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j}

r‘’L
l，r

1’

g
j’'

自。

、i■⋯‘。一、



l

●

{{

’

序

汝城县人事局局长 耀老流

《汝城县人事志》是编写组同志从1988,---一1990年，几

度寒署，几度春秋的劳动成果。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他

们认真查阅档案、调查采访，对资料进行认真地鉴别、考

证。然后，经过反复研讨，拟订出编写纲要，撰写出初稿。

初稿脱稿后，经人事局领导同志审阅。编写组的同志

根据我们党“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和人事局

领导同志提出的意见与建议，对志稿的观点、史实、文字

进行了严肃的核实、考证、修改加工，三易其稿才纂成此

书。在此，我向编写组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o

《汝城县人事志》重点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汝城

县干部吸收录用、培训、考核、调配、任免、奖惩，以及

工资、福利、保险、离(退)休、统计、档案，专业技术职

务聘任，大中专生接收分配，军队转业干部接收安置，编

制执行等方面的史实，为今后进一步做好人事工作提供了

借鉴与依据。这确是难能可贵的。
％

我再次向编写组同志的辛勤笔耕致谢1

1993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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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政府人事部门是政府系统管理人事工作的重要部门，人事工

作是党的干部工作的一部分。其根本任务是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

组织路线，确保党的政治路线的实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

供人事与人才保证o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根据基层政权建设和各项事业发

展的需要，汝城县组织人事部门在干部的吸收录用、培养选拔、

调配任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贯彻执行了党的干部路线、方钎

和政策。全县干部队伍纪律严明，作风正派，遵循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积极肯于。不负责任，贪污腐化，违纪违法，不仅受到舆

论遣责，也受到应有的惩罚o“文化大革命力期间，党的组织路

线受到干扰，给人事部门的工作造成很大损失o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人事部门在拔乱反正，正本清源方

面做了很多工作。一是按照正常的程序吸收录用于部o 1988年全

县形成了一支3911人的于部队伍，分布在各条战线，基本上能适

应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二是重视了干部的选拔任免。使一大批

中青年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促进了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和知

识化。三是重视了对年轻干部的培养教育，提高了干部理论水平、

专业知识和文化素质。全县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干部达2501

入，占全县干部总数的63．94％o四是落实了千部政策，复查了641

人的处分案件，纠正了575人的结论。五是改善了干部待遇。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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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工资调整和工资改革，入平月工资由1965年的45．8元，上升

到1988年的144．8元，增长了2．16倍。但是，干部队伍年龄老化的

趋势不容忽视。据1988年统甘，56～60岁的干部有374入o 6l岁以

上的干部有90多入仍然留在工作崩位上，安置好老干部是一顼十

分繁重的任务。

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事工作的根本任务，搞好

人事部门的自身建设，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围绕改革开放，

做好对于部的考核、调配、调整、录用、培训、奖惩和工资福利

等工作，协助党委组织部门做好干部制度、干部队伍结构的改革

工作，发现和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到领导岗位上来任重而道远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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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49年6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湘南支队解放汝城；26日，

汝城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口

8月26日，成立汝城县人民政府，首任县长朱汉樵o

1950年3月，中共汝城县工委改称汝城县委。县委办事机构设

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干部管理归属组织部o

6月21日，县委召开第一次全县干部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军政

委员会《关于发展生产的十大政策》o

1951年春，县委组织108名干部进驻永迳、土桥、津锦、云善

四乡开展减租反霸运动o ，

．7月，县委组织枷名干部进驻土桥、东溪、东都、西城四个
乡开展土地改革试点工作o

9月，汝城县人民政府设置人事科，定编3人o

1952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布《调整区乡行政区划办法命令》，

分配汝城县乡干部417入，镇干部6入。

是年，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整风运

动j经过运动，教育了干部，端正了党风o ．

1953年1月，中共汝城县委发出《关于坚持德才标准，培养提

拔干部的指示》，1952,-'1953年，金县吸收新干部390人o

3月，县委常委陈长佩兼任人事科长o

1954年3月28日，举行全民普选，建立乡(镇)人民委员会o

1955年9月21日，汝城县人民委员会转发国务院《关于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剁和货币工资的命令》o
3



