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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电视大学人事管理专业南安班首届毕业生

术干部经常利用节日举行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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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南安历史悠久，自三国孙吴

永安三年(公元260年)建县以

来，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唐

以后，政府机构的设置、编制及

人员的配备都比较齐全。有史以

来，南安人才辈出，对于政治、

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积极

的历史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

由于战乱和灾荒，民贫供养不

起，亦时有机构被撤散，官员减

编，以至出现“书手代办"的局

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

安县人事管理机构有县编委、纪

委、组织部、宣传部、人事局、

监察局、老干部局、退休办、人

才交流服务中心以及落实办、职

改办、工改办、岗位责任制考评

办等机构和临时机构。人事管理

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叉

建设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但在

“文革"期间曾受过严重破坏。

一九七八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恢复并加强了这方面

的工作。近年来，随着经济、政

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人事制度、

人事管理工作也进行了相应的改

革，一支具有革命化、年轻化、

专业化、知识化的干部队伍，正

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人事管理的范畴包括编制的

建立，国家工作人员的任用、考

职、调配、奖惩、教育、培训和

干部的工资、福利、职称的评

定、落实政策以及干部的离休、

退休、退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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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a1：-1989年底，全县县直机

关设置65个行政单位共有干部职

．T-1381)k．，比1949年的16个单位

218人分剐增长4倍和5．9倍；22

个乡(镇)9247",．，比1949年的

11个区116人分别增长2倍和8倍；

721个事业单位(包括场、站、

所、队、中小学等)10291],．(其

中z中，小学教职员工有8075

人)；全县共有行政机关、事业

‘2‘

单位干部、职-Y--12596人。还有

企业干部965人。

长期以来，几经精简和整

顿，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上还

存在着机构宠大、人浮于事的问

题；在人才的培养使用和劳动报

酬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弊端。人

事制度的改革尚在进行之中，这

些问题有待于实践中加以改进。



第一章 人事管理机构

有专职人事管理员或人事助理员。

第一节!等全曼童!冒 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成立以前南安县 1～‘p立吾备姜萁品天篆
的人事管理机构 管理机构

我国的人事管理机构，始见
于周朝，至西汉时期，就演变为

国家机器(即吏、户、礼、兵、

刑、工六部)之首的吏部，隋唐

以后更为明显。南安县在元朝至

正十五年(1355年)便设置了专

管人事工作的典吏。明代县的政

权机构设有六房佐理各项政务，

吏房是六房之首，配有典吏一

人，掌责官吏考课、任免、文书

读法等事。清袭明制。

民国初仍袭清制，民国十六

年(1927年)县称县政府和设置

科(局)后，南安县在二科内配

有二名人事管理员和若干名科

员、事务员专门负责人事管理工

作。同时，县属各科局如警察

局、稽查科、合作指导处等均配

人事管理一般包括管理机构

的外部形态、职责范围及其相互

联系。建国以来，南安县的人事

管理机构的建立和职责范围，是

随着体制的变化而变化的。

一、南安县人事管理机构的

沿革：

建国初期，人事管理工作由

民政科负责。1952年11月11日，

成立南安县人事科，隶属县政府

(县人委)领导；1965年12月29

日人事科、编办的业务并入县人

委办公室； “文化大革命"期

间，1968年5月12日南安县成立

“革命委员会"，人事管理工作

归属于县革命委员会政治组(政

工组)；1969年2月5日成立县革

命委员会组织组，1974年12月改



为中共南安县委组织组，1976年

1月改组织组为组织部，在这段

时间内(即1969年2月5日至1979

年4月5日)，南安县的人事管理

工作归于组织部(组织组)l 19

79年4月5日恢复南安县人事管理

机构称南安县人事局，至今不

变。

1968年5月以前的南安县人

事科，内部没有设置中层机构，
但配有任免、调配、工资福利等

的专职干部；1955年4月，因县

监察委员会撤销，有关干部的惩

戒、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诉

讼事宜归人事科负责后，增配监

察专职干部一人；1959年因编制

工作实行党政分开管理，有关国

家机关行政编削工作归人事科负

责，增配编制管理干部一人。

1979年4月恢复南安县人事

局，编制干部十二名。1982年局

内部设置了一室三股(即办公

室、调配股、奖惩股、工资福利

股)。1985年3月21日，局内部

设置四股(即秘书股、调配股、

任免奖惩股、工资福弄lI股)，编

制干部17名；1985年9月10成立

南安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编

制lO名；1987年1)月又成立南安

县退休干部管理服务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单列编制16名。

‘4’

曾与南安县人事局(科)合

署办公的单位：南安县编委办

公室、南安县老干部局(该局于

1985年2月独立办公)。

建国以来，因各个历史时期

的人事工作需要，为适应各种业

务的正常开展，曾相应设立了临

时工作机构，如“工资制度改革

办公室”，“职称改革办公室"，

“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办公室"，

“岗位责任制考评办公室”，

“落实政裳办公室’’等，临时机
构，这些机构的业务部分或全部

由人事局兼管。

二、南安县县直单位和各

区、人民公社、乡(镇)及县属

企、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机构设

置、人员配备。

(一)县直机关各部、委、

办、局(科)。

解放初，县直机关在各个时

期建置的机关科(Zj)级以上单

位，配有专职人事管理干部，掌

管人事工作。随着事业的发展，

工作量的增加和编制员额的扩

大，人事管理力量也逐步地得多l

加强，在规模较大、员额较多的

部门和单位(如供销、商业、工

业、公安、文教等)内部设置干

部科(股)后称人事科(股)，

配备人事管理干部三至五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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