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完基地1
一 一 、

“ 、
’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重大项目

么右呈点
敦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下)

≮鸯意胬 画



教育部人文÷l：会科学雨点研究堆地
兰州人学敦煌学研究所重大项目

敦 煌 志
敦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下册)

中华书局







敦煌忠宝|，4

人事记

概况卷
I行政建咒 r|然地艘人¨]
农牧朴水IU卷
[收牧业棒、№水I乜]
经济贸劬巷
r都眦 『业乡镇企业粮汕经济竹理J
空通迎m卷
[堂埔j匝讯]
财政税务金融氆
[财政税务金融]
政权法汾V。If罄
[党派群Ⅲ政权浊玎i’。事]
文化教疗p乍科技体仃档案卷
[文化微仃医，，卫，L科投体疗¨案]
脾K物质辅神生活巷

[民政信晡人事劳动墟乡建蹬环境保护宋教
&协打。’；卷
】K懈打．。¨
旅游卷
^物壮
敦拭”。产卷
艺业世

附求卷
[遗义般。“蚍求 荣{}F采 书盟参母书}{
敦煌fh地力忠编纂1．作委贝会参ml撰写八蚰]

卷九

居民物质
精神生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民政

基层政权建设

敦控志喜九
幕73IⅢ一825酉

(--)第二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按照《-P华人K韭和l问村K蛋员会g【纵洼》的规定，第+，￡村比委员会换埘选举f：作n992{F-10月

25口开妊i叠1993年1}j 20LI站束。1993q lJ J 5H为伞『h村民委员会换届选’^}l。选举分州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准备和“传址动，进口选举T．作机柑。l¨乡成t村蜃会抉埘选举T作委员玺1 2个，成立

¨选举垂粒套78个。符乡镇村委会抉腻进毕I作蛋抽会由党委、人人k脚吲、．攻府的I·要幸挺碍盟彳『关站

所的负责人组成：各}fn党支部的顿导F．成托n1村K大会或+I匠代托会i义通过的5．7人组成的¨选举蚕

*会，儿体1．持选举的切【作。

第一阶段．确认选K资格和静l￡进}t。令m采村11个乡镇fr选t(．65490人，髓记65330人．闻患特种

确、神志小浦术登记的160^。

钯·阶段，民主提名，确定候选』、。恨槲公开、凳正、公、r的原则，通i=上采取全{水选畦正记名投票

或山村民小组提名的A武．推荇候选人246韩。坤全体选K或村吐代表会I望投票预选，“生d A雌选人1 56

名。

纰叫阶段，投票选举。争巾79个村【t蚤舶录川种开选学大会丰_f民“接投票选举的方止进，仃、全市北

肯选民65330A．．参加投票选举的选【C60780凡，磬进半逃到1"94 s％。扯选毕f“生村民委员会丰tE78人，

刹}：{M人．委员468人，选举成功丰坫到100％：

(二)第三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帮-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作1。1995年10月26日开始至12门30 1{结啦!2f】2H为个市村K委员会

换届选举日。全市79个村民委员采用翻】隧毕大会村民直接投票进毕的打式进“。乍市牡有选民62450人．

o稚志



参加投票选举的选民58590人，参选率达到T94．5％。共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主任77人，副主任9人，委员

474人，选举成功率达到95％。

(三)第四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第四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于1 998年10月20 L{开始至1999年1月20日。1999年1月5日为全市村

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日。全市79个村民委员采用召开选举大会村民直接投票选举的方式进行。全市共有选

民88625人，参加投票选举的选民84211人，参选率达到了95％。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主任76名，副主任8

名，委员499名，平均年龄38．6岁，其中30岁以下29人，30岁至45岁的384人，45岁以上的86人；文化程度

中专6人，高中236人，初中237人，小学20人。

(四)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第五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于2001年11月20日开始至2002年1月30日。2002年1月28日为全市村

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日。全市79个村民委员采用召开选举大会村民直接投票选举的方式进行。全市共有选

民64391人，参加投票选举的选民58288人，参选率达到了90．5％。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主任77名，委员

534名，平均年龄37岁。

(五)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第六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于2004年11月10日开始全2004年12月30日。2004年12月25日为全市

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日。全市79个村民委员采用召开选举大会村民直接投票选举的方式进行。全市共有

选民65l 15人，参加投票选举的选民60540人，参选率达到了93％。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主任79名，委员

395名，平均年龄38岁。

(注：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办法、程序等与第二届直接选

举的办法、程序是一样的)。

第二届至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基本情况统计表
单位：个、人

I类
选举 选举

选举I别 村民 应参 实参
参选 产生 产生

成功
内＼

选举时间 选举日 委员 加选 加选
塞 主任 委员N 会数 民 民 塞

人数 人数

1992年10)j25f]
第二届 1993年1月5日 79 65330 60780 93％ 79 468 100％

至1993年1月20同

1995年lO月26日
第二届 1995年12月2日 79 62450 58590 93．8％ 79 474 98．7％

至1995{912月3l同

1998年10月20【j
第l，II届 2000年1月5日 79 88625 842ll 95％ 76 499 97．4％

至2000年1月20H

2001年11月20f{
第五届 2002年1月28日 79 64391 58288 90．5％ 77 534 98．7％

至2002年1月30一

2004年11月lOH
第六届 2004年12月25口 79 65115 60540 93％ 79 468 100％

奄200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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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示范活动

