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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巴彦淖尔市民政志》是巴彦淖尔市有史以来，民政工作的第一本志书。记录了巴彦淖尔市民政工作

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1949年以来民政工作在半个多世纪中发生的变化、取得的成效。我感到，编写这样

一本志书很有必要。其意义不仅在“录以备忘”，更为荸要的是“以史为鉴”，为我们今后的民政工作提

供一份参考，给人以启迪。我相信，它无论对于了解巴彦淖尔市民政历史，熟习民政业务，还是研究掌握

巴彦淖尔市民政工作的规律都会有所帮助的。

在《巴彦淖尔市民政志》出版之际，我谈一点有关民政的认识，权当作序。

民政工作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据史料记载，我圉四周时代就有了诸如领土疆域、行政区划、救灾

救济、移民、社俗、调解民事纠纷、基层行政组织设置等项行政管理活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伴随着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嬗变发展，民政工作的内容也在演变调整。然而变中有恒，一些基本的工

作始终传承，不曾间断。至于“民政”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则是在诸多民政工作出现很久以后才一步

一步形成的。在唐代就有“安民立政”之说。直至宋代，官方、学者开始使用“民政”概念，北宋司马光

提出过“修治民政”的主张。而影响最深的是南宋徐天麟所编撰的《两汉会要》。书中把“民政”当做一

项同家重要行政制度立为一个大门类，与同家制度的其它门类相并列，初步确立了“民政”概念，并为人

们所认同。但是，很长一段时间，诸多民政工作仍由不同的部门所分管。至于将各项民政工作归并专管机

构，则是在清朝的末年。1906年清政府改革机构，撤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外务、民政、礼、

学、法、农、工、商等十一部。此举可称谓中国历史上于中央政府中设置民政机构的首创。辛亥革命后，

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都设有专管民政工作的机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苏维埃政府中，设有民政机构。抗目战争期问，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其他民主

政府也都设置了民政机构。全同解放后，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置内务部，管理全围民政工作，各省市

自治区设置民政厅、民政局，当时绥远省陕坝专区和各县设民政科，区公所设民政助理员，全国自上而下

形成了一个民政系统。同全国一样河套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陕坝公署、河套行政区时期，就设置了民

政专职部门，在全河套地区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民政工作体系。

“文化大革命”期间，使民政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直到1978年以后，才逐步得到恢复。纵观历史，

虽然历史时期不同，但民政业务和机构却有一定的继承性。究其原因，主要是由社会对民政工作的需要决

定的。民政工作体现着罔家为民施政的最基本、最广泛的行政管理内容，国家需要组织各级政权对领土疆

域、行政区划、户籍人口等实施管理；需要倡导礼俗和文明建设，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也需要通过诸如

赈济救灾、优待抚恤、赡养鳏寡孤独老人等，关注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的安定，避免动荡。但新中同的民

政工作与中国历史上的民政工作是有区别的，计划经济时期与市场经济时期的民政工作也有一定的区别。

新中国的民政工作，它最直接体现着广大民众的意愿，为人民服务，与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市场经济时期

的民政事业，在继承的基础上，贯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莺要思想，坚持与时俱



进，为民提供良好的服务。通过各项民政业务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

协调好各种关系，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保持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民政工作是政府广泛联系人民群众的

桥梁和纽带。因此，正确对待民政历史的态度应当是：一方面承认这项工作的历史继承性，认真总结经

验，重视其中共同的规律，反对一概否定的思维模式；另一方面，充分认识新时期民政工作的地位、作用

和特点，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总结民政工作经验和规律，坚持与时俱进，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政

事业发展的需要。

巴彦淖尔民政部门在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在建设后套地区政权和巩固人民革命成果、抗灾救济、

稳定社会、恢复农牧业生产，拥军优属支援边防、参与城市建设，福利生产和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等方面，

都做出了一定成绩，这些在《巴彦淖尔市民政志》都有所反映。 “文化大革命”期间，导致民政工作进程

曲折、徘徊，直至某些工作处于停滞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五”时期，我市民政

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改革一些过去传统的管理模式，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新方法，研究制定新措施，改革救灾救济办法，扶持灾民发展乍产，千方百计地增强自身造血功

