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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

盛世惨志，存史鉴今。《沙洋县民政志》的编墓，旨在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民政为

民，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所敬的 r作，为前辈民政人树碑立传 c 为主撞往开来的民敌人提拱

借鉴，使之真正为新时代民政工作起到"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小

沙洋历史上虽曾三次建市，但因种种原因，建爵复撤 直到 1985 年才被赴;在 j隶主

县级沙洋fR c 1998 年 12 丹撤区设县 u 从 1928-1998 年 12 月，前后经历了 70 年的风雨

历程，得以实现县治的确之，当然更无记录民政人为社会所{故事迹的文字，这是历史的

疏漏 c 本次修志正是补!--新中国成立后在这块土地 t ，党的民政工作者为民请命、为人

虱谋福祉的步履足迹。沙洋县民政志的编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沙洋县民政志》编

篡委员会的正确决策和编辑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

在沙洋这块沃土卡，历史考古已经证明 6 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

的祖先在这里繁衍生息，他(她) 1门创造了烛'足的古代文化，真乃货真拚实的人杰地灵

之地 ， 15J万 f-t封建统治者"多取少予中饱私囊，使境内百姓干百年来京弱成疾，加上

近代史上列强人窍，百姓生存维束，救灾黯济，只能是杯水车薪c

新中间成立后，党手日人民政;在注重自生，改革吏泊，施政于畏。带领人民创造出她

烂的现代文明，境内民政人更是患于党的民政事韭，执行一系列国家甏政方针政策，使

基层政权得到巩同，民政政策得到落实。住抚安置、费最灾救济、社会福手IJ……得到实施。

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发展，特躬是党的十一届主中全会后，执政为民理念在广大民

政人中深深扎根， 1-t代传承只予不取押、 u..1::为政府分忧，下为群众解恕"戒为民政人

的职业操守。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民政人更是立足改革， j巴社会保障，扶贫

攻坚，发展经济作为民政工作的立足点、出发点，发扬"i)苗子牛"精神，与人民间甘苦，

为创建和谐、富福、幸福的新沙洋作贡献 G

杨东山

2012 年 8 月



凡例

一、《沙洋县民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fE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戒点，实事求是.全

面客观地记录沙洋民政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姓和资料性的统→。

二、志书以民政史料为?在据，详今略古，记述 I二段为 1949 年，下眼为 2008 年 G 为

保持史料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部分内容作适当上潮和下延公

三、志书采用章节体.依事分类，以纵领横.横排纵叙，→殷章节为章、节、目、

子吕四个层次。个别于自下设细吕。章下设主题序。志首设大事记，概述，志末置附录c

四、志书采用志、记、述、菇、国、表、录、高分等 8 种体裁，综合运用，志为主

捧c 志书语言采用规茸的语体文.力求准确朴实、简洁流畅 c 称谓采用第工人林c 大事

i己以编年体为主.结合记事本末体完整反映某一事物发展的全过程。

五、年号沿用历史正称，如"洁"、"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年采

用运用称号，用摇号加注公元纪年，记述中 "1949 年"为中华人自共和自成立时间， "1987 

年"为沙洋区成立时坷， "1998 年 12 月"为撤区建县时间，以此界定"盲宫" "后"。

六、凡地名、机甜、宫街、主只务、行业用语均从历史习惯，仔政区划及乡(镇)村

名演变，据史记录。 w 
七、志书记述人物.采自"IV-事系人"的形式，直书其名，直述其事， (除引用原

文外)，褒贬寓其中。人物记述坚持"生不立传"黑慰 O

八、志书统计数据以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统计部门未作统计的，按部门、各

单位提供的统计数据为准。文字、标点符号、计量单位等.按国家技术标准和有关规定

执行。阿拉信数字符号记述位分节。

九、志书记述问一事物在不同门类或闰一门类不同侧面时，采用交叉互见、详此略

徒的办法，避免重复。

十、志书资料来自档案亏专著、专访、民政工作者笔记等文字资料， 1985 年肃门市

民政志未付印草本资料及市、县〈区}民政局档案室资料和一部分口碑资料。少数幸îJ

采后县志部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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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国家的产生便有了管理行政区划、地

