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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人为。事情是人办成的，人应该办点事情。墩株溯

市民政志》的编写，起步较晚，局党组曾多次酝酿研究，终1

， 于在1991年8月确定了编写人员和有关事宜。全体编写人员

抱着事在人为，人要办事的态度，急起直追，知难商上，难也

不难，终使志书编就成册。在表示祝贺之余，也生发了一点‘

感想。 ：

。 ’、。 0一 。

历史是人类生产生活斗争的继续。马克思说· “单是由

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

被他们当作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

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弦我们不能割断历史。

， 一民政工作有着悠久的历史。北宋时期就见·民政黟一

词。按照《宋史》解释，除了军队的工作以外，其它都是民

政工作。南宋徐天麟《两汉会要》中首次较确切地使用了

“民政”一词。清政府曾设置民政部，管辖的工作要比现在

广得多；1983年4月，第八次全国民政会议把民政工作的各

项任务概括为·政权建设一部分，社会保障一部分，行政管

理一部分。从理论体系上指出了民政工作不是以解决单一社

会矛盾的政府部门。毫无疑问，民政工作在我国一定的社会

制度和历史条件下发生了重要作用．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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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的历史并不很长·1951年6月以前，株洲只是湘

潭县属的一个镇，无专设的民政机构，民政工作由湘潭县管

理。1951年7月1日株洲市人民政府成立，即成立民政科。

民政作为政府的职能机关，在株洲也不过42年的历史。然

而，这42年是非同寻常的42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民

政基层基础建设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各项民政工作也取得了

显著的成绩。 ，

自古云“盛世修志"。《株洲市民政志》也应了这句古

语而顺利完成。该书上线不限，根据资料而定，下限原则至

1990年。特别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株洲民政工作

的政策，发展，得失等作了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记述，有一定

的存史，资治和教化作用。 ．

事物总是一分为=的，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作为

株洲的第一部民政志书，由予编者水平有限，也缺乏修志经

验，问题在所难免。我希望广大读者，尤其是研究历史的同

志和广大民政工作者以及方志专家提出批评意见。也希望在

不久的将来能见到更高水平的《株洲市民政志》。

。《株洲市民政志羚出版之即，嘱我作文以记之，不揣谫

陋，略述所怀，是以为序。 。，

， ’

胡友松

199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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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的民政工作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在：不

同的历史阶段发挥了自己特殊的作用。 ，。 ．

、‘

， 。1951年至1953年，民政部门积极参与民主建政，收容遣

送散兵游勇和难民灾民，开展以抗关援朝为中心内容的拥军

优属活动，动员全市人民开展增产捐献运动，提前完成捐献

二架飞机、一门大炮的光荣任务。同时，对刚从国民党统治

下解放出来，生活贫困的烈属，军属，1革命工作人员家属进

行紧急的优抚救济，全面推行优属代耕，组织烈军属和城市

贫民生产自救。对城市贫民和失业工人先后采取以工代赈的

形式，组织参加修筑沿港路。并安置了2150人进工厂和建筑

单位就业，既解决了失业工人和城市贫民的生活出路，又支

援了城市建设。 二。 ‘一 。。

t954年至1959年，农村撤区并乡，继而撤销乡镇，．建立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烈军属的群众优待由代耕过渡到优待

劳动日。农村无依无靠、无劳动能力的孤老，残幼实行了保

虼、保穿，保住、保医、保后事处理．(幼儿保教)的“五保"政

策。自然灾害救济，分别不同情况，采取灾害抢救，灾民转

移，生产自救，以工代赈，并适时发放救灾款物等措施，。保

障了灾区人民渡过灾荒。即使遭到1954年那样的特大水灾，也
基本没有出现灾民外出逃荒的现象。 ：

‘

1960年至1965年，优抚，救济经费增长，优抚补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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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贫困救济对象面扩大，孤老优抚对象从临时补助过渡到定

