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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青川县人事局领导人员

图四 《青川县人事志》编写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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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六本局工作人女



图七拳局工作人女

围八本局工作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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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青川县人事志》，在县委、县府的正确领导和县志办的具体指导下．从1984年11月
‘

起，经过三年多时间的资料搜集和编纂整理，现巳完稿付印。这是我县人事工作史上的
。_ 一件大事。 ．

．
、

一 《青川县人事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围绕干

．
部工作的搿进万， “管，，、 “出，，三个环节，按照由纵到横，时经事绰，详今略远的方

法，概括而真实地反映了，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以来人事机构的演变和发展，再现了

各个历史时期人事工作的方针和政策，简明扼要地记录了人事工作的主要职能和工作业

。绩，书成八章三十三节，九万余字。对研究人事工作在各个时期的作用，．人事机构的演

变和发展，提供了借鉴的史实。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县志办，、县档案馆的大力支持和热情指导，编写人员为

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l由于社会历史的变

．革使人事机构几经分并，撤立，。资料难于完整，加之编写人员曾先后易人、经验缺乏，

难免出现遗缺和不足之处。谨此数语，不敢言序，敬望赐教。
一

7 7
． ： ，

、

，

‘

，

^ ／

●
，

、

一 虎利光
一

， 一，

‘～

： 一九八八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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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 例

1．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求实存真予以记述。

2．坚持详今略古，侧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之人事工作·· +．

3．本志采用语体文，记叙体，文字按国家有关规定书写。

4．结构分章，节、目三个层次，设大事记、机构设置、干部来源、|干部管理，工资，

福利，奖惩、编制、退休退职等章o

5．本志上限至1942年，下限除个别章节牵涉至1J1986年外，截1．P_．1985年12月。 一

6．资料来源于县档案馆，本局档案室。数字一律以本部门统计报表为准。
． 7．志中：口表示去世，公社、生产大队，队是指乡、村、组，建国是指建立中华人
民共和国。

1



概 ．述

“人事一之涵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之“人事万，是指人和人之间的事务或

’关系，是指通过调节人与人以及人与事之间的关系，来实现国家管理的一种手段。主要

研究和涉及人和人之间的上下、纵横关系，合理结构关系，人和事的关系，工作人员和

工作对象的关系。狭义之“人事黟，则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

员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编制规划，吸收，录用、聘用，调配，培训，考核，晋升、奖

V惩、任免，工资，福利，离休、退职，退休、辞职，军队转业干部的接收安置、大中专

院校毕业生的分配派遣及统计等方面的事务，为本志所述之“人事一。 、

人事工作是社会管理的核心部分，是国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上层建筑范畴。

它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并受其制约，同时又为经济基础服务。纵观古今中外，．人事都是

行政之本， “为政在人"、 “人存政举一，“人亡政息黟。我国从周朝设置“天，地，

春，夏，秋，冬一六官起，到隋唐以后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主管官吏

之任免进退的搿天官厅和“吏部黟，始终居于六官或六部之首，足以体现历代统治者对

选拔和任用人才的重视。建国后，。人事工作成为党和国家干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万人事工作对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

起着重要的保证和促进作用。 ，

—～ 民国35年(1946)12月，当时之“青川县政府人事管理员’，秉承县长授权，办理县

敢府机关职员抚恤、福利、考核，训练、任免、奖惩等工作，人事制度很不健全。建国

后，青川县人民政府于1951年7月成立“人事科黟，至1968年“文化大革命万期中宣告

．砸烂，到1979年8月恢复建立‘‘青川县人事局"。三十多年来，在县人民政府领导下，

’人事部门坚决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广一

大干部服务，为基层服务，较好地发挥了政府综合管理干部的职能作用。

本志记述了建国前后青川县政府人事机构的发展演变历史，较系统地反映了各个时

一 期的人事工作的主要职能活动。全书共八章三十三节，从纵向叙述了青川县人事机构的

设置，演变，人员的变动情况及各个时期的重要职能范围。按照人事工作的职能范围和

人事管理中干部“进一、。管’’、“出力环节，分别记叙干部吸收、录用、聘用、军队

转业干部的接收安置、大中专学校毕业生的分配派遣等“进入刀环节的管理活动以及分

别记叙干部的任免、调配，科技职称评审，统计、工资，福利，奖惩、编制等“管理黟

环节的活动。同时记叙了干部退休，退职等主要“退出彦环节的管理活动。干部死亡，

开除公职巳在干部福利、惩戒中记叙，干部离休虽亦属鼻出黟之范畴，因不属人事部门

工作任务，不予记述。 一

。： ．

：
‘

建国以来，人事部门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忠于自己的职责，较好

． 地完成了各项人事工作，在党的干部工作第一线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当前，我国正处



l

时期，体制改革正在全面展开，要求在人事工作方面进行一系

符合我国国情，县情，适应各项改革和四化大业需要的人事制

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将站在改革的前列，为开创人事

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事管理制度而努力奋斗。



4月19日，-青)xl县政府人事管理员呈铨叙部：官章于“卯月浩日矛．(4月15日)唐
一一

用。

4月26日，省府训令，县府各级人事管理人员之任免，选调、考核、奖惩、请假、
7

交代及人事人员之送审，均报省府人事处转铨叙部办理。
+

6月28日，周家声离青，仍以康晓锋代理“青川县政府人事管理员黟之职。

民国38(1 949)年 一 ■L

2月28日，省府训令： “查该府人事管理员康晓锋业经铨叙部依法予以审定。黟。

12月19日，人事工作由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 7

1 950年 ．‘

． “、

，

1月，县人民政府成立，人事工作亩县府民政科办理。
’

