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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和县民政志》在县民政志编纂领导小组及有关专家的指导下，经过民

政志编纂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今天与读者见面了。这是西和民政史上的一件大

事。 借此机会，我向为编纂这部近 50万字书倾注了大量心血和付出了辛勤劳
动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向给予编纂工作大力支持和帮助的县委办、

人大办、政府办、政协办、县武装部、档案局、县志办、报道组、党史办、县残联等

单位，以及帮助修志的同志们谨表谢意。

民政事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从有了国家政权，它就伴随着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的变化和发展而演变，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时

代特点，但有其历史继承性，它一直体现着国家对民施政的一部分最基本、最

广泛的行政管理内容，是国家政权必须从事的一项重要政务。 《周礼》中的地官

司徒即职掌民政。秦在县乡专设调解民间事务的“三志”。东汉时将州刺史称为

州牧。隋唐以来，国家设户部，专理民政事务。至晚清，受西方政治制度的影响，

清政府将户部分设为民政部和度支部，始有“民政”称谓。 民国设内政部，下设

民政司，主管民政工作。 现阶段的民政工作作为国家一项重要的社会工作，服

务小康社会的建设。它是党和政府广泛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纽带，最直接地体

现着人民的意愿，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民政工作

的根本宗旨，它担负着上为党政分忧，下为群众解愁，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

矛盾，调节人际关系，依法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促进社会安

定团结和国防建设，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光荣使命。 西和县

人文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富，但自然条件较差、经济欠发达。在这个客观条件

下的西和民政工作，更有它广博的内容和丰富的实践。 《西和县民政志》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乞巧之乡、 仇池故国、 伏羲生处的这块古老土地上民政发展的历

史，重点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60年来西和的民政工作。

《西和县民政志》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

求是的原则，按照鉴史资治的要求，用大量翔实、可靠的历史资料，记述了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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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自西周以来兴衰更替、成败得失的历史过程；本着详今略古、重在当代的

精神，着重记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和民政事业不断

发展壮大的历史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西和民政事业的新发展；客观

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西和民政工作在改革中创新开拓，积极发挥

社会稳定机制作用， 为全县的经济发展和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服务的时代特

点。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我相信，这部志书的出版发行，对于人们了解和熟悉西

和的历史、掌握社会工作方面的知识、吸取和借鉴历史经验、研究和把握民政

工作发展规律、服务社会和新农村建设、指导民政工作实践，将有很大的帮助，

它能起到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

本志书由于编纂时间仓促，仅一年时间，编纂水平和经验有限，疏漏和不

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界朋友批评指正。

2010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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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三者统一，坚持名古详今的原则。

二、本志采用述、记、图、表诸体，以述为主，图表穿插其中。 结构按编、章、

节、目排列。

三、本志上限不限，各编追溯事物发端，下限到 2010年 11月。

四、本志纪年，民国前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用字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 1956 年颁行的简化字为准，个别

古地名、年号名称用古体字。

六、本志地理名称、历代政府和官员名称均用当时称谓，个别需要的夹注

今名，共和国成立后的党政官员直呼其名，地名采用经过普查、规范化的地名

用字。

七、本志计量单位和货币单位，均系当时社会通用的计量、货币单位；各种

数据，古代的按正史中的数字记述，共和国成立后的以年报数据为准，无年报

可考的采用文件中的统计数据；数字用阿拉伯数字记述。

八、为能较直观地了解西和行政区划沿革，本志选编了《西和县地名汇编》

中西和战国至民国时期的历史地图。

九、本志专用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出现时用简称。

十、本志图片大部分由县档案馆提供，少部分由县委报道组和民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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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西和县属陇南市管辖，全县下辖 6镇 14乡、384个行政村、10个社区居委
会，7 万多户，总人口 40.58 万人，其中农村人口 35.91 万人，有汉、回、蒙、土、

维等族，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 0.06%。 全县总面积 1861平方千米，山地占

全县总面积的 95%，川坝地占 5%，耕地面积人均不足 1.5 亩，人口密度为 215
人/平方千米。 2009 年底，全县总产值达到 14.56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2161
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达到 8500 元，财政大口径生产收入完成 1.44 亿元，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 28亿元。 “5·12”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全县 29364户农村
住房维修任务全面完成，17271户农村住房重建任务基本完成。

