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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民政，是历代政权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从其地位上或作用

上讲，总结它，记载它，都有其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可是，历来旧县

志只从不同角度上反映了一些如褒扬忠烈、蠲赈灾民等方面的内容。

这次“民政志"的编修，是我县有史以来全面地、系统地记载民政历

史的第一次。

掌≥ 《黄冈县民政志》搜集了清来，民国、建国后三个历史时期一百

零三年的民政工作史料，突出地记载了黄冈．人民在近代革命、抗拒自

然灾害、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各种社会改革方面的斗争精神，实事求是

地反映了不同朝代政府对．人民疾苦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大量的事实展

示了“．人民政府为J人民矽达样一条莫理。

本志书以档案资料为主编成，经过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和从事民政

工作人员的认真审查，不虚美，不掩过，资料翔实，篇目结构严谨，

记述与图表并茂，横列门类，纵贯时代，体例井然。编者虽付出了重

大的劳动，有关领导人员花了一定的精力，但亦难免有不足和错漏之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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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书的出版，对于提供借鉴，承前启后，团结广大人民群众，

同心同德，搞好当前和今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激励全体工作．人员继

承党的关心群众疾苦，注意工作方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

统，将起着重要的作用。

。

“

“一阎 耀

一九八五年七月



凡 例

一、本志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坚持实事求

是，详今略古，以时问为经，事件为纬，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二，断限：从一八入二年起，至一九八四年止。对分出的新洲县

的一部分历史，本着档案中已有的就编入，未加征集。

三、资料来源，主要依据省，县档案馆、省、地，武汉市图书馆

所藏的文字资料，并作了一些社会调查，征集了一些有关单位以及知

情．人的核实口碑资料。

四、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下简称建国后)，原

属民政管理的业务，后来设有专门管理机构的，本志未列入。

五，黄州地区在县内举办的社会福利院(黄少}1镇内)、收容遣送

站(黄州镇内)、精神病院(三台河乡境内)等，因黄冈地区在修

志，故本意未列入。‘。

六，民国时期，币制复杂，价值妥变，难于统一，故在各节中出

现的币制名称、数额，均按原文录用，未加洼释。一九四九年至一九

五四年使用的1日币，按一万元折合人民币一元计算书写，故意书中元

旧币之分。

七、抗日战争时期，存有三方面政权，为了便于区别，将国民党

政权称之为“县政府，，，日伪政权为“伪县政府，，，中共领导的政权

为够人民民主政府"。‘

入、对与民政业务有关，不宜单独设立章节的，作为附记专题载入。

尢，运用图，表按章节需耍安排，起综合直观，图文并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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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事记

1889年(光绪十五年)，杨鹰岭义安善堂办有懈育婴堂矽一所，

宣统三年停办。
。

1889年(光绪十五年)，监生冯士涛等在团风大庙侧募捐倡修

“树德堂"一所，作安葬浪尸、路尸的义举。 ．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全县先遭受大水灾，后遭受大旱灾。

1913年(民国二年)，县政府成立，设第一科主管民政。

1914年(民国三年)，农历八月二十九日正午，上巴河马家潭一带

和溢流河附近，遭受狂风暴雨和冰雹灾。

1918年(民国七年)，部分地区蝗虫为害。

1919年(民国八年)，废一百O八个区，改为六个区公所。

1925年(民国十四年)，全县七十天浸有下雨，禾苗枯死，颗粒

元收。方本仁(薛均人)在江西任督军，募回一批米．．丐，豌豆，蚕豆

等物，赈救、平粜、救济灾民。

1926年(民国十五牟)十-=A二十六日， “神电商船"在团风附

近江面上被英国“亚细亚矽油船故意撞沉，溺死旅客三百余人。

1931年(民N---十年)大水，滨江一带房屋田地淹光。华洋义赈

会贷款三万元，以工代赈修复沿江干堤和民堤。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县办“救济院”一所，设在黄州会同

岗，收容百余人。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全县大旱灾。

19134年(民国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程德岗、王家河等地，暴
1



冰雹猛降，大雹如土砖。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将区公所改为区署，下设联保，

，甲。 ’。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五月，日寇飞机一架，首次用机枪扫射

城外江边大码头靠岸的轮船，死妇女一名。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中句至十-月初，县政府先后迁移辛

冲，漆家河(大崎山附近)，齐家冲，何五甲祠，鄙氏祠(均属毛家

)，但店小学。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到二十三日，敌机三到九架，更

在黄州，淋山河，新洲、柳子港，李集、仓埠，阳逻等地九次狂

，毁民房七百余栋，死伤五十七人。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日军进占黄少H，团风，

城，新洲，上巴河，淋山河，方高坪，阳逻，仓埠等主要城镇。

1940年(民N---十九年)二．月，汉奸罗荣衮在仓子埠组成伪黄冈县

府，拜设立区，镇．．乡各级政权。 ，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中共黄冈县委新政权试点鹅江乡

