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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工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行政工作，有着悠

久的历史，应当加以研究和总结．毛泽东同志曾经指

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

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

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

产”。建国五十三年来，许多社会科学的门类如雨后春

笋般地茁壮成长，而民政的历史却是个常常被人遗忘的

角落。了解中国民政史，了解获嘉民政工作，借鉴历史

知识，无疑是民政工作者的迫切愿望．‘获嘉县民政

志)(1985-2000)的出版是值得祝贺的。

长期以来，有的同志认为：“民政工作不过是情况

加政策，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理论可探讨”。这种

认识是片面的。“情况加政策”本身就大有学问．任何

一种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考察民政的历史，应该把

历代的民政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联系当时社会

发展的情况，才能找到较为切合实际的答案，并从中找

到我们所需要的借鉴。其次，民政工作是多元性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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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工作，不但各项工作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而且

涉及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种学科。民政是～门多

边缘的学科，其中有不少学问。研究它的历史发展，会

使我们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

历史是人类生产生活斗争的继续。马克思说：“单

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

经取得而被他们当作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

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斗(‘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 2 1页)。毫无疑问，民

政工作是在我国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发生作用

的。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获嘉县民政志》098s．2000)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搜集整

理了大量历史资料，积极探索各项民政专业史中的规律

性，这是它的可贵之处。同时也应指出，作者的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写作水平都还有一定差

距，史料的运用和分析理解方面也还有待提高。世界上

十全十美的事很难找到。对学术问题，我们党历来是采

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希望广大读者，尤其是

搞历史研究的同志和民政工作者热情而真挚地提出批

评：希望‘获嘉县民政志》0985．2000)的出版能起到抛

砖引玉的作用，在民政战线上形成一个勤奋学习、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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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风气。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不仅能出版高水平的

民政志，而且能出版其他民政专业学术著作。民政战线

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只要我们下定决心，拿出自己的

聪明才智，贡献给这一伟大的时代和光荣的事业，那

么，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民政理论体系一定能以耀眼的

光彩立于中国社会科学之林。

浮荣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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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为指导，坚持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

想，实事求是地记述1985——2∞0年本县民政工作各

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

统一。力争使其可信、可用、可读。

二、‘获嘉县民政志>(1985-2000)由概述、大事

记、专志各章、人物、附录、编纂始末组成。概述总叙

县情，反映县民政之概貌：大事记贯串始终，记述本县

民政工作历年大事、要事：专志，分门别类，纵述史

实。人物设人物传记、人物简介、人物表、革命烈士英

名录；采用章节条目结合体编纂，共20章75节466个

条目。概述、大事记和附录不列入章的序列。

三、本志上限原则止于1985年，部分问题有上

溯；特别是人事任职是从建局开始的，下限原则止于

2000年，个别事件根据需要适当延长。

四、本阶段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分别在大事记中记

述。“大事记”在志中按年、月、日的顺序编捧，一事

一条；一日数事的另起行记；日期不明的列于月末，月

不明的列于年末。

五、部分章节根据需要设置无题小序。
一1一



六、各项数据，以统计局的统计数字为准，无统计

局数字的，采用本局档案室数字。计量单位一律用公

制。

七、志书全部采用第三人称的现代语体文；标点符

号、数字、称谓、纪年的用法，均以国家专门规定为标

准。

八、本志涉及的各类专业述语，如：“双拥”、“三

属一、“三老”、“双扶”、“三项资金”等大都在各有关章

节中详细解释。

九、本志材料，主要来自本局档案室、组织部人事

档案、报纸书刊、实物、经考证鉴别的回忆口碑材料

等。



获嘉县民政局浮荣田局长工作照片

获嘉县民政局领导成员合影 2000年9月

自左至右：副局长王索宜、副局长张卫东、局长浮荣田
副局长王德孝、纪检组长刘同莉。



民政局全体同志合影2000年10月
白左至右：前排：马庆丰、陈延英、陆志芬、陈晓玲、工欣；

中排：刘金梅、刘国莉、手德孝、张文围、浮荣出、
郭悦臣、王素宜、职玉玖；后排：张茂林、桑希勇、
马荣喜、葛金海、潘世虎、樊长伟、安文亮、张鸿春。

烈士陵园、光荣院、按摩诊所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2000年10月

自左至右：樊学梅、桑希琴、岳邦忠、岳绍臣、李红军、
贾连东、张家彪、岳邦松、贺梅英、李永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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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嘉县民政局续志领导小组成员合影

2000年lO月

r1左至右：成员马庆丰、副组长刘国莉、组长浮荣H|、

主编张鸿春、成员张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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