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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地区人事志》编纂人员

编纂领导小组

陈荣华苏祥林 申有亮李建明

付萍 申有亮刘长林胡勇

：邬明全张洪波钟抒曹兵刘泽忠

刘刊民刘扬谭兴强李静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传统。而撰写人事专业志，则是在社会主

义新方志理论指导下，一项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前所未有的新工作。内江市人事局的同志们

经过六载求索，含辛茹苦，终于使‘内江地区人事志》付梓成书，这是我省人事专业志编修

和人事基础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一件很值得我们欣喜庆贺的事情。

通观该志，全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内江地区

自清末至1985年间人事事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及其重要事件。其显著特点：一是综合运用了志、

记、传、述、图、表、录等志书特有的表述形式，按照横排竖写、寓论于述、纵贯古今的方

法，对人事工作的各个方面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做了全面的记述，并着重反映了新中国建

立后该地区人事事业的发展情况，二是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文风端正，剪裁得体，洼意了

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的有机统一，具有鲜明的专业特色、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I三是对

、民国公务员制度及清代官吏制度在该地区的施行情况，在深入挖掘整理的基础上，作了客观

的反映I四是较好地克服了当前志书编纂中较普遍存在的见物不见人、行文干巴枯燥等弊端，

注重了叙事与记人的结合和文字的锤炼，从而大大增强了志书的可读性。其所载资料，为当

前人事工作和人事制度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值得各界朋友，尤其是广

大人事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参考取鉴。

众所周知，修志是一项艰巨浩繁的系统工程，又是一项富有重大意义的工作。我们殷切

地希望，通过《内江地区人事志)的出版，对我省整个人事专业志的编纂能有一个大的促进

和提高。在当前的改革大潮中，人事工作面临着众多的“热点”、。难点”问题亟待解决。但

是，就整个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而言，没有对历史的纵深的观照思考，没有对人事事业发展规

律的发幽阐微的探索研究，我们的改革举措便只能是盲目的或权宜的。也正因此，我们需要

编修人事志，并寄厚望于人事志。 ．

；

张中瀛

1992年8月4日



凡 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以中

共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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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志记原则：横陈纵述，点面结合，详独略同，存真求实，寓论于述，突出地方特色

和专业特点，体现时代特征，力求使本志成为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的严谨著述。达

到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和体例的有机融合。

三、时空界限：时间上自1911年辛亥革命．下至1985年地改市，共75年历史。为叙述

方便或使事件首尾贯通，少数内容适当上溯或下延。空间以内江行政区划现辖范围为基础，清

末重点记述资、简二州，1935年后主要按四川省第二行政督察区和内江地区实辖范围记述．

四、体裁结构：本志采述、记、志、图、表、录诸体裁，以志为主，结构层次分篇、章、

节、目四级排列，志前首列概述，次为大事记，设专章六篇十七章四十九节，志后附录列文

存、杂记、干部队伍基本情况表。

五、编纂方法：概述为全志之纲，提纲挈领概括综述l大事记为全书之经，择要采编年

体与记事本末体简记I专志为志书主体，采记述体按章、节纵述I图、表视需要或设章、节

末或置于记述文字中I录采有存史价值者归入专志或置于附录．各章下设小序，引括记述范

围或提示记述重点。

六、文体文风：采用现代汉语记述体，力求文辞精炼准确，语言朴实流畅，语法、逻辑、

修辞、标点符合规范。
。

七、称谓书写：历史朝代、地名沿用通称，古今地名不一致者，以括弧加注今名，各种

机构、组织、会议，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多次出现者用简称．涉及省、地区、单位等，用第

三人称．人名不加褒贬直书。引文加注．

八、纪年方法：世纪、年代用汉字表示。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I历史朝代按历史纪年

并加注公元纪年，如清雍正五年(1727)，民国25年(1936)，建国后用公元纪年．鉴于大事

记以年为序，为求统一，均用公元纪年，其中建国前纪年加注朝代纪年，如1923年(民国12

年)，1909年(宣统元年)．

九、鉴于行政监察、政务视察在历史上与人事管理联系紧密，本届修志丛书中又未设有

监察和政务专业志，为保存史料，故将其列入‘附录·杂记'中记述。

+、凡文中未注明藏处的资料，均藏内江市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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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内江位于天府之国腹心，成、渝两市之间，幅员13340平方公里，交通发达，物产丰富，

