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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一

续 编 说 明

_‘ 根据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将衡阳市志的修志年份

， 下限由1988年延续至1995年的决定，我们组织编写出

版了<衡阳市民政志续编>一书，现说明如下：

一、<续编>是继上编而成为上下连贯的专业志。编

写中。坚持求实存真的原则，力求反映出衡阳市民政工

作的全貌和历史的真实。

二、<续编>上接1988年，下延至1995年。

三、(续编>同上编编目对应，但根据民政业务的扩

展，增加了<地名管理>和<社会团体管理>二章，<大事

记>及<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简介>，已在有关章节中体

现，故未单独刊印；<文献辑存>未予录编。另将收集资

料时发现的清宣统元年(衡阳城区图>和1947年民国时

的<衡阳市区图>一并刊印，供读者参考。

四、<续编>编写过程中，得到衡阳市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并得到衡阳市民政局有关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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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有关科室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五、(续编>资料主要来源于衡阳市民政局档案室室

藏档案、文书、书刊。

·2·

编 者

1997年7月16日

■●1，；●1



概 述

(续编)

1989年至1995年，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根据国家民政部职能转变的实

际，衡阳市的民政工作，先后增加了社会团体管理、社会

福利有奖募捐、地名管理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4项任

务，加强了对残疾人事业的管理(1990年7月正式成立

衡阳市残疾入联合会)，衡阳市民政局内设机构由原来

的7个科室增至12个；所属单位由原13个经过调整和

增设已达19个。

在基层政权建设中，以自治示范活动和发展村(居)

民委员会办经济为重点的“两委’’建设和基层政权建设

得到加强；行政区划进行了撤区并乡建镇工作；双拥活

动取得了新成绩，1993年1月国家民政部、解放军总政

治部命名衡阳市城区为“双拥模范城”、城南区为拥军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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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先进单位；各项优抚安置政策进一步落实，如期完成

了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和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置任务；

救灾工作，进行了重大改革，能确保灾民的正常生活和

生产；社会救济工作，从1989年起，对孤寡病残老人中

的定补对象，建立了“三定”(定人员、定对象、定任务)

“四包”(包吃、包住、包送医送药、包清洁卫生)挂牌服务

制度，五保供养推行以乡镇统筹和包护服务，使五保户

生活略高于当地人均生活水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从无

到有，取得新的进展；民政第三产业依托福利事业单位

广泛兴起；传统的社区服务向系列化、多种类、高档次扩

展；社会行政事务管理进一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制度

化的轨道；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工作取得可喜成效，仅

1995年就销售彩票2285万元，筹集福利资金600万元，

为残疾人、孤老人、特困户办了大量实事；社会团体管理

工作已步入依法管理、按章办事的轨道，全市性社会团

体到1995年，已登记注册281个；地名管理日趋完善，

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的轨道o

1989年至1995年，是衡阳民政工作飞速发展的7

年，使新的民政工作跃上了新的台阶，新增加的工作进

展顺利，不少工作已经进入全省先进行列。我们相信，’

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全市民政系统干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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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的共同努力，衡阳的民政事业将会出现新的飞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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