期定量补助。并进行了农村“三病矽(水肿病、妇科病、小

儿营养不良症)治疗救济和精减退职老弱残职工的定期生活

救济。对于配合国民经济的调整，保护农村劳动力，帮助广

大优抚，社救对象渡过暂时生活困难起了重要作用。对于盲

目外流的农村人口，加强了收容遣送和安置教育，有效地锐

止了农村人口外流，维护了社会安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民政机构缩减，人员

下放，一些传统的民政工作划交其他部门管理，整个民政工

作受到严重干扰。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确立了党的一切

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民政工作在改革开发的

新形式下，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更好地为经济建

设服务，步入了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

一是开展社会福利社会办，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发

展社会福利事业和社会福利生产。社会福利事业有了较大的

发展，收养人数大量增加，多数单位已开展办厂、办场、办店

等经济活动，促进了福利事业的发展。社会福利生产实行经

济扶持与优惠政策相结合，工厂企业、衔道和乡镇办的福利

企业得到迅速发展。至1990年末，全市城乡各类福利工厂由

1977年的8个，发展到144个，安置残疾人就业达1918人。

市区内的残疾人就业率已达到97．2％。 ．

二是实行救灾与扶持贫困户、灾民发展生产相结合，有灾

救灾，无灾扶贫，以增强防灾抗灾能力。救灾款的支放，由完

全的无偿救济发展为有偿与无偿相结合。灾民的基本生活，

进行无偿救济。对灾民和贫困户发展生产的资金，实行有偿



。 概述 、·

。

8

‘扶助。使救济工作由“输血型"向搿造血型，，转化，变治标

7为治本。全市已初步形成以救灾扶贫互助储金会，老区经济

开发和国家救灾救济等为主要形式的救灾扶贫的新格局。

三是完善和发展优抚安置工作。农村义务兵家属优待从

优待劳动日发展到以乡镇统筹的现金优待，并与退伍安置相

结合，优待金适当留存，作为退伍军人的生产、安家之用。扩

大了优抚对象的定期定量补助面，提高了抚恤，补助标准

保障了优抚对象的生活水平与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步提

高。全市的拥军优属活动，不断向群众化，经常化，制度化

发展，涌现出了很多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有力地促进了军政

军民团结。退伍军人和军队离退休干部得到了妥善安置，军

地两用人才得到开发使用，并扶持了一批退伍军人勤劳致

富。

四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区划管理。通过组织实施(<村

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委会和居

委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作用明显增强。1983年

以来，办理了醴陵县改市，28个乡改镇，适应了改革开放和。

经济发展的需要。 ．



日 蒙 。．
． 1

目t；录t一

序。：． -

概述⋯·?⋯⋯⋯：⋯?⋯⋯⋯⋯⋯⋯．．．·· (})

第一章 行政区划·：⋯⋯⋯⋯⋯⋯-(1)

．
第一节 市区划沿革⋯⋯⋯⋯⋯ (1)

。 ；第二节 县(市)区划沿革⋯⋯ (4)

一，株洲县⋯⋯⋯⋯⋯⋯⋯⋯⋯· (4)

二二醴受：市⋯⋯⋯⋯⋯⋯⋯⋯⋯⋯ (5>

三k攸·县⋯⋯⋯⋯⋯⋯⋯⋯⋯．- (5)

．四．茶陵县⋯⋯⋯⋯⋯⋯⋯．：⋯- (6)

一 五，酃 县⋯⋯⋯一⋯⋯⋯⋯⋯⋯ (6)

第三节边幂争议调处⋯⋯⋯⋯ (7>
。

一、鼓寨山林争议⋯⋯⋯⋯⋯⋯ (7)

二．荷树坪山林争议⋯⋯⋯⋯⋯⋯ (7)

三、麻笋坡至老虎窝的山林争议 (8)

四，晏家坡田土山岭争议⋯⋯⋯⋯(9)

五，罗家冲山地争议“⋯⋯⋯⋯⋯-(10)

六，凤形坡山地争议，：一!⋯⋯⋯⋯·(Io)



榇洲市民政志’{

第二章 基层政权建设⋯⋯⋯⋯⋯

第一节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一，区公所⋯⋯⋯⋯⋯⋯⋯⋯⋯⋯⋯

二，乡(镇)人民政府⋯⋯⋯⋯⋯⋯

兰，村民委员会⋯⋯⋯⋯⋯⋯⋯

第二节城市基层政权建设⋯⋯

( 16)

