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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新修专业志是保存，整理和继承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二项重要工作，是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份；是一项上对祖先、7下对子孙负责，现为四化服务的大事。“

盛世修志，代代成习，中央和省，地，县对此极为重视。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编修

地方志的这■优良传统，我们遵照上级指示编写了Ⅸ仪陇县民政志》，以发挥其a资

政、，教育，存吏矽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部f-IT-作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

癣。■-=‘，：曩■。j：0·一．I，，o 7：o‘．|，：。0“·j。√7．?。，V‘．，‘o。、+“』，{
≯!：，。《仪陇县民政志》‘是彼陇县民政工作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的{：；己述，7它较全面地诧述了．
仪陇县民政机构的设置，变迁，业务职能和本单位各个时期的优抚、复．员Aj．救灾，救‘

济工作阿实况；‘同时对行政区戈{Io选举：’婿姻以及党和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也作了简要：

起i鲰，它不仅为县声的编写提詹亍宴料z．市早有利于总结民政工作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为持续开剖民政工作的新扁面，为-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均有深远意

‰，：，：j，|-‘．．．：：一、‘，．‘|o。r．一?’■_。：-j。1j一∥-，、】。w。
i．一’《仪陇县民政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原理，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本着_详近略远，，：秉笔直书的原则，‘力求做到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三者相统一的具有本县特色和部门特色的新志书。。。。‘ ’，。

{：．：+编写Ⅸ民政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编者力求写得既充实，又完整，但因有些历史资
i‘料残缺，兼之编者政治，文化水平所限，故讹误、遗漏难免，敬请读者教正。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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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一：本志采用记述体，白话文，，由志，，纪，传，图，表等体裁组成，在编写上按以

类系事，。．事以类从，。鼻横排竖写，纵横结合黟的原则进行编纂。在记述事物演变时，以

年系事，。时，事相联，如实记录，寓褒贬于事实中·。．7 ，一◆。j。-。．． 一，。

■’二、：本志断限，．起手民国初年，止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少数史实间有超越时限之’

：鍪：，：。一，≯4，|-，‘．‘一◆7-．to：‘√。．：_』：～’■．，_’，：一·．．‘，_o。，i，。；。乏
“。‘+o，。兰，‘本志内容，主要录之县档案局，本局等有关部门的所存档案资料和有关报刊，。

紫志’『政策，文献，帐册、图表与走访，座谈记录的知史老人之口碑材料，对入志史料

经反复考证去伪存真，j力求做到准确无误·，一9，，。，’．，’．． 。，．，，，。：。一√二’。：．j，

，：：’．四：+本志计十二章，各章又根据内容多寡而定节次，计二：十八节，共十：万余字，’．，

，并辑照片八张，图表七十四分。对收集和走访所集资料，分类按章节建卡存档·’、．囊

’．7’五、本志所附图表，照片均分剐随文列入有关章节里，以使层次清楚，读者醒目粤。

-‘+‘六，本志内部发行，注意保存。‘^． ’一t t。+，‘“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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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民政机构建制时久，它是政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又詹上层建筑范畴，担负着玫 ．‘L

。hI’+府-内务行政黟事务之职责，其大量工作是处理社会矛盾。．历代壬朝背道而驰，以此作．： ：。

．，为统治和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为稳定社会，争取民心j巩固其统治，《尚书·无逸’：+ 。i一

‘．+‘．一一。篇》中说。治民要。先知稼穑之难’’。。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刀。孟子著名政论。 。民、·，6 ，
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保民"一视为巩固封建统治。持久弦的根本。因此，厉 ：黾

‘．。7。十．代专设户部或谓吏部、内政部，内务部，任命官吏专管施惠于民的工作。地方亦有慈善
’

。．’

， 感化，户政，宗教礼俗，监察官署等机构设置，由于社会制度腐朽，：不能从根本上克服；

‘|封建社会所固有的阶级矛盾，施惠鳏寡贫穷与庶民实为空谈。’亿万黎民，深受天灾：兵， ’，一，

。、，荒、劳役、赋税以及各种压榨剥削之苦，终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o‘*’o o一 ‘-，t1