政、户政、婚姻登记、优抚救济等的部门

一一民政。历史的进步，使民政王作在社

会发展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中

国诞生后，更是赋予了她全新的内容。

沙洋地处荆山余脉到江汉平原的过

渡地带，南近长江，东靠汉水.河网密布、

土质肥沃，但历代统治者忽视人民疾苦，

缺乏水利设施，易旱怕涝，形成县境北部

十年九旱，南部十年九涝，旧时政府赈济

灾荒成为民政实施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

内容。清同治元年( 1862 年é ).知州兴 8

堂，拨粮株，收养稣寡孤独;开仓放赈，

下拨帮银、赈济灾民 1rîJ (湖)堤岁修;

免征银谷等。民国;元年( 1912 年).县政

府兴办"孤老院"和"孤儿院"收养孤幼。

民国 3 年( 1914 )年，县始设民政科，真

民政管理涉及民泊、赈恤、户政、地政、

禁政、风俗改良、教化等社会行政事务 η

民国 28 年( 1939 年).境辖各区、乡设民

政股办理户政、地政、赈恤等事顷。由于

政务凋敝、官场腐败、公贪私吞，人民得

惠甚少。所谓禁烟、禁毒、禁娼实则禁下

不禁上、禁民不禁宫，统治阶级吸毒成瘾，

男盗女娼、灯红酒绿;穷苦百姓食不裹腹，

衣不蔽体，生计维艰。

新中国成立后，县设民政科，民政干

部职士以"只予不取，乐于奉献"的精神，

概 j在 l

述

承扣大暨繁重而光荣的任务，发挥了政府

重要职能作用 G

1950一 1956 年，民政部门改造旧机

构，确立新的管理内容，开展"优抚救济

(拥军优属、支援前线、烈士褒扬、牺牲

病故军人抚恤，转业、复退军人安置) ; 

资遣灾民、难民和散兵游勇;创办孤老残

幼收养救济安置场所;组织生产自救，发

放社会救济、救灾粮款"等全新内容的民

政工作。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娼妓改造、

禁炯、禁毒;参加城镇街道、农村政权改

革，废除保、甲制度.建立乡、村政权，

实行民主选举，行政区划调整，处理边界

纠纷，社会团体审查管理，慈善救济整顿

巩固;开展少数民族自甸、华侨事务管理、

婚姻登记、殡葬改革等。

1956一1966 年 5 月，民政部门着重抓

了优抚、安置、社会救济。 10 年中，群众

性的拥军优属活动逢勃开展，形成全社会

"热爱子弟兵、优待烈军属"的良好社会

风尚，军政、军民团结如→人。复退军人

按照"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安置方针，

使大批复退军人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的骨干力量。救济事业单位逐步转为福

利事业单位。 1958 年开始，全境农村(城

镇)逐步办起各级敬老院，收养无依无靠

的社会孤老残幼，落实"五保"政策，使

鲸寡孤独者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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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温暖。二年自然灾害时期.民政部门除

了拨发救济粮外，承担与卫生部门一道根

治"四病" (浮肿、干瘦、子宫脱垂、闭

经)的帮扶 'j 1965-1 966 年期间，对精减

退职老弱残职工反其家属的生活困难，社

会上因灾、因病、特困户的日常救济，逐

步制定和形成了→套较完备的制度。为同

家建设需要进行水库库区移民安置;发动

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兴办街道和农村自救

企业;组织烈军属，社会困难户，残疾人

就业。

1966 年 6 月一1~76 年 10 月文化
大革命"中民政E作虽受到干扰，但广大

民政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履行职责，优抚、

安置、社会救济、婚娴登记、殡葬改革等

方面仍正常进行O

1978 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民政部门冲破"左"的思想束缚，

努力承担起 H基层政权建设、政府行政管

理、社会保障体系"赋予的历史重任，在

建设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C

参与基层政权建设，发挥群众自治功

能，完成"撤区并社"、"合村并组"、"村

(居)委会改选忖(居)务公开，精

减机构，裁减冗员.推动公民参政，促进

社会和谐。"

