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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第一部民政专志一一《孟县民政志》编写完成，填补了县史

志空档，夙愿得尝，深以为快。

民政是为民施政的国家社会行政事务。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

说自从有国家政权以来就已客观存在。早在西周时期就设置地官司

徒，施行民政。(当时称民事。民政一词最早见于北宋)以后在数千

年的封建社会中，随着历朝的兴衰更替，经济政治等形势的区异，’各

个朝代的民政内容有增有减，但是一些基本的事务如基层政权建设、

行政区划、荒政、社会救济、社会习俗管理等都有继承性而延续下

来。这种客观存在而必须从事的民政工作，不仅有关人民群众的切身

利益，而且关系到社会稳定和邦国的兴衰，任何统治阶级，为了维护

和延续其政权的存在，都须设置相应的机构，进行民政管理，几千午

来无不例外，这是一条基本规律。

民政的基本涵义颇为广泛，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往往有着特定的内

容。不同的社会虽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历史上所有的民政事务，都是

以人民群众为对象的，其工作无不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现阶段的民政

工作，是政府机关通过一部分政权建设，一部分社会保障和一部分行

政管理工作来调整社会关系，处理社会矛盾，解央有关社会问题的国

内社会行政工作。

本志是以现阶段民政法规为准绳、民政事项为主线，纵横交错，

连接历史，实事求是，重点而翔实地反映了有史以来民政的发展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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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如民政机构的设置和所承任务；基层政权建设和基层社会组织；’

优待抚恤条例和制度；以至社会救济、婚姻、殡葬习俗等均作了历史

的追溯。使之系统明确地看出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新社

会制度的优越。

盂县是我党抗日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时期，金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和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内战进行了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斗争。数以

万计的群众支援前线，数以千计的青年参军参战，数以千计的壮士献

身沙场，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光辉的历史。本志列“革命烈士褒扬”

专章和“支援前线”专节记载了他们的英名和业绩。另在“人物～章

中；用传、纪的体式记述了英烈和英雄们的英勇事迹。借以弘扬其革’

命精神，使其流芳千古。这些资料对当代和后代将发挥重大的教育作‘

用。 。

本志有些章节，多是“实况加政策”。它既符合民政工作的特

点，又能从中找出正确的答案和所需的借鉴，意义极为深刻是太有学，

问的。因为政策本身就反映了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

化，从而使我们得到有益的启示。至于实况更是必不可少的史绩。再

从全篇看，文体多样，除正文记述，还有传、纪、图、表、录，既载

史实，又无枯燥乏味之感。

本志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厚今薄古的原则撰写而成。全书共分十三

覃、三十九节，约二十万宇。但民政工作极为繁博，特别是新中国成

立以前，限于案卷散失，资料奇缺难考，未能罄其所有为憾。

本志是在各级党政领导关怀支持下，在县史志办公室、档案局、

财政局、‘农业局、武装部、妇女联合会、地名办公室等单位及各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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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助理员的通力合作以及编写同志的辛勤劳作、积极努力下完成

的，在此统致谢意l由于历史资料缺乏，编写经验不足和水平有限，

，在政治观点、篇章结构、内容取舍、文字推敲、表格绘制等方面都存

，在一些缺点，遗漏之处也在所难免，尚望各级领导及热心民政工作的

同志以及广大读者批评与指正。

郑中庸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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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内容包括建制沿革、基层政权建设，行政区划、优待抚恤、军人安置，生产救’

灾，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婚姻、殡葬改革、民政经费、人物等。

二、本志以记述民政业务领域内的各个方面为主体。此外，还采用传、纪、图，表、录

‘的体式与正文相互补充。按年编的大事记，纵贯1 9 3 7年至l 9 8 5年民政工作之重大事

件，并列有专章。

三、本志资料来源，一是进行采访、信访和社会调查；二是查阅档案、史志、典籍、图

书、报刊和文件汇编；三是吸取外地志书典型部分。凡有关资料，均经多方考证，反复推

敲，去伪存真，宁缺毋滥。

四、本志篇目，采用章、节，目结构。其章节安排基本上是按事分章、节，以民国、革

命战争、新中国时期分节、目。全志共分l 3章3 9节。

五、本志的限段，上限为公元l 9 1 2年民国建立，下限至公元1 9 8 5年。对民国以

前的民政以“历史概说”略加追溯。同时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而翔实地反映建国

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民政工作发展变化情况。
‘

六、本志之数字、人名、地名、时间力求准确统一、无误，行文力求朴实、精练、简

明，不夸张溢美，不贬低苛求，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述而不论，寓褒贬于述事之中。

七、本志“革命烈士褒扬"另立章节，收录了“革命烈士陵墓黟、“革命烈士纪念碑

文”和“革命烈士英名”。

八、本志“人物”章中，收录有抗El战争时期本县和外籍在本县参加革命活动而壮烈牺

．牲的著名人物，有籍属本县的当代英雄模范人物，设有“英雄传记”、“英模纪略’’和“人

物表"。并附有图片。

九、编纂本志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对当代重大历史问题的处理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十、本志是在以县民政局局长为首的《盂县民政志》编写领导小组的领导与指导下，子
l 9 8 6年6月起草至1 9 8 9年6月完成初稿的。



目 录

第一章建制沿革⋯⋯⋯⋯⋯√⋯⋯一⋯⋯⋯⋯⋯⋯⋯⋯⋯⋯⋯⋯⋯⋯⋯⋯⋯⋯··

第一节民政机构设置⋯⋯⋯⋯⋯⋯⋯⋯一⋯⋯⋯⋯⋯⋯⋯⋯．⋯．。⋯⋯⋯⋯⋯··

(一)民国初词l的民政机构⋯⋯⋯⋯⋯⋯⋯⋯⋯⋯⋯⋯⋯⋯⋯⋯⋯⋯⋯⋯⋯

(二)革命战争时期的民政机构⋯⋯⋯⋯“⋯⋯⋯⋯⋯⋯⋯⋯⋯⋯⋯⋯⋯⋯·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政机构⋯⋯⋯⋯⋯．．．⋯．．-⋯⋯⋯⋯⋯⋯⋯⋯⋯⋯⋯

