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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东山革命融士纪念碑

宜昌胜士陵园远眺



郾章明副部长、省民政厅崔延平厅长视察宜昌市社会福利事j

宜昌市残疾人联合备成立



离体老红军，老干部聚会

●。

军队离佧退休干部开展为氏服务活动

加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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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员退伍

军人精神病

医院新纯(上)

屈楚伯医师

荣获民政部

劳动模范称号(左)



社会福利院文化活动室外景

新近迁建于万年村的殡葬管理所



胶木电器厂生产的可塑霓虹灯誊加美

天津市彩灯一条街，受到广泛赞誉

社会福利工厂部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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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志稿评议会

参加民政志稿评议会人员合影



融2

局领导同志审查民政志稿

编纂委员会讨论通过民政志送审稿后留影。前排左起：唐应茔

郑龙昌、官昌责、胡家友、蔡德运、冯志讳，后排左起；李光惠、黄正发

韩启荣、田挂祥、黄文焕、范国助(编委孙树富同志gl公缺席)



固分到坟匿保辨备臣旅昧昌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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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昌宜

宜昌繇政府璺

三十六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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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著史，在宜昌市民政系统尚属首次。六年来，全体编纂人员

在宜昌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关怀和领导下，坚持修志的指导思想和志

书质量五条标准，外查数省，内访与民政工作相关的单位和人员，搜

集近千万字的资料、数据。广征博采，严格筛选，求真求实，精心编纂，

几经修审，定稿成书。

．《宜昌市民政志》篇目完整，资料翔实，体例、文字均力求符合志

书规范。它是宜昌市民政历史的忠实记载，是全体编纂人员辛勤劳动

的结晶，也是许多离休退休的“老民政’’和现在工作岗位上的“新民

政”关心、支持、热情帮助的结果。它将成为当今民政工作“镜往事，诫

来兹，鉴兴废，考得失"之镜考。

深化改革之年，民政工作上为国家分忧，下为群众解愁。担负基

层政权建设、社会保障和社会行政事务管理三大重任。编纂民政志，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民政干部应发扬艰苦奋斗、严谨求实、开拓进

．取、自觉奉献精神，甘为“孺子牛"。在第九次全国民政会议精神指引

下，逐步建立社会保障网络、福利生产体系、社区服务系列、福利基金

系统，以强化民政工作职能，调节人际关系，缓解社会矛盾，发挥社会

稳定机制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服务。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

鬻聪拦量鬟巍菇蠹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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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取事，立足当代。上限1 949年建市，个别类目为溯源据

实向上延伸。下限1985年，惟“职能机构’’、“行政区划99“基层政权”

三篇下延至1 989年。

二、本志为纲目体。为叙述方便，在文中加设若干小标题作为细

目。并从民政业务分类的实际出发，以类系事，横排纵写。

三、本志以志、纪、表、图、录综合表述。寓褒贬于事实叙述之中。

四、本志为语体文记述体。并遵循宜昌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写行

文规则》。

五、本志“大事记"所载大事，系建国以来民政工作较为重大和首

次出现的事件，或本志各篇未述及者。记述方法，以编年体为主，对内

容联系较紧、时间相距较近的事件，适当采用记事本末体。

六、本志“文件辑录”，系建国以来民政科(局)制订的一部分民政

业务文件。为保持历史文件原貌，对其文字和标点符号均不加更动。

七、本志对于宜昌市民政科(局)先后主办过的司法、调解、人事、

监察、市政、民族、宗教、侨务、征地移民等业务工作和市政府交办的

其他工作，因有专门管理机构编修专志，故概未纳入。对已有《地名

志》等专著的内容，亦不再重复。

八、本志“革命烈士传略选辑"，多系根据烈士档案、《宜昌市党史

资料通讯》和其他文件资料改写整理；少数是向有关人员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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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志资料：(一)从宜昌市档案馆抄录；(二)从宜昌市民政局

档案室和各科、室及各基层单位所存文档中搜集整理；(三)到省内外

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单位搜集；(四)引自宜昌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印

的《宜昌市概况》、《宜昌市地方志资料选编》，宜昌市、县地方志办公

室和宜昌县档案局印制的《宜昌县志初稿》，中共宜昌市委党史资料

征集编研办公室编印的《宜昌市党史资料通讯》，宜昌市政协文史资

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宜昌市文史资料》；(五)撰编、编辑人员从其他

途径搜集。为节省篇幅，一律不注明出处。回忆录和口碑资料，只供

考证，概未引用。 ，

十、本志所载建国后各类统计数字，均以宜昌市民政科(局)会计

报表和业务报表为依据。计量单位一律按当时通用的市制不变；1984

年3月以后采用法定计量单位。1949"-"1955年2月按照当时使用的

旧人民币记载，1955年3月以后按新币制记载；凡两者合计，按一万

比一折成新币。

十一、本志所称“解放前一、“解放后一之时间界限，系指1949年7

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宜昌城。。建国前"、。建国后"之时间界

限，系指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十二、本志所称“全市一、“市区一，包括宜昌市城区和郊区。建市前

的宜昌县城区四镇即为建市初期的宜昌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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