．__’，’一．’：‘、’辛亥革命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肖京政府成立，设内务部≯隶属行政院。‘一’一，t1|'．‘，’
．· -，当时四川军阀割据，没有统一的政权。政令，制度皆由军阀制定，。各级官员由军阀任一 。．

。，。．‘、 ，‘‘‘免，县以下更为地方势力所操纵。政府的政令一制度，朝令夕改，民怨沸腾。民国二十，·．．‘
．4∥ 四年(一九三五年)N／Ii才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建立直属南京政府的‘四川省政府，省、

。，‘

设有民政厅，县、市谗民政科∥．管理地方行政选举～赈恤、救济、．慈善零化，户政?、她 一．．

，．? 一‘政，．警察、兵役、礼俗宗教，‘卫生事务，并监察所辖官署及地方长官，’每遇灾年，虽有 、0 ’4：

’。L一民政救济名目，但各级管员商流含污，有改朱施、有灾不救，克扣侵吞救济粮款．者有 ，．’ ：：．

o 之，‘不少征属及赤贫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有之，因灾病交加死于沟壑者有之⋯⋯当 ，7 ．’?

0’，!时民政部门置亿万黎民于悲惨境地，+一言以蔽之；根本也绝不可能起到调解阶级矛盾的 ·。． ：，

o t'作扇f。’一，‘’o’|t，，．#一√’ ，．t．I’．4^1 i，．j‘，1■ ·。一、+’；
·。·．i

一。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内务部，省设民政厅，仪陇县于、 ：

’|、 _，’+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解放，接着成立仪陇县人民政府，设立了民政机构。由于社 ，j：
．

，-。。 ；-‘。会制度的不同，民政部门的性质、任务与旧政权有着本质的区别，毛泽东主席明确提出。
4十‘

t．一o 5． ·民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朱德说。口·民政部门就是人民群众的组织部"，其实质 ，’

，，一’ 是作好社会保障工作。根据有关法律规定t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基本民主权利和必 。≮
’．“’，要时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这是民政工作长远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一九五四年陈毂一．、一 、

，。‘ -‘副总理代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党中央对民政部门作了明确规定：．。民政部门应以’ -一：

o．·’’．。，优抚、复员、救灾、救济工作为主要任务。一仪陇县民政科(局)在县委和政府的直接领导． 。。

一。。下，在解放初期积极组织失业人员生产自救，迅速解决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
一

，‘一， 抗美援朝期间，胜利完成了支前任务，在优抚，社会救济方面，使优抚对象，灾民和贫 。

。，困户真正受到实惠，面临的实际困难迎刃而解。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陆续建 ‘’，，，

’’立起社会福利事业单位，对孤，老，残，‘幼予以妥善安置和必要补助l国家对因灾害袭

击而造成暂时困难的城乡人民及时予以救济。。文化大革命糟中由于受林彪，江青两个．+‘
。‘

’．。 一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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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 对比，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我县的民政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上，

’l，，， 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带：，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作用。?+
⋯1

．_，

o
：，， ．：．I：j，ir；，?，．，；．，7 7：．‘，jjl，。、；，i：?‘。r：??‘，，j。。，，‘!，：；。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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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_ ，：
，．．

．+二 +。一一，‘j‘。’i? ，· 一．毒 ～，4’·：：：，，：’．·．

0，。ji一九五O年元月十五日，．成立囊仪陇县人民政府黟，随即成立了。民政科"．；、00
，． ．_。一九五O年成立．。仪陇县复员转业委员会一j一．‘。．，、‘、：：．．_i j 。。二+■：’。：■

：!．。一九五O年十÷_月三日成立|'仪陇县禁烟委员会力■ii’’曩j：：曩⋯；!。蠢警，。：!j．
．。 。一九五一年八月，中央慰问团团长姜均，平带队i’来仪陇县慰问老根据地人民和军红．

烈属，并发了一批纪念章。
’

．，

一

一九五二年成立。仪陇县转业建设委员会"，各区也确定了专人负责，要求做到转’
一 业军人事事有着落，人人有家归。。

’

