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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希文 吴道贵 范元平 李安福吴维轶 韩 平

主编李文汉’

副主编 陈治恪 闵布扬

编 辑 段元中 朱 钧 杨亚军 项发能 张志友 张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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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毕节地区人事局办公室、培训科、军官转业安置科、蒋海

燕、李文汉、杨泽振、李龙舟、韩秉固、黄家忠提供



编写说明

一、本志的编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为

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人事行政和编制管

理为主线，实事求是地记述毕节地区人事管理的历史与现状，成绩和问

题。

二、本志上限明代初年，下限至2000年。在记述内容上详今略古，

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人事工作的发展、变化和人事制度改革等方面的内容。

三、本志人志资料以政府人事机构职能所涉及的范围为主，党委组

织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职能范围的内容一般不入志。

四、鉴于地、县人事工作主要是贯彻执行中央、省的有关政策、法

规，故在史实的记述中，有的篇章侧重记述中央和省人民政府颁行的人

事工作政策、法规和规定，辅以记述地方事例。

五、本志记叙空间为毕节地区现行政区范围，以属于全地区人事工

作的全貌和大事作为记载的主体，原地区所辖水城县的资料，不再列入

本志记述；不能剔除者，注明“含水城"。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有关文体文风、编排体例均按地区志统

一要求。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地名变更第一次出现历史地名时括注

今地名；数字按国家七部委《关于出版物中数字用法的规定》使用。

七、志中“解放前"、“前放后"以1 949年11月下旬毕节解放为界

限．之前为解放前，之后为解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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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地区志·人事志》历经十余载编修，终于出版面世，这是毕节

地区人事工作的一件大事。

毕节地区劳动人事局和人事局历任领导班子相当重视《毕节地区

志·人事志》的编写工作，先后多次成立编修领导班子，组织力量从事

编写工作，终因机构调整和人事变动致使编修工作时断时续。尽管如

此，也为志书成稿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毕节地区志·人事志》记述毕节地区自明代以来人事和机构编制

管理发展的过程，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事和机构编制工

作的发展历程。明代，今毕节地区境内实行官员世袭及军权、政权、族权

为一体的人事制度，明朝廷对这片地方采取“威德并举”政策，一方面成

立宣慰司和土府，由土司担任地方官员；另一方面在境内和周边地区设

置卫、所，派兵屯守，对其地方政权进行钳制。清代初年，改土归流，在境

内废除土司制度，建立府、州、厅、县各级政权机构，其主要官员由朝廷

委派，初步建立人事和机构编制的管理体制。民国时期，区内的官员管

理机构设置、各级行政机构编制定员和各项人事制度的施行，基本形成

完整体系，但≥七主要日的是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消除“异党"在境内

的活动和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罔成立后，毕节地IX人事管理工作在中共毕节地委、

毕1了地i夏行署的领导下，认真执行I|l央和省有关人事工作的方针、政

策、决定和规定，峰持“党管f部”的原则。实行高度集-l 1的管理体制，并



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具体贯彻执行，逐步建立起适合本地区特点，有利

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地方经济的人事和机构编制的管理体制。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及时把

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结合地区实际，对过去的人事工作制

度进行改革，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促进毕节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经过多年努力，逐步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人事管理体

制调整到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人事管理体制上来；将传统的人事管理

调整到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上来，促进为人事制度向人事管理民主化、

法制化、科学化方向迈进，为进一步推动毕节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打下良

好基础。

。《毕节地区志·人事志》的编写，始终把握住政府人事工作部门的

职能这条主线，在详细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事工作的同时，注

意收集明、清和民国时期的有关资料，并按志书体例的要求，进行记叙。

在史实的记述中，注意记录国家和省关于人事工作的方针、政策规定和

中共毕节地委、毕节地区行署对人事工作的政策措施，重点记述人事工

作在本地区的发展变化情况。基本做到资料翔实、文字简洁流畅，融资

料性和科学性为一体，使之能真正发挥其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

《毕节地区志?人事志》是众手修志的成果，除编写人员辛勤操劳

外，本局各科室、各县人事劳动局和有关单位在提供资料方面作了不少

工作，并得到省和地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具体帮助和指导，地区有关领导’

和专家对志稿的体例和史实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谨向关心、参与

和支持本书编纂的有关单位领导、专家学者及编辑同志们表示诚挚的

谢意。

毕节地区人事局局长 李文汉

200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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