(16)

( 16)
一

( 17)

(20)

( 21)

一，街道办事处⋯⋯⋯⋯⋯⋯⋯⋯(21 7

二、居民委员会⋯⋯⋯⋯⋯⋯⋯⋯(22)

第三章 优抚⋯⋯t O-．B⋯⋯⋯⋯⋯⋯～(25)

第一节。烈士褒扬⋯⋯⋯“．⋯⋯⋯·(26)
一，烈士陵周⋯⋯⋯⋯⋯⋯⋯⋯⋯⋯(26)

(一)茶陵烈士陵园⋯⋯⋯⋯(26)

(二)酲陵烈士陵园 j⋯．'．⋯(27)
～ (三)酃县烈士陵园 一j⋯⋯(27)

(四)攸县烈士陵园‘、“⋯⋯(28)
t 二，烈士陵墓和纪念坊、塔⋯⋯⋯(28)

， (一)罗哲烈士陵墓 ⋯⋯⋯(28)

“-一(二)谭思聪烈士陵墓⋯⋯⋯(25)

f三)汪先宗烈士陵墓⋯⋯⋯(28)

(四)汪起凤烈士陵墓．⋯⋯(29)
， 、 (五)革命死难烈士纪念坊 (29)

(六)六十分熟士墓⋯⋯⋯(29)
。

(七)皇新烈士纪念塔⋯⋯(29)
： ‘八)金盆形烈士念纪塔⋯(3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日 。录

(九)培园烈士墓⋯⋯⋯⋯⋯(30)
?’ 。(十)黄子日烈士纪念塔⋯‘(30)
·。 (十一)陈学道烈士墓⋯⋯⋯⋯(30)

‘

(十二)刘寅生烈士墓一⋯⋯(30)

(十三)何德胜，粱文光，古朝仁，+
’ ‘

罗俊寿烈士墓⋯⋯⋯⋯(31)

。(十四)大院革命烈二i：墓⋯⋯⋯“(31)

三、烈士英名录⋯．-⋯⋯⋯⋯⋯·(31)
。

四、烈士传⋯⋯一“·：⋯⋯⋯⋯⋯⋯⋯(32)

笫二节 国家抚恤⋯⋯⋯⋯⋯⋯⋯(；3)
。一，牺牲、病故抚恤j⋯m⋯⋯·一．r．(33)
=，伤残抚恤⋯⋯⋯⋯⋯⋯⋯⋯．．(38)

(一)标准一⋯⋯··，⋯⋯·(38)

(=)换证⋯⋯⋯⋯⋯·d*ltl⋯(42)

三，定期抚恤⋯⋯⋯⋯⋯⋯⋯⋯⋯(46)

笫三节优待补助与供养⋯⋯⋯⋯<48)
，6一，优待⋯⋯⋯^⋯··二_⋯_⋯⋯⋯。(48·)

(一)农村优待⋯⋯⋯⋯⋯⋯(48)

：。。f二)城镇优待⋯⋯⋯⋯⋯．．(51)

二，补助⋯“⋯⋯⋯⋯⋯⋯⋯⋯⋯⋯(62)
(一一)临时补助⋯⋯⋯⋯⋯⋯(52)

。(---}定期定量补助⋯⋯⋯．．(53)
三、供养⋯⋯⋯一。j⋯⋯．．I⋯j吖⋯⋯“(65)

?、 、1(一)分散供养．．．⋯⋯⋯⋯”(55)，



4 株洲市民政志

(二)集中供养⋯⋯⋯⋯⋯⋯(55)

第四节拥军优属⋯⋯⋯⋯．．．⋯⋯(56)
· 一，拥军支前⋯⋯⋯⋯⋯⋯⋯⋯⋯(56)

二、优属活动．⋯⋯⋯⋯⋯⋯⋯⋯⋯(58)

：三、慰问驻军⋯⋯⋯⋯⋯⋯⋯⋯⋯(60)

