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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民政工作，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

工作。它是政权建设的一部分，行政管理的一部分，社会保障的一部

分。建国36年来，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江陵县的民政

工作在中共江陵县委、县人民政府和上级民政部门的领导下，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在加强和开展基层政权建设、行政区划、优抚安置，救

灾救济、殡葬改革、婚姻管理、收容遣送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

，●一、 作。为江陵民政事业的发展，为江陵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

，，一作出了贡献。编纂《江陵县民政志》，旨在实事求是地记述我县30多

／ 年的民政工作的业绩、经验和教训，以便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好民

； 政工作有所借鉴，意义重大。本志就机构设置及各项民政工作，分列

； 九章，三十一节，一一加以陈述。依据有限资料，在部分章节适当的

： 上溯至清末、民国时期。限于水平，加之资料粗多细少，很不完整，

P入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8 江陵县《民政志》编纂领导小组

’

1 990年I 1月

到了_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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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国民党江陵县政府设有民政科(又称
·

第-科)，负责管理全县乡、保、甲划分及灾荒赈济、社会慈善团体

等事务。 ， j

： 1 949年7月I5日，江陵解放后，县人民政府设民教科。1 950年6

月改为民政科：1 960年8月，改为民政局。民政局负责全县基层政权

建设、行政区划、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事业、福利生产、

≯ 殡葬改革、婚姻管理以及政府交办的其它事务。

。 36年来，’民政部门的全体工作人员，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

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为国分忧，为民解愁的实际行动，为广大

民政工作对象送温暖、办实事，充分体现和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 7．救灾与救济。解放前，江陵县境是“东部湖泊多、深水窝；西部

j7． 、、荒丘坡、茅草多”。．水利年久失修。建国后，大兴农田水利及堤防建

设，有效地提高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即使出现严重的特大的自然

灾害，成灾面积也逐步减少。．如1954年出现特大的外洪内涝，1959-～

19 61年百年罕见的大旱。，1 9 77年和19 79年两次大面积冰雹灾。在历次

灾害面前，县人民政府除组织干部群众充分发挥抗灾设施作用，．千方

百计减轻灾害损失外，组织民政部门全力以赴，，认真贯彻党和政府制

，定的救灾救济工作方针，发动灾民因地制宜，开展生产自救。在救灾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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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的过程中，除各部门捐助资金物资和群众互助互济外，截至1985

年止，国家向灾区和贫困户共投放救济款I．73 3万元．历年下发寒衣、

棉被数以万计。帮助灾区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促进了社会安
出，
声巳o

慧

优抚与安置。江陵县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西革命根 {

据地的发祥地之一_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解放以后，政府对建
_

国前为革命英勇献身的800多位烈士，进行了追认抚恤，编写了英名

录。对农村缺乏劳动力，生产、生活有困难的烈军属，先后实行代

耕、优待工分等优待制度。从1985年起普遍实行优待现金的办法。对

历年回乡的复员退伍军人“妥善安置，．各得其所刀i在各行各业，各

条战线上，发挥骨干作用。全县城乡拥军优属活动蔚然成风，促进了 基

国防建设，推动我县兵役法的实施。

社会福利事业。在城镇主要是对社会上孤老残幼的收养安置。县’

社会福利院越办越好，农村福利事业从无到有，发展很快。1956年农

业合作化后，对无依靠、无劳力的孤老，残幼，由集体实行五保。：

(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1958年以后，试办敬老院4 。·

所。1 985年全县共办起福利院，敬老院25所，收养院民1 060人。基本。一●

上实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晚年生活有保障。

殡葬改革。解放以来，政府一直把殡葬改革列为移风易俗的重要

内容，提倡丧事从简，反对大操大办，反对一切迷信活动。1968年及

1984年先后在县城及郝穴兴建火葬场，号召废除土葬，提倡火葬。经

过长期不懈的宣传教育，人死火化的新风尚在县内基本形成。

．江陵县民政工作，曾受到国家民政部和省民政厅的关注。’省，地



有关领导同志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充分肯定。江陵的民政事业，正在

县委、县政府和上级民政部门的领导下，继续前进。



大 事 记

l 9 4 9年

’

7月1 5日，江陵解放，成立县人民政府，内设民教科，李寿彭任
_’ 科长。 ．

9月，县民教科接管了民国江陵县政府办的江陵县救济院，改名

江陵县人民救济院。

1 9 5 0年
’

5月，根据荆州专署通知，将第五区(即郝穴)所辖南五洲划归

公安县管辖。 ．

6月，因教育业务划出，将民教科改为民政科。

8月，县人民政府首次为7 oa回乡荣誉复员军人评定残废等级，

并按规定发给荣誉金和生活补助粮。还赠送了慰劳品。

1 9 5 1年

7月，县人民政府主持召开江陵县首届烈军工属代表大会，县长

单一介在大会上讲话。会议由民政科筹备。大会收到各单位祝贺锦旗

45面，贺信1 00余封。

8月，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余益庵到江陵处理沙市与江陵交界处

——二矶头～一狗头湾地段纠纷。并由民政厅下发了会议纪要。



9月，全县掀起支援抗美援朝捐献活动。共捐献人民币30亿元

(‘旧币)和大量慰问品及慰问信。

1 1月，江陵县复员军人委员会成立(设民政科内)，并首次接待

安置了1 50多名回乡复员军人。 ‘ ⋯z

1 9 5 2年

2月， “江陵县复员军人委员会”更名为“江陵县复员军人转业

建设委员会，，。

4月，由民政科出面接管了在荆州东门内和南门外两处天主堂所

办的两所育婴堂。

．

1 9 5 3年

’

