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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册亨县民政志》．

是我局在中共册亨县委员会、册亨县人民政
府、政协册亨县委员会和史志编纂委员会的直

接领导下；在县史志办公室，县档案局的大力

帮助下；和全局同志的努力，自一九八九年五
月起建立编纂领导小组和编辑委员会，通过整
理档案、收集资料、回忆访问，历时六个月。
于l 9 8 9年1 0月中旬完成初稿，1 990年6

月经集体复审付印。
本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全志记述了

我县自公元一七二七年县制建立之始， 至今

一九八八年期间，全部记载册亨县民政史实，

包括行政区划、基层政权建设、抗灾救灾，优
待抚恤、退伍军人及部队离退休干部的安置、



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事业、聋哑人工作、婚姻

登记、殡葬改革、财务管理等十二个章节。特

别是详记了从一九五一年册亨县各族人民获得

解放的那天起，到一九八八年间的册亨民政工
作。充分体现了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各级人民政府关心边疆各族人

‘民生活、’‘生产、建设的伟大史实E达烈；。“资

治、教化、存史”盼修志目姆，，也是我俳奄俸
同态韵共嚼心愿矗但由于我们水平低，资料不
金，‘时阕短促，难免会出；现差错卜敬请领导，

恩惠们批评指正，并就此向必本志书作出贡献
的金体同志致洪衷心的感谢6

掰亨县民政局局长岑寿光

1 9 9 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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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册亨民政工作，从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

年)颁发弹永丰剥分防赂亨粥、同”关防。州同
署设吏群始，至今已有2 6 0年。在这漫长的

时间里，从来没有文字记载民政史实。 “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而民政本职却无史可鉴，实

为憾事。册亨县民政局有感于此，为了资治，

存史，于l 9 8 9率眷，决定编纂《册亨县民
政志》。经县委、县政府批准、县史志编纂委

员会大力支持，于5月l 6日组成《册亨县民政

志》编纂领导小组，局长岑寿光任组长，接着收
集资料。工作中，民政局历届负责人王正熙、

黄建铭、张其昌等老同志鼎力协作，县档案局
热情帮助。历时两月，基本收集资料3 0万多

字，7月初开始编辑，分大事记、建置沿革、
优抚、社会救济、选举、婚姻、殡葬、其他民



政工作和入物共l 2章。
l 0月初完成初稿、油印成册，分送有关

单位和个人。目的是送请县委、县长审批，其
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希望不吝珠玑、 给予指

正，特别是本地同志熟悉册亨民政的同志，更

希望多提意见。再将各方意见集中整理，最后
修定成书，臻至完善，7

虽然，这部《船亨县民政恋》态稿几经修

改，但时间短，编辑水平有限，错误仍是难、=
免，请阅者多多赐教。 ’

船事县民政局副局长潘应富
1 9 8，9年1 0月



序 三

建国以来，民政工作在我县是为入民办了

一些实事的、如：救灾救济、优抚、是民政干

部的主要本职工作，是体现党和政府关心人民

疾苦的，办具体实事的是民政工作者。民政是

县人民政府的一个主要办事机构。

开展拥军优属，作好优待烈军属、复员、

退伍、转业军人的安置工作，他们在保卫祖

国，建设四化，是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国作

了贡献的口因此，必须广泛地开展拥军优属这

一工作。

为了把建国四十周年以来的民政工作记录

下来，留给后人，以供参考，．是必要的。 因

此，特编写这部《民政志》。

政协册亨县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 张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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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事县民政志》

咒． 例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二、详今略古、反映我县民族特点和时代风貌．

三、本志记载册亨县民政沿革、抚恤、救济、安置就

业、选举、民族、婚姻等史实。

四、上限起子清密正五年(公元1 7 2 7年)，下限止

予公元1 9 8 7年，个别篇章上下限不在此例．

五、资料来源；建国前，收集摘抄《贵州通志))、《兴

义府志》、《册亨县乡土志略》以及民间手抄本，其次访同

口裤、考察实物。建国后以档案资料为主，采访老干部、知

情者为辅。

六、资料处理：编辑人员整理分类，比较、鉴定，送县

史志编委审核．经编委审定后，始由编辑进行纂写。初稿完

成后，油印成册送请有关领导部门及专家、学者审阅，提出

修改意见，县史志编委召开审稿会议，集体审查，然后再修



正定稿作为内部资料付印。

八、行文通用现代汉语，引文保持原状。

九、纪年一律用公元，清代、民国纪年在括号内注明。、

十、地名记当时使用地名，若现在巳改名的，括号内注
明今地名。

十一、职官用原称谓、不加褒贬词语。

十二、记数一律用阿拉伯字。

十三、本志定稿后，送县委宣传部和史志办公室批准，
铅印内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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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事记

l 7 2 7年(清雍正五年)8月，设永丰州，以世亨、

罗烦、百强，龙渣四甲及岂皓半甲设永率榭分防册亨娜同，

州同为左堂无印信，不设置展吏。

l 7 2 9年(清雍正七年)，颁发册亨州同关防，按州

建制、设三班六房，以吏房主管民政．仍隶永丰州．上隶南

笼府。

l 7 7 0年(清乾隆三十五年)j南笼府(今安龙县)

