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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龙岩地区人事志》是地区人事编制部门的部门志，又是《龙岩地区志》专业分

志之一。它根据人事编制部门的职权范围和主要任务，实事求是地记述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87年底止38年来的人事编制的整个发展历程。它既记述了

闽西苏维埃政权时期，在人事工作上所形成的“党管干部’’的光荣传统，精兵简政，

培训干部的丰富经验以及工作人员廉洁奉公的优良风尚等等；更详细记载了中国

共产党第十一届第三次全体会议以来人事编制部门在拨乱反正，不断改革中所走

过的不平凡历程和取得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如实地反映了某些时期我们工作中的

失误和教训，特别是象“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全局性的、长达10年之久的“左"倾

严重错误，给全区人事编制管理带来的巨大损失和惨痛教训。以上这些正反两方

面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深化人事编制管理制度的改革，增强工作效能，提高管理效

益，使人事编制管理朝着现代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并使之不断

完善，无疑是很有益处的。此外，对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置汀州开始，直至建

国前历代的地方官制与官员的配备、任用以及考核、奖惩等的记载，或许也有其可

资借鉴之处。 ·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一。盛世修志，是中华灿烂文化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之

后，宣告中国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代。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第三次

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拨乱反正，继往开来，为写史修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新编的《龙岩地区人事志》，

望能在逐步创立一套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事编制管理体制和管理

制度，更好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中发挥“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谨为序。

邓宝彬

1991年6月于龙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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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龙岩地区人事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

论，力求系统地记载本区人事、编制管理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上限溯源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建汀州开始，详今略古，存真求

实，清代以前地方官员名录从略，民国时期收录至县政府县长职，苏维埃时期收录

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建国后地直工作机构收录至常设机构(处级)正副职，县

(市)级正副职。人事编制机构领导人名录下伸一级。下限截止于1987年底。

三、本志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全志设8章。首设序、概述、大事记。层次名称

分：章、节、目、子目，志末附后记。全志采用文字记述与图表录相结合体裁。图表是

本志重要组成部分，排在各章、节之后。

四、1949年10月1日前纪年，先书朝代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用

阿拉伯字纪年，括注公元纪年。记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与活动时，用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

五、历代政府、职官等，均按当时的称谓。组织机构名称，首次出现时一般用全

称，后用简称。为了查对方便，志末附组织机构名简称表。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龙岩地区档案馆、行署办公室档案室、地区人事局各科

室、编委办和地区老干部局、地委组织部等有关资料，以及《中国共产党福建省龙

岩地区组织史资料》、《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福建省人事、编制志》、《民国福建省

县以上行政长官名录》和《汀州府志》、《龙岩州志》、《龙岩县志》等。此外、也走访一

些老同志，有些问题直接找有关单位或当事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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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述，
●

龙岩地区的人事编制管理，历经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史。从唐开元二十四年

(736年)置汀州始，就产生一套对官吏选拔、任用、奖惩等严格的管理制度。尽管由

JI= 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封建社会的选贤任能、德才兼备的要求，从根本上讲是为维

护封建统治服务的，但对其开科取士的科举制，采取公开竞争考试，优者授官的办
～

'_法遴选官吏，并注意考用结合，量才授职，以及实行“年老与病者退休离职、才力不

及与治事浮燥者酌情降调一等考核奖惩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有其值得

+．借鉴之处。民国初期，军阀割据，地方官吏各自为政，人事管理极为混乱，后来，民

．国政府试图改革，曾颁发诸多法规、法令，但由于政治的腐败，加上战争等原因，官
·‘

僚机构庞大，贪官污吏猖獗，裙带之风盛行，终于导致民国政府的复灭，这与人事

管理上的不治，不无直接关联。 ·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西大地普遍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实行党管干

部的原则，精简机构，工作人员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开创了干部人事管理的

新纪元，为本区的人事编制管理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新中国的人事编制管理积

累了宝贵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龙岩地区的人事编制管理，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的发展而发展，干部队伍不断壮大，至3987年底全区干部总数达5万人(含教