能；对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实施低保，大力发展安置残疾人就业，在全市上下开展扶贫工作，发展民政经济

及民政福利事业；改革单一的安置方式，对退伍军人安置实行双向选择、自谋职业等多种安置形式，接收

安置军队离退休老干部，军队无军籍职工；改革优扶制度，解决优抚对象“三难”问题。与此同时，巴彦

淖尔市还进行了一些有长远意义的探索，包括农村牧区基层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救灾救济合作保险试点，

创建扶贫生产基地，城镇社区服务试点， “星光计划”试点，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建立受灾救助中心

等项具体工作。民政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

的社会环境，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民政理论的探讨和各项政策的研究也得到了大力的加强，对新时期民

政工作的任务、对象、性质、作用等方面的认识都较之过去更为清晰和深入。

从巴彦淖尔市民政工作的实践来看，民政工作总的情况是，认真落实全同民政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三

个一部分”，即基层政权建设一部分，社会保障一部分和行政管理一部分。20世纪90年代后，民政工作根

据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又增加了“城市低保”、“星光计划”等社会保障、社区建设、村民自治组织建设

服务新的内容。

民政工作的基本任务在于体现人民应有的权力——生存权、发展权，行使国家应尽的责任，着力于

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挥其社会稳定机制作用。民政工作表现出的特点是多元性、群众性、社会

性。多元性是表明民政工作的内容包含着多项不尽相同的工作任务，这就要求在组织开展民政工作的时

候，既要抓住重点，又要兼顾全面；群众性是表现民政工作是以人民群众对象为工作重点，工作任务必须

依靠发动群众来完成；社会性是表明民政工作同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涉及到社会问题的诸多方面，事关

干家万户，必须努力争取社会力量的参与，才能搞好工作。民政工作的特点决定了它本身具有可以发挥优

势的条件，这就是民政工作的重点。在基层，主要依靠基层的政权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如村民委员会、居

民委员会去落实，而强化基层政权职能和群众自治组织职能的建设工作，就是民政部门承担的一项经常性

的工作任务，这在客观上，也为做好其它各项社会工作创造了条件。当前，我们正在把这种可能，变为现

实。为全市经济建没和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服务。



回顾民政的昨天。是为了今天和明天。50多年的民政发展史告诉我们，民政工作应当随着社会的发

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努力适应时代的要求。否则，民政工作就会失去活力，就会停滞。

当前，我们要进一步实现思想观念上的一系列转变；要转变单靠国家大包大揽。独家办社会福利事业的做

法，广泛依靠社会力量，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社会福利体系；要转变只讲社会效益，不顾经济

效益的做法，做到两者兼顾，实现“双赢”，做到少花钱多办事，会管理善经营，大力发展民政经济；要

转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业务的做法，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提高全市民政工作人员的科学文化水平

和理论修养素质。要十分重视民政法规学习，加强培训，注重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制定的各项民政政策

都要符合当地实际，出台的各项规章制度都有明确的界定。在农村牧区，还应不失时机地积极探索建立基

层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形成覆盖广泛的社会保障网络。在城镇，要在大力发展社会福利生产和兴办福利事

业的同时，努力开辟社区服务领域，形成社会化的社会福利体系。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落实抚恤和救济的新标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努力转变各级民政的职能，为市场经济建设

服务。要不断提高行政区划、社团管理、地名管理、婚姻管理、殡葬管理水平。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破

除迷信，崇尚科学。

展望民政工作的未来。任重道远，前途十分广阔。全市民政系统的广大干部党员和基层民政工作者，

要一如继往，多做奉献，辛勤工作，不断进取，用一颗对党对人民的赤诚之心，做出第一流的工作业绩，

切实做到“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多办利民之事”。上为党和政府分忧，下为群众解愁，谱写出

巴彦淖尔巾．民政工作的新篇章。

中共巴彦淖尔市委副书记
黄志江

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序二

《巴彦淖尔市民政志》编纂出版，值得祝贺。《巴彦淖尔市民政志》面世之前，大量珍贵资料，素少

有文字综合记载；诸多民政往事轶闻，具靠口碑言传。欲详细了解介绍巴彦淖尔市民政，颇多不便。新世

纪之初，新的一届民政局领导班子高瞻远瞩，锐意修志。对巴彦淖尔民政工作进行纪录，就是为了填补空

缺。

民政志编纂工作是一项繁难的文化工程，民政志编纂委员会及编辑人员、辛勤笔耕，经历近三年的

时间，洋洋几十万言的《巴彦淖尔市民政志》终于修成。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是巴彦淖尔市有史以来

