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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一
、

r7 ．

L’錾釜兰蓦董霎萎姜萎攀萋霎萋詈萋萎蒸蓑．。
，”一萎耋霎釜奏篓≥蓉囊萎垂荸霎鋈囊三≥薹篓兰
l 调解社会矛盾，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加强

l 行政管理，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促进生产

y 力发展，为经济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I 的艰巨任务，作为地方政府，作为每一个民政

：，。◆i 工作者。只有努力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民政工作

r警誓联僻皖蜘亍_·过



料．也就是说，一方面是纂志；一方面是垡堑
芏作，给后人易于续志，两者都重要，都不可
偏废。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后者还比前者重
要得多。

《普安县民政志》的纂成，是普安县民咚
局《普安县民政志》编纂组的同志们辛勤莺碧
的结果，应感谢他们为普安县的精神文明建设

衢了一件有益的工作。

⋯’盛甚修志．志以存史、资治、教化。愿每
个读者都能通过读志得到各自不同的启发，取

囊套染学鑫鼻至篥：妾凳了要备柔笋霎笑苠票往开来，做好工作，为党、为目豕、刀八氏／|、

断作出新的贡献。

|l二I l寺I __|jl— J



序 二

． 《普安县民政志》于1 9 8 6年开始，历

两个春秋，经编辑人员的辛勤劳作，现出版问

世，这是普安县民政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

成果，为进一步搞好普安县的民政工作提供了

借鉴． ’，‘ ．

《普安县民政志》记述了普安县3 0 0余

年民政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本着详今略古的原

则，不虚美、不掩过，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的

本来面目，特别是l 9 5 0年以来，对3 0多

年的民政事业，在记述取得成就的同时，也记

述了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志书资料翔

实，内容丰富，合乎志体，通俗易懂，图文监

茂，是一份研究普安民政事业发展的宝贵文献

资料。 ，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恤民政昌，

虐民者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普安县民



政部门所做的一切工作，起到了“为国分忧，
为民解愁”的作用，为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部 1
队建设，巩固国防，维护社会治安，实行综合 j

治理，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经济建设作

出了一定的贡献．

本书编写组的同志，在撰写中克服种种困 一

难，以科学的态度，广泛收集资料，深入调查

研究，工作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完成了这本

书的编写任务．为普安县各族人民做了一件很

有意义的事情。
、

值此成书之际，谨向本书的编写人员和支

持本书编写工作的同志致以诚挚的敬意．

·4·

普安县民政局局长 邓维华

1 9 8 8年l 2月



凡 例

．一、本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作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地记述普安县民政事
业的历史和现状． ；

二、时限：上自1 66 1年，下至l 986年底。

三，本书采用记述体。横排纵写，按时间

顺序记述，详今略古，分类组材。力求简而不

遗，备而不泛． ．

．

四、 l 9 5 0年至1 9 5 3年问使用的币

制以万元为单位，即l万元折合现币1元。

五、按照“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
救，互助互济，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和扶

持一的救济救灾方针，如实地记述．

六，本书资料主要根据县档案中的民政工

作实录．其次，还摘引了中共中央、国务院、
民政部以及本省、地(州)有关方针、政策，

规定：文件要点． ．

．

七，本书分章、节、日、子目四个层次。

翟¨，㈠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章，节的设置是根据第八次全国民政会议确定

的工作任务并结合普安县民政工作的实际编排，

的。对已划出去的业务，只记述到移交时止。

八、凡属民政部门倡导、牵头，有关单位

协作，产生了社会效益和影响的事项，只录其

有关要点。 ’

九、撰写时对原件(资料)中的错别字、

病句作了更正，但仍保持原意。另JJt、，撰写中

不虚美、不掩过。采取图、表。文三结合的方

法，起到综合说明的作用。

·6·



概 述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民政事宜，源远流

长⋯⋯。然而，普遍使用“民政”这个概念，

则是从清代开始。清代，民政主要内容有地方

行政、警政治安、疆里版图、救灾救济、营缮

公用、‘户口户籍、风教礼俗和卫生防疫等。普

安县系边陲之邑，故实施项目不多，记载资料

更少。清康熙二十三年(1 6 8 5)，普安县

设立养济院，从事收养孤幼，赈济灾民、 难

民，为当时的救济事业管理机构。 ，

中华民国时期，有关地方官吏任免、 选

举、慈善事业、移民实边、烟毒禁政、出版登

记、社团登记、劳资争议、主佃纠纷等都列入
民政概念范畴。民国初期，普安县就有劝募义

谷，作为赈济；民国二十七年(1 9 3 8)改

义谷为积谷，金县存储积谷“6 6．8石3斗”．、．

以备赈济灾民，施于荒政．在基层政权方面，

。畦T声

一，



推行保甲制度，加强乡(镇)公所的建设．民

国三十一年(1 9 4 2)建立l 2个乡(镇)

