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陵县宋事记
. (1949 - 2008) 

主编苗建辉

?元陵县史志办公室 编



《洗陵县夫事记》

桃源县长城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 x 1194 1132 印张 :9 张

字数 :185 千字 印数 1 -2则册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玩陵县大事记〉编寨委员会

顾 问:黄泽春段云鹏宋联君张大新

主 任:向洪振

执行主任:周详莫小平

副主任:李红心刘波苗建辉

委 员:周德刚向阳毕松向道春杨柏荣李宗志

钟建军孙国好张兴祥卢新仁李顺光张新鹏

唐启富周德怡舒序刚向卫国唐珍梅尹先铁

卢映万各乡镇党委书记

〈沉陵县大事记〉编辑部

主 编:苗建辉

副主编:谢根常印卷青

责任编辑:谢根常

编 辑:张先一杨流祥张宗高唐宏辉向秀丽冯菲

校 对:谢根常彭文斌

封底图照:于成



编辑说明

-、编辑目的: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向广大读者进行

地方历史知识和革命传统教育 。 为党政、宣传、文教和科研等单位的工作

人员提供一个查考我县在新中国建立以来比较重大的事情的资料索引 。

供学习研究参考。

二、编样原则:贯彻唯物主义的观点，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大精神，尊重历史，

尊重事实，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客观地加以记述。

三、主要内容:收录 1949 年 9 月 -2∞8 年 12 月发生在我县的政治、

经济、文化、军事、教育、医疗卫生及县境内特、新、奇、首次出现(发生)的

各方面的大事。主要反映我县近 60 年来主要机构设置及隶属关系和行

政区划的变化;重大会议，重要规章制度，重大事件和活动;重点工程建

设、重点企业开工投产、重大项目实施;对我县产生重大影响的著名人物

的活动;县委、县政府的主类发展思路、重大举椅以及取得的重大成就;自

然灾害，奇闻轶事等。

四、资料来源:(玩陵县志》、公开的历史档案、电视报刊新闻、党委政

府网站新闻、会议材料、《玩陵文史》及各有关单位在《大事记〉送审稿审

定时提供的资料。数据主要以县统计局提供为准。《大事记》所记载的会

议、政策、法规、条例，限于比较重大的。《大事记》人物的记载，限于健在

的和已故的县以上的党、政、军、团体主要领导人，各方面有影响的代表人

物和著名人士，而且只限于与这些人物有关的主要事情。

五、为方便读者查阅，(大事记》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缺乏具体日

期的放在每年、月之后 。

六、附录"1949 年 1 月 -9 月大事选录一些最重要的事情，供参阅

查考。

七、限于水平，难免有错误和遗漏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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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 1 • 

