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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士
日

时逢我国盛世修志，在县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按照县志编委的部署，1986年组建

《江北县人事志》编辑领导小组，抽调、聘请人员，经拟定纲目，搜集资料，撰写、修

改和补充等过程，于1992年4月完成志稿送审。

编修《江北县人事志》宗旨：第一是存史，第二是通过搜集、整理历史资料，系统

地记述江北县人事工作的历史和现状，鉴古明今，第三是为全县各级领导和人事干部提

供咨询、参考，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建设和人事制度改革服务。

编修《江北县人事志》资料来源，主要搜集江北县档案馆，人事局(科)，民政局

【科)，中共江北县委组织部等单位有关人事工作档案资料及个别知情人员口碑资料。

共查阅档案IOOO余卷次，搜集文字资料达300万字，为编修志书奠定了较好的基础o

《江北县人事志》编修成书，是县府的正确领导，人事局全体干部大力支持和修志

工作人员辛勤劳动、勤奋工作的结果。．但因资料奇缺及志书编修工作领导者、编辑者学

识有限，错误和遗漏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修《江北县人事志》过程中，县志办公室给予具体指导’县档案馆给予方便，县

养路队和县建筑建材公司等单位支持，以及一部分曾在人事科(局1工作的老同志的关

心。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局 长华美坤
江北县人事局

副局长何登明

1992年4月15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求实

存真，反映县内人事工作的历史与现状。褒贬寓于记述之中。

二、本志上限1911年，下限1990年。大事记写奎搁笔止。本志横排竖写，以横统

纵，谋篇布局，事以类聚，以篇统章，以节率目。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经，各篇为纬。

采用述、记，志、图、表，录，．以志为主，诸体皆用。

三、本志设卷首、专志、卷尾三部份：卷首置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专志设

机构沿革，机构编制、人员编制，干部来源、结构，干部调配、安置，专业技术干部，

干部任免、奖惩、岗位责任制，工资福利、退职退休，附录共8篇，卷尾为修志始末。

全志约25万字。

四、本志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记述事物。对“大跃进”、“文化

大革命’’宜详则详，宜略则略。记事不记人。

五、本志一律用语体文记述，力求文风端正，严谨朴实，简明通俗。数字用阿拉伯

文记载，只取小数点后两位数。专门名称和惯用语中的数字，即用汉字表示。

六、本志入志事物政策、法规性强，为使源流清楚，得见全貌，各章、节适当搜录

中央、省、市(地)、县的文件材料。不重复选用，免累赘冗长。

七、本志引用的文件材料，。对公文体，酌量进行删改，数据明显疏漏，亦作技术性

修正，故少量地方与原资料、数据不相吻合。

八、本志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一律称解放前和解放后。纪年；解放前，按

历史纪年(括注公元)，解放后，用公元纪年。计量：解放前，按历史计量单位记载，

解放后，按《计量法》规定记载。货币：解放前，照市场流通货币单位记录，解放后，

一肇换算为新币单位记录。

九、本志涉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员会、中国共产党重庆

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江北县委员会，第一次出现用全称，以后简称党中央、省委、市

委、县委。

十、本志l涉及四Jff省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江北县人

民政府、江北县人民委员会、江北县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出现用全称，以后简称省府、

省人委、省革委、县府、县人委、县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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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江北县位于长江北岸、嘉陵江下游东北岸的三角地域。东与长寿县为邻，东南与巴

县隔江相望，南与江北区、南岸区接壤，西南与沙坪坝区以嘉陵江分界，西与北碚区毗

邻，西北与合川县相连，北与邻水县、华洼市(原岳池县)连接。1990年总面积

1944．23平方公里。所辖16个区(镇)，其中：区级镇3个；74个乡(镇)，其中t

乡级镇5个，共859个村，6611个组，计302271户，1024260人，其中：农业人口

921559人。

人事工作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由社会经济基础

所决定，并受经济基础所制约，同时又为经济基础服务。有什么经济基础，会有与之相

适应的人事制度。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设立管理官吏机构，皆为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服

务。解放后，从中央到地方设立的各级人事机构，是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事工作均为历代统治者重视，早在周朝就设有天、地、

春、夏、秋、冬六官。天官是管理官吏的职官。隋唐以后，逐步演变为吏、户、礼、

兵、刑、工六部。吏部是掌管官吏的机构，列各部之首。直到清末被废除。半封建半殖

民地社会，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公职人员甚少。民国时期，在行政院下设的内政部中

