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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时代赋予的一项光荣任务。

j《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民政志》的问世，不仅向全县民政工作者提供了

，L份系统的工作研究史料，也是一份向民政工作对象进行热爱党、热爱

：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家乡的乡土教材，’具有特殊的深远的意义。

：，o从某种角度上看，历史是一面镜子。只有清楚地认识和了解历’

史，借鉴历史经验，把握现实，才能高瞻远瞩，。增强工作信jD和预见

1性。沿河是民族自治地方，又是老革命根据地，党和国家对老少边穷

‘地区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以及民政工作都十分关怀，从政策、经

济，物质等诸方面给予优惠和特殊照顾，为开发地方资源、发展民族

经济、．开展民政工作提供了十分有利条件。为了更好地发挥自治县民

政部门的社会行政管理和社会保障的职能作用，切切实实做好行政区

划、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抚恤优待、拥军优属、革命烈士褒扬、救灾

救济、复员逻伍军人接待安置、社会福利以及婚姻登记等项工作，通

过总结民政工作历史，以提供借鉴，启迪后人，继往开来。本志书在

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及县志办的指导下，并得到省、地民政部门，县
崎 档案局及有关单位提供资料，全局同志齐心协力，以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的路线为指针，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的
’

观点，方法指导修志，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实事求

是，详今略古，秉笔直书。

我们在撰修本志书的过程中，广征博采了档案、文献资料和口碑

资料，经严格比较、鉴别、筛选，整理，以翔实的资料和大量的数据，

记叙了沿河民政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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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来，民政

干部解放思想，开拓前进，努力探索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方

面所出现的新气象，展示了自治县民政工作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民政工作的重要性；同时，也反映了在

“左，，倾错误路线下民政工作的情况。它是沿河民政历史上第一部较

完整的志书。 ‘．r

本志书内容涉及沿河历代民政和民政工作的各个方面，范围较 i

宽，政策性强。有的史料已残缺不全，或毁于兵燹匪乱，或不重视存

档收藏，或记载不详，以致有些资料已无法查找核实。故缺漏谬误仍

必难免，有些方面还值得探讨，欢迎读者指正，俾使将来修订补充，

让它更好地为民政建设服务。 、．

涂明辉“ ∥。

l 9 8 9年1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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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坚持唯物辩证法，

突出民政工作的特点，按详近略远、厚今薄古，坚持用实事求是的

原则，记述沿河县民政工作的历史，现状和特点。

二、本志上限到清代，个别地方追溯到清以前，下限至1 9 8 6

年底，个别资料延伸到1 9 8 7年。 。

一_’

三、本志用志、记、传，图、表、录六种形式表述，以志为主，采

用记叙体，以类系史，以时为序。所用资料，来自历代1日志、藏书，文

献、档案材料、民间调查。编纂一般不注明出处，立传者均属己故人

物。 、

一四、本志体例，采取以横为主，分门别类，横排竖写，纵横结

合，贯通古今的方法。本着独立成志，门类齐全的原则，联系民政工

作的职能范围按章、节、目安排层次。

五、引用史籍资料，采用简化字，并加标点。 √o

．，六，名称、术语一般使用全称，需简称的，第一次出现时注明。 ，

七、4使用古地名，加注今名；人物称谓，一般直书其名，职称不

加褒贬。，一二： ．t

⋯

_， _一
，

． 八、．历史纪年沿用习惯通称，·同时括注公元年号；对历史上的政．

权只记不评。沿河于1 9 4 9年l 2月2 9日和平解放，凡l 2月

2 8日(包括本日)以前称解放前，。l 2月2 9日(包括本日)以后

称解放后。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 一：‘．。。：㈡

、．．，九、县辖各区，解放前后均以区所在地名入志，但在l。9 5 O年

至1 9 5 2年时期，t以一区、二区_三区⋯⋯次第为区名入志。



概 述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东北角，乌江下游，属铜仁地区；

历来是贵州联系湘鄂川毗邻地区的水陆交通边塞重镇。乌江中下游现

可日夜通航，沿河轮船可直达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对外联系更为有利。。I

县辖9个区，1个镇，5 9个乡，2个乡级镇，4 2 O个村，。3 9 7 3

个村民组。1 9 8 6年末总人口4 3．4万人，有土家、：苗、汉等l·3

个民族，土家族占总人口的4 4．2 8％f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占

0．6％。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全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亲密无

