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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局(科)是政府系统综合管理人事工作的重要部门，有了这个

部门，就能够在政府系统各部门之间对人事工作起到一个统筹兼顾综

合协调的作用，从而保证人事工作按照党和国家的统一要求有条不紊

地进行，

建国后，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开放，人事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更显得

重要。为了坚决执行党的三中全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断地抓好

人事工作的观念更新，实现人事工作的指导思想从过去的直接指挥执

行型向综合指导服务型的转变；工作方法逐步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过

渡，必须进一步把人事工作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充分调动各方面的

积极性，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中国有句古话

“事在人为乃，用人是否得当，是历代统治阶级兴衰的重要因素。要

搞好四化建设，需要我们组织好四化建设的队伍，人事部门除做好统

筹兼顾、综合协作外，还要发掘人才，合理使用人才，为我县两个文

明建设作出贡献。

《封开县人事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辨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态度，

认真从档案馆中查找有关史料，广泛走访从事过人事工作的同志。通

过广征博采，反复筛选，并承蒙县志办公室的帮助，历时一年，终于

完成编写任务。我代表人事局全体同仁，谨此表示感谢。

封开县原人事局局长 霍秀

封开县人事局局长 蒋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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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封开县地处广东西部，扼西江(河段)上游。贺江纵贯全境，在县城江口镇与西江汇

流。东北与怀集县相连，东南与郁南，德庆毗邻，西北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梧州市，苍梧、

贺县接壤。总面积2723平方公里，总人口38．5万人。

封开县历史悠久，于秦汉时期，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县治，是岭南与中原地区历史上经济

文化交流的要地，亦为古代军事必争之地。

1952年3月封川，开建两县第一次合并。后曾三分三合，也曾分别与德庆，怀集合并，

称德封县和怀建县，1961年4月复置封开县。

封开县人事科从1953年4月成立以来，也曾经历了几次分、并，撤，复的变化。1981年

4月，人事科改名为人事局。

自古以来“为政在人’’j人事是行政之本，人事工作是立国之基，治国之本，政府的人

事工作，实质上就是干部的行政管理工作。

建国后，封开县的人事机构，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同时期的需要，先妪

设“封开县人民政府民政科人事股一、。封开县人民政府人事科”，。封开县人民委员会人事科修，

“封开县人事科’’，“封开县人事局"。县人事科(局)的干部逐步增加，由1953年4人发

展到1989年9人(含编委办公室)。基层人事机构，也逐步建立和健全。县直机关单位分

别设人事股(人保股或人秘股)，人事干部队伍逐步壮大。1989年底，全县有基层人事干部

09X。
’

随着社会主踅革命和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人事部门的工作也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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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转非劳)手续。1985年7月人事局增设“封开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稳定本地人才，

引进外地人才。1987年，成立口科技人员普查办公室打，调整“用非所学一人员，合理调整

T38人的工作，发挥他们专业特长。此外，还为4560名专业技术人员评定了技术职称。自党

的十一屈三中全会以来，认真贯彻落实党关于解决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遗留问题，为385名

干部和知识分子平反了冤假错案。

1984年机构改革后，干部素质不断提高，逐步达到口四化黟(革命化，年青化、知识化，

专业化)的要求。1989年，全县干部总数4870人中，共产党员占36．2％，共青团员占12．1％，
●

35岁以下的年轻干部占38．9％，36岁至45岁的占24．8％，大专文化程度的干部占32．4％，中

专、高中文化程度的占43．5％，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6矿．1％。

工资福利。建国初期(1949一一1955年)，干部的工资，执行供给(包干)制和薪金制

两种制度，按等级计分，按分发给米，布，油、盐，柴等五种物品，作为薪水。1955年，改

为工资制，以人民币计发月薪。随着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发展，干部的工资待遇逐步提高。

