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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民政志》编篡出版，这是汾阳市民政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文化汾阳建设取

得的又一丰硕成果。 着实可喜可贺，倍感欣慰。

汾阳自春秋置县迄今，历为郡、州、府治所在地，民政历史悠久，内涵丰厚，可谓全国县

级民政历史发展的缩影。在历史长河中民政是最原始、最古老的国家行政管理工作。 《尚书》

云"民为邦本，本固而邦宁"因此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主理民众事务的民政工作。

"民为贵、君为轻、社穰次之"为历代贤明的统治者所尊崇，他们深知"载舟之水亦可覆舟，不

惜小民便不足为天下计"。 故数千年历史演变的过程虽有诸多朝代兴替，政权更迭，甚至在

社会变迁中民政称谓亦有诸多不同，但"民政"绵延承续的"民本"特质却始终一以贯之。

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政工作的具体内容虽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不

同，但其以人民群众为对象而为-民施政的性质却更加鲜明。 民政工作直接面向社会公众，为

人民群众服务，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方方面面体现着党和国家的爱民之情、亲民之义、为

民之举。 民政工作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方面，也是为改革发展稳定

提供服务，营造环境，穷实基础的重要工作。 它在改善民生、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维护稳定、

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回顾历史，能够激发人们继续前进的力量;总结经验，能够提供人们研究和解决新问题

的智慧。 《汾阳民政志》系统记录了汾阳民政工作的历史，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和真实简练的

记述，全面回顾了汾阳民政事业取得的重要成就，深刻总结了民政事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展

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汾阳民政工作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 它的编篡出版，必将推动汾阳民政

工作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以更高的标准，务实的作风，开拓创新，谱写出新的篇章，为全面

建设"五城同创"、"五个汾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汾阳市委书记

汾阳市政府市长

二 0 一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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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编篡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资政育人为根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求真存实，以史

料为依据，力求真实地反映汾阳民政工作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做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

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为 1949 年，下限截至 2∞9 年，其中个别篇目上限以资料占有为发端。

=、本志资料以市民政局档案资料为基础，辅以市史志办及市档案馆有关资料，故均不

注明出处。

四、本志立足现代，侧重当代，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变化为重点，系统分

类、横排竖写，以志、记、传、录、图、表等形式综合表述，以志为主。

五 、本志新中国建立前采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新中国建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度量

衡单位以国家规定为主，数字除特定采用汉字外，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

六、本志人物收录以历任副科级及以上领导为主，获省级以上模范人物随顺序辑录。 遵

循生不立传原则，分设人物小传、人物简介两部分。 人物小传以卒年顺序排列，人物简介以

任职先后顺序排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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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涛， 汾阳市栗家庄乡北赵郡村人， 1958年6

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

Il:}tI年lDJ月参加工作，历任汾阳市文化局副局长、 E

局长，市民政局局长等职，现任吕梁煤校副校长。

在民政局任职期间，实现了城乡低保人口应保尽E

保，农村五保对象全部纳入保障范围，优抚对象待遇 E

以每年~的速度递增，退役军人历年安置率均达E

双拥"工作连续数年被命名为"省级双拥模E

范城.市民政局被省、地命名为"全省民政工作先进 E

市~吕梁民政工作红旗市"等荣誉称号。

高冬生，汾阳市阳城乡孝臣村人， 1964年I~月生.

大学学历，中共党员。

lImI!年8月毕业于山西省农业机械化学校~年.

中央党校经济管理函授本科毕业。íImIl年9月至1989

年5月在汾阳县统计局工作年5月至[UJSl~年在汾.

阳市政府办、市委办工作，历任股长、副主任等职.

1_1tl!1:~年9月至wm年2月，先后任峪道河镇镇长、贾家.

庄镇镇长、西河乡乡长， 2007年2月至WDJ年9月，任.

栗家庄乡党委书记，太和桥街道党委书记.mm年9

月至今任市民政局局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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