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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人事工作是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重要职能之一。昌平县

人民政府人事科和现在的昌平县人事局是昌平县人民政府的重要

职能部门。人事工作也就是干部工作。它管理的主要对象是县、乡

(镇)机关和全县企事业单位的全体干部。在工资福利考核方面，

还包括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人。

管理工作同时也是服务工作。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

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培养一支高

素质的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

纪律”的现代化的建设人才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

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

昌平县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人民

群众辛勤劳动的结果。也是广大干部发挥了桥梁、纽带、骨干作

用的结果。事在人为，人成事兴，千古事业的兴衰，关键在人。人

事工作是为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组织路线服务的。人事部门必须

按照党的干部政策和法规管理好建设好干部队伍。同时做好干部

的工资福利工作，帮助干部排忧解难。人事干部要当好广大干部

的娘家人贴心人，关心爱护干部，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调动广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是人事部门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归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干部队伍的建设主流是健康的，

有建国初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辉煌。但是也曾有过“左”的

政治路线的干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挫伤了不少干部的积极

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落实了各项干部政策。

P】 。





凡 例

一、本志是根据昌平县人民政府指示，在昌平县人事局编审

委员会领导下编纂的。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县志办公室的精心指导

和有关单位及个人的大力支持才得以完成。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本县

人事工作的历史与现状。 ，

三、本志九章二十三节，以文为主，并附以图表、名录。志

后附有昌平县人事工作大事记及附录。

四、记事起迄时间，上限概述始于明清，详载始于清宣统元

年(公元1909年)，下限止于1997年。 ．

五、本志建国前纪年既有朝代纪年，同时又注明公元纪年。建

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简称“建国

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简称“建国前”，即中华民国时期。

七、文中“侯团”一词系指以昌平县公安局副局长侯凤印为

首的反革命集团组织。实际并不存在，纯属人为制造的冤案。

八、旧政权系指明清时期、中华民国时期北洋军阀统治下、日

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期和抗日战争胜利后至1948年12月国民党统

治下的昌平县政府。北洋政府即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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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虽然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但人民大众文化低，文盲众多，人

才缺乏仍是昌平县的最大弱点。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村村

办识字班，扫除青壮年文盲。但没能坚持下来，最高的达到小学

文化，多数半途而废。后来的30年中也曾有过几次扫除文盲的工

作，但效果欠佳。建国后，党和政府极力普及小学教育，发展中

学教育，青少年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由于。左”的路线的干

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教育事业的破坏，以及经济发展缓

·慢的制约，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仍然不高，成才的仍很少。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昌平县彻底地扫除了青壮

年文盲，普及了初中教育，高中和职业教育迅速发展，升入高等．

学校的人数猛增，人民群众文化水平得到提高。在职干部学文化、

学科学的积极性很高，有力地促进了昌平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989年，昌平县委，县人大、县政府提出“依法治县、科教兴’

昌”的发展战略，基础教育得到巩固和发展，成为全国先进县。科

学技术和科技人才受到重视。昌平县的经济迅猛发展，1997年的

财政收入是1978年的14倍。卫星城建设初具规模。全县人民的

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昌平面貌焕然一新。。

，昌平县干部队伍的建设同样有正确路线的指引，也有“左”的

路线干扰。建国后，昌平的各项事业百废待兴。随着新政权的巩

固和土地改革的完成，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的热情极为高涨。各

项事业欣欣向荣，发展很快。为了适应建设的需要，干部队伍需

充实。党和政府不断从工人、农民和小学教师中吸收干部，并且

有少量军队转业干部和大、中专毕业生参加地方工作。干部队伍

建设适应了第一、二、三个五年建设计划的需要。1957年以后，特

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乱整人，乱揪斗，造成许多冤假错案，破

坏了干部队伍建设。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首先揪

斗了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紧接着县直机关各部门领导和乡镇

领导相继被揪斗，各级领导机关全部瘫痪。一片混乱。1968年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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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县直机关学习班后转到“赢七。千校和1971年的香山学习班，