2月，根据湖北省政府通知：将埠河区全部划归荆江县管辖。

3月，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废除旧的包办封建婚姻制度并由县民政科直接办理婚姻登记。

， ‘．8，月，．县行文决定，全县各乡建立以副乡长为首由有关部门参加

i 的“优抚委员会”，以加强对优抚工作的领导。
●

1 9 5 4年

1月，民政科在城关镇第二居民委员会，帮助组建烈军属土硝生

产组，就地取料，生产土硝，对外销售，投资小，收益大，解决了生

活困难。

一1月，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的通报。责成

·5·



民政科加强此项工作的管理。控制城镇人口增长速度。

4月，全县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首次开展乡、镇、

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共选出乡、镇人民代表4966人，县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280人。

4月，根据荆州专矛通知，将张金、龙湾两个区划归潜江县管

辖。

7月，县境遭受百年罕见的洪水灾害，民政部门全力投入救灾工

作，下发救灾款1 i 0万元。

1 9 5 5年

5月，县人民政府决定，以岑河区的民权乡和城西区的将台乡为 ‰

重点，试行办理婚姻登记工作。

1 2月，根据荆州专署通知，将和平、联合、杨场三个乡和荆沙乡

的二部分及砖桥乡的1、2—8三个村划归沙市市，共划出3826户，

15149人，水、旱田54618亩。

1 2月，召开全县民政干部及烈军属、复退军人、优抚模范代表大 ·

会，省民政厅派杨科长来参加了会议。 ：4

1 9 5 6牟

+5月，全县520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对2478户无依靠、无劳动

力的孤老残幼实行五保(即：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

．·6月，‘地区民政局副局长陈飞到我县荆南乡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选举工作试点。

9月，为适应农业合作社的新形势，县人民委员会决定：取消对

金县烈军属，残废军人，带病回乡复员军人的代耕优待办法，实行新的

优待劳动日的办法。 ’．
．，，。| ：：：

一 10月，以省监察厅刘瞻如为首的省、地、县三级联合检查组，来

我县检查复员军入的安置工作。

1 1月，马L【f区枣林乡模范军属蒋福秀出席全国烈军属、残废军

人，复员退伍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 i’

．： l 9 5’7年
●

4月，县人民委员会主持召开城关镇镇长、民政助理员、居委会

主任座谈会，研究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组织贫民开展生产自救，解

决就业和生活困难问题。 。，。’．．、=，．‘ +j．．，

7月，江陵县生产教养院撤销。院内部分从事棉织生产的人员，

分别调入沙市棉纺行业和县属城关手工业企业工作，其孤残人员交荆

州地区社会福利院。
’，。

～
．，‘

i

1 1月；召开全县复员退伍军人代表会。到会代表2 18人，总结工

作，表彰先进，并围绕农皿生产中心，制定自己的生产计划。r

、一’12月，·县民政科筹建“地方国营江陵县八一畜牧场"，安置无家

可归的复员军人。负责人吴道全。 。。·7 j I j

。12月，根据湖北省政府统一部署，全县自上而下建立专班，开展

对老革命根据地烈士家属的追恤工作，有8 1 2名烈士家属受到追认和

抚恤。
。，

’，’7。

’

·

·7·



l 9 5 8年

‘

7月，普济、岑河、李埠、太湖、弥市、城关等公社，，建立孤儿

院和敬老院。共收养孤老残幼1 8 6人。 ．一．t· 一， 霸

，1 o月，金县召开各公社福利科科长会议，研究布置人民公社化以后

的民政工作。县民政科副科长郭维菊在会上讲了话。
譬

1 9 5 9年

3月，江陵县盲、聋、哑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购置课桌50张，

组织城关地区聋、哑人业余学文化。城关公社组建聋、哑人自行车修

理社。 二

7月，全县遭受70年来未有的大旱灾，民政科全体工作人员分赴

各公社，帮助抗旱救灾。 。二

l 9 6 0年

2月，在荆州西门外筹建江陵县社会福利院。基建负责人杨国
’．

俊。 ：

8月，县人民委员会决定：将民政科改为民政局。

1 2月，普济，太湖、岑河公社的孤儿院撤销，各院孤儿送县福利

院集中抚养。 一

l 9 6 1年
』

‘

3月，民政局召开全县民政干部、敬老院院长座谈会。交流经

’§’



验、重点研究讨论办院问题。

l 9 6 2年

1月，江陵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民政科科长罗天才，当

选为县人民代表出席大会。
’