的第一部民政部门通志，堪称巴彦淖尔市民政工作的一项系统文化工程。是认识民政、了解民政工作的一

个窗口，是民政工作的一本资料性工具书。编史修志，无论单位或部门，堪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

事”，弥足珍贵。

巴彦淖尔市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北有乌拉特草原，南有河套平原，平原上有大小不等的湖泊，有良田

近千万亩，有灌、排配套的水利基础设施。加工业和第三产业兴旺。有奋发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干部群

众，尽得人才与工、农、商、牧、林、副、渔之利，是名符其实的鱼米之乡，民政工作者呕心沥血尽职尽

责，几十年如一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为尽快实现小康社会付出了艰辛的

探索和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被人民群众称为“贴心人、娘家人”，是“雪中送炭”的使者。

《巴彦淖尔市民政志》是一本民政工作有价值的资料参考书，读来大有益处。它“横排纵述”， “述

而不论”。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着眼于未来。章节目层次分明，归属得当；述、记、志、传、图、表、

录等体裁相辅相成，各得其所。对民政工作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客观公正地记述，体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的新思想，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改革及勤政为民的精神。

民政工作是我时时怀念的事情，编纂《巴彦淖尔市民政志》的同志要我作序，盛情难却，谨做此序。

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韦亚力



序三

《巴彦淖尔市民政志》，经有关单位通力协作和修志人员的辛勤笔耕，历时三载，数易其稿，终于编

修成书，出版问世了。这部志书是巴彦淖尔市民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这部综合性资料文献的完成，

是巴彦淖尔市民政局文化建设的成果，是全局干部、职工长期奋斗的结晶。能完成这项文化建设工程，确

是一件值是庆贺的大事。《巴彦淖尔市民政志》真实地记录了巴彦淖尔市民政事业的历史与现状，存往事

之真容，求发展之轨迹，这对巴彦淖尔市民政工作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有十分莺要的意义。

《巴彦淖尔市民政志》以唯物辩证法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横排百科，纵述始末，系统地记载

了民政工作的历史进程，成为一种朴实、严谨，科学的资料文献。将民政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和所取得的业绩

载入史册，流芳百世，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只有这样，我tl'J2‘能无愧于祖宗先贤、子孙后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部书不仅具有“资政、教化、存史”的价值，而且它是后来者进行科学

决策的参考书，也是华侨寻根访友、投资经商的资料书。

民政工作历来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建国以来，民政局历届领导班了带领广大干部职工认真履

行职责，积极开展工作，为民政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特别是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

的正确领导和自治区民政厅的关怀指导下，全市各级民政部门的广大干部职工恪尽职守、无私奉献、为同

分忧、为民服务，克服了重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为巴彦淖尔市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做

出了积极贡献。

跨入新世纪以来，巴彦淖尔市民政局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从巴彦淖尔市的实际出发，

认真调查研究民政工作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大胆改革、勤于实践，以机构改革为契机，以转变政府职

能，提高办事效率为宗旨，本着“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进一步优化了干部队伍结构。通过

改革，一大批德才‘兼备、勤奋工作、业绩突出的优秀年轻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爱岗敬业、勤政廉洁的优

良作风不断发扬光大，全体民政工作者思想作风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民政部门肩负的任务光荣而艰巨，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赋予的职能，依法管理社会行政事务，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和民主

政治权利，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扎实地做好各项工作。

历来修志，工作繁重。但修志之艰难，却非常人所知，修志人员杳资觅档，韦编三绝，秉笔之苦，呕

心之劳，当与志书共荣。为此，我代表局党组向付出辛勤笔耕的全体修志人员，表示深切的谢意。成书现

看，又觉尚存缺漏之处，恳请专家学者指正，后续志者补缺。

《巴彦淖尔市民政志》出版之时，正值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喜庆之际，仅以此书作为献礼，祝贺

