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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世代相传，《鱼台县人事志》是在国。家政治

安定、经济繁荣的形势下，编纂成册的·在编纂工作中得一

到了县委、县府的关怀，县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编纂人

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值得嘉许，令人欣慰。

《鱼台县人事志》是鱼台县人事史上第一部专志。志

中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鱼台县人事工作的历史和现状，特

别对近年来人事工作的改革及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作了

重点编录，这将对今后人事工作的改革创新起到镜鉴作

用。
。

本志是在广泛征集资料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实事求

是，秉笔直书编纂而成的。目的是促进人事工作的进步，

为振兴鱼台经济服务。

本志的内容因时间垮度大，历史资料的见证人多已

作古，存者也年及耋耄，不能提供编志的资料，又因编纂

人员缺乏修志实践，在编纂过程中虽作了极大努力，但讹

误定所难免，恳请知者，不吝指数，以利来El修正。

马长玉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

想，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以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为准绳，实事求是地录编和记述鱼

台县人事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的内容上限为1840年，下限为1990年。少

数内容适当上溯。按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后鱼台县的人事。
‘

三、本志所编纂的范围，以现在的行政区划为标准，

并依此追溯历史收集资料·凡1956年3月至1964年11

月撤销鱼台县行政建制合并到金乡县期间的人事，只记

其主要事件· ．

四、本志编纂以志为主兼采述、记、叙、录、表等体裁。

五、本志行文用国务院规定的简化汉字，除引文外一

律用语体文从左至右横排。金志共11章24节，各章节皆

依序标题。

六、本志行文采用公元纪年，在需要时可于公元后面

的括号内标注历史年代· ．

j 七、本志编纂依据的材料是档案、图书、报刊、回忆

录、信访记录、面访记录等。使用时不·一注明。

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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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历代治国，设官分职，各司其事。东汉时始将前代掌

握奏章文书的尚书常侍曹改为吏曹，魏晋以后称吏部，到

了隋唐更把吏部列为六部之首，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

课、升降、调动等事务，长官为吏部尚书，历代相沿不变·

清末并其职掌于内阁，民国时中央设有考试院，下属铨叙

部、考选部，省设人事处，县有人事室，人事管理机构向为

历代所重视。

人事机构，在封建社会，民国时期，是统治阶级的御

用工具，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为无产

阶级政治、经济服务的职能部门。因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的发展，赋予人事部门越来越多的职责，促使人事工

作多角度、多方位的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服务，这就是当今

人事的本质。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之一是有计划按比例·所

以各项事业的发展就必须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作

为直接或间接地为其服务的各级党政机关、事业部门的

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则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这

不仅是因为干部工资福利的支付是财政重大项目之一，

而更重要的党政机关能否保持精简、统一、高效的职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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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济建设提供优质服务。所以建国后，党和国家特别重

视编制工作。1951年，山东省召开了第一次编制工作会

议，提出了“合理使用人力、财力，推进国家建设，提高行

政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和将行政机构加以适当的调整和

紧缩”的精神。鱼台县县委、县政府根据上述精神，于

1952年至1 953年进行了整编，精简了行政机构，节省了

行政经费，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节约了资金，抽出干

部，加强了企业、学校、建设部门和农业合作化工作，提高

了工作效率，保证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

实现。1961年至1965年初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通过精简机构、下放干

部职工，支援生产第一线等措施，基本克服了1958年后

出现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浪费劳力、浪费资金的现象，

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好转。1 970年7月，鱼台县革命

委员会设立政治部和办公室。同年12月设立生产指挥

部，原县委、县人委的工作机构均被错误当作“旧的国家

机器’’而予砸烂，出现了编制工作极不王常的现象。1984

年根据中发(1983)6号、中办发(1983)4号和鲁发(1983)

41号文件精神，开展了机构改革工作，通过撤(撤销农

委、财委)、并(多种经营办公室并入乡镇企业局)、改(供

电、物质、农机、二轻四局改为公司)，精简了机构紧缩了

编制，提高了工作效率，官僚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克

服。随之县编制工作委员会下达了党政部门的人员编制，

控制了超编进人的现象。
2



1984年以后，中央和省先后就编制工作下达了一系

列的文件，基本内容是“加强编制工作管理、控制增设机

‘构、机构升格、超编进入"。但终因编制工作没有立法，导

致1987年后，不经编委审定自行增设机构、机构升格、超

编进人的现象再度普遍发生。1990年底统计，比1984年?

