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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说 明

一、本书是《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的一个分志，定名

为《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民政志》。

二、编纂本志的指导思想、原则，以及简化汉字，标点符号，

记时，记数，纪年，度、量、衡的使用，文体等，均按照《黔西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凡例”统一规定。

三、本志时限，上自清雍正五年(1727)，下至1986年。个

别章、节，为保持所记事物的连续性，完整性，上朔到明代，下延

至1987年。

四、本志采用述、志、记、录、图、表、照七体，志为主体，

录、表穿插其中。排列顺序为概述开篇，续之以志，附记次之，年

纪殿后。

五、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形式，根据第八次全国民政工作

会议精神，结合黔西南自治州民政工作的实际情况，横分11个门

类，即机构，优抚，退役军人安置，灾害救济，社会救济；社会福

利，行政区划和基层政权建设，收容遣送，婚姻登记，殡葬改革，

民政事业费等。章下设节、目，纵述史实。对于民政部门过去参与

或管理过的工作，如禁烟毒，土地征用，疏散下放等，作为附记，

记至移交之时。

六、灾害救济章记述的各种灾害，自然灾害主要记述农作物一

次受灾面积在千亩以上，或因灾死人的灾情；火灾主要记述一次损

失折款在万元以上，毁房30间以上，或因灾死人的灾情；事故性

灾害仅记述民政部门参与救济的部份灾情。

七、本志所用数据，均来源于档案资料和历年民政报表。编纂
’

1



时有的记数单位作了调整，采用四舍五入法，只保留小数点后1至

2位数。 ．

八、本志烈士名录只收入由州内各级民政部门抚恤的本籍烈

士。 ．

九、区域边界纠纷处理，本志只记述至县际纠纷。

十、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后用括号注明简称，以

下均用简称。如贵州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简称第三区专员

公署；贵州省兴义专员公署，简称兴义专署；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简称黔西南州或黔西南自治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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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民政工作在政府工作中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涉及面广，影响

大，困难多，任务艰巨，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国家的安定。黔

西南州在民国时期，就有这个部门，也曾制订了一些“条例一，做了

一些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政工作才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办实事，办好事，才能充分发挥社会稳定机制的作用。民政

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抓好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收容

遣送等工作。这些工作做好了，对于缓解社会矛盾，调整人际关

系，促进安定团结，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巩固国防和增强人

民的国防意识，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均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

的历史意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不安定因素依然存在，作

为政府负责社会行政管理职能的民政部门，义不容辞地承担着历史

赋予的社会稳定机制的重任。因此，民政部门的工作，必须认真贯

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一

步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和开放，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完成时代赋予

的历史任务。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民政志》在新形势下应运而

生，出版问世，‘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其

意义极为深远。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民政志》的编纂者，本着贯串

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搜集了大量的历史和现状资料，以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去芜存

菁，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地记载黔西南自治州民政工作发展的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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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列得当。体现了时代特征，民族特点

和地方特色。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史料，以中共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如实地记述我们工

作中的胜利和曲折，便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探索规律。为今后

正确决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以供借鉴。无论对现实和后人，展卷

之余，可鉴往知来，有所咨考。

黔西南自治州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上的各种原因，自然灾害频

繁，生产力还低，贫困面比较大，民政工作的任务任重道远。今

后，应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不断加深对黔西南自

治州州情的认识，以深化改革为动力，经过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

济秩序，从而推进黔西南自治州各项民政事业的发展。《黔西南自

治州志·民政志》充实的史料，将为每一位有志于黔西南自治州的

建设者和民政事业的改革者有所裨益。

2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州长 李昌琪

198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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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晴隆县社会福利院 ⋯⋯⋯⋯⋯⋯⋯⋯⋯⋯⋯⋯