在交通建设和市政建设上，西和县已基本形成“三纵六横”的交通网络骨

架。 截至 2008年底，全县通车公路总里程达 1130 多千米，供电量达 1.5 亿千
瓦/时，通讯覆盖了 20个乡（镇）、384个行政村。

1985、1994 和 2001 年，西和县被先后列为省扶、国扶贫困县和国家扶贫

重点县。 2001年被列为 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之一。 1992年西和县被国
务院确定为陇南地区首批对外开放县之一。 2006年 7月，成功举办了“甘肃西

和首届仇池山歌文化艺术节”。 2007 年春节期间，西和羊皮扇鼓亮相“央视春

晚”。 2007年 8月（农历七月）又成功举办了“甘肃西和首届乞巧文化艺术节”。

2007年 10月，西和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

至 2008 年底，全县农村有 31802 人享受低保，城市有 5660 人享受低保。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 90.8%，有 32.7万人参加了合作医疗。 失业保险、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全面推进，人民生活持续改善。 2009年底，全

县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发放粮食直补资金、农资综合补贴、退耕还林补贴、“两

免一补” 资金、 家电下乡补贴、 廉租住房补贴共 9569.67 万元， 城乡低保金

4906.69 万元，落实农村住房灾后重建补助资金 38814 万元，为参合农民报销

医药费 3079.49万元，农村医疗救助资金累计拨付 1100万元。

西和县地理位置处于西秦岭南侧、长江流域西汉水上游，位于北纬 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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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7′、东经 105°03′～105°18′之间，东北与天水市秦城区、徽县、成县相连，南

与康县、陇南市武都区接壤，西北与礼县为邻。 县境南北相距 66千米、东西相

距 47 千米，海拔最高点 2543 米，最低点 968 米，相对高差 1575 米，全县平均

海拔 1692米。 西北与东南气候迥异，北部属中温带，南部为暖温带边缘。 县城

内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年均气温 8.4℃，无霜期 156天，日照时间 1842 小
时，降水量 553 毫米，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类型。 有大小河流 8 条，年径流量

12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约 1亿立方米。 在地质构造上，西和属于秦岭断陷盆

地，地壳运动活跃，是多地震或受地震影响较大的地区之一，被列为甘肃省东

南部主要地震监测区之一，为 9度设防区。

西和地形复杂多样， 画眉山—箭杆山—横岭山—猿嚎山构成天然地理分

界线，使西和地形呈现出太极圈状貌，北部为黄土质丘陵区，南部为土石质山

土原峡谷区。

西和是一座地上绿色宝库。全县共有野生动物 5类 5纲 36科 83种，野生

植物 111科 376属 1080 种。 其中属于国家珍稀动物的有 21 种，药用植物 83
科 197属 358种。

西和蕴藏着丰富的地下矿产资源。 一是矿产种类多，其中铅、锌、金、锑等

具有巨大的经济开发价值。 二是矿藏储量较大，其中崖湾锑矿探明含量为 520
万吨，金属含量为 15万吨，为全国第三大锑矿；铅锌探明含量为 3350万吨，金

属含量为 264万吨，黄金探明储量约为 10吨，另外还有铜、铁等金属矿种和其

他非金属矿种。

西和县是先民较早活动的地区之一。据考古发现，县北漾水河流域的二级

台地上遍布仰韶马家窑文化遗址，从显示的原始社会村落遗址迹象可以看出，

当时的人们使用石器、骨器，主要从事农耕；县南西汉水流域二级台地多为寺

洼文化，从出土器物符号、墓葬形式和汉土圹墓壁画得知，这里的原始人主要

从事狩猎和游牧活动。 出土文物确证，早在 7000年前就有人类在县境繁衍生
息。

先秦时期，县境北部是秦人发祥地，南部为氐民族摇篮。秦汉时期，北部为

陇西郡西县所辖，南部为武都郡所辖，上禄县之地。魏晋南北朝以来，县境内两

次建立国都，西晋元康六年（296 年）氐帅杨茂搜建仇池国，都骆谷城（今羊马

城）；东晋太元十年（385年）氐帅杨定建后仇池国，都西县历城（今县城关）。 三

地设州立县：骆谷城先后作为州（南秦、北秦、梁、成），郡（武都、东平、仇池），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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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都、循虏、上禄）治，历千余年；建安城作为成州（汉阳郡）、建平、汉源、上禄

