沔阳、江夏银米。

清康熙十六年(1 6 7 7年)

十二月，巡抚韩世琦来醴陵，责令各都、境勘田荒熟，造册呈报；

所报熟田仅十分之一，余田尽荒。十七年(1678)．任绍圹劝民开垦，4

贷给耕牛，每头牛折银两，秋后以大米7石还耕牛贷银。
， ●

，／
‘

“

清康熙二十一年(1 6 8 2年)

全县设30都、108境；都以上划全县为东、南、西、北四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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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十九年(I 8 9 3年)

春荒。巡抚吴大潋发还储存省仓谷2万余石贷给饥民，又购米9千余

石赈济饥民。次年二月，吴大潋由苏、杭采购桑苗数万株，船运来醴陵，

散发农民，并将植桑养蚕办法刻印成册，‘散发农村。
f

’

清光绪二十一年(1 8 9 5年)

大旱。巡抚吴大潋给赴省城饥民分发钱米，劝回农村待赈。次年，

江苏义赈会特派严作霖携银元20万，下乡分发到户。

清光绪三十一年(1 9 O 5年)

刘家鉴等创办同德堂，制棺木以济贫民。三十三年，，张明惕，丁明

甫等创建善园。
‘

，

d
，

， c 。

。 清宣统二年(1 9 1 O年) j．

变法改制。分金县为ls个自治区。 。

民国元年(1 Q．1 2年)

1月，中华民国成立．设醴陵县行政厅，改知县为知事，专管行政．

分总务、财政、教育，民政、警察五科。 ，
。t

行政区划沿袭清制，设ls个自治区，辖133境．

民国二年

9月2s日，宁调元就义于武昌，后返葬醴陵西山． 、、 。7







斐为院长·

民国二十一年

11月1日，实行新区制，金县合并为5个大区；区设区公所．

民国二十二年

4月，省民政厅令筹备新自治，全县仍为s区。-

民国二十三年

3月，将5大区辖地划为49乡6镇，设乡长镇长。

6月，亢旱，秋收大歉；设救荒委员会救灾．

民国二十四年
，

f

2月，按所颁保甲法规，将乡、镇以下重加编制，总计全县共编11200’

甲、1125保、55乡镇、5自治区。

7月，调查全县户口，统计户114057，口588219．
}

． 民国二十五年

， s月，县政府召集乡、镇长训练1个月。

8月，国民政府明令褒扬烈士宁调元，发帑修墓，建纪念亭．

{ ， 一

’
～

民国二十七年

7月，撤区扩乡，划全县为24乡、2镇。
‘

‘

‘

． 民国二十九年
～

6月，大水。东乡、北乡不少房屋倒塌，淹死数十人。



民国三十年

8月，全县划为24乡、3镇、399保、5862甲。

民国三十一年

3月，县举办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训练对象为保队附、甲长、户籍

干事等。

9月，螟虫为害，渌水上游沿河两岸晚稻受灾甚巨，一亩仅收谷四，

五斗。

民国三十二年

3月，全县整理保甲户口；碧山镇并入醴泉镇。

4月大风、5月淫雨、6月大水。9月有蜚，稻穗皆白。设救灾委员会

救灾。 -

． 民国三十五年

4月，救济总署湖南分署派急赈工作队四队来县放赈。

民国三十六年

5月，将原有26乡镇，按原15区所辖区域合并为15个乡镇；保甲调整

为190保，2832甲。

1 9 4 9年

7月25日，醴陵和平解放。

7月26日，成立醴陵县人民民主政府办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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