加强基层行政管理，贯彻新婚姻法，

集中管理婚姻登记;整顿丧葬秩序，改造

丧葬设施，提高服务质量;建设盲聋哑协

会，组织盲聋哑人参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活动 O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开始"双拥"县

建设，妥善处理历史遗留的问题，改革救

灾救济办法，帮扶特困户、困难队增强"造

血"功能，从根本上改变部分贫困户、贫

困队的落后状况。

民政经济从无到有，福利生产从零起

步，通过面向社会筹资创办多种经营基

地，从开展种植根食、蔬菜、养鱼、养猪

到办福利工厂;对有劳动能力的人用其所

长，扩大残疾人就业;康复事业从无到有;

提高供养标准，使孤老幼残安享幸福的生

活。

随着社会的进步，医疗水平的提高，

人口老龄化高潮的到来，民政将行使政府

职能，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新贡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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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同治 6 年( 1867 年) 大早，由l荒，

如l州恩荣下令施粥 3 月，以济灾民 c

同治 7 年( 1868 年 JflJ 门页，丧·州政

.域城辖 8 乡，编户问十儿吧，市锁 85

个。同年，沙洋关庙坝，圳.剧、朱垠主主石币IL

·膛。

问:台 8 年( 1869 年)重大水，卜拨

8 月，消延令免灾民饿中良及因灾缓征代征

银谷。

光绪十五年( 1889 年) 11 月 汉江洪

水泛槛，沿江河一带均被水淹。清廷令张

之洞、斌迅即开仓借放，以期实惠于民

同年秋雨成灾，冬旱，民情困口。

清延令内宵节省内带项下赏银 5 万间，交

张之n司妥速m后济境I*j 灾1--" 0 

救济银 30 万阅，以办 1'，赈 G 宣统元年( 1909 年) 沙洋李公堤崩

间治九年( 1870 年 8 月) 间知张福 娥，沿江一带尽成洋间。总督陈要龙奏请

璜Æ:j'非修筑和加问抄洋大堤，疏梭排水渠。帘银 6 万间，筹银 20 万两放赈。陈向捐

同年夏 7}<.灾，免除灾K钱粮。在沙

洋大城关庙后重建汉上书|吭

间怡十年( 1871 年)春 f斤地长林书

院动工兴建，翌年浩成。秋.如Il州王庭帧

倡建t合国桥白阳书院，翌年落成c 问年，

沙洋重修关庙堤。

同治十一年( 1872 年)夏、秋水灾，

免灾区钱艘。|叫年，知州王庭帧捐资霞建

良内 Ji书院。 ，在境内兴 8 堂:沙

;五里铺慈善堂;肖家怖积善堂;

马良敦善堂;建阳峰崇善堂;后港集镇内

乐善堂、集镇外同善堂;抬刷桥益普赏。

收养僻、'寡、孤、独、残疾者，拨粮株供

养。

光绪元年( 1875 年) 8 月 9 日 免境

内实欠借拨堤工费银 48984 ， 8 间。

光绪十年( 1884 年 )7 月 汉江大水。

银 1 万阅。仕道以下各府、州、县共捐银

8 万网，以修复j费口。

i青宣统二年至宜统三年( 1910 年 6 月

- 1911 年 5 月 12 日唱 主年修堤功亏→

赞。谢家湾、沙湾附地受灾尤巨。清廷令

督抚ill拨救济粮、银，接济灾民。本年，

县设民政科

民国

民国元年( 1912 年) 安襄邸荆招讨

使学雨霖派部属证秉乾、李赞墨、杨经曲、

熊树棠与刘素自主持修筑阶洋大堤。 1 月

2 日开工，历时 1 月竣工，当地民众称此

段堤为季公堤。并设"事公祠"祭之。

民阔 20 年( 1931 年) 7 月 6 日叹

江大水，邓家湖、小江湖堤被冲惯多处，

受灾闹积 1 115 平方公里，人口 15 ， 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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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田 46 万亩，死亡 74 人。

