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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晋
潜江县治历史千有余年。明、清两代八次修史，四次成

书，均无机构编制篇章，1989年成书的新《潜江县志》，集
历代志书之大成，凡三十二卷，逾百万言，机构编制亦只散

记于诸卷之中，今《潜江机构编制志》问世，填补了志书的

一大空白，值得称赞。

《潜江机构编制志》，上起1949年7月， 下迄1989年

12月，将新中国建立四十年来，潜江县(市)机构设置和人

员编制状况述之以文字，列之以图表，前后衔接， 左右连

贯，俾机构之兴废，员额之消长，一目了然。

编撰《潜江机构编制志》，既是“存史"的需要，’也是

“资治”的需要。试以1989年与1957年相比，机构由原来的

35个增加到96个，人员由599人增加到3647人，领导职数由

82名增加到312名。四十年来虽进行过几次机构改革，然均

未跳出精简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人们至

今犹津津乐道t五十年代的机构少，工作人员精，干部作风

好，办事效率高。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中央已下决心加快改革步伐，机

构改革已被提上议事日程，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财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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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办事效率低的现状再也不应继续下去了。本书的出版，

必将有助于人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而下决心精简机

构，裁减冗员，以促进政府职能之转变，推动廉政建设之进

行。

有感于斯，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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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限始予1949年7月，下限断予1989年12月．

=，本志系机构编制专志，主要纂写建国以来党政群机

关，事业单位机构演变，员额更迭等。

三，本志体例，除《大事记》冠于志书之首，市直党政

群机关按时间顺序，分四个时期．乡镇以体制变更，自然分

期，反映其演变过程，并采取文字叙述和图表相结合的形

式．事业单位分类进行叙述，反映各单位从建立以来的机构

编制情况。

四，本志记时一律用公历．

五，本志一律采用阿拉伯字母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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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49年7月，中共潜江县委员会，潜江县人民政府成

立。

1949年10N，荆州地委下达《关于贯彻精简严格编制的

决定》中核定潜江县9个区镇人员编制140人，88个乡(镇)

人员编制280人。同时，核定县直党政机关人员编制204人

(其中党群54X，县政府与公安局150人)，总计人员编制

1650人。

1954年3月，江陵县第九区(张金)16个乡，第十区(徐

李)15个乡划入潜江县，编为潜江县第九区、第十区，全县

由8个区增为lo个区，所辖乡(镇)调整为116个。

1955年7月，潜江县的新一区(多宝)，第六区(张

港)及所属的32个乡划归天门县辖，全县由94"区减为7个

区．

1957年7月，根据中央精减机构和人员编制的精神，按

照省地统一布署，潜江县对机构编制进行了调整。党政群机

构由56年的44个减为31个，减少13个，省下达编制465人，

实有人员由541人减为496人(其中党群171人，国家机关325

人)，减少45人。

1962年，根据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和

“大办农业。的方针政策，按照地委精简工作会议精神，以

低T1957年末编制人数为精简工作的总的要求，减少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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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下放干部，充实和加强农业第一线，精简机构编制。县

