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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为适应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需要，按照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根据德才兼备的标准

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建设一支新型的干部

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

以史为镜知兴替。翻阅历史，可以看出这样的事实：哪个朝代

有较好的官吏制度，能从社会上招贤纳士，广罗人才，就会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政治上的兴旺，经济上的发展。反之，任人唯亲，豪门

专权，必然政治腐败，经济凋弊。

新中国建立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代表

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任用了大批的优秀干部致力于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期间，我市的人事工作取

得了显著成绩，为各条战线输送了数以万计的干部，为推动我市各

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聊城市人事志》较系统地记述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官吏制度

衣当代人事制度的具体情况，反映了古今在用人方面的经验教训，

为当前的干部人事工作和人事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有价值的咨询资

料。我市的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当阅读一下这本志书，以

便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硼辞
1 989年6月15日



吉台 吉
刖 青

根据国家关于编纂地方史志的指示精神，我们编写’了《聊城市

人事志》。

聊城历史悠久。早在远古时期，这里是炎黄子孙的生息之地，

是我国发展最早的文明地区之一。尧舜时期选贤与能的“禅让制”

在聊城历史上就有记载，历代的官吏制度在县志中可以看到一些Q

但是，都缺乏系统和完整的记载。为了弥补这个缺陷，这次编志我

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联系过去，着眼当代，立足聊城，搜集

了古今人事制度的有关资料，汇集成书口使我市社会主义时期的第

一部人事志具有“连续性”、 “系统性"和“全面性”的特点。

本志对历史资料，取其精华，对当代人事工作的资料，力求完

整，并对发展过程中的成绩和问题作了客观地记述，以体现志书的

存史、资治、教化作用，为今后的干部人事工作提供借鉴。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多次得到聊城市史志办公室的指导帮助，

承蒙市委组织部、市档案局，以及在人事部门工作过的老干部，给

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协助，为人事志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在此，表

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志时间较短，我们水平有限，志书中的缺点和差错难以

避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聊城市人事志》编纂组

1 98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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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聊城市人事局全体同志合影。

’—≈
蔓二刍一

1985年聊城市人事局领导人，自左至右：副局

长崔正英、局长贺文正、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任

栾玉彬、调研员张学荣、副局长张庆华。



《聊城市人事志》编纂人员，前排左起齐树藩、葛渊、梁金中、

张学荣，贺文正、杨玉生、崔正英、后排左起杜保瑞、范俊先、田

汉臣、温树珍、张庆华、任长河、张玉岜。

国

j

l

《聊城市人事志》评审人员合影。



《聊城市人事志》编纂组

组长： 贺文正

副组长： 张庆华 崔正英 张学荣

成 员： 任长河 张玉昆 ．

审 修： 葛 渊 张庆华 杨玉生

主 编： 梁金中

编 辑： 田汉臣

编 务： 杜保瑞 温树珍 范俊先 齐树藩



凡 例

《聊城市人事志》的编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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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观点，本着“详今略古，

古为今用，立足当代，服务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因事而异，追

溯事物的起源和发展。本志上限不定，下限断于1985@-。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前的资料占志书内g N 30 o勿，建立后的占70％。

· 一、内 容

卷首为大事记。正文1 1章，即概述，人事机构沿革，人员编

制，干部吸收录用，干部调配与任免，人才交流，干部考核与奖

惩，干部工资，干部福利，干部退职、退休、离休制度，干部教

育，共分25节，48个项目。卷末附记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聊城日军和国民党党、政、军、警概况。

大事记：按年代依次编写。从清朝末年戊戍变法，聊城推行自

治，记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36年中有关干部人事工作的重大

事件。

概述：按历史发展阶段，记述聊城官吏制度和当代人事制度的

变革。边叙边议，论述结合，并对今后人事制度的改革提出探讨性

的建议。
。

人事机构沿革：说明历代官吏机构的演变和当代人事机构的更

迭。连贯记述，纵不断线。 ，



人员编制：记述聊城古今县、乡两级人员的编制及其工作范围。

干部吸收录用、调配任免、人才交流：这三章是人事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这些工作的发展过程中记述了经验教训，为当前人

事工作和人事制度的改革提供咨询资料。

干部考核与奖惩：记述了五十年代“三会”一体考核干部的经

验和左倾错误对干部的伤害，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

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反映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干部工资、干部福利：这两章全面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以来的工资制度和干部的各项福利待遇。体现了在经济较为落后的

情况下，党和政府对干部生活的关心，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干部退职、退休、离体制度：反映了干部队伍的自然更替，记

述了干部离、退休后的政治、生活待遇。重点说明老干部发挥余热

的情况和对他们的服务管理，体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尊老、

敬老已逐步形成社会风气。

干部教育：简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干部的政治、文化

学>--：／，对提高干部政治素质和实现干部队伍“四化”所起的显著作

用。

二、体 例

本志以继承地方志的传统体例为主，并根据时代要求，作了合

理的改革与创新。采用记-志、图、表四种体裁，并增添了“概

述”与“引言”，对全文和各章分别进行综合论述，把原来的独立

设章，互不联系，融合为纵横一体，改变了旧志编排不科学的缺

点。



三、编写方法

l、突出时代特点。以当代人事工作为主体，在记述工作的发

展中穿插人物和典型，反映时代精神，深化志书内容，把旧志的静

态记述转化为动态记述，增强了志书的活力。

2、突出地方特点。本志选用资料以聊城为主体，重点说明本

地的过去与现在，凡与全国、全省有共性的古今资料，从简记述。

3、突出专业特点。本志的编纂注意了“深化内涵，控制外

延”，争取把人事工作写深写细。旁系资料一般不取，力求体现专

志贵专的原则。

四、志书行文力求合乎规范

1、凡词语、名称、称谓、时间、图表等均按志书规定书写。

2、凡数字、百分比、公历年代，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历史

年代和农历月日，用汉字书写。

3、凡引用法规和重要文献，文字和数字的书写，均忠于原

文。

4、聊城市曾称为聊城县等，关于聊城的名称，一般称市，在

某一阶段的记述中，按当时的实际情况称市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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