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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民政部门是政府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

东、朱德、陈毅等领导同志曾经指出"民政工作是人民群众的组织

部"、 "是做人的工作，不要怕麻烦"、要"上为国家分忧，下为群众

解愁" 。

新晃伺族自治县民政部门，在县委、县政府和上级主管局的领导

下，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制定的有关民政工炸的方针、政策，在开展基层

政权建设、优抚、复员退伍军人安置、救灾、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等工

作中，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根性，为克服各种自然

灾害造成的困难，安定人民生活，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的物质

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巨犬成绩、积累了经验。

盛世修志，是中国两千多年的优良传统。为使社会主义的民政工作

不断向前发展，给今后的民政工作芹留可贵的历史资料，县民政局

1986年10月成立了《民政志》编写领导小组，由袁通友同志具体负责，

抽调干部，并且请本局退休干部吨源凯(颜开)同志担任主编，共襄盛

举。在广泛搜集清末、民国、尤其是解放后的有关方面资料的基础上，

将全书分成概述、民政机构、行政区划与基层政权建设、优抚、复员迟

伍军人安置、救灾、救济、收容遣送、婚丧管理、杂记等十个门类，分

章分节，精心编葬。为反映民族特点，保存资料，还对婚姻、丧葬习俗

作了简要记述，对某些已经消亡的事物也作了适当反映。

光阴在拌，历经几度寒暑，志书终于问世。此乃我县民政史士一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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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举，是我们民政部门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它将成为我县每

个民政工作者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必将在未来的民政工炸中发挥其应有

的作用。

谨此为序

杨泽贻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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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新晃伺族自治县民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的十二大所提出的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的统一。

二、志书体例，采用章、节结构，节以下需设子目时，用一、二、

二、 (一)、 〈二〉、 (三) ......标示层次;横排监写，详今略古，略

问详异。根据本部门工作实际，订立章、节。

三、志书年限，上不封顶，直到有资料可稽的年代，下限断于1989年。

四、志书体裁，有记、志、图、表、传、录，图、表附于有关章、

节之中，力求图文并茂，便于查考。

五、志书文体，除引用古文外，采用语体文记述，寓褒贬于记事之

中，以资借鉴。

六、志书称谓，凡历史朝代、年号、官职、地名均按当时称呼，首次

出现时，在括号内加以注释。如渍代、民国、嘉庆二十二年(1817) 、

民国二年(1913) 、良知乡〈今凉伞乡〉等。... . . .记事以 1949年11 月 7

日为线称解放前、解放后。 1956年12 月 5 日前称晃县，后称新晃伺族自

治县(简称新晃县) 0 

七、志书叙事、编年体、记事本末体兼用，以编年体为主。

八、志书烈士传略，按牺牲时间顺序排列，事迹卓越者立传，余皆

入《革命烈士英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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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民政部门，是政府机构的震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列为民、财、

建、教之首，称为第一科。 1949年 11 月 10 日晃县人民政府成立，问时设

置晃县人民政府民教科。 1950年 3 月以后，晃县人民政府民教科先后改

称晃县人民政府民政科、晃县人民委员会民政科、新晃伺族自治县人民

委员会民政科、新晃伺族自治县革命委员会民政组、民政科和新晃恫族

自治县民政局。其工作范围，被概括为三个一部分，即基层政权建设的

一部分、社会保障的一部分、社会行政管理的一部分。

在基层政权建设上，县民政部门的职能范围是:当好政府的参谋，随

时了解情况，反映情况;培训乡〈镇〉长、创建先进乡(镇)、村(居)

评比、表彰活动;指导村(居)委会的组织、制度建设;代替政府办理

区划变更事项和协助政府处理边界纠纷。

民国时期，晃县行政区划基本沿袭清末六里的旧制，先后划为 6 区、

3 区和 12乡(镇) 0 解放初期划分 γ 个区，区以下建立村农会和农会小

姐。随着形势的发展，城镇经过撤区、建立街政府，设镇、撤销街政府、

建立居委会的变动过程。 1956年，在有关部门配合下，民政部门派员接

管了由芷江划归的 8 个民族乡工作。农村撤区后，全县101个小乡和 1 个

乡级镇(凉今镇)合并为 24个大乡。 1958年将24个大乡转为 7 个人民公

社。 1961年，体制调整时划分为 19个人民公社(含城镇) ，随又调为 22个。

1983年 6 月， 22个人民公社相继改为 22个乡(镇)人民政府后，随又扩

乡、建镇、增设居委会。至1985年 4 月，全县行政区划为 19乡(含两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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