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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概况》内容为：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记录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21世纪初的历史发展
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荟萃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贵的资
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大型综合性丛书，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出版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
步展开。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
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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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城镇新中国成立前，城步城镇居民就业十分困难，工资收入低，人均负担重，加上物价飞涨，通
货膨胀，广大城镇居民生活极其贫困，城镇居民人均月生活费约20千克大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县
内经济的发展，城镇居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不断改善。新中国成立之初，县内开始了艰巨的国民经
济恢复和建设工作。城镇居民生活虽然能维持温饱，但收入很低。县内一般工作人员月供米薪57．5千
克，区、乡干部每月补贴大米100千克。从1955年9月起，实行了货币工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27级工
资制，企业工人按技术等级实行八级工资制。1956年自治县成立后，广大城镇居民就业机会增多。但
从1958年开始，由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不仅给国民经济建设造成了很大损失，人民生活水平也
是原地踏步。居民生活消费水平远远落后于生产发展速度。20世纪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城
镇居民生活下降。1960年，城镇居民因营养不良，职工患疾病的较多，其中以发水肿病的较多。国民
经济实施调整后，经济开始复苏，居民生活水平逐步回升。1965年，县内职工年平均工资增至442元。
由于城镇居民每户人口在5人以上，城镇家庭负担的系数过高，人均拥有的生活消费支出很少，肉食
、衣着消费很少。衣着以棉织品为主，日用品主要是低档家具，拥有手表的家庭为数不多，更无其他
高档商品。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多数城镇居民家庭仅仅维持着温饱的生活水平，很少有人讲究吃穿用
，用于吃的开支占生活消费支出的65％以上，其中用于购买粮食的支出一般占20％左右，人们以吃粮
食、蔬菜为主。荤食很少，到1977年人均年食肉量还不到20千克。人们的衣着款式、色泽单一。各种
重要物资如粮、油、布、棉花、豆腐等均凭票计划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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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城步苗族自治县概况》系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
的一本。它实事求是地向读者介绍了城步苗族自治县的历史和现状，重点介绍了城步解放三十三年来
实施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介绍了城步各民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现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进行社会改革、发展社
会主义经济文化事业的概况和经验。为了加强对本书编写工作的领导，中共城步苗族自治县委及县人
民政府。成立了以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杨盛俊（苗族）为组长，县政协主席陈加寿（苗族）
、县人大常委副主任杨文辉（苗族）、副县长高文彦（苗族）、县政协副主席阳文喜（苗族）、县委
统战部副部长吴仲华（侗族）、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瑞龙等同志组成的编写领导小组。具体编写工作
由王瑞龙同志主持，抽调了阳盛海（苗族）、丁中炎、张正清（苗族）、肖新华、肖星野、张志勇等
同志参加调查、编写、摄影、统计、资料收集等工作。本书由丁中炎、张正清两同志执笔编写，丁中
炎同志编写了本书的第一、二、三、四章，并负责统编全书；张正清同志编写了本书的第五、六、七
等三章。肖新华同志负责全书的数字统计和校核工作，肖星野、张志勇两同志负责拍摄全书所用的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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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概况》为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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