育系统)，比1949年底增加9倍，一支能为振兴闺西经济的专业技术干部队伍基

‘本形成。， ，‘ 、

一

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一前的17年，是全区人事编制管理的建立和初步发展
^

●

，
。

阶段。。
。‘

i’ 建国初期，全区人事工作由专员公署民政科人事股管理，1952年10月成立专

、：’ 署人事科，1959年4月改称人事局．同时成立专署编制委员会及其办公室。随着人

， 事编制机构的建立和健全，逐步建立起各级机构设置与人员编制、干部的吸收录

用、调配、任免、培训、考核、奖惩、工资、福利和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军队转业干部

安置，以及退休、退职、劳动锻炼等各项规章制度，从组织上保证了全区经济迅速
． 3



恢复，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顺利发展。这一时期，人事编制部门遵照党管干

部的原则，根据党和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一方面在留用、改造旧机关的职员同

时，着重大量吸收从历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积极分子，以及．

接收安置大中专毕业生和军队转业干部，充实壮大干部队伍，满足了各项事业发

展对干部增长的需求；另一方面，根据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各项任务的需

要，对机构编制先后进行多次调整和整顿。其中尤以1960年下半年至1963年在

全区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精简整编运动，精减全民职工(干部、工人)51％计5．1

万余人，加强农业第一线，对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起着极其重要作用。这一时期

人事编制管理的发展也是曲折的。1957年以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全区开展

了反右派、“拔自旗’’、“反右倾"、『“整风整社”等政治运动，发生了阶级斗争严重扩

大化的错误，虽经1962年的甄别平反，但是“左”的偏差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得到清

除，以致在后来的“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使不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

击，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全区人事编制管

理的混乱阶段。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地、县人事编制机构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

痪状态。继而人事干部下放，机构无形撤销。党的人事管理的优良传统被全盘否

定，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和许多知识分子，普遍受到残酷的批判斗争，在“清理

阶级队伍’’斗争中，又错整了大批干部，错误的惩戒给全区留下了大量冤假错案。

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被废弃，干部统计工作也遭到破坏，以致1966年～1970年的

5年中，干部统计全区出现空白。总之，。文化大革命’’的10年，给全区人事编制工

作造成惨重损失，教训极为深刻。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的召开，使全区人事编制管理进入恢复发展和改革的新的历史阶段。

在拨乱反正的大好形势下，1979年恢复了地、县人事编制机构，并逐步得到加

强。1982年地区人事局内设5个科，1984年地区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由科级升格为

副处级。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在人事编制管理上正本清源，努力纠正“左”倾错误，

确立为经济建设这一中心服务的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

改革人事制度，开发人才为重点，全面开展各项工作，开创了人事编制管理的新局

面。全区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全部得到复查平反。改正错划右派分子案件，299名
4



错划人员收回安排工作。全面开展科技队伍普查，检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228名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得到调整归队。开展技术职称评定和职务聘任工作，

8152名技术人员获得各种专业技术职务。对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强调专业对口、

学用一致，并以优惠政策鼓励科技人员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特别是支援贫困山

区的经济建设。为6230名专业技术干部和教学人员的农村家属办理“农转非一，把

2．3万余人由农村迁往城镇转为非农业人口，由国家供应粮食，解决了他们的后顾

．之忧。改革干部管理体制和干部吸收录用、调配、任用等制度，实行公开招收、自愿

报名、金面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吸收录用干部，把竞争机制引入干部人事管理。

根据。管少、管好、管活一的原则和分级管理、层层负责的办法，以简政放权为中心，

，适当下放人事管理权限，增强基层与企业的活力。干部调配从原来单一的组织调

动，扩展为组织调动、公开招聘、签订合同和承包任务等多种形式，促进了人才的

，合理流动和智力交流，并在一部份乡镇中试行聘用制，为干部能进能出、能上能下

探索新路子．实行岗位责任制，并与考核、奖惩制度相结合，增强机关活力和干部

的责任感与事业心．全面恢复地、县(市)委党校，先后组建了千校、干训班、业余学

校、专修班等，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改革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实行干部离休制度，使干部离、退休制度逐步走向正常化、制