县治，历170余年；长道城作为天水、长道郡、水南长道县治，历 570余年。 在县

南、北、中崛起的这三个重镇，至今犹盛。

隋开皇三年（583年）废仇池、长道郡，十八年（598年）重置长道县。大业三

年（607年）改成州为汉阳郡，移治建安城，废仓泉，在洛山复立上禄县。 唐复为

成州，属陇右道。

北宋仍属长道县，改属岷州，隶属凤路。 南宋移岷州治长道县白石镇后改

西和州。 元代仍为西和州治白石镇，属陕西省巩昌都总帅府，至元七年（1270
年）废长道县。 明代始设西和县，属陕西省巩昌府，洪武十年（1412 年）改州为

县，移治于今县城北，崇祯九年（1636年）因战祸复迁上城。

清代仍为西和县，属甘肃省巩昌府。 民国初年基本沿袭清制。 1949年 12
月西和解放后建立新政权，首次设立了西和县人民政府，隶属武都专区专员公

署。 全县初设 6区 57 乡；1953 年缩小区、 乡行政区域， 扩大为 9 区 113 乡；

1956 年归属天水专区专员公署，并划出纸坊区归成县，撤销马元区，调整为 7
区 51 乡，继又合并为 6 区 29 乡 1 镇；1957 年撤销城关、何坝区；1958 年 9 月
撤销西和、礼县，设立西礼县，县政府设在礼县城关，境内初建 4 个人民公社；

1961 年撤销西礼县，恢复西和县制，又分设为 32 个人民公社；1965 年合并为
26个；1968年又合并为 16个；1980年增设晒经、河口、六巷公社；1983年改公
社为乡，撤销城关公社，分设为汉源镇、西峪乡，当时，全县有 20 个乡镇；1984
年增设大柳、稍峪、赵五、喜集 4 乡，改长道为镇，全县共有 24 个乡镇（22 个
乡、2个镇）；2004年完成了全县乡镇机构撤并工作，由 24个乡镇撤并为 20个
乡镇，撤并后有 6镇 14乡，撤并乡有：河口、喜集、大柳、赵五，全县 487个行政
村撤并为 384个行政村、10个社区居委。

西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建立县级政权的地方，民政工作很早即有。 《周礼》

记载，西周以天、地、春、夏、秋、冬为名设六官，又称六卿。地官司徒职掌领土疆

域、行政区域、户口、基层政权、荒政、社会救济、礼俗、移民等。 秦汉时，在一县

之内分成若干乡，乡下有里，里下设什伍组织。乡设有秩、啬夫、三老、游缴等乡

官。大乡设秩 1人，小乡设啬夫 1人。这些乡官为一乡之首，掌管基层民政和税

收等事。三老掌教化，游缴主管乡中治安。里高、里魁或里正，按规定掌 100家。

什设什长，主 10 家，伍设伍长，主 5 家，形成连坐，“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

以告监官”。 隋唐时，朝廷设吏、户、礼、 兵、刑、工六部，户部职掌土地、户籍、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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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婚姻继嗣、平常义仓、社会救济等。清朝仍设史、户、礼、兵、刑、工六房，民政

工作归户房管办。清朝晚期，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推动下，清王朝改革官制，中

央政权机关由原来的六部改设为十部一院，将户部分设为民政部和度支部。这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以“民政”命名的部，民政部主管地方行、政统属各

县民政官员、监督府尹、警政治安、巡察禁令、荒政救灾、保息救济、营缮公用、

查验官民土地、修缮陵寝、卫生防疫等，但地方政权机构没有相应改革，仍实行

六房制度。

民国 15年，西和开始裁撤六房，设第一、第二科，第一科管民政，第二科管

财政，同时又设征解处，专管银粮征收事项。 后又设第三科，管理教育建设事

项，因其事务较简，与第一科合并，三科共设科长二人。 此外又设收发员一人，

收发主任一人，委员三四人不等。民国 33年，西和县政府规定民政科掌理户口

调查及人事登记，及一切有关的民政事项。

1949年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央人民政府设内务部，武都分区

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民政科，各县人民政府亦设民政科。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

