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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机关的机构编制工作，是一项重要的组织、人事工作，是行政管理

学的重要内容。随着加快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它作为上层建筑

的组成部分，显得愈益重要。．

国有史．方有志。《江陵县机构编制志》编辑组的同志，在县委、县政府的领

导下，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两年多的时

间里，对解放以来我县机构编制方面的情况。作了大量的收集、整理、考证、核

实等工作，去伪存真、精心编写，四易其稿，终于成书，填补了我县机构编制史

籍的空白，可庆、可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纵观解放后的机构编制情况，虽曾进行几次大规模地

精简，但总是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以致机构臃肿，部门林立、太

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现象相当普遍。《江陵县机构编制志》内容丰富，准确规范，

它的问世，对于吸取机构编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促进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

特别是机构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党的十四大指出s“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

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我真诚地希望全县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

贯彻十四大精神，以史为鉴，切实搞好机构改革。组织‘-、人事、编制部门的同志

要充分发挥管理机构编制和进行机构改革的综合、协调、监督的作用，逐步理顺

党政关系，政企关系，行事关系，建立起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精干

高效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为经济建设、为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茜峪
一九九三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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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体例：横分啭丐。按系统或隶属父系(县级机构以党委·A．X，政府， 一。

够 七，资料：-1-要来源于县档案馆，．县编委办公窜收藏的文献梢案，江陵县

歹 组织史资料．江陵县．基．以及有火单位的部r-J,占。‘1 984年饥构改革后的记述．

l 除双管单位外，均以Il级和本级党委，政府．编黍的文件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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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江陵县委组织部，江陵县劳动人事局关于乡镇补充聘用干 ．

部的暂行办法--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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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附录四

附录五

附录六

附录七

附录八

．附录九

附录十

附录十一

附录十二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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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江陵县委办公室江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县事业

j． 单位机构编制管理的补充通知⋯二⋯一一(259)
江陵县编制委员会关于暂缓审批县直党政机关增加机构编制的

通知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26 0)

江陵县编委办公室中共江陵县委组织部江陵县劳动人事局

江陵县财政局江陵县审计局关于消化超编人员的通知
’+

一一一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261)⋯⋯⋯⋯⋯⋯⋯一_●
江陵县编委办公室江陵县财政局江陵县审计局关于实行人

。员编制经费包干的暂行办法⋯_，⋯．—一(262)
中共江陵县委办公室 江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机

构编制管理的通知⋯⋯⋯⋯一一(264)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县直党政群机关实有人数统计表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267)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五年县直党政群机关实有人数统计表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270)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三年县直党政群机关实有人数统计表

．．．．．．．．．．．．⋯．．，．．—二—-．—————．-———————·(274)
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0年县直党政群机关实有人数统计表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280)

乡镇历年人员编制统计表⋯一二⋯一⋯一(286)
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三年各人民公社实有人数统计表一(288)

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六年各区．镇届乡实有人数统计表一(289)

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O年各乡、镇实有人数定编统计表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一一’一一(290)

一九八四年以来省、地下达江陵县行政和各类专项编制统计表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291)

一九八六年以来，江陵县直单位自定编制统计表⋯(9 93)

一九八四年以来县直各单位内设机构统计表一一⋯(296)
县直单位机构情况，级别，一览表⋯⋯一一一(302)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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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位于湖北省中部偏南，江汉平原西陲，地跨长江中游的荆江河段两岸。

因。以地临江”．。近州无高山，所有皆陵阜”而得名。’东与监利，潜江接壤，
‘。

南同公安，石首交界，西和枝江，松滋毗邻，北同当阳、荆门相连。1990年底，

全县国土面积2426．22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129．68万亩。总人1：：：193．99万人，
，‘ 其州E农业人口26．8l万人．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社会总产值30．枷亿元，国

民收入12．73亿元。江陵历史悠久，物华天宝，人杰地灵，1978年成为对外开

放的旅游城市，1 982年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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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15日，‘县委、县人民政府组建后，县级机构经过40年建设， 现