置人事室，’省政府内设人事处，县政府秘书室置人事管理员，依照《人事管理条例》规

定，掌管人事事务。解放后，从中央到省、地(市)逐步建立了人事机构。1949年12

月，江北县虽未设置人事机构，但在江北县人民政府民政科内配有专职人事干部，管理

行政机关人事工作。1954年7月，组建县府人事科后，1956年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

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以公有制为主的经济体制。由此，机构编制增加，机关工作

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增多，干部队伍逐渐壮大，县人事科职能范围更加广泛，业

务越来越多，与之相适应的各项人事管理制度初步建立健全起来。1966年6月初，县内

开始“文化大革命"后，县人事科受到冲击，工作瘫痪，整个人事工作遭到严重损失。

1969年成立县革命委员会，由政工组综合管理全县人事工作。1975年恢复中国共产党江

北县委员会组织部，统一管理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人事工作。1980年3月5

日，成立县人事局，配备了与工作相适应的人事干部。近十年来，县人事局沿着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拨乱反正，改革创新，

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做出了成绩。

四十年来，在县委、县府领导下，各级人事于部认真执行各项方针、政策、法律、

法规，忠于自己职责，完成各项人事工作任务。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的需

要，认真抓了各个时期县内行政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以及干部调查、统计，按照程

序，及时承办历任行政领导干部的任免，本着充实基层、保证重点的原则，调剂和调配

了大批干部；对因冤假错案被错误处理人员，作了妥善安置；合理安排多批从西藏、



青海、凉山、阿坝、甘孜内调来县的干部，通过各种渠道，基本解决过去积累下来的干

部夫妻分居问题I为充实银行、税务、教育、公安、法院、检察、司法和区乡(镇)基层干

部队伍，录用和招(选)聘大批新干部，对过去形成的“以工代干”人员进行整顿，绝大

·部份转为干部，因“文化大革命”被中断多年的干部奖惩，重新开展起来，积极试行党

致机关岗位责任制，取得明显效果，接收分配大、中专毕业生及科技干部管理；配合有

关部门，清理左倾错误影响，落实知识份子政策，专业不对口的进行调整，对应解决的

干部和科技人员家属，办理“农转非"手续，完成1953、1956和1985年三次工资改革及

1963、1971、1977、1979、1982、1986、1987、1989年八次干部职工调资升级，执行干

部福利政策，为干部及其家属给予应有补助和待遇，为老、弱、病、残干部办理退职、

退休手续，几乎年年都安置军队转业干部及随迁家属I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作复员处

理的军队干部改办转业手续，安排适当工作，为适应新形势，组织了地方、转业干部学

习，分别进行培训和教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改革人事制

度，并陆续进行调整，裁定新规定，向正常化、制度化、法规化迈进。全县人事干部坚

持改革，继续前迸，为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事管理制度，作出更大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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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

江北厅置1城，设仁、义、礼里，5镇、47场。
民国2年(1913)

废厅立县讹3月成立江北县政府。始设秘书室、民政、财政、建设科、征收局等
办事机构。全县仍设仁。义，礼3个里，6镇、38场。

民国18年(1929)

县府机构改科为局，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警察、团务局、田赋管理处。将

‘仁、义-礼3个里，改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区(系指导区，下同)，

端29个镇公所，24个乡公所。

民国22年(1933)

改投一、二、三区，27个镇公所，26个乡公所。

民国23年(1934)

复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区，29个镇公所，24个乡公所．

民国25年(1936)

县府设第一科(民政》、第二科(财政)、第三科(教育)、第四科(建设)、第

五科(社-会)、警察局、田赋管理处。
民国27年(1938)

改设一、二、三、四区，23个镇公所，28个乡公所．

民国31年(1942)

县府内部及所属单位，共设29个主要机构。县府员额配备156人。置60个乡镇公所，

其中。4渝甲种乡镇公所，18个乙种乡镇公所。各乡镇公所员额配备i3人。
民国37年(1948)

县府秘书室、地方法院，田赋粮食管理处，各设人事管理员1人，分别擅勺堕人事事
宜。

民国38年(1949)

县府设秘书，会计室，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军事科。设直属区(大石场)和

一、二、三、四，五区，3个镇公所，53个乡公所。

1949年

llflj 30日，江北县解放。12月18日，宣告成立江北县人民政府。赵寿亭为第一任县

长。由县府民政科统管政府人事工作，设人事科员1人，办理具体事宜。

县、区、乡干部配备4t0人，其中：来自第二野战军干部16人，华东支前司令部随军

南下的干部65凡西南服务目干部6人，中共江北地下党员78人，新招收干部172人，
留用原公职处员73人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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