1992年，我市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伞市广泛开展了以“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

策、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示范活动。1995年，敦煌市先后被省民政厅、民政部授于伞省、

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市称号。杨家桥乡兰州村被评为全国村民自治先进村委员会；七里镇铁家儇村委会、

南湖乡二墩村委会、黄渠乡笆f场村委会、五墩乡苏家堡村委会受到省民政厅的表彰奖励。

1998年、2001年、2004年，敦煌市先后被省民政厅、国家民政部三次命名为全省、全国村民自治模

范市。七里镇、肃州乡、杨家桥乡、三危乡、黄渠乡、转渠口乡、五墩乡被洒泉地区民政处命名为全区

村民自治模范乡镇。

二拥军优属
(一)拥军

1990年，敦煌市成立了“敦煌市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小组”，并在民政局设立了双拥办

公室。1991年，广泛开展了军警民共建活动，年底共建成军警民联系点22个。1992年，粮食局被洒泉地

委、行署评为“全【孓拥军优属先进单位”。1993年，敦煌市开展了争创“双拥模范城”活动。年底，全

市有乡以上双拥领导机构14个，拥政爱民领导机构4个，村以上拥军优属服务组织103个，军民共建点44

个。转业退伍军人安置率达到100％，农村义务兵优待面达到100％，在乡老复员军人定补面达到100％。

1994年，在市区繁华地段，旅游景点和交通要道设立永久性双拥标语牌35块，在各宾馆、商店、医院、

车站设置了“军人服务台”，“军人服务窗口”56处。筹资5500元为8户在乡老复员军人新修住房27间，

给15名身患疾病的在乡老复员军人发放医疗补助费3800元。同年，敦煌市被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府、省

军区命名为省级“双拥模范城”。1995年，筹资1．9万元为17P在乡老复员军人新修住房53间。1996年，

敦煌市被甘肃省委、省政府、省军区二次命名为省级“双拥模范城”，粮食局被评为“全省双拥模范

先进单位”。发放在乡老复员军人建房补助费1．54万元，11户，建房39间。1997年，新增了双拥共建活

动，由原来共建“五个一”新增了共建敬老院，成为共建“六个一”，调整了军民共建点，由原来的44

个调整为21个。1998年，有7个乡镇被命名为双拥模范单位，建成模范敬老院4个；精神文明街道6个，军

民共建小康村4个。粮食局被评为“伞围拥军优属先进单位”。1999年3月，在全市开展“爱心献功臣行

动”。年底，敦煌市第三次被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命名为省级“双拥模范城”。2000年，在

全国“爱心献功臣”行动总结表彰会上，敦煌市被全困双拥T作领导小组、国家民政部表彰为全国“爱

心献功臣行动”先进市。“八一”期间，敦煌市为驻敦部队赠送VCD机7台、电视机l台、电扇5台、电扇

空调l台、自行车1辆及水果等慰问品，价值达1．5万元。1997年至2000年，全市向驻军赠送慰问品价值达

8．5万余元：慰问优抚对象578户，赠送慰问金2．1万元，慰问品价值2．3万元。沙州镇、七里镇、肃州乡、

吕家馒乡、孟家桥乡再次被命名为“双拥模范乡镇”：五墩乡、黄渠乡、杨家桥乡、三危乡、转渠口乡

命名为“拥军优属模范乡镇”。2003年12月，敦煌rfi被国家民政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评为“全

国双拥模范城”。

(二)优待抚恤
1949年以来，根据中央内务部统一制定的‘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 ‘革命烈士家属、

革命军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 <革命工作人员伤r：褒恤暂行条例》、 <民兵民工伤亡褒恤条例》和