九、兴义县儿童福利院 ⋯⋯⋯⋯⋯⋯⋯⋯⋯⋯⋯⋯

第三节 农村福利组织 ⋯⋯⋯⋯⋯⋯⋯⋯⋯⋯⋯⋯⋯

一、幸福院 ⋯⋯⋯⋯⋯⋯⋯⋯⋯⋯⋯⋯⋯⋯⋯⋯⋯

二、孤儿院 ⋯⋯⋯⋯⋯⋯⋯⋯⋯⋯⋯⋯⋯⋯⋯⋯⋯

第四节 麻风病员村 ⋯⋯⋯⋯⋯⋯⋯⋯⋯⋯⋯⋯⋯⋯

一、大海子麻风村⋯⋯⋯⋯⋯⋯⋯⋯⋯⋯⋯⋯⋯⋯

附：大海子麻风村1956--1986年收治麻风病人情况统计表⋯⋯⋯⋯

二、马槽箐麻风村 ⋯⋯⋯⋯⋯⋯⋯⋯⋯⋯⋯⋯⋯⋯

三、稽硐麻风村⋯⋯⋯⋯⋯⋯⋯⋯⋯⋯⋯⋯⋯⋯⋯

四、水洞麻风村 ⋯⋯⋯⋯⋯⋯⋯⋯⋯⋯⋯⋯⋯⋯⋯

附：1976年至1986年民政部门救济水洞麻风村款、物

情况表⋯⋯⋯⋯⋯⋯⋯⋯⋯⋯⋯⋯⋯⋯⋯⋯。⋯⋯⋯⋯⋯⋯⋯一

第五节福利生产 ⋯⋯⋯⋯⋯⋯⋯⋯⋯．．⋯⋯⋯⋯⋯·

一、兴义县社会残缺者福利工厂 ⋯⋯⋯⋯⋯⋯⋯⋯

二、兴仁县烈军属旅社 ⋯⋯⋯⋯⋯⋯⋯⋯⋯⋯⋯⋯

三、黔西南自治州盲、聋、哑、残人

福利服务公司 ⋯⋯⋯⋯⋯⋯⋯⋯⋯⋯⋯⋯⋯⋯

第六节 残疾人组织工作 ⋯⋯⋯⋯⋯⋯⋯⋯⋯⋯⋯⋯

第七节 退休职工福利 ⋯⋯⋯⋯⋯⋯⋯⋯⋯⋯⋯⋯⋯

第七章行政区划基层政权建设 ⋯⋯⋯⋯⋯⋯⋯⋯⋯

第一节 区划变更 ⋯⋯⋯⋯⋯⋯⋯⋯⋯⋯⋯⋯⋯⋯⋯

一、府、州(厅)、道、行政督察区、专区、
’

县的区划变更 ⋯⋯⋯⋯⋯⋯⋯⋯⋯⋯⋯⋯⋯⋯

二、地名更名 ⋯⋯⋯⋯⋯⋯⋯⋯⋯⋯⋯⋯⋯⋯⋯⋯

(206)

(207)

(209)

(209)

(209)

(210)

(21 1)

(212)

(213、)

(214)

(217)

(218)

(219)

(219)

(220)

(220)

(221)

(225)

(226)

(226)

(226)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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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镇的设置⋯⋯⋯⋯⋯⋯⋯⋯⋯．．．⋯⋯⋯⋯⋯⋯(232)

第二节 区域边界纠纷处理 ⋯⋯⋯⋯⋯⋯⋯⋯⋯⋯⋯(233)

一、省际边界纠纷⋯⋯⋯⋯⋯⋯⋯⋯⋯⋯⋯⋯⋯⋯(234)

二、地州之间的边界纠纷 ⋯⋯⋯⋯．．．⋯⋯⋯⋯⋯⋯(235)

三、县际之间的边界纠纷 ⋯⋯⋯⋯⋯⋯⋯⋯⋯⋯⋯(235)

附：黔西南州1986年行政区划统计表⋯⋯⋯⋯⋯⋯⋯⋯⋯⋯⋯⋯⋯’(239)

第三节 基层政权建设 ⋯⋯⋯⋯⋯⋯⋯⋯⋯⋯⋯⋯⋯(239)

附：1、安龙县招堤乡海子庄村民委员会文明村条例⋯⋯⋯⋯⋯⋯(245)

2、普安县糯东乡云上村民组文明建设公约⋯⋯⋯⋯⋯⋯⋯⋯(248)

3、黔西南州1986年底各县基层政权及群众自治组织

统计表⋯⋯⋯⋯⋯⋯⋯⋯⋯⋯⋯⋯⋯⋯⋯⋯⋯⋯⋯⋯⋯⋯(2 50)

第四节选举 ⋯⋯⋯⋯⋯⋯⋯⋯⋯⋯⋯⋯⋯⋯⋯⋯⋯(250)

第八章收容遣送⋯⋯⋯⋯⋯⋯⋯⋯⋯⋯⋯⋯⋯⋯⋯⋯(258)

第一节机构⋯⋯⋯⋯⋯⋯⋯⋯⋯⋯⋯⋯⋯⋯⋯⋯⋯(258)

第二节 收容审查 ⋯⋯⋯⋯⋯⋯⋯⋯⋯⋯⋯⋯⋯⋯⋯(259)

附：黔西南州收容遣送站1985年收容人员分类统计表⋯⋯⋯⋯⋯·。(266)

第三节遣送安置 ⋯⋯⋯⋯⋯⋯⋯⋯⋯⋯⋯⋯⋯⋯⋯(267)

