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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则是最近几十年间的事．民政工作正是适应不

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的需要，在实践中逐步

发展、在探索中不断前进，在总结和积累经验中日臻

完善的。因此，系统地回顾近代以来民政工作的发展

历程和概貌，总结过来民政工作的成败得失和经验

教训，对于促进新时期民政工作的发展，应该是大有

裨益的。这便是我们编写‘平江县民政志：}的初衷．

由于本志时问跨度长，历史事件多，因而编写难

度大．为保证志书质量，使之翔实可靠，全体编写人

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严谨的态度和

负责的精神，，遍搜史籍，殚精竭虑．但由于编写民政

志目前来说尚屑尝试，限于水平，纰漏之处在所难

免，热忱期望各界贤达和同仁不吝指正，以使<平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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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民政志》真正能达到尊重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当

代，有益后世的目的，能为今后进一步做好平江县的

民攻工作提供历史的借鉴．．
’

．‘

平江县民政局局长杨速成
‘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于县城
，

． j-．‘，!⋯ ，。u ，?j ：． 、’



编 写 说 明

一、新编<平江县民政志>(以下简称本志)，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系统地反映

自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0年)以来至1989年，县

境有关民政诸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民政历史大事记

和人事变动记载到1993年)．采取详今略古、详近略

远的原则，着重记述平江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民政工作的成就。

=、本志篇目设置为章、节，日，共立10章，以民

政机构、行政区划依次排列，外加附录，编后记。

三、本志各章上溯到清道光二十一年(1840年)，

个别上溯到事业发端，下讫1989年，个别事业适当

下延．

四，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一

般简写为建国前、建国后，概用公元纪年，民国和民

国前概用通用年号，后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

五，本志除引用文外，一律用语体文，记述体．

六，本志所有资料，主要取自本省、本县档案馆、

图书馆、县志办、党史办和本局档案室的史料；部分

资料取自外省、外地馆藏典籍、旧志、报刊、谱牒，有

的取自口碑资料．

、lII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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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地处湖南省东北角，东与江西省修水、铜

邻，南接本省浏阳、长沙县境，西抵本省泪罗

市和岳阳县，北与湖北省通城县连界。7土地面积

4125．18平方公里，占湖南省土地面积1．95％．

’县境在春秋战国时期属罗子国，东汉末(公元

174～178年)建汉昌县，三国时改为吴昌县，后废，

唐代景龙元年(公元707年)置昌江县，五代后唐同

光元年(公元923年)改为平江县，设后至今已1800

余年．1990年，全县辖12区，1镇、58乡(镇)，778

村，9684个村民小组、8个街道居委会、36个居民大

组．共257762户，952389人．
、

清代，县境民政事务一般由县知事处断，交典史

办理。至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县知事公署

废六房(吏、户、礼、兵、刑、工)r设民政科负责民政工

作，管理全县的版图、户口、保息、乡政、巡警、司法、

地政、古物、道路等项事宜，此为本县有民政专职机

构之始。其抚恤、赈济等仍依赖乡间官绅劝捐办理，

当局过问极少。 ．+ 』

． 宣统禅位，民国伊始。平江县行政厅(县公署)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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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科，依旧例办理民政事务，但多为应付军差，弭

乱救灾等。在此期间，县境先后成立红十字分会、救

贫工厂、救荒会、筹赈会、育婴堂，为当时的救荒、救

灾、安定社会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如民国十五年北伐

战争平江之役中，县红十字分会组织人员，奔赴前

线，抢救北伐军伤病员，并在全县设立四处临时医

院，治疗伤病员；对北伐军的官兵鼓舞很大。t ，’

·、1926年国共两党合作，平江县境兴办农会，不

久，建立了二十个区农民协会i农民运动如火如荼，

但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1927年4月，蒋介石

背叛革命，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一，平江一片白

色恐怖，7月，县长王紫剑配合省府派来的清乡司令

阎仲儒，大肆捕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平江革命进入

低潮。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举行了。平江起

义筇，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平江县苏维埃政

府，胡筠任县苏主席，开创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1930年5月，平江苏维埃区域发展到全县各地，建立