《革命残废军人优待抚恤暂行条例》等规定，按照群众优待和国家抚恤相结合的原则，开展了优待、补

助、抚恤、换发残废证、烈十证等一系列工作，保障了优抚对象的生活。优抚工作本着群众优待和国家

抚恤相结合的原则，保证优抚对象生活水平不低于当地群众的中等水平。

农业合作化以前，对烈军属、复退残废军人的优待，主要实行代耕、助耕制度，基本解决了优抚

敦煌志



对象在生产牛活中的困难。农村合作化以后，改为优待劳动日，年终按日值给予粮、款补助。1958年至

1960年，优待烈军属劳动日1．6l万个，解决住房46I'HJ。1963年，对82户474名烈军属优待劳动日1．07万

个。户均130个，人均22个，折人民币户均优待450元。对服现役家在农村的义务兵，1983年以前，每年

按农村中等劳力优待劳动日。以后，优抚安置工作有了新的改进，对义务兵家属普遍实行优待，采取以

乡统筹，统一管理。1984年，由平均每户350元提高至-'1J460元。1986年，又提高Nsoo元。全市现有优抚对

象3740人，其中烈属20户196人；现役军人家属34l户1313人；残废军人29人；失踪病故军人家属5人；复

员军人211人；退伍军人1986人。1983年垒1989年，累计优待义务兵家属1378户，优待金额76．93万元。仅

1989年，优待义务兵298户，优待金额达14．9万元。1990年以后，对农村义务兵家属普遍实行群众优待，

优待金以乡统筹，最低不得低于500无，以乡发放，统一管理。1995年，提高到每户每年600至800元；

1996年，提高到每户每年800至1000元。1998年，全市统一标准，提高到每户每年2000元。1990年垒2000

年，累计优待义务兵家属3109户，优待金额310．2万元。从1981年至1989年，群众优待烈军属3645户，发

放优待金额123．37万元。从1982年至1989年，农村优待金发放总户数949户，发放优待金额38．86万元。

1990年至2000年，享受优待金3109户，发放优待金额313．22万元。2004年，农村实行费税改革后，农村取

消了“三提五统”，义务兵优待金不再从农民收入中统筹，改由市财政直接下拨各乡镇，当年发放优待

金93人，52．08万元。全市共有优抚对象3149人，其中退伍军人2636人；在乡老复员军人156人：现役军人

3 l 5人；伤残军人30人； “三属”(烈士家属、牺牲军人家属、病故军人家属)9户l 1人；西路红军老战

士1人。享受各类补助的重点优抚对象有198人，其中：“二属”9户11人；伤残军人30人；西路红军老战

士1人；在乡老复员军人156人。

1 990--2004年农村优待金发放情况表

单位：元

年度 享受优待金总户数 优待金额 平均每户金额

1990 337 169000 500

199l 292 146000 500

1992 330 173200 524

1993 254 127000 500

1994 267 150000 56l

1995 269 180000 669

1996 285 260000 912

1997 248 243000 980

1998 284 568000 2000

1999 270 570000 2000

2000 273 546000 2000

200l 198 554400 2800

2002 188 526400 2800

2003 178 498400 2800

2004 186 520800 2800

卷九居民物质精神生活



(三)国家抚恤
主要对牺牲病故的现役军人、人民警察、党政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及参战的民兵、民工家属均发给一

次抚恤金(粮)。1950年至1952年发给粮食。1953年以后，发给人民币。1980年以前，除群众优待外，

按国家规定发给抚恤金。以后，国家对部分困难较大的优抚对象，实行定期定量补助。对革命伤残军人

定期发放伤残抚恤金或保健金。对在乡退伍老红军、西路红军老战士定期发放牛活补助费。对在乡年老

体弱、生活网难的老复员军人、带病回乡的退伍军人发放定期牛活补助费。1989年，对81名在乡复员军

人实行了定补，定补面达38．39％：给城乡33名残废军人发优恤金5400元。每逢“八一”建军节、新年、

春节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各级政府召开联欢会、座谈会、慰问驻军、烈军属及转、Ik复退军人已成为传

统。1990年，全市共有优抚对象1718人，其中烈属78户81人，享受抚恤补助9人；发放补助费1300元：病

故军人家属6户27人，享受补助12人8000元；伤残军人30人，发放伤残抚恤金5400元：在乡西路红军老

战士3人，享受补助2人2000元；在乡老复员军人211人，享受补助89人，发放补助费26700元：退伍军人

1366人，享受补助21人1800元。1974至1978年，抚恤事、lp费发放总计9．03万元。1990年至2000年，牺牲病

故抚恤费、三属抚恤补助费、伤残军人补助费、西路红军补助费、在乡老复员军人补助费发放总计116．96

万元。2001年垒2004年，累计发放优待金2lO万元。

1 990年一2004年抚恤事业费使用情况表
单位：元

年度 牺牲病故抚恤费 三属抚恤补助费 伤残军人补助费 西路红军补助费 晕支纛盖嚣 合计

1990 5500 7300 5400 2000 24300 44500

199l 5000 7300 5400 2500 30800 51000

1992 13900 7300 5400 3000 36200 65800

1993 20000 8500 7600 3600 51600 91300

1994 9000 8800 2000 55300 75100

1995 12000 10000 9000 2000 66000 99000

1996 11000 9400 2400 74000 96800

1997 8000 9000 2800 76000 95800

1998 12000 9000 9800 3800 81000 115600

1999 10000 10000 10000 5000 141920 176920

2000 26800 12000 14000 7000 198000 257800

200l一2004
2100000

(四)安置
复退军人安置是一项经常性的政治任务。1950年至1954年，全县共接收复员军人84名，其中16名

安排在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工作，68名同乡参加农业生产。同年实行兵役制以后，每年有一批复员退

伍军人回到地方工作。1957年以前，复员退伍军人，按上级意见，本人要求，地方需要的原则进行统一

安置。1958年，执行了《国务院关于处理义务兵退伍的暂行规定》，I簪持“从哪里来，回哪咀去”的原

则，大部分回到农村。1950年至1989年，全县共接受复员转业退伍军人2279人，其中城镇安置359人，

占复员军人的15．75％：安置到农村的1920人，占84．25％。1989年，城乡安置复退军人80人，其中城镇

49人，农村31人。各级政府在安置T作中加强了政治思想T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按照本人的专长，