直党政群机构由61年的48个减为37个，减少11个。省地下达

当年编制230人，61年底实有373人，精简143入，占38．3％；

下达县辖城关镇编制18／,，61年实有28人，精简10人，占

35．7％，下达7个区编制120人，61年实有147人，精简27人，

占18．3％，下达4个区辖镇12人，61年实有14X，精简2人，

占14．3％，下达44个公社编,Ii；]308人，61年实有365人，精简

60人，占16．5％。

1964年6月，潜江县编制委员会成立。由冯绍翼、曾祥

云、左定坤、朱先锐、李万一、章乾舁、毛毅、张承焕、张

书成等九A组成。冯绍翼任一{：任，曾祥公任副主任。编帚il委

员会下设办公室，与人事局合署办公，}}’盼祥云任办公室主

任，张书成任副主任，具体工作由人事局承办。

1972年12月，县委、县革委报地委批准，对县直机关的

机构和编制进行了调整。设霞机构35个，编制干部435人，

其中县委设机构5个(包括群团)，编制60人’县革委设机

构30个，编制375人。

1975年2月，实行撤区并社，报经地区批准，将原7个

区、一个县辖镇、50个公社(镇)改为12个公社和一个县辖

镇。即；三江公社、竹市公社、杨市公社、王场公社、长市

公社、新农公社、浩口公社、张金公社、龙湾公社、熊口公

社、老新公社、渔洋公社，城关镇。

1979年11月，恢复成立潜江县编制委员会，由冯绍翼、

夏克廉、胡定海、徐振高、陈纯元、胡继修、何庚富、朱先

锐、冯振华、王远达、张家庆、王同壮，胡定权，余启全等

同志组成。冯绍翼任主任，夏克廉、胡定海任副主任。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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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挂靠县人事局，具体工作南人事局承办。

1983年3月，县编委办公室由人事局划到县委组织部，

具体工作由组织都承办。

1984年1月，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县级党政机构

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县(市)机构

改革中党政机关工作部门设置和人员编制问题的通知》精

神，潜江县进行机构改革。对县直党政群机关70个机构进行

了调整，撤销机构3个，合并机构16个，划改机构4个，归并

机构3个。经地委、行署批准，县直机构改革党政群机构设

置情况是。县委设6个工作部门，即。县委办公室、组织

部、宣传部、统战部、农村工作部、政法委员会。县政府设

29个工作部门，即。县政府办公室、计划委员会、经济委员

会、财贸办公室、科学技术委员会、计划生育委员会、民政

局、公安局、司法局、劳动人事局、工业局、轻纺工业局、

交通局、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农牧业局、林业局、水利

局、水产局、财政局、税务局、粮食局、商业局、审计局、

工商局、物价局、统计局、卫生局、教育硒、文化局。县纪

委、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和工会、农会、妇联、共青

团等群众团体按党章、宪法和有关规定设料。

同时，双管单位的人民银行、农j抄银行，建设银行、邮

电局、电力局，气象局，县供销社等机构，按照上级有关规

定设置。

1984年4月，县委任命余显华同志为县编委办公室副主

任。至此，县编委办公室作为独立机构行使机构编制管胖职

能。

1985年2月，省委政法委、省委细I织部、省编委，省势动



人事厅、省财政厅等5家联合行文，以鄂政法(85)5号文下

达潜江县公、检、法、司人员编制349人(公安局172人，检

察院60人，法院78人，司法局39人)。

1985年1 o月，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转发了县编委

《关于加强县直机构编制管理的暂行办法》(潜办发C1985)

47号)，第一次以县委、县政府发文制定有关加强机构编制

管理的政策性规定，为潜江县机构编制管理逐步实现制度

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1987年2月，按照1985年国家下达分配给县直党政群机

关总编制746人(荆行发(1985)22号)，经县编委研究决

定，将编制分配到县直党政群机关各部门，从而结束了党政

群机关长期以来无编可依的状况。

1987年4月，根据省委鄂发(1987]20号文件精神，对

83年以来设立的临时机构进行了清理，并对79个临时机构提

出了具体处理意见，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撤销17个，

工作并入有关部门的21个J暂时保留机构名称，待工作任务

完成后撤销的8个I保留机构名称，但不设实体办事机构或

保留办事机构名称，日常工作由有关业务部门承担的33个。

1987年8月，地区以荆编(1987)18号文，按照上级规

定的编制标准，核定潜江县区镇人员编制1037人。经县编委

研究决定，以潜编(1987)138号文，将编制核定到13个区

(镇)。

1987年lo月，根据省委关于区乡体制改革的统一部署，

实行撤区建乡，将原来的13个区(镇)调整为12个镇、4个

乡。鉴于区镇体制变化，县编委对原下达的1037人编制进行

了重新分配。即：园林镇72人，泽口镇52人，竹根滩镇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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