第二节民政干部队伍建设⋯⋯⋯⋯⋯⋯⋯⋯⋯⋯⋯⋯⋯⋯⋯⋯⋯⋯⋯⋯⋯⋯

附表一、建国以来盂县民政科(局)干部编制表⋯⋯⋯⋯⋯⋯⋯⋯⋯⋯⋯⋯

附表二、l 9 8 5年盂县民政局干部编制花名表⋯⋯⋯⋯⋯⋯⋯⋯⋯⋯⋯⋯

附表三、1 9 8 5年盂县各乡(镇)民政助理员花名表⋯⋯⋯⋯⋯⋯⋯⋯⋯

第三节民政科(局)领导干部更迭及办公地址变迁⋯⋯⋯⋯⋯⋯⋯⋯⋯⋯⋯

附表四、1 9 3 7年一1 9 8 5年盂县民政科(局)历任科(局)长登记表

第二章基层政权建设⋯⋯⋯⋯⋯⋯⋯⋯⋯⋯⋯⋯⋯⋯⋯⋯⋯⋯⋯⋯⋯⋯⋯⋯⋯

第一节民国期间的基层政权概略⋯⋯⋯⋯⋯⋯⋯⋯⋯⋯⋯⋯⋯⋯⋯⋯⋯⋯⋯

第二节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建政⋯⋯⋯⋯⋯⋯⋯⋯⋯⋯⋯⋯⋯⋯

第三节新中国成立后基层政权的变革与建设⋯⋯⋯⋯⋯⋯⋯⋯⋯⋯⋯⋯⋯⋯

附录：“村规民约》⋯⋯⋯⋯⋯⋯⋯⋯⋯⋯⋯⋯⋯⋯⋯⋯⋯⋯⋯⋯⋯⋯⋯⋯

第三章行政区划⋯⋯⋯⋯⋯⋯⋯⋯⋯⋯⋯⋯⋯⋯⋯⋯⋯⋯⋯⋯⋯⋯⋯⋯⋯⋯⋯

第一节民国以前政区概略⋯⋯⋯⋯⋯⋯⋯⋯⋯⋯⋯⋯⋯⋯⋯⋯⋯⋯⋯⋯⋯⋯

第二节 中华民国时期的政区(I 9 l 2年1月一l 9 4 9年9月)⋯⋯⋯⋯

(一)阎锡山统治时期(1 9 l 2年一l 9 3 7年)⋯⋯⋯⋯⋯⋯⋯⋯⋯⋯

(二)抗日战争时期(1 9 3 7年9月～1 9 4 5年8‘月)⋯⋯⋯⋯⋯⋯⋯

一，l 9 3 9年～l 9 4’0年政区变更(表)⋯⋯⋯⋯⋯⋯⋯⋯⋯⋯⋯⋯

二、l 9 4 2年政区变化情况⋯⋯⋯⋯⋯⋯⋯r⋯⋯⋯⋯⋯⋯⋯⋯⋯⋯⋯．

(三)解放战争时期(1 9 4 5年9月～1 9 4 9年1 O月)⋯⋯⋯⋯⋯⋯

一、1 9 4 6年政区(表)⋯⋯⋯⋯⋯⋯⋯⋯⋯⋯⋯⋯⋯⋯⋯⋯⋯⋯⋯⋯

二、l 9 4 7年政区变更(表)⋯⋯⋯⋯⋯⋯⋯⋯⋯⋯⋯⋯⋯⋯⋯⋯⋯j一

墨、l 9 4 8年至l 9 4 9年政区变动情况⋯⋯⋯⋯⋯⋯⋯⋯⋯⋯⋯⋯⋯

第三节新中国成立后的政区⋯⋯⋯⋯⋯⋯⋯⋯⋯⋯⋯⋯⋯⋯⋯⋯⋯⋯⋯⋯⋯

(一)l 9 5 O年行政区划概要(表)⋯⋯⋯⋯⋯⋯⋯⋯⋯⋯一_⋯⋯⋯⋯一

(二)l 9 5 3年政区变化情况⋯⋯⋯⋯⋯⋯⋯⋯⋯⋯⋯⋯⋯⋯⋯⋯⋯⋯⋯

附表：1 9 5 3年9月区、乡(镇)、村登记统计表⋯⋯⋯⋯⋯⋯⋯⋯⋯

＼，＼，

)、，

)

)、．、、，

)、，、，

)＼，＼，

)＼／、，＼‘、＼，

)、，

)

)

)

)、，、_、

)

)，一，＼，

l

1

1

l

2

3

4

5

6

7

8

O

O

O

1

6

7

7

7

7

8

8

O

1

3．4

4

5

5

6

6

．

1

1

l

1

l

l

1

l

l

1

l

2

2

2

2

2

2

2

2

2((((((((((((((((((((((．(((((((((



(三)1 9．5 6年行政区划变更⋯⋯⋯⋯⋯．．、．⋯⋯⋯⋯⋯⋯⋯⋯⋯⋯⋯⋯⋯(2 7)

(四)1 9 5 8年行政区划变更概要⋯⋯．．．⋯⋯⋯⋯⋯⋯⋯⋯⋯⋯⋯⋯⋯⋯·(2 7)

(五)1 9 5 9年政区变更⋯⋯⋯⋯⋯⋯⋯⋯⋯⋯⋯⋯⋯⋯⋯⋯⋯⋯⋯⋯⋯(2 7>

附表：1 9 5 9年9月公社、管理区登记表⋯⋯⋯⋯⋯⋯⋯⋯⋯⋯⋯⋯⋯(2 8>

(六)1 9 6 1年政区概略⋯⋯⋯⋯⋯⋯⋯⋯⋯⋯⋯⋯⋯⋯⋯⋯⋯⋯⋯⋯⋯(2 9)

附表：l 9 6 1年行政区划简表⋯⋯⋯⋯⋯⋯⋯⋯⋯⋯⋯⋯⋯⋯⋯⋯⋯⋯(3 0)

(七)1 9 8 4年政区⋯⋯⋯⋯⋯⋯⋯⋯⋯⋯⋯⋯⋯⋯⋯⋯⋯⋯⋯⋯⋯⋯⋯(3 0)

附表：乡、镇、村民委员会和自然村明细表⋯⋯⋯⋯⋯⋯⋯⋯⋯⋯⋯⋯⋯(3 1)，

’第四章优待抚恤：⋯⋯⋯⋯⋯⋯⋯⋯⋯⋯一一⋯⋯⋯⋯⋯⋯⋯⋯⋯⋯⋯-⋯⋯·(3 5)
第一节优抚制度时历史概说⋯⋯一⋯i⋯⋯⋯⋯⋯⋯⋯⋯⋯⋯⋯⋯⋯⋯⋯⋯··(3 5)

第二节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优抚⋯⋯⋯⋯⋯⋯⋯⋯⋯⋯⋯⋯⋯⋯⋯⋯(3 6)

