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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乐至县民政志》的问世，是全县民政工作者值得庆幸的一

件大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编纂《乐至县民政志》，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把握民政工作发展变化的规律，力求全面、客观、准确、鲜

明地反映1986年至2005年的20年间，在改革开放时期民政工

作的生动实践。既有经验，又有教训，不仅是对全县民政工作的

客观记载，也能为社会各界提供真实可信的信息，为全县的经济

建设服务。

为全面系统、客观真实地对乐至县民政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加以记载，进行研究和总结，县民政局于2005年8月成立《乐

至县民政志》编纂工作领导小组，明确指导思想和方法步骤，落

实撰写人员，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资料，历经两个春秋的勤奋写

作，数易其稿，终于通过审查批准，完成了《乐至县民政志》的

编纂。

在编纂《乐至县民政志》的过程中，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和

支持，也得到县志办公室及有关专家、学者的热情指导，在此，

我表示深切的谢意。

乐至县民政局局长赵五六

二oo七年八月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运用详实可靠的

资料，实事求是地记述乐至县民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秉笔直书

其成就与挫折，努力把《乐至县民政志》编成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相统一的部门志，起到“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

二、人物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收录1986

年至2005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的革命烈士。其他事迹显著

人物，纳入有关章节以事系人。概不褒贬。

三、本志以章节为层次排列。运用述、记、志、传、图、表

等体裁，以志为主，图、表附于各章节之中，力求结构合理，归

属得当，条理清楚。

四、本志的时间断限，上起1986年，下讫2005年。

五、本志数据源于乐至县民政局《年度工作总结》、《民政业

务(年度)报表》、《民政工作文件选编》、《民政工作简报》、《专

题报告》、有关文件和气象资料等。所用资料均经过核实、鉴别，

志中均未逐一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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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至县民政志

概述

自国家产生以来，统治阶级为缓和阶段矛盾，维护其统治秩

序，都少不了民政工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据古籍《周礼》载，在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

年)时期，国家机构中就设有分管民政工作的官员。西周之后的

历代国家机构中，都有分管民政工作的官员。但没明确设民政机

构，也无“民政"概念。民政的概念是随着民政事务和民政机构

的产生而出现的。

何谓“民政"?古时无“民政”一词，民与政两字不连用，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民’’字，汉朝许慎《说文解字》中称：民者，“众萌也”。

古代民字泛指被统治的庶人。“政”字，古籍《尚书》、《周礼》、

《论语》中，除表达政治的函义外，通常用来表达政务、政事，

有一般的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意思。在国家古籍中，最早使用

“民政"一词的是南宋徐天麟编撰的《西汉会要》和《东汉会要》。

在这两汉会要中，将户口、风俗、乡役、恤流民、劝农桑、禁厚

葬⋯⋯列入民政门类，形成初步的民政概念。政府的民政机构始

于清代。清光绪32年(公元1906年)7月，清政府发布《仿行

宪政》。同年9月，又将原来沿随唐制设的6部改为11部，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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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至县民政志

“巡警为民政之一端，着改为民政部’’。民政部设置大臣、副大

臣，左、右丞，左右揪及参政厅、黼(拟定法令章程)和
民治(地方行政)、警政、疆里、营缮、卫生5司。

1911年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设置内务部，1928年改

为内政部。1932年颁布了《内政部组织法》，规定内政部管理全

国内务行政事务。1936年修正《内政部组织法》，内政部设总务、

民政、警政、地政、礼俗等5司和统计处。其中，民政司管地方

行政、行政区划、地方官吏任免、户籍、选举、地方自治、赈灾、

救贫、慈善、．国籍、自来水和不属于其他部门管的民营公用事业，

在组织机构上，与中央设置内务部相适应。各省均设置民政厅，

县设置民政局。两千多年来，尽管朝代更替，民政事业一直未被

取销，其业务由简至繁，日益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

设内务部，各大区设民政部，省设民政厅，专区和县设民政局

(科)。1968年内务部撤销。1978年国务院重新设立民政部，省、

地、县分设民政厅、局。

乐至县办理民政事务，清代为知县公署吏房。民国载房改科，

县署置行政、司法两科。行政科统管全县政务。民国24年(1935

年)4月，裁局改科，县府设立第一科，掌管全县人事、社会、

劳动、警察等政务。民国29年(1940年)．更名为民政科。民国

35年(1946年)更名第一科。

1950年1月6日，乐至县人民政府成立，设民政科，主管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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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人事、卫生工作。1951年析出人事。1957年民政与劳动、

转业建设委员会合并，析出卫生。1962年精简机构，民政复与人

事合并，析出劳动。1968年10月，乐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设

生产指挥组，下设民事组，管理民政、劳动、卫生工作。1972

年4月改名为民政组。1972年11月恢复民政机构，改名为乐至

县革命委员会民政局。1975年8月更名为乐至县民政局。1976

年退伍安置办公室合并于民政局。1977年2月劳动、卫生分出设

局，至1985年，民政业务仍以优抚、救灾、救济、安置以及婚

姻登记、殡葬改革为主。1986年至2005年，新增业务主要是：

社会捐赠、社会救助、福利企业、销售彩票、老龄工作、社团登

记、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行政区划、勘定行政区域界线、地名

管理、收养登记等。

县民政部门始终认真贯彻国家制定的民政工作方针、政策、

任务。1983年4月，国家确定民政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基层政权

建设、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行政区划、殡葬改革、

婚姻登记等项工作，这些民政工作包括的主要对象有：烈属、军

属、残废军人、老红军和复员退伍军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

城乡社会贫困户和无依无靠的老、残、幼、痴、呆、傻、精神病

人，盲、聋、哑人，社会上流浪乞讨人员和遭受灾害的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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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象约占总人口的2慨。民政工作范围广、对象多，任务重。

1983年民政部将民政工作各项任务概括为：政权建设、社会保障、

行政管理3个部份。表述了民政工作的职责、范围。1988年12

月17日全国民政工作会议将民政工作的任务确定为：发挥社会

稳定的作用，服务于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此后一

直贯彻这一总任务。

民政工作主要是发挥社会工作的职能，处理一部分人民内部

矛盾，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县民政部门通过各项具体业务工作，

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保障有困难的人民群众从国家和

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其目的，就是通过解决社会矛盾，调

整社会关系。其性质，具有政治性、社会隆和行政性。

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关心和重视民政工作。毛泽东说：“民

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不要怕麻烦’’。朱德说：“民政部门就是

人民群众的组织部⋯⋯人民群众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就找民

政部门。”陈毅说：“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百姓解愁"。国务委员

李贵鲜1994年5月13日在第10次全国民政会上说：“民政工作

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既管英雄好汉，又管流氓地痞；

既管最可爱的人，又管最可怜的人。"江泽民说：“做民政工作的

同志遍布各个角落，和广大群众在一起，关心群众的利益，关，◇

群众的疾苦，缓解社会矛盾，同时也解决社会问题，这对于促进

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重要指示，一方面指出

了民政工作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民政工作方法。由于民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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