畏国 24 年( 1935 年)7月 3-7 日狂

风暴雨，沙洋堤段决口 7 处，东南乡缸洼

地一片汗洋〉沙洋、李rP、毛李、后港、

拉回挥等边受灾严重;其间. 7 月 6 吕，

沙洋汉 yX.1!<位达 43.29 来，邓家湖、小江

湖j是润端，崩凄百余处，淹国 19 万多亩，

受灾农户 22.6 万人。秋旱，作物~支获不及

乡成)水旱受灾农吕 258 900 亩，倒塌房

屋 1 676 间，人口 76332 人，西灾死亡 271

人，淹死牲畜 7 200 头，省府下援救济款

24422 元(旧吊)。 句
民国 26 年( 1937 年) 茧瓦干堤罗

家口段渍，小江湖被淹 J 全期 60 保 4500

人，房屋、田采均沉水中。 8 月 15 日，邓

家湖槐露日堤决，受灾 4.5 万人。政府拨

积谷 I 000 石救济。

昆匮 28 年( 1939 年) 境辖各区、

乡设民政段。

畏匮 35 年( 1946 年) 曾集乡民熊

有银在 H 军淫或下宁死不屈.↑既然赴死。

员国内政部命令褒扬熊有银宁死不起之

精神，颁发其"忠到可风"噩额。

1948 年 5 月 16 日 沙洋镇解放 c

同年 10 月 4 吕 汉水暴涨，邓家湖、

小江湖堤凄口 6 处。 5 吕，沙洋大堤部家

嘴处费决，淹没农司 46 万亩，受灾民众

23 万人.死 300 余人c

周年 9 月刊 E 境内局集、十里铺、

长湖、曾集、沙洋设 5 个区人民政府c

中华人民共和E

1949 年

境内各地发动贫雇农成立贫梅小组，

开展发动群众王作。

1950 年

i 月起 各地发动群众开展乡政权建

逞，组织群众选举乡长及组或人员。同年，

开展"镇反"。这一年，各静"万人大会"

或起搜伏。

周年 境内各地开展"清匪反霸 c

部分地方"土地改革"试点ο

1951 年

全境各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

革"运动宅农民获得"土地涯"。

周年 境内设 8 个区和沙洋(县辖

镇)、抬回桥、后港、马良 3 个区辖镇，

85 个乡. 495 个行政拧， 12 月 10 日，各

区、镇配备民政助理员公

罚年 政府引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

境内各种互助组( 11击时、季节、常年)应

运而生 3

全年水、旱、虫灾害相继发生，计受

灾农田 220900余亩，农户 26665 户 129902

人，淹死 21 人，倒塌房崖 13084 户 G 灾后，

政府发放春耕贷粮 121610 斤.秋季贷麦种

110000 斤:春耕贷款 60704864 元，秋贷

麦种款 72 005 000 元，冬农贷款 22880000

孟。共发放救济款 6.5 亿元 Ct述均为 18 币)。

1952 年

4 月 境内各级政府组织 236 人收集

烈士遗骨集中掩埠，并举千j追悼会c

6 月后持续无雨达 108 天. 38.623 

万亩农田颗粒元收.政府谓运 4 500 万斤

敦市鞍供应灾民"