问∥共饮一江水j同烧一山柴，用辛勤的劳动和智慧建设家园，准4造

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灿烂的民族民间文化。 。j

．沿河地处大娄山和武陵山脉交错地带，是一个山川秀丽，资源多

样的山区。境内有山峰8 8 1 5座，构成重峦叠嶂；河谷深切，奇峰

异石处处可见的独特风貌。总面积2 4 7 6平方公里，山地丘陵面积

占9 4％，．槽坝地占5％，草地草场6 6．4万亩，耕作土壤4 O。3

万亩；乌江流域水系在县内汇集了中小河流2 5条，。河道总长5 5 8

。公里，水域面积为2 3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l％。山区的自然条

件，繁衍出多种生物资源，温暖湿润的季风气候，有利于农作物生长。

·已查明的矿产资源有煤、萤石、．铁等2 O多种；森林植物5百侈种，

药用野生植物1千多种；有多种鱼类，鸟类、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

黑叶猴有l 8群1百多只，栖息在县境内麻阳河一带深山密林间，

是国家一类保护动物。全县以农业为主，‘盛产水稻、玉米、小麦、大

豆√花生、油菜、青麻、烤烟等。林产品有木材、油桐、乌桕、五倍

子、生漆、’青藤、水果等，藤编制品远销欧美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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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桐常年产量居贵州第三位，乌桕居贵州第一位。畜牧业主要有山羊：

黄牛、生猪，沿河自山羊是皮肉兼用的优良品种，黄牛是全国商品黄

牛基地县之一。长期以来，这里的资源尚未很好开发利用，’农业处于

“种田为吃饭，养牛为耕田"的小农经济状态，少数边远乡村仍沿袭

刀耕火种，赶山为生的原始耕作方式，加之交错发生倒春寒，暴雨洪

涝，干旱、大风冰雹、虫灾等自然灾害，尤以旱灾最为严重，有十年

。九旱之说，轻灾减产，重灾颗粒无收，单位面积产量低下，人均吃粮

水平和现金收入都不高；农民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沿河至今是全‘国

2 7 1，个贫困县之一，是贵州1 1个特贫县之二。
4 7

。

据文献记载，．沿河夏为荆梁南徼外蛮夷地，殷为南夷地。春秋属

楚。季汉属涪陵郡。隋为务川县。宋初为羁縻州隶黔州，后置思州。·

元为褚溪长官司，属思州宣抚司。明洪武置沿河祜溪长官司，’属思南
一 宣慰使司。明永乐十一年(1 4 1 3年)’实行改土归流，废思州、思

南两宣慰使司，·隶贵州布政司。而沿河实际上是土流并治，直至辛亥

革命推翻清王朝，土司官才退出政治舞台。沿河的土司统治，历经元

明清三代，长达5 9 0多年。民国三年(1 9 1 4年)置沿河县，、

1 9 8 6年1 O月设立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自治县城在县境中部和平

镇。乌江穿城而过，四面青山环抱，r在这里可以饱览水光山色的自然

’美景，还有红军渡江遗址，苏联空军抗日志愿队员金角罗夫墓葬、’土

司衙署等文物古迹。
，‘

沿河人民引以为豪的历史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三

军在贺龙，关向应率领下j 1．9 3 4年5月从洪湖转战黔东，在沿河创

建了革命根据地。有了这块根据地，红二、六军团才得以胜利会师，并

为策应中央红军挥师东进，大战湘西作出了巨大贡献。根据地的建

立，极大地鼓舞了沿河各族人民的革命斗志，各乡纷纷组织自己的武

装，参加红军，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沿河籍红军对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沿河

·2·



历史的光辉篇章，是沿河人民的骄傲。现在健在的红军有2 O人，烈

士l 5人，在各个战争时期牺牲的1 5 6人，长征途中因伤病残失散

的l 1人，长征结束和抗日战争巾因伤病残失散的2 1人，无法查找

的9 1人。这是县民政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沿河民政工作，上可追溯到元朝，从元至治三年(1 3 2 3年)