做到了“妥善安置，各得其所”。对城镇退伍军人，采取了“按系统分配仟务、包T．安置”和“根据表

现，区别对待”的办法，进行了妥善安置。1984年10月，对部队荣立二等功以上和闪战闪公负伤，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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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二、三等残废的农村退伍军人、在城镇食事业单位给安排了工作。至1989年，城镇共安置退伍军人155

人。1990年龟2000年，共接收安置志愿兵41人，退伍义务兵740人，其中农村安置496人，城镇安置244

人。2001年全2004年，共接受转业士官15人，退伍义务兵443人，农村安置375人，城镇安置68人。

救灾救济
1949年后，把救灾救济T作当作大事来抓，坚持“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群众互助、并辅之以必要

的救济”的救灾方针，帮助灾民抗灾自救，度过难关。同时拨出救灾款，帮助困难大、无自救能力的灾

民和困难户战胜灾荒，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

(一)灾害救济
1967年，南湖公社山水沟大队遭受洪水灾害。水库大坝冲毁，一时无法恢复农业生产。为解决全大

队200多人的牛产牛活，县政府决定将伞村50多户200多人伞部搬迁至郭家堡公社原墩湾农场旧址，利用

农场原有住房及耕地妥善安置了全部灾民，成为新建的墩湾大队(原山水沟大队土地现由青海石油管理

局山水沟农场开发利用)。

1979年7月25日至26H，党河水库上游普降暴雨，暴雨形成洪水，历时29小时，总量达1426万立方

米，最大洪最1331万立方米，大于五白．年一遇的一天洪量1024万立方米。7H27日，党河水库洪水漫过坝

顶，副坝溃决，水库电站被淹，党河总干渠渠首冲毁，下游沿线农田被冲毁，洪水凌晨流进县城后，县

城■分之-_一被洪水淹没。据敦煌县委第318号文： “当年洪水进城后，有62．1％的巾．民户和54．7％的市民受

灾：居民住房8307f日J中有5203间受损，占62．6％，全部倒塌的住房48l间，占83％。直接经济损失2704．05

万元，其中城巾．损欠2100．44万元。国家j次拨发救灾款548力．元。”

1986年，全市遭受特大风灾袭击，南湖乡吲湖子溃坝，营楹3队、阳关3队、南-i-3队严晕受灾。冲毁

房568间，农田被毁。县政府及时发出通知，组纵各部门抢救。全市各单位资助3．5万元，调推土机13台。

驻敦部队、市机关各单位出动汽车50多辆，无偿为灾民拉砖150万块，土2500立方米，修建房屋492间，

粮食部门平价救济粮食5100公斤，发放救灾款15．1万元，救济衣被388件。全县共拨出救济款71．2万元，

救济灾民6084户，27425人。

1991年12月26日至27日，我市出现了一次寒流天气。据气象部门提供的资料，24d,时气温下降了

10．8℃，48d',时气温卜降了16．5℃，27日极端最低温度达一30．5。C，突破了敦煌极端最低值一28．5℃的记

录。据林业部门对十个乡镇225户果园调杏，调查总株数为27986棵，其中苹果3919株，梨20110株，桃杏

3847株，其它果树110株，受冻株数为16465株，受冻率达58．8％。其中苹果2076株，受冻率53％，梨11212

株，受冻率为55．5％，桃杏3137株，受冻率为81．3％。经测算，直接产馈损失达．至1]5798万公斤，比上年同

期相比平均减产52．3％。直接经济损失达611．3万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7万元。

1992年，冬季偏暖，蚜虫越冬率高，加之夏季低温多雨对蚜虫的繁殖极为有利，使棉田蚜虫出现

了我市历史k罕见的特大发生代。据农业部门观察，6月份棉蚜虫率为95．5％，百株蚜量为579头，截lk7

月20日百株_三n-t-蚜麓达38054头，是上年蚓期的21倍，比大发生91年高峰还多28560头。同时，危害时间

长，从’年的5月25H开始，一直危害到9月上旬。据统计分析，全市棉花受蚜虫危害面积83960卣，占棉

花总播种雨i秋的98．8％，共损失皮棉193．94万公斤。减少经济收入1260．6万元。

1996年5，j29日，敦煌11r遭受了一场特大强沙尘暴风灾的侵袭。这场沙令暴来势闪猛，是敦煌市自

1954年有气象史记载以来，风力强劲，含沙最大，能见度低，持续时川较长，成灾最最的一年，它给全

市人民的牛命财产和一r农业生产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据11个乡镇报灾统计，全市棉仡受灾面积85753

亩，损失在50％以下的柯49103卣，损失在50％以l二的17948亩，损失在80％以上，较为严雨的18696卣叶

片几乎被风沙伞部打光，其中6600Ijf棉仡4i能恢复乍气，基本绝收。I司时，沙伞暴还造成1284南．小麦、

7300Iif蔬菜，5487卣粜旧严最受火，还折断树木401 3棵，刮倒商jfi线杆270根，毁坏输电线路20ll米，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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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渠道2100米，丢失羊畜2l 13只，共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273万元，间接损失2727万元。更为惨痛的是