沉陵县大事记

1949 年

9 月 1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一一二师先头部

队进抵官庄。 击溃守敌国民党保五师， 1∞余名残敌缴械投

降。

18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一二师三三六团解放沉陵县

城。

19 日，县城各界人民列队于中南门码头、南岸，欢迎中国

人民解放军部队入城。是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沉陵工作委员

会成立，主任慕石起，发布公告，实行军事管制。

20 日，县临时治安维持委员会成立。 负责维持社会治

安、征集粮食柴草、支援前线等工作。

22 日，国民党暂三师四团团长姜大同奉中国人民解放军

三十八军一五一师令，率全团开往沉陵城南汽车站，接受和

平改编，参加第三十八军，进军广西。

是日，保五师十三团团长刘复，率全团官兵携带武器，到

城西溪子口黑神庙向人民解放军一五一师投诚。

25 日，国民党沉陵县党部书记长修先棠到中国人民解放

军沉陵县工作委员会驻地中南门登记投诚。

10 月 1 日，县城万余人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暨沉陵解放。



.2. 玩陵县大事记

5 日，冀东南下工作团三大队二中队干部 3∞多人抵沉

陵。后留沉陵 43 人，开展接管、建政工作。

8 日，中共抚陵县工作委员会和沉陵县人民政府成立，王

振宗任书记，张子祥任县长。

16 日，县人民政府支前指挥部成立，设秘书、总务、财粮、

柴草、运输五股，配工作人员 31 人。张子祥兼任主任。到 11

月底，全县共筹粮食 3225 吨、柴 1680 吨、草 585 吨。

25 日，县人民政府决定设立 7 个行政区。 1950 年 4 月，

改为 10 个区，辖 309 个农民协会。

26 日，湘西军区于沉陵成立。

是月，国民党湖南省保安五师师长兼沉陵警备司令颜

梧、副司令胡哲生、副师长李飞鹏，沉陵县政府县长、陆军暂

三师师长何沛霖及其官兵 200 余人在太常村基侯家漠向人

民解放军一四0师技诚。

11 月 1 日，县税务局在城区开征税 10 种。

23 日，建立县公安队。

11 月，国民党湖南省第九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部

司令双景五由所里镇(今吉首)回沉陵向人民解放军登记投

诚，并将专署、保安司令部两颗印章交给县人民政府。

12 月 31 日，沉陵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建立，有 35 个厂

矿企业、行业建立基层工会。 1950 年 12 月，召开沉陵县首届

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县总工会正式成立。

是年 12 月下旬，<湖南日报》沉陵营业处兼办新华书店，

在上西关开业。



1950 年 .3. 

1950 年

1 月 1 日，中共湘西区委、湘西行署于沉陵成立。

1 月，湘西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布剿匪战役政治动员

令。 随即在全县开展剿匪。至 4 月，境内国民党地方武装、

股匪被基本肃清。计毙、伤土匪 403 人，俘 873 人，争取技降、

技诚 5784 人，缴获各种武器 5459 件。

湘西区党委机关报《湘西日报》在沉陵创刊。 1952 年 8

月 16 日停刊。

1 月，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到 1951 年 5 月基本结束。

沉陵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1957 年 3 月，

召开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成立沉陵县妇女联合会。

2 月 13 日，公审并处决国民党沉陵县军警宪联合督察处

副处长、第九区保安副司令杨清漳。

2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沉陵县人民武装大队成立。 大队

长周一农，政委王振宗。 1951 年 9 月，改为沉陵县人民武装

部。

3 月 5 -8 日，召开城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代表 74

人。 会议讨论剿匪、社会治安、生产备荒三大中心任务。

4 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沉陵县支行成立。

9 -13 日，城区召开有 222 名代表参加的抗美援朝动员

会议，号召全县人民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 到

1951 年 6 月，全县人民捐献 7.2 亿元(旧币)，7.6 万余人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 记陵县大事记

名拥护世界和平公约， 1558 名青年报名参军 ， 998 人被批准

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

20 日，湘西水运公司在瓮子洞、清浪、喝滩、横石设立滩

险照料站。

24 日，古丈县的血水潭、桐木溪溪北划人沉陵县第二区。

30 日，宣布废除国民政府建立的乡公所。

4 月，县农民协会成立， 1953 年 5 月撤销。

5 月 4 -6 日，举办第一届体育运动会。

8 日，县委发出"关于收缴民枪的指示。"

5 月，省立沉陵中学成立， 1952 年 9 月更名为沉陵第一中

学。

6 月 4 日，国民党陆军暂编第一军军长陈子贤，向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自首。

15 日，召开县扩大干部会议，部署开展减租减息和反霸

工作。 6 月底，减租减息基本结束。有 72∞ 余出租户退出租

谷 1024 吨。 1951 年 1 月，反霸基本结束，各区拘捕 437 人，

公安局逮捕 140 人。

6 月，中共沉陵县委员会成立(以下简称县委) 。 书记王

振宗，第二书记冯景平。

7 月 12 -15 日，召开沉陵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昕取和讨论县人民政府施政报告，选举 8 名出席省首届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

7 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玩陵县工作委员会成立。 1954

年 6 月，更名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沉陵县委员会。 1955 年 7

月，更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沉陵县委员会。



1950 年

26 日，成立沉陵县人民法院，院长张子祥。

8 月，沉陵县各区分别成立中共区委。

.5. 