饥，册亨州同毛X X奉巡抚宫兆麟令，开常平仓平价售粮。

1 8 l 4年(滑嘉庆十九年)册亨州同境大旱。
‘

l 8 9 1年(潦光绪十七年)冬l 1月，兴义府(今安

龙县，嘉庆二年改原南笼府为兴义府)水灾。

l g 0 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发布上谕： “仿行宪

致，设民政部黟。册亨州同仍沿旧制，以吏房办理民政．

1 9 l 2年(民国元年)，民国肇造，建立州议会，议

员由州同和地方耆老协商产生。

l 9 l 4年(民国三年)废州圊，设册亨县。县公署内

设第一科第二科第三科，第一科主管民政工作。同时废甲

·3’



亭、设七个区2 8个乡。

l 9 l 8年(民园七年)5月，县境暴雨成灾，冲毁稻

田无数。

1 9 2 4年(民国十三年)元至4月，天旱。4月下旬、

暴雨连绵、蝗虫为害，收成不到一半．县境发生饥荒。

1 9 2 5年(．民国十四年)3、4月冰雹大作。6月，

滇军3万多人过境，抢掠民间粮食，县境大饥，加之疟疾，

痢疾并发，全县当年死亡l万余人．

按。民国冲：三年，农历为甲子年，民国十四年为乙丑

年，县境连续两年闹灾荒，粮价由平时每斗大米(约4 0斤)

滇洋2元涨至l 2元，且有钱无市．饥饿、疾病交加，夺去

‘l万多人生命，县境死亡最多的是双江区一带，如百川、百

陇两寨全部死绝。民间称为“甲子乙丑年"，记忆深刻。

1 9 3 0年(民国十九年)，改第一科为民政科。

l 9 3 5年(民国二十四年)全县编整保甲、撤销乡、

设7个区2 5个联保l 1 0个保．

1 9 3 6年(民国二十五年)，中央命令，免册亨县全

年地丁秋粮，以舒民困。

1 9 3 7年(民国二十六年)，岑建坤在洛凡闹事，和

区长韦庆芝作战时，放火烧毁上洛桃，下洛桃、上下卡墨

等1 0多寨人家。县长李光启派民政科长胡幼贤、一区区长

张中华率保警队、一区义勇队及抽调壮丁前往洛凡剿办岑建

坤．

1 9 3 8年(民国二十七年)，贞丰洛六寨人韦子安、

韦安周等人，随时派亲信头目，越境来册亨之坡妹、庆猴、

·4·



邕凡等地抢劫，拉牛拉马，二区区长吴稚青组织家族及全区

民壮，保卫家园，韦子安、韦安周纠集3百多人攻打坡妹，

放火烧宙井坝等l O多寨。

l 9 3 9年(民国二十八年)冬，开始修筑安(龙)八

(渡)公路，册亨县奉令征调民工7千人，修八渡至尾宜

(尾兰>丫口段，全长l 4公里。

l 9 4 3年(民国三十二年)元月，奉令实行新宪制，

撤销区，全县设i镇，1 1个乡、l 0 5个保。重新划分行

政区，如以威牛、旁赖联保设威旁乡。以坡妹、大坪联保设

坡评乡、以百弼、央佑联保设弼佑乡、以丁马、央里联保设

丁里乡、以高寨，洛凡联保设高洛乡。

l 9 4 4年(民国三十三年)，成立册亨县临时参议

会，参议员由县长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协商产生。

l 9 4 4至l 9 4 5年，国民党军2 O多万部队从云南

进军广西，经过县境。全县集中力量供应粮秣、柴火、蔬

菜、猪肉，派民夫运输军用物资，一时人民负担沉重。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组成册亨县选举委员会，在县

境开展选举乡镇民代表，由乡镇民代表会议选举县参议员．

1 9 4 6年(民圆三十五年)舂旱，减免旺!i赋三成。7

月举行乡镇长选举。县长有圈定权。

l 9 4 7年(民国三十六年)，全县开展国民代表大会

代表(简称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普选工作。

1 9 4 8年(民国三十七年)7月，钟15山在下六乡闹

事、乡保瘫痪。l 1月2 6日，钟日山率2 0 0多人从秧顼

出发，煎来攻打县城，当时城防司令是兴仁专区保安副司令

· 5 -



袭叔敷。钟部天黑开始攻壤，双方战斗劐天亮，来攻送，钟

部死5人，伤1 0余人。下令撤退。县城方面亦未追击。

l 9 4 9年(民国三十八年)2月，县长陈精亮派每保

征送两名自卫队兵，暗示乡镇长不要送人，每保派大洋100元

抵兵。

4月，民众自卫中队长王忠良，奉令率一个中队官兵和

秧坝乡壮丁共3 O 0多人，攻打盘距百陇寨广匪何志昌，何

闯讯撤退广西，王忠良进入百陇下令放火将百陇全寨l 0多

家烧光。

l 0月，成立册亨县预备兵团、县长陈精亮兼团长，在

县境开展一甲一兵运动，每甲出兵一名、自带吃穿和被服，

加上自卫特捐，预备兵食米等等名目繁多的苛派，群众负担

不起，ⅡLI苦不迭。

l 2月，县国大代表赵国华、县参议会议长包祖辉、组

织坡坪、庆猴两乡民壮4 0 0多人，来县城攻打县长陈精

亮，陈被打败，死伤7人陈逃往兴仁，县政府解体。

I 2月2 8日，袁仁芳、何耀先、王守宪等组成册亨县

维持会暂时维护县城治安。

l 9 5 0年元月，册亨和平起义，成立册亨县解放委员

会。4月，王守宪以武力解散册亨县解放委员会。

1 9 5 1年

5月l 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l 4 5、l 4 7团解放册

亨。l 6日，成立册亨县人民政府，内设民政科，以科员邹

勘民负责民政工作。全县设三个区、1 2个乡镇，9 9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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