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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侧

一、本志以马克恩歹巧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鉴古详今、广采搏

取、据事直书的原则和方法编纂而成。

二、本志取事，上自1911年下至1985年，个别章节作了适当的伸延。

三、本志立机构沿革，行政区划、选举、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群众组织演变，支前，优

抚，复员、退伍军人安置；救灾、救济工作，社会救济福利事业，婚姻登记，民政财务，其

它民政工作等lO章，章下分节。每章概述文意全貌，后来人物志、大事记、诗篇、杂闻等部

分。全志以时为经、以事为纬，褒贬寓其中。

四、本志所涉历代称号，沿用历史正称，如宋、明、清、中华民国等；朝代纪年以帝号记

年，民国时期的年代用汉字书写，以公元加注，解放后以，公元阿拉伯数码标记。组织名称，职

称、地名沿用1985年以前称述。人物称谓，直书其名，不加褒贬，属于资料引用的，照旧不

异。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后用简称。行政区划及乡、镇名演变据史照录，必要时加注说明。

五、民国时期的币制，依原文录用不加注解。建国后货币数据以民政局历年财务年报为

准。

六、资料录用，除口碑资料外，主要取于民政局档案室，县、省档案馆、图书馆存放的

文字资料。为压缩篇幅，未注明出处。



概 述

一 民政工作历来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本志以鉴古详今的原驯，简述其机构沿革和工作

任务。

民政机构源于清末光结三十二年(1906年)。1912年，本县始设民政股，后撤。1929年，

民国政府设称第一科，1941年----1949年改称民政科。

1949年7月，松滋解放。到1959年正名民政科。后五易其名(民政局一一民政局革命领导

小组一一民卫组(科)一一民卫局～～民政局)。

民政工作自古有之，《礼记·礼运》讲禹以前的社会情况t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和平)。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养老)，壮有

所用(工作)，幼有所长(抚育)，鳏、寡、孤、独、残疾者皆有所养”(载范文澜著《中

国通史简编》第一编97页)。

本县民政工作最早为灾荒记载t晋永嘉三年(公元309年)大旱。元至正十二年(公

元1352年)，松滋骤雨，水暴溢，漂没千余家，溺死者七百余人。民国时期，民政主要工作是协助

政府办理乡、保、甲基层政权建设，管理户口。并作过些赈饥、设义仓、办难童学校等慈善事

业。解放初期，民政工作主要围绕秋征、土改等中心工作，抓了民主建政和组织失业人口就

业及发动灾区人民生产自救，优待烈、军、工属和安置残废复员军入，资遣国民党军政人员

还乡以及婚姻法贯彻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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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民政工作以优抚、复员退伍安置、救灾救济为主，做了大量的工

作。1954年本县发生了百年未有的洪水灾害，国家发放了大量的救灾款、物，使灾民得以迅速恢

复生产。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大旱灾，全党、全民投入了抗灾斗争，民政部门全力救

灾，组织灾民生产自救，发放救灾款129万多元(三年合计)。对因灾发生的浮肿、干枯等疾

病，政府组织临时医院收治病人19，000多人次，对因灾失去双亲的孤儿．，办起了儿童福利院

8个，收养孤ill50多个，并负责教养到自食其力。

十年动乱期间，我县民政工作虽一度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

坏，但民政工作仍有新发展，1968年兴建了殡葬管理所，开展了殡葬改革工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以后，全党认真地纠正，左”倾错误，贯彻了党的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各行各业进入了革故鼎新、锐意进取，开创

新局面的新时代。我县民政工作随着时代的步伐，做了如下几项工作：核实了历次牺牲的

322名革命烈士，编成了《革命烈士英名录》简装本I普查了全县优抚对象，平反昭雪了46

入的冤假错案；调整、提高了各项优抚标准；改进定解定量补助工作，对农村义务兵家属

进行了普遍优待，大力开展了扶持贫困户工作，几年来已扶持8，548户，脱贫致富的2，074户。

街河市镇困难户残废军人杨晓三，经扶持办起了五金商店，成了富裕户。又如桃树乡昔日的

救济户肖典坤，开办家庭小煤矿，成了冒尖的万元户。

1980年我县建成了能容百人的县社会福利院，院址宽敞、环境优美。现巳收养城镇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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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他(她)们均衣、食、住、行徊文化娱乐部姆跌育人。同对，各乡、镇电先雷办起了

