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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尚成为涿鹿县人民政府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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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鹿县民政局长付景旺

在几个月里，编写小组的同志们经过艰苦地工作，《涿鹿县

民政志》问世了。这部《民政志》出版是涿鹿县有史以来第一部

民政志书，也是全县民政系统一件大喜事，我在此表示祝贺!

民政工作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一直都处于重要地位。从黄

帝时期的苍颉起，就是负责内政大臣，后来历代从国家机构到地

方组织均设有民政官员。新中国的民政工作自从她诞生的那一天

起，就以“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百姓解愁"为宗旨，在建立和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把民政工作的基本任务定位

．到“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上，是新时期民政工作

改革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与要求。

涿鹿县的民政工作几十年来，坚定不移地贯彻了这条路线方

针、政策。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特别是将

民政工作的服务对象扩为人民群众。这就是民政工作的重大改革

和创新。

这次，新编((涿鹿县民政志》即是紧紧围绕这一为人民群众

服务的指导思想。我们在编写志书过程中，采取了实事求是、秉

笔直书的观点；运用了横排竖写，详今略古的写法，力争达到既

有志书特有的史实性，也具备可读性与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

涿鹿乃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的摇篮。在

这块土地上进行的黄蚩之战，开拓了人类新时期，推动了历史的



．2．
’

序言

发展；历史上无数才子英贤、文臣武将曾挥墨成章颂扬涿鹿、向

往涿鹿、热爱涿鹿。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文天祥在就义前曾写下

“我瞻涿鹿郡，古来战蚩尤，黄帝立此极、玉帛朝诸侯"。此诗表

达了文天祥强烈要求祀国统一，民族富强的愿望。如今，涿鹿的

大地上又出现一片生机，改革开放如同春风吹遍涿鹿山河，温暖

着炎黄子孙的心房。我深信，我们的民政-rfl褂华民族的发祥
地——涿鹿，将日新月异：开拓前进!

一九九五年三月一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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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乖·厅法

作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建国后史实的记述，以《关于建

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

一致。，

二、本志以“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立足当代，突

出社会主义时期民政工作的主要任务。按照事以类存，横排竖写

的方法，标题分章、节、目，以文学记述为主，辅以图、表。

三、本志以新时期民政工作为主线，顺藤摸瓜，上限因事而

异，下限一般止于1994年。主线之外的有关内容在附录中酌情

记述。大事记采用编年、记事本未等多种手法编写。
’

四、本志对政治概念，按中央有关规定表述。如“文化大革

命"加引号；不能简称“文革”I严格遵循志书使用第三人称的原

则，用具体名称，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应写成“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
‘

五、数字书写以《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

准，不符的折算。用皇帝年号纪年使用汉字，如清宣统三年

(1911年)。民国以后纪年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如民国26年

(193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使用公元纪年。

六、政区、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1958年至1983

年间以公社大队称；其前其后均以乡，村建置称。记人称直书其

名，必要时在姓名前后加职务，一律不称某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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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鹿是华夏民族发祥地之一。在《中国上古史》开篇就写到

t吁古文明开涿鹿。"并以“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而“邑于涿
鹿之阿"闻名于中外。

涿鹿在几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历经仓桑，归属频繁，数易其

名。元末改称保安州，清袭之，隶于直肃省宣化府。民国2年

(1913年)，废保安州改为保安县。民国5年(1916年)，改保安

州为涿鹿县。 ，

涿鹿县地处河北省西北部。东和东南与怀来县及北京市接

壤，南和东南与涞水县相连，西北隔黄羊山与宣化县相望，北同

张家口市下花园区交界，西和西南与蔚县毗邻。境内南北最长

90公里，东西最宽43公里，总面积2802公里。地形由北向南

逐渐高起，西高东低，北部为河川盆地，南部为丘陵、山区，占

总面积的94％。桑干河从西向东穿过，曾有“千里桑土，唯富涿

鹿，，之说。洋河是县域东北部界河。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自然

条件的特点是地貌类型复杂，海拔高低悬殊，气候特殊多变，雨

量偏少集中，早’-风、霜、雹灾经常发生，光热条件尚好，土地

资源丰富，属山区农业县。

全县行政区划为I区、7镇、20个乡、412个村。总人口

32．3万，其中农业人13 28．8万，占总人口的89％。赵家蓬区

(1020平方公里，l镇5乡，100个行政村，3．5万人)属全国贫
P

困地区。

几千年来，涿鹿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的劳动人民，世世代代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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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着一个梦想，那就是朝·日食能果腹，衣能蔽体，日子过得