1956年和1985年，封开县先后进行两次工资制变改革，1959以来，先后进行了11次工资调

整。福利方面：包括干部离休、退休，退职，离职、干部保健、干部休假、干部困难补助、

干部补贴，干部去世后的抚恤、遗属供养、照顾安排子女工作等。还包括改善干部物质，文

化生活等各方面内容。据统计，1956--1989年，全县离休干部185人，退休干部883人、退职

干部334人，照顾吸收离退休干部子女工作的83人和干部去世后吸收其子女工作的4人。

1980年一1986年，干部福利费总支出13．98万元。

纵观封开县人事工作的历史和现状，1953年4月人事科成立之后，除1966—1976f年，文

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机构被撤销而失去历史的衔接外，基本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

’的，对于充分调动干部的积极性，为发展封开的商品经济，加速“四化"(现代化工业，现

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现代化国防)建设进程，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40年来，封开县人事机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但由于

机构的多次变更，形势的不断发展，改革的不断深入，不少地方还未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未能与改革开放同步发展，特别是如何解决机构膨胀和人员臃肿，以及进一步提高干部队伍

舶素质和提高工作效率等问题未能找到彻底的解决办法。

(3)



事 记

会领导小组"，全县开展工资制度改革。

．fO月 会同组织部，开展“肃清反革

命、审查干部"工作。

j2月 工资改革结束，取消工资分加津

贴制，全部实行货币工资制。

1957年

4月 封开县分为封川，开建两县，分

别成立封川县人事科和开建县人事科。

4月(至1958年3月) 全县撤销原7．

个区，由86个乡2个镇，并为11个大乡1个

镇。

1958年

4月 封川，开建两县人事科内设立

“下放干部管理委员会’’，办理下放干部

300人。

5--10月 根据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关

于精简机构压缩编制’’的指示，县委决定人

事科同组织部合并办公。

_Ij月(至1961年3月) 封川合并德庆

县，开建合并怀集县，封开县人事科撤销。

1961年

4月(9．i964年7月) 恢复封开县建

制，人事科并入组织部办公。

j2月 为25名“右派分子’’乎反，安排

工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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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

9月3日 接管财贸政治办公室。

11月2日 成立封开县编制委员会。

1271 调整精简干部工作结束。全县调

整干部119人，精简处理172人。从县属机关

抽调44名干部下放到公社，安排了县、社干

部91人回生产队劳动。

1963年

．f一8月 办理干部下放劳动2947人次

<包括短期下放劳动锻炼人数)。

8一．!D月 全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

工资调整，有559人工资升级。

1964年

7月 人事科接管县监察委员会工作。

．z2月 全县抽调干部418人参加。四清"

工作。

1966年

6月 “文化革命，，开始，人事科撤

销，人事管理工作由县委组织部负责。‘

1976年

jD月 恢复封开县人事科。

1978年

6月 会同县“科技人员普查办公室一

对全县外语人员进行一次普查，全县有英、

法、俄、越等外语人员33人。

9月 成立科技、教学人员使用情况普

查工作小组。

1979年

j月 对学非所用，分散在社会上的知

识分子进行一沙普查，有大学毕业33人，结

业5人．中专毕业42人，，结业46人，其他1

人，共127人“学非所用"。

S一6月 办理了非对口使用的外语人

员16人和22名用非所学的科技、教学人员的

对口使用的调动手续。

1981年

4月28日 封开县人事科改名为“封开

县人事局弦。

7月29日 为错划“右派分子一168人

摘帽，安置64人，补发工资5．5万元。

．z．z月 对县归侨进行一次调查登记。

4月 成立“整顿。以工代干’领导小

组"开始整顿“以工代干，，人员的工作。

1984年4月30日结束，‘全县“以工代千弦人

员1087人，按规定和条件转为国家正式干部

的有531人。

6月 协助有关部门评定科技人员职称

70人。

1984年

1—6月 全县开展机构体制改革，根

据肇地编(1984)33号文批复，同意本县党

政机关机构改革后机构设置：县委设5个部

门，政府设31个部门，按有关规定，设纪律

检查委员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

室等10个单位，列为事业单位有党校，县广

播电视局2个单位，把原来的农机局，县供

销社、物资局、二轻局、水产局等8个单位

列为经济组织。

6月22日 颁发封人字(1984)015号

Ⅸ关于实行区干聘用合同制的通知》。经考

核，聘用区合同制干部49人，行政，企事业

合同制干部54人。

8月j日一工2月25日 办理专业技术干

(5)