四、军民共建⋯⋯⋯⋯⋯⋯⋯·(61)

笫五节苏区错杀人员历史遗留
问题处理⋯⋯·"'P J 0 0⋯⋯··(63>

笫六节军用供应⋯⋯⋯⋯⋯⋯⋯(64>
第四章 ’退役军人安置⋯⋯⋯⋯⋯⋯(66)

笫一节复员退伍军人安置与接待(66>
’ 一、城镇安置⋯⋯⋯⋯⋯⋯⋯⋯⋯”(66)

一 (一)城镇籍复员退伍军人安置(66)
+

(二)下乡知青退伍军人安置(68)

， (三)复员干部安置⋯⋯⋯～(68)

(四)伤残军人及三等功臣安置(68)
： (五)_ “半边户"安置⋯⋯⋯(69)

．1’

一 (六)转业志愿兵安置⋯⋯一(69)
， (七)农村退伍军人“特招"(70>

．- 二，农村安置⋯⋯⋯⋯⋯⋯：⋯⋯·(70)

一(一)帮助解决住房困难⋯．-(70)

(二)安排当年口粮和工分补贴(71)
． (三)扶持发展生产⋯⋯⋯”(71)

(四)开发使用军地两用人才(72)



目 录 5 ，

． 三、中转接待，-．⋯⋯⋯⋯⋯⋯⋯⋯<73)
· 第二节 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74)．：

第五章 社会救济 ⋯⋯⋯⋯⋯⋯⋯(76)m
’

第一节+城镇社会救济⋯⋯⋯⋯⋯(76)
t

，

‘一；临时救济⋯⋯⋯⋯』⋯·’⋯⋯⋯⋯(76)

。 ．二，定期定量救济⋯⋯⋯⋯⋯⋯⋯‘(77)

。第二节农村社会救济⋯⋯⋯⋯⋯(80)
’． 一，春夏荒救济⋯¨L⋯⋯⋯⋯⋯⋯．-(80)

一 二，冬令救济⋯⋯一⋯⋯⋯⋯⋯⋯⋯(87)
}’、

三、治病救济⋯⋯⋯⋯⋯⋯。⋯⋯⋯。(91)
，+ ，：四、其他救济．．．⋯⋯⋯⋯⋯⋯⋯，．““(92)

?第三节特殊救济⋯⋯⋯m⋯⋯⋯(95)
一，精简退职老职工救济⋯⋯⋯⋯(95)

=、国民党党政军特宽大释放
。’ 人员救济⋯⋯⋯⋯⋯⋯⋯⋯“(97)

， 三、起义投诚、地方武装人员救济(97)

四，下放城镇居民困难救济⋯⋯⋯(98)

第六章 救灾扶贫与老区建设⋯i m

n(99)

． 第一节 自然灾害救济⋯⋯⋯⋯⋯(99)。
，， 一、水灾救济⋯⋯⋯”⋯⋯⋯⋯⋯⋯·(100)

，

、 二、旱灾救济⋯⋯⋯⋯⋯⋯⋯⋯⋯(103)

． ．兰、虫灾救济⋯⋯⋯⋯⋯⋯⋯⋯叩⋯(’106)

，． 四，风雹灾救济⋯⋯⋯¨⋯⋯⋯“(106)



株洲市民政志

二 第二节扶贫⋯⋯⋯⋯⋯⋯⋯⋯⋯(112)
。一、扶持贫困户和经济实体⋯⋯⋯(112>

=，互助储金会⋯}：i：一?⋯⋯“⋯⋯I“8>

第三节挠持老区建设⋯⋯⋯⋯⋯(119，

第七章 社会福利⋯⋯⋯⋯··I⋯⋯⋯(122>

第一节福利生产⋯⋯⋯⋯⋯⋯⋯(122>
一．．一，城市福利生产⋯⋯i⋯⋯。⋯·(122'

(一) 民政直属福年U企业⋯⋯(122)
， (二)厂矿办福利企业⋯⋯⋯(t24)

(三)街道办福和企业⋯⋯⋯(125)}

二，农村福利生产．．．⋯⋯⋯⋯⋯⋯⋯(126)