到光绪三十四年(1 9 O 9年)，由长官司设置“舍把”管民政，宣

统元年至民国二年(1 9 l O一一1 9 l 3年)，由分治委员兼管民

政，民国三年(1 9 1 4年)，由县知事兼管民政，民国十六年

(1 9 2 7年)，由县政府下设第一科管民政，民国二十九年(1 9 4 0

年)，改名民政科。先后主办过选举事务，优待抚恤，难民救济，慈

善感化，禁烟禁赌，卫生防疫等业务，由于社会制度和经济条件的局

限性，加之政府横征暴敛，遇上灾荒，虽也采取赈济、调粟、安恤，

施粥．农贷’、积谷等办法，仍解决不了灾荒实际困难，广大农村一片

哀鸿遍野、饿殍载道的凄惨景象。人民中国诞生后，开创了民政工作

的新局面，1 9 5 O年建立民政科， 1 9 5 1年区级就配备了民政助

理员，乡级配备民政干事，村设民政委员，一批有革命事业心，热爱

民政工作，有一定业务能力，为政清廉的干部调到民政部门，经过不

．断充实完善，并逐步走向制度化、网络化，形成了一个与社会主义经

济发展相适应的管理部份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的工作体系。

解放三十多年来，民政部门在各个历史时期围绕党的总路线和总

任务，部署了自己的工作重点和主攻方向，取得了明显成绩，产生了

深远影响。解放初期，在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自救与节约互助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促进了农副业生产发展。对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稳定

社会秩序，。恢复国民经济，c解决国民党政府遗留的社会问题等，作出

了贡献。，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组织群众捐赠食品、．用具和现金，多交

爱国粮，支援前线∥进一步激发了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

神。”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t多快好省地



s建设社会主义锣j总路线指引下，．：县民政部门把救灾救济重点放在受灾

j‘乡村及孤、‘老、+残、’幼、久病等困难户身上i’使遭遇困难和不幸的人

摆脱困扰，渡过难关，。重新过上幸滔生活，’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

‘越性的具体体现。‘还办起麻疯医院一所，配合有关部门，收治了一批

．本县和邻县的麻疯患者，经过认真治疗，使他们重新走上劳动岗位。
’

这期间，在优抚、复员安置、社会救济．婚姻登记、殡葬改革、收容

遣送等方面发挥了应有作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标志着社

．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进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

期，中央决定把原由民政部门管理的户政、地政和移民等工作从民政

部门分离出去，交由有关部门管理。在这期间，由于连续三年自然灾

害，群众生活出现暂时困难，需要救济的人增多了。’除按政策规定切

． ．实搞好农村救灾救济外，对孤寡老人开办了临时敬老院，实行集中赡

养，使他们安度晚年；还开办了儿童福利院，收容抚养了一批孤儿弃

子，达到学龄的一律就近送入学校读书，经过培养，有的进入大专院

．校，一有的光荣参军，有的被招工招干，，为国家造就了一批有用人才。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许多民政干部受到打击迫害，造反派甚至煽

动麻疯病人向民政负责人造反，麻疯患者走出隔离村，对社会造成了

危害。有的优抚对象遭到诬陷。但是，社会需要民政，人民需要民政j、

广大民政干部对错误路线进行了抵制，坚守岗位，傲了大量实际工

作，受到群众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政工作从思想上、理

一』．、 论上进行拨乱反正，批判了“左”倾错误，在加强自身革命化建设同

时，实事求是地复查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错

案．解决了历史重大事件和功过是非。这一时期，除对困难户的救济

外，新增加的救济补助对象有，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宽大释放的

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摘帽右派及错划地主，，富农成份

造成生活困难人员，平反释放无家可归人员，计划生育医疗事故造成

生活困难等2 5种人员。并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轨道上来。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六全县民政干部解放思想．更新

观念，以改革总揽全局，努力推进民政工作社会化管理，实行了一系

．列调整改革。在农村，探索建立了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福利方

面，由国家统包形式，转向国家、集体、个人一起办的多层次、多形
’

式、多渠道的新体制；在安置工作、优抚工作和其它方面的改革都有

进展。民政工作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还承担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方 ，

面的日常工作，到l 9 8 4年8月，全县完成了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改

革，适应了农村改革形势，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l 9 8 6年，根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精神，，全县在农村政权建设方面，实行了党政分

开，政企分开，明确了党政分工，理顺了政企关系j明确了乡镇政府．

．领导和管理职能，回时开展了建立村民委员会工作，改变了．党不管

党、党政不分n政不管政、政企不分状况r强化了政府工作和经济工

．作一促进了农村生产力发展。，。一卜．，：；．．ji一．，：一二’n，?一÷．’?

o，，沿河民政部门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一目前㈠承担了．行政区

划卜基层政权建设，、优抚安置、撤灾救济、．社会福利、‘殡葬改革、婚

姻登记等方面的工作，．管理范围宽；业务覆盖面广，是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部门，发挥着社会稳定机制的作用。广

大民政干部，．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i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努力钻研业务，不断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r同心同德，开拓
’