7 丹 开始禁鸦片锢，对种植、眼卖

鸦片者明令惩处，吸食鸦片者限期戒踪。

年底结束。

1953 年

2 月中旬 全面贯彻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期法头

6 月 4 日 沙洋受龙卷风袭击c

7 窍上旬 汉江水涨，县「作组动员

群众作蓄洪转移准备 .21 日.受坏人挑动，

1000 余人闹事.旋被平怠 ι

8 月 18 汉江水强涨， 5 [j ，黄堤

坝溃口。

1954 年

6 }寻 开展新中国成之后第一次人口

普查，全辫门县人口时点数为 308732 人 c

7 窍起 汉江主蔚连降大暴雨，蒋家

湖、小江湖奉省委、地委之命，于 8 月 5

日 17 日才、6 日 16 时'炸堤畜洪，堤口宽 636 .3

末，洪水淹没面积 138 子占公里，冲毁在

自 40308 亩.受淹 15954 人，如!房 248 fsJ 0 

同年长湖沿岸 6 区〈后港)、 11 区

(毛李) 7 区{李市) 17 个民统受渍.面

积 177.15 平方公里，损失时产约 134 亿元，

囱灾死亡 24 人!政府给予救济补偿 6500

万元，贷款 15 亿元，各级捐献 4000 万丘

(均为旧币);揭拨大米 2 1. 13 万斤，食活i

2325 斤。

冬大雪，进〈凌，冻雨，时间长，积

雪深超 1 米 ο

1955 年

5 月 国家投资格万儿在 T& 夜镇陡 lJJ

大才iìê 5 

1等 1言建钢筋渥凝土排在闸，最大排水量

110 立方米/秽c

]2 窍 撤销第十→区(毛老f占)将毛

老店、钟桥、新;其等乡划归第六区(后港)

管辖，三汀、王皇、窑场、古域、凤娇、

八壁、新场、积樊、部l河等 13 乡如归七

区(李市)管辖可J

1956 年

撤区并乡 η 境内除李 $1三保留外. [;.( 

级机构改为指导组和 l 个县辖镇(沙洋) . 

乡级机向合并为 63 个乡和 3 个区辖镇(茹

自桥、后港、马良 )ç

6 尾梧 如七区〈李市)所辖的 8域、

风娇、八里、新场、权樊、部1M 6 个乡改

属潜江县管辖。

再月 改给烈军属代耕为优待劳动

吕。冬，境内相继成立 425 个农业生产合

作社 c

付场乡第气党支部书记、复员军人陈

云海出军全同"烈军属复员军人代表
.&H 
Z王 Q

7 JJ 29 B 10 来个小时内降雨 74.2

毫米.曾集、文Ij集、草场、许岗等 13 i' 
乡{到房 347 间.死乡人，死耕牛 5 头 9

在(注集)的石头埠乎士也起水 4 米， 23 个

乡受灾，淹 æ12677 亩， 5 600 人道究，

灾后，政府共拨救济款 5600 余元补偿~

1958 茸

7 月 南门县委在拾回桥区试办第一

个农村人民公社 ( Jj吟。 9 月底，全境实现

人氏公社佳，境内奋起美(五里铺)、东

风(启港、曾集、抬回侨)、大 í7ri ( iX t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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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里{才i:r!J l4 个人自公社， r辖 36 个管

理 l主{切在耕作 L;{λ372 个生产大队， 2392

个生产小虫

9 月 屑lÏ县委、县人委制定《关于

建 \f，社会捕和j挠的规划)，境内担m~办起

衣村敬茬líí'G 42 个， 1 009 拉院民人住哩并a

A,J ';云散 fJR寡残疾纳入供养。同年雹境内生

产主It织改为军队建;jjIJ 电区称民兵团，管理

j式为汗，大队为连，生产!认为排，持下分

到十

句

1959 年

5 月 五，旱l f;{ i气，\IJ [;{长李万富 :-Hl市全国

"然军屈、残废、 复员、转才聋卡军λ丰职只极分

子代:表去大会

乍全)-境竟大早‘大部分地区缺乏主粮.群

众 [/;1茸茸小良发牛浮肿 政H￥采取休，岂、

营养、治疗气结合方法控制病情。省 F拨

救究与款 20 万元

年末 R政部门对境内各区、镇

鼠、老、残、特怀!户开始给 F定期定量

救济 3

1960 年

2 月 沙洋建I1J ，宦属持j扑i专署领导，

于辖汉 iT公社(原沙洋镇上李市公社，

市长王 IE道

全I童大旱，农田受旱面担 43.4万亩，

政府在救济款 14 万元.发放棉衣1.4 万

仔.揭被 5 05R 1木.救济 11 626 户， 38421 

A. 