1956年7月31日，中共汝城县委批转组织部《关于干部分管意

见的报告》o实行县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统一管理o

9月5日，成立汝城县工资改革委员会，县委副书记韩建军任

主任o

1957年1月，县级机关抽调91名干部加强乡(镇)领导o

6月8日，成立中共汝城县委整风领导小组o 9月，开始整风反

右派斗争。在运动中，全县有96人(包括3人在外地工作，划为右

派后遣送回乡)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干部33人o

1958年3月，县人事科改称人事监察科，定编5入o

6月，创办汝城县直属机关于部学校，县委副书记韩建军兼任

校长。’

7月21日，县委制定汝城县发展生铁规划，计划年产3万吨，

投入干部739入o

，8月18日，中共汝城县委发出《关于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任

免手续的决定(草案)》o

12月，创办中共汝桂县委党校，校址大礼堂(今县食品厂)o

是年，全县精简下放干部595名o
． 1弱9年9月中旬，在全县干部队伍中开展搿反右倾运动’’，在

运动中有59人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o

1960年6月，中共汝城县委组织部制订1960年吸收干部规划，

． 计划吸收干部165名。

是年，在机关和基层干部中开展“三反”整风运动，参加运

动的有4616入<包括农村基层干部)o

1961年5月，中共汝桂县委党校更名为中共汝城县委党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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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n月，县人事监察科与县劳动科合并为县人事劳动科。

是年，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精简下放干部职Z_427入o

-1963年8月3日，中共汝城县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县各级干部

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改进工作作风。

是年，全县干部职工进行工资调整。调整后人平月工资41．06

元o ．

1964年1月，中共汝城县委组织204名干部迸入暖水公社开展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o

4月，．县劳动人事科分设为县劳动科与县人事科o

1965年4月起，对17级以下的干部职工发放生活补贴，每月2．5

元o

1966年6月4日，成立汝城县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随至各机关

单位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党政机关受到冲击o

12月18日，造反派召开“批判县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

会力，县委书记丁连芳等负责同志被揪斗o

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金县党政机关瘫痪o

1968年9月15日，成立汝城县革命委员会，下设五个组，人

事工作归属政治工作组o

9月下旬，工农群众700多入组成宣传队迸驻县城c

10月，建立汝城县太平“五·七’’于校。县委、县少。多、公、

检、法700多名干部下放到干校劳动o

n月，撤销县属各科、局、公司，成立八令工作沾o

1969年1月，省、地、县三级500余名干部下放农村劳动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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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25日，召开中共汝城县第三届代表大会，成立中共

汝城县第三届委员会。人事工作归属县委政治组织组o

1970年6月，县革命委员会组织社、队干部赴龙山县洛塔公社

参加学习o ， ．

1971年9月起，太平。五·七修干校举办六期基层干部路线教

育学习班，参加学习的干部达2083人o

1972年，调整部分干部职工工资o

1973年6月，中共汝城县委设立组织部，统管全县干部人事

工作o
‘

1974年1月28日，县委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议，开展“批林批

孔”运动o

1975年8月起，金县由点到面开展清政治反复辟、清思想反腐

蚀、清经济反蚕蚀的“三清三反’’运动o

1976年10月24日，垒县军民集会，庆祝粉碎“江青反革命集

团”的胜利o

1977年5月11日，县委召开整党整风工作会议。会后，县委作

出《关于改进作风的九条决议》o

9月30日，成立汝城县革命委员会调整工资领导小组。全县干

部职工调整面40％o

1978年4月30日，成立汝城县摘掉右派分子幅子办公室，抽调

50名干部抓落实工作o

1979年2月，成立中共汝城县落实政策办公室，开始全西复查

历次运动中处理的案件o

u月，撤销太平搿五·七’’干校，成立中共汝城县委党校。

6



n月27日，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的96人(其中干部33人)全部

落实改正o
’