前进，：为繁荣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贡献力量。．“，． f，㈠一．| ．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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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机

‘民政机构建置沿革 ．， 。，

‘。|
，

据史料记载，在奴隶制社会中就有了救、

国家的出现，两千多年前即设置了民政

。汉朝设置了户部和尚书民曹，三国至

因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民"字，改为

，雌-t--年(1 9 0 6年)设置民～

政部。民国时期，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民政机构，沿袭至今。

沿河县的民政工作始于元至治三年(1 3 2 3年)，那时由土司

统治，由长官司设的“舍把”掌管民政业务，直到光绪三十四年

(1 9 0 9年)。宣统元年至民鼠二年(1 9 l O—l 9 1 3年)分

治委员兼管民政。民国三年(1 9 1 4年)改称县公署，由县知事兼

管民政。此后，’中央设内政部，民国十六年(1 9 2 7年)县公署改

称县政府，县知事改称县长，下设第一、二，三科。由第一科掌管民

政。民国二十九年(1 9 4 O年)第一科改为民政科，直至解放。

民国时期，沿河县民政部门先后主办了乡(镇)、保地方自治人

员的任免，行政区划、选举事务、战争动员、优待抚恤、兵役、户

政、难民救济，慈善感化、地政、仓储、禁烟禁毒，著作出版、土木

工程、礼俗宗教、社团登记、卫生防疫、防空防袭、武装检察，司法

调解等项业务。
’

旧社会，沿河县的劳动人民同全国的劳动人民一样，深受历代统

．、 治阶级的压迫和削剥，过着贫困交加、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在死亡

I’、～一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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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挣扎着．那时灾情无常，水旱黄汤，加上国民党政府拉兵派

横征暴敛，不少贫家小户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幸存者流浪于街

头．或沿街乞讨，或卖身求活；身染疾病者，忍饥受冻，坐以待毙。
那时虽有民政机构⋯但是，．由于社会制度腐败，人间黑暗，各级官员

串通一气，中饱私囊，有政不施，”有灾不赈，国民党政府高喊优待征

属、抚恤烈士遗族和伤残官兵，救济受灾民众，实则克扣侵吞优待救

济粮款，贪官污吏不择手段，劳动人民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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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一1)

民 ．政 、一j”任，。职-．时 间
籍贯 科员，办事员

科长姓名 公元年号 民 国年号

王祖培 遵义 ；1927年至1928年 民国十六年至十七年

周治昭 邛水 1929年至1931年 民国十八年至二十年

金续尧 枫梓 ：．

’

1 9 32年‘。4 7。t 民国二十一年
-

民国二十二年至
谌庆成 四川 1933年至1934年

二十三年k

l 934年至1937年 民国二十三年十月
杨际唐 剑河

元月 ；．i“|，o 至二十六年元月，r
。“·’’．! j‘

1937年元月至 民国二十六年元月
陶汝耕 开阳 l 938年9月 至二十七年九月

．_‘ ，+!．j 、 t：
I ：-

l 938年9月至+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
李拔夫 湖南 1940年10月 至二十九年十月：

吕治禄 平坝 誓
二

1 940年11月至 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
1943年5月 至三十二年四月

}
‘。

潘奕宾周惠安 1943年6月至 民国三十二年五月
曹献琼 德江

， ：‘ 周月如熊世英
l 945年5月 ．． 至三十四年三月⋯

f

‘l 945年6月至 民国三十四年四月
张泽生 沿河

余国儒张庆昌 l 946年 至三十五年一月 ·

田长虹 酉阳 王晓持王朝安
．1 946年2’月至} 民国三十五年二月
19 47年l 1月 至三十六年七月

·l 、‘

‘、

陈庆禄李壁玉 l 9 47年l 2月至 民国三十六年八月
罗耀华 贵阳 1948年9月 至三十七年八月⋯

田景山 沿河
马光培华志文 l 9 48年l o月至 民国三十七年九月

：．，} ‘■。，
杨秀佑蒋谋庶

1949年8月 至三十八年七月

王盖全 秀山
l 9 49年9月至 民国三十八年八月

● 黄文忠陈绍清
1949年l 0月 至三十九年八月

i

1 949年l l_月至 民国三十八年十月
田景山 沿河

奠‘．、‘’，：’ 文华昭‘曾达 1950年7月． 至三十九年六月
，

和平． 1 950年8月至．。 民国三十九年七月
张宇苍 镇J冉景智别l兴启 l 9 50年9月

、‘

至三十九年八月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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