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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部长赵东宛手1991年8月为《重庆人事志》题

词：。实事求是，总结经验，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服务．”

求是，总结经干部人争刹

芊服多
导宛

一礼忆，音

八其



瓤缸雩幻删

，

骂召 l耄H气．

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于1991年9月19日题词：“祝

《重庆人事志》编辑成功。盛世修志，惠及后人，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

的社会主义事业代代相传。”

嗲：多技量纨馐彳

—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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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看虫
牝食
笈主

矍参高篷
分彼
孛乡中
作更

中国共产党重庆市顾问委员会主任王效才于1991年7月题词；。修好重

庆人事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好地发挥志书的作用。”

修好重褒人事志在
互赦山彳



●

徼∞夭
●

重庆市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主席黄冶于1991年7月题词：。存史、资政、

育人。祝贺《重庆人事志》编辑成功。”

概贺爹銎

专于最少Z夕．



昭

墨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冯克熙于1991年冬题词；。尊重

人才，用好和管好人才，从人事制度上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发展．
为重庆市人事志题”．

言人膏冈衿p昔峪人j彼人哮种，厦▲孚公口令孟蚕无f乏俘沤泓农主餐埙坩似

过江的积妇佐承

易衣秦、吁天孕走

7与支‰九一睛鸿■腧。什



序 言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历史传统。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

重视这项工作。从50年代起，修志工作就被列为国家科学发展规

划，特别是80年代将其列为“七·五”发展计划后，全国出现了“盛

世修志”的喜人景象。

人事专业志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编修人事志是历史赋

予政府人事部门的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工作。1987年5

月，按照市政府编纂地方志的统一部署，我局开始了编修《重庆人

事志》的工作。1989年，时值重庆得名800周年，建市60周年，解

放40周年，完成志书初稿。后又根据各方面对志书初稿的意见，再

次进行精心修改补充，终使志书趋于完善。1991年11月，志书定

稿。

《重庆人事志》是重庆第一部人事专业志书，它的问世，具有重

要的意义，有着。资政、育人、存史”的作用。《重庆人事志》可供人事

部门及领导机关总结经验，探索人事管理工作的发展规律，进行科

学的决策；可使我市广大人事干部了解过去，把握现在，展望未来，

增强敬业精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效，优质地实现我市人事工

作的“三个转变”(即思想观念、工作重点及工作方式的转变)，推进

“四项改革”(即机构、人事、工资和职称的改革)，搞好“五项服务”

(即为科技兴农、科技兴工、重点建设、知识分子和基层工作服好

务)，为重庆实现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贡献力量；

同时，还能为后人保存可资徽信的历史资料。可以说，《重庆人事

志》功在当今，利有后世。

《重庆人事志》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循《中国共产党关

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力图全面反映1840年至1985年
·1 。



间，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

庆人事工作发展、变革和完善的情况。为了全面反映重庆市干部人

事制度改革的重大变化和重要情况，志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上

下时限，在附录中，另辟专辑对1986--1990年全市的人事工作进

行了记述。

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是《重庆人事志》显著的特点。“实”是志

书的灵魂。志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历史事实，公正客观

地反映重庆人事工作的历史与现状。述事、载物、传人，均以史料为

依据，力求准确无误，因而具有可靠的史料价值。

体例严格，分类科学，是《重庆人事志》的又一特点。严格志书

的体例，是保证其性质所必须遵循的准则。《重庆人事志》严格按照

修志的体例要求，实行编年体和独立成章，连续立书的原则，采用

横排竖写的传统方法，设置有志、记、传、图、表等，以“志”为主。同

时，在内容的设置上，将人事工作的各方面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分

类。计有人事管理机构沿革、人员编制、吸收录用、调配安置、培训

考核、任免奖惩、工资福利、退休退职、科技干部管理、军转干部安

置、职官以及近现代重庆籍人物简介、解放后重庆市市级各委办局

和各区县行政领导人名录等。

在内容的安排上，《重庆人事志》详今略古，粗细相宜。面对志

书记载的内容时限长，跨度大，清末，民初的人事资料已很难搜集

这一难于克服的局限性，志书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反映新

中国成立后我市的人事工作情况。由于解放前数十年的战乱和建

国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人事工作出现过断层。因而志书就

依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对上述阶段采取粗线条叙述，有的地方

点到即是，较好地处理了“横不缺块，竖不断线”的体例要求与实际

状况所造成的矛盾。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重庆人事志》内容丰富，特色突出。一方

面，它不但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自1840--1985年重庆人事工作情

况，另一方面，它还具有很强的人事专业性，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强

烈的时代特点。让人阅后既能了解重庆人事工作的全貌，又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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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专业知识，窥见重庆面貌，触摸到时代的脉搏。这是值得肯

定的。

当然，《重庆人事志》也有其不足之处。编修人事志，对于我局

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没有经验，没有范本，内容庞杂，时间跨度

大。加之水平所限，故有不少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

指正。

重庆市人事局局长王方启
1991年11月12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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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重庆人事志》(以下称本志)，编纂的指导思想和体例要求

