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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事局党组研究人事工作总体思路

市人事局局长王广文同志与市长刘海涛同志签订目标责任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 k谪-

鸭



市领导检查人才市场工t

市人事局领导陪同古八事厅领导深入大中型企业调查



全古机关事业社会保险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在佳木斯市召开

9 9 3年4月2 2日人才市场开业典礼



市行政干校举办微机培训班

座落在永安街的长城饭店



座落在四丰山水库的佳木斯市干部疗养院

佳木斯市戚海干部疗养院宏张开业



序
古来渊源，盛世修志。我市自成立人事机构以来，迄今尚无一

部完整的人事编制史问世。若前事不志，则后事无师，当属一大憾

事。为了适应现在与未来的需要，佳木斯市人事局全体修志人员殚

精竭虑，刻苦笔耕，精心编纂，历时一载，终于使该书杀青问世与广

大读者见面了，这是我市人事战线一件值得可喜可贺的大事。

人事部门肩负着政府综合管理各项人事工作的重要职责．虽

然不能直接进入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但所履行的各项职能均与建

立市场经济体制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如人事编制部门负责的机

构编制、公务员、工资管理和建立机关事业单位保险制度等项工

作，目的都是为了建立高效、创新、务实、廉洁的政府系统．提高机

关的工作效率f同时．所承担的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军转干部安置、

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培育和发展人才市场等任务也是为了按

市场经济的需要配置人才资源，为发展经济提供智力保证。因此

说，人事工作既是行政管理手段，又是经济和社会工作，不仅关系

到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

且直接涉及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两个文明建设的进程。

纵观我市近五十年的人事沿革，经历了组织机构FI臻完善，工

作内容不断扩大，人事改革逐步深化的过程。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

这项工作曾有过断层，但人事部门在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了党

和国家有关干部人事方面的方针、政策和规定．把面向经济建设、

面向广大干部队伍成长作为出发点和着力点，并为促进经济繁荣、

社会稳定，调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

用。因而，理应修志成书，详加记载．以传后人．

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
表大会的春风雨露汰浴下．毪围的各而甜堇不断击向漳入．人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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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改革也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由单项的、局部的转向整体的、全方

位的配套改革，由试点准备阶段转入了全面实施。并以三个制度、

三个体系建设为目标，在为本地各项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因而．回顾历史．放眼未来，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对这一

历史沿革进行深刻剖析和透彻地了解．从中抓住人事工作发展长

河中的“闪光点”．将会对今后的实践大有俾益。

佳木斯市人事局史志编辑组的同志在编纂人事编制志过程

中。广征博采，集萃扬菁，精心谋篇，并以严谨之风，通过三易其稿、

四经增删，终于写出了这部记载我市人事干部辛勤耕耘历史，凝结

全体修志人员心血和智慧的力著。可以说它客观、翔实、准确地记

述了我市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事工作变迁轨迹．揭示了人事工作在

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全貌，这将对促进人事、工资和保险制度的改

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人事管理、人才市

场、人事法规三个体系，提供诸多珍贵史料和一些有益的借鉴．其

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是毋庸置疑的。在此，谨向为‘佳木斯市人

事编制志》的编修做出贡献的各界人士致以由衷的感谢l

编纂人事编制志，旨在“存史资治”．我诚挚地希望大家，特别

是人事战线的广大干部认真读一读此书．并结合史实，寻求人事工

作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这对进一步探求人事工作的盛衰因由．借

鉴历史经验，搞好新时期人事工作是大有启发的。同时．希望全市

人事战线的同志们继续以建立新的人事管理体制为目标，研究市

场、深化改革，为实现市委、市政府提出的翻两番奔小康的奋斗目

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互．^诛
1 q9s钲9月20日



些 山
月lJ 。舌。

长河浩翰，路途遥远．笔耕墨作，满纸心血。

‘佳木斯市人事编制志’，是一部记述人事工作的志书。它以质

朴通俗的语言，全面、客观和系统地记述了我市人事工作近半个世

纪的历史。编撰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存史．借鉴和留给未来的回忆。

人事工作是党的组织工作的一部分；是各级人民政府的·项

重要职能．它既涉及到经济基础领域，又涉及到上层建筑的一些重

要问题．同广大干部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

本志书在编撰过程中．始终坚持了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的

观点，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真实准确、详今略古、力争为

本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有科学依据的历史资料。它的闻

世．既为编写佳木斯市地方志提供了原始资料．又能使从事和关心

人事工作的同志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取长补短、改进工作。、

本志书在编撰过程中，承蒙佳木斯市史志办、档案馆等单位的

大力支持及有关同志的热情帮助和指导，在此一并诚恳致谢l

编写人事编制志是一项全新的工作．由于年代久远．时间仓

促，加之我们的编撰经验和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失误之处，诚请

广大读者，特别是人事战线的同志批评指正。

《佳木斯市人事编制志》编辑组

1995年8月8日



凡 例

一、《佳木斯市人事编制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按照详近略远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本市国家机关、事业和企

业单位有关人事、机构与编制管理的史实。

二、本志主要包括干部管理、工资、福利、职称和机构设置、编

制配备、精简整编等内容。在书写结构上。采用横排竖写的方式，以

事为经．以时为纬．以史事为主命题，以文字为主记述，并辅以图表

说明，将内容分层次按章、节、目排列。

三、本志上限一般从1945年开始，下限除权限移交中断外，一

律至i993年末，个别章节能介绍清楚的．适当往前作了延伸，记述

范围主要为佳木斯市区．有些内容为叙述方便起见。有涉及原合江

地区和周边市属各县之处。

四、文字记述和统计表格中的有关数据，以佳木斯市历年《干

部统计情况表》和《机构编制统计表》为基础。在统计口径上有特殊

要求的．均进行了相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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