第二节福利事业⋯⋯⋯⋯⋯⋯⋯(127)
一，弃婴收莽．．．⋯⋯⋯一⋯⋯⋯·⋯·(128)

二、按摩医疗．．．⋯．．．⋯⋯⋯．．-⋯-．-⋯ (129'

三、社会福利有奖募捐⋯⋯⋯⋯--．(130|)

第三节五保供养⋯⋯⋯⋯⋯⋯⋯(130)
一，分散供养．．．⋯”M41 4JJ二⋯⋯·一．．．” (I 30'

j ，二、集中供莽一⋯⋯⋯⋯⋯⋯⋯⋯“(133>

第八章 残疾人事业⋯⋯⋯⋯⋯⋯⋯(135)

第一节就业安置⋯⋯⋯⋯⋯⋯⋯(136)

第二节文教体育⋯⋯⋯⋯⋯⋯⋯(137)

-第三节、康复事业⋯⋯⋯⋯⋯⋯⋯(139)

第九章 婚丧管理⋯⋯⋯⋯⋯⋯⋯⋯(140)



目 录， 7

，—，——————，——————————————————————’——————一 。

第一节婚姻登记帕⋯⋯．．““⋯、t 140)

‘

第二节丧葬管理⋯⋯⋯⋯‘⋯‘ ℃146)

第十章 收容遣送与安置教育_一’ (，148‘)

第二节 收容遣送⋯·。⋯⋯·j⋯■ (149)

第二节安置教育⋯⋯⋯⋯岬⋯ <15l’)

o。：一、安置⋯⋯⋯⋯⋯⋯⋯⋯．．．⋯⋯⋯·(151)·

。．+：二、教育⋯⋯⋯⋯··‰⋯⋯⋯．．．‘⋯-(152)
第十一牵 枧构⋯一⋯·：⋯⋯⋯⋯· (。1561)．，

附： 一+{、～+～ ．：， 。～ ．，、

一、大事记⋯⋯⋯⋯⋯⋯⋯⋯⋯⋯．．．．．．⋯”(16i)’
’

二、英烈选介⋯⋯⋯⋯⋯⋯⋯⋯⋯⋯⋯．．．⋯．(172) 。

t t， (排名不分先后)’ 一 ’ ·

⋯1

罗学瓒 蔡会文 蔡升熙 左权

汪先宗 汪起风 张挹兰 陈 觉4 赵云霄

何孟雄 刘培善 刘先胜 陈学道 谭思聪

谭道瑛 郭 鹏 朱昌炎 刘昌炎 罗 哲

罗启厚 袁德喜。 黄品铭 。盛定邦 欧阳伟
。

周振汉， 刘悔余 刘端仔 刘鸿陵 贺筱风 。、

、杨风楱 刘绍基 石作东 颜克傻 谭志道

刘谭豪 王友德 何淑娟 欧阳泰 郭垂芳

余 来，谭民觉 陈 恭 周介甫 孙小山

潘疆瓜 刘寅生 杨海堂 唐士谦 颜祥钦

余克敏 周不论 谭明德． 唐器国 一张藻庭

徐顶燕 陈 韶 胡香美 李雪瑞 肖友为

李 谦 杨绍震 刘振国 姚伯埙-易足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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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德眙 ·亭却非 ，．潘祖浩 胡 攸 刘芳莽

谭家旺 贾奸青， 曾耗之 痒刘文 吴仲华

昊文斐 谭国球 邝光前 谭‘龙 诨连胜

谭 醒 诨悻连 肖三肆 肖忠廷 朱克靖

刘 斌 谢墩山 贺延年 谭阳隆 局荫堂

孙少朴 汪津加 尹宁万 郭登连 11i光海

黄远夫 采齐生 末芳怡 李 芬 李光韶

陈竞先 ．邹年冬 殷训存 周亚水 张湘云

李 辫 睡开益 末卉藩 谭国清 檠育敷

首道一 曷无非 鍪兰旰 陈美连 邓采罐

陈支彬 何德彪 陈冬免 易大启 彭砚荣

段华文 陈诗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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