县直新增机构41个，乡镇新增机构28个(不含副局级信

访员)，升格单位16个，由此看出了加强编制工作的迫切

。性和重要性。 ．

本志《工作人员》一章，主要记述了清代至今工作人

员的来源，重点详述了人民干部的来源。建国前人民干部

主要来源子先进的工农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建国后

人民干部主要来源于大中专毕业生、接收军队转业干部j ／

社会招收、从工人中吸收录用干部等渠道。随着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的发展，干部队伍不断地发展壮大，1990年底

干部总数为4952人，比1954年的520人增加了9．5倍，

这固然是社会发展，服务项目增多，工作量加大的需要。

然，目睹各机关部门工作之现状，人浮于事的现象，也确

实存在。由于接收分配大中专毕业生、军队转业干部属指

令性计划，干部队伍仍是超增趋势。1984年至1990年的

7年间，纯增干部1106人，年均增加158人。就促进干部

队伍年青化、知识化的角度看，令人欣慰。但由于鱼台县

目前工业不甚发达，财政收入偏少，人头经费开支对财政

的压力很大。1990年人头工资经费开支1672万元，占同

期财政总收入的103．14％，占同期财力的79．24％。从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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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县经济现状看，必须加强干部队伍的宏观控制，严格控

制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数量，尽可能的抽调有专业

技能的干部充实到基层和经济实体单位，为振兴鱼台经

济服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人事制

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建立人事工作均宏观调控体

系，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适应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

相结合的政府管理机构，企、事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工，

资制度改革，职称改革，专业技术队伍的建设及人才流动

等等。鱼台县人事局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对人事制度的

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1984年在县政府的指导下，下放干部管理权限，由

原来的下管两级改为下管一级，政府序列企、事业单位的

正副股级干部、厂长、经理均下放到主管部门考察任命，

人事局备案。厂长、经理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削、聘任制的

可以从懂管理、会经营的工人中选用。这样做不仅拓宽了

用人渠道，加快了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的建设，而且有了

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因而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

进作用。 ．

1984年至1990年的三次招干工作，1989年和1990

年党政机关补充工作人员，均实行了公开考选的办法。将

报考条件、考试成绩、初选和录用名单，张榜公布，让广大

干部、群众予以监督，制止了替考和一切舞弊行为，树立
4



了公正的风气，保证了录用干部的质量，提高了干部队伍

的素质，达到上级、干群、考生三满意。总结出招干的基本

经验是：坚持原则、不讲情面、一视同仁、公开办事结果、

让全社会监督支持。

1987年第二季度始，鱼台县人事局在全市范围内首

先推行了党政、事业单位干部编制工资基金综合管理制

度，先后建立了人员编制、工资基金管理卡片和工资基金

管理手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调入干部，凡不经编委批

准的，一律不予编造工资基金，对超编进人的控制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1988年，根据县政府鱼政发E1988311号文件，从西

安飞机制造厂引进了两名年轻的助理工程师，成为阀门

厂骨干技术力量·与此同时，县直农、林、水、机、卫生、工

厂等方面的技术人员，下到农村、乡镇企业开展有偿或无

偿服务，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990年，人事局在积极实行机关岗位责任制的基础

上，按照建立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要求，从职缱分类

的角度，制定了《鱼台县人事局工作规程》，给每个工作人

’员规定了职责：权限和工作规程，使各项工作更加规范

化、程序化，不仅有利于树立人事工作严、实、细的作风，

而且体现了人事工作开拓、创新、求实的精神。

目前，机构改革、人事制度的改革正向纵深发展，在

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人事工作必将深入地改革，以

崭新的工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优质服务·
5



大事记

1644年(清·顺治元年)，鱼台县衙内设吏房，沿至

清末，管理吏员的升迁调补。
’

’