10月 肇庆地委组织部，地区行署人事

处召开控制编制和调整干部结构会议，下达

本县政法、税务、工商、银行，保险公司等

部门调整干部指标73人。(到1988年底，按

规定调了60人)。

本年度，上级分配本县增干指标105人，

是数量上最多的一年。本局按政策规定聘用

了乡镇干部72名，国家机关事业单位33名。

3月幻日 县委办公室发出((关于制订‘

今年党政机关目标管理责任制的通知》，各
。

单位制订本年度工作的任务目标。

同年，人事局引进专业技术人才6人。

其中研究生1人，本科生1人，中专生4人。

1989年

4月14日发出《封开县党政群机关实

行编制与经费挂钩包干的试行办法》，实行

了编制与经费挂钩的试行办法。

4月25日省人事局、省干部管理学院．

举办“人事系统干部岗位培训函授班”。芩
局派干部7人参加学习、培训。

是年，引进专业技术人才12人，其中高

级工程师1人，中级工程师1人，其他技术

职务的10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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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人事机构

第一节 县级

"1949年11月6日开建县解放，1950年1月1日成立开建县人民政府，1949年11月23日封

川县解放，同年12月7日成立封川县人民政府。干部管理工作，由两县的民政科人事股负责。

1953年4月2日，封开县人民委员会人事科成立，接管了原民政科负责的人事工作，成

为县人民政府管理干部的职能机构。

1958年5--10月，人事科并入县委组织部办公，由两名原人事科科员负责人事业务工作。

1958年11月--1961年3月，封开县分开为封川、开建两部分，封川同德庆合并为德封

县，开建同怀集合并为怀建县。人事管理工作分别由德封县人事科和怀建县人事科负责。

1961年4月，封川从德封县分出、开建从怀建县分出恢复封开县建制。人事科并入县委

组织部办公，至1964年6月。

1964年7月，人事科与组织部分开办公，并接管县监委会的行政监察工作。11月17日，

县人民委员会人事科改称封开县人事科。

1966年6月，人事科撤销，人事管理工作由县委组织部负责。

1967年2日25日，成立“封开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人事工作由“生产指挥部办

公室打负责办理。1968年4月25日， “封开县革命委员会黟成立， “革委会"初期设“政工

组黟，“生产组’’，“保卫组力，“办事组一和矗民事组’’，后期撤销“民事组"，留下匹．

大组，人事工作由“政工组黟负责。

1976年10月，恢复封开县人民政府人喜科机构，负责政府的人事管理工作。

1981年4月18日，根据省编制委员会的通知，“封开县人事科黟改称“封开县人事局修。

从1953年4月人事科成立到1989年这段时间中，在人事机构沿革的同时，本县还成立一

些与人事工作有关的领导机构。分别有：

1962年12日，成立“封开县编制委员会黟。

1964年8月12日，人事科从组织部分出后，重新成立县编制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人事

科，具体业务由人事科负责办理。

1978年9月，人事科内设立“科技，教学人员使用情况普查工作小组’’，其任务是调查

本县科技人员非对口使用情况，本县籍在县外，国外和香港，澳门，台湾的知名人士及科技

人员情况，为本县以后引进人才、引进技术和智力还乡做准备。

1981年11月，重新成立编制委员会(该机构在“文化大革命打时被撤销)，办公地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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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事局，由人事局办理具体业务。

1983年，成立“整顿‘以工代千’领导小组黟，人事局负责办理整顿搿以工代千万转于

的具体业务。

1984年11月，成立“农转非工作领导小组秒，由人事局负责办理科技人员农村家属迁往

城镇的具体业务。

1985年7月16日，成立。封开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黟，负责人才交流和举荐人才的工作。

1988年8月，由于人员变动，重新调整县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人事局，并设专职编

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1人。
’