内蒙古自治区更加繁荣、昌盛。

感奋之余，写下以上的话，谨以为序。

巴彦淖尔市政协副主席
郭鸿亮

巴彦淖尔市民政局局长、党组书记



凡例

一、《巴彦淖尔市民政志》为贯通古今的专业志，上限力溯事物发端，下限f歪2005年。乡、镇调

整，记至2006年2月15日。重点记述1949年后民政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志书记述的地域范闸，以2005年巴彦淖尔市行政区域为准，只在1956年[至1957年的行政设置

沿革记述中，提到了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的3个旗。

三、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

述巴彦淖尔市民政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注重志书的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四、志书以当代方志学理论为指导，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

五、依据民政业务进行分类，横排门类，纵述始末。以类设章，章下设节、目。全志共12章。志

书首设概述、大事记，为全书之纲。章后设人物、附录。附录本着方便读者的原则，有章后附

录，节后附录，但以志尾附录为主。

六、志书用现代记叙文体表述，开门见山，平铺直叙，叙而不议，力求客观、公正。

七、志书执行以下国家标准和规定：

1．《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GB／T15835—1995)。

2．《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中园地方志指导小组，1997年5月8口)。

3．《标点符号用法》(同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f1]13日)。

4．《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新闻出版署、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脚月7日)。
八、计量单位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九、志书中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民政系统，也较广泛地查阅了档案、地方志书，文史资料等，并

采用了调查采访中的口碑资料，一般没注明出处。

十、重大自然灾害，只记叙造成损失在1000万元以上的或因自然灾害造成死、伤人员的。并以解

放后灾害为重点。

十一、表彰标准：主要是受部、省(自治区)厅级以上表彰的单位或个人纪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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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军8月25日五原县发生6级地重。28B，国务院副总理薄一菠(中)与自治区党委书记

王连忙(中捧右二)专程到五原县地震灾区案看灾情，慰问受灾群众。(五原县档案局供稿)

1994年8月．民酿部部长多吉才让(前左二)，到巴彦淖尔市民酸局植壹撸导工作



i盈臣至■_：!! 晨
雇

20(}4年8月，全国者龄姜副主任

张志鑫(中)民政厅长彪启(右)区

老龄办主任张玉忠在者年。橙鹤杯”

书画晨上，观看巴彦淖尔市老年书画

1996年6月，民政部副部长范宝使(左一)，

在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地震灾区，听取救灾

工怍汇报。

2003年1月民政鄙副部长扬衍银(前中

在临河区柱查工作。



1992年，民政部基政司宋志强处长

在巴盟基层民缺助理员培训班上讲话。

1993年，民政部城福司司长吴忠泽

(右二)与自冶区民政厅副厅长李淑莲(左

一)在巴盟乌拉特前旗西山锛镇社区检查指

导工作。

1994年1月．民政部救灾司王克位处长

右三)慰问碡口县黄河决口灾民．



1987年7月．自治区政府主席

布赫《左二)在民政厅剐厅长赛西

雅(左一)，农救处长杜秉昆(右一)

的陪同下。参观巴盟扶黄企业产品

展销。

1991年11月，自沿区副主席

伊钧华(右二)．在盟长博守正(左

一)陪同下，在乌后旗边境牧民襄

调研．

2003年9月，自治区副主席

郭子明(左二)在民壤厅厅长魔

启(左一)和盟旗领导陪同下，在

乌前撮黄河决口灾区慰问群众。



1992年．民政厅厅长刘晓旺

(右四)计材处长槊建国(右二)在

临河市民政摇利厂调研。

1993年．民政厅厅长任凤翔

(右一)与临河新华般老院院民亲

切交谈。

2003年8月．民畦厅厅长魔

启(右前三)、办公垒主任扬文忠

(右后一)在乌扭特前椒调研并看

望优抚对景。



2005年，自沿区民政厅厅长

庞启(右二)与市领导韩钢(右三】

市菇善总舍受赍人在杭锦后旗调

研。

2006年5月．自治区民敢厅

副厅长郝勇(右前一)．检查巴彦

淖尔市低保工作。

2005年3月，自治区民政

厅纪幢组长孛桂譬(中)在巴

彦淖尔市调研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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