一

。 ，二九五三年，军属模范陈邦碧参加中央组织的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到朝鲜进行慰问。 ’．

． 活动。 ’’

。

t，

‘
‘

，、

i

7

一九五三年六月举行第一届普选工作。 ． ， 一 ．

。、 r一九五四年，仪陇县军属模范陈邦碧去成都接待朝鲜访华慰问团。 ．

一九五八年秋，仪陇县民政科在将军，南图两个公社试点建立鼻敬老院黟。

，E ． 一九六三年，仪陇县民政科遵照上级指示，对革命残废人员进行换证和调整了残蘑
。人员的等级。 ‘。

’ ‘

+：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思德公社烈属模范刘光友，(张思德的养母)去北京天安门

城楼参加国庆观礼。
‘

．。 ．。一九六八年成立叠仪陇县退伍军人接待办公室帮。
“

．

√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IEi仪陇县民事组动工修建。仪陇县康复医院努，一九七二年一
rf

。。六月完工，建筑面积八百九十一平方米。 ’

。?

，，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三日，土地征用工作移交县计委办理。 一

一九七五年九月，仪陇县民政局革命领导小组在义路公社进行规划农村扶贫试点工
，作。， 、

i
。’

一

-．

一九七六年，大云公社(二龙)军属模范吴显琼参加四川省拥军优属慰问团，进行

慰问活动。
‘

、

“。。 一九七七年八月，南充地区民政局扶贫流动现场会，参观了仪陇县双盘公社。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一日’_八一一制片厂来仪陇拍摄新闻简报一一朱德二

故里。 一；。 、，
：、

一九八一年元月仪陇县民政局编写了《仪陇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弋。-

一九Jk-"年动工建修民政局办公大楼。一九八四年六月完工，共七层建筑面积一千-

六百六十九点八平方米。。 ．

、一九八二年，仪陇县人民政府颁布了。优待工作九条改革措施打。同时为进一步批

好公社敬老院和分散五保户的供养工作，提出了八点具体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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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 。一九八四年民政局设立人秘股，优抚股、救济股。 j’

’
’

·t|，

} ，，一九八四年七月+／kFJ，四川省双扶工作经验交流会在仪陇召开。’一．‘，1
j一 7·

，’ 一‘j 4■九八四年八月一日，邓载阳代表仪陇县出席全国双拥大会。八月九日，‘中华入民，

·一’．“_!：叠≯0，jj0誊≯譬i；名≥：嚣』：_、-。：00：毫≯¨i一，．一
·警 一≤：{)l≤：_；『I。：．：：!：’l：：：≤’I?≯j三三：2：≥0二2l：芝。；l?。2：j、。j!≥。!’一：i；：jj’i+!?T|．j{·r· ：

≯．．．。·≤薹兰篷薹兰薹耄≥：誊薹≤羹≤；≤囊耋薹善兰妻≥薹≤fji；‘≤主姜：j；支曼羔≥．≤{}。9t，!i j．．‘ 人摹一度发⋯。’：?≥；j：+I蠢j，；、．’分蕊■：．‘．‘，“．_。’：。’i、：?w，¨乏、o／．“：：；．≯喝一』，．，
‘’

■ 膏器嚣篓o．o黼：爱瑟．慧鬻≥≥i：≥≥“≮≥≤三
：’·一 ．兰主爻鼍至套蠢’t兰≥釜j：竺羔J2≥’薯；，：：：：霉；；；，i慧：≥!』蔓≥；≥≤：≥，三‘I≯：工j：：：：轰‘：二’≥

+一盔令：赡t’4：‘?譬鼍：≥j：善薹萎：；；≥雯；；≥≥支+=：：妻，：!=』i≥誊：≥：；『；-“0‘支+ji，二≥?j；：；．-、z ，、j：i{：囊，．：，蠢点蠢{|爱；j《j!■j’蠢≯t≥，；7：’·一0j≯_：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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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_章 机构与职能

+。 t．|r。／，。。j’． 一。，’0。．。．’ ≯，+|，，’：’j：／，：．。j， ，。。7 7 7’．

4⋯j，。√．+∥毒、，∥、‘，第·节一：机一，．构i。．
?

