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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民政志》是在中共玉溪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在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市民政局按

照新修地方志的“三新’’要求编纂的一部专志。

玉溪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出现了崭新的民政

事业，不仅在范围上比从前有很大的发展，更主要的是在性

质上有根本的不同。．历史土把民政称为惠政，认为是统治者

对人民的施舍，百姓们应感恩戴德I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民政工作的开展是从有利国

寡的兴旺和人民的富裕幸福出发的。建国以后，特别是党的

寸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成效非常显著。基层选举使人民享受

了社会主叉民主权利，，增强了主人翁责任感，促使干部克服

当官作老爷的官僚作风，进行烈士褒扬而修烈士纪念碑．烈 ．

士英名录，拥军优属，优待抚恤，加强了军民团结，促进国

妨建设，使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受到具体的爱国主义和
’

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救灾救济，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工

作，鼓舞了各族人民抗拒自然灾害、生产自救的信心和毅

力，于灾年恢复和发展了生产。使疾病，伤残的贫困者受到

关照，生活向好的方面调节。随着市内农村普遍实行“五

保"和敬老院及城镇幸福院的建立，孤老人的物质文化生活

相应地得到满足。激发了人们热爱社会主叉制度、坚定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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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信念。近几年来的民政工作发展，与坚特党的四项基泰

原则一致，成绩可喜。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必须坚特社会主

义的根本原则- “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一在

农村改革中，市内有一部份农民先富起来了。为了帮助还没

有富起来的人共同富裕，民政部门改变了过去单纯的济贫为

扶贫，与金融、科技，供销等有关部门协调起来，从资金、

技术，人力等方面，扶持有条件的贫困户、优抚对象户发展

生产，或组织加入。双扶罗经济实体就业，以增加收入摆脱

贫困，走上致富道路。

《玉溪市民政志))记述的人民政权成立以来的民政业

绩，反映民政工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贡献，对于今

后民政事业的发展将大有裨益。本志书中民国以前各个时觏

的有关部份，亦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总之， “前车之辙，后

车之鉴"，，于咨政，存史、教育等方面必将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
。

．

’

我希望《玉溪市民政志》的编纂发行，为玉溪市的“两

个文明一建设，“四化一建设作出新贡献，开创市民政工作

的新局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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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兴起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热潮中， 《玉溪市民

破志》编成刊印，使人欣慰。 、

民政工作渊源流长，早在西周就设职官掌其事。玉溪自

元朝设置新兴州，直至民国时期所编修的地方志书，均把民．

J￡作为不可缺少的部份。但为民政事业单独立书的确没有。

究其原因，一是历代民政工作范围较为庞杂，且多变动，再

则所事善举唯唯。
。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与物质

生活关怀备至。在党的领导下，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民政事业有了很大的进展和变化。玉溪市的民政工作范围也 ．

较之以前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在改革的推动下，各项事业的发展更为迅猛。民政工‘

作为适应新形势，进行了改革，创新。由第七届基层选举

始，县人民代表的选举改为直接选举，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维护社会主叉法制，开展扶贫，使1096户，5105个救

．济对象通过扶持发展生产，增加收入，逐渐摆脱贫困，生活

有所改善I新建17所敬老院，全面落实农村孤老人“五

保一，拥军优属方面，实行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兑现和立功者

地方给奖等，加强军政军民团结。总的在建设新型的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党和国家在各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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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提出的总任务，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玉溪市民政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根据“详近略远’，的原则，以翻实可靠的资料和数据，全面

‘地，系统地、真实地记述了玉溪市民政工作的历史发展，特

别是建国玎来至1985年问共36年中民政工作的全貌和它的发

’展过程，使人们了解它在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

用，并能从中借鉴历史，服务现葜，使民政事业更好地适应

一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好地为党的总目标、总任务

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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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玉溪市民政志))的编纂是在中共玉溪市委和玉溪市人

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从1986年2月筹建编纂机构，。特聘

请关心我市民政事业的李佳伟同志担任编写组主编，至1987"

年3月编修成稿，历时年余。在编纂过程中，为确保志书质

量i编写组的同志克服了种种困难，。认真审阅了有关档案资

料、文件文献，核对会计，统计报表和原始凭证，‘力求撰稿

准确。玉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同志对本志的编写

给予了热情的指导和帮助，并对志稿成书作了精心的审查修

。订。 一
，：。 ·7“

’

， ”，：

《玉溪市民政志》单独成为一部志书，是个新的尝试，

虽经努力，反复修改，力图使其符合硝三新’’，达到社会主

叉新方志的要求，并显示出部门专志的特色。但由于水平所

限，事与愿尚有距离，且粗疏及不当之处也在所难免，’恳望

读者批评指正。 、7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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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依据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

