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浮0害襄粪享爰襄焉．■、一．“j；‘二’～／、。f’·，≮‘’7、，。砷

毒i一≥搴囊肇：≥-一—1／口，，‘o～"7～．一

二：?：毫：=-兰

圣毒
咛．；



湖北省襄樊市民政局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四月



组 长：

副组长：

组 员：

襄樊市民政志编纂领导小组名单

(1982—1994)

任佩兴

严永豪

邓文杰

陈农友

钟炎坤

张贵生

陈农友

张经历、肖学模、方国桢、唐树金、陈万清、汪安然、

崔世斌、周书茂、张正年、陈理祥、杨宜城、牛大荣、

李启发，李亮清

襄樊市民政志编辑组人员名单

总 编：汪安然

副总编：李有让

编 辑：何志平、陈林、何德群、武群群。

绘 图：张光杰

编 务：曾波、岳莉、张晓端

摄 影：何志平、张海燕和区、县、市民政局供稿

封面题字；伍荣显，系市人大主任

封面设计：汪安然、李有让、万秀刚

责任编辑：陈海滨 ．



组 长：

副组长：

组 员：

襄樊市民政志编纂领导小组名单

(1982—1994)

任佩兴

严永豪

邓文杰

陈农友

钟炎坤

张贵生

陈农友

张经历、肖学模、方国桢、唐树金、陈万清、汪安然、

崔世斌、周书茂、张正年、陈理祥、杨宜城、牛大荣、

李启发，李亮清

襄樊市民政志编辑组人员名单

总 编：汪安然

副总编：李有让

编 辑：何志平、陈林、何德群、武群群。

绘 图：张光杰

编 务：曾波、岳莉、张晓端

摄 影：何志平、张海燕和区、县、市民政局供稿

封面题字；伍荣显，系市人大主任

封面设计：汪安然、李有让、万秀刚

责任编辑：陈海滨 ．



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

证唯物主义观点，记载民政各项事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成就

与失误，以“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准绳，如实记载。

二、本志上限原则上断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个别处适当上

溯到清以前；下限止于1990年。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载新民

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民政工作。

三、本志为市管县体制的城市专业志，以1983年10月后的行政区

域为记述范围，宏观记述全貌，突出中心城市，兼及所辖县市。

四、本志按照“以时系事，事以类从"的原则，横排竖写，纵横结合的

方法编写。大事记按编年体，适当插以记事本末体。全志按历史顺序划

分三个时期即3编，每编分章、节、目、子目四级结构。共有34章99节、

140目、38子日40万字。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述、记、志、传、图、表、录、后记，以志

为主，表格穿插其间。

六、人物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为革命烈士立传，其他人物则以

事带人，在有关内容中反映。

七、记时：清朝以前各代按历史习惯纪年，夹注公元纪年；民国年号

和公元互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行文中“建国前"、“建

国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可互用。

记数：按国家语委等7部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书写。 ．

度量衡表述：1949年以前采用当时的标准，1949年以后按国家统

一标准。

八、志中涉及到的行政区划，按当时的称谓书写。文中“全市”系指



四区、五县、三市，“市区’’指三个城区和市郊区。

九、志中资料来源于各级图书馆、档案馆、市直及所属区、县、市有

关部门的文献资料和社会遗老1：1碑。为节省篇幅，行文中一般不注明出
处。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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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民政历史悠久，古往今来，都将民政机构列为政府建制，以为本阶

级服务。早在西周，掌管民政的机构称地官．，秦由丞相统管，汉是丞相和

民曹尚书主管，唐代由户部及所属承办，宋元明清由户部管理。民政的

涵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是同军政相对应，泛指国家军事之外的一

切社会事务的管理。《宋史》记：“宋初革五季之患，⋯⋯分令朝臣出守列

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州谓民政"即是除了军队以

外，全部政权工作都称民政。狭义是指国家对一部分社会事务的行政管

理。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政的内涵和具体内容则不相同。南宋徐天麟著

《两汉会要》中，把民政单列一门，辑有20余项业务。其中除一部分为汉

代户籍、兵役、徭役和居民组织等制度，大部分是朝廷体恤民间疾苦、救

灾济贫、尊老敬贤、奖励勤劳生产、禁戒骄奢淫糜和抑制豪强权霸的诏

令和事例，可谓“惠民之政"。1906年，清政府将巡警部改建为民政部，

下设二厅一司，而核办救灾、救济、移民和保息等项，仅占其民治司业务

的一小部分。由“惠民之政"转为“治民之政"和“防民之政"，这是历史上

民政史观的倒退。民国以后，特别自袁世凯起，都曾设民政机构，基本涵

义与清末相同，以镇压、统治人民，维护剥削阶级利益为根本。只有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之后，民政才成为人民运用国家

权力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保证公民权利，增进社会福利的新机构；民

政业务已形成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保障性事务为主体的对多项社会事

务综合管理的社会行政工作体系。

襄樊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水中游，历为鄂西北政治、交通、军

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各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也极为重视民政。清

末襄阳府及所辖州县的民政事务，由府、县户房具体承办。地方具体承

办的业务有：(1)警察、行政、司法、教练、整饬风俗礼教；(2)地方自治、

移民、保息、赈救、疆里、户籍；(3)保安、营业、工筑、卫生、编评；(4)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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