9 月，开展扫除文盲运动，推广速成识字法。 沉陵县职工

业余学校建立。

12 月 17 日，县土地改革运动委员会成立，王振宗兼任主

任，委员 7 人。自此，全县土地改革分三批进行，至 1953 年 3

月完成。

是年，发生虫灾，受灾稻田 40.04 万亩。 各区发动群众人

工捕捉，损失有所减轻。

是年，修承浩先生出席湖南省首届人民代表会议，被选

为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 。 修承浩先生赴长沙开会

之机，将《沉陵县志~(民国十九年)本手稿郑重地交给省主席

程潜。此后，此志稿存入湖南省图书馆。 1999 年，由沉陵县

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点校出版。



.6. 比陵县大事记

1951 年

1 月，撤销临时省政府沉陵行政办事处，成立沉陵专员公

署。

1 月，湘西剿匪胜利纪念塔破土动工，4 月 11 日揭幕典礼

隆重举行。

1 月 12 日，县城市管理委员会成立。

2 月 10 日，撤销沉陵工务总段，成立沉陵工务段 (1953

年 2 月 17 日改称抚陵养路段)。

2 月，全县开始进行土地改革。

3 月 1 日，湖南省湘西林管处在太常村成立(1953 年 2

月改为湖南森林工业局沉陵分局)。

3 月 20 日，县文化馆成立，馆址设上南门福音堂。

4 月 20 日，撤销沉陵中心支行，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湖南

省分行驻湘西办事处，兼营沉陵业务(1952 年撤销办事处) 。

是月，县中医学会成立口

5 月，县卫生院开业。

5 月，自 1950 年初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共

判刑 656 人，其中处决顽匪、恶霸、特务 526 人。

7 月，沉陵糖厂建成投产， 1963 年 10 月改名沉陵糖果厂。

8 月 2 日，县人民政府设立人事科。

8 月，沉陵医师部与晨光护校(原天主教堂医院附设卫

校)合并为湘西卫生技术学校，直属湘西行署管辖。



1951 年

9 月 9 日，开始进行查田定产和秋征工作。

9 月 13 日，成立县摊贩业联合会。

.7. 

9 月，于 1950 年 2 月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沉陵县人民

武装大队改为沉陵县人民武装部。

10 月中旬，沉陵专区首届劳模大会在县城召开，与会代

表 214 人。

10 月 18 日，贞德、辰粹两校的高中部并人省立沉陵中

学。

10 月 27 日，沉陵新华书店根据中共湘西区党委指示，首

次发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537 册。

11 月 25 日，县剿匪治安委员会成立。

11 月 28 日，成立县合作总社 (1954 年更名为县供销合

作社)。

12 月 26 日，县工农业余教育委员会成立。

是年，官庄~沃溪公路建成通车。



.8. 沃，陵县大事记

1952 年

1 月，全县试建 6 个农林合作社。

2 月，公私合营沉陵猪察加工厂建成，产品洗票经对外贸

易部门出口。

春，县直属机关开展"三反"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

义)、工商界开展"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

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年底结束。

3 月，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在第七区竹园乡建立。

5 月 25 日，宁乡铺信用合作社成立。

6 月，县卫生防疫站成立，为全省首批防疫站之一。

7 月 1 日，县气象站建成，开始地面气象观测。

7 月，全县集中助征员 482 人，开展耕地面积普丈落实工

作，整理出完整的农业税册籍。

30 日，禁烟禁毒委员会成立，抽调 52 名专职人员开展工

作。历时 5 月，查出贩毒(鸦片)犯 947 人，其中惯犯 261 人，

逮捕 11 人，判处死刑 1 人。

8 月 16 日，湘西区党委 1950 年 1 月创刊的机关报《湘西

日报》停刊。部分印刷设备移交县财政经济委员会。

8 月中旬，湘西电影院交县人民政府财委会接办，更名为

沉陵电影院。

8 月，公私合营沉陵肥皂厂建成投产， 1954 年 4 月停办。

地方国营沉陵县印刷厂建成。



1952 年 .9. 

是月，沉陵县人民政府卫生科建立。

9 月， 1950 年 5 月成立的省立沉陵中学更名为沉陵第一

中学。

10 月，进行搬运码头民主改革， 1953 年夏季结束。

11 月，沉陵女子初级中学建立， 1968 年迁麻溪铺， 1969

年改为麻溪铺区中学。

12 月，湖南省第七卫校(原湘西卫生技术学校)由太常村

迁城区下南门马路巷新建五层楼的教学楼，更名为湖南省立

沉陵卫校。

是月，县术马岭国营农场建立。

是月，县民船工作筹委会成立。

1952 年，改首善镇为城关区人民政府。

是年，全县建立农业生产互助组 1305 个，参加农户 6523

户，占总农户的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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