~境苦发因病(浮肿、干瘦、子宫税

辜、 i司经)达 14 947 人巳县人委组织民

政、 E牛:等部门成主..四病前治领导小

盟"。各有天址~11 配合供应病人开养补助

I毡，计黯食 8.4万!干、{市iJ， 16.1 万汗、小

麦 21 )j 厅、食?1I1 1 400 fi' 、红枣 1 400 斤、

小 JL乳粉 560 汗、 Î二培黯 840 瓶，开办

65 所"川的"防治 l兴院、 125 个临时医疗

主r'i 句二，l，nFì愈耐人 12 613 人、占患者总

数 84%

民政 I ~非 40 条F发.救济款发放采

取"群众i乎汉、领导批准、张榜公布"

.. FlI病"再过 11可升，新发病 9720 人、

政 J{J 减免民药费扣发放嗖;后补助费 32.9

万兀， 3 年累计先(~ "四病"墨、荷 1 374 

人气J吉、左边数 5 ，6% 气i

同年 或;扩(拮减退职老弱残耳瑕丑工去

公室"噎\6 月起， J刊的"Q 17已人，批准处理，

123 人?

1961 年

4 月下旬 ì1<古j ~在公社体制.境内恢复

7 !K ( iLtH铺、拾fi1)稀、启港、 ?i市、弓

良、比生、曾集) 1 棋(沙洋)建剖，管

理区政称公社.7 个大公社调整为 37 个公

村~ ， 356 个牛产大队改为 433 个大队， 2533

个生产小队改为 2905 个生产ßÀo

5 丹 江 ir Tl是沙i芋在御堤排水问i建

成三

7 月 撤销沙洋巾，军新划归罪j门县

领导。

8 月 拾阴择区 34 人岩、自 u住宿.死亡

14 人门

同年持纯文平，鞍食恙产量减至 5600

万公斤u

自年 开始 F放城镇提民，到 1 964 

年电 i少?手镇 F放J;!}!己 135 )'1 821 人 c



1962 年

2 月 22 日 监察从民政划出-同年

10 月，劳动f4次从民政分 11 \ 

境内农世开始复存， .人民生活出现好

转c

1963 年

境内对不具备条打工的农村敬.t;院整

顿撤井。合并敬茬皖 21 个，收养 361 人，

调整提高五保标准 J

荆门县民政局下发《严格执行财给纪

律，切实加强财务管理.严格结L款报销子

援手11 财务开支审批的规定》。 境内各乡

(镇)开始按规定执行 1

8 月 全境婚娴情况调查查处 891

起违法婚姻，豆;f 76 去破坏习:摇案进行处

理C

1964 年

境内部分仄开黑"小问清"试点 3

6 月 境内Jf展第二次人 L f 苦舍，全

荆门县人口时点数为 381 018 人

10 月 7 E 8 时，钳l 样远堤JÌ({主达 47.2

米.对下静构成威胁飞省、地委决右，钟

祥石牌和境内邓家ìJ\1J 、小1 1:海i 分别于 8 日

I 时和 8 对扒 11 畜洪 淹没 7 个公社 2 个

镇、 46 个大矶、 259 个生产队、 9 843 户

47863 人，农田 49883 南，损失粮食 253.6

万斤，棉花 212.7 万斤，江11 辛辛 13 1. 3 万开，

冲倒房屋 8831 间，淹死大牲畜 1 539 头 c

政清两次拨教济补位苔~ 14.5 刀丘，救济有i

票 4166 尺、棉花 1200 厅、棉絮 550 珠、

木料 1500 立方、杂木 2 690 根、松条仍

在 j厅、芦材 400 万汗、陆竹 3 000 棋、芦

j\ 才nJ 7 

席 3 万凉， 11，生部门拨医疗款 6 000 兀，

教育部门拨学校开课费1.2 万元.高业部

门拨芽IJ 门聋1300 主p ，

同年 境内各公社或立 H移民安置领

寻小组"。

1965 年

10 月 首批挂攻丹江水利枢fn 1', fr~ 

淹没区河南斯)11 县移民 c 成建制安置 2 个

公社. 12 个大队. 46 个生产队. 1 648 I'J 

10 725 人 z 其中，安置在抬桥[2{ I' 早铺公

社 1 005 户 4470 人;沈集区!科城公社 643

户 2827 人，调整给移民耕地 17 075 市，

人平 2.34 南、先后投入 i豆、社干部 165 人，

劳力 4900 余个为移民信建住房 46701可‘

人平 0.64 间;仓岸 269 间.牛犀牛 375 间，

学校 22川叶、发动当地群众为移民开走 i