附表l、l 9 4 2年晋察冀边区荣誉军人抚恤标准⋯⋯⋯⋯⋯⋯⋯⋯⋯⋯⋯(73 6)

附表2、1 9 4 2年晋察冀边区牺牲将士遗族恤金标准⋯⋯⋯⋯⋯⋯⋯⋯⋯(3 6、)

附表3、l 9 4 6年晋察冀边区荣军抚恤费及残废恤金标准⋯⋯⋯-．．⋯⋯一(3 7)

附表4、l 9 4 6年晋察冀边区牺牲将士遗族恤金标准⋯⋯⋯⋯⋯⋯⋯⋯⋯(3 8)

附表5、1 9 4 9年4月7日盂县荣军普查统计表⋯⋯⋯⋯⋯⋯⋯⋯⋯⋯⋯(3 8)

第三节建国三十五年中的优待抚恤⋯⋯。⋯⋯⋯．．．⋯⋯⋯⋯⋯⋯⋯⋯⋯⋯⋯(3 8)

． (一一)抚恤⋯⋯⋯⋯⋯⋯⋯⋯⋯⋯⋯⋯⋯⋯⋯⋯⋯⋯⋯⋯⋯⋯⋯⋯⋯⋯⋯⋯(3 9)

一、抚恤范围和对象⋯⋯⋯⋯⋯⋯⋯⋯⋯⋯⋯⋯⋯⋯⋯⋯⋯⋯⋯⋯⋯⋯⋯(3 9)

二、抚恤标准的演变⋯⋯．．．⋯⋯⋯⋯”⋯⋯⋯⋯⋯⋯⋯⋯⋯⋯⋯⋯⋯⋯⋯·(3 9)

l、牺牲、病故抚恤标准的演变⋯⋯⋯⋯⋯⋯⋯⋯⋯⋯⋯⋯⋯⋯⋯⋯⋯⋯(3 9)

附表6、1 9 5 0年、1 9 5 2年、l 9 5 3年牺牲病故抚恤标准⋯⋯⋯⋯(4 0)

附表7、l 9 5 5年牺牲病故抚恤标准⋯⋯⋯⋯⋯⋯⋯⋯⋯⋯⋯⋯⋯⋯⋯⋯(4。1)

埘表8、l 9 7 9年军入、机关工作人员、参战民工牺牲病故抚恤标准⋯⋯(4 1)

附表9、l 9 8 0年烈士抚恤标准⋯⋯⋯⋯⋯⋯：⋯⋯⋯⋯⋯⋯⋯⋯⋯⋯⋯··(4 2)

附表1 0、l 9 8 4年革命烈士一次抚恤金标准表⋯⋯⋯⋯⋯⋯⋯⋯⋯⋯⋯(4 2)

2，革命残废军人抚恤标准的演变⋯⋯⋯⋯⋯⋯⋯⋯⋯⋯⋯⋯⋯⋯⋯⋯⋯(4 3)

．附表1 l、l 9 5 0年和l 9．5 2年革命残废人员抚恤标准⋯⋯⋯⋯⋯⋯⋯(4 4)

附表1 2、1 9 5 3年和1 9 5 5年革命残废人员抚恤标准⋯⋯⋯⋯⋯⋯⋯(4 5>

附表l 3、l 9 7 8年在乡革命残废人员抚恤标准⋯⋯⋯⋯⋯⋯⋯⋯⋯⋯⋯(4 6)

埘表l 4、1+9 8 2年在职革命残废军人残废金标准⋯⋯⋯⋯⋯⋯⋯⋯⋯⋯．(4 6)

附表1 5、1 9 8 4年革命残废人员抚恤标准⋯⋯⋯⋯⋯⋯⋯⋯⋯⋯⋯⋯⋯(4 7)

．附表1 6、建国以来历次革命残废人员换发抚恤证一览表⋯⋯⋯⋯⋯⋯⋯⋯(4 8)

(二)优待补助⋯⋯⋯⋯⋯⋯⋯⋯⋯⋯⋯⋯⋯⋯⋯⋯⋯⋯⋯⋯⋯⋯⋯⋯⋯⋯(4 8)

一、群众优待⋯⋯⋯⋯⋯⋯⋯⋯⋯⋯⋯⋯⋯⋯⋯⋯⋯⋯⋯⋯⋯⋯⋯⋯⋯⋯(4 8)

：附表1 7、l 9 5 1年烈军属工属及享受代耕比例表⋯⋯⋯⋯_⋯⋯⋯⋯⋯(4 9)

驸表l 8、1 9 8 5年农村优待金兑现情况统计表⋯⋯⋯⋯⋯⋯⋯⋯⋯⋯⋯(5 1)

二、国家补助⋯⋯⋯⋯⋯⋯⋯⋯⋯⋯⋯⋯⋯⋯⋯⋯⋯⋯⋯⋯⋯⋯⋯⋯⋯⋯(5 1)

·2·



●

附表1 9、1 9 8 5年优抚对象定期定量补助统计表⋯⋯⋯⋯⋯⋯⋯⋯⋯⋯(5 3=ji

附表2 O、建国后国家发放烈军属复退军人补助费统计表⋯⋯⋯⋯⋯⋯⋯⋯(5 4‘>

第四节拥军优属与支援前线⋯⋯⋯⋯⋯⋯⋯⋯⋯⋯⋯⋯⋯⋯⋯⋯⋯⋯⋯⋯⋯(5 5)；

(一)拥军优属⋯⋯⋯⋯⋯⋯⋯⋯j⋯⋯⋯⋯．⋯．．．⋯⋯⋯⋯⋯⋯⋯⋯⋯⋯⋯·-(5 5>

附表2 l、盂县历次优抚对象代表会议统计表⋯⋯⋯⋯⋯⋯⋯⋯⋯⋯⋯⋯⋯(+5 7’>

(二)扶优工作⋯⋯⋯⋯⋯⋯⋯⋯⋯⋯⋯⋯⋯⋯⋯⋯⋯一，⋯～⋯⋯⋯⋯⋯⋯-·(5 9)

(三)．支军支前⋯⋯⋯．⋯⋯⋯⋯⋯⋯⋯⋯⋯⋯⋯⋯⋯⋯一⋯⋯⋯⋯⋯⋯⋯⋯(5 9>

第五章革命烈士褒扬⋯⋯⋯⋯⋯⋯⋯··：⋯⋯⋯⋯⋯⋯⋯⋯⋯⋯⋯⋯⋯⋯．．．⋯⋯(6 2)