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

和遵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以及社会主

义新志书的体例要求，追溯和研究本市人事制度的形成及演绎。志

书资料可靠，秉笔直书，如实地反映重庆人事工作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横排竖写，按编年体实施编纂。设有卷首、章、节、目及

附录。

三、本志时限，上限1840年，下限1985年。纪元以公历。按照

“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立足当代，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以后本市人事工作的史实。对1966--1976年十年间“文化大革

命”的记叙，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作了处理。1985--1991年，

关于市人事局内部机构的设置及有重大影响的工作，在附录中加

以反映。

四、本志采用记、志、表、图、录的体例形式，以志为主进行表

述。无论述事、载物、传人，均以记叙为主，不加褒贬，用历史说话。

五、本志采用白话文表述，立言直叙，力图简明扼要，通俗易

懂。

六、按照国家语言委员会《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反映志书中的有关数字。本志中的文字及标点符号，则按国家

现行有关规定使用。为求准确性，有些计量单位维持史料的原始记

载。

七、本志中的称谓，历史朝代一律沿用通称，人物直书其名，不

加褒贬词意，不加“先生”、“同志”之称呼，不加所任官衔职务。

八、本志中对专用名词或单位名称的表述，一般用全称，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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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繁而需简称时，在首次出现时则冠以全称，尔后用简称，并加以

注明。

九、本志中所提的解放前、解放后，是指重庆市1949年11月

30日解放时为界。文中的清末时期，是指我国清代末期f民国时

期，系指中华民国时期；共和国时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十、本志职官人物按“生不列传”原则和其任职时间、历史作用

和社会影响，采用简介、名录的方式入志。对市级行政领导人和重

庆籍历史人物一般以简介反映，对解放以后的市属部、委、办、局、

行及各区、县的行政领导人则以名录记载。领导人的任职时间应包

括起、离任时间，文中名录以任职届次体现，后者的接任时间则是

前者的离任时间。

·5。



重庆简介

重庆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是西南地区的水陆交通枢纽和

内河x于夕l-贸易港口，是全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工农业基础较好

的一座具有多功能、综合性的特大城市。

重庆又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曾有江州、巴州、楚州、渝

州等称谓。北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因州人谂反，改渝州

为恭州。南宋孝宗淳熙16年(公元1189年)2月禅位于光宗。光宗

为孝宗第三子，封恭王，封地为恭州。按宋代制度，由宗藩入承大统

者其原封邑即位大典时升为府，故同年8月升恭州为重庆府。因光

宗藩封恭州，此为一庆；又由恭王承嗣帝位，再为一庆，双重喜庆，

故名恭州重庆。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的东南部。地跨东经105。17'～107。041，北

纬28。227"---30。26r，南北长220公里，东西宽208公里。中心城区

位于东经106。、北纬29。，处于长江、嘉陵江汇合处，依山傍水，参

差错落，素有“山城”之称。重庆属亚热带季风区的湿润气候区，全

年平均气温17℃～18．8℃，极端最高气温为39．8"C～43．O'C，是

长江流域“三大火炉”(南京、武汉、重庆)之一。深秋冬季多雾，累积
年平均雾日为67．8天，亦有“雾都”之称。

重庆设市于20世纪20年代。1921年刘湘驻防重庆，以四川

总司令兼省长名义设重庆商埠督办，开始酝酿重庆设市。次年改商

埠督办署为市政公所，1926年改市政公所为商埠督办公署，1927

年改为市政厅，1929年2月15日正式成立重庆市，改市政厅为市

政府。

重庆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就出生在重庆。重庆尚

建有邹容、喻培伦等辛亥革命名人志士的纪念碑。著名的红岩村，
·6‘



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办公旧址，

市区中山四路的桂园曾是毛泽东与国民党代表谈判的所在地，《双

十协定》在此签字，它们与《新华日报》旧址、周恩来城内办公处共

同组成“红岩革命纪念馆”。位于沙坪坝歌乐山麓的。中美合作所集

中营”，曾是美国方面为国民党训练特务进行恐怖活动、屠杀共产

党人与进步人士的基地。廖承志、叶挺等曾囚禁于此。爱国将领杨

虎城、黄显声，共产党员罗世文、车跃先、江竹筠等先后在此遇害。

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对囚禁在此的300多位革命志士进行了集

体大屠杀，史称“一··二七”大惨案。为了向后人进行革命传统教

育，市人民政府在此修建了烈士墓，建立了。中美合作所旧址展览

馆?。还建有“三·三一”殉难烈士墓、较场口事件纪念碑、张自忠将

军墓、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等。

陪都时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参政会、国民政府行

政院、国防部、外交部，以及盟军司令部、大韩民国流亡政府，苏、

美、英、法等国大使馆等设于重庆，蒋介石、林森、冯玉祥、李宗仁、

孙科、马歇尔、史迪威、宋氏三姐妹(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郭沫

若、陶行知、老舍、徐悲鸿等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也曾云集山城。

国民政府迁都来渝，对重庆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影响。随着国民

政府各机关、工厂企业、金融、科技文化机构的内迁，重庆由一个地

区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跃而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

