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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概述

提高2．’7倍。 ．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至1957年)，国家开始有计划地进行

经济建设。工厂从1953年起全面引进和学习苏联有企业管理模式，
着重贯彻执行铁道部于1952年9月21日颁布的第301号部令，实行计

划管理，建立了会议与表报制度，即：日常会议(工厂与车间两级)、
调度会议、交车会议、质量检查报告会议、。厂验联席会议、旬月分析

报告会议、动态表、旬计划表、日措施计划表、检修记录簿等；并合
理地编制生产作业计划；为解决工组间的配合问题j推行了任达罗

娃工作法。与此同时，工厂实行一．长负责制，并提出了十一个技术
组织措施方案，使企业的管理和生产水平大大提高，改变了当时管·

理混乱和生产长期被动的局面。1955年工厂调．整产品结构，由原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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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单位·

【清末土地清丈管理机构】 湖北善后局。清代后期在有军事省分中

通常设立处理特殊事务的机构，管理土地使用统一契式，将清丈田亩、

地基直接记载于契式上。此契沿用到同治末年。
、

江夏南路清丈局。张之洞筹拨巨款修建江堤后，武昌府城外南路

往年水淹田地涸出。为划分官民田亩并筹堤闸每年修建经费，光绪二

十七年(1901)设立江夏南路清丈局。将堤内分仁、义、礼，智、信，

堤外分天、地、人共八段，首次验民业契串发给联单，再行按段查丈，

完毕后即以联单换领民业执照，为管业之依据。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

清丈完竣，该局结束后，全案移交江夏县接管。 。

商场局。光绪二十八年(1902)商场局成立，并圈购甲、乙，丙、

丁四段地亩给价立界，作为通商场。雇英国工程师斯美利丈量地段，

测绘细图，详细勘估。宣统元年(1909)复设清丈局，清理沙湖等处

官荒；．5月将商场局并入清丈局。为特辟武胜门外至徐家棚一带土地

为商埠，民国初年又特设商埠局主持其事，并测量分等列号将商场土

地价售民间，鼓励投资，以期早日繁荣。

，江夏县商场官地清丈局。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江夏县令王

士卫和委员开办江夏县商场官地清丈局(所谓商场系指省城南北两路

附近粤汉铁路一带官地)o “为商场平治马路、统一建业，商场必办

之事，首先清查买卖，．明定界址o"该局通饬各业户抄契注册，续发

开方图纸，各业户自绘管业方数，报县存案，交纳契税；遗产无契约



�契命

发出官契、府契、红契、印契等十四种土地契

管业凭证。辛亥革命发生后，清丈局所验契约未发还民间，遭致散

民国初年引起许多土地纠

【民国时期武汉地区土地测量管理机 整理土地是国民政府

大纲中的规定。由于清末土地契证散失，土地纠纷迭起，清丈土

为当局要政之

民国1年(1912)汉口设立商场公产清理处，武昌设立武昌

清理处。民国3年，湖北国税厅发出验契凭证及白契登记执照，

4年5月财政部派员设立湖北全省清理官产处，发出官产执照和验

民国5年5月官产处划出一部分产业另设官产总局。民国9年10

产处撤并入财政厅，发出官产执照。这一时期还有汉口地亩专局

地照

民国15年(1926)9月汉口市政府成立后开始设置地政机关

国17年设武汉市工程委员会，内设测绘股，有测绘人员仅11人。

18年1月设土地登记清丈委员会，有测绘人员16人；3月改称土

丈处，由汉口市政府工务、财政两局局长兼任处长；7月1日汉

别市政府设立土地局，由何复州任局长，局内设三科，有测绘人员

人。民国19年1月由于经费困难，±地局撤销并入财政局第五科

地科)，时有测绘人员169人。民国20年7月财政局撤销，该局第

清丈土地未了事宜由湖北省民政厅接办。民国22年成立民政厅地政

内设行政、清查、测丈三股，有测量清丈绘图人员63人，汉口土

政事宜则由市府第二科、第三科管理；8月民政厅设立武汉土地

处，夏维时为处长，10月又成立汉口市土地发照注册所。民国22年

民政厅和财政厅曾会同筹办土地测量事宜，将武昌，汉阳、汉川



’

定为简易测丈试办区。 ’’·一·+
’

．

【湖北省地政局】 民国25年(1936)湖北省民政厅土地科扩充为地政

局，时有测绘人员22人，杨绰庵为首任局长。民国27年7月该局撤销后，

本省地政业务由民政厅成立地政科主管。抗战时省府西迁恩施至抗战

胜利后才迁回武昌。民国35年2月16日湖北省地政局正式成立。局长
‘

熊鼎盛，全局人员60名，设四室四科，并分设汉口、金水流域、武昌 ．．-

市，汉阳县，武昌县、汉川县，，黄岗县等七个地籍整理处和湖北省土．．

地测量队，华阳河流域鄂境土地测量队，嘉鱼县土地测量队等分别办 ‘，

理各市、县土地测量业务。该局举办地籍整理及土地重划，首先从武’．‘，

．_ 昌、汉阳、汉口、宜昌四处先行开办，全省509市、县，区，城镇列入 ．

地籍整理计划。从民国25年到民国38年13年间，办完40余县土地测量，

地籍整理、．土地登记等工作。
’’

’’

【湖北省测绘局】．1959年7月湖北省人民委员会测绘工作管理委员

”会成立，由副省长刘济荪兼任主任委员。下设办公室，工作人员16人。 ．

‘． 1964年2月省测委会划入国家测绘总局建制，同时也是省人民委员会

的一个职能部门。同年，易名为湖北省人民委员会测绘管理处，有职，

工23人，1969年被撤销。1973年国家测绘总局重建后，于1974年5月

建立了湖北省测绘局，隶属湖北省基本建设委员会。1978年改为湖北

省革命委员会测绘局。1g『80年5月改为湖北省人民政府测绘局，1983

’年又改为湖北省测绘局，局内设四处(政治，业务、科技、资料)●

室(办公室)，并属有湖北省地名办公室。全局共有职工595人(其中

工程师47人，助理工程师68人)，拥有各种仪器设备1175台(件)。

该局基本任务是归口管理全省测绘业务；测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i编

制出版各种比例尺地形图和行政区划图、专题图和图集；组织全省重．

大测绘科技项目协作和攻关；主持测绘科技成果的评价，鉴定，使用，。·
。’

发展和加强测绘事业；负责全省测绘资料的搜集管理和供应，为城乡 ．

●

、

●
、

’
、

‘

· ’。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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