了20个区苏、221个乡苏维埃政府，革命达到了高

潮。在此期间，平江县苏设内务科负责民政工作，区、

乡、村各级政府均有专人负责，工作范围由救灾、优

抚、扩红、扩大到国籍、社团、劳资、禁鸦片等。如

1930年7月成立平江县反帝大同盟执行委员会，揭

露帝国主义的罪恶，发动群众投入反帝斗争，增强

了苏区群众的爱国思想。lo月，成立平江互济总会，



=次合作，平江县苏维埃区域消失。 √+ 。

．1，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江县政府设民政、财政、建

设三科，民政科负责吏治、赈济、风俗、宗教、文献、文

物，卫生、优抚等工作，并配备地政技士和户政技士

各。名，加强了土地和户口管理。抗战胜利后，平江

民政工作，重点转移到善后救济方面，因为在抗战八

年期间，一方面平江人民不遗余力，踊跃支前，无数

民工挖毁长武、平修两条公路，实行焦土抗战，坚壁

清野；2000多名青年参军参战，打击日本强盗，使侵

略者第一i二、三次进攻湘北，夺取长沙的企图终告

失败。’一方面县境曾四次遭受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蹂

躏，九次遭受敌机轰炸，县城房屋被炸毁、烧毁四分

之三，县城沦陷前后达345天，全县被日军、日机杀

害炸死的军民达1．28万人，重伤2万余人，宰杀耕

牛约数千头，抢走粮食10万余担，烧毁房屋1．4万

多栋(问)，财产损失折合法币732亿元，损失极其惨

重．因此，县境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成立平江县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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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救济小组，分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拨发善后救

济物资，六月，分发了第一批救济物资．国民党中央

’政府还给全县减免田赋一年，免征兵役一年，使人民

群众得到暂时的复生．
～

，、

：’

-1949年7月18日平江解放，民政工作翻开了新
’

的一页。中共平江县委、平江县人民政府加强了对

民政工作的领导和监督，使之成为团结广大人民群

众，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之一．
⋯一． 平江，是中国革命的老根据地之一，解放初期， ～

民政工作即以支援前线、肃清土匪，优抚烈、军家属，

救济贫苦农民和灾民为主．1949年发动全县人民征

集粮食、柴草，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还

安抚灾民2046名，发放大米7万斤，生产贷粮lo万

斤，水利贷粮16．S万斤，救济贫困居民大米1．2万

斤．初步安定了满目疮痍、饿殍遍野的局面．。：，’

1950年，国家进入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平江县配

合中心开展以民主建政、支援抗美援朝、搞好抚恤，

救济等为主的民政工作，并取得很大的成绩．如1950 ◆

， 年4月开始的民主建政工作，开展废保甲，立乡村，

建立基层政权，人民当家作主，至1953年底，全县划
·

为14个区，306个乡，奠定了新的牢固的基础．特别 』

是1951年8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南方革命老根据 ＼

地访问团湘鄂赣分团东北分队，由傅秋涛、陈再励等 ＼

人领导，来到平江，深入思村、黄金洞、嘉义等地慰问 ‘卜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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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地人民，对平、江人民鼓舞巨大。

平江迅即成立了“优抚委员会玢、“复员委员会一、“救

荒委员会一开展全面的的优抚、救济工作，全县登记

并发给证书的革命烈士达19986人。发放烈军属救

济大米7万余斤，稻谷18万余斤，发放灾民救济稻

谷23万余斤，救济失业人员口粮(稻谷)402万斤。

还派出工作组到辜家洞、灶门洞，徐家洞、黄金洞等

地帮助制定老苏区恢复生产规划，发放了一批贷款．
。

1953年，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平

江县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县委、县政府动员全县

烈军家屑，复员转业军人、荣誉军人、老红军，老革命

工作人员在发展工农业生产，走互助合作道路中起

模范带头作用，起桥梁骨干作用．三阳区新民村军属

王正英带头加入李谷贵互助组，参加田间生产劳动，

不要代耕工，1956年被选为平江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西江乡西江村残废军人吴旺兰，身残志坚，投身生产

