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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原副部长王国权为上蔡民政题字·录陈毅语

上为政府介忱下为百姓祥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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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民政工作者的寄托和希望

金秋，收获的季节。上蔡县民政局送来《上蔡民政志》

书稿，让我提出修改意见并作序。我作为一位老民政工作者，

谈不上博览群书，也谈不上对民政工作有很深的理性研究，怕

难以负起作“序”的重托。但我对民政工作有着浓厚的感情，

读罢书稿，感j慨颇多，欣然命笔，权作为序!

民政是由民政事务、民政对象、民政管理统一构成的社会

管理体系。它以基层社会为核心，以稳定社会、稳定秩序、稳

定政权为目标，在社会行政管理者的指导下，由社会管理、社

会工作、社会服务三者为一体的管理与服务相互结合，且相互

作用的共同体系。它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历史时期，具

有不同的社会功能与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政是在新民主主

义时期孕育、产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在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有组织、有

领导地运用各种力量，以最可爱和最可怜的人为主要工作对

象，调节人际关系，解决社会问题，使社会主义民政的社会稳

定机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民政不仅有内涵规定性，其外延又极具扩展性，其工作不

仅有内在的规律性，又有可探索性和开拓性。上蔡民政人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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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蔡民政志

其内涵规定性，探索其发展规律性，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开拓

创新，成绩突出，经验颇丰。上蔡曾被省内外民政人誉为经验

多产地，多年来省内外参观考察者络绎不绝。我在担任河南省

民政厅厅长期间，曾多次到上蔡县调研，亲眼目诸了上蔡民政

事业发展的光辉历程。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初期，责任田分包到户，原由村

集体负担的农村五保、农村优待资金难以筹集。上蔡县积极探

索，率全省之先实行了五保供给粮款和农村优待资金的县定乡

筹，保证了及时供给和按时发放，为全省提供了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困难户脱贫缺少资金。上蔡县建

立了“农村庄户银行”，聚集农户闲散资金，解决了农村困难

群众“想致富，本难凑，款难贷”的问题，推动了农村经济

的发展。
’

——改革开放到90年代，乡镇民政所仍未走出在乡镇机

关院内一间房、一张桌、一张床的困境。五保户、困难户、优

待户的不时造访，给乡镇的正常工作凭添了几思忧愁。上蔡县

走出了乡镇民政工作“三位一体”的路子，即“民政所、敬

老院、经济实体”统一在一块地上兴建，扭转了基层民政超

负荷运转的现象。民政所解决了民政工作者的办公问题；敬老

院解决了集中供养五保户的食宿问题；经济实体不但解决了敬

老院院民的肉食蔬菜的供给问题，而且还有积蓄。

上蔡的民政工作做得好，上为政府分了忧，下为人民解了

愁；上蔡县是全省民政工作的一面旗帜，获得“全国民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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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先进县”三连冠的殊荣。

成绩的取得须有多种因素。上蔡的民政工作只所以取得如

此佳绩，首先，得益于上蔡县委、县政府历任领导的高度重

视。上级一旦有民政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台，只要民政部

门作出具体的实施意见，县委、县政府及时转发，且领导亲自

督导督办；其次，得益于上蔡县各级各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他

们乐于为上蔡民政这面旗帜增光添彩；第三，得益于上蔡县民

政局有一个干事创业的班子，这个领导班子的口号是“建一

流的班子，带一流的队伍，树一流的形象，创一流的佳绩”。

其工作思路是“部门工作全县创一流，业务工作全市稳第一，

单项工作全省树典型，全面工作全国争先进”；第四，得益于

上蔡民政系统有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这支队伍求真务实，踏
。

实善干，，不讲索取，只讲奉献，被群众称为“也是一群最可

爱的人”。

风物长宜放眼量。成绩只能说明过去，只是今天工作的基

础。党的十六大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党的十

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勾画了“十一五”期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以及实现“十一五”规划中，民政部门肩负着十分

重要的任务。民政系统的干部职工要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民．

政工作的重要性，认真学习、深入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

牢记“为民、务实、创新”的工作理念，坚持和落实科学发

展观，振奋精神，扎实工作，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努力推进．

￥一

秀轧一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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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业的全面进步，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

年规划而努力奋斗。

上蔡县民政局为认真总结民政工作改革与发展中取得的经

验，更好地促进民政事业的发展，组织人员利用近两年的时间

编写了《上蔡民政志》。该书共分十五章约30余万字，全面

系统、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自1947年以来上蔡民政工作取得的

成绩。她的编纂成书填补了我省县级民政部门没有“专志”

的空白。

俱怀逸兴壮思飞，敢上青天揽明月。希望上蔡县委、县政

府及民政系统的全体干部职工充分认识民政工作在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牢牢把握民政事业发展的规律，认

真总结民政事业发展的经验，再接再厉，扎实工作，与时俱

进，不断开创上蔡民政工作的新局面。愿上蔡县这面民政工作

先进县的旗帜永远飘扬!：

招踢
2005年10月26 El

杨德恭：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民族侨务

委员会和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河南省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

河南省民政厅原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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