已初步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体系。人员编制的配备，也从以前的随意性逐步向因

事设人，人尽其才的科学化发展。按照我县县级机构编制的发展过程和规律；．．+

可分为4个阶段。一 ．
·’· ·

．．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年-7月至1956年)， 是县级机构逐步设．

置和发展，人员编制逐步配备的阶段。‘县委，·县人民政府组建初期，县级机构

设有9个墓即县委秘书室，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公安局，民教科，。财政．

经济委员会、财粮科，司法科、邮局。年底又增设了建设科．水利局，税务局。

1961年6月撤销司法科建立人民法院，1955年1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设立了人民检察院。。是年6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撤销江陵县人民政府建立江陵县人民委员会。同

年10月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陵县委员会(简称县政协)。’与此同时，

人民群团组织也相继建立。到1956年底缸县级机构设有51个，实有人数379人。

其中县委工作机构lo个，实有36人；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机构31个，实有281人
(不含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人数)；人民团体设有6个，实有13人(为团县委和

，妇联人数)；另设有县政协，实有2人，县人民法院，实有18人， 县人民检察

院，实有lO人，县人民武装部，实有19人。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7年至1968年5月)，是县级机构调整频

繁。机构数相对稳定，人员编制增长迅速的阶段。在此阶段，机构数仍为51个，

实有人数增至7 9 7人。县委工作机构。撤二建二”， 即撤销了文教部和江陵报

社，新建了县委党校和县直机关党委；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机构变动较大，新增

设机构29个。撤销，调整机构29个，另有“个机构更名，易名；人民团体等机

构仍旧。、 ‘．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5月至1976年lo月)，是县级机构运转受阻的
阶段。机构曾一度瘫痪，工作受阻，1967年1月，受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

全县党政群机关被夺权。是年3月9日，成立江陵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

．下设指挥部．农林水．财贸后勤综合．文卫，政法5个办公室。1968年8月23日，

，、成立江陵县革命委员会，下设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部组，政法组。1969

年11月，成立江陵县革命委员会整党建党领导小组，次年6月l 6日，省委鄂发

lz970]110号文件通知其撤销，成立中共江陵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1971年3

月召开中共江陵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后，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委，原革命委员会核

心小组即告撤销。1978年1月撤销县革命委员会的四大组后， 逐步恢复了县委

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公安局，民卫科．劳动局，文教局等县级机构。到

1978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为止，县级机构设有53个，实有847人， 其中

县委工作机构7个，实有84人；县革委会工作机构40个，实有709人；人民团体

4个，实有19人；县人民法院，实有16人；县人民武装部，实有19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年loft至今)，是县级机构编制不断调

整．完善的阶段。1978年7月重建县人民检察院，1981年1月江陵县第九届人民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县人大常务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将江陵县革命委员会更名为江陵县人

民政府。是年5月组建县政协，下设办公室，l 984年3月机构改革时，县级机构

变动较大，主要是县政府工作机构的调整：将县政府8个工作机构划出行政建

制，改为局级公司或事业单位；将政府8个工作机构列为以省业务主管部门管

理为主与县管理为辅的双管单位；将政府16个工作机构合并为6个机构；增设

了1个机构(纺织工业公司)，撤销了2个机构(农业委员会，文教办公室)．

经过机构改革，县级机构设有72个，其中县委工作机构l 6"t-，县政府职能机构

29个，局改公司及事业单位9个，双管单位8个，’人民团体5个，另有按《党章》、

一2一



《宪法》规定而设置的机构5个：县人大，县政协，县人民检察院， 县人民法 07‘

院，县人民武装部。+ “ j

1984年机构改革以后，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及我县的实际情况，增设了．

一些机构，部分机构作了调整，明确了机构的性质和级别，对人员编制进行了

核定，到1990年末，县级机构114个，编制2068人，实有2206人(不含双管单一
’·

位人员编制)．其中县委工作机构(一套班子几块牌子的只算一个，下同)16．

个，编制221人，实有210人；县人大常委会，编制35人，实有40人；县政府工、。

作机构6t,f-，编制1311人，实有1415人；县人民法院，编制106人，实有111人；

县人民检察院，编制88人，实有95人；县政协编制26人，实有32人；县人民团

体机构8个，编制54人，实有69人；县直事业单位8个，编制165人，实有158人；

局改公司4个，编制63人，实有79人；双管单位13个，实有1647人。。 ．

： 1949年7月15日至1990年底，县以下的行政区划曾多次变动， 随之乡镇的．

j 机构编制亦相应变化。．按照乡镇组织名称的不同，乡镇的机构编制可分为6个

阶段。 ．

●

√ ：区(镇)，乡制阶段(1949年7月至1987年12f1)。解放后，县以下设9区
一． 2镇。1951年春，废除了曾临时保留下来的原民国乡，保，甲制， 9个区下辖