工业商贸繁荣，历史文化悠久。自先秦建置，人才荟萃，古有苌弘、王褒、董钧、陈搏、贾

岛等名彦俊杰彪炳史册，近有陈毅、邵子南、范长江，曹荻秋、张大千等英豪大师著称于世。

1985年6月本区“撤地建市’’，全市辖资中、资阳、简阳、乐至、安岳，隆昌、威远、市中区、

东兴区等七县二区。1989年底，全市干部队伍117269人，专业技术干部82155人。1990年，

全市总人口达876万．
‘

古往今来，政随人举，事赖人兴，贤能庸碌，霄壤之别，故人事行政管理，为历代统治

者所重视。《周礼》所述“设官分职”，即我国最早的人事制度。而专管官吏的机构，周有

。天官”，隋有。吏部”以迄于清。内江地方行政建置之始，可上溯至先秦时的巴国、蜀国。其

后或因时易地，或因地易名，代有变迁。清雍正五年(1727)，境内资县(今资中县)升为资

州直隶州，直隶子四川布政使司，辖资阳、内江、仁寿、井研四县。其人事管理机构，州设

职官吏目并置吏目署，县为吏房。官吏考选，主要沿袭科举取士旧制，并奉行试署、轮换、回

避等制度。有清一代，内江现辖境内考取进士52人，为四川全省的6．7％。

清宣统三年(】911)末，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清政府派钦差铁路督办大臣端方

率军镇压。11月27日，随武昌首义成功，鄂军起义杀端方于资州，知州朱景岳出逃。12月

2日，经州人代表大会议决，宣布资州独立，暂设军政署，推州人李芳为署长，蓝世镇为军司

令，后境内各县统隶于独立后的蜀军政府。 ，

民国初年，四川废府、州、厅改县，地方行政统一为省、一道、县三级制，境内不复有地

区级政权设置。至民国23年(193d)，四川全境军阀混战，地方行政为军阀割据形成的“防

区制”所分割，名存实亡。人事管理，悉听命于当政军阀，官吏进退形如走马灯。 ，

．1民国24年(1935年)，国民党中央军入川，JII政统一，建立行政督察区制。全省划分为

十八区，分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四川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资中，辖资中、资阳、简

阳，、仁寿、井研、荣县、威远、内江八县。有关人事管理事项，由专、县秘书室及其一科承

专员、县长之命兼办．民国36年(1947)后，专、县始设专职人事管理员。

．二区专署建立后，相继奉颁执行国民政府<公务员任用法》、《公务员考绩条例》、《公务

员服簧法》、‘公务员惩戒法》、《公务员俸给法》、‘公务员退休法》、《公务员抚恤法》、《人事

管理条例》以及各种省颁法规条例和训令，人事管理始渐上轨制。其职能范围，包括公务员

录用、任免、调遣、级俸审核、考勤考绩、奖惩升降、抚恤退休、福利进修等。其时，国民

政府公务员制度乃效仿西方文官制度建立，也提出了人事管理的原则是选得其人、人尽其才、

才得其用、用得其法，并在各项法规、条例制度及其实施细则上逐步作出比较严密和具体的

规范。但是，由于国民党政治上的腐败，社会经济的衰颓穷困，以及民初以来形成的公务员

随主官进退之风屡禁不止，不少法规制度背离实际，难以严格有效地实行，以致裙带之风盛

行，贪官污吏丛生，普通公务员待遇菲薄，啼饥号寒，灾黎遍地，民怨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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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6～16日．原二区专署所辖各县相继解放。同月21日，川南行政公署资中

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翌年2月改名内江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此后，内江地区人事

