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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黔阳县组织志》是由中国共产党黔阳县委员会

组织部编写的一部部门志，主要记述黔阳县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党的组织建立和发展的情况(建国前，黔阳T

县没有中共的党组织)，由于各级行政机构的干部均由_

各级党的组织部门管理，故干部工作也列为记述内容，但

行政机构状况则不涉及。

二、本志分为“概述”、“大事记”和“机构设

置”． “党的组织”， “党员、干部教育”、 “整党整

风”、“干部工作”、“组织部自身建设”、“人物”等

篇日。除。概述”、“大事记”外，其余均分为章、节、

目三个层次，并按事物本身发展的程序，各事物之间的内

在联系以及事物的重要性排列次序。 。大事记”除记述党

组织的内容外，对党的重要活动和有关组织机构的建立租

消亡也作简要记载，以反映全县党的组织工作的全貌。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

在体例上，沿用横分竖写的传统模式，按篇目内容，横向

展开，然后依时间顺序纵向记述。

四、人物章中的人物传，贯彻“生不立传”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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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传重在贡献和影响。人物排列，以卒年为序。

五，本志时间断限：上起1949年1 xfJ，下至1990年。

在部分内容上为保持史实的完整性，作适当延伸。

六、本志资料来源，主要是查阅文书和人事档案．并

对知情干部进行走访、座谈。有记录备查，故不注明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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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黔阳县位于湖南省西部、沅水上游，东与溆浦、洞口

为邻，南与洪江、会同、绥宁接壤，西与芷江搭界，北与

怀化相依。全县总面积2173．54平方公里，总人口381 149

人．聚居以汉族为主，其他为苗、侗、瑶、土家、回、

壮、满、蒙古、彝等民族。县治安江镇。l 990年全县共辖

7个镇，18个乡。

黔阳县历史悠久。古属楚地，秦纳黔中郡，西汉高祖

五年(公元前202年)始置镡成县，南北朝时改为湃阳

县，梁改龙捌县，隋废之，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

复置龙标县(捌改标)。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

改称黔阳县，其名沿袭至今．现隶属怀化行署。

黔阳县地形复杂，雪峰山脉横亘县东南部，境内峰峦

层叠，沟壑纵横。沅水自西向东流经全境。中部与西部地

势平缓，为丘陵地区．全县自然资源丰富，特别是水资源

雄厚，水能理论蕴藏量为47万千瓦。山区野生动植物较多．

丘陵平原为粮食主要产地。地下矿藏有煤、锰、金、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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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黔阳县人民处于水深火

热之中。历代统治者在政治上残酷压迫，经济上内外且爱

削，加之匪患猖獗，致使广大人民离乡背井，家破人亡，

田园荒芜，民不聊生。1949年loN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

兵团第三十八军一一三师进军湘西，黔阳县获得解放。从

此，黔阳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了身，过上了安居

乐业的生活，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黔阳．

1949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黔阳县委员会成立．这

是在黔阳这块土地上第一次建立党的组织(解放前只有党

员活动)。县委成立后，结合开展剿匪反霸、镇压反

革命、土地改革、三大(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

业)改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整风整党等一系列的政治

运动，在全县城乡工农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

基层组织。至1 966年末，全县共发展党员5080名，建立了

区委4个、社镇党委29个、党总支3个、党支部450个。

其中党员发展较多、基层党组织建立较快，是在土改，三

大改造、大跃进和社教四个时期。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政府行政机构的增加，干部队伍也相

应扩大。至1966年末，全县共有国家干部1696人。这个时

期，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因而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

1959年反右倾整风、1960年下半年农村整风整社运动以及

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许多党政干部．农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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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干部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干

部的积极性。不过，党及时发现了错误，均在运动后进行

了甄别改正。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县各级党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

陷入瘫痪状态，党员被迫停止了组织生活。1969年3月，

中共黔阳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立。6月，召开了全县

党员代表会议。会后贯彻了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

神，开展了整党建党，逐步恢复和重建了各级党组织。广

大党员也开始恢复组织生活。在建党中， “吐故纳新”，

把一些所谓“走资派”、 “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党(后

来得到纠正)，用“突击”方式吸收少数有“造反精神”