60多所敬老院，600多位孤寡老人均已入院安度晚年。

民政工作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工作项目多，内容杂，这里未能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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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机构沿革

松滋县民政机构，据《松滋县志》(民国本)记载：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五月，县成

立临肘自治会，内分参事会及议事会。参事会参事四人，分财政、警察、学务、民政西股：后

撤。民国政府1930年7月17日修正公布的《县组织法》第十三条规定：县政府设秘书一入，

并依事务繁简设一科或二科，各置科长二人，科员二至四人··⋯’·湖北省工作报告《三十年度民，’

政工作总结》提出“将各县原第一、二、三科改为民、财、教等科，另增设建设，军事两

科Z。并另表记载：“松滋县1941年5月10日成立民、财．建、教、军五科”，到1949年7月未变。

1949年7月22 El，松滋县人民政府诞生，建民政科，至1959年，各区并设有民政助理员

1人，1960年裁科并局，民政、劳动、人事监察合并，称民政局，下设人事监察股、优抚福

利股、劳动股，1961年人事监察股分出；1962年民政、劳动分设，1967年冬， “文革"时建民

政局革命领导小组；198G年改称民卫组(科)，，接管民政、卫生两局；1970年称民卫局，4月

17日启用印模；1973年元月，民政、卫生分设，复名民政局至今。1981年6月，局设入

秘、优抚、救灾救济股和财务室，另由县人民政府组建“复退安置办公室”附局合署办公。

历任民政科(局)长

民国时期

姓名 别 名 籍 贯 职 ，务 供 职 时 间

张辉喜 民政科长 民国31年(1942年)4月以前．
●一⋯一 一

庞世宏 庞子连 松滋 民政科长 民国31年茎35年(1942年至1946年)。

方文权 方子衡 江陵 民政科长 民国35年至36年(1946年卒-1947年)

万俸廷 万振华 松滋 民政科长 民国36年(1947年)8至12月

一胡慕农 民政科长 民国37年(1948年)1月

邹传璋 邹绪瑜 思施 民政科长 民国38年6月(1949年7月)至解放时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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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国 以 来

姓 名 籍 贯 职 务， ，善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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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r?；职 时 间 备 注

民政科：
1950年2月胡 拓 松 滋 副科长

李元根 河 北 科长二 ．1950年7月：至1952年

’文|J'华平．． 松 滋t ，副科长 1952年8月至12月

胡凤生 ．应 城． ，、科．长， +1953年3月至7月．

．朱家煊 松一ji滋i： 科长 1953年6月

．谢家富 松’ ‘滋．． 科，长 ．1953年6月至1957年1月
．，卜

：’杨振声“ o习号 ．门 副科长 +1956年2月：至1958年。

王’’镇 。‘京 山 科长 1957年8月

刘锦余． ．河南信阳 一科长 1958年至1960年12A

．，傅真 松 滋 副科长 1959年12y]至今

涂光明 松 滋 副科长 1959年12月

葛维菊
山 东

民政局 +1960年5月至1963年
(女) 副局长

杨乃顺 山 东 局 长 1963年至1966年

郑永凤 1966年6月
(女)

l’松 ’滋 副局长

民卫局 1970年6月姜顺官+ 一崧 滋+
．局 长
民政局 1970年5月任剐局长 1977年8月离休匡世榜 河南新县 1973年调任局长局 长

李克猛j． ’沙y．市 ‘副局长 1970年5月至1982年

冯守贵 山东苑县 副局长 1979年5月至1984年3月 1984年3月离休

李永宸 ．松． 滋 局 长 1979年8月至1984年3月

李邦新 松 滋 副局长 1976年12月至1982年 1983年退休

‘魏道章 松 滋 局 长 1984年3．月至今

．．张代钧 ．松 滋 副局长 1984年3月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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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鹪4牟睾月畏，政局年部曼．羁表