管理，即在党管干部原则下，作为党的干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初，仅在专、县民

政科设人事科员，在专员、县长和地、县委组织部领导下管理具体业务。1951年底至翌年初，

专、县(市)始建人事科。但1952年6月，又并入民政科。其时，人事工作主要围绕巩固政

权，征粮剿匪，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中心任务，着重进行干部的录用、调配、培训，

选拔、惩戒等管理。干部队伍的主要来源是军队派遣、吸收本地地下党员、工农积极分子、进

步青年学生和留用部分旧职人员。由于旧有人事制度已被废置i新的人事制度尚处于初创阶

段，人事机构本身也不健全，在人事管理上，较普遍地存在职责权限不清、管理混乱的问题．

‘1952年8月，内江专署首次召开全区人事科员会议。会议明确了人事工作范围．统一了

管理权限，建立了会议、汇报等工作制度。至1956年，随着专、县(市)人事科的恢复建立，

全区人事工作始进入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人事工作业务范围，包括了机构编制、干部录用、

调配、任免、奖惩、培训、考核、工资、福利、。退职退休、军转干部安置、大中专毕业生分

配等。这一时期．围绕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全区吸收、提拔、调配了大量

干部充实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和支援重点建设。并于1953年开始对高等院校和部分中等专业学

校毕业生实行统一计划、统一分配制度I于1955年实行了统一的职务等级工资制．

1957年后，在全国精简机构和开展。整风反右”斗争的形势下，两年间，专、县两级机

关精简干部7040人，占1956年底干部总数的45％，多数人员下放到基层生产单位，并有一

批知识分子干部被错打成。右派”，受到不公正待遇。 “：

’j。1958年后，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全区抽调干部1509人参加基层大炼钢铁，机关

未下放干部也组成“机关野战团”等名目的劳动组织，参加了炼钢和。大战四秋”等活动．随

后，又相继开展了。反右倾”’_。整风整社”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打乱了机关工作秩序和社会

经济秩序，伤害了一大批干部群众．’ _：+ ’．‘

彳’1960年，为克眼经济困难，全区精简干部4978人．’其中多数被安排回乡生产。196l～1962

年，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和大办农业，保证重点的

原则，全区除继续进行精简整编外，并抽调机关干部722人加强专、县、区、社各级农业生

产、管理部门。同时，对1959年“反右倾”运动以来的各项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处分的干部

群众进行了甄别平反和善后安置工作。对发展生产，恢复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1964年后，在全国大学毛主席著作，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的热潮中，全区人事部

门开展了“五好”人事工作评比竞赛活动。人事工作面貌得到改观，业务基础建设获得加强．

人事部门除抽调干部参艇。四清”运动外，并抽出干部到重点地区和重点单位蹲点调查，搞

“试验田”，以“抓两头带中间”。

1967年初·在。文化大革命”夺权风潮中，全区人事机构被废置，大批干部受到打击摧

残，’人事管理工作也受到很大削弱。其后负责人事管理的地、县(市)革委会政工组，主要

只进行了干部的任免、调配，多数人事管理业务未能开展，并酿成大批冤假错案。
’

1974年后，地、县两级人事机构逐步恢复重建．其初。仅主要负责一般干部的调配和行

政惩戒工作，后职能范围渐从组织部门划转恢复。1975年，军队干部转业安置制度自。文

革”废止后得以恢复。1976年底，全区范围开展了对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清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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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地革委对全区文教战线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I全区党政群机关部分工资偏低

职工得到调资升级。

1978年6月，内江地区革命委员会改名内江地区行政公署．在此前后，通过真理标准问

题的大讨论，全区开始了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先后开展了

对一些干部子女档案中所谓。走资派”等材料的清理，对。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干部的复查

结论，对。文革”，。反右”以及其它政治运动中历史冤假错案的大规模平反改正，对科技干

部进行调整归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人事工

作任务日益繁重，人事机构及其队伍建设日益发展。到1980年6月，全区八县一市人事机构

全部恢复I到1982年6月，全区地、县两级有人事干部96人。在此期间，1979年，全区办

理3d16名。以工代干”人员转干，选调1276名干部充实政法系统。1980年，办理军队干部

复员改转业手续2532人，录用闲散科技人员719名，并将解决干部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纳入干