题的决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
’

求是记述。

二、按照国务院(政务院)批准、民政部(内务部)颁

发的有关民政任务，和本市(县)的民政实施，拟定范围。 ．

对人民政权建立以前的各时代民政事绩，本着立足当代，回

首过去，面向未来的要求，亦择收入志，归进有关门类，以

便纵览该项事业的演变，有利于咨政，存史、教育。
。

三，认真调查研究，竭力做到资料翔实准确，坚持宁缺 ．

无滥，入志存真o 1958年至1961年与江川县合并，各项数据

包括两县在内。现原各公社资料不全，故未分县列明。

四、‘’依方志体例，采志、记、图表、录体栽，以章节式

立目。除篇首设序、凡例，篇末设附录外，篇中主体为十一

章o I

五、取事上潮未限，下止于公元1985年12月。

六、文字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10日重

新发表的简化汉字，以语体文撰写。历史纪年数字用法按1986

年12月31日国家语委等七部门的联合规定执行。度量衡按当

时之制照记，改为今制折算的已加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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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地处滇中，-位于东经102。177--102。417，北纬

24。187--24。327之间。东与江川县相连，北与昆明市属晋

宁接壤，西南与峨山彝族自治县交界，东南与通海县毗邻，
， 距省会昆明98公里。中共玉溪地方委员会，玉溪行政公署，

．人民解放军玉溪军分区驻于市内州城。

全市总面积1004平方公里。市境属高原地貌形态，地势
， 由北向南倾斜，随着山脉延伸，形成狭长的山间盆地一一玉

溪坝子。坝子最大横距6公里，最大纵距15公里。1984年人

： 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88人，最大河流是玉溪大河。上游源、

头有二。一为市境小玉苗的香柏河，一为江川县架雄山，今

． 汇于东风水库内。玉溪河全长61公里，横贯玉溪盆地，至何
· 尾村入峪，至六六童后入峨山大河。所沿各支流均汇入大

河。南部大沙河则贯穿研和坝子，向南直汇峨山大河，气侯

属于中亚热带半湿润冷冬高原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

暑，四季如春。年平均气温15．8℃，极端最高气温33．5℃，极

端最低气温一5．4℃，自然灾害主要有干旱、洪涝及霜冻和

冰雹，间有风灾o 1950年以来连续兴修水利，旱、涝灾害逐
渐得到减解o

’
7

’

’·

。 一

。 市境先秦时期属古滇国地，汉代属俞元县地。两晋时为

。 晋宁郡俞元县地。唐初，为黎州绛县地，唐肃宗上元元年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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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60年)，南诏地方政权设温富州，属河阳郡。宋为

大理地方政权的休制部(亦名休纳部)。元：”明、清三代俱

为新兴州，辛亥(’1911年)革命后废州改县，民国二年

(1913年)改名休纳县，民国五年(．1916年)改为玉溪县。

1949年12Y]9日，云南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

区纵队二支队、中共玉溪县工委、滇中护乡第五团组成玉溪

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国民党在玉溪县的政权。1950年1月

1日，云南省滇中区专员公署和玉溪县人民政府成立，专署

住玉溪县州城。1983年9月9日，国务院批准改建制为玉溪
’ _

市。 ．
．

．|
．

玉溪市的古代民政实施，(康熙)((新兴州志》上溯记

述于元代。明、清时代和民国时期，民政事业范围有所变动

和发展，但多重于有关百姓负担的户政、徭役之事，对民生

攸关的救灾、社会救济等善举甚少。 ．，

，． 查明代重大洪涝灾害二次(正德十三年和万历四十／＼

年)，未予救济，地震重灾四次!(正德二年，十二年，·万历

五年和永历九年)亦未救济。清代重大洪涝灾害十二次(康

熙二十九年、四十六年、五十二年、乾隆十三戽、嘉庆七
年，十九年，光绪五年，十二年，十六年，十九年，三十
年、三十一年)，未予救济，地震重灾五次(康熙五十二

年、’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和十月，五十四年，道光十三年)，√

仅在一年连续两次重震的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给予

灾民赈济。’民国期间，洪涝重灾(民国12年，13年，“年，

15年’，17年、21年、24年，32年、34年、37年)10次，仅民

国21年(1932年)举办了募捐和政府拨款救济灾民，地震重

灾(民国1年、2年3，8、12月，19年，28年，29年4
一

～ 、。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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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仅民国1年(1912年)，29年(1940