万余南，调剂耕牛 50 头，解决化月[I1， 20 万

斤 ο 探出传、帮、带生产技术员 140 多名

国家共开支移民经费 289.5 万元

w 
1966 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境内 15 个村

墩老院{赵庙、五阜.铺、文IJ 集、建阳驿、

内方铺、更挠、了岗、朱;t、芬姆、草场、

新坡、马良、曾集、沈集、柴集).政养

砾寡残幼 255 人，福利皖职丁今 29 人，后

逐步合并为 6 所敬茬院，收养Tr. í呆户 168

人。

8 月 接收安置第二挝河南南JII 县将

民 15000 人.填内组织劳jJ 9000 余个噜

为移民建住房 8 027 间，公房 1 186 I时

成建制安置 35 个大!立. 110 个生产队 吁

地群众让tI\耕地 35 142 rii 咱人平 2.31 IÌ: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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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献鲜菜 3.1 万斤.烧柴 31 万斤.牛草

8 万斤，帮助移民落户 3 国家共拨付移民

经费 481.1 万元户

1967 年

沙洋火葬场建成营运。

1968 年

移民复迁 J 采取"打乱建制、成户插

队、就近不就远、一次安置好"的方针。

组织复迁 8mt 共耗复迂建房费 126.3

万元，生产补助费 21 .4万见.生活补助费

11 万)~，救济费 74.8 万元，搬迁补助费

10.7 万元.宣传费 22.6 万元，合作医疗费

l 万元，行政管理费 l 万元 η

1969 年

7 月 30 日始 十里铺荷堪、九堪、王

场、黎明、石牛等大队移民与当地群众发

生武斗。 3 天时间打砸 9 个生产队，双方

死伤 196 人(其中打死 14 人，重伤 68 人，

轻伤 114 人)，打死伤耕牛 18 头，公私财

产无 ì j'c 荆州专员公署，荆门县组织联合

宣传队，荆州军分区派出一排兵力协同公

安部门赴当地全面制止武斗作善后处

理.解决生产资料补助费 20360 元.生活

用品补助费 27 000 元，死者安葬及家属抚

恤费 8000 元，医药及残废金 30000 元，

衣被困难救济费 57900 元，丰良食 4 万斤，

布票 1 万尺，棉花 1 500 斤，木料 20 立方

米 c

1970 年

4 月 [-(.政与 H牛-合并，成立民旦科。

1972 年

4一7 月 百余夭未下透雨，境内中稻

51.1万亩中受旱 37.8 万亩。县委提出"碗

水必取，滴7水k归旧

劳力投人抗旱!安装提水机械 3 143 台，

55390 吨力 O 政府拨救济款 23.5 万元。

12 月 29 日 民政与卫生分开。

1973 年

4 月 阴雨连绵， 30 个公社 182 个大

队 1 084 个生产队受灾，倒房 242 间.死

2 人，冲垮堪、坝 1 172 处"

9 月 4-6 日 普降大到暴雨，而量

250 - 300 毫米， 5 个区及沿江河一带受渍

严重"损失粮食 990 万斤.倒塌公私房屋

2047 间，死 9 人，冲毁桥涵 36 处，小型

水库 7 座，公私财产损失甚巨。地区下拨

救灾款 50 万元，

8 月 对境内马良、拾桥 2 镇进行土

地征用调查，清退违章占地。

1975 年

《群众优待实施细则》实施。

12 月 撤区并社，境内设 l 个县辖镇

(沙洋)， 11 个公社(五里、十里、抬桥、

后港、毛李、官叫、李市、姚集、烟垢、

沈集、曾集)， 53 个管理，区。

1977 年

5 月 8 日一 10 月 25 日 连续 160 天

大早，境内 30 座中小水库干洒， 5 万多口

塘堪见底.受w农 UJ 80 余万亩政府拨

救济费 5 万止。

全县国家工作人员带头移风易俗，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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