第一节革命烈士陵墓与纪念碑⋯⋯⋯⋯⋯．．．⋯⋯⋯⋯⋯⋯⋯⋯⋯⋯⋯二⋯⋯一(6 2>

附录：烈士碑文⋯．-．⋯⋯⋯⋯⋯⋯⋯⋯⋯⋯⋯．一⋯⋯⋯⋯⋯⋯⋯⋯⋯⋯⋯(6 4)

第二节编写《革命烈士英名录))⋯⋯⋯⋯⋯⋯⋯⋯⋯⋯⋯⋯⋯⋯⋯⋯⋯⋯⋯(6 5>
、r’ 附表：盂县革命烈士综合统计表⋯⋯⋯⋯⋯⋯⋯⋯⋯⋯⋯⋯⋯⋯⋯⋯⋯⋯(6 6>

附录：盂县烈士英名⋯⋯⋯⋯⋯⋯⋯⋯⋯⋯⋯⋯⋯⋯⋯⋯⋯⋯⋯⋯⋯⋯⋯(．6 6>

．为抗日救亡殉国者(1 9．3 7年7月一1 9 4 5年8月)⋯⋯⋯⋯(6 6>

为解放事业牺牲者(1 9 4 5年9月一1 9 4 9年9月)⋯⋯⋯⋯(7 0>

为抗美援朝捐躯者(1 9 5 O年1 O月一1 9 5 3年6月)⋯⋯⋯(7 3)。

．为建设祖国献身者(1 9 4 9年1 O月一l 9．8 0年1 2月)⋯⋯(7 4)-

附表： 《盂县革命烈士英名录》付印后追认烈士英名表⋯⋯⋯⋯⋯⋯⋯⋯(7 4>

第六章复员退伍军人安置⋯⋯⋯⋯⋯⋯⋯⋯⋯⋯⋯⋯⋯⋯⋯⋯⋯⋯⋯⋯⋯⋯⋯(7 5)

第一节概述⋯⋯⋯⋯⋯⋯⋯⋯⋯⋯⋯⋯⋯⋯⋯⋯⋯⋯-．．⋯⋯⋯⋯⋯⋯⋯⋯⋯(7 5>

附表：建国以来历年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统计表⋯⋯⋯⋯⋯⋯⋯⋯⋯⋯⋯⋯(7 7>、

第二节农村安置⋯⋯⋯⋯⋯⋯⋯⋯⋯⋯⋯⋯⋯⋯⋯⋯⋯⋯⋯⋯⋯⋯⋯⋯⋯⋯(7 8>

第三节城镇安置⋯⋯⋯⋯⋯⋯⋯⋯⋯⋯⋯⋯⋯⋯⋯⋯⋯⋯⋯⋯⋯⋯⋯⋯⋯⋯(7 9>

．第四节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_．．．⋯⋯⋯⋯⋯一⋯⋯⋯⋯⋯⋯⋯⋯(7 9>

第七章生产救灾⋯⋯⋯⋯⋯⋯⋯⋯⋯⋯⋯⋯⋯⋯⋯⋯⋯⋯⋯⋯⋯⋯⋯⋯⋯⋯⋯(8 1>

第一节荒政历史概述⋯⋯⋯⋯⋯⋯⋯．．．⋯⋯⋯⋯⋯⋯⋯．．．．⋯⋯⋯⋯⋯⋯⋯⋯(8 1)-

第二节革命战争时期的生产救灾⋯一⋯⋯⋯⋯⋯⋯⋯⋯⋯⋯⋯⋯⋯⋯⋯⋯⋯(8 1>

(一)1 9 4 7年灾情与战灾⋯⋯⋯⋯⋯⋯⋯⋯⋯⋯⋯⋯⋯⋯⋯⋯⋯⋯⋯⋯(8 2)、

(二)l 9 4 9年灾情与战灾⋯⋯⋯⋯⋯⋯⋯⋯⋯⋯⋯，⋯⋯⋯⋯⋯⋯⋯⋯⋯(8 3)'

第三节新中国成立后的生产救灾⋯⋯⋯⋯⋯⋯⋯⋯⋯⋯⋯⋯⋯⋯⋯⋯⋯⋯⋯(8 3>

(一)自然灾害大事纪要⋯⋯⋯⋯⋯⋯⋯⋯⋯⋯⋯⋯⋯⋯⋯⋯⋯⋯：⋯⋯⋯”(8 3)

(二)生产救灾工作方针和任务⋯⋯⋯⋯⋯⋯⋯⋯⋯⋯⋯⋯⋯⋯⋯⋯⋯⋯⋯(8 5)

(---)生产救灾⋯⋯⋯⋯⋯⋯⋯⋯⋯⋯⋯⋯⋯⋯⋯⋯⋯⋯⋯⋯⋯⋯⋯⋯⋯⋯(8 5>

一、l 9 5 5年生产救灾⋯⋯⋯⋯⋯⋯⋯⋯⋯⋯⋯⋯⋯⋯⋯⋯⋯⋯⋯⋯⋯(8 6>‘

二、l 9 5 6年生产救灾⋯⋯⋯⋯⋯⋯⋯⋯⋯⋯⋯⋯⋯⋯⋯⋯⋯⋯⋯⋯⋯(8 6>

三、l 9 6 3年生产救灾⋯⋯⋯⋯⋯⋯⋯⋯⋯：⋯⋯⋯⋯⋯⋯⋯．．．⋯⋯⋯·．(8 7>

四、1 9 7 3年生产救灾⋯⋯⋯⋯⋯⋯⋯⋯⋯⋯⋯⋯⋯⋯⋯⋯⋯⋯⋯⋯⋯(8 8>

五，1 9 7 6年生产救灾⋯⋯⋯⋯⋯⋯⋯⋯⋯⋯⋯⋯⋯⋯⋯⋯⋯⋯⋯⋯⋯(8 8>

·3‘



六、l 9 8 5年生产救灾⋯⋯⋯⋯⋯．．一．⋯⋯⋯⋯⋯⋯⋯．．．⋯⋯⋯⋯⋯⋯⋯(8 8)

七、2毫狮村居民搬迁⋯⋯⋯⋯⋯⋯⋯⋯⋯⋯⋯⋯⋯⋯⋯⋯⋯⋯⋯⋯⋯⋯⋯(8 8)

第八章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9 0)

’第一节历史概况⋯⋯⋯⋯⋯⋯⋯⋯⋯⋯⋯⋯⋯⋯⋯⋯⋯⋯⋯⋯⋯⋯⋯⋯⋯⋯，(9 0)