灾民救济。明、清时代未见火灾救济的记载，

灾救济的仅有四次，而遭灾的次数不仅于此。

明代于州城建的一所养济院，清末建于北城的养老、养疾

院，至民国37年(1948年)亦无法为所收容的60名孤老筹集

每人每月24市斤口粮。致于冬寒救济款额亦甚微薄，民国36

年(1947年)，政府发放冬赈米76石。37年(1948年)地方

筹银半开800元，分予十个乡镇，由各乡再行募捐连并发

放。当时的模范乡一一龙吟乡共凑集3石8斗(市制：合

2280市斤)大米，以229柱分发孤贫，以柱(户)计平均不．

到10市斤。，
‘

，， ： 。

一

．

、 民国期间，断断续续实施地方自治。民初，全县参与选

举参议会的选民仅两千多人。其后的乡镇民代表会、保民代

表会的代表，及多数保长的民选，均未上报参选人数。至于

后期的县参议员选举和乡镇长民选，均系间接选举产生，即

经各乡民代表会的十个左右代表投票选出上报认可。上述情

况表明民权难于发挥，民意难于表达，地方自治缺乏群众基
’

．． 。
，

础。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玉溪市的民政，在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从1950年起，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黟的思想指导下，各级民

政工作人员同广大干部群众一道，开展了基层政权建设，优、

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行政区划、殡葬改革、婚姻

登记等方面的工作。 ．，。1，

， 在基层政权建设方面，为建立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巩固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自1953年至1966年，先后组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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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基层普遍选举，保障人民行使民主权利。1979年-

七届基层选举和1983年市的基层选举，组成的县级，市级人．

民代表会议，代表系由各选区直接选举产生，健全社会主义．

民主和法制，调动了广大人民建设“四化一的积极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变农村政社合一体制，设
区建乡，将基层政权设于乡‘j。同时建立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

员会。对于发动群众制定村规民约、街规民约，开展建设文。

明村、文明街活动，为保障社会治安发挥重要作用。

在优抚安置方面，为加强军民团结、巩固国防、保卫祖国、．

促进国防现代化建设，自1950年军-1985年，动员与组织各方

面的力量，广泛开展。拥军优属弦活动，共拨发了114万余元o

1956年各族各界人士修建革命烈士纪念碑，1984年编纂Ⅸ革一

命烈士英名录》，并运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烈士的英雄业
绩，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根据

国家的规定，依靠集体，．依靠群众，实行以群众优待为主租一

国家抚恤相结合的办法，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从
1983年起，逐步扩大扶优面，受到扶持的优抚对象计305户。’

由单纯抚恤，优待转向为扶持优抚对象发展生产勤劳致

富。使优抚对象的生活不仅能得到切实保障，且优抚面逐步

扩大，优抚标准逐步提高o

‘对复员退伍军人，按照“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一的原

则，以及对城镇退伍军人“按系统分配任务，包干安置，，就

业的办法·及时妥善安置。并认真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

治病，婚姻等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使之在生活上有可靠呆．

障，在职业上各得其所。．从1950年至1985年总计接收安置复

员退伍军人9261人，绝大多数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各条战线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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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农村救灾救济，促进社会安定团结方面，以主要力

量组织和发动灾民开展生产自救，依靠灾民群众的力量，尽
’ 快恢复生产，摆脱困难。同时，及时辅以国家必要的救济，

使灾民生活得到切实保障。对农村贫困户，除教育、组织集

体、群众给予适当照顾，并帮助他们发展农副业生产外，政
。

府及时给予必要的救济，以解决生产，生活上存在的困难。、

建国至今三十五年间，国家给予农村的救济款共计47万元，

平均每年1．36万元。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由单纯

救济向帮助脱贫救济转变。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组织各行

各业从财力，物力和技术，扶持贫困户发展农副业生产和开
? 展多种经营，以尽快摆脱贫困，自1981年至1985年，。民政部

门从各方面筹集扶贫资金共234925元，扶持1401户、6585人发

展生产、增加收入。对农村中丧失和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生。
r 括没有依靠的孤、老、残，幼，采取分散供养和集中供养两

种形式，实行。五保一(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
’

葬)，全市分散供养353人，集中供养155人，保证他们的生

括不低于当地一般群众的生活水平。 。

在行政区划方面，根据生产建设和行政管理要求，从
一

。

1950年接管旧政权起，到1985年止，曾作过十一次较大的调
i’ 整。

。 ’

； 同时，在城镇救济，社会福利、组织失业人口生产自

： 救，婚丧习俗改革，安置退休职工，收容遣送等方面，也获
； 得了不少的成绩。’

’

。 三十六年以来，玉溪市的党，政领导机关，视民政工作

为政务的重要组成部份。特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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