职i：‘ 别 ．‘姓名． 性别 籍 贯 到职时间 备 注，

局。+’．：，．长‘ ，魏道章 男 松滋 1984年3月一+ 1· o-一叠

副。．局．■长： ‘傅 真‘ 男 ．j松。滋 1959年12月+。

副一。局：j长 ．张代钧： ．男 松’滋‘ 1984年3月’

．人秘股：j长 ，彭松柏j ’男 ‘松滋 i984年3月： 一 j电i

～一⋯。●。

民政股长 +张启淮’ 男 ．松滋 1981年6月
⋯ ^、

．i ．．
。{

．副．．股。．，：长 ‘‘乔芳杞i 7．男 ．．．松+滋 1984年3．丹．j

优≯抚股≮长 ，彳：吉德茂j ．男： ’松‘一滋 1981年6月i： ：．≯：薯
；

副：i股． 《 、。．李光富 ．男 松滋 1984年3月’ 一
I

复退安办主任 ≯王三仁： 男 ：松 滋 i984：年3月‘

财务股股长 ：。．王尊旺 ．女 ：松滋 1984年3月

办j一事人·?’员 ．王兴茂 女 (松滋 1972年12月‘ ，∥。篓皇。

办．曩事灭员 ’尤开阳． 男 松滋 1982+年2月 ，t o．一
一 。

办一：事人员 ，．袁浩 男 、松：：滋 1985年12月一 ．’ i o‘薯-
}

办事人员 胡文浩 男 松滋 1982年2月

小车司机 张敦柱 男 松，滋 1980年11月

打 字 员 李淑静 女 松滋 1983年9月

滓：拓耪贯刀拦属省内，不霹省名。



姓各 。性别 职 务 姓名 性别 职 ，． 务

：

胡学玉 ÷男 局： 长。 王薹仁． 男 安置股股长．。
当

：

张代钩 。男 副 局 长 赵承元 j 男 ^‘赞鼠股铡段长．

张永炎 男 副：局：i长． 杜道平 ．男 财务腱长
一一 、 ，●

魏道章 男 调’研 员 袁序信 ～男’‘ =办． ’事i‘一员+

傅 真 男 调 研 员 向常春 男 办 事 ‘员

尤开阳 男 办公室蓟蜜侄 胡文浩 一男j ；一：办 事 ‘员

黄良清 男 改一正‘股?长 张建国
‘

男．： 。 办 事。：员’、
i

张启淮 男 农救股长 彭松柏 一男 ．‘离职学’习

’j王尊旺 女 民政股长 袁 浩 男 离职学习
●●

乔芳杞 男 民政股副股长 皮世海 、 男，‘ ．+√．出 ’j

纳一

吉德茂 男 优抚股‘长 李淑静 女 打 字 ．员

王兴茂 女 优抚股副股长 赵显明 男 小车司。、机

_-

李光富 男 优抚股副股长 雷木正 ‘：

男 ．小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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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行政区划、选举、基层政权

和基层社会群众组织演变

第一节行政区划

一、北宋开宝三年二一民国三十八年

(公元970年一1-949年)