沙尘暴使黄渠乡代家墩、富强、常丰村8名学生在放学回家途中迷失方向，落入渠当中，除3名学生被救

起外，其他5名学生／fi幸遇难。

1996年，我市发牛了解放以来最为严重的春尺蠖最灾情，它对我市防护林、经济林构成了巨大的威

胁。据林业部门对最为严重的1996年春尺蠖危害进行调杏，在全市11．5万亩防护林中，春尺蠖发生9．2万

亩，占防护林面积的80％，在调查50厘米长的枝条中有虫40条，一棵10年生的杨树有虫土：万条，虫口密度

之大，危害之严重。所以，害虫每年5月份之间将新叶全部吃光，冬夏树木没有任何区别，被吃光的树木

树势衰弱，光合作用降低，它不但影响树木的正常生长，而且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

2001年4月l 7日至l 8日，我市出现，强沙尘暴天气，大风持续9个多小时，瞬间最大风速达l 5米

／秒，此次特大沙尘暴来势凶猛，持续时间长、风沙量大，实属罕见。7月30日，我市再次受到沙伞暴袭

击，从13时开始至16时30分结束，持续3个多小时，瞬间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能见度4i到200米。两次

沙尘暴使我市农业、林果业和蔬菜种植遭受了极大损失。据民政部门在全市11个乡镇的调查统计：棉花

受灾面积达68288亩，绝收面积963亩；小麦受灾面积3682亩，绝收63卣；果树受灾面积2460卣：温窜蔬

菜拱棚受灾867个；树木2113棵：输电线杆刮倒104根，毁坏输电线路9公里。全市共造成直、间接经济

损失1173力．元，民政局用于救灾资金3l万。

2002年5月5日F午14时左右，我市遭受沙尘暴袭击，据气象部门介绍，这次沙伞暴天气从13时55分

开始至14时20分结束，持续时间25分钟，瞬问最大风速25米／秒，风力10级，能见度0米。据民政部f J初

步调查，这次沙尘暴使我市3000多卣棉花受灾，以西风沙口盂家桥乡西宁堡村、姚家沟村，黄渠乡芭予

场村，七里镇李家墩村、秦家湾村受灾【斫积尤为严重。同时，全市温窜骨架有5座被刮塌，36座帘子被刮

坏，50多座温室被揭膜，13亩小拱棚受损，刮断树木30余棵，预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20余万元。为了对

受灾严重的农户进行补助，民政局拿出救灾资金38万元。

2003年4月8日夜间22时35分，我巾．开始出现了以降雪降温为主的天气过程，此次降雪量达3．4毫

米，同时伴有5．6级阵风和沙尘天气，最低气温降到了零下1．5摄氏度。由于这次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

降雪量大，降温强。造成4700多亩杏树、1200多亩梨树、5000多亩桃树的花蕾不同程度受冻，减产

40％．80％，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力．元。同年，全市又大面积发牛棉铃虫虫害，据统计，棉铃虫发生面积

达到了13．8万亩，占播种面积的71．5％，主要分布在七里镇、南湖、吕家锈、杨家桥4个乡镇，其中七里

镇发牛面积最大，达到10400卣，占全镇播种面积的6l％，棉花平均减产20％，籽棉损失118万公斤，商

接经济损失413万元。全市洲棉铃虫危害造成经济损失达1000多万元。为了弥补棉花受灾农户的损失，民

政局拿l叶J36万元资金用于对受灾严蘑的乡镇棉农进行补助。

2004年5月4日凌晨6时，我市最低气温降垒l摄氏度，地面温度降至零下5摄氏度，部分农作物遭受

了严莺的霜冻灾害。霜冻发生后，民政局及时组织了有关人员对各乡镇村组进行了调查。根据调含，这

次霜冻使部分出苗的棉花和果树受冻，主要分布在五墩、黄渠、吕家锈、杨家桥等边远乡镇和林果大

乡。据初步统计，全市棉花受灾面积达70300亩，其中棉苗受冻率在30％以下达21000亩，占受冻嘶秋的

29．8％，受冻率在50％以下的达35000卣，占受冻面积的49％，受冻率80％以上的14000亩，占受冻面积

的17％。全市果树受灾面积9798卣，桃树1600亩，杏树3200亩，大田菜760卣，预计经济损失达200多万

元。为了把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民政局及时拿出救灾资金48万元，用于对受灾严重的农户进行自救。

(二)社会救济
l 984年以来，全市共发放救济款11．3万元(其中城镇2．75万元)，救济困难户161 5P(城镇)l 38

户，城镇16户特困户实行定期定量救济，每年发放救济款0．74万元，在救灾T作中，还对19960年代精简

退职的老职工和有病人员，实行了40％的牛活救济，每年发放救济款0．6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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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扶贫
1979年后，改革救灾救济工作，开展扶贫。为贫困户送科学、传技术、送信息、搞培训，帮助他

们掌握种植、养殖新技术，提高科学种田水平：全社会重视，对贫困户进行帮工帮料、帮耕帮种，鼓励

与亲友，富裕户结对子，传帮带。在救灾扶贫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方法上，一是救灾与扶持相结合，一面