·

第二节 基层

县级有人事机构管理人事工作之外，县属各机关单位和乡，镇也设有相应的人事管理

机构。

1949N1956年，全县设有7个区2个镇。每个区、镇设民政委员1人，负责人事管理
工作。

1957—1958年，进行撤区并乡。1957年全县设28个乡2个镇，同年6月再并为11个大乡

1个镇。每个乡、镇设民政委员1人，负责人事管理工作。

1958年10月，封开县成立人民公社。全县建立5个公社。1977年，改设17个公社和1个

镇，1983年，公社建制改为区。公社，区，镇均设民政组，由民政委员1人负责人事管理

工作。 ．

1987年，撤区建镇。全县设13个镇，5个乡。每个乡(镇)设组织委员1人，负责人事

管理工作。 ·，

此外，各基层单位也设人事股或人保股，或人秘股，政秘股，安排l一3名干部分管人

事工作。单位有一名领导兼抓人事工作。各乡(譬)和基层单位的人事干部，积极协助县人
事局开展人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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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科(局)历史年表

附表(二)
●

机构
年份

机构

名称 人数
科(局)长l 副科(局)长 机 构 内 变 化

l

1953 4 武裕民

1954 4 李绍忠

1955 4 尹瑞英

人 1956 2

1957 2 李群芳，赖宗亢

1958 2 人事科并入县委组织部办公

1959
封川并入德庆为德封县、德封县人事科开

1960

建并入怀集为怀建县，怀建县人事科
1961

1962 1 人事科并入组织部办公、成立组织编制委员会

1963 1

事 1964 3
陈炽 昌

人事科接管县监察委员会

1965 5

1966 5
莫树梅

1966．6 “文化革命开期间由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
至1976．9 小组骨和“封开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管理

1976．10 3

1977 3

科
1978 3 莫树梅

1979 3

1980 3
谭本均

1981 4

1982 4 邓淑玉

人 1983 6
谭本均

伍全初
1984 8

1985 9
吴盛荣

事 1986 9
霍秀

1+ P，+一■’1’

1987 9
梁健垣

1988 9 设干部调配股，工资福利股，编制委员会

局 1989 9 办公室

1990 10 蒋子良 王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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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1)

建国后封开县人事机构沿革示意图

封川人民政府民政科人事股

1949．1123--1952．3．

开建县人民政府民政科人事股

1949．11．5—1952．3

中国共产党封开县委

员会组织部

1958．5一1958．10

封J
1

II县人民委员会人事科 I
957．4——1958．4 l+

开建县人民委员会人事科 I．
1957．4——1958．4 l

1958．11——1961．3．

德封县人民委员会人事科

怀建县人民委员会人事科

1966．6—1967．2．24 中共封开县委组织部

1967．2．25—1968．4．24封开县_抓革命促生产骨领导小组

1968．4．25一1976．9 封开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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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机构编制

第一节 编委机构与职能

一、沿革

1949年11月--1962年10月，封开的县，区(镇)机构编制，先后由西江专区，粤中行
署，高要专署，江门专区公署，肇庆专区公署统一管理。

1962年11月2日，成立“封开县编制委员会"(简称‘‘县编委会黟下同)后，封开县、

区，镇机构编制，由县编委会管理。

当年县编委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任：何耀恒(县长)，副主任：穆树茂(组织部长)，周晓琼(宣传部干部)，石振t

德(工业局长)，何炳福(公安局长)，李一能(财贸办公室主任)I李庭熙(县委办公室．

主任)。

1964年8月，县编委会成员作了一些调整。 t．

1981年12月4日，重新组成县编委会。 ．

主任：王国英(县长)’

副主任t佐灼煜(组织部副部长)，谭本均(人事局长)，

委员t黄巨洲(劳动局长)，刘军(财税局长)。

办公地点设在人事局。直至1987年9月22日。 ．

1987年10月由l

主任；聂坤廷(县长)

副主任：黄英健(组织部长)，霍秀(人事局长)。

编委下设办公室，地点在人事局．办公室主任·霍秀(兼)·1988年，王肇强为办公室 ．

专职副主任。

县编委有如下职能：

6

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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