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j面．：

^ 1．
-

、

、、～

卷窗景餍政惠编．纂绳续

蕊



i
～

l
+}
I

．；

垂

孳

、f，J，．、7l}



获．．一觑，一一



并继7．
绫器

，瞰’移
争何。
案纯



芬：
虫’·

午_—r

f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硌交

刀～

一扔氮一即一一一坪荔以趴



每”

舌彳

勇对
克建
思疆

三．殂
差茕
考蕊

誊饕，丐会j

’秀j．吏占移．八

蓼耋孛仄

爨
因
圾
Z氛
文
奋
肉

耀
l

差
，宿

牟

嘉



鹅

。固
苏

黑
L ■Y■

一，’

’刁9

于咖
静冷
易玉

≯

j．。警巷
≯’杪
密董

．．，。大．国

I≮豆’-赫譬．

谢-．1’兰
蕾 球

多 孟



装因爱枷函．张一．乏嗽绳辱和管户了棼透拇弦，京锻绕，西汝舂够参技夕有动于努蜉魏禺弦磊彷放葺础

初一

，

涉痧省面殛荔3

．磊象嘞影■f-

j



序

民政工作有悠久历史，历代政府几乎都设有专门办事机构，而

编纂民政专志者，则为寥寥。欲得较完整的民政史料，诚如凤毛麟

角，而仅散见于方志。我县自清同治十一年末修《兴国县志》后，

迄今相距1 1 o多年，民政史料更感奇缺，亟待搜集整理， 以彰往昭

来。 0
j

兴国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献身精神，素有急公好义、助

人为乐的美德，在历史的长河中曾创造过许多动人的业绩，尤其是本

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苏维

埃时期，在全县23万人口中，先后参军参战者8万余人，为革命捐

躯的英烈达2．3万余名，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在拥军扩红、支

援前线、优待抚恤、救灾互济等方面也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在民

政工作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主力红军长征后，面对国民党的血

腥统治，继续进行顽强的斗争，直至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

兴国是革命老根据地，优抚对象特多，居全省之冠。加上水土

流失严重，水旱灾害频繁，人民生活较为贫困，这给我县的民政工

作带来繁重的任务。建国后，兴国人民在中共兴国县委、县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继承和发扬苏区民政工作的光荣传统，认真贯彻党和

国家关于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在拥军支前、优待抚恤、复退安

置、老区建设，救灾扶贫等工作，又取得很大成绩，积累了很多经

毫’



验，为推动全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安定团结，物阜民丰，是编志的良

机。兴国县民政局于1986年6月着手筹集编纂《兴国县民政志》。

全书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

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反映全县民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资料丰富，内容翔实，体现了地方特点与专业特色相统一。《兴国

县民政志》的问世，是件大喜事。它用事实说明，创业艰难，胜利

来之不易。革命先烈英勇奋斗，威武不屈的精神，是生动的革命传

统教材，它将永远激励和鼓舞着全县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新兴国而奋勇前进。

在前无古人，史乏借鉴的创举中，编成此书，确实不易。值此

表示祝贺，并乐为之序。‘|．
，

谢 兆祥+

1 9 8 9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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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力求反映兴国民政的历史与现状，以达到

存史、资政、教育的目的。
一

二、本志立足现代，侧重近代，详今略古，上限一般上溯有关

事物在县域的发端，下限止于公元1985年，有的事物记述至付印时

为止。 ，。

三、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照片等形式编写，志

为主体，一般不作评论。
+

四：本志记述概以现行的县行政区划和现管的民政业务为范

围。已从县划出的区域和从民政部门划属其他部门管理的业务，不

作记述。 ‘．

7

五、本志纪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简称“苏维埃时期”

或“苏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简称Ⅶ建国后”)，均

以公元纪年。中华民国时期(简称民国时期)和其它历史时期，概

用历史纪年，必要时加注公元纪年。

六、行政区划、地名、机构、职官等均按各个历史时期的称谓

记述。 -

七、本志资料来自档案馆档案，民政史料，1历史文物，有关部

门和当事人、知情人所提供。编写中一律不注释资料出处。



概 述

兴国县位于江西省中南部，赣州地区东北部。县境面积

3214．46平方公里。1985年，全县103942户，559009人，其中99％

为汉族，其余为少数民族。

兴国县历史悠久，三国吴嘉禾五年(公元236年)置平阳县。

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改称平固县。隋开皇九年(589年)平固县

并入赣县。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建兴国县。建县迄今，已有

1 750年。历代均设民政机构署理地方民政。明、清县衙设户房。民

国初年，县公署设民政课，后改称民政科。1932年，县苏维埃政府

设内务部，有交通、抚恤、卫生、优待和民政等科，管理民政工

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县人民政府设民政科，后改为民政

局，管理基层政权建设、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行政区

划、婚姻登记和殡葬改革等项工作，并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和上

级民政部门交办的事项。

县域区划，清代全县划为4隅、6乡、56里。民国7年(191 8

年)，改设1 2区、1 08堡。1 930年3月，县苏维埃政府划全县为1 1

区、64乡。民国24年1 o月后，实行保甲制，划全县为9区、36保

联、510保、5203甲。36年6月全县设24乡1镇。乡、镇以下划分

324保、3178甲。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实行区乡村建制。1949年8月，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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