给灾民生活I二必要的救济，一面从救灾款中提出部分资金扶持发展生产，开展生产自救。1984年至1988

年，救灾款中有8万元用于灾民的生活，57．1万元用于受灾群众发展生产。二是有偿和无偿相结合。

1984年以来，共筹集资金67．13万元，其中省地下拨救灾扶贫款15万元(含借贷1．5万元)，市财政

支农周转金3万元，市民政自筹资金3．29万元，农行贴息贷款9．16万元，省地贴息1．9万元，市财政自筹资

金29．2万元，回收扶贫款返还使用5．58万元。共有扶贫户1573户6493人，分别占全市户数、人口的5．5％和

5．8％，其中资金扶贫1236户5517人，科技扶持217P976人，筹集投放扶贫资金67．1万元。

1989年，使1404户脱贫。在正常年景下，人均口粮300公斤以上，人均纯收入490元以上，生产、生

活费用有了保障，达到脱贫标准，其中有32户成为致富冒尖户，人均千元以上。全市脱贫率达89．2％。为

巩同扶贫工作成果，长期坚持搞好扶贫。全市建立起11个救灾扶贫资金管理委员会，筹集扶贫Jf吉j转金14．1

万元。成立农民互助储金会45个，拥有储金8．3力．元，通过两会活动的开展，充分发挥了农民自我保障的

作用，增加了救灾扶贫的力量。

(四)城市低保
我市城市低保从1998年开始实施以来，有保障对象55户l 19人，保障金56544元。1999年有保障户361

户565人，保障金273484元。2000年有保障尸340户642人，保障金237232元。2001年有保障户474户636

人，保障金459894元。2002有保障户2193户5321人，保障金123万元。2003年有保障户1764户4401人，保

障金215万元。2004年有保障户1786)：，4251人，保障金192．95万元。2005年有保障户1787户4531人，保障

金554万元。

四社会福利
1958年，全县组建起17个福利生产厂组，有职工679人。其中，安排烈军属、复员军人15人，无依靠

老人63人，盲聋残疾17人，收容无业人员73人，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后因国家经济困难而陆续停

办。

1987年，贯彻省、地民政工作会议目标任务，先后办起了敦煌市社会福利部、敦煌市社会福利药物

鞋垫厂、三危乡社会福利综合加1二厂4个福利企业，占地总面积9400平方米，建筑面gJ,684平方米。有国

家二F部2人，集体工人1人，聘请技术人员4人，招聘合同iE35人(其中残疾14人)。

1989年，塑料厂产值达N28．58万元，年销售收入22万元，创利润3万元。所产农用塑料管，经市级

鉴定符合省级质晕标准。

自1990年笔1996年，我市民政部门通过兴办、联办、贷款、挂靠的形式发展了社会福利塑料厂、

丝路春药物鞋垫厂、民政局金矿、福利企业公司、残疾人经销部、黄渠【fIi粉f、三危乡福利面粉厂、敦

煌市沙疗所、郭家锈由i粉厂、统达装璜‘L程公司、耀华公司、金星电器经销部13家福利食业。N2000年

底，参加年检蹙记的福利企业只福莱德公司(即原丝路春药物鞋垫厂)一家，其余均已改制或破产。

(一)老人赡养
1956年，对农村无依无靠的社员实行“五保”。1958年，建立敬老院，五保老人入院集体供养。

1989年，全市农村办敬老院7所，有T作人员12人，床位50张，收养五保老人46人。全市分散供养五保老

人5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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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孤儿、弃婴教养
1958年，令县办幼儿旧、托儿所17l所，在托幼)L7007人。1960年，农村托儿所伞被解散。县上筹办

福利院1所，有管理人员5人，收养孤)L50多人，将适龄孤儿送学校上学。1965年，福利院撤销，部分孤

儿陆续在集体所有制食业中安排了T作，年幼孤儿由群众领养。1980年，城镇集体办托儿所1个，现有保

育人员8人，在托幼)L65人。

(三)残疾人安置及社会福利
1958年，全县组建17个福利生产厂组，自．职上679人，其中安排烈军属、复员军人15人，无依靠老

人63人，盲聋残疾17人，收容无业人员73人，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1987年，贯彻省、地民政工作

