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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阳民政志 序

序

《长阳民政志》在盛世修志之年问世了。l它是长阳县有史以来

的第一部民政志书。 ，

本志所载，系县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至1985年共79年的有

关民政建置沿革、行政区划、优抚安置、救灾救济、城镇福利、婚

丧改革、支前等等民政工作史实。基本上揭示了不同社会制度下民

政工作的本质，导出了社会主义民政工作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

长阳世属山区穷县，又属湘鄂边革命根据地，今为土家族自治

县．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全县人民在历次革命战争中，

留下了浴血抗敌的光辉史实，新中国建立后，又为改造社会、优托

安置．抗拒灾害、根治穷困谱写了艰苦创业的篇章。本志均加记

述，旨在概括建国后民政工作的作用与效能，充分体现中共长阳县

委、县人民政府对民政工作的一贯重视与支持． ．

我长县民政局工作数年中，接触方方面面，深深感到社会主义

民政工作，负有上为国家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使命，尤其要通过

政权建设、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三个部分的工作，不断调整社会关

系和不断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达到妥善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为建

设高度民主、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任重道远l故于编修

一代新方志时机，在县地方志办指导下，我们组织力量，几易其稿，
l



编辑成这部《长阳民政志》，期在系统总结县民政工作的历史经

验，为今人和后代留下一份较有价值的史料．起资治、存史、教化

的作用，为日趋发展、日益重要的社会主义民政事业服务。

当本志成书之际，我代表编志领导小组，谨向建国以来先后从

事县民政工作和支持民政工作的同志以及在长阳史上为人民为革命

而献身的志士、烈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指导支持编写本志的县地

方志办公室、县党史办、省、县档案馆以及有关单位、有关人士所

给予的帮助，致以深切的谢意!

刘章远

1988年9月



长阳民政志 凡 伽J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遵循党的四

项基本原则，详今略古，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民政工作。对历史

上曾经承担过的禁政、户政、地政、社团登记、苏区建设，只作一

般性简叙。 ：
，

，一．-二、本志时间断限：。上起清光绪三十二年(1 906)j、下止1 985

年。计79年。
’ c⋯ 一”

三、本志按民政部门的职能，本着以类系事的原则‘设立篇目。

除序言、凡例、概述、附录和编后语外，合志、图、表、传4类。

四、本志记述的职称、地名、职能机构、计量单位，均取历史

原称。?’ 、

五、本志数字记述，除引用的外，一律用阿拉伯字。纪年用历

史正称加注公元年号。建国后概用公元纪年。百分数用％。 一

． 六、本志记述除引文外，概用语体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

(后)概简述为“建国前(后)”。

七、，本志资料主要取自省、县档案馆，记述中一般不注明出处。

中央、省有关民政工作的法规，均有专辑《民政工作文件汇编》；

本志只记述县实施情况，不附录文献．
．． 3



长阳民政志 概 述

述

长阳地处鄂西南，东邻宜都，西界巴东，南毗五峰，北交宜昌

和秭归。全境面积3424平方公里。自清末以来，县域内由于崇山阻

隔，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一向低下，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民国年

同，定为三等县。建国后，定为丙等县。这使县民政工作任务更加

繁重。

民政工作历为县政府工作的重要部分。民政官职，历代政府均有

设置。隋之民部，唐之户部即是。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1，朝

廷首设民政部。民国时期设内务(政)部。新中国建立后，先设内

务部，后改设民政部。

晚清和民国前期，本县未设民政机构，民政事务概由知县、知

事统管。民国十七年(1 928)，废县知事公署，改设县政府，始设

第一科。嗣后几易其名，或民政科或第一科，直到解放。

1949年7月18日县人民政府在龙舟坪视事办公，初设民教科。

同年12月，分置民政科。1 960年废科建立民政劳动局。1 963年夏，

复设民政局。今格不变，主要职能不改。

建国3 6年来，县民政科(局)以“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

解愁”为宗旨，在各个历史时期，贯彻民政法规，认真地履行了国

家规定的民政部门的职能。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政工



作重在改革，特别是把无偿救济改为有偿救济(含救灾)，在大力

扶持贫困户治穷致富(扶贫)方面，已见一定成效。到1 985年止，全县

先后年近1 o万民政工作对象，累计投放优抚、救-、济、救灾款达1 71 o余

万元和粮食l oo余万斤。使9493名复员退伍军人得到安置。尤当1 950

年的饥荒、1959年一1961年的大旱、1954、1969、197'5年的大水以

及1 980年的资丘大型土体滑坡等重灾发生后，不仅社会得以安定，

而且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政工作，具

有行政管理、社会保障、政权建设等“三个一部分”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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