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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

《麻粟坡县民政志》的编纂工作，在各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经全体编写人员的艰辛努力，历经十戡，几易其稿，终于问世。这是

我县民政工作史上的大事，也是全县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值得祝贺并向同志们表示谢意l

<麻粟坡县民政志》以丰富翔实的史料，详递了从清朝康熙四

十二年(公元1703年)至公元1995年间麻栗坡县民政组织机构的

设置、行政区划、基层组织建设、优待抚恤、复退军人安置、救灾救

济等各项民政工作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体现了民政工作的多元性、

群众性和社会性，突出了边疆、民族、战区的特点，重点记戡了新中

国成立以来．麻栗坡县民政工作在救灾救济、扶贫开发、拥军优属、

基层建设和在10年的守土卫国战争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和取得

的显著成缋。

‘麻栗坡县民政志》是一部地方民政文献史料，是民政工作中

的一部宝青的参考资料，它具有“教化、资政、存史”的作用。

民政工作是农村稳定和发展的基石．它涉及面广．工作量大，

且项项重要，望各级民政部门充分发挥其工作职能，为党政分忧，

为民解愁．积极为麻秉坡县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作贡献。同时希

望社会各界共同关心民政工作，支持民政工作．促进我县民政事业

的健康发展。

县长陈坤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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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二

民政部门是政府管理民政事务的职能部门。是国家常设的行

政机构。民政工作具有中国特色．它是泛指中国历代国家或政府以

人民群众为对象，与人民群众切身权益密切有关的一定社会性、政

治性的社会行政管理工作。其工作内容繁多，涉及面也很广，仅建

国后的民政工作来说，它就涉及国家政权建设，社会保障，社会福

利和政府行政管理等各个方面。这样具有广泛性、群众性的多元社

会行政管理工作．在时间、空问上都与广大人民群众息息相关。民

政工作甚为重要，民政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民政部门是人民群众的

组织部，人民有什么困难或问题。就找民政部门，民政部门。上为中

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为总结民政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利

借鉴。鳊纂民政专志，义不客辞!

麻粟坡未设治以前，自清康熙42年(公元1703年)开始．麻秉

坡的民政事务，由开化府管。清光绪22年(公元1896年)，麻粟坡

设交涉副督办。公元1914年(民国3年)．改副督办为特别区对汛

督办。其间麻粟坡的民政事务分属西畴、马关、广南等县办理。至

1917年，云南省授予督办全权负责特别区民政事务，地方民政才

由督办署管理，督办暑设总务科兼管民政工作，直到1933年(民国

22年)，正式在督办暑内设立民政科，职掌地方民政事务。在风云

纷繁的历史长河中，民政工作忽落忽起，可谓兴表并存。源远流长。

“生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

职责。鳊纂志书的目的就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未，激励后人的千秋

大业。在县委、政府的统一部暑下，于1988年成立了《麻粟坡县民

政志》缡纂领导小组，开展工作。《麻栗坡县民政志》的编纂，以马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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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

义的基本观点，实事求是，详今略古，记载了1703年至1995年麻

栗坡县民政机构设置，党群组织，政权建设，优待抚恤，复员退伍军

人和军队离退休干部的安置，扶贫扶优，救灾救济，社会福利，地名

管理，社团管理，来信来访，经费管理，婚姻登记管理，殡葬改革等

民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为今天和将来民政工作的改革发展提供

了一份珍贵的史料。特别是以丰富翔实的史料记述了新中国成立

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麻栗坡县的民政工作在发展社会民

主，促进人民政权的巩固，保障和改善优抚对象的生活，搞好救灾

救济，促进安定团结，以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的民政

工作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

推进民政工作的改革，发展社会福利生产，扶贫扶优．救灾救济，统

筹优待，残疾人福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

不断进行改革，并有所创新，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麻栗坡县民政志》的编纂工作，在政府的重视下。鳊撰人员不

辞艰辛，跋山涉水，走访知情人，在资料残缺，又无前可借鉴的情况

下，克服种种困难，查阅、搜集数百万字的资料，废寝忘食地工作，

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历经十戴，终于煽写完成，出书问世。这无疑

是麻粟坡县民政工作上的一件大事。

修志是一项拓荒性的工作．尽管蝙撰人员竭尽全力，但由于资

料不全，加之受客观条件的限制，《麻粟坡县民政志》虽然问世了，

但疏漏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麻粟坡县民政志》的问世，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几易其

稿，到最后定稿。它凝结着各级领导、民政战线上的全体同志、鳊纂

人员的心血和汗水，也得到了县志办、社文办等有关部门的热情帮

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局长关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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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实事求是．详今略

古，详近略远，全面客观地反映麻栗坡县民政工作的历史发展和演

变过程。

二、注重反映麻栗坡县民政工作的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按公

元1995年间县级民政工作的性质，业务范围。分门别类，重叙史

实，记叙沿革与现状。

三、本志上限为清朝康熙42年(公元1703年)，下限至公元

1995年(本志中有个别材料不受此年代限制)。

四、采用章、节、目排列，配以照片、图、表等。

五、本志文体除引用部分原文外．均用现代汉语语体文。

六、本志的历史纪年，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大事记外，

一律用公元纪年，二十世纪年代，只出现“年代”，如“50年代”，时

间即为“20世纪50年代”。

七、文中出现的区划名称，为当时区划名称。
’

八、本志中所涉币值、金额及度量衡．清朝、民国时期用当时的

名称和单位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币值按当时单位，未加

折算．1955年前为旧人民币，1万元折算新人民币1元。度量衡的

重量以“千克”为单位(个别资料因无法折算，仍沿用当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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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军区司令员陈鏖五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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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第十三集团军军长桂全智题词

毳伎托居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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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第六十七集团军副军长李凤龙题词



建硝
设烂

山岔省军区副司令口贝郑广臣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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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6月麻栗坡县

发生百年未遇特大澎

1995年11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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