第二节社会救济工作⋯⋯⋯⋯⋯⋯⋯⋯⋯⋯⋯⋯⋯⋯⋯⋯⋯⋯⋯⋯⋯⋯．：⋯．(9 1)

(一)贫困户的救济⋯⋯⋯⋯⋯⋯⋯⋯⋯⋯⋯⋯⋯⋯⋯⋯⋯⋯⋯．．．⋯⋯⋯⋯(9 l’

(二)五保户的供养⋯⋯⋯⋯⋯⋯⋯⋯⋯⋯⋯⋯⋯⋯⋯⋯⋯⋯⋯⋯⋯⋯⋯⋯(9 2)

(三)精减退职老职工生活困难的救济⋯⋯⋯⋯⋯一⋯⋯⋯⋯⋯⋯⋯⋯⋯⋯(9 3)

．一 附丧1、盂县农村五保户救济概7兄-表⋯⋯⋯⋯⋯⋯⋯⋯⋯⋯⋯⋯⋯⋯⋯⋯(9 4)

第三节扶贫工作⋯⋯⋯⋯⋯⋯⋯⋯⋯⋯⋯⋯⋯⋯⋯⋯⋯⋯⋯⋯⋯⋯⋯⋯⋯⋯(9 5)

附表2，．1 9 8 4年一1‘9 8 5年盂县扶持贫困户概况表⋯⋯⋯⋯⋯⋯⋯(9 7)

附表3、1 9 8 4年一1 9 8 5年盂县双扶经济实体和个体专业统计表⋯(9 8)

附表4，1 9 5 0年一1 9 8 5年盂县农村社会救济及精减退职老职工

救济：慨况表⋯⋯⋯⋯⋯⋯⋯⋯⋯⋯⋯⋯⋯⋯⋯⋯⋯⋯⋯⋯⋯⋯⋯(9 9>

筇四节社会福利⋯⋯⋯⋯⋯⋯⋯⋯⋯⋯⋯⋯⋯⋯⋯⋯⋯⋯⋯⋯⋯⋯⋯⋯⋯⋯(1 O 1)

(一)社会福利事业⋯⋯⋯⋯⋯⋯⋯⋯⋯⋯⋯⋯⋯⋯⋯⋯⋯⋯⋯⋯⋯⋯⋯⋯(1 O l>

一、开办聋哑学校⋯⋯⋯⋯⋯⋯⋯⋯⋯⋯⋯⋯⋯⋯⋯⋯⋯⋯⋯⋯⋯⋯⋯⋯(1 0 1)

二、兴办敬老院⋯⋯⋯⋯⋯⋯．、．．⋯．．：⋯⋯⋯⋯⋯⋯⋯⋯⋯⋯⋯⋯⋯⋯⋯⋯(1 O 1)

’ 附记：东关南村敬老院⋯⋯⋯⋯⋯⋯⋯⋯⋯⋯⋯⋯⋯⋯⋯⋯⋯⋯⋯⋯(1 O 1)

(二)社会福利生产⋯⋯⋯⋯⋯⋯⋯⋯⋯⋯⋯⋯⋯⋯⋯⋯⋯⋯⋯⋯⋯⋯⋯⋯(1 0 1)

附记：东庄头乡兴华福利电缆厂⋯⋯⋯⋯⋯⋯⋯⋯⋯⋯⋯⋯⋯⋯⋯⋯(1 O 2)

附表5，盂县农村敬老院调查统计表⋯⋯⋯⋯⋯⋯⋯⋯⋯⋯⋯⋯⋯⋯⋯⋯(1 O．3)

附表6，盂县社会福利生产厂调查统计表⋯⋯⋯⋯⋯⋯⋯⋯⋯⋯⋯⋯⋯．．·(1 O 4)

第五节国家工作人员退休⋯⋯⋯⋯⋯⋯⋯⋯⋯⋯⋯⋯⋯⋯⋯⋯⋯⋯⋯⋯⋯⋯(1 0 5)

第六节l改容遣送⋯⋯⋯⋯⋯⋯⋯⋯⋯⋯⋯⋯⋯⋯⋯⋯⋯⋯⋯：．．⋯⋯⋯⋯⋯⋯(1 O 5)

第九章婚姻⋯⋯⋯⋯⋯⋯⋯⋯⋯⋯⋯⋯⋯⋯⋯⋯⋯⋯⋯⋯⋯⋯⋯⋯⋯⋯⋯⋯一(1 O 6>

第一节封建制婚姻历史概说⋯⋯⋯⋯⋯⋯⋯⋯⋯⋯⋯⋯⋯⋯⋯⋯⋯⋯⋯⋯⋯(1 O 6)l

第二节抗日战争时J明婚姻制度的改革⋯⋯⋯⋯⋯⋯⋯⋯⋯⋯⋯⋯⋯⋯⋯⋯⋯(1 O T)

第三节社会主义’19婚姻制度⋯⋯⋯⋯⋯⋯⋯⋯⋯⋯⋯⋯⋯⋯⋯⋯⋯⋯⋯⋯⋯(1 O 7)

(一)第一部《婚烟法》的贯彻执行⋯⋯⋯⋯⋯⋯⋯⋯⋯⋯⋯⋯⋯⋯⋯⋯⋯(1 O 7)

(二)第二部“婚姻法》一一社会主义的婚姻法⋯⋯⋯⋯⋯⋯⋯⋯⋯⋯⋯⋯(1 O 9)

第四节婚姻登记⋯⋯⋯⋯⋯⋯⋯．⋯⋯⋯⋯⋯⋯⋯⋯⋯⋯⋯⋯⋯⋯⋯⋯⋯⋯⋯(1 1 0)

(一)婚姻登记制度的建立⋯⋯⋯⋯⋯⋯⋯⋯⋯⋯⋯⋯⋯⋯⋯⋯⋯⋯⋯⋯⋯(1 1 0)’

(二)建国以来盂县婚姻登记机关的变更⋯⋯⋯⋯⋯⋯⋯⋯⋯⋯⋯⋯⋯⋯⋯(1 1 0>

(三)新的《婚姻登记办法》⋯⋯⋯⋯⋯⋯⋯⋯⋯⋯⋯⋯⋯⋯⋯⋯⋯⋯⋯⋯(1 1 1)

(IN)培训婚姻登记员⋯⋯⋯⋯⋯⋯⋯⋯⋯⋯⋯⋯⋯⋯⋯⋯⋯⋯⋯⋯⋯⋯⋯(1 l 2)

附记一、“五好”家庭典范⋯⋯⋯⋯⋯⋯⋯⋯⋯⋯⋯⋯⋯⋯⋯⋯⋯⋯⋯⋯⋯(1 1 2)