主政府成立。

1940牟(民国二十九年)四月，第二区抗日民主政府在鹅江乡竹

门三道堂成立o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七月，国民政府实行新县制，裁撤区

，将联保，镇改划为乡，乡设民政股，配主任、干事各-人。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王家坊成

立，设有民政科。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县政府第一科改名民政科。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县政府在贾庙街建立“忠烈祠”一座，纪

2



耙抗日牺牲烈士。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寇宣告无条件投降，十

-月十六日，县政府由但店迁回黄州。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全县处决鸦片烟案入起、．人犯

十三名。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民政科仍改为第一科。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省立第二育幼院"在黄州设立。

1949年3月2日，中共黄冈县委在贾庙铁冶李家山重新划区，全县

划为十一个区人民政府。

1949年3月20至6，月26日，全县人民全力支前，为支援中国人民

解放军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9年5月“日，县人民政府在团风诞生，设民政科。

1950年6月25日，县成立“复员军人退职人员委员会"，接待安

遥复员转业建设军人。
’

1950年1月28日，废除旧保甲，设立村政权，将十一个区人民政府改

为十四个区人民民主政府，同时各区设民政助理一人，主管民政工作。

1950年4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后，正式实行婚

姻登记工作。

1951年春节期间，全县首次开展了拥军优属运动，对烈属、军属、

荣军赠送了光荣牌，匿o

1951年6月21日，黄冈县划分为黄冈．．新洲两个县。

1951年7月8日，对分县后的区，乡进行了调整，全县改为十二个

区和黄州镇(专属镇)、团风镇(县属镇)和一百五十六个乡。

1951年8月16日，中国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黄冈分团到贾庙区老

根据地进行慰问，同时成立了“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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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9．月7日，县组织慰问团到革命老根据地和蕲春中国人民志

愿军休养院进行慰问演出。

1951年，三台河乡模范军属蔡以琴(女)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

团，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1年，对烈军属子女入学，开始实行优先享受助学金待遇，并

供养烈士遗孤入学读书。

1952年，全县人民在开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矽宣传教育活动

中，向志愿军捐献飞机一架。

1 952年1o月15日，撤团风、路口两区设立“臼潭湖蓄洪垦殖区刀。

1952年11月29日，’将三里畈，项家河两区划归罗田县管辖。原专

辖黄州镇改为县属镇。

1 954年5月9日凌晨，贾庙区操捞乡天泉山发生山崩，林家半山

全村复浸，压死老小三十七人。县拨救灾款五千五百元。

1954年5至8月，阴雨连绵，江水猛涨，7月2日长孙堤溃口，8

月8日临江干堤溃口，全县遭受了百年未有的大水灾。国家发放救灾款

九十六万余元，工赈款五十八万六千余元。

1954牟12月11日，将蓄洪垦殖区属的鹅江、马驿．．挖沟三个乡划

!Jj新洲县管辖。
’

1955年明，县第一次召开优抚大会。
1 955年，将区人民政府改为县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关一一区公所，