平安幸福。可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社会里，这种最基

本最朴素的愿望也只能是一种空想。新中国成立，确立了人民当

家做主的地位。广大群众才真正有了解决温饱、过上幸福日子的

可能。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采取多种措施发展

经济，提高人民生活。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和局面已经形

成。民政工作列入县委忍l政府议事日程，民政事业纳入县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涿鹿县民政志》，主要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政

科(局)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围绕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政的职

司范围为主线，重点记述基层政权，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

福利、婚姻登记、殡葬改革等项业务发展与演变。

基层政权 1949年12月，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民主建政

的指示》，要求村政府充实力量，完善组织，设正、副村长各1

人，并配备民、教、实业、财、林木、公安、优抚等委员。1953

年，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后，1954年

涿鹿县进行人口调查，在普查人口的基础上，按照民主程序进行

了基层普选，选举产生了乡和村人民委员会。体现了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当家做主。1958年，涿鹿县人民

委员会决定将22个乡、镇并为6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1962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

指示))，确定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

1966年5月～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级政权组

织相继瘫痪。到1967年11月，县建立革命委员会，各人民公

社、生产大队也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领

导运动和生产。
， 1980年2月，根据上级指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制撤

销，建立了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民主选举产生了村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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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198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通

过了《村委会组织法(试行)》，明确了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履行自治职能，组织、引导农民发展农村

经济。 ．

优抚安置五届人大通过的宪法规定：“国家关怀和保障革命

残废军人，革命烈士家属的生活"。根据优抚条例规定，分牺

牲、病故抚恤和残废抚恤。

牺牲、病故以后，除由政府妥善安葬对其家属生活困难予以

切实照顾外，还对他们家属发给一次性抚恤金(1955年前称抚

恤粮)，其抚恤标准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政情况好转，不断

提高了抚恤标准。1980年6月，国务院发布《革命烈士褒扬条

例》以后，涿鹿县根据优抚条例按职务高低按职务发，级别高按

级别发I牺牲病故军人曾立二等功以上的抚恤金按一般标准增发

四分之一。

对优抚对象实行生活补助，补助分定期和临时补助两种。

1950年起对生活困难的烈军属和生活困难的荣复退伍军人和三

等在乡残废军人，按季进行实行补助(1953年为人民币)。从

1963年开始，实行了声期定量补助。“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政

策遭到破坏。1979年定期定量补助得以恢复。临时困难补助，

是对优抚对象发生天灾人祸等问题时，给予不可缺少的补助措

施。此项补助始于1949年，为他们解决住房、治病和生产生活

问题。1964年采取定期定量补助和临时困难补助相结合的办

法。

复员退伍安置工作，是民政部门的一项主要业务之一。我国

人民武装部队自1950年起开始了有计划的整编复员工作。1955

年我国由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1958年以后每年都有一

批义务兵退伍。从1958年起，对义务兵退伍安置工作中本着“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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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来，回哪里去"的精神进行适当安置。1981年起对城镇入伍

的退伍军人，做到对口安置。对原知识青年和城镇社会青年，根

据他们的技术专长分别安置到省、地驻涿单位和县直单位。农村

退伍军人有的担任村级干部或到社队工副业摊点。对回村退伍军

人的具体困难，各级政府均给于解决，对受灾社队军人解决口

粮，使退伍军人都能安身立业。从1984年起，县成立了由民政

局主抓的“农村退伍军人技术人才交流中心”，各乡镇也都建立了

“介绍所(站)’’。根据退伍军人在部队所学到技术专长，推荐给

有关部门安置，或扶持他们发展成为专业户、重点户。

救灾救济救灾，据《保安州志》载，明清朝代“灾异”共记

64条，其中大灾16条，占25％。大早、大饥“人相食"，而官方

只振济三次。

中华民国时期无史记载，无从考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民政科

(局)把救灾工作作为压倒一切的q，,bT作，成功地组织了救灾

工作。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把国家下拨和县自筹的救灾款，

坚决用在刀刃上发给最困难和最急需灾区和灾民，保证他们安渡

灾荒。据不完全统计，到1986年共发放救灾款220万余元。粮

食775吨多，其它布匹、棉花、棉被多种。建国以后，从未发生

过饿死人、逃荒要饭和成批外流现象。1951年，为救济本县灾

民及友邦朝鲜难民，全县开展募捐活动，募集人民币723万元

(旧币)I慰劳志愿军募集人民币1924万元(旧币)全县人民捐

献战斗机一架(旧币15个亿)。使全县人民受到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教育。1976年7月28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9月

25日县成立根治海河抗震救灾民兵团，全团由2021名民兵组

成，县委副书记张立仁任团党委书记，张显魁任团长。于lo月

1日全部到达唐山地区乐亭县，帮助打井挖渠，抗震救灾。抗震

救灾民兵团全体干部、民兵不辞劳苦，高效率地完成了任务，返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