都整了大批干部。党的十一溺三中全会以后，乎反昭雪，全面落

实干部政策，调动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同时，建国后至“文化

大革命”期阕，在干部政策上重政治轻业务，鬟思想轻考予转变

为真正的德才兼备的用人路线；随着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发展，

干部酶科学文化水平迅速提高，干部酶文化结构翳曼改善。由过

去的文化水平低的工农干部占多数，逐步转变为知识分子占多数

的干部群体。干部奖惩制度，从依照1957年的奖惩条例转变为依

照1993年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干部工资待遇出建国e

初期的供给制、工分工资制到1955年的货币工资制。1956年第一

次王资制度改革实舞懿邋嚣类翘工资裁。以后的30年墨工资承平

没有提高。1963年、1977年、1979年，均按40％的升级耐对低

工资进行了调整，僵最短的隔14年才舞～级工资，最长酶2s年

工资数额未变。1981年至1983年全县机关企事业进行了普调工

资，每人升一级工资，仅增5元至lo元，仍维持在骶工资水平线

上。1985年进行第二次工资制度改革，实行了基础职务工资铡度，

人均增资17元。虽然工资水平有所提高，但未建立起正常晋级制

度。1993年进行了第三次工资剿度改革，实行了职务级别工资割，

全县干部人均增资71元。并且建立了正常晋级制度。1997年底的

工资水平是l§89年的8倍，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工资制度器

改进。由予国家重视教育和科学技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逐步改革和完善了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制度。为了解除予部后

顾之优，从1985年起建立了知识分子家属“农转菲”制度，有突

出贡献专业技术人员享受政府津贴制度，极大地调动了专业技术

入虽鹩积极性。这是予部酞缀建设第二次兴盛时翳。 一

为了建立廉浩高效的政府机关和减轻财政负担，‘县乡两级政

府曾几次进行精简。1957年和1962年两次精简后，时阕不久机梅

人员又膨胀起来。1968年是以极左的政策把县乡两级机关精简得

所剩无几入，然后出现急剧膨胀。1995年精简比较稳妥，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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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够，并且尚需巩固措施。

盛世之下，尤须防腐。吏治腐败是根本的腐败。买官卖官，古

己有之，清雍正形成制度，造成贿赂成风。在改革开放建立市场

经济体制的新时期，尤应警惕。
‘

1978年以后，昌平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的辉煌，除党的政治

路线正确以外，干部队伍建设是决定的因素。本志以史实和数据

记述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兴衰，反映了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的

是与非。 ．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指

引下，首先必须严明吏治，做好干部队伍建设。必须坚持任人唯

贤，唯才是举，德才兼备的用人路线。再不能乱整干部，践踏宪

法，迫害忠良。也不能容忍腐败分子祸国殃民。必须反腐倡廉，培

养一支人民群众拥护爱戴的干部队伍。建设廉洁勤政的领导班子

是关键。必须从发展教育入手，培养出大批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

识的人才。他们是昌平的中流砥柱，是昌平的脊梁，是昌平兴衰

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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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人事管理机构

明清时期昌平州的官吏管理属州署的吏房。民国时期和日伪

统治时期昌平县政府或县公署人事管理属秘书室或秘书。抗日战争开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1938年7月开始，