会议臼标任务，先后办起了敦煌市社会福利部、敦煌市社会福利药物鞋挚厂、三危乡社会福利综合加工

厂、4个福利食业，占地总面积9400平方米，建筑面${684平方米。现有困家T部2人，集体工人1人，聘

请技术人员4人，招聘合同E35人。1989年，塑料厂产债达N28．58万元，年销售收入22力．无，创利润3万

元。所产农片j颦料管，经巾．级鉴定，符合省级标准质蕈。1990年争1996年，民政部门通过兴办、联办、

贷款、挂靠的形式发展了社会福利翅料厂、丝路春药物鞋垫厂、民政局金矿、福利食业公一J、残疾人经

销部、黄渠嘶粉，、三危乡福利l酊粉厂、敦煌市沙疗所、郭家锈面粉厂、统达装璜工程公司、耀华公

司、金星电器经销部13家福利仓业。1997年，兴办残疾人的福利企qk，安排贱疾人53人就、Ik。其中，在

福利企业中从业残疾人达到34人。2000年，在肓人按摩、商晶零售、lp等6个行业中，共就qk的各类残疾人

数达至U296入，从事个体经营的残疾人数达N250人，在行政事业单位就业的残疾人达到46人。

(四)殡葬改革
本市近代和现代汉民族人逝世后皆实行上葬。．70七十年代后，提倡火葬，倡导丧事从简，移风易

俗，改节旧的殡葬习俗，节约土地，减少费用，破除陋习，孝敬老人，厚养薄葬。九十年代以前，全市

12个乡镇在戈壁荒滩划定了26个公墓区，并且对宅基地、古墓群、承包地乱造坟地的现缘进行'r清理，

责令限期迁出。在耕地、宅基地清理出乱造的坟墓ll座，迁出5座。1987年以来，还建立“红白”理每会

126个，坚持“三改”(改{H殡为追悼会，改穿Ej戴孝为戴黑纱、白花，改送祭礼为送仡圈)，革新殡葬

礼俗，倡导健康文明的新风尚。

2000年4月1日，市政府为了妥善解决我市经济建设用地和殡葬用地的矛盾，划定了三个公益性公

巢Ⅸ，即七里镇公纂1)(，面积约15平方公咀：巩墩公集Ix-，嘶彩{12平方公里；孟家桥公慕Ⅸ，面积约25

平方公里。2002年，通过于召商引资，投资120万元修建J，一所经营性公墓，即漠高公墓，面积为l平方公

里。为了切实做好世界文化遗产、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f节敦煌莫高窟保护区内的环境风貌保护丁作，敦

煌市人民政府于2003年8月发布了《关于搬迁莫商窟保护区内坟墓的通告》，用r三年时间将敦煌莫高窟

保护区内的1000余座现代坟进行了搬迁。

。

(五)烈士陵园
烈士陵同于1971年始建于距县城东5公里的戈譬荒滩之中，东挨i危公社会宁大队林场，南毗东戈

壁，两接杨家桥公社中渠八队，北靠安敦公路，面积约70亩，其中耕地13．6亩。园内栽植用材林杨树2080

棵，果树60棵。1985年，修缮人门一座。1986q；修房屋■问。1989年7H，新打机井一眼。辇地眄块，有

墓冢76座，其中地方烈，k6座，军队烈十11座，地方冈公牺牲的8座，病故的2座，军队牺牲病故的41座。

墓碑分为混凝土、花岗岩和木质的，因木质碑字迹模糊，有8座姓名已无法辨认。



五专项社会事务管理
、 (一)社团管理

社会团体管理，是国家行政管埋的一项工作，是各级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依照宪法和

有关法律、法规，对社会团体的发生、发展进行管理的组织活动。

社会团体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登记管理、业务管理、监督管理和日常管理等。

1991年5月9日敦煌市人民政府转发了甘肃省人民政府甘政发(1991)23号通知颁布《甘肃省社会团

体蛋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根据《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敦煌市民政局依法实施对全市社会团体的

登记管理。

l、社会团体的清理整顿

1991年4月开始，用1个月时间，敦煌市民政局组织人员，对全市社团进行了摸底，基本情况是：

1990年12月底以前，全市共有各类社会团体40个，其中学术性团体13个；行业性团体4个；专业性团体18

个，联合性团体5个。

6月份开始，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对全市社会团体开展了清理整顿工作。按照《实施细则》的规定，

对符合条件的社团办理注册手续，对不符合条件的社团进行撤销合并。经过清理整顿，办理注册登记的

社团19个，撤并15个，不属于登记范围的6个。

2、社团登记

1991年6月起，对经过清理整顿后，符合《甘肃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具备社

团成立条件的社会团体，予以登记注册。1991年注册社会团体22个；合并社团4个；解散社团12个。1992

年注册社闭2个：1994年注册社团2个；1995年注册社团1个：1996年注册社团2个；1997年注册社团1个；

1998年注销社团7个；2000年注册社团2个；2002年注册1个，2003年注册4个，注销5个。2004年底敦煌市

共有各类社会团体34个，其中学术性7个，专业性3个；行业性8个；宗教团体3个：联合性1个；农村专业

经济协会12个。

敦煌市社会团体名录

社团名称 业务t管单位 备注

敦煌市计划，t-．育协会 敦煌市计划乍育局

敦煌市机动牟．驾驶员协会 敦煌『订交警人队

敦煌『fr集邮协会 敦煌市邮局

敦煌市个体劳动者协会 敦煌f仃]：商局

敦煌f仃私营企业协会 敦煌市』：商局

敦煌市消费肯协会 敦煌市工商局

敦煌rf，佛救协会 民族宗教局

敦煌ffi道教协会 民族宗教局

敦煌『仃伊斯鼍教协会 民族宗教局

敦煌市民俗研究会 民族宗教局

敦煌市{5lIHi I：艺荚术协会 市委宜传部

敦煌If『J J牙泉风景文史研究会 敦煌r}r旅游局

敦煌ffr退休教育I：作卉协会 敦熄『fT教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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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名称 业务卡管单位 备注

