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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县人事志》，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今天问世了。
’

这部专志坚持实事求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经过

编志人员的筛选，用大约五万字的篇幅，尽可能详细、完整地记

载了人事局(科)成立以来的机构沿革、基层政权、政社合一、

干部工作、行政监察和编制管理的史实。

建国三十多年来，屯昌县人事局完成了一定范围内的干部调

配、调整、安置、任免、奖惩以及工资福利等方面的具体工作．

总结这段历史，叙之丹青，存之于档，留于后人，使人们从这本

志书上看到经验，找出教训，无疑是件大好事。从这一意义上

说，尽管搜集资料不够翔实，但这本据现存资料撰编的志书，可

足以反映出屯昌县人事局发展的过程，反映出人事部门在四化建

设中的重要作用。这部志书的问世，对于今后人事部门工作起到

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

当然，这部志书并不是尽善尽美，由于过去对积存资料不够

重视，局内人员调动也很频繁，不少资料散失，保存无几，使这本

书的价值受到了一定程度影响，加上编撰者的理论水平，文化知

识有限，缺乏编志经验，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提出宝贵

意见。

盛世修志，今古一理。能献出一部《屯昌县人事志》，我们

感到由衷的高兴．通过这部志书，我县人事部门的老同志都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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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艰苦奋斗的历程，新同志继往开来，在四化建没中做出新的

贡献，夙愿足矣! 一

在《志书》编写过程中，承蒙县志办、县档案馆以及知情人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郑盛川

一九八六年十月



凡 例

一、屯昌县人事志编纂原则，以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思

想，以详今略古的方法编写而成。

二、体例，以实书直叙为主，避免空洞的议论和主观褒贬。

各章顺序，采取按照历史顺序竖写。

三、内容分章、节、目，上限从1 9 53年人事部门建立起，

下限于1985年末止．
’

四、选文采取语体文编写。

五、历史纪年，按各个历史时期，沿用年号，用括号注明公

’元年代。

六、记述沿草地名，均用当时古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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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屯昌县的前身是一九四八年由澄迈县的第二区(即现在的西

昌区)定安县的第四区(即现在的枫木区、乌坡区，南吕区)，f

琼山县的第六区(即现在的新兴区、大同区、屯昌区、黄岭区、

藤寨区、南坤区)组成的新民县，一九五二年六月因全国有两个

新民县，故改为屯昌县。屯昌县一九五八年曾与定安县合并为定

昌县，一九六一年重新分出，恢复屯昌县，县名一直沿用至今。

一九五。年五月，成立屯昌县人民政府．二九五三年县政府

设立人事科，蔡建平分管人事工作。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一日蔡建

平任人事科副科长，人事行政事务由政府统一行使。一九六O年

三月九日由人事科改为人事局。人事行政事务由人事局行使。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原来人事局机

构撤销，人事工作由政工组统管。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恢复组织部，人事工作由组织部

管理。一九八O年五月五日恢复人事科，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二日

由人事科改为人事局．

人事局的成立，对于加强和协调政府部门做好人事工作，起

着重要作用．

r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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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机构沿革

一九五三年，县政府设立人事科，蔡建平负责人事工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一日，蔡建平提任人事科副科长．一九六O年

三月九日，由人事科改为人事局．曾令让任人事局副局长，负责

全面工作．人事行政事务由人事局统一行使。一九六六年五月十

六日“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人事局被撤销，直至一九八

O年五月五日恢复人事科，1符雄任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科科长．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二日，由人事科改为人事局．一九八四年一月

二十日符雄调出人事局，在此期间，由陈家鹤副局长负责人事局

全面工作。 ．

一九八四年六月，县进行机构改革，郑盛川调任组织部副部

长兼任人事局局长。至此，人事行政事务统由人事局行使。

11．



人事局历任负责人更迭表



一九八五年屯昌县人事局现职人员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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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层政权