{ ’．，‘^‘

。

一一

， 。- f

。民政机构设置已二千多年，秦以丞相总揽大权，包括内务行政一，后汉王莽改制，内务。’ ’爹
行政由尚书管理，设户部尚书。三国后设尚书和民曹．o唐太宗李世民避讳用鼻民，，字， 亳

．将民政部改为户部。宋、元，明，清相沿。-晚清光绪三十一年(即‘九零五年)设民政+
。

．部，乃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此名。省，道，府(．州)设民政官，．管理地方行政事宜d·．

民国元年(一九=_二年)中央设内务部，民国十七年(一九=’八年：)四月改为内务
· 部，隶属行政院。省设民政厅，县设民政科(局)。四川军阀割据时期，实行。防区

制’’，无统一政权、⋯政铷制度，统由各军阀头目包揽，各级民政机构虚有。民国二十 一、

粤年(一九三五年)，四川结束军阀割据局面，统归南京政府。省设民政厅，行政区督
铡专员公署和县(市)政府设民政科(或称第一科)。随时间推移，名称几经变更。仪

： 陇县子民国元年，设行政、司法两科，行政名第一科。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更为民

一．墼科，民国=十四年(一九兰五年)复名第一科。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三月一～ ．

“，改名民政科，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至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更名第

．一科(民政科)。 ．．

’民政科历年编制人员有科长一人，科员一至三人，事务员二人9雇员二至三人，最

多年分九人，最少年分六人。乡镇设民政股，配备主任一人(由付乡长兼任)，干事一 一

人，保设民政一人，管理本保民政事项。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苏区根据地，中央、省，市、县均设有民政机构，中央称内务

部，地方称民政厅、局、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设有民政厅和民政处，专员公

署和县设民政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务院设内务部，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重

要办事机构，各大行政区设民政局，省设民政厅，专署和县设民政科。一九五零年一月

·一十五日成立仪陇县人民政府，民政科亦随之建立。编制五人，科长一人，行政、人事、

“优抚，救济各一入。各区设专职民政助理员一人；乡村均有民政委员和小组相沿至今。

’乙九五九年，民政科合并县府办公室办公，会计业务由县政府会计代管。一九六一年又，，

分出办公0一九六九年四月，仪陇县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将民政科改为民事组。一九七．

二年十月，改为_仪圆陇民政局革命领导小组矽，一九七八年八月十日，改为#仪陇县

民政局"。随着业务发展的需要，‘逐年人数有所增加，一九八四年底，共有工作人员二

十三人，分人秘，优抚、救济三个股，另设退伍安置接待室兼信访接待工作·
7，。

魂

。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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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民政工作，今昔法制不同，所司各异·晚清以前，．各鞔均掌管全国范围内的土地j
：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事务。19,j}t，如宋朝的鼻荒政黟或‘‘以工代赈，，之类均为救灸

，之法。民国时期民政科的主要业务范围与职能是：为县府起草，掌管行政文献，处

：理民政事务，代行县长出缺处理县府事务：。主管地方亩吏监察，管理任免：1’选“举‘煨
；恤，救灾，救济、．慈善感化、地政、户政，禁政，兵役优待，警察，著作出版，，土木r
；程，7劳工动员，礼俗宗教、社团登记以及卫生事务和其他民政工作。，：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苏区根据地的各级民政工作，主管选举，交通，优待红军

．‘家属、救灾、救济，户政，贯彻婚姻条例’-卫生行政、：义务劳动、民警等工作i‘在抗日 。

、和解放战争时期，边区政府各级民政主管人事：地政，’户籍，选举，卫生行政，救灾-

：救济、优抚、优待、保育，各种社团登记、婚姻登记和礼俗宗教，劳资及佃业争议，战

-争动员、战勤支援、社会福利，取缔娼妓，赌博，禁烟禁毒以及其他有关民政工作。申、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各级民政部门的工作更为重视，明确规定主管的业务为l政权

