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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刘禄惠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为继承和发扬这个光荣传统，发挥地方

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根据圃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上级文件

精神，县民政局领导班子高度重视。成立机构，落实人员煽纂<沐川县民政志>。
经过搜榘资料，志稿壕撰，审核校对，几另其稿，‘沭川县民政志>落笔掩卷，

付梓出版，实为沐川民政工作之生事，可喜可贸。此志乃沐川民政工作总揽，

全面、客观，真实地记裁了沭川民政发展历程，纲目严谨、扼要简明，广征博

采，兼容并蓄。图文并茂，体现了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一，具有鲜明

的地方色彩和时代特点，是沐川民政的大回顾，大总结，是一部有着广泛实用

价值的地方文献，是认识、了解沭川民政工作的重要工具，也是激励民政人锐

意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动力．

本志横分门妾，纵述始末，首设概述、钧玄撷要，时序为经。再分章节，

记事汞人。从各个层面客观真实地记裁沐川县民政管理，行政区划、救灾救济，

基层组织建设、拥军、优抚、安置、婚姻登记、殡葬改革等方面的情况。1 998

年起，县内逐步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县城市低保工作已做到动态管理，

差额享受，应保尽保。建立和完善了农村口五保”供养制度，城乡社会救助体

拳，’城乡医疗救助实施办法．开展爱心捐助等活动。在。上为政府分忧，下为
百姓解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这是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民政工作的结果，是全县民政工作者任劳任怨、踏实工作的结果。每思到

此，总是心存感忿，难以释怀，他们为全县民政工作献出了智慧和力量。功不

可没，应该裁入史册，激励后人． ’

值此‘沭川县民政志>面世之际，不脚炎喜，命笔作序，以资庆贺。此书
凝聚着鳊辑人员辛勤笔耕，精心著述的心血。在此谨致谢意。

2007年lO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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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一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客观、真实、科学地记载沐川县民

政工作的发展与变化。

二、本志上限自有资料记载的民国年间，下限止于2006年底，部份内容

延伸至2007年。

三、本志采用记、述、志、传、表、录诸体。横分门类，纵述始末，首设

概述，钩玄撷要，时序为经，再分章节，记事系人，以人物篇殿后，简介人物。

四、本志资料主要来源文书档案，也有其他部门文字记录，专访记录，所

有资料均经核实，务求真实而后使用。

五、本志用语体文，第三人称记述体，文字、标点、纪时、计量均使用国

家规范标准。

六、本志遵守保密法规，涉及机密资料不录。



概 述

民国十一年(1942年)4月1日，建立沐川县，成立民政科，历任民政科长随县长的

变动而更迭。1950年1月30日沐川县人民政府成立，2月建立民政科，各区公所置民政

助理员．1968年8月民政科并入沐川县革命委员会社会业务组，1969年社会业务组并入

沐川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1973年2月恢复民政科建制，1977年5月6日改民政科

为民政局，县民政局机构保持至今。沐川县民政(科)局先后由王伦章、马建新、马明才、

周春云、吕上蒙、苗善水，彭兴元、蒋世勋、江一帆、覃海东、罗桂林、罗晓琳、黄宗伦、

刘禄惠任(科)局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县民政局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政工作方针政策及法律、法

规，组织管理救灾救济、拥军、优抚、安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组织实施社会福利

发展规划、指导城乡基层组织建设，搞好边界勘定、社团审批登记，婚姻登记、儿童收养

等社会事务工作．

1951年设村公所置村长，农村合作化时期改村为联社，公社化后改联社为管理区。

后改管理区为生产大队，19阱年3月公社、大队更名为乡、村。1984年3月全县建立村

民委员会l％个，沐溪镇及黄丹、舟坝、jf!l店、箭板等乡镇政府驻地共成立居民委员会

10个。2002年开始逐步改居委会为社区，至2006年末全县共有12个社区．以后按时进

行村委会换届选举．1∞5年12月3～4日，美国、加拿大、丹麦等国外宾和省市领导来

沐川县考察村委会直接选举试点工作．2∞1年，沐川县建成市级村民自治示范县，20眈

年建成省级村民自治示范县．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县成立赈灾委员会。负责组织对灾民的救济。1949年后。

政府加大赈灾力度，1950～1959年，国家共拨给沐川县赈济款14．18万元，贷款323．4

万元，贷贸易粮105．24万公斤，以工代赈投放大米972．23万元，发放棉被及单衣共2029

件(床)。以后全县救灾款由每年几十万元上升到几百万元，帮助灾民解决口粮、衣服，修

缮房屋、治病等．对农村贫困户开展救助工作，为贫困户解决杂交水稻种、杂交玉米种、

猪饲料。发展增收项目，开展脱贫致富工作．

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五保一供养制度。2∞6年对全县1484位五保老人按1∞元／

人．月，按时足额发放，对农村五保户旧房和乡镇敬老院进行改造。

1998年7月1日起，县内逐步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6年全县城市低保工作做

到动态管理，差额享受，应保尽保，实现规划化、制度化、两络化管理：全县农村低保保

障2576户6637人，发放低保金4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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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编练新军后，仿效西方军制，实施兵丁退伍、军官退休、家属优待等制度。民

国时期，对抗日军人家属发给优待证，规定每户每年优待稻谷2市石(每石54公斤)。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主要采取代耕、定额补助等方式对军人家属、烈属、退伍军人、残废军

人进行优抚。1951年12月25日，成立沐川县拥军优属委员会，组织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节日组织慰问，召开烈军属、复员退伍军人座谈会。县民政局按上级有关政策逐年全面完

成退伍军人安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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