的人入党(少数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后被清除)。同时，

。九大”新党章取消了党员预备期，致使党员质量有所下

降。同年12月召开中共黔阳县第三次代表大会，恢复县委

会，撤销核心小组。1970年全县党员开展了批陈(伯达)整风

学习。。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又开展了批林(彪)

整风学习。这两次整风学习，对全县党员、干部深入学习

马列主义．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识别真假马列主义能力，

起到了积极作用。至1976年lo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全县共有

党员l 1950名，县委共辖社镇党委27个、机关党组3个，建

立党总支134-、党支部623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干部队

伍比较混乱，1968年原党政机构撤销，代之以党政合一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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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委员会，大批干部下放农村劳动，到1973年陆续调回机

关。此间，在清查“五·一六”组织和“三清三反”运动

中，一些干部又受到伤害。之后，开展所谓“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抵制。

1976年末，全县实有行政、事业单位国家干部1278人，

超编102人，国家机构中开始出现人浮于事的现象。

1976年lo月，粉碎“四人帮” (指江青、王洪文、张

春桥、姚文元)的伟大胜利，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

束，国家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了拨乱

反正，迅速改变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长期破坏所造

成的困难局面．彻底摧毁他们的帮派体系和肃清其流毒，

促进安定团结和四化建设，各级党组织首先在党员干部

中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清查本县与“四人帮”

在湖南的代理人有联系的人和事。在清查工作中，县委十

分注意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

育面，缩小打击面，从而使清查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并收到

良好效果。后来在1985年的整党中，又在党员、干部中

开展了清理“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

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的工作，核

查“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对负有重大责任者

进行了处分。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

一方面在党员、干部中进一步加强思想教育，认真传达学



习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真理标准的

讨论，促使广大党员、干部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198 1年

8月，县委召开了社镇党委委员以上的党内负责人会议和

三级干部会议，学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公报、《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消除了党员．

干部的模糊认识，统一了思想，在政治上更加同党中央保持

了一致。另一方面整顿党的组织。1985年4月县委召开了

第五次党代会后，立即在全县先县级机关后基层党组织进

行整党。至1986年12月，全县有689个党支部，137128党

员参加了整党。整党后期，对党员普遍重新进行了登记，

违纪党员受到了不同的处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

级党组织就注意在优秀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

使党员的文化结构有了较大变化。到1990年，全县共有党

员14569名，县委共辖乡镇党委25个，机关党委4个，党组

7个，建立党总支31个，党支部753个。在干部队伍建设

上，主要是按照“四化”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

业化)要求，吸收和培养干部。对原有的45岁以下、初中

文化以下的干部进行学历培训，以提高其文化知识和

专业技术水平。对干部制度进行了初步改革，乡镇机

关实行了部分乡镇干部选聘合同制。这个时期，干部队伍

发展很快，尽管1984年县级机关进行了机构改革，当时虽然

机构减少了几个，但人员反而有所增加。1983年全县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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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230人，1984年增到1411人，大大超过编制人数。1985

年以后，县委对编制工作抓得较紧，机关干部人数逐步有

所减少。至1990年全县干部定编1436人．实有1371人，节

编65人。

从1949年10月黔阳解放以来，全县党的组织和干部

队伍都有很大的发展，广大党员、干部在各个时期的社会

主义建设中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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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 949年

lo月26 FI，南下工作团一行58人，其中干部34人，革

命军政大学生24人，由刘俊义、张茂林率领到达黔阳安

江。

1 1月1日，中国共产党黔阳县委员会、黔阳县人民政

府宣布成立，刘俊义任县委书记，张茂林任县长。县委和

县政府内部机构随之相继设置，并成立了工会、青年团、

妇女联合会等组织。杨树功任中共黔阳县委组织部部长。

县委、政府机关设复兴银行旧宅(1950年3月迁黄花坪普

乐园至今)。黔阳县治设安江。

1 1月3日，县委、县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区划的决定，

全县设5个区，1个区级镇，并分别成立区委会和区政府

(1954年3月改为区公所)机构。五个区配备区干部28

人，其中一区9人，二区5人，三区4人，四区4人，五

区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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