敦煌市会汁协会 敦煌市财政局

敦煌『fi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iff委宣传部

敦煌flf慈善协会 敦煌市民政局

敦煌艺术研究会 敦煌ffi文化局

敦煌巾．老年人体育协会 敦煌市文化局

敦煌n，旅游协会 敦煌r}f旅游局

敦煌市医药ij．业协会 『1r药监局敦炸分局

敦煌If，辣椒协会 敦煌市科协

敦煌市南湖乡葡萄生产销售管理协会 敦煌『1i科协

敦煌Iff中医学会 敦煌市甲乍局 L汴销

敦煌市红I‘宁会 敦煌市卫生局 已注销

敦煌rff农村J!生协会 敦煌11fp，}．局 已汁销

敦煌市老年人体白．协会 敦煌市文化局 已注销

敦煌市棉仡协会 敦煌I订质检局 已}i：销

敦煌市文学艺术丁作者协会 敦煌市文化局 L二注销

敦煌市农村教师奖励评选委员会 敦煌市教育局 已注销

敦煌市文学创作研究会 敦煌『}f文化局 L汴销

敦煌f}川{租汽车司机协会 市1：辆管理所 L二_}l=销

敦煌市农村金融学会
’

经营管理站 已注销

敦煌市林学会 敦煌rfj林业局 已注销

敦煌『fi农学会 敦煌市农业局 已汴销

敦煌市畜牧兽医学会 敦煌市科协 已注销

敦煌市蔬菜协会 敦煌ff，科协 已ir销

五墩乡八，、村养殖协会 敦煌市科协

五墩乡无公害蔬菜协会 敦煌市科协

五墩乡新店台村葡萄协会 敦煌ff，科协

敦煌市李广杏协会 敦煌市科协

敦煌fH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敦煌I}】科协

敦煌市肃州镇彩棉协会 敦煌市科协

七里镇桃f产业协会 敦煌Iff科协

秦家湾红地球葡萄协会 敦煌市科协

敦煌市转渠LJ乡葡萄协会 敦煌市科协

敦炸市转渠口乡定西村养碴协会 敦煌市科协

敦煌志



社团名称 业务l：锊单位 备注

敦煌开f黄渠乡邑r场肉#养殖卧会 敦煌11i,I-协

敦煌Ilr漠商公墓 敦煌『{f民政局 民办{E企业

敦煌市什草研究所 敦煌市科技局 民办非企业

敦煌市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敦煌ffr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局 民办1#企业

敦煌美术研究所 敦煌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局 民办{#企业

青海油|II诚信医疗保健中心卫生保健所 敦煌fff J!’t-局 民办非企业

青海油⋯诚信医疗保健中心第二卫7匕保健所 敦煌市H生局 民办{F企业

青海油lfj诚信医疗保健中心第三卫乍保健所 敦煌市E'J-：局 民办非企业

敦煌市美术馆 ．
敦煌f知．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局 民办非企业

敦煌市牵于婚介所 敦煌市民政局 己注销

敦煌市白灵菇栽培技术服务中心 敦煌ff，科技局 民办非企业

3、非法社团的清查

2000年4月，对全市气功类组织进行了清查，基本情况如下：

鹤翔桩：1984年传入敦煌市，当时约有60余人在敦煌市体育场练此功，练习人员大部分是沙州镇居

民。

香功：1993年初传入敦煌市。1993年秋，香功创始人田瑞生(河南籍人)来敦煌传功，当时有500余

人在市电影院参加了练功大会，掀起了我市练习气功的高潮。

道光功：1993年传入敦煌市，仅有30余人学练此功。

大雁功：1993年传入敦煌市后仅有20余人学练此功。

三三九乘元功：1993年传入敦煌市后约有50余人练习此功。

空静功：1994年传入敦煌市后，约有50余人练习此功。

雪莲功：1994年7月，传入敦煌，培训学员50余名，每晚集体练功，1999年l 1月停止集体活动。

大藏功：1994年传入敦煌市，仅有30余人练此功。

中功：敦煌市的“中功”学校成立于1987年5月，其学校名称有两个：一个为“洒泉地区实用养生

培训学校敦煌分校”：另一个为“中华养生益气功培训学校”，1987年5月至1999年9月李成科(金塔县

人)任该校校长。1997年该校招生75人；1998年招生60人：1999年招生80人。2000年各类气功已无练习

人员。

4、民办非企事业单位的管理

截1k2004年底，全市实际登记注册民办非企业单位l 1个，注销2个，实有9个，其中卫生类3个，文化

类2个，科技类2个，其他类2个。

(二)婚姻登记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日婚f4J{法》，各区、乡政府为婚姻臀记机关，由民

政助理员臀理。凡结婚、离婚人员必须亲自到婚姻髓记机关履行登记手续。婚姻径记机关依照婚姻法规

定，严格审查申请结婚、离婚当事人的婚姻关系和婚姻琏础。正确处理婚姻纠纷，制止包办和强迫婚

姻，打击买卖婚姻，切实保障婚姻自由。严格核定婚姻当事人的年龄，宣传晚婚晚育，对于刁i够法定结

婚年龄的人，不予髓记。1980年后，使闲家有关婚姻赞记规定进一步得到落实。1983年，开始对一年一

度的婚姻迸记大检查，开展尤违法婚姻径记乡(镇)的评比活动，及时处理违法婚姻。各乡镇对查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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