一建设、人事，优抚，救灾、救济。．地政i户政、禁政、．行政区划二：民工动．员及收容改造游

民等项工作。由手形势发展，禁烟工作一九五·年已完成使命。人事工作一九五一年七

：月交人事科办理。；户政工作一九五四年交公安局办理。地政工作一九七二年移交计划嬖

；员会管理。一九五五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决议i各级民政部门应以优抚、复员安置爰_

．谢魄，社会救济为主要业务之后，仪陇县民政科亦以上述西项工作为主要职能∥基层政 、．

：‘权建设由有关部门管理。目前，在新形势下l民政局承担着基层政权建设，’优趣安簟j，
：救灾救济，社会福利，行政区划，殡葬改革．婚姻登记等工作。这些工作，；有的属于玫一

j权建设的一部分，i有的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有的雇于行政管理的一部分。在党和玟
。

∥．i府的领导下，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j≥}；tol ‘?：孓：_‘黔西； “，；：‘』：．℃≮， -

{匠·，一 7{ ·，一 o’l弧，≯．∥t；，， |p j。■_； ，

．≯、． 笫三节 仪陇县民政科(局’I负责人任离职表．：．：。，．．．～i
．： -，+ ⋯，：。一0幽．，。 ．{ ’#：．一；。：：Z{

1 据查阅历史档案和知史老人的IZl碑材料鼍．在·九三四年以前，有机构无领导凑记 、

、．、}篓：茎鬈鬻惑量黧妻辫瓣，警警县冀勰罄恻∥r．’．j长，现有工作人员莎区，乡，镇民政干部歹H表如下I 。 一，； ÷。，，7 r 、．

-l l，民国时期仪陇县历年民政科长任职表：j≮“，_。，?，| ．0，夕∥二≯-≯譬譬
； -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像陇县历年民玫黟(局)长任职雾蔫：；i ≮≯≥薯矧 ·

‘

{ <三：’爰霪茎星多雪?喜主耋全柔磊差霎：“i；。．矗。《；]醚7{7， { i：≥囊．奠{。， ，。’

．i ＼4、仪陇县区，乡，镇民政干部统记表 ：， ； { j‘ ： ／

·。； ：：t、l‘；：五零函!，‘：：j矗二f o e，：“；遣· k；’；ii。"；i：j；■l t i：i≥。二：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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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仪陇县民政科科长任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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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别 到职一时间
'，t ’

陴长 是国2 3年9 月

刀
民国2 4年9 月

嚣
是国2 4年l 2月

一 民国2 5年9 月

力．
民国2 6年2’月

静
民国2 7年5：月

一 民国2 7年6 月

一
民国2 9年9 月

嚣
民国3 1年3 月

一
民国3 1年4，．月

一刀
民国3 1年l 2月

劳’。
民国3 2年l 0月

’

’I ： 4

一， 民国3 3年2‘月
^●

一
民国3 4年4月

万
民国3 4年9’月

!．=虹t t￡，小、．{：，。’’：
劳 良国3 4年r 2月

一彦 民崮3 5年‘4i：‘月一，‘一。”t r’’j’

劳‘
民国．3 5年jJ 0月

● ●

、

，t

一 民国3 6年2：：·月

+，打 - 民国。3 6年7’。j：月
：h㈨．

∥+
民国3 8年7‘2月

‘^’．一
一 民国3 8年8 月



姓名性别 籍 贯

胡崇德 女 四川仪陇

郭丕昌 男 山西临县

侯定国 弦 四川蓬安

林华芝
∥?j 四川仪陇

}1二、’
． ≈；√

邓光映 一· 一
k ：． 考：：i．

文i斌 ；巍0； 擎i静：：

二。{o自 箩壁￡。

陈德学 劳 一

冀j善’ 暑；{≥皇；

蒋立保 、J，X。． ￡，。协i

}贪、r．
忿蠢；

窦公安 一 河南商丘
r 、‘‘，

孔宗章 ；蠢0： 山西莆真

张朝兴 ：嬲：i 四JIfI仪陇

。；鼻。；- 专t；l；

甄良玉 彦 山西朔县5。7．．X，‘‘
t二

吴显峨 i批‘一 四JI}仪陇

。{I、 狰罩；， 抟卵：：

李付；泉 一 刀 ：

0*j’． 2怠三!