1912年(民国元年)，因清制，鱼台县知事公署内设

吏房。
、

1914年5月23日(民国三年)，北洋政府公布《县官

制》，废除清末旧制，鱼台县知事公署由第一科经营人事。

1928年9月(民国十七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县

组织法》依此法规定县政府改一科为民政科兼管人事。

1939年7月，鱼台县抗日民主政府由第一科兼理人

事工作。

1943年8月，鱼台县抗日民主政府由民政科管理人

事工作。

1946年，鱼台县国民党县政府由秘书室管理人事。

负责县政府及所属机关职员之任免、铨叙和奖惩事项·

1949年底，根据平原省人民政府通令精神，干部原

享受的实物供给制待遇，改行包干制待遇。

1952年2月，成立鱼台县人事科，负责科员及一般

干部的考核、任免、调配等工作。

1952年7月，根据政务院指示，全县干部实行公费
6



医疗。

’1952年，鱼台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第一次评定工资

等级，改实物供给制，为工资分制。 ·． ·．。’·o．．
一

1952年，面临着巩固政权、发展经济的重任j县人事

科为各系统考核提升干部177人，占干部总数的36．-

98％。 ’．j j一
●

●

1952年，鱼台县首次接收军队转业干部17人，安置

到党政部门6人，企事业单位11人。 ．，’

1953年3月，县监察委员会通报记载，因贪污腐化、

闹个人主义处理干部60人，其中记过27人、降级5人、

降职1人，撤职25人，清洗7人，判有期徒刑1人·，‘

1953年，从农民和各行业的积极分子中吸收了17

人为国家正式干部。
， 1954年，干部待遇，由工资分制改为大包干供给制·

遵照国家规定，统一增加津贴费标准，发给每个人包干使

用的有工资津贴费，服装费等；日“大包干”·

1955年7月1日，鱼台县国家机关人员，全部实行

货币工资制·

1956年3月，鱼台县行政建制撤销并入金乡县，鱼

台县人事局随之撤销。

’1964年11月，恢复鱼台县建制，同时成立鱼台县人

事局。
． 1966年7月，从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队

员中吸收了51人为服役制干部，服役5年期满后，经考
。7



核转为国家正式干部。 ．

1966年8月，撤销鱼台县人事局，其职能由鱼台县

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授理。
～

1970年7，县革命委员成立政治部和办公室，同年

12月设立生产指挥部(习称两部一室)原县委、县人委的

工作机构错误的被当作“旧的国．家机器"，而予砸烂，其职

能分别被两部一室及其下设机构所取代。‘

1971年按鲁革发(1970)127号文件精神，从参加农

村基层工作的宣传队员中，录用55人为国家正式干部：

1972年，给月工资在40元以下的低工资的1015人

升级和靠级，月增资4346．30元·

1975年，从管区副书记和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副

书记中选拔23人担任公社副书记或常委，后转为国家干

部。

1977年全县有40％的人员，增加了工资·

1 978年，对有显著贡献的人员增加工资。

1978年，从农村“工分加补贴"的人员中，吸收40人

为国家正式干部。

1979年1月，恢复鱼台县人事局。

1979年，根据国务院(79)251号文件，给1978年底．

以前参加工作的增加工资，全县共1686人月增资计10，

069元。

1980年2月7日，成立鱼台县人事局党支部。

1980年12月，根据鲁政发(1980)186号文件精神，
R



为了起用人才，加强教育、卫生、农业等部门的工作，录用

闲散在社会上的科技人员73人为专业技术干部。

1982年，机关事业单位普调工资，3467人升级，其中

677人升两级工资。

1983年9月至1984年8月，根据中发(1983)2号

文、劳人干(1983)7号文精神，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

的。以工代干”人员进行了整顿，其中符合转千条件的

629人，经市人事局批准，转为国家正式干部。

1983年至1988年，经考试考核从待业青年中择优

录用61人为国家正式干部·

1983年至1985年，从中专以上学历的全民工人中，

吸收26人为国家干部。

。1983年，因工作成绩突出，受奖励的干部76人。

1983年，鱼台县开始技术职称的评定工作，到年底，

全县获得技术职称者800人，其中获高级技术职称者1

人、获中级技术职称者87人、获初级职称者712人。此

后，这项工作陆续开展，到1989年6月统计，全县获专业

技术职称的干部共4749人，其中获得高级技术职称的

61人，中级职称的883，人，初级职称的3805入。

1984年4月，鱼台县第十届人民政府对其工作机构

进行了改革，县政府始设序列内工作机构29个；序列外

经济组织2个，企业组织4个，事业编制的正局级单位1

个；序列外设立副局级单位10个。

1984年5，根据济宁市委指示，人事局干部管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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