建设，被誉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1953""1957

年，全县发放烈士抚恤金人民币210多万元，发放老

苏区建设经费110多万元，救济款10．5万元，接收

安置复员军人2357名，补助生产建设费26500元．

1957年全县工农业生产均创历史最好水平．

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县民政科撤销，仅在公社

军事部下设民政办事员主持民政事务，而由于囊行动

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一所带来的大办敬

．．?ll，ll，，

-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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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院、幼儿园，大搞水利、公路工程建设所需做的移

民工作，强迫命令所带来的劳力外流，过苦日子引发

水肿病人等的收容和治疗等都是刻不容缓的工作．

但因当时经济困难，加上外国逼债，致使全县因灾因

病死亡者达几千人。1961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静的方针后，恢复民政科，充实了力量。全

县民政工作随之走上正轨。当年共收容安置外流人

员8917名，发放穷队无息贷款144万元，补助优抚对

象的生活费88000元，用公费治疗水肿病人、肝炎病

人、子宫下垂病人达10．87万名，并迅速恢复了健

康：1962～1965年，再度对全县烈军家属、荣复转退

军人等优抚对象进行调查摸底，对其中生活困难的

给予定期定量生活补劭j；1962年发放66144元．同时

调查追认了吴扁阳、魏赏花等223名革命烈士，发放

一次性抚恤金人民币28248元．全县优待、抚恤和社

会救济工作做出了显著成绩． ·：一一一‘．．

。文化大革命”中，民政机构一度瘫痪，工作秩序

混乱，部份烈军家属、荣复转退军人、老红军、老革命

工作人员受到打击迫害，个别的负伤致残或死亡。但

全县优抚、救灾、安置工作仍照常进行，如1966年9

月25日上午，虹桥洞口杨道尖发生山火，一8500多人

抢救，大林大队队长李托元等11人。在扑火中英勇

牺牲。12月3日，追认为烈士，并召开追悼大会，对

死者家属进行了慰问11968年全县大水灾，发放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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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人民币40万元。1970年拨款，在县城西街办起了’

福利工厂，收容城关镇盲、聋、哑、残35人，使之自食

其力。1973"--1976年全县拨款9万多元，修建和整修

嘉义、虹桥，谈岑等区光荣院14个。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江县落实中国共

产党的一系列政策，民政方面开展了拨乱反正工作，

先后为在膏文革一中受迫害的优抚对象彻底平反，恢

复名誉，继续抚恤。如对烈军属j老红军，老干部、苏

区革命老人、荣誉军人、复员军人，退伍军人，、退休老

职工、离休干部和职工，贫困孤寡老人、残废人、投诚

．起义人员、宽大释放人员、港、澳、台家属、海外华侨、

下放干部、职工、。中原突围一人员、红军流散人员，第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内部肃反错杀人员等，都进行

了全面调查逐个落实，并根据国家政策、按条件和标

准，给其中大部分人以定期定量的生活补助费。

1978～1985年，全县民政经费开支平均．年达二

百多万元，1985年高达三百另九万多元。

1985年，成立了。平江县生产自救服务总公司一。

下设咏生、泉水、天岳、昌江、龙门、恩溪、长庆、大坪

等八个乡的分公司。帮助优抚对象及贫困户生产自

救、脱贫致富．由单纯的优抚、救济走向扶贫致富的

道路，这是民政工作一项带方向性的改革。对全县烈

士家属中符合享受条件的974人，改。双定”为。定

抚一，增发抚恤金人民币二十三万元．同时，省、市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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