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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新民局长在’市辜

工作会议上作报告

市人事局组织全局

党员和干部到革命圣地

西柏坡参观学习

现任阳泉市^事局

副局长田如江近照

市人事局竞支部组

织全体党员和干部参加

“竞在我心中”掌邛太謇



1988年10月，阳直市

召开全市人才技术交流晨

览董人才技术市场成立太

畚．市委副书记贾银环，副

市长孛希甘为大畚剪彩。

1991牛7月．阳采市召开仝市军队转业干部屯进个人，车转安置部f]先进工作者表彰畚证

市委书记俄伍点．市长茸应肾等牺耳同志与出席畚议的代表音影．



现任平定县人事局局长邵蛀辐近照 现任盂县人事局局长刘智林近照

现任邛区^事局

局长史朋怀近照

现任城区人事局局长挑培万近照 现任矿区^事局局长高鸿林近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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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人事惠·序·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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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警墨紫擎害背蓑毕增福山西省人事局局长
-1 1 1”

正当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深入发展的时候，由阳泉市人事局编写的《阳泉

人事志》一书，同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

《阳泉人事志》的编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也是阳泉人事工作的历

史回顾。志书图文并茂，远略近详．真实地记述了阳泉人事的历史沿革和现实状

况，可以起到存史、资治的作用，又可以帮助广大人事干部从历史经验的回顾与总

结中受到启发和激励。这对阳泉乃至全省人事工作的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

盛世修志，以启后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了解过去，认识现状，是为了卡

来。解放四十多年来，阳泉同全国、全省一样，人事工作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较好地贯彻执行了党的人事干部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紧紧围绕党在

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积极开展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为促进阳泉社会经

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阳泉人事志》把这一历史过程用较详实

的历史资料反映出来．充分展示了阳泉人事工作的成就。我们相信，很好地运用这

些丰富的资料和宝贵的经验，必将促进改革，不断推动各项干部人事工作的健康

发展。

人事工作是党的组织工作和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事乃行政之

本。人事干部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我们回顾过去，更要珍惜今天。我们各级人

事部门和广大人事干部，一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振奋精神，抓住当前

有利的时机，加快人事制度改革开放的步伐，为创造灿烂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199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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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年多时问的努力，<阳泉人事志>一书终于同大家见面了．这是全市各

级人事部门和广大人事工作者值得庆贺的一件事情。

鬈阳泉人事志》是一部汇集阳泉解放以来干部人事工作概况的综合性资料。全

书较详实地记述了40多年来阳泉人事的历史沿革与现实状况，客观真实地反映

了阳泉人事工作的基本面貌，具有较强的写实性、资料性、系统性和政策性．是阳

泉解放以来干部人事工作方面的第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书籍。志书的出版，

不仅是对人事工作的回顾和总结，而且对今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具有启迪和借

鉴作用。它的出版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人事工作的客观规律，积极

推进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为今人和后人研究阳泉人事提供历史借鉴和科

学依据。

《阳泉人事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省、市有关领导的重视和关心，得到了曾在

阳泉工作过和至今仍在阳泉工作的不少革命老前辈、老人事工作者的支持和帮

助，得到了市委组织部、市档案局、市地方志办公室，以及全市广大组织人事干部

的指导和帮助。《阳泉人事志》初稿完成后，呈请有关领导和呈送不少老人事工作

者进行审阅，他们对志书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在志书出版前，中共山西省

委组织部副部长、山西省人事局局长毕增福同志为志书作了序；山西省人大人事

委主任、原山西省人事局局长杜振民同志，原中共阳泉市委副书记、原中共山西省

委组织部副部长、原山西省人事局局长刘敏同志．中共阳泉市委书记侯伍杰同志，

中共阳泉市委副书记、阳泉市市长薄应贤同志，阳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辛贵玉同

志，阳泉市政协主席郭力同志为志书题了词。在此谨向对本书的编写和出版予以

关心、支持和帮助的领导与同志一并表示真挚的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时闻仓促．资料搜集不全．有些重要内容可能有遗

漏，在资料取舍、编排和史实的记述上，难免有不妥甚至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

指正。

1992年9月



陌裹人事惠·凡例· I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反映阳泉人事的史实与现状。

二、本志编写原则：详今略古，要事必录，秉笔直书，不加褒贬，寓观点于记叙

之中。

三、本志收录截限时间：上起所截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1991年底。

四、本志采用章、节结构形式．以类系事，横排竖写。全志共分15章35节。

五、本志采用记述体．并运用志、记、表、录等多种表现形式，以志为主。

六、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本市现行行政区划为准，即包括阳泉市市区及所

辖郊区、平定县、盂县。

七、各种机构、单位、会议名称及名词术语等．在行文中第一次出现或引用原

文时，一律用全称，多次出现时则酌情用简称。

八、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姓名。必要时在姓名前冠以职务。

九、本志采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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