’ 第一节 ，都甲制

屯昌县的前身是由琼山县的六区，定安县的四区，澄迈县的

二区合并而成的．根据道光《府志》记载，都(图)甲制始于

明代，是基层民间自治组织．按屯昌县现在范围，明代设立五个

都，‘十四个图．即南黎一都(西昌海军一带)；南黎二都(西昌

市周围)，；南黎正都(西昌更丰一带)；南黎福都(西昌下朗一

带)．西黎都位于自新兴市至西南屯昌、黄岭市附近一带，林湾

都与之接邻。雍正八年在屯昌市西面的水尾设巡检司员防黎之

，职．《广东图说》记载巡检司驻屯昌市。南吕、枫木，坡寮市属

于定安县南黎都管辖。

琼山县第六区设七个图：即集雅图(新兴一带)； 崇德图

(大同至新兴一带)；踵科图(三发至包密头二带)； 怀义

图(良史下坡一带)；环琅图(黄岭市一带)；富谷图(南坤一

带)，安仁图(岭肚一带)。‘定安县四区设立七个图：即光螺图

(枫木、岭门一带)；吕一图(乌坡一带)； 吕二图(南吕

一带)；西岸图(吉安至水口一带)；东河图(水口至万银一

带)；文事图(坡心至海株一带)；南典图(中建农场一带)；

都(图)均是平行机构．设立都、不设立图。都(图)是民间自

‘治组织，一个都(图)内设置若干的甲，在此期间，政府按都，

甲处理民间事情．都内轮流选派负责人j各都负责人有权聚众议



事，筹粮收款交纳政府。

直至民国元年(1912)开始，县以下设立区、 乡、 保． 甲

剞·根据《海南岛志》记载， “各城市、墟，．‘镇乡村住户，每十

户编为一个甲，置甲长一人，十甲为一保，置保长一人，十保以

上为区，区设置若干人"。这种区乡保甲制是民国政府的基层政

权组织。在屯昌县范围内，琼山县第六区设置八个乡(新兴

乡、高攀乡、屯昌乡、．黄岭乡、藤南乡、林加乡、松涛乡、岭肚

乡)；定安县第四区设置四个乡(枫木乡、乌坡乡、东图乡、北

海乡)；澄迈县第二区设置三个乡， (西昌乡、海军乡、西区

乡)共十五个乡．

这种区、乡、保甲建制一直沿用到民国39年(1950年)，屯

昌县全境解放后才废除。建国初期新民县设三个区即新民县一区

(新兴、屯昌一带)；新民县二区(南吕、枫木、乌坡，岭门一

带)；新民县三区(岭肚、藤寨、南坤、腰子、松涛一带)；

共33个乡．总人数85569人，其中男43244人，女42325人。1952

年下半年增设新民县四区(枫木、岭门一带)，设置乡60个。

第二节 区、乡制

本县区，乡建制，始于一九五一年初，当时全县设置为四个

小区：新民县一区(即现在的屯昌、西昌、新兴、大同)等

区； 新民县二区(即现在的南吕、乌坡等区)；新民县三区(即现

在黄岭、南坤、藤寨等区)；新民县四区(即现在的枫木区)．

实行县以下设区、乡建制对于加强当时的五大运动．-9三大
●



改造的领导，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打击敌人，巩固人民民主专

政，推进社会的进步，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

革命的深入，这种小区小乡建制，已不适应大农业社会发展的需

要。在农村实现合作化，农村的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本县当时

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加强县乡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改善农业社的

经营管理，圆满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

、 到来。据此，为了适应形势，必须撤销原小区小乡制，并为大乡

建制，以发挥县、乡二级政权适应农村新形势的领导雉用。1957

年7}J 20日，县委决定撤销全县原有的四个小区(即新兴区、 南

吕区、南坤区、枫木区)并为八个大乡与一个镇(屯昌镇、西

昌、新兴、大同、黄岭、藤寨、南吕、枫木、乌坡等九个乡)共
‘ 有489个大小树庄22007户，80909人．

7一、乡干部的配备情况， 、

原九个乡镇定编干部179名．实行撤区并乡后有77名国家干

希超编，全县动员46名乡干部返家生产．
‘

一九五七年屯昌县各大乡(镇)干部配备情况统计表

五塑虿丽砸即彩甬薪虿霞趸虿丽万题西莲丽E二虿二夏二
屯昌镇l 24 24 10 ·lo

’

新兴乡i 21．i 26 7 12

大同乡I 19 12 9 2

尚缺1人
8

8

9加9

7玎9孔地坛地"m坞孔坞埔坞加m§§§台§参计

昌吕岭寨木坡

西南黄藤枫鸟合



二、乡千部的生活待遇及编余乡干部的处理

实行撤区并乡后，留下的大乡干部实行薪金供给制，大乡干

部每月发给生活费35元，同时编余的大乡干部也作了妥善处理。

如劳动力少，生活困难以及工作能力低的乡干部，动员他们返家

生产，发给2一一6个月生产辅助金，其余的另作安排。编余的乡

干部于一九五七年九月底全部处理完毕．

第三节 区、乡制的恢复
’

一九互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成立了人民公社建制，取代了原来

的区、乡制。这种政社合一建制一直沿用到一九八三年九月上

句。一九八三年九月下旬，根据上级指示，实行党政分开的体制

改革，撤销了公社建制，恢复了区、乡制。金县按一社一区

、(镇)的规模，恢复了十一个区一个镇．(即屯昌镇、新兴、大

，同、西昌、南吕、屯昌、乌坡、枫木、黄岭、南坤、藤寨、坡心

等区)，区以下设乡，全县一共设置108个小乡。

一九八三年屯昌县各区设乡情况统计表

名 称 区设乡数 名 称 区设乡数

新兴区 13 坡心区 9

大同区 8 乌坡区 、 12

西昌区 5 枫木区 10

屯昌区 9 ． 南吕区 15

’黄岭区 11

藤寨区 7

南坤区 9 合计 108
●



一、组织机构

第四节 政社合一

1958年9月，本县相继成立人民公社．全县成立四个大公社

(即东风公社，八一公社、长征公社、钢铁公社)。

(一)人民公社是当时我国基层政权单位。实行政社合一，

乡人民代表大会是社员代表大会的当然代表(社员代表可以选乡
’

人民委员会，即公社管理委员会)在一个公社内有两个招牌(如

钢铁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钢铁人民公社委员会)各乡原来的办

事机构一律合并转为公社的办事机构，公社负责管理本社范围内

的政治、经济、生产建设、文化教育、财政、治安，武装等一切

工作．

(二)公社实行党委制的领导方法。．社内设立党委会(党委

有组织部、宣传部、监察委员会)由原各乡党委书记分任公社党

委第一书记，公社配备若干书记．大队设总支，小队(厂矿)设

立分支部。公社设社长、大队长、小队长。公社、大队和小队内

一切重大工作，必须经党委或支部研究，讨论作出决定，然后交

社长、队长贯彻执行。
●

二、公社体制问题

确定公社体制的原则是统一经营，分级管理．社内劳力资金

的使用、调配、工、农、商：学、兵等一切生产建设事项，由公社

统一经营，全社统一工资指标，统一进行分配。但是，根据生产

建设需要，，又实行分级管理，适当翱分公社、大队、小队，以便



于充分发挥各级领导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人民公社组织机构一览表

·A民公社‘社员碡磊_j__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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