度化，为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提供了前提条件，通过机构改革、调

整领导班子，初步实现了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
’

这一时期的人事编制管理和改革，迈开了新的一步，成效显著。但是，由于受

干部管理体制和干部制度等的约束，全区的机构设置与人员编制，始终在精简与

膨胀之间徘徊，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现象依然存在。人事立法尚不完备，某些制度

有待完善。随着政治体制和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龙岩地区的人事编制管理，在深

化改革中，通过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把握人事编制管理的发展趋势，必将逐步建立

起一套现代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人事编制管理制度和科学体系，在为全

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中，作出新的贡献l

5



．大事记

(闽西解放后)

1 9 4 9年

9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闽西南联合司令部解放龙岩城，并迅而解放、接管

整个闽西7县．

9月，闽西地委创办“闽西公学”，10月招收学员388名，经短期培训，派住各县工作·

11月，省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专署民政科，内设人事股，具体办理干部人事工作·

1 9 5 0年

1月，中共龙岩地委成立学习委员会，组织干部参加各级举办的文化班、短训班和各类专

业学习班学习，当年春秋先后举办2期干训班，培训区级党政主要干部·

6月，对行政、公安、税务、粮食和区武装进行以清理精简留用人员为中心的“整编”辱动·
下半年起全区实行供给制统一标准．

当年起开始接收大中专毕业生分配j
、 ．

1 9 5 1年

组织干部投入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接受教育和考验。当年参加“土

改”的2146人，有800人提拔为县、区级干部．

6

1 9 5 2年

2月，龙岩专区专员公署监察处成立，下半年各县相继成立人民检察科，开展行政监察工

，

L



，

4

‰

，

作，查处工作人员中的失职和违法乱纪行为．

3月，试行供给加津贴的制度． ．。

7月，实行以。工资分”为计算单位的工资制．

10月，龙岩专署人事科成立，管理原由专署民政科人事股办理的干部人事工作．·

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基础上，专署成立整编委员会，具体领导全区

开展整编工作，整顿各级机构。 ’

当年起，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制度。 ．-

12月，党群系统办事员以上干部执行离职休假制度。专、县举办党训班，培训党员干部和

农村积极分子。 ．．

t

1 9 5 3年

在“新三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违法乱纪、反对强迫命令)运动基础上，全区开展评选模

范运动。

当年，全区上调117名干部到省级机关分配工作。

1 9 5 4年
’+

6月，改供给制加津贴的工资制度为‘‘包干制”．工作人员以现行职务，结合“德、才一，并适

当照顾其。资历”的原则，重新评定包干费级别。

1 9 5 5年

●

对行政机构及编制进行精简和调整，重点精简专署级编制，专级行政人员从原来的295

人，减为252人．
’

5月，撤销县一级监察机构，干部惩戒工作，由县人事部门承办．’

。 卞半年起，国家机关、文教、卫生等事业单位取消。工资分”制度，改为实行全国统一的货币

一工资标准加物价津贴制度。

当年起，龙岩专区开始办理职工退职手续．

地专各系统干部实行分口管理．

全区开展内部。肃清反革命”运动．
、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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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6年