1 951年
。．

、·

·

一‘
，

●

7月10日，县府决定成立“青川县人民政府人事科"。 ·

7月31日，县府刻删椭圆形“青川县人民政府人事科”印章启用。 ，．：，

．1 952年
。。‘

’' j
，

．5

．

4月，县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成立。．- 一

．

1 953年 ，一

。

’

5月16日，青川县人民政府人事科与民政科分罟办公。。
‘。

1 S54年
‘

一

． ．2月，县人民政府颁发《关于录用工作人员几点规定》。

1 955年
‘

4月，因为参加慰问干部者聚餐而支用!oo元干部福利费，受到绵阳专署批评。 ，

8月，撤销县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 、

，． 9月21日，县人民政府人事科更名为：县人民委员会人事科。
、

lo,q，县人委决定，干部困难补助不得超出本人年工资收入的25％，临时补助标准

为0至40元。 ，

，

一

5



1 956年

6月16日，县级机关全面开展“审干肃反’，。

10月28日，县人委向上级建议l “今后除适当增加升级控制数外，是否可以改行第

三或第啊种工资标准。"以照顾山区。 ： 。!，
’

11月，县人委请示绵阳专署，拟用历年剩余干部福利费修机关托儿所。
’

1 95T年

7月，县人委决定，县级各机关及各区分别成立干部福利小组。

8月，开始“反右斗争一。
‘

9月5日，县人委决定成立“县国家机关干部福利委员会"。 ．

1"958年
‘

。

． 3月17日，下放机关干部123名到农村劳动锻炼。。

6月25日，成立“青川县监察局"。 ．

10月，县人委颁布《关于执行<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条例>的

实施办法》。 。

1 959年

2月，’县人委下放机关干部44名到农村劳动锻炼。．

8月15日，撤销“青川县监察局"。

1 960年 ‘．

’

县人委用历年节余干部福利费开办机关托儿所。 ～

。vI 961年 ．．一

‘：．
。，

4月，县人委下放机关干部87名到农村劳动锻炼。、

8月10日，县长决定：公社干部的工资，书记、社长按22至24元调整J一般干部

按20至22元调整。 一’

11月，县人委决定对从事麻风病防治的工作人员实行6至10元的保健津贴。
’

1 962年

8月，县人委决定成立“县编制委员会”。

9月，县编委决定将人事、编制、监察并入民政科，将劳动、物价并入计委⋯⋯

12月，县长决定，县商业局所属公司一律不设专职人事机构和干部，其人事工作由

商业局直接管理。．

z2f]31日，县长宣布：人事、民政仍分署办公。
．

1 963年
”

8月，开始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调整工资，人平月工资额由38．33元上升到45．86元。
‘

’1 964年

1月，县人委建议；对职工实行工龄补贴，并缩短调资间隔时间·

5月11日，人事科通知各单位建立“互助储金会’’，如资金不足的，机关单位可向

县福利委员会借支。 ·

．： 9月20日，经绵阳专署人事科批准，人事科从福利费中开支1500元修建机关浴室和

理发室。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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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
●

●

1 965年“一
。

6月24日，’县人委决定，粮食提价后，家庭人均收入在15元以下的职工，按职工和

供养人口实际粮食定量，以中等米价计算，发给生活补贴。

6月26El，县人委决定从单位历年节余福利费中筹集3900元，维修、添置机关托儿

所必需设备。
‘’

12月，从农村基层干部、知识青年和社教积极分子中吸收录用41名干部。

1 966年 、

2月，县人委决定，第一批军转干部的保留工资从1963年3月起取销。

7月，县福利委员会决定，用县区国家机关干部福利费结余额2000元，添置机关浴

室必须的蒸气锅炉及设备。 、

9月14臼，县人委决定，i965年分配来的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见习期

满暂缓办理转正定级手续。 一

● 一

1 967年 、

。

3月，县生产委员会取代县人委职权，’，下设政治工作组管理人事。

、 1 968年 ．

1月5日，。成立“青川县福利审批小组彦，由“造反"者把持。

5月25日，青川县革命委员会宣告砸烂县人委及其工作部门，人事工作由其政治工
作组管理。7 ．

12)I 5日，原县人委及其工作部门领导、干部229名被送往三锅石矗五七干校，，劳动

改造。 ．

’

1969年 r．
’

， 4月，县革委政工组决定，六六级、六七级、六八级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分到集体

’单砬的工资福利，不足原定大中专毕业生临时工资标准的，由国家补足。
。

10月13日，省革委会指示，凡属照顾性(病、夫妻关系、家庭困难等)干部调动，．

从严控制，一般不予办理。 ’
。

，

11月15日，县革委政工组将“五七于校"209名干部分配到各单位工作。 ’’ ．¨

’。． 1 970年 ．； ‘”：。，．’ ：

12月14日，各级干部任免权限为：县革委会正副主任属省草委会，县革委会常委，

委员，办事机构各大组正副组长，、县属局、委、室及各区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L正副

主任(组长)属地区革委会。 ． 。√

一1 971年。1-
‘。 一·。 ．弭 j．．

．．

12月31日统计；自1965年以来，吸收录用干部Iii名，接收大中专毕业生及军转干

部221名。 ‘-

一‘。
j： f．t—i

1972年
一

～

一

4月，“根据国务院国发[71390，91号文件j’调整工资，1663名职工升级。

12月统计。全年吸收录用干部272名。 。 -一，：一’

．续．
。孵

一

．定正转

．I

理办

．

生业。铧■中大

一

的来配分年

，

盯．班年主昌

一

年为7耳9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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