济、文化中心，从四川东部的一座中等城市变为一座国际名城。

1939年5月5 El，国民政府宣布重庆市由省辖市升格为中央直辖

市，1940年9月6日，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

重庆作为中国的抗战首都，东部发达地区的先进科技人才和

技术力量迁渝，使重庆原有的各种自然条件得到了利用，促使形成

近代重庆经济发展的一次高峰。据史料记载，抗战期间约有400多

家沿长江中游的内迁厂矿(占该地区1／3)在渝开工。这些厂矿包

括机器制造业、化工、冶金、建筑、制革、橡胶、服装、纺织、电工器

材、印刷纸张、文教用品等工业门类，加上原有工业企业，当时已发

展到1500多家，金融企业近100家，各类商帮100多个，城市人口
·7‘



由30多万猛增至120万，使重庆的工业体系得到了调整充实，成

为“国统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抗日战争期间，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长期驻重

庆，领导我国南方和“国统区”的斗争，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

设，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壮大进步力量，

为推动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45年抗战胜

利后，毛泽东从延安亲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国共和平谈判，签订

了著名的《双十协定》。1946年6月，国民政府回迁南京，随后撕毁

《双十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1949年8月，战败的国民政府再次

由广州回迁重庆，不久便逃往台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二野战军主力和十八兵团等部队于11月30日开进市区，宣告重

庆解放。

此后，重庆被定为中央直辖市和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邓小

平、刘伯承、贺龙、陈锡联、曹荻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担任过主

要领导工作。1954年西南大区撤销后，重庆改为四川省辖市，但中

央明确原直辖市待遇不变。1978年正式对外开放。1980年辟为对

外贸易内河口岸。1983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原永川地区并入

重庆市，实行市带县的行政体制，并作为全国第一个进行经济体制

综合改革试点的大城市，列为全国第一个计划单列市，享有省一级

的经济管理权限。重庆现有9区12县，有县辖区120个、镇87个、

乡744个，有街道办事处67个。全市幅员22341平方公里，人口

1448万，其中非农业人口354万。总人口居世界各大城市第三位，

仅次于纽约和墨西哥城。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重庆人民发扬艰

苦创业精神，使全市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推动下，重庆的工农业生产、交通、通

讯、城市建设、商业贸易、财政金融、文化事业等都取得了重大成

就。

在全国工业行业的40个大类、212个中类、539个小类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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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有39个大类、178个中类、433个小类，已形成一个门类齐全、独

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解放40年来，重庆为国家创造工业总产值

2372．80亿元，平均每年以10．7％的速度增长。1990年创造工业

总产值216．61亿元，比1949年增长63．66倍。1990年末，重庆市

有工业企业7976个，固定资产原值达193．75亿元(净值129．11

亿元)，在全国大城市中居第4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广州；重庆市

拥有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大中型、高精尖设备以及数控设备均高出

全国平均水平的50％；重庆工业在80年代生产出了一大批新型

日用、机电产品，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同时发挥军工企业

，“军转民”的优势，生产出轻型“嘉陵”、“雅马哈”摩托车、微型“长

安”汽车，成为享誉全国的“摩托城”。据1990年底统计，市内有重

庆机床厂、国营嘉陵机器厂被评为国家一级企业，44个厂家被评

为国家二级企业，139个厂家被评为省级先进企业。1979年至

1990年，全市有2045个产品获奖，其中获国家金银质奖的83个，

获部级奖的545个，获市级奖的1417个。“七五”期间，全市有308

个产品的质量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1133个达到国内先进水

平。“天府可乐”被誉为世界“一代名饮”，行销港澳、新加坡、马来西

亚，还与日本、美国的企业达成联合开发协议，在国内24个省市地

区建立了60多个联合生产、经销单位。

扩大对外经济合作。自1 984--1 99 0年底重庆市直接开展x于)i-

经济合作，共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经济援助项目以及在

海外举办非贸易企业累计达122个，合同金额3．25亿美元，派出

劳务人员共4025人次。此外，接受国际多边双边援助13项，金额

1903万美元。】990年新签海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海外企业项目

23个，合同金额3468万美元，其项目涉及美国、苏联、加拿大、日

本、乌干达、坦桑尼亚、塞旺岛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实施的项目共

34个，完成营业额5303万美元，外汇净收入1323万美元。1984—

1990年，重庆市对外劳务输出4000多人次，合同金额5125万美

元，为国家创汇830万美元。重庆市政建设联合总公司等外经企业

在埃及、乌干达等国承包工程项目，质量好，进度快，树立了良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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