松滋县行政区划，据北宋时期《太平环宇记))载： “松滋旧五乡今六乡”。《元丰九域志》

注。松滋十六乡。明《一统志》记：松滋县二十三里。《松滋县志》(同治本)记载t清分二

十一都(表一)，八年，松滋编户二十一里。宣统三年至民国十八年(1911年一一1929年)，

全县行政区划：初七乡后九乡、十乡，又名十区(表二)。1930年按百户以上为l乡；50乡镇

为l区之规定，将原10区140保并为四区(表三)，并成立区公所，1931年撤。后仍按lO区办

理自治。1932年lO月，依面积、地形划为5区、777保(表四)。1935年将5个区公所改为3

个区署，分别设老城、沙道观、西斋街(表五)。1939年全县划为34乡4镇。1941年7月裁

1，2区署，改第三区为西斋区署，11月1日成立。是年全县重戈4为32乡l镇663保(表六)，

后为县直辖乡(镇)21个。区辖乡12个。1942年6月裁西斋区署改设沙道观区署。1945年7

月20日按原有10个区团制划为20乡。-1946年1月15日撤沙道观区署。同年松滋乡镇上报为19

乡l镇320保3，769甲(表七)。1948年乡镇不动，全县调为259保到1949年7月未变。

二、建国以后(1949--1985) ．

1949年7月22日松滋解放，初划全县为5区辖20乡(镇)表八。同年1。1月(建国后)划为新江

口、沙道观、老城、杨林市、西斋、刘家场6区。1950年12月调为9区l镇。第l区人民政府设新

江口，2区：大路口，3区。米积台，4区：老城，5区；王家桥；6区。纸厂河，7区·

街河市，8区：西斋，9区：刘家场，沙道观镇：沙道观街。1951年8月16日3区划出部分建立

第10区，地址设复兴场’4区划出一部分建立第1l区，区政府设陈店中学(原王明阶号，‘“王

茂盛’，庄园)。全县共227．乡。1952年沙道观定为县辖镇，新江口、米积台、老城为区辖镇。

1954年4月30日将1l区仍并入第4区。同年6月20日新江I：1改为县辖镇。1955年3月15日撤

第lO区，全县为9区2镇147乡6个区辖镇(表九)。

1956年5月，刘家场区不变，其余改为12个指导组(表十)。1957年12月28It，+恢复区

建制，划全县为7区2镇两个县辖乡(表十一)。1958年区改公社。即南海、八宝、大同，

松北．南岳、花园．、浼水、松南，钢铁9个公社和新江口镇。1959年，松北，南岳合并，

名老城公社，花园称王家桥公社，松南称街河市公社、，钢铁分为西斋、刘家场两公社(表十

二)。1961年，公社复改为区p初为g区2镇，区下设96个公社，区辖镇lo个。1966年刘家

场镇属县辖镇。1970年公社并为50个。1974年裁纸河、上陈二社，建王家大湖公社为县辖。

全县共为9区3镇一县辖公社，49个公社(表十三)。



1975年，撤区并社。全县划为19个公社，两个县辖镇(表十四)。i9‘76年獍市公社井

入沙道观公社(1979年改称浣市公社，恢复沙道观为县辖镇)。1980年，永合公社并入南海公社。

全县有南海√L宝、沆市、老城、陈店、王家桥、麻水，斯家场、杨林市，王家大湖、万家、

街河市、西斋、大岩咀、冯家窑、卸甲坪、桃树公社和新江口、刘家场、沙道观镇等20个

社(镇)，443个大队，4491个生产队。1984年农村体制改革，全县划为10区47乡、4个县辖

镇、7个乡级镇(见表十五)。 ‘

松滋县历次行政区划变动情况·
同治八年行政区划 裘一

都 别 区 域 +备 注

中·二都 朱家埠

下 二都 新 场

上三都 马峪河

下三 都 笠园寺

上 四都 洋溪市

下 四都 穴屯(冈) 旧王家桥 ．

上 五都
‘

磨盘

下五都 马家桥 县东40里 ，

上六都 纸厂河

卞六都 陈家场 县南70里，旧杨林市

●

上八都 采 穴 ．● ’r

下八’都 浣市

县南150里，旧刘家场，县西南130里，旧偏沙河在
上 九’都 暖水街 西南180里抵石门县界

中 九 都 石 牌 县南120里

下 九都 西 寨 县南130里 ， (西寨：现为西斋)

上 十都 饶家咀‘ 县南罩5-o里，旧宝塔寺，山抵石门县界。

下 十都 卢家坪 县南100里

十一 都 伍家场 其南loo里

十 二都 街河市 县南90里

朱市都 ： 高学屋 县东南130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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