附记二、婚姻家庭力面存在的问题⋯⋯⋯⋯⋯⋯⋯⋯⋯⋯⋯⋯⋯⋯⋯⋯⋯⋯(1 1 3)

·4·



席十章殡葬改革⋯⋯⋯⋯⋯⋯⋯⋯⋯⋯⋯⋯⋯．⋯⋯⋯⋯⋯⋯⋯．．．⋯⋯⋯⋯⋯。．(1 1 5)

第一节概述⋯⋯⋯⋯⋯⋯⋯⋯⋯⋯⋯⋯⋯⋯⋯⋯．．．⋯⋯⋯⋯⋯⋯⋯⋯⋯⋯⋯(1 1 5)

第二节新中国的殡葬改革⋯⋯⋯⋯⋯⋯⋯⋯⋯⋯⋯⋯⋯⋯⋯⋯⋯⋯⋯⋯⋯⋯(1 1 6)

第三节火葬场⋯⋯⋯⋯⋯⋯⋯⋯⋯⋯⋯⋯⋯⋯⋯⋯⋯⋯⋯⋯⋯⋯⋯⋯⋯⋯⋯(1 1 7)

附表：1 9 8 5年盂县火葬场职工花名表⋯⋯⋯⋯⋯⋯⋯⋯⋯⋯⋯⋯⋯⋯⋯(1 1 8)

悌十一章 民政事业费使用与管理⋯⋯⋯⋯⋯⋯⋯⋯⋯⋯⋯⋯⋯⋯⋯⋯⋯⋯⋯⋯(1 1 9)

第一节概述⋯⋯⋯⋯⋯⋯⋯⋯⋯⋯⋯⋯⋯⋯⋯⋯⋯⋯⋯⋯⋯⋯⋯⋯‘⋯⋯⋯⋯(1 1 9)

第二节民政事业费使用范围与使用原则⋯⋯⋯⋯⋯⋯⋯⋯⋯⋯⋯·’⋯⋯⋯⋯··(1 1 9)

第三节民政事业费管理办法与管理制度⋯⋯⋯⋯⋯⋯⋯⋯⋯⋯⋯⋯⋯⋯⋯⋯(1 2 1)

附表一、1 9 8 5年民政事业费决算明细表目录⋯⋯⋯⋯⋯⋯⋯⋯⋯⋯⋯⋯(1 2 2)

附表二、建国后盂县历年民政事业费支出统计表⋯⋯⋯⋯⋯⋯⋯⋯⋯⋯⋯⋯(1 2 5) ·

’第十二章人物⋯⋯⋯⋯⋯⋯⋯⋯⋯⋯⋯⋯⋯⋯⋯⋯⋯⋯⋯⋯⋯⋯⋯⋯⋯⋯⋯⋯(1 2 7)

第一节英烈传记⋯⋯⋯⋯⋯⋯⋯⋯⋯⋯⋯⋯⋯⋯⋯⋯⋯⋯⋯⋯⋯⋯⋯⋯⋯⋯(1 2 7)

’

英勇善战的团长刘枉云⋯⋯⋯⋯⋯⋯⋯⋯⋯⋯⋯⋯⋯⋯⋯⋯⋯⋯⋯⋯(1 2 7)

坚贞不屈的抗El区长江冰⋯⋯⋯⋯⋯⋯⋯⋯⋯．．．⋯⋯⋯⋯⋯⋯⋯⋯⋯(1 2 8)

视死如归的段荣义⋯⋯⋯⋯⋯⋯⋯⋯⋯⋯⋯⋯⋯⋯⋯⋯⋯⋯⋯⋯⋯⋯(1 2 8)

巾帼英烈芦芯⋯⋯⋯⋯⋯⋯⋯⋯⋯一⋯⋯⋯⋯．．．⋯⋯⋯⋯⋯⋯⋯⋯⋯(1 2 9)

为民除害英勇就义的梁双红、梁满银⋯⋯⋯⋯⋯⋯⋯⋯⋯⋯一⋯⋯⋯(1 3 0)

第二节英雄模范纪略⋯⋯⋯⋯⋯⋯⋯⋯⋯⋯⋯⋯⋯⋯⋯⋯⋯⋯．．．⋯⋯⋯⋯⋯(1 3 0>、

全国特等劳动模范、复员建设军入赵占奎⋯⋯⋯⋯⋯⋯⋯⋯⋯⋯⋯⋯(1 3 0)’

特等功臣、二等残废军人侯白锁⋯⋯⋯⋯⋯⋯⋯⋯⋯⋯⋯⋯⋯⋯⋯⋯(1 3 1)

特等功臣、复员军人杨永茂⋯⋯⋯．．．⋯⋯⋯⋯⋯⋯⋯⋯⋯⋯⋯⋯⋯⋯(1 3 2>

特等功臣、复员建设军人武爱德⋯⋯⋯⋯⋯⋯⋯⋯⋯⋯⋯⋯⋯⋯⋯⋯(1 3 3)

．身残志不残的一等残废军人李天保⋯⋯⋯··‘⋯⋯⋯⋯⋯⋯⋯⋯⋯⋯⋯·(1 3 4)

模范烈军属高荣魁⋯⋯⋯⋯⋯⋯⋯⋯⋯⋯⋯⋯⋯⋯⋯⋯⋯⋯⋯⋯⋯．．．·(1 3 4)

模范军属张银弟⋯⋯⋯⋯⋯⋯⋯⋯⋯⋯⋯⋯⋯⋯⋯⋯⋯⋯⋯⋯⋯⋯⋯(1 3 4)

拥军优属模范梁存莲⋯⋯⋯．．．⋯⋯⋯⋯⋯⋯⋯⋯⋯⋯⋯⋯⋯⋯⋯⋯⋯(1 3 5)

模范退伍军人赵树奎⋯⋯⋯⋯⋯⋯⋯⋯⋯⋯⋯⋯⋯⋯⋯⋯⋯⋯⋯⋯⋯(1 3 5)

模范退伍军人郑永贵⋯⋯⋯⋯⋯：⋯⋯⋯⋯⋯⋯⋯⋯⋯⋯⋯⋯⋯⋯⋯“(1 3 5)

模范民政助理员傅仰山⋯⋯⋯⋯⋯⋯一．．．⋯⋯⋯⋯⋯⋯⋯⋯⋯⋯⋯⋯(1 3 6)

第三节人物表⋯⋯⋯⋯⋯⋯⋯⋯⋯⋯⋯．．-．⋯⋯⋯⋯⋯⋯⋯⋯⋯⋯⋯⋯⋯⋯⋯(1 3 7)