3月，中共龙岩地委党校正式成立，并组建地委初级讲师团。

全区各系统开展评功表模活动，评选出各种模范人物和先进生产、工作者946人．

6月，永安专区专员公署撤销，所属永安、宁化、清流3县并入龙岩专区，干部同时划入．

7月，全区进行工资改革。废除物价津贴制度，全面实行货币工资制。对工作人员普遍实行

工资定级。 、

当年全区吸收录用干部3984人。

专、县下放干部176人充实基层。

1 9 5 7年

1 9 5 8年

春，专署机关内属机构实行精简，仅保留民政科，其余撤并为工交、农林水、文教等办公室．

当年，全区抽调干部2721人，加强基层，其中1708人支援厂矿．同时，下放744名干部参

加体力劳动锻炼。

当年起，开始办理工作人员退休手续． ．

为解决“大办工业”、。大办农业一千部不足的困难，全区吸收录用干部2594人．

，
．

1 9 5 9年

1月，中共龙岩地委作出《关于进一步组织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4月，又作出

《关于机关干部下放劳动锻炼与轮流当社员的计划>。

4月，专署人事科改称专署人事局． i

4月，经地委研究决定成立龙岩专区编制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与专署人事局合署办公。

当年，为大办人民公社，全区抽调大批干部充实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领导力量．

全区机关内部“肃反”运动结束．

8

1 9 6 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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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月，全区进行干部评忧活动，举办干部红旗馆，表扬好人好事。
。

．，

3月，撤销龙岩专署监察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惩戒工作，由专署人事局承办．

下半年，在党政群团机关领导干部中试行休假制度．

10月，根据国务院决定，降低行政17级以上党员工资l——12％。

下半年开始，进行以精简职工，下放干部为中心的精简整编运动，下放干部职工加强农业’

第‘线，同时吸收录用干部1367人，充实基层．

当年，专、县成立保健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以加强对干部保健工作的组织和领导．
7

●

．

1 9 6 1年
． ．

●

●

。
●

继续精简千部，当年精简全民职工27064人． ．

●

“

1 9 6 2年 ．
、

，1月，永安，清流、宁化3县划归三明市管辖，3县干部同时划出。

当年精简全民职工23236人．其中精简干部4219人下放基层．

●

1 9 6 3年’ ：
，

， ‘●

在全民所有制单位中调整部分职工工资．

继续精简干部，当年精简全民职工966人，3年累计精减全民职工51266人。7个县的县委

书记，正副县长从原来114人减为29人．

1 9 6 4年
，．

‘l
。

抽调大批干部并从农村选拔一批积极分子组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后期从中谴

调部分积极分子为公社半脱产干部·
’

，
‘

． 1 9 6 5年

9‘ ；



继续弄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

，1 9 6 6年

5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人事、编制机构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难予行使正常职能·

1 9 6 7年

2月8日，地专机关“造反派”夺权，成立“龙岩地区革命造反临时勤务委员会”，党政机关

均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

1 9 6 8年

10月12日，成立“龙岩地区革命委员会”，行使原龙岩地委和专署的领导职权·人事工作

由革命委员会政治处组织组统管·

． 1 9 6 9年

全面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一，错整了一大批人，全区1712名干部下放农村或厂矿“接受再教

育”，1410名家属随同下放农村。

1 9 7 1年

’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中进行低工资调整。

10

1 9 7 5年
、

11月．恢复中共龙岩地委组织部，其中内设人事科(对外称人事局)，管理干部人事工作·

1 9 7 6年

，



，

，

恢复地、县委党校·
。

，， ：．

1月，成立龙岩地区革命委员会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地委组织都．

， ， 1 9 7 7年
。

-●

’

： ．

9月，龙岩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龙岩地区调整职工工资领导小组，当年，重点对工作多年

而工资偏低的职工进行工资调整． ． 。．，．

●

，·

。

●
．

。‘

卜9 7 8年· j’

●

7月，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工资改革领导小组，11月，经地委研究决定，在原领导小组基础