199个乡，乡以下改行政村。是年7月又增设了4个区9个乡．区镇乡的机构逐步

建立和健全，按照省政府鄂民政特字[1951]202号文件精神， 各区(镇)机关．

。 的编制为26人，各乡镇脱产编制为3．6人，这样，全县l 3区2镇208个乡的编制

为lll8人。1952年至1953年，区镇的区划曾作了一些调整，到1954年3月， 形．·

成了8区2镇的基本格局，下辖108个乡，8个乡级镇，8个居民委员会。区(镇r)

机关一般设有正副区(镇)委书记，正副区(镇)长．秘书，会计事务员，民

政助理员．统计助理员．财政助理员，文教卫生助理员j青年团，妇联、工会．

及其他工勤人员；乡(镇)机关设有4个工作委员会，即民政委员会， 生产合
．

作委员会，治安保卫委员会，’文教卫生委员会。1958年8月底，全县8区2镇编

．制244人，实有239人。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1956年春，将原有的小乡合并

为49个大乡，是年5月，撤销区建制，·改设8个指导组和2个小组(原2镇不变>，
· 一8一。



对乡的工作实行分片指导。1957年2月，将原有乡镇调整为32个乡，6个乡级镇，

4个居民委员会。将乡镇机关的人员由459人调整为449人。是年3月，组建。江

陵县人民委员会白马寺办事处”，指导和领导谭市．永兴．沙岗，洗马等乡的

工作。同年lo月撤销指导组，恢复8区2镇。到1957年底，、区(镇)干部实有

183人，乡(镇)及居委会实有396人- ．．

人民公社，管理区制阶段(1958年至1961年4月)一 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

的发展，7 1958年9月，将当时的43个乡划为9个人民公社，下属99个大队。同时

规定了各人民公社机关的职位设置和人员配备，9个人民公社实有人数416人。

随着大跃进的发展，1959年3月新建李埠人民公社，将99个大队合并为52个管

理区，每个管理区一般配备干部9一12人，52个管理区共配备干部4 71人。是年

5月29日，成立郝穴人民公社，原郝穴人民公社改为熊河人民公社， 将李埠人

民公社与太湖人民公社(农场)合并为国营太湖港机械农场。到1959．年底，全

县9个公社编制289人，实有285人，’下辖42个管理区，8个公社，编制“7人，

实有450人。 ．?

．区(镇)，人民公社制阶段(1961年4月至19775年11月)．。1961年4月撤销

原来的9个人民公社，恢复区建制，全县设7区2镇。 原管理区易名为人民公社

(俗称小公社)。不久建立李埠区。1961年底，8区2镇实有243人，下辖53个

公社3个镇2个办事处2个居民会，实有581人。次年4月，对人员编制作了统一

调整，区(镇)‘的人员由243人精简为137人，公社人员由581人精简为406人，

随后，县委对各区(镇)．，公社的人员实行了定编，区(镇)定编“6人， 公

社定编426人。在1961年至196 3年期间， 区(镇>以下的行政区划作了一些调

整，到1963年秋，公社由53个增至61个，并增设了弥市镇(区辖镇)。1966年

4月，重新核定了区(镇)。、公社的人员编制，其中区(镇)定编155人，公社

定编“3人。区(镇)、公社制到1975年11月基本稳定，全县设有8区2镇， 下

辖57个人民公社3个镇4个办事处。·

人民公社(镇)．．片(管理区)．制阶段(1975年11月至1983年)．1975年

下半年开始撤区并社，将8个区撤销，将57个人民公社合并为15个区级人民公

社(城关，郝穴2个区镇不变)，下设61个片总支。 公社(镇)内部一般设秘

书组，贫协，共青团，妇联；人武部及若千千事、助理员。到1976年末，公社

(镇>。片实有992人。到1979年1月，撤销61个片总支，建立59个管理区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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