镇人民政府改为镇人民委员会，乡人民政府改为乡．人民委员会。

1956年，农业合作化后，对于缺乏劳动力生活浸有依靠的鳏、

寡、孤，独、残废社员，实行了五保(保吃、保穿，保佳、保医、保

养)。

1956年3．月，在三台河乡丰衣农业生产合作社搞“优待劳动日"
4



试点o

1956年起，先后将库区人民九千多人进行了转移安置。

1956年，撤区建立指导组。

1957年，在团风花园铺境内建立“盘石桥烈士墓碑"。

1957年4月16日晨三点十二分，省内河航运局汉一九班
轮"号，在县属西河铺附近江面起火，全船烧毁，烧死、淹死

旅客一百多人。中央交通部和省人民委员会，组织“蕲州轮善

委员会矽进行善后处理工作。

1957年秋，对建国前牺牲烈士未享受一次性抚恤的直系

开始分期发放追恤费。

1958年下年度开始接待安置退伍军人。

1958年9月6日起，先后将区、指导组改为人民公社(政社

管理委员会，乡改为大队。

1958年，对城镇无依靠的孤寡、老弱、残废贫民，实行定

救济。 一

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各公社，镇举办了十一座敬老院

1958年，县在黄州镇阮家凉亭创办一座“孤儿所矽。

1 959年1月18日衣3月16日，全县动员两批青壮年赴新疆参

建设。

1959年6月8日至28日，全县两次遭受洪涝灾，7月1日至

又遭受一百二十天的大早灾，给全县．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缺粮团

现灾民盲目外流和弃婴，浮肿、干瘦，子宫脱垂、闭经等四病

生。

1959年，县在黄州创办一所半生产半学习的“盲聋哑人工

1960年3月，人事、监察拜入民政科改科为局。不久改为



动局o

1960年4月8日接待和护送四十一名退伍军人及其家属四十九人

参咖海南岛橡胶生产建设。

1 961年，将人民公社改为区公所，管理区改为人民公社管理委员

会。

1962年，．人事、监察，劳动分开又改名民政局。

1 962年，对一部分老弱病残和生活困难的优抚对象，开始实行定

期定量补助。

1962年，对二等以上残废人员实行公费医疗。

1964年4月2日晚，但店区黄均公社臼云大队黄家湾遭龙卷风袭

击，整个村庄被旋走。县拨救灾款一万元及大批衣物，七天时间为灾

民重建了新村。

1964年4月，民政，卫生两局联合在牛车河水库肉的百两湾修建

“麻疯院"一所。 ．

1 964年1 o月12日，县“移民安遣领导小组"成立，办理水库，上

山下乡、城镇居民下放安遥工作。

1966年，办理精简退职老职工享受原标准工资百分之四十的救济

工作o
’

1966年9月7日，团风镇临江公社罗霍洲发生大火灾，烧毁四个生

产队和大队加工厂。县拨救济款一万一千元及大批物资指标，帮助灾

民重建家园o

1967年，县在黄州东门外桐梓岗大队泰家墩建立“火葬场’’一所。

1968年，各区，公社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至1970年元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民政局改为

民政小组，’后又并为民卫组。
R



1969年7月16日，全县陡降暴雨，山洪暴发，臼石冲水库冲毁，

巴河，五桂河两岸堤段全部冲断。全县发放救灾款二十尢万九千元。

1970年2月，民卫组改为民政卫生局。

1 972年8月10日至10月29日，对全县残废人员进行了一次政

审，体检，评残．．换证工作。

1973年2月，民政、卫生分开设民政局o

1974年，各区恢复民政助理员至今。

1975年春，全县撤区拜社，撤销了九个区革命委员会，将五十三个

人民公社合并为十六个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

1977年4月16日傍晚，全县大部分地区遭受龙卷风袭击，总路咀

中学大礼堂磨地掀走，打死教职员工、学生等八十八人。国家发放急

救款二十一万二千余元，解．决伤员救护、治疗、营养和灾民生活困

难。

1978年6月中旬至10月上句，大早一百二十天，受旱田地五十一

万四千八百亩。全县摆开四百六十四处抗旱战场，使四十四万亩农作物

保住了丰收。由于抗旱投资过大，有些灾区在一九七九年出现了春

荒，国家发放救济款三十六万五千元，解决了灾民生活困难。

1979年，对全县优抚对象进行了一次普查登记工作。

1979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始进行“扶贫矽工作。

1979年，中央民政部优抚司办公室主任杨琛(女)来县检查工

作。

1980年4月，为褒扬烈士，中共黄冈县委宣传部编写的中共一大

代表、革命烈士《陈潭秋》一书出版。

1 980年，县以方高坪公社为试点，总结了对义务兵家属实行普优

的经验o

'



1980年夏，方高坪公社董家坞大队三小队房屋财产被洪水冲洗一

奎。县拨救灾款四万元，为灾民重建了新村。

1981年5月，县成立七人领导小组，乡≠设专案办公室，处理落实

中原突围历史遗留问题。 。

。

1981年6月28日， “陈潭秋故居纪念馆"举行落成典礼。

1981年11>2 16日，“县烈士陵园"举行落成典礼。

1 981年12月，编成《革命烈士英名录(简略)》一千五百五十七

份。 ：

1982年4．月15日，县在团风上寨建立“光荣院”一所。．

，1 982年8月5日至9月5日，全县开展了民政经费管理和使用情

况的大检查。， 。，

一

1982年12月，以民政局为主编写的《黄冈县地名志》出版。

1983年，全县各级政府建立了“双扶"领导小组，将扶贫、扶

优工作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

1983年，对烈士的父母、配偶、未成年的子女和义务兵家属实行

了普通优待o

1983年6月底至7月初，接连两次暴雨，山洪暴发，江水猛涨，干

堤水位突破警戒线，全县大部分地区受灾，县拨救灾款七十万。七千

余元，解决灾民口粮、佳房、寒衣等生活困难。

1 983年9月，对全县烈属搀发、补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

1983年，对年老体弱、生活无依靠，而又不符合享受百分之四十

救济条件的精简退职老职工，办理了临时定量救济。

1983年8月19日，根据国务院函发(1983)164号文件，将黄州镇

的行政区域划归鄂州市管辖。

1984年3月，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将十五个公社和五十

8；



八个管理区、一个镇改为九个区、四个县属镇，六个区属镇，四十

五个乡。

1984年5月31日，：调整了“扶持革命老根据地建设领导小组"，

下设办公室，由民政局负责具体工作。

1 984年8月，县在总路咀乡进行了以乡为单位统筹优待的试点。

1984年9月6日，但店、、王家店两区遭受飑线风袭击，县及时地

拨出救灾款物，帮助灾民抢救伤号，重建家园。
’

1984年12}2 7日，召开了全县优抚代表大会，进一步组织动员优

抚对象发展生产，勤劳致富。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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