上，成立地区工资改革委员会。 ，．

、

9月18日，撤销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龙岩地区行政公署． ．

给全民所有制单位中，生产、工作成绩特别突出的职工升级．

开展科技干部队伍普查和检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全区有288名用非所学的科技人

员得到调整归队． 、

·

1 9 7 9年

11月，在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部分职工中调资升级．

12月，恢复龙岩地区人事局。

当年起，开始办理干部离休手续．

1 9 8 0年． ．

●

● ●

为全区475名军队干部复员改为转业。

6月，地区行署成立龙岩地区编制委员会．

12月，成立龙岩地区老干部局。

为工程技术干部开展技术职称评定工作．。

当年起，一般不再直接从文化较低的工人、农民中吸收录用干部，开始实行公开招收，全面

考核，坚持考试，择优录用的办法，当年共吸收录用干部858人，其中闲散科技人员109人．

．

‘ 1l ，



当年，各系统培训干部2．7万人次。

1 9 8 1年

5月，龙岩行署颁发《关于干部任免若干问题的通知》。

为社会科学专业干部进行业务技术职称评定工作．。

8月，龙岩行署成立龙岩地区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领导小组． ．

12月，龙岩行署成立龙岩地区1981年调整部分职工工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予地区人

事局．并给中、小学校教职工、部分卫生人员及体育系统工作者调整工资(从lo月份算起)．

当年起，为相当工程师一级以上专业技术干部的农村家属办理“农转非”(即迁往城镇转为

非农业人口，由国家供应粮食)。 ?

1 9 8 2年

3月，龙岩地区人事局内设：秘书、干部调配、专业技术于部、工资福利、干部监察任免等5

科夸各置科长、副科长。

4月，成立地区专业干部业务技术职称评定工作领导小组。”r

9月，成立龙岩地区调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地区人事局．当年起调整国家机关科学

文教卫生等部门部分工作人员工资。

当年起，对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和有突出贡献的人员给予升级奖
， ●

励。 ’-
‘。

开始整顿。以工代千一人员． ．’

举办人事干部培训班，参训人员有104人．

当年起，地、县委宣传部分管文教、卫生系统干部。 ‘·

全区平反冤、假、错案和改正错划右派分子的工作基本结束。

。1 9 8 3年

进行机构改革，调整地、县(市)党政领导班子．全区地、县(市)党政群机构从原来的544个

精简为390个，地直机关工作人员由原来的1323人精简为930人．|

选送204人到省级以上党校和各类专业千训班学习，全区21所党校、干校培训干部1537

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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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技术职称评定工作暂停，全区共有7268名专业技术干部获得技术职称．

9月，成立龙岩地区企业调整工资领导小组。当年，在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进行工

资调整． ，。

为鼓励科技人员到农村贫困山区工作，实行优惠的经济待遇。并继续为相当于工程师一级

以上专业技术干部的农村家属办理“农转非”．

当年起，改革干部管理体制．中心是简政放权，给基层与企业以活力．

12月，成立地区整顿“以工代干”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地区人事局．当年继续开展

整顿“以工代干什工作．

12月，为加强整顿职称评定工作的领导，调整充实地区职称评定工作领导小组．

12月，调整龙岩地区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地区人事局．

·1 9 8 4年 ．，

●

5月，地区人事局转发省人事局‘关于改革国营企业人事管理制度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9月，龙岩地区召开首次离退休干部表彰大会．

10月，调整地区编制委员会，其办公室由科级升格为副处级．

10月，调整龙岩地区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领导小组．

在全区推行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岗位责任制．

整顿‘‘以工代千”工作结束，全区有3169名代干人员转为国家正式干部．

-为中教5级、小数3级本县籍知识分子的农村家属办理“农转非”．

当年全区提拔中、青年知识分子210名，担任各级领导干部．

1 9 8 5年

1月，成立龙岩地区工资改革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地区人事局．同时撤销原地区调整

工资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当年，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实行以职务工资为

主的结构工资制．

5月，地区人事局颁发《关于进一步下放企业干部调配审批权限的补充通知’．

当年起，为中专毕业20年，大学毕业15年以上专业技术干部农村家属办理“农转非”．

8月，龙岩行署颁发‘关于行署机关、事业单位行政工作人员任免工作和有关问题的通

知》． ．

在党政群机关工作人员中实行休假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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