部调配计划，予以分期分批调整。1982年，按照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

化”要求，全区加强了对中青年干部的培养选拔，吸收录用干部开始采取文化考试和考核相

结合的办法．

1983年．全区进行第四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地区人事局与地区劳动局合并为地区劳

动人事局．同年4月，按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要求，内江地区在全省率先进行了以招聘合

同制形式从农村青年中招聘公社干部的改革试点．随后，又相继在干部任免、录用、调配等

工作上，进行了下放管理权限，改进考试录用办法，建立人才库，开展人才交流等有益的探

索实践。

1985年6月，内江地区改行。市带县”体制，内江市人事局从地区劳动人事局析出建立。

到年底，市，县(区)两级人事部门有干部136名，其中86名达到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重

视加强了自身思想，作风、组织、业务、文化建设．整个人事管理，围绕为经济建设服务和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向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方向迈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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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清宣统三年) -

11月27日，鄂军起义杀清铁路大臣端方于资州(今资中县)，知州朱景岳出逃，全城失

秩。

12月2日，革命党人召集州人代表大会，宣布资州独立，暂设军政署，推李芳任署长，蓝

世镇为军司令。

年底，各县统隶于独立后的蜀军政府。

1935年(民国24年)

6月1日，四川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治所资中，辖资中、资阳、简阳、内江、

威远、荣县、仁寿、井研八县．王次甫任专员兼辖区保安司令并兼资中县长及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军法官．有关人事管理事项，由专署秘书室兼管。

7～8月，二区专署所辖各县分区设署．。

9月1日，简阳县长王殿璋因巧立名目，极端苛敛，被省政府撤职。

9月，二区专署奉颁执行省政府同月6日制订的《四川省政府审查公务员任用资格标准暂

行办法》。 一

lO月，王次甫调职。
’ ‘。

同月，二区专署奉颁执行国民政府于1931年12月19日公布施行的‘公务员交代条例》

及省政府据其制订的《四川省公务员交代条例施行细则》。

同月30日，二区专署根据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考绩委员会通则》，制订本署{：考绩委员

会组织规程及实施细则》。次月，又奉颁执行国民政府于同月1日颁布的‘公务员考绩奖惩条

例》。翌年初，二区专署年终考绩工作开始实行，至1937年奉省令停止。

11月，易希亮继任专员。

同月，二区专署为补足机关缺额，公开招考录供书记1人。此后，专、县即沿用此法招
7

收录用公务人员．至1940年，因各级机关裁并、精简，此工作遂停止。 ，

1936年(民国25年)

元月，二区专署奉颁执行国民政府于上年底修正公布的‘公务员任用法》、《公务员任用

法施行细则》及‘边远省份公务员任用资格暂行条例》、‘县行政人员任用条例》、《技术人员

任用条倒》- ．．

同月，威远县长阮右衡因办理征收不力被撤职。

4月，二区专署奉颁执行省政府‘四川省县长考绩暂行规程》。

5月，二区专署奉颁执行国民政府‘估计专员任用条仞》、<契据专员任用条例》。

同月，二区专署奉颁执行‘四川省中等学校校长任免及考绩规则》。

11月，二区专署奉颁执行‘行政院审查行政督察专员人选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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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易希亮调职，王梦熊接任专员。

1937年(民国26年)

元月，二区专署奉颁执行省政府制定的I：公务员交代补充办法'、‘四川省公务员保障暂

行规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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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民国30年)

6月1日，陈志学辞职，田伯施接任专员。
·

同月，二区专署奉颁执行《四川省清理各县县长交代悬案暂行办法》，对辖区内原交案未

清结县长进行勒限迫缴。 、。

。

：

9月，二区专署奉颁执行<四川省县市政府公务员年终考绩晋级加俸须知》o

是年，二区专署辖四川省第二国民教育师资训练班聘用教员19人，各县亦录用大批中等

以上学历失业知识分子充任中小学教职员。

1942年(民国31年)
，

，
“

是年，二区专署奉颁执行考试院铨叙部‘人事管理条例》，条例规定：各级设置人事管理

机构，凡本机关人事事项，均由其办理。
一

1943年(民国32年)