杨元胜 锄蠢!； ，写锄：；

聂玉祥 伽警! 錾协：

●'’

≥i二融 ·8 e三l．戳?

陈：。平 一 吲II鲫?挚： }o匕。：

李永碧 杰_ 四射ll_仪陵
t．”!。： ’o；’“

J．

，

琳瓢叁昂

、

．；：。

，t。”，譬r，▲-Il【PIl，◆．r。‘㈠一卜’卜l夕r◆◆◆一◆▲，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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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姓名性别 年龄 籍一贯 党员或团员 文化程度 现任职务‘ ’’到职时间。j 备改
I

，r

‘聂玉祠 男 5 1 四川仪蹦 党 员 初 衅 。局长 I 9 8 2年1 月
t j

杨元朋 办
5 0

力
， 副局长 l 9 8 0年5 ij月嚣 ■

陈耳 嚣．
3 1 四Jll宣凸 t。 ●’I r‘ 高，，肆 l 9 8 3年l 2月

李永薯 女 4 4 四川仪助 ■ 初 肆 · ，： l 9 8 4年1 1月

张朝势 男 5 5 ● ● ． ■ 优抚安置股长 l 9 5 6年4 月
≯

肖相匡 修
5 3 ；：蕾j j 0。．；，沁 ’．竹：。 0、 ·?； l 9 8 1年l 2月

吴开才 静
3 5 ■ 党．员 ● l 9 8 8年1 月

b，·“ ， 0，：：+

中一·专

，； 二

陈平举 静
3 8 一 ● ，。

l 9 8 4年8 月

甄旺 弦
2 2 山西朔星 团。员 高_；中 ．1 9 8 1年8 j月 。。。f

刘道视 静
3 4 四川仪政 党 员 初。 中

’

’；

l 9 8 3年l÷月
’细i∥ ，．， f：，”

， _。 ‘

·曲2

杨维姗 艿
3 4 NJII南费 ● 救济股付股长 1 9 7 8年l O月

一 ，

刘沛 移
5 3 四川仪跛 一’^ ：’j’ 中j。专 ≥ ；，”’．- ·．

l 9 8 4年4 月： o ’’

{．|一一 ；

芏国瑞 扫、 5 8 ■ 师、j专 ．，j、‘+‘，’t l 9弓1年墨_月

张成姻 弦
5 2 i匹011南兖 党 员 高 小 l 9 7 5年l 2月

，’

‘j
；

j
，}～

．}
，一

陈思俊 劳
4 9 四川仪陇 ■ { 初 中 I g 7 9年6。1月

邱志锡 一
4 6 ，I． ?j·二≯0 甚 ，-j、． ：、人罄股长’ l 9 6 4年4：月

：

杨汝兰 女 3 2 ●
—

j’ ： ■ 出纳员! l 9 8疆年6；月
n、^t l+j

3 0李“
’ -4

1，’’

周福兴 男 4 4 ■ ’。蹙‘’氨’ ■ 瞑葬所会计， l 9 8馥年8月

孙仁德 力
4 6 ■ ● ：‘ 每+j’．小 民政收容所 l 9 7每年8‘月

} }

于部：’ i
i {

’ ”

1

林登儒 嚣 4 l ’

■ ·峨 i ·’：一 翟 ，‘一 一： 1 9 8 1年5 j月 盘_；

杜兴观 ● 2 l ■ 局’赢- 每 中 ：，l’ j I 9 8 0年l 0月
{，：，

- ．二n
9 j。‘』≯i 。■‘1’：⋯ ⋯

王杰 嚣 3 8 ■ 党。蠡‘、 蜀 。审 打字寅一； l 9 8 2年7{月
I；I刍茹 ，，．t：。?t’：1’ ．j 。‘

张崇福 ■ 3 4 ● ■ “ ● ·。驾驶员 I 9 8 4年3．月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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