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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叠志属信史黟，我们编写这本局志时，是力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客观地反映历史事实，把本部门浩繁的历史资料和纷繁的事物进行整理，编纂成册。纵按

年，月，日排列，时序分明，横分门别类记述，事物清晰。既便于通览，全面了解本部门之

历史发展过程，又便于查找资料，为现在和将来的工作服务，既能作为本部门历史资料全

书，保存史料和补充档案资料之不足，又能从民政工作发展的历程中，得到启示，并可为政

府机关制定工作规划提供依据，为编写县志工作提供史料。

时代是在继承历史的基础上前进的，正是为了我局今天和将来的工作，我们编写了本

志。由于编写人员的水平有限，所搜集的资料亦不够完整，本志难免有错误之处。请同志们

批评指正。

简阳县民政局志编纂领导小组

1985年9月30日



尼 例

一、本志上限1911年辛亥革命，下限1982年。编写中对民政机构沿革，行政区划上追溯

至清代末年，其他章节只追溯及“川政统一"时期I下限有个别章节为将一项工作始末写清

楚，和少数统计数字，延长至1983年。

一，本志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政业务范围以篇分门类，在追溯民国时期的民政

工作时，如。民国时期民政科曾主管警政、卫生等部分则未编入，有关军人优待抚恤属兵役

科主管则编入本志。按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这段时期以章分时序。在各章中

则以横分节，节内以纵编年。

一、民国时期的民政工作，因无档案资料查考，本志所用资料，大部份来源于采访。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档案资料比较不齐。。文化大革命黟时期有一段时间，原民政机构

打乱，由县革命委员会民事组接管民政工作，民政档案中缺少这段时期的资料，所以本志中

所编入的这两个时期的资料很不完整。

一，对中央、省，地区文件，只录文件名称、发文时间和文号，对本县本局文件则摘要

收录。在叙述中多摘引资料原文，只对错别字及个别文旬有小修改，以尊重史料。

一、统计数字，一部份来源于统计表，一部份取予文字资料。但在查阅资料中，常有一

年中的同一个项目，在不同的资料中所记数字不同。遇此类情况，只能参考前后资料录取一

个数字，故不是绝对准确。

一，本志所写货币单位，度量衡单位，因无依据，没有一一注明属何种货币及度量衡

制。现将本志所涉及年代内的货币及度量衡制的改革情况简述如下，以供查考。

币制，民国初期使用的有。银锭、银元，铜元，小钱。银元分半元，二元两种’铜元分

一百文、二百文两种，小钱一枚叫一文，一百文为一钏，二十钏换银元一元。民国中期发行

纸币有。银元卷、法币I民国三十六年(1947)又印有金元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使

用人民币。1949年至1954年以万元为单位，1954年进行币制改革以旧币一万元合新币一元。

度量衡t民国初期沿用清末老尺，老斗、老称。量长度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粮食

以容量计算，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每斗四十斤)十斗为一石(读旦)。衡制t十钱为一

两I二十两为一斤，十斤为一称。民国中期进行改革。每尺缩短一寸，斗改为市斗(每斗三

十斤)。交纳公粮则用公斗，每斗约十一斤。衡制每斤十六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9年衡制改为十进位制，十两为一斤。粮食改用衡制单位计算，废除升斗制。



概 述

我国早在东汉始设司徒“掌民众，

等民事。至唐代户部职掌土地，户政，

布政使掌一省之民政，财政。

民国初年，设布政司，民国二年，

称民政厅。

教礼仪，教民孝悌，送死养生，及仪其制，建其度一

吏部掌官吏任免，调动，礼部掌祭祀，典章。清代设

省设民政长，民国五年改称政务厅，民国十七年，改

民国时期，简阳县民政工作，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民国十九年(1930年)以前，一切

民政事务都由县知事处理，民国十九年成立县政府以后，下设承办民政工作的第一科，除建

设，财粮、教育工作外，其他一切工作都由第一科承办，故属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第一科

以后改为民政科，它秉承县长旨意，负责伏案处理日常公文。

从现有的资料反映，民国时期的民政工作同历代封建王朝是一脉相通，一息相承的，标

． 榜鬣体恤民情，实施仁政"’而实则“民之憔悴于虐政"。乡(镇)人员之任免，受地方豪霸

所左右， “民主选举"虚有其名，实际上变成了军阀官僚们追名逐利的赌场。优待“抗属"

不过是空有其名，借救济之名，上侵公款，下榨饥民。官吏更换频繁，或敷衍塞责以应付上

司，或停留于文牍往返，下不顾民情，装聋作哑，推拖以息民怨。简阳县在民国时期，长时

间政局混乱，政令虽面面俱到，不过是纸上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政工作，民政机构一直是县政府的重要部

门。它承担了政权建设，社会保障，一部份行政管理，和支援部队建设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

绩，起到了“人民群众组织部’’的作用，尽到了。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责任。

我县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党的培养下，经历了长期的考验，都能刻苦钻研民政业

务，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在工作中，以“不怕麻烦黟的态度，对其工作对象，既耐心细致地

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又事实求是的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为我县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

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县通过民政部门向民政工作对象，发放了巨额款项和物资。使我县

历年来有千分之五需要救济的人，得到了及时的救济。保障了人民的生活，杜绝了因灾因荒

饥民外流，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优抚安置工作，使全县在乡的复员，退

伍，残废军人约三万人，烈士家属，军人家属约三万八千多人，都能在各条战线上，贡献自

己的力量。

为了贯彻《婚姻法》，彻底破除传统的包办婚姻习俗，民政科主管了婚姻登记工作，为

了破除几千年来的迷信思想，移风易俗，大力推行殡葬改革，修建了“简阳县火葬场一。兴

办了全省仅有五所之一的。简阳县聋哑学校一，给简阳县的聋哑人创造了学习文化的条件。

接办了“简阳县收容遣送站一，为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同全国各地一样，在农村实行了责任制，使农民



的收入已有大幅度的增加，生活水平已有显著提高，常年性的临时救济面有所减少，外流人

员的收容数已大大减少。相应的也给社会福利事业和基层政权建设等各方面的工作提出了新
的要求。

为了适应新时期更好地开展民政工作，

领导班子，健全了办事机构，增加了人员，

在机构改革中，简阳县委，县政府调整了民政局

加强了民政工作，使我局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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