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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 安民立政

——铜仁地区民政志序

铜仁地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强胜

(一)

一部有着浓厚地方色彩的《铜仁地区志·民政志》，在前两届局领导班子的重视和

编纂人员的艰辛耕耘下，在地区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在省出版部门的支持下，历时四

年有余，几易其稿，并经省、地专家评审通过，终于在近期排版付印。

(二)

1992至2005年，我在铜仁行署机关工作曾几次联系过民政工作，但真正意义上

对民政工作直接全面认识和了解，还是在2005年6月来民政部门之后。提起民政·在

普通老百姓的眼里，多数人以为就是慈善机构，给钱给物、救灾救济，至于民政到底

还管些什么工作，做好民政工作到底有什么重大意义，以及它在党和政府整体工作中

的地位如何，却很少有人去理会。

民政，顾名思义就是“民之政事”。中国民政的由来和发展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

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唐代初有“安民立政”之说，

北宋继有“修治民政”之论，从而“民政”之词逐渐为官府和民间使用．继而成为历

朝历代皇宫的内务机构。新中国成立之后，民政成为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部门，社会

管理事务越来越多且都在民政。一般来说，政府不便直接管理和其他部门管不着的社

会事务都归入到民政，因而人们俗称民政是“小政府”．外国人叫它“不管部”。

干民政这项工作，责任重大，十分具体，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来形容一点

也不过分，用“爬涉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说尽干言万语、历经千难万险、吃尽

千辛万苦、工作千头万绪”来表达更形象更贴切。有人曾这样比喻：民政是老百姓的

“组织部”，由民政部门指导并依法选举产生的村(居)委会干部成为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的领导者；民政是部队在地方的“后勤部”，部队过往地方需要民政部门提供食宿



服务，对现役军入、伤残军人、复退军入、军烈属的物质照顾、精神抚慰、安置管理

和双拥工作是民政部门的应尽之责；民政是困难群众解决生计的“财政部”，救灾救济、

城乡低保、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和慈善捐赠资金的筹集、发放和管理，归口到民政；民

政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部”，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的生活起居需要民政部门去精

心护理，福利企业的审批、年检、管理职能需要民政部门去履行；民政是为社会公众

服务的“事务部”，婚姻登记、区划地名、边界勘定、殡葬改革等都由民政部门来办理；

民政是各级民间组织的“人事部”，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基金会及其法人代表的审

批登记由民政部门负责；民政亦是社会特殊病人和困难病人的“卫生部”，精神病患者

和优抚对象患者需要惠民医院或光荣医院的精心救治，对患大病农村五保户和城乡贫困

家庭实行医疗救助的制度通过民政部门实施等等。这些比喻，虽然有些失之偏颇，不一

定恰当，但却形象地反映和表述了民政部门的一些重要职责。

民政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有四个，一是“助威”，服务部队建设，助国家威严；

二是“保底”，建立城乡社会救助体系，保民生底线；三是“固基”，参与社会管理，

固民主基石：四是“理事”，“理”社会专项事务管理之“事”，办理社会公共服务。从

民政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它除了为各级政府承担大量的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相

联系的社会行政工作以外，更是一种依法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的重要

政府工作。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始终是民政部门的核心理念，保障民生、

落实民权、维护民利、促进稳定、构建和谐始终是民政部门一以贯之的工作主线。

我总是在思索这样一个简单朴素的道理：牢记核心理念，遵循工作主线，把各项

民政工作做到位了，各级党委、政府就放心了，就能集中更多的精力去抓发展，去谋

划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重大思路；老百姓就能在实现社会底线公平的基础上去

奔小康奔富裕，实现安居乐业。

上述，就是我通过民政实践，通过阅读《铜仁地区志·民政志》之后得到的一些

启示。

(三)

铜仁，是一片物产丰富、人杰地灵的热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革命老区，也是

一个民政工作有着优良传统和较大发展潜力的地区。回顾历史，历朝历府都直接或间

接设有“民政”管理机构，曾出现过一些忧国忧民的进步官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千古名句就反映了古代良民善官们的高尚情操。新中国成立后，

广大民政干部更是为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生计而呕心沥血、辛勤耕耘，深受人民爱戴。