下，首先为支援人民解放军西进南下，争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大力开展拥

军支前工作。然后，大抓民主建政，废除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基层政权组织，建立

人民当家做主的区、乡两级政权机关和行政村、自然村的组织。资遣安置、转送

战俘和国民党散兵游勇；疏散流入城镇的灾民和贫困农民回乡生产；收容大量

流落街头、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食宿无着的孤、老、残、幼，接收、改选旧的慈

善团体；禁绝种植鸦片、吸毒和赌博等。 1950 年，第一次全国民政会议确定民

政工作范围是民主建政、优抚、复员安置、社会救济、生产救灾、困难补助、地

政、户籍、国籍、行政区域、边界纠纷、社团登记、民工动员、移民安置、游民改

造、社区建设和宗教侨务等。西和民政部门于 20世纪 50年代初还承办政府机
关的人事工作和劳资工作。 1956 年将户口登记统计、国籍等工作移交公安部

门办理。进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时期后，西和民政部门兴办并发展社会福

利生产和社会福利事业。

1978年，国务院设立民政部。 1980年，地名管理工作纳入民政工作范围。

1983 年，明确民政工作的范围是基层政权建设、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

利、行政区划、殡葬改革、婚姻登记等，并把民政工作概括为“政权建设一部分、

社会保障一部分、行政管理一部分”。同时把农村扶贫列为重要议事日程，在全

县开展起来。 1985年，民政工作确立新的指导思想是：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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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抚优，治穷致富，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事业和基层政权体制，为实现新时

期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 在实际工作中，要求实现四个转变：由单纯的生活救

济、解决温饱问题，转变为既保障优抚救济对象的生活，又注重扶持他们发展

生产、勤劳致富；由包揽过多、独家承办，转变为依靠社会力量和各部门的力量

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办好民政工作；由只讲社会效益、忽视经济效益，转变

为既讲社会效益，又讲经济效益，既花钱又搞经营；对救济、优抚、安置工作由

单纯依靠行政手段，逐步过渡到国家立法，推动全社会按国家法律规定的义务

去办。 在新思想的指导下， 西和民政部门以发展完善农村基层社会保障为龙

头，推动民政工作全面发展。救灾扶贫基金、救灾扶贫互助储金逐渐增加，社会

福利生产和社会福利事业稳步发展，优抚安置得到落实，农村社会保障网络正

在形成。

2004 年，西和县民政局机关共设 3 办 5 股，即办公室、双拥办、有奖募捐

办、社救股、低保股、社会事务股、福利企业股、优抚安置股。 工作人员 20人。

2009 年，西和县民政局机关共设 3 办 7 股 1 组 1 站，即办公室、老龄办、

双拥办、社救股、社会事务股、农村低保股、城市低保股、农村医疗救助股、五保

供养股、福利股、纪检组、救助站。局机关工作人员共有 35人，乡镇民政助理员

有 91人。

现阶段，我们正在科学发展时期，民政部门作为政府管理社会行政和社会

事务的职能部门， 肩负着基层政权建设、 社会保障和社会行政管理的中心任

务，其基本职能是：解决社会问题，调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

定，依法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西和县民政工作目前还承担着

基层政权建设、救灾救助、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五保”供养、城乡医疗救

助、拥军优属、烈士褒扬、复员退伍军人和离退休军人安置、重点优抚对象医疗

救助、社会福利生产、社会福利彩票事业、残疾人事业发展、社区服务、孤儿收

养、社团登记管理、婚姻登记管理、殡葬改革与管理、行政区划管理、勘界、边界

争议调处、地名管理等 30多项任务。 搞好这些工作直接关系着西和的社会稳

定和科学发展。 因此，全县民政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

全会、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科学发展西和的战略目标，

继续开拓进取，踏实工作，使西和民政事业更上一层楼，再写新篇章。

2010年 8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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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大 事 记

中华民国

2 年（1913）

2月，裁撤清制府、厅、州、分州、分县，一律改县制，并改知县为县知事。 巩

昌废后，西和改属陇南道。

是年，实行议会制，初设西和县议会，邑人阎树公任议长。

3 年（1914）

正月，由陈雕（今礼县龙山人）、马刁（姜席镇马沟村人）等在苏家河、姜席

一带发起 3000余农民，进行“烟亩税”斗争。

4 年（1915）

是年，选举刘起荣为省议会议员。

6月 9日夜，暴雨终宵，东河大涨，淹没东关民房甚多。

5 年（1916）

是年，因上年大水毁东关民宅，知县孔庆荃征集民夫修筑东堤 3 里，并植

树护堤。

6 年（1917）

黑蛆（黏虫）危害玉米，食叶殆尽。

7 年（1918）

设置地方保卫团。

是年，因大水沟水淹东关，知县孙耀章始筑南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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