公所；设置地方行政干训所，培训保甲人员

1，4 1 7人。其中录用保长1 20人，甲．F：ol 5A。

在优抚方面，褒扬抗日阵亡将士14人。此外，

在烟毒禁政方面，作了一点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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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8 3年4月，民政部召开的第八次全

国民政会议，从理论上把各项民政工作概括为

“三个一部分”。即通过一部分政权建设，一

部分社会保障和一部分行政管理来调整社会关

系，处理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达到为国

分忧、为民解愁之目的。民政工作对象有烈

属：军属、复员、退伍军人、孤老残幼、 灾

民、因公致残人员、社会贫困户，精减退职困

难老职工等j普安县这些民政工作对象有2至

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l 0一一2 5％。

在中国共产党普安县委员会和普安县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3 6年来，普安县用于救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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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的粮食达2000余万斤；民政事业费实际支

出7，。2 l一0，9 l 0元。其中优抚事业费支

出l，0 4 9，9 9 9元，社会救济福利费支

出2，544，876元，救灾款支出3。。476，706元，

退休费支出4 l，4 7 1元，其他民政事业费

支出9 7，8 5 8元。此外，集体提成、：群众

优待、’互助互济物资(现金)折合人民币每年

亦在l 0至2 5万元左右。普安县人民政府及

其民政部门采取各种措施，使民政补助、救济

对象的生活安定，实现了人们梦寐以求的“幼

有所长，壮有所用，孤老残疾有所依靠，老有

所终”夙愿．

民政工作是多元性的行政管理和救济工
作。毛泽东说： “民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

朱德说：“民政部门就是人民群众的组织部；”

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时，指导民政部制定了

一系列民政工作方针、政策，使民政事业沿着

社会主义道路不断进展，体现了党和人民政府

对人民群众的关怀、照顾。
。

‘普安县民政工作在历代县政权中占有重要

的位置，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项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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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具有特殊对象的专业性工作，涉及金县二

十余万人口，与全县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

都有密切联系，它属于上层建筑，又为经济基

础服务。民政部门所做的一切工作，对于医治

战争创伤，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加强国家

政权建设、部队建设、巩固国防；。对于促进

“四个现代化”和“两个文明”建设；对于促

进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和法制的建设等都有重

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民政工作足以反

映县政权的政绩大小，工作成败。

今天的普安县是昨天的继续和发展。凡普

安县民，忘掉了自己的历史，就不能对“兴普

富民”作出应有的贡献。 《普安县民政志》的

问世，将作为历史的借鉴，启迪民政工作者不

懈努力，开创民政事业的新局面。

●j—■■一



大 事 记

明 代

永乐十四年(1 4 l 6)冬，普安大雨成灾。

成化十一年(1 4 7 6)普安旱灾，粮食欠收，饥荒四
●●

起。 一

。 ’

弘治八年(1 4 9 5)9月1 9日，普安地震。1 O月

2日至2 l FI又复地震，有声，凡l 0日2次，有房屋受

损。
’+’

。 5

嘉靖七年(1 5 2 8)，普安旱、虫灾害并发，‘导致病

疫流行。九年(1 5 3 0)，普安水灾，农作物淹没甚广。

， 清 代。 ．·

’

，目 1、 。

．‘

。顺治十八年(1 6 6 1)，普安始设县治，与新城所同

城治理。

康熙二十年(1 6 8 1)l 2月，新城所并入普安县，

县城设在今盘水镇。

雍正十一年(1 7 3 3)7月，普安地震，轻微受灾。

道光二十三年(1 8 5 7：)5月1日，大雨如柱，2tf-]

外水高丈余，漂没数百人。 ．

‘

成丰九年(1 8 6 0)4、7两月，普安地震j房舍，

入畜轻灾。 一 ’|一

咸丰十一年(1 8 6 1)，普安厅大旱，斗米银一两二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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