解放初期，铜仁专署和各县均设立民政科，以民主建政、社会救济为主的民政工作由

此推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政府民政机构逐步得到理顺、充实和发展．

民政工作进入恢复发展的新时期。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铜仁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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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还属欠发达、欠开发地区，贫困面大，发展基础薄弱，民政任务繁重。到目前为止，

全区包括“三类群体”在内的各种民政服务对象达到160万人左右，约占全区总入口

的40％。近几年来，承蒙地委、行署的正确领导和倍加关注，承蒙省民政厅的热情指

导和扶持倾斜，承蒙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历届局领导班子和诸多民政同仁一心为民，

兢兢业业，一届接一届地辛勤工作，才使各项民政工作成绩斐然，～年上一个台阶，

民政事业呈现出又好又快的发展态势。

——在城乡社会救助方面，社会救助体系框架基本建立，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得到切实保障。城市低保工作取得长足发展．初步形成相对健全的法规政策制度体系

和完善的运行机制。全区用于城市低保的资金由2000年的2ll万增加到2006年的5725

万元，享受到城市低保待遇的人数由6414人增加到58992入，基本做到动态管理下的

应保尽保和分类旌保。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从2005年起提前两年在

全区全面建立实施了农村特困群众救助制度，为保障全区农村149720人因病因残丧失

劳动能力的特困群众基本生活建立了一条重要的制度防线。农村五保供养由农村集体

互助互济改为财政转移支付，使供养资金落实有了稳定渠道。通过建立省地县和部分

多灾乡镇上下衔接的救灾应急预案，建立以30多个部门共同参与的抗灾救灾联席会议

和灾情会商、应急联动为核心的综合协调机制。制定冬令春荒灾民救助制度等一系列

管理制度，建成以全省示范点——江口官和胡家屯灾民新村为代表的5个民政安居工

程，加大散居灾民建房力度，自然灾害应急救助能力显著增强，保障了灾民基本生活，

维护了灾区社会稳定。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机制初步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在全区全面开

展，城市医疗救助在铜仁、石阡试点，累计施救lO多万人次。自2003年8月1日起

建立以“自愿受助、无偿救助”为原则的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以来。

累计解决2．17万人次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的临时食宿和返家困难。教育、卫生、

住房、司法等部门专项救助逐步展开，救助资源进一步整合，增强了综合救助效果。

——在基层政权建设方面，广大城乡基层群众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权得到切实维护，进一步调动和激发了他们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通过在各村普遍设置“两会两组”(即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务公开监

督小组、民主理财小组)、普遍设置固定公开栏和基层组织“三级联创”等方式，进一

步推动了全区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玉屏自治县2002至2003年被民政部命名为“全

国村民自治模范县”，2006年被全国村务公开协调领导小组命名为“全国村务公开民

主管理示范单位”。依法组织开展全区第一届至第六届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并对历

届村(居)委会班子进行培训。采取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推行成员单位定点联系社区

等措施，有效推动了各部I'-J月l／务社区，通过调整整合社区、优化社区结构以及一些地

方所采取的提高居干待遇、解决社区办公用房和多渠道修建社区公益服务设施等措施，

进一步打造社区工作平台，使社区在为群众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提供服

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铜仁市锦江广场社区荣获“全国学习型创建示范社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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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部队建设方面，建立了在国家新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及配套政策

框架下的新型优抚保障制度体系，加强了对重点优抚对象的优抚保障。在中央多次大

幅提高优抚标准基础上，进一步采取在县市区全面建立重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自

然增长机制、整合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深入实施“爱心献功臣行动”、帮助重点优抚

对象“解三难”等措施，较大改善了重点优抚对象的生活状况。到2006年，全区优抚

事业费投入达3103万元，比2000年增加三倍多，在乡老复员军人年人均定补标准提

高1．7倍。制订出台退役士兵安置改革办法，鼓励扶持自谋职业优惠政策，建立一次

性补偿经费和技能培训经费长效保障机制，大力支持、积极稳妥推进安置改革，普遍

推行“双考”制，全区2006年安置改革自谋职业率达60％，退役士兵、复员干部、军

休干部、无军籍退职职工接收安置任务按政策得到落实。积极支持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加强了军供站维修改造和正规化管理，确保了每年新老兵接待转运的完成。调整军休

服务机构、推进服务管理社会化，确保了军休干部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落实。广泛深

