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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本志的指导思想、编写原则、篇目结构、文体文风以及纪

年、数据等均按县续志凡例的要求办理。

二、本志篇目结构，按章、节、目的程序，横排纵写、纵横结合，

图表分插，并酌情写无题引言。

三、本志上限为清康熙五年(1666年)，下限至2005年。按照

“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着重记述黔西解放后的民政工作。

四、本志按照1983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民政部『1主

要任务和职责>规定的范围记述。原民政部门工作范畴。后又分

出单列的部门。记述到分出时。

五、本志的<专it)。系移栽<黔西县志>中的革命烈士英名录，

为革命牺牲人员和抗日阵亡将士名录三部分。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各个时期有关民政工作的文书档案、地方

志、历史文献以及1986年汇集的黔西县民政志稿。

七、本志中所用的“解放”系指1949年11月25日黔西解放的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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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编纂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志书是我国悠久文化的组成

部分。黔西地方修志始于清代康熙年问，至光绪十年(1884年)

<黔西州志>刻印问世，距第一部<黔西县志>出版发行已有122年

的历史。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地方志，是两个

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

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国务院办公厅

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中，明确地方志每20

年续修一次，要求建立一支德才兼备的修志队伍，大力倡导“求

实、创新、协作、奉献”的敬业精神。

在续修<黔西县志>之际，黔西县民政局党组决定成立<黔西

县民政志>编纂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聘请编修人员，利用再次向

县志办提供史料的机会，完成了<黔西县民政志>的编修工作。两

次组织编写，时隔20余年，不仅填补了黔西历史上无民政志的空

白，而且是毕节地区首部县级民政专志，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

事。在编修过程中，修志工作者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方法去

认识和分析资科，去伪存真，详今略古，广集博采，真实地记录了我

县的民政工作，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发展历程，突出

反映了各级党委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面貌．详细地

记载了民政工作者关心群众、扶贫济困、救灾防灾、抚恤救济等方

面的具体事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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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观点正确，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记载有源，是

一部不可多得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部门专志，具有较高的资政、教

化、存史功能和历史价值。

古人云：以人为镜，可知得失；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了解过

去。正视现在，是为了开创未来。我为《黔西民政志>的编修完成

而高兴，更为民政工作取得的成绩而骄傲。希望全体民政工作者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勇于开拓。努力创新，在今后的工作中取

得更大的成就。

黔西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高贵林

2006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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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黔西县民政志>的编修是与<黔西县志>的编修同步进行的。

1983年5月，中共黔西县委、黔西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编写黔西

县志的通知>，确定编写委员会成员。设立县志办公室，提出修志

原则和方法步骤，拟发<征稿办法>和<征稿选题参考提纲)，组织

人员进行资料采集和收编工作，除向县志办提供相关资料外，利用

收集的资料编写出<黔西县民政志>试写稿。2005年元月，<黔西

县志·续志>编修工作开始，县民政局利用向县志办提供资料的

机会，聘请编写人员。经1年努力，终于完成了<黔西县民政志>的

编修工作，并于2006年12月18日经县志办审查通过。

<黔西县民政志>根据黔西县民政工作的具体情况分为基层

政权、行政区划、地名管理、救灾救济、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抚恤优

待、安置、社会行政管理、民政经费、民政机构等1l章，以及大事

记、专记、附录。所记录的时问自清康熙五年(1666年)至2005

年，约340年。按照“厚今薄古、详近略远”的修志原则，着重记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政工作，以及民政工作在不同历史时

期的组织机构、业务范畴、工作方法、经验教训等，突出反映了民政

工作在调整社会关系、处理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中所起到的

。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桥梁作用。既可以看到各级党

委和政府对广大群众在生产、生活、住房和医疗方面的关心、救助

和帮挟，又可以了解到在救灾、救济、抚恤、优待方面的方针、路线

和政策；既可以看到全县行政区域和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变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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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了解到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安置工作的历史轨迹；既有重大

事件的详细记载，又有具体事例的真实写照；不仅记录了我县民政

工作所走过的路程，同时又反映了我县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

展的历程。

<黔西县民政志>的编修适逢我县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好时

期。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在振兴黔西经济、改变落后面貌、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修志

工作者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前提下，用翔实的资料、丰富的内

容，真实地记载了这段历史，具有资政、教化、存史的功能。有较高

的史料价值。由于一些主观和客观的因素，以及资料匮乏等原因，

志书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出现了一些断线的情况，这是一件憾事。

但绝不影响志书的资料性、历史性、科学性和可读性。

在我的任期内完成了<黔西县民政志>的编修工作，我感到欣

慰。这是毕节地区第一部县级民政志，也是全县数量不多的部门

专志之一。在这里，我要感谢那些为这部志书的编修付出辛勤劳

动的编写人员，是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本了解黔西民政工作概况

的读本，也为后人留下了一部不可多得的民政史科；我更要感谢全

体民政工作者的勤奋工作，是他们用实际行动书写了黔西民政工

作业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民政工作者解放思

想、更新观念、勇于创新、积极开拓、努力做好各项民政工作，为全

县的社会稳定、经济发晨、安定团结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让我们携

起手来，为黔西的繁荣昌盛而共同努力。

中共黔西县民政局党组书记

爵西县民政局局长

谢家华

2006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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