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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县系清光绪二十一年建置，实施民政已有九十余年。有关民

政的史实，以前尚无专门历史记载。为了系统掌握民政资料，总结

经验教训，以镜往事，诫来兹，鉴兴废，考得失，使民政工作更好

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为了向全县人民提

供一份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给子孙后代留下

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在《南县志》办公室的指导下，创修了这

部《南县民政志》．

本志分十八章、五十七节，共计三十六万字，另刊地图七幅、

照片九十三帧。内容包括民政沿革、行政区划、基层政权建设、优

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收容遣送、婚姻登记、殡葬改革、

土地征用，民政财务、移民安置、人物等。本志运用大量史料，反

映民政由旧社会的“管民之政”到新社会的“为民之政”的变化过

程，说明不同历史时期政府对人民群众的不同态度，集中体现了新

中国成立后南县民政。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关心人民

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重要作用，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本志记旧中国的民政，重点考

沿革演变，民政事务则根据南县川泽环居、水灾频仍的特点，突出

灾情及民国政府的救灾情况；对新中国成立后民政的记述，则力争

纵不断线，横不缺项，突出重点，务求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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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既坚

持社会主义优胜于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又坚持秉笔直书，实事

求是的原则。从尊重历史出发，摒弃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态度，

反对虚美浮夸和文过饰非的作风。本志史料，主要取材于文书档

案，亦有部分来源于稗官野史。资料均详细考证，不涉风影浮诞。

在编辑时，尽量做到明是非，彰因果，辨得失，不妄加评论，尽可

能避免“政治化”倾向，使志书充分发挥稽古鉴今，彰往训来的作用．

《南县民政志》的编修工作，从一九八四年开始。编辑人员广征

博采，先后到二十多个档案、图书、文史单位及有关部门摘抄资

料，查阅图书、档案共五百余卷(册)，采访知情人士百余名，搜

集资料达三百多万字，然后通过精心编纂，反复修改，数易其稿，

历四年成书。编辑人员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在编修过程中，我们曾得到上级民政部门及南县党政领导的关

怀和支持。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在百忙中为本志审阅篇目，并致函称

赞我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副部长张凯还为本志题写书

名。县民政局党组加强对修志的领导，及时解决了修志中的具体问

题，为修志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还有许多关心、指导、帮助我们的

单位和个人，藉此表示衷心感谢。

修志是著述大业，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虽然作了很大努力，

但错漏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七年九月



凡 例

一、本态设章、节、日三层l用语体文据事直书，略古详今；以时间为

经，门类为纬，横排竖写。

二、本志上断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下限一九八五年，为保证有关资

料的系统完整，个别章节不遵此例。

三、本志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书朝代纪年，用括号注明公

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为节省文字，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后)称“建国前(后)刀，亦称“解放前(后)，，。

四 本志正文内的数字．一般用汉字书写；表格数字，一般用阿拉伯字；

有的附录资料数字依原文阿拉伯数字书写。

五、志内引文出处一般在记述时作交代，或于引文后加①②③，并在节

(页)末附注解?其它资料一般不作说明。

六、本志地名一般采用事件发生时的名称，有交更者用括号注明今名。今

名全用《南县地名志》的标准地名。

七，志首彩照，依内容主次和质量高低分先后选排，黑白照片按章节需

要选排，起综合直观，图文并茂作用。

八、建国前，币制复杂，币值多变，难于统一，故在志书中记述的币制

名称，数额，均按原文录用，未加注释。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使用的旧人

民币，一律换算为新人民币。

九、表格数字按章节需要安排，起系统和资料补充作用。表烈数字的单

位，除已注明者外，一律采用：货币为“元"，粮食为“斤，，，田土为

“亩"，牲畜为“头"，木材为“立方米"，竹子为“根"，衣服为“件斗，

被子为“张"，布匹为“尺弦。

十、本志第十八章的《烈士传略》，立传者不唯官职高低论，按其一生

影响大小取舍。《优抚对象模范事迹简介》，意在保存资料，不是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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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事记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

是年清政府在乌咀设立南溯直隶厅。抚民通判陈囤仲划全厅为东、南、西、北、

中五乡，设乡董主持乡政。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

夏大水，全厅饥荒严重。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是年厅治从乌咀迁至九都山。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是年官厅在九都山刘家垅建积谷仓。

，护城各垸幸获保全。

南，龙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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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宣统元年(1909)

夏大水，全厅倒溃一百八十垸，七万余灾民靠领粥食维持生命。

清·宣统二年(1910)

春霖雨风雹不断，全厅春作物失收，秧苗腐烂，牛死过半。饥民日食恶草，贫病

交加，死亡相继。

清·宣统三年(1911)

夏淫雨连绵，外洪内涝，倒堤垸溃，损失严重。

民国元年(1912)

七月 大水。同春、农学等三十余溃垸倒，田庐牲畜尽付洪涛。

民国=年(1915)

二月六日 (农历正月初一)地震。

十月 南洲直隶厅改称南洲县，知事主县政，下设行政四科，第一科管民政，行政

区划暂沿清制。

民国三年(1914)

一月二十八日 (农历正月初三)地震。

六月八日南洲县改称南县

三月 湖南省水利局派魏景

(容)，南(县)、沅(江)，

夏大水。堤垸倒溃，淹死

是年知事公署废乡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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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五年(1816)

四月 荆江洪水倒灌洞庭，河水陡涨，漫入堤垸，乡民迁避不及，淹死甚众。

民国六年(19"11)

夏淫雨连绵，内涝外泛，全县大多数堤垸皆成泽国。

民国八年(1919)

八月 江水暴涨，堤垸多溃，余则溃水茫茫，谷穗生芽，收成大减。

民国十年(1921)

冬知事李劲发起在县城创办贫民工厂，招赤贫儿童九十人习艺营生。

民国十一年(1922)

一月二十七日 知事鲁颂平颁发《办理积谷简章》(十条)，加强积谷管理。

春全县选举省，县议员，涂惺宇、夏炎当选为省议员，崔哲中等二十七人当选为

县议员。

院第二分院。

铁铮为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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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八年(1929)

七月中旬大雨五昼夜，渍涝成灾，收成减半。

是年国民党南县党部、县政府组织“禁烟委员会"，专事禁处鸦片烟毒。

民国十九年(1930)

元月 全县十七个区，并为六个自治区。第一区设县城，第二区设明山头，第三区

设沙港子，第四区设三仙湖，第五区设麻河口，第六区设县城西郊终南寺。

初春境内奇寒，江湖冰封，久不解冻。

三月一日 县政府将省拨赈款八千元，扩建贫民工厂，并将厂名改为“赈灾贫民工

厂。"

十月二十二日 贺龙、段德昌率红二军团攻克南县，建立南县苏维埃政府和五个区

苏维埃政府。

民国二十年(1931)

七月 特大洪灾，全县溃垸五十，灾民二十三万余人，溺死、饿死九千余人，省政

府拨急赈银洋七千余元。

民国二十一年(1932)

冬县政府修葺积谷仓，定名“南县县仓"，募得积谷万石。

民国二十二年(1933)

七月 大水，全县堤垸溃渍各半。县长罗植乾组织农民抗洪，保住部分堤垸未

溃。

是年县政府实施区、乡、闾，邻制。

民国二十三年(1934)

夏秋之交全县大早，秋后瘟疫流行，人畜死亡不计其数。

是年省政府拨给南县赈款一：厅元，县政府用以修建县城民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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