1980年5月22日，成立汝城县工程技术干部职称评定委员会o

7月，成立汝城县人事局，定编5入o

8月26日，全县第一批专业技术干部(48名)评定职称。

是年，全县40％的干部职工调整了工资o

1981年8月23日起，历时10天，县委党校举办全县大队党支部

书记学习班，进行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o

1982年4月1日，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修订一九八二年干部

奖励办法和标准的通知”o

6月30日，县委批转组织部((1981---1985年选拔优秀中青年干

部的规划》o

9月15日，中共汝城县委书记曾春桃因病逝亡。 一

1983年10月5日，调整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成员，调整后

由罗召桂等7人组成o

n月，党政机关进行机构改革，县人事局与县劳动局合并为

县劳动入事局o

。1984年9月，举办汝城县电大党政干部专修班，学制2年o

1985年5月30日，中共汝城县委发出《关于干部管理工作的几

项暂行规定》o

6月3日，’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国家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7

干部工人行政纪律处分审批权限的暂行规定》o

7月7日，成立汝城县工资改革领导小组，由邓训贤等7人组成o

8月9日，调整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成员，由李齐念等9入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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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o

1986年3月，县劳动人事局重新分设为县人事局与县劳动局。

5月2日，调整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成员，调整后由罗相朝

等n人组成o

7月，汝城电大党政干部专修班18名学员成绩合格毕业o

8月22日，成立汝城县职称改革领导小组，由袁福寿等9入组

成o

1987年4月27日，县人民政府颁布《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o

5月25日，县人民政府批转县人事局《关于在全县国家机关中

试行工作人员轮休假制度的报告》o

1988年7月30日，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汝娥县人民政府

工作规划(试行)》o规划第38条规定：县政府机关必须保持清正、

廉洁。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都要切实做到“严守法纪，依法施政，

不行贿受贿，不敲诈勒索，不贪污挪用，不弄权渎职；秉公尽责，

清正理事，不以权谋私，不假公济私，不虚报浮夸，不遭名逐乖j；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贪图享受，不送礼受礼，不么费旅游，

不奢侈浪费o”

1988年9月，中共汝城县委发出《关于保持党政机关廉洁奉公

的若干规定》o

是年，全县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镨案复查纠王结束，县委

落实政策领导小组撤销。



第一章 人事机构

第一节 机构沿革

汝城自东晋穆帝升平二年(358)建县始至民国末年止，县级机

关均未设置专门管理任免官吏的机构。历代县级官吏(县令、县

尹、知县、知事、县长)均由上级任免。民国24年(i935)，依照

《湖南省保甲法规》金县编为五个区、3个直属乡、2个镇、48个

乡。由湖南省致府委任各区区长和直属乡乡长，票选乡(镇)长，

由县政府委任。民国27年(坞3功，废除区的建制，全县设20个乡

(镇)o民国30年(i94i)，重整保甲组织，由20个乡(镇)合并为12

个乡(镇)，金县编定149个保、2095个甲o

1949年6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湘南支队解放汝城o 8月26

日，经中共湘南地委批准，成立汝城县人民政府，干部的调动、

任免由中共汝城县工作委员会组织部担负o 1951年9月，汝城县人

民政府开始设置人事科，定编3入，只设办公室，未配负责人o

1953年3月，由县委常委陈长佩兼任科长o 1958年3月，改称人事

监察科，仍只设办公室，定编5入。1962年n月，人事监察科与劳

动科合并为人事劳动科，1964年4月单独设立人事科o“文化大革

命黟期间，人事工作处于瘫痪状态o 1968年9月，汝城县革命委员

会成立，下设政治工作组、人民保卫组、生产指挥组、办事组。

人事工作归属政治工作组o 1969年12月，召开中共汝城县第三届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汝城县第三届委员会。中共汝城县委、

汝城县草委，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合并办公。县委、革委下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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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政治部、人民保卫部、生产指挥部。其中政治部下设组织

组：。宣传教育组、群众工作组。人事工作归属组织组o 1973年6

月，撤销汝城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同时，中共汝城县委设立组

织部。人事工作归属中共汝城县委组织部统管o

1980年7月，成立汝城县人事局，定编5人。同年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的有关规定，撤销汝城县革命委员会，恢复成立汝城县人民政府，