表一、盂县在乡退伍老红军战士花名表⋯⋯⋯⋯⋯⋯⋯⋯⋯⋯⋯⋯⋯⋯⋯⋯(1 3 7)

表二、盂县一等革命残废军人花名表⋯⋯⋯⋯⋯⋯⋯⋯⋯⋯⋯⋯⋯⋯⋯⋯⋯(1 3 8)

表三、出席全国、省、专区烈军属、荣复退转军人和优抚工作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代表花名表⋯⋯⋯⋯⋯⋯⋯⋯⋯⋯⋯⋯⋯⋯⋯⋯⋯⋯⋯⋯⋯⋯⋯⋯⋯(1 3 9)

表四、盂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优抚对象花名表⋯⋯⋯⋯⋯⋯⋯⋯⋯(1 4 3)

第十三章 民政大事记(1 9 3 7年^v l 9 8 5年)⋯⋯⋯⋯⋯⋯⋯⋯⋯⋯⋯⋯(1 4 4)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建制沿革

第一节民政机构设置

民政是国家对人民的一部分社会事务进行行政管理。

民政一词最早见于北宋时(公元9 6 0～l 1 2 7>。据《宋史》解释： “宋初革五季

．之患，召诸镇节度使会于京师，赐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

．州谓民政焉"。按此说，即除了军队工作以外，都是民政工作。

’我国民政机构设置历史悠久，机构名称历代各异，所理事务亦不断变化。据((周礼》记

一载，西周时代(公元前十一世纪)已设地官大司徒，其职权为： “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

人民之数"，组“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五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万，

“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 “以保息六养万民，以本俗六安万民”， “大荒大扎，则令邦国

一移民通财、舍禁、，弛力、簿征、缓刑"等项事务。此后， “秦为治粟内史，两汉为大农令，

又有尚书民曹，亦户部之职。．三国至唐为度支、左民、右民、．户曹，民部。唐永徽初(公元

6 5 0年至6 5 5年)，因避李世民(太宗)讳， (将民部)改为户部，五代至清沿之。莎

(见《辞源》)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l 9 O 6年)首次在中央政府设民政部，置民治、警

礅、疆里、营缮、卫生五个司(《大清德宗皇帝实录》)在基层掌管民政事务的官署， “唐

．诸府称户曹，州称司户，掌管箱帐、田宅、婚姻、杂徭、道路等事。清府、厅、州、县管民

户的官署称户房。”(见《辞源》)

(-二)民国初期的民政机构

民国初期县设知事衙门，由县知事主管民政工作。民国七年(公元1 9 l 8年)改知事

衙门为知事公署，设承政主管民政事宜。民国十七年(公元l 9 2 8年)盂县公署改为县政

府，下设四个科，第一科管民政，主管村镇地方自治人员的任免，行政区划，优待抚恤、兵

役、户政、难民救济、慈善感化、禁烟禁毒、礼俗宗教、卫生防疫、司法调解，防空防袭及

选举事务等项事宜。
。 ‘

(二)革命战争时期的民政机构

l 9 2 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l 9 3 1年l 1月7日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

一设内务部掌管民政工作。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也设有民政机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边区政府设民政厅，各专区行政公署设民政处，县设民政科。 ．

1 9 3 8年1月9日日军占铳盂城。1月1 0日盂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上社镇正式成立r

组建了民政、财政、教育、实业。、：司法五个科。民政科管理的事很多，诸如：优抗、抚恤、

赈灾，救济、户籍、地政、．租息、选举、社团、卫生、保育，民族、宗教、风俗等(见民国!-，

三十二年《晋察冀边区县、区、．村组织条例》)。此外行政区划、干部任免、兵役战勤，妇

女婚姻，禁烟禁毒、颁发印信、购枪买马等项工作均属其掌理范围。 (见民国三十一年“北，

岳区第一次民政科长会议讨论总结") ·

1 9 4 O年开展民主宪政运动，选举各级“三三制”政权，政府将选举事宜和民主建政一

也列为民政科的重要任务。

1 9 4 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8月2 5日盂城解放，县政府及各部门机构由农村迁回

县城办公。民政科的组织编制由原来的3—5人，增为5—7人(含科长、副科长各一一

人)，工作十分繁重。对其复员军人与伤残战士的安置，军属的优待抚恤、动员群众参军参二。

战、、征集军需物资与慰问品支援前线、收容安置避难人员等任务更为紧迫。此外还承办基层‘+

政权建设、基层干部任免、婚姻登记、户籍登记、地政劳资、卫生保育和禁烟禁毒等项业．

务。 ：

1 9 4 7年民政、教育、司法三科合并称民教司科。同年县设立禁烟局，原民政科管理一

的禁烟禁毒工作移交该局办理。第二年民教司分立。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政机构

1 9 4 9年1 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盂县人民政府设民政科，有正副科长二

各一人，科员5人，分理着民政、优抚，干部、社会四个部分的业务。1 9 5 O年第一次全．

国民政工作会议确定的民政工作任务，除民主建政外，主要还有优待抚恤、t复员安置、社会

救济、生产救灾、行政区划、社团登记、婚姻登记、老区建设等等。此外如卫生保育、干部t·

任免、矿业管理、修筑遭路、户政、地政、社会劳务、收容遣送等也是民政工咋的内容。县’

下设区，各区设民政、优抚助理员各一人，协理民政工作。

l 9‘5 1年4月，民政科将掌理的卫生保育和检医防疫工作移交给卫生科办理。

1 9 5 2年民政科将干部任免、考核、培训和矿业管理的业务分别移交县人事科和矿管。

科承办。

1 9 5 4年民政科将修筑道路工作交由农林科办理。

1』9 5 6年民政科将户籍登记、户口管理工作移交县公安局。

1 9 5 4年撤销区级建制后，各乡设有民政委员，协理民政业务。r

． 1 9 5 7年8月民政科改称民政局。

1 9 5 8年9月成立农村人民公社。各公社民政工作由一钇副社长(副主任)分管，具一

体任务由公社秘书或会计兼管。

l 9 5 8年l 1月撤销盂县建制，划入阳泉市，成立盂县联社。民政局改称盂县联社社，

会福利部。

1 9 5 9年6月1日盂县从阳泉市正式分出，恢复盂县建制及原有政府各部门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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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时，增设劳动局，社会劳务工作即移交该局办理。