在昌平县境内，先后建立了昌滦密联合县、昌延联合县、昌宛联

合县抗日民主政府，解放战争期间称人民民主政府。此间人事管理属县委组织部。

1948年12月昌平县全境解放后，由县政府民政科协助县委

组织部霪薹羹霎，

耄薹羹薹薹雾冀薹酾薹；霪F蓁霎!羹i耋；毒霪鹅墓鍪鋈囊薹

雾霎薹；霎墓攘篓薹荔薹裂霪薹羹霎翼羹羹；囊羹羹琴土蠢攀，鍪

雾霪囊善霉霎j囊蓁羹蠢!宁m需萋鋈i囊薹篓羹需i羔董羹囊

薹萋霉葡鋈誊夔；雾雾菱篓蓁薹霎瀚，囊薹萋J妻薹蓁冀囊霎蠢；

l冀喜薹霎霉雾霎羹萋羹囊霎共霪蓁霪冀，蓁薄萎要i茎耋蘩譬

囊鬓羹薹薹囊霾薹鋈奏霪

献考证的学术刊物《中国营造学社汇

刊》7卷23期，校勘宋《营造法式》，明《园冶》、《髹饰录》，清《一家言·

居室器玩部》和《扬州画舫录·工段营造录》等，整理编写古代工程做法

《 清式营造则例》、《牌楼算例》、《明代建筑大事年表》、《中国建筑史》、《中
国建筑类型及结构》等。

营造学社参加的北京古建筑保护修复工程有故宫文渊阁、景山万春亭等。

三、文物建筑科学保护和修复

清末民初，政治腐败，财政困难，偶有修缮也是旧式木厂按传统承包，建

筑技术人员很少涉足。近代北京有两项工程是建筑师参与规划设计的文物建筑

保护工程：

第一项是正阳门工程。1900年后，北平东、西火车站投入使用，正阳门





1984年10月经市编委批准，县委县政府决定，县政府人事科

扩建为昌平县人事局。县人大常委会任命刘文田为局长，县政府

任命王惠兰为副局长。同月，县委决定人事局建党组，任命刘文

田为党组书记，王惠兰为党组成员。全局共有成员12人。

1985年6月21日县人事局分建科室，李富明任办公室主任I

齐立华任调配科科长；王复春任任免监察科科长；张明友任人才

管理科科长；赵春发任工资福利科副科长。全局共有成员18人。

1986年4月赵春发由工资福科副科长提升为科长。同年9月

办公室主任李富明调县委组织部，朱长全提升为办公室副主任。

是年，全局共有成员21人。

1987年10月15日根据北京市科技干部局指示精神，建立了

县职称改革领导小组，下设职称改革办公室。刘文田兼任办公室

主任；王惠兰、刘淑聪(县科委干部)、张明友任办公室副主任。

张明友主持具体工作，办公室设在人事局人才管理科。

1988年1月调配科长齐立华调出。同月李庚耀提升调配科科

长。

1988年1月根据市编委指示精神，经请示县政府同意，全县

机构编制管理工作从调配科分离出去，设立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t挂靠人事局，办公室主任由刘文田兼任，提升王淑云为副主

任。主持日常工作。

是年全局共有成员30人。 ‘

1989年2月李富明任副局长，党组成员。

1989年10月20日根据北京市人事局指示精神，人才管理科

改为昌平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对外是人事局下属单位，对内按

科室对待。左振谦提升为该中心主任。同月26日，张明友由人才

管理科科长改任科技干部科科长，继续负责职称改革和专业技术

人员管理工作。

1989年11月11日根据县长张耕指示，县人事局增设退休干

部管理科。局办公室副主任朱长全调任该科科长。提升赵树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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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办公室主任。 二

是年全局共有成员34人。 ，

1990年3月，根据市编办文件精神并征得矮领导同意，县编

委办公室提格为矮属副局级单位，仍挂靠人事髑。
． 1992年1月14日调配科长李庚耀调出。同年3月王淑云做

为编办专联割主经，被任命为县属戮局级于部、党组成员，提舞

牛瑞为调配科科长，提升赵和军为副科长。

1992年l王冀蜀办公室主任赵树祥调盘，网年12月提升丰益

芹为局办公室主任，党组成员。根据工作需要，局党组决定增设

综合计划统计科，提升张捷为该科科长。 。

至此，全局共有科室9个，鄹：局办公室‘编委办公室、调

配科、任免监察科、科技干部管理科、工资福利科、退休干部管

理科、综会计划统计辩裙墨擎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是年全局共有成员37人。 r，

“

199莲年5胃副局长李富嚼调县物价局任局长党缀书记，阊时

提升张明发为副局长、党组成员，仍兼科技干部科科长。

王995年根据中央和市委部署，全县党政群机关进行了机构改

革，县人事局按照“理顺关系，转变职能，糙兵筒致，提高效

率”的原则，于8月份制订了机构改革方案。县委、县政府于10

月份蹴复嚼意人事局机构改革方案，并予l王冀份全部落实到应。

全局9个科室保留7个。即：办公室；编委办公室；调配科；

任免监察科更名为干部管理科并加挂公务员办公室牌子；科技干

部科加挂职称改革办公室牌子；王资福利科；退体干部管理辩。

1995年12月，调配科副科长赵和军去人才服务中心任职。

精蕙2个辩塞。鄹；综会计越诗科并入编蚕办公室，科长张

捷保留原级职待遇，拟任编委办公室副主任。按照政事分开的原

戴，将墨平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与人事蜀分离改为事业单位。精

简科室数占科室总数22％。 啦

全局共有成员40入，其中干郝38人，工勤2入。机构改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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