是年，二区专署奉颁执行国民政府于4月12日颁布的《公务员叙级条例》。
‘

●

，

1944年(民国33年)
”

一

‘，
一

3月，二区专署奉颁执行省政府秘书处人事室转发的铨叙部《人事管理人员成绩考核实施

办法)． 。～

年底，二区专署各县根据省政府颁l：四川省各县乡镇自治人员选举规则》、《四川省各县

乡镇公所职员甄选任免办法》，对乡镇公所职员改行民选。一
。‘。

是年，二区专署奉颁执行国民政府‘公务员退休法》及考试院《公务员退休法施行细

则》。 一

‘

．、 ’1945年(民国34年) 。

10月，二区专署奉颁执行国民政府新的‘公务员考绩条例》和《公务员考绩条例实施细

则>． 二 一·

是年，二区专署对资中、资阳、简阳、威远、荣县、仁寿、井研等七县县长进行考绩，有

2人受奖、2人被降级。

i 1947年(民国36年)。

元月，二区专署奉颁执行省政府转发的国民政府《公务员交代条例修正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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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田伯施辞职，刘幼甫接任专员。

11月，二区专署奉颁执行铨叙部《管理省、市政府以下人事机构实施办法：}。此后，专、

’，县两级人事管理员的任免、迁调、考核等事宜，均须经由省人事机构呈铨叙部核准。
， 12月，二区专署及所辖各县人事管理员奉令就宪政实行中地方自治的人事制度问题，开

展理论研讨活动，普遍提交了研究论文。
’|

+

是年，二区专署为适应人事管理事务繁剧的需要，在专署秘书室设专职人事管理员。所
√ 辖各县也相继于年底至翌年初，从县府额设人员中，在其秘书室配一专职人事管理员。翌年

’底，各县皆呼人事管理人手不足，遂有威远、荣县增设事务员一人协办。、 ·

1948年(民国37年)
‘

“’ 。
，

’．‘ 9月9日，因二区专署昨日午后实施限价，查封抬高物价的商号三家，故一般商人均照议

。价发售，民众购买踊跃，商店几为抢购一空，专员刘幼甫令警局劝谕各机关人员不得同于此

时购买日用物品。
。

’一

．

。

年底．二区专署奉颁执行国民政府于11月发布的关于“提高县长用人用钱权责”的训令。

本年至次年，二区专署及各县政府对公务人员的考核奖惩，主要围绕征兵、征粮、筑路

等事项进行。
、7

皇

、

j． ’1949年(民国38年)
j ’．_

；。
。

。 _-
，

1月1日午ll时起，四川全省开始戒严，二区专署各县长奉令兼理军法职务。

*“，同月，二区专署奉颁执行国民政府新颁‘公务人员任用法》及考试院公布的《公务人员

任用法施行细则》。
i

12月6～16日，原二区专署所辖各县解放。。 。
：

．。 同月17日，“中共川南区党委资中地方委员会”成立，陈刚任书记，下设秘书组、组织

部、·宣传部、社会工作部、政策研究室、财政经济委员会。 j

‘

同月21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内江军事管制委员会及川南行政公署资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

． 署成立。陈刚任军管会主任，张励任专署专员，治所内江县(今内江市中区)。专署辖原二区

专署各县，下设秘书室、民政科、财政科、工商科、建设科、文教科、公安分处、税务局、盐

务局、卫生局、人民银行资中专区支行，其民政科内配人事科员一人管理人事业务。

同月29日，中共资中地委发出《关于旧人员的处理办法》，规定：民国政权的旧人员，除

战犯、特务、贪污分子等劣迹昭著，群众痛恨者和自愿回乡及转业者外，一般不得随意遣散，

使其流离失所，而均应在本专区范围内安排工作或录用，与工作人员同等看待。对录用的旧

人员发放临时生活费(以米代替)。 ，一

一 同月，全区录用2950名青年学生为干部，经培训分配到各机关工作。
。 是年至1959年，内江专区先后接收安置军队转业干部89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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