入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双拥传统发扬光大，思南县连续三次

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县)”，有6个县市被命名为“全省双拥模范城(县)”。

——在社会福利事业方面，社会福利、慈善与社会救助相衔接的保障体系格局初

步形成，老龄事业实现较快发展。慈善事业进入有组织、有载体、加快发展的新阶段，

继地区成立慈善总会之后，全省第一个县级慈善机构——思南县慈善总会成立，搭建

了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为民解困的新平台，发动全社会献爱心，在偏远贫困山区进

行了一系列造福社会的慈善活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加大为孤儿、老年入、残

疾人服务力度，被列为地委、行署“十件实事”之一的新建10所城市中心敬老院顺利

完成，83所农村敬老院床位利用率达7l％，部分敬老院完成了新建、改修和整合；通

过三年集中实施社区老年人福利服务设施建设“星光计划”24个，投入资金460万元，

初步建成覆盖全区社区的老年福利服务网络；通过三年集中实施孤残儿童手术康复

“明天计划”， 全区组织宣传活动共25次，实施手术康复218人，帮助孤残儿童改

善了生理病残状况，使这些孤残儿童受益终身；通过实施福利彩票“温暖贵州”走进

铜仁系列公益行动，帮助受助对象解决不少实际困难：通过巩固发展社会福利企业，

为不少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提供了就业机会。社会福利彩票发行，取得优异成绩。通

过建立以电脑发行系统为载体、国际标准化质量管理体系为核心的发行销售网络，以

及采取综合措施，促进了销量逐年倍增，2006年突破4000万大关，为支持社会福利

事业面向社会筹集了大量的公益金。通过在地县全面设立老龄工作机构、理顺工作关

系、出台老年人优待办法、扩大老年人优待范围、加强老年人权益维护，有力推动了

全区老龄事业的新发展。

——在专项事务管理方面，社会公众服务和依法行政的水平有较大提高。通过积

极稳妥调整行政区划，增设铜仁市灯塔办事处。全区现有乡镇办事处169个，撤并减

少300多个建制村，在铜仁市和部分建制镇设置标准地名标志，启动实施地名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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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程，为社会生产生活提供了较好的服务。贯彻实簏国务院《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

例》，全面完成接边省界、区界、县界的勘界和首轮联检，妥善调处发生的边界纠纷，

促进了依法治界、以德治界和长效管界机制的形成，备受媒体关注的湘黔边界友好纪

念碑顺利建成。贯彻实施国家和省《殡葬管理条例》，完善经营性公墓管理和年检机制。

多渠道建设殡葬服务设施，拥有火化炉的县从2个扩大到6个。加大力度推行殡葬改

革，围绕破除封建迷信、引导丧俗新风、治理乱埋乱葬。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并且取

得明显成效，全区殡葬改革工作报告历经人大三次审议终于获全票通过，并在《贵州

日报》头版报道。经省人民政府批复．全区火化范围扩大到10个县市特区，火化率有

一定提高。婚姻和收养登记，由管理向服务转变。顺应了时代文明迸步要求，每年办

理婚姻、收养登记3万(对)人次，较好地服务了人民群众。民间组织建设全面加强，

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并重的方针得到较好坚持和落实，重点培育发展了一批行业协会、

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以及公益类民间组织，指导健全完善内部章程和财务管理制度，开

展形式多样的培训和诚信自律建设活动，引导民问组织面向社会提供服务，及时查处

打击非法民间组织和民间组织违法活动．促进了全区民阔组织健康有序的发展和积极

作用的发挥。全区现有的370多个民间组织，成为我区经济社会建设中一支作用积极、

富有活力的生力军。德江县钱家乡蔬菜协会被科技部等评为“全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先进单位”。

——在民政自身建设方面，民政工作按照健全“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

的机制。在攉动法制化、社会化、信息化和服务组织网络化方面取得进展。全区民政

事业费投入由2000年的0．35亿增加到2006年的I．67亿，累计增幅近五倍。综合协调

机制逐步健全。地区成立的党委政府统～领导、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民政工作综合协