附：黔西南州收容遣送站1973年～1986年遣送安置情况

统计表⋯⋯⋯⋯⋯⋯⋯⋯⋯⋯⋯⋯⋯⋯⋯⋯⋯⋯⋯⋯⋯⋯⋯(270)

第九章婚姻登记⋯⋯⋯⋯⋯⋯⋯⋯⋯“⋯⋯⋯⋯⋯⋯·(271)

第一节宣传⋯⋯⋯⋯⋯⋯⋯⋯⋯⋯⋯⋯⋯⋯⋯⋯⋯(272)

第二节登记⋯⋯⋯⋯⋯⋯⋯⋯⋯⋯⋯⋯¨⋯⋯⋯⋯(273)

一、登记机关 ⋯⋯⋯⋯⋯⋯⋯⋯⋯⋯⋯⋯⋯⋯⋯。·(273)

二、登记程序⋯⋯⋯⋯⋯⋯⋯⋯⋯⋯⋯⋯⋯⋯⋯⋯(274)

第三节军婚保护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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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殡葬改革⋯⋯⋯⋯⋯⋯⋯⋯⋯⋯⋯⋯⋯⋯⋯⋯

第一节 火葬 ⋯⋯⋯⋯⋯⋯⋯⋯⋯⋯⋯⋯⋯⋯⋯⋯⋯

第二节土葬 ⋯⋯⋯⋯⋯⋯⋯⋯⋯⋯⋯⋯⋯⋯⋯⋯⋯

第三节 殡葬礼俗改革 ⋯⋯⋯⋯⋯⋯⋯⋯⋯⋯⋯⋯⋯

第十一章民政事业费⋯⋯⋯⋯⋯⋯⋯⋯⋯⋯⋯⋯⋯⋯

第一节科目设置⋯⋯⋯⋯⋯⋯⋯⋯⋯⋯⋯⋯：⋯⋯．．

第二节 管理使用 ⋯⋯⋯⋯⋯⋯⋯⋯⋯⋯⋯⋯⋯⋯⋯

第三节 经费检查 ⋯⋯⋯⋯⋯⋯⋯⋯⋯⋯⋯⋯⋯⋯⋯

第四节 违纪处理 ⋯⋯．．⋯⋯⋯⋯⋯⋯⋯⋯⋯⋯⋯⋯·

附：1、1965年至1986年民政事业费支出情况统计表⋯⋯⋯⋯⋯⋯

2、1986年黔西南州民政事业费开支明细表⋯⋯⋯⋯⋯⋯⋯⋯

附记 ⋯⋯⋯⋯⋯⋯⋯⋯⋯⋯⋯⋯⋯⋯⋯⋯⋯⋯⋯⋯⋯

禁烟毒 ⋯⋯⋯⋯⋯⋯⋯⋯⋯⋯⋯⋯⋯⋯⋯⋯⋯⋯⋯⋯

社团登记 ⋯⋯⋯⋯⋯⋯⋯⋯⋯⋯⋯⋯⋯⋯⋯⋯⋯⋯⋯

土地征用 ⋯⋯⋯⋯⋯⋯⋯⋯⋯⋯⋯⋯⋯⋯⋯⋯⋯Q a O'O 0 0

附：兴义地区1965年至1981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

情况统计表⋯⋯⋯⋯⋯⋯⋯⋯⋯⋯⋯⋯⋯⋯⋯⋯⋯⋯⋯⋯⋯⋯

疏散下放 ⋯⋯⋯⋯⋯⋯⋯⋯⋯⋯⋯⋯⋯⋯⋯⋯⋯⋯⋯

来信来访 ⋯⋯⋯⋯⋯⋯⋯⋯⋯⋯⋯⋯⋯⋯⋯⋯⋯⋯⋯

大事年纪 ⋯⋯⋯⋯⋯⋯⋯⋯⋯⋯⋯⋯⋯⋯⋯⋯⋯⋯⋯⋯

参考书目 ⋯⋯⋯⋯⋯⋯⋯⋯⋯⋯⋯⋯⋯⋯⋯⋯⋯⋯⋯⋯

参加审稿人员名单“⋯⋯⋯⋯⋯⋯⋯⋯⋯⋯⋯⋯⋯⋯⋯⋯

提供资料人员名单 ⋯⋯⋯⋯⋯⋯⋯⋯⋯⋯⋯⋯⋯⋯⋯⋯

编后记 ⋯⋯_⋯⋯⋯⋯⋯⋯⋯⋯⋯⋯⋯⋯⋯⋯⋯⋯⋯⋯
、，、，、J、，、，、-、、-、、J、，、J、-、、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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