I 9 6 2年6月民政局与劳动局合并仍称民政局，至1 9 6 3年6月分立。 “文化大革

命”、期间，民政机构的变更比较频繁。1 9 6 7年6月至l 9 6 9年5月称盂县革命委员会

民劳组，1 9 6 9年7月至9月称盂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群众：1二作组(多机构。合_并)，

4．9；6 9年1 O月至l 9 7 4年2月称盂县革命委员会办事组民政办公室；l 9 7 4年3月

从办事组分出，称盂县革命委员会民政局； l 9 7 6年1月1日复称盂县民政局釜今。

l 9 7 8年9月第七次全国民政会议后，各人民公社增设专职民政助理员一人，办理基

层民政业务。

1 9 7 9年下半年起民政局承担了县、社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具体事务。

1 9 8 2年中央决定把基层政权建设列为民政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

l 9 8 3年将原管理的国家征用土地审批工作移交给农业局土地管理办公室办理。

l 9 8 3年4月第八次全国民政会议确定，在孰的历史时蝴民政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基层

政权建设、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行政区划、殡乡}改革、婚姻登记等工作，并把

现阶段民政工作各项任务概括为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行政管埋的一部分。

～

．第二节 民政干部队伍建设

民政部门是国家与政府的职能部门。民政干部是国家行政工作人员，肩负着“上为中央

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重要使命。中共盂县县委、县政府一向重视对民政干部的选派、配

备，无论是政治素质，职业道德，还是业务水平、工作能力都是好的。在那战争年代，科长

二级的干部多是由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受群众爱戴的优秀党员充任。如李枝
功，l 9 3 8年在任，1 9 4 2年为革命壮烈牺牲；张润槐，1 9 4 7年在任，1 9 4 8年

被选为盂县人民政府县长。建国后，科局级干部多是老党员老干部。如副科长赵学智，是
l 9 3 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副局长于培祚是从事民政工作三十多年的老民政干部。

1 9 6 O年以后，民政干部多来源于复员转业军人(约占4 O％)。民政局采取平日．J_力口强政

治业务学习的措施，并‘由县每年进行一次工作评比和业‘务考核，以提高其政治IZl业务水平。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八次全国民政会议向各级民政部门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

求： “加强和改革民政工作，努力开创新局面”。优抚工作要积极扶持优抚对象勤劳致富；

救济工作要改变单纯救济的观点，大力开展扶贫工作；社会福利工怍，要广泛动员社会力

量，开辟新的生产途径。面对此种情况，盂县的民政干部存在着数量不足、年龄较大、中青

年干部比重小和文化程度偏低等问题。政府对民政干部队伍，逐步实现革命『，匕、年轻化、知

识化、专业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建国以来，民政科(局)的干部编制人数除l 9 5 2年为1 7人外，其它年份多是
5—8人。l 9 8 3年增至1 O人。1 9 8 4年经过调整充实，县民政局有行政干部1 5

人；乡镇有民政助理员2 5人。 (见表1一l、表l^v 2、表1～3)

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进程中，盂县的民政工作者，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

同心同德，辛勤工作，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民政干部和先进模范人
物。 (详见本志“人物，，)

·3·



(表1～1)

建国以来民政科_(局)干部编翩表

年 份 科(局)长 副科．(局)长 科 员 (干事) 人数
●

1 9 5 O 孙 山 张富槐 赵树华、赵学智、李守仁、李文杰、李耕田 7

赵树华、赵学智、李守1=、李文杰、．于培祚、

l 9 5 2 张寓愧
张书贵、韩培荣、赵万普、韩万富、王振林、

1 7

赵良贵、高学增，赵思智、傅世义、高怀义、

赵思元
，

，

李文杰、于培J诈、张福恭、李志海、
1 9 5 5 赵树华 赵学智 7

岜福槐(会计)

一

张福恭、李春娥(女)、高尚彦、李茂荣、
l 9 6 5 荣金林 范文俊 7

于培J诈’(会计)

安焕悔(女)、傅德玉、王世杰、于培砟(会
1 9 7 4 高培形 王子勤 6计)

．

1 9 7 9 高培彤 王 熙 安焕梅(女)、傅德玉、梁全宝、于培jii乍(会
计) 6

于培祚 安焕梅、王世杰、潘瑶、张明如、傅德玉、
1 9 8 5 郑中庸 1 2

杨海泉 李芝林、张双怀、郭贵光、宋银锁(会计)

一

附 (1)本表系摘自建国以来几个历史时期民政科(局)干部花名表。

(2)1 9 8 5年民政局干部详细情况见表1～2。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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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一3)

1 9 8 5年盂县各乡(镇)民政助理员花名表’

‘乡(镇)名 姓 名 性别 籍： 贯

城 关 傅仰山 男 ．．盂县路家村乡东杜村

下 曹 刘保才 ” 盂县南娄乡拦掌村

南 娄 张海元 H 盂县清城乡西沟村

路家村 张贵香 女 盂县城关镇东关

清 城 王树银 男 盂县西潘乡宋庄

、孙‘家庄 张文华 fl 盂县孙家庄乡西吉村

牛 村 杨计恒 " 盂县仙人乡岭底村

仙 人 刘丙全 }， 盂县北下庄乡尧子门村

东庄头 王有全 ” ．盂县仙人乡石跪村

东木口 王荣泰 II 盂县孙家庄乡西崖底忖

北下庄 史占山 ” 盂县牛村镇前元吉村

土 塔 梁成双 ，， 盂县梁家寨乡梁家寨

苌 池 梁有会 ” 盂县王村乡下王村

王 村 梁贵}木 II 盂县王村乡下王村
一

肖家汇 黄 曙 }， 盂县上社镇上社村‘

上 社 崔志步 牲 盂县上社镇中南村

下 社 魏福本 II 盂县下社乡泽泊村

榆林坪 刘素林 ¨ 盂县榆林坪乡北木口村

北峪口 崔含梅 f， 盂县梁家寨乡大崔家村

梁家寨 韩赘成 ” 盂县上社镇上鹤山村

庄 里 韩国华 " 盂县北峪口乡寨沟村

西 潘 齐双林 ” 盂县西潘乡李庄

西 烟 刘福明 II 盂县西烟镇南村

南 社 赵二双 l， 盂县南社乡南社村

东 粱 翟爱保 |t 盂县东梁乡南蒋村

全县共有民政助理员2 5人，男2 4人，女1人。其中兼职8人；
-

附 5 0岁以上的1 0人，4 0岁至4 9岁的7人，3 0岁至3 9岁的4人，

注
3 O岁以下的4人；大专1人，中专3人，高中2人，初中9人，小学

1 O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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