调机构增加到10多个，基本覆盖民政工作领域。社会参与有效扩大。社会化进程不断

加快。召开全区民政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出台《铜仁地区民政系统干部职工

行为规则》(即“十不准”)。党风廉政责任制得到有效落实。2006年在第十二次全国

民政会议上石阡县民政局被评为“全国民政工作先进县”：该年在行风政风测评活动中，

地区民政局在地直单位位居前列，6个县(市)民政局在县直单位名列第一。地区民

政局在2005年、2006年全省民政综合目标考核中分别荣获第三名、第二名：连续两

年荣获地直综合目标考核一等奖。全区民政系统两年多来受到国家、省和地区表彰的

奖项多达160余项。

《铜仁地区志·民政志》忠实、全面、系统地记录了全区民政事业发展的轨迹。

这部专业志书上溯自我区民政事业的发端，下限至“十五”期末的2005年，适当延伸

到2006年。再现了一些民政战线鲜为人知的入文事件，揭示了民政工作发生、发展的

一般规律，翔实记述了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凝

聚了广大民政人的宝贵经验。该书的出版面世。对于每一个民政工作者来说。是一部

生动和富有说服力的民政业务教材，一部真实动人的资料读本。对于各级民政干部充

·5。



分发挥民政部门的职能作用，搞好新时期的民政工作，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必将起到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

(四)

《铜仁地区志·民政志》尽管由于编辑人员水平有限，经验不足，疏漏、错误之

处在所难免；但该书的编纂完成，毕竟是铜仁民政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区社

会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要事，值得可喜可贺。值此志书出版之际，特向为修志而辛勤

劳动、精心著述的全体纂修人员表示感谢!向积极提供资料的部门和单位表示感谢!

向热心指导修志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感谢!向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导修志工作的各级各

部门领导表示感谢!

(五)

、J

遵编委之嘱，撰此拙文，权当作序；谨言数语，以志纪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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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地区地图



领导与民政

时任中共中央政活局常委陶并院副邑理温家瓮到铜卜地区锕t『⋯_|州镇坞坭村调研时

潦人收户．看望魁I瑚刚难群众。

—叠】I互



领导与民政

1996年，代省长吴亦侠(左一)在行署专员郏荣华(左二J陪例r税祭哪扎目

治县朗溪镇灾区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正福在锕仁慰问受灾群众

2000q，剐省长龙趟石【再一，在仃署削々目n啦脾l危，叫怕H r到制

河西慰问贫嘲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领导与民政

1999年，省民政厅厅长韩猛(右一)在地区民政局局长顾明杰(左一)的

黯同下，到铜t二地区思南县进行低保J：=作调查。

2003年，铜f_地委书记肖永安(古二)．常务副专强代振华(右二：)深入

灾情，检查指导救灾丁怍

2004年底．地委挣i己扬玉学佑三)．深入农村慰问贫附群众



领导与民政

2006印．地查刨l‘记¨署0砒l业岍岑【·⋯慰-¨El_LL城i|】-¨L诎岂

院老人

2(111^吓，刘玮1#删¨J¨fl。)_hJrJ-々l“沁吐J_u¨K l：』“{J)精扎

¨址^1r孝梵r∞⋯”比耻发欣救灾衣破

21H15印制f地Hi r料俐々*7聃’"J型^)(1fl,11地1‘【t】lj(J_女^|】R

帐曲W11f／r)州舛lil】|、硎TIIl JL厶’r#¨ft—U”察^【t咄‘坛J。日I孙



救灾救济

1999年，香港沙田赈灾筹莽委员会贵州省访问用对 2005年，天津拇关为思南县捐助物资

怪挑马鞍山山体滑境受灾群众访问捐助



各界捐赠

1999‘I．省政J J‘纪检组K下丕坤(左二}、行署剐

々甍畅。蚓乇({，叫)深入灾M发放救灾物资．慰州

受灾丰f瞳

地J．a轴i婶r解火It帮r}f建iI}



慰问百姓

地委书记杨玉学慰问农村贫困群众

行警专晁谌贿琴(左一)慰问福利院老人

贵州省民政厅厅长韩蔹看望橙桃』二兴敬老院老人

—叠臣



慰问百姓

2004‘n地IK【tJ瞍J_^J-4K胤⋯生(I， 】朽刚慰p0伙f『瓶球拦人

地HI《歧J‘6^0 K怅性肚“

地 JLK收^0捌i坤姒¨许⋯群众 地^0铖婶世0 d辅⋯卅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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