人事局机构未变o 1983年机构改革时，根据中共汝城县委、汝城

县人民政府1983年n月5日《关于汝城县机构设置的方案和人员

编制意见》向中共郴州地委、郴州地区行政公署的报告精神，汝

城县人事局与汝城县劳动局合并为汝城县劳动人事局，下设六股

一室一公司。即奖惩安全股、干部调配任免股、计划调配股、工

资福利股、科技培训股、社会劳动管理股、办公室、劳动服务公

司o 1986年3月，又重新分设为汝城县劳动局、人事局。县人事

局只设办公室，定编10人o 1989年5月，汝城县编制委员会汝编

发(1989)26号文件正式批复汝城县人事局的内设机构为：办公室、

干部调配任免股、工资福利股、奖惩股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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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工作职责

人事工作是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部份，人事部门是政府系统

综合管理入事工作的重要部门。其根本任务就是要认真贯彻执行

党的组织路线、促进和确保党的政治路线的实现，紧紧围绕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协助党委组织部门做好干部制度、干

部队伍结构的改革工作，发现、选拔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充实

到领导岗位上来。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的思想政策业务水平，增强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定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他们

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一、工作任务与职责范围

l、贯彻执行党的劳动人事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指示决

议，做好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深入进行劳动、工资、人事三大

制度的改革；

2、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根据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指示决

议，做好考核．．调配、安排、吸收、录用、任免干部、交流、安

置军队转业干部等工作；

j、密切配合县科委等有关部门抓好科技人员的职称改革工

作；

4、关心干部生活，抓好干部工资、劳保、福利等工作；

5、承办干部奖惩工作，办理干部离退休手续，承办县委和

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人事工作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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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做好干部、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改

进工作作风；

7、深入调查研究，做好对下级人事部门的业务指导工作，

不断总结推广干部制度改革等方面的经验；

8、加强入事干部的自身建设j不断提高政治、业务素质o

’二、人事工作岗位责任耐

1986年3月，汝城县劳动人事局重新分设为汝城县劳动局、人

事局。县人事局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劳动人事部《关于逐

步推行机关工作岗位责任削的通知》精神，建立了县人事局局长、

副局长和办公室岗位责任刺o

(一)县人事局局长岗位责任制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真贯彻执行上级党委和政府对人

事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

2、负责人事局全面工作，实行局长集体领导制度，主持研

究解决重大问题；

j、深入调查研究，抓好干部考核、调配、吸收、录用、招

聘、奖惩、工资、福利等方面的工作；

4、负责向上级党委、政府请示报告人事工作方面的重大问

题，按照上级党委、政府的指示、决议办理好各项人事工作；

‘5、接待和处理干部、群众关于人事工作的来信来访，广泛

听取群众的意见，改迸工作作风；

6、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掌握人事于部的思想情况和执行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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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责任制的情况，关心他们的学习与生活，帮助解决各种实际问

题，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o

(二)县人事局副局长岗位责任制：

l、协助局长做好局务工作，负责干部调配、调整、培训、

考核、任免和吸收录用新干部等工作，安置好军队转业干部；

2、审查科技干部的职称评定、晋升等工作；

j、抓好干部工资基金的管理、工资改革(调整)、奖金审批

等工作；

4、审批行政事业单位福利费的发放；

5、督促行政事业单位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并检查执行

情况，协助做好奖惩工作；

6、审批登记本局职工的事假、病假，抓好本局的后勤工作o

(三)县人事局办公室岗位责任制：
。

l、参与政务、管理事务，协助局长组织全局干部进行政治、

业务学习，收集、掌握、分析工作情况，并及时向局长汇报，负

责上传下达，抓好互通情报的工作；

2、负责工作计划、总结和文件的起草、打印、收发、登记

等工作，管理好报刊杂志，做好局务会议纪录，处理好办公室的

日常事务；

j、承办局长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积极配合各股室筹备各

种会务工作，积极当好领导的参谋；

4、接待群众来信来访，耐心听取来访者反映情况，向来访

者宣传解释干部人事工作的方针政策，对群众的来信要及时拆阅、

登记、承办，重大问题请示领导，及时作出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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