1月．，以县长张美举为首组成34人春节慰问团，到江北农场驻军

营地和荆州城内医院，对住院的烈军属、转建军人进行春节慰问。

1 9 6 3年

1 2月，召开了全县烈军属、荣复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

大会。

1 9 6 4年

3月，民政局投资，在大北门外兴建“城关镇殡仪馆’’，负责人

‘童芪清。

4月，按照省、地民政部门的规定，县民政局开始承担办理征用

土地呈报审批手续。

8月，普济区、烈属敬老院院长胡德善，出席荆州专署召开的社会

福利工作五好单位代表会。

馆"
r乒 ’

1 9 6 5年

3月，城关镇殡仪馆划为民政局直属单位，更名为“江陵县殡仪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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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月， “江陵县复员退伍军人接待安置办公室"。成立。由民政局

统一领导、合署办公。

l 9 6 6年 ．

1月，江陵县福利院撤销，将教室3栋和厨房‘；办公室各l栋以

、．及干部职工1 3人，全部移交给荆州地区民政局，改名荆州／-童福利
／ 院。

8月，县殡仪馆副馆长严维新，工人沈应龙、黄春贵赴武昌参加

省民政厅召开的殡葬改革工作会议。确定江陵县殡仪馆扩建为火葬

场，并拨款4万元。

1 9 6 8年

8月，县火葬场扩建工程完工，县革命委员会发出“改革土葬，

推行火葬"的通知。

l 9 6 9年

I

4月，县革命委员会设立“江陵县疏散城市人口÷山下乡办公 月
室"，并发出“关于城镇入口上山下乡任务分配的通知’’。由民政部 ／’

门具体负责组织城镇居民、社会青年下乡落户工作。 ／

1 2月，县革命委员会决定，将原民政、劳动、卫生三个部门合并组

成民劳卫小组，合署办公，．隶属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领导。



l 9 7 0年

3月，县革命蚕员会恢复科室建制，

科。?劳动业务划出。
、k；，

‘

‘j

“民劳卫?小组，改，。称民卫
。

‘

．一二 ～7‘

，．1

1 9 7 1年 ：÷：：≯。，

3月，火葬场职工肖道余出席荆州地区殡葬威革工作先进表彰大

会．
。。

7一’。

●，

、-
’‘。‘。

， ．，，．。 ，

．-，．≯月．?民政与罩生机尊分篓：撤算暑卫科?磐暑墼局，碧碍德譬

7月，按全国统二规定‘，由县人武部，民政局向全县复员、转

I＼业’l退伍军__发?的复_。-_：：t蓉上缴旧证。 ；。

、，2月，县火葬场焚尸炉，由烧煤改为烧柴油，既省钱又省时，被

省艮政厅在全省民政会上推广·河南，湖南及本地区各县同行纷纷前

)‘2月，瑚北省人民政府通知，将岑河匿的杨场公社和周黄公社的
二 ’ ?。。． ．。

b

'；；·．



宿驾呔队，将台区的立新公社，划归沙市市管辖。

3月，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县殡葬改革工作会议，总结交流经

留裘彰了菰失读和摹璋公社等先进单位：，’，』．皇叠j≥童_蟊，，冀；；
5月，省民政局局长官健、地区民政局局长王正南}寒江陵县火

葬场检查指导工作。 ’|、

。

，1 1月，全县撤区并社，。由原来的8含区并为1 5个人民公社，下设
一’ ：j一。。外‘一 ：．．；‘≯jji≯曩j墨．7．

59个管理区。
’

1 9 7 6年

互j曹尊6篙毒差氧茹巍苗禹莴妻建壶蘸真蕴委藉菊蘸；。蠡姜人耳晃复。月，在荆州城西门内兴建江陵县社会福利院，负责人叶光复。
．《

1 9 7 7年

h心，．4月23日，全县7个公社，遭受暴风雨，龙卷风袭击，损失严

重，县委书记彭中心带领民政局和有关部门领导；’深入’受灾‘‘社队进

錾慰．零?。笋餐粤戋警灾i，。。-、，『．， ， ≯，。≯。．，vj： ，-一’·爿’．；’ ．'j-： 。_7 ．?‘’I： j．7． ，； 。
，： ，『

，
： 。，t宁·：7． t’．‘，· 。：

”

：1 9．7 8．年’：盼：：’等_．．三。。?：．-；j!
t

．．． ●

8月2 3．日，县委、县革命委员会通知，民政局牵头，从县到公社

共组织836名干部，对67个公社，47 1个大队，2668个生产队的优抚工

蓓i，‘菇存亍叁面岛大检圭。⋯t_j一～··、彳≯?：j F{≯t。)√’-。√‘￡

‘o．’：：+¨：I：：．j：．。．；：i；j：．。‘o．：。，i≥冀jj；≯二j尊。jj j-。‰，·r．、-‘≯ ：一·
．， 一+：．。，．； i；。：． a t?：7．：。，?皇，；jj；乒一蔓：i：j。o：：：：’o

1 9 7 9年 ．·’锿。：：?

”。。l‘6一胄，j萁枉会葙莉院害成’，：：耆我将弥帚、-城莫?：：岑菏、普济敬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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