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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云县入民政府副县长 刘 灿

《云县民政志》历经11载，得到前后两届县局领导的高度重

’视，凝结了前后两个编纂班子人员的心血与智慧，在今年溢彩流金

的收获季节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云县历史上的第一部民政专

。 志，既是事业的丰碑，也是丰碑的事业。
《云县民政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

。

翔实的史料，流畅的文笔，规范的体例记述了云县民政事业100多
。 年的发展历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近50年，是云县

二 民政事业发展的辉煌时期，民政部门在各级党委、政府和上级民政
； 部门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以勤政、务实的作

风，认真履行职能，在解决社会问题、调节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

平、依法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保持社会稳定方面

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为维护云县经济繁荣、社会
进步、民族团结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忆往昔，滔滔历史长河，既有金

沙闪亮，也不乏泥沙沉积。百年沧桑，既有令人自豪的成就和可供
’

借鉴的历史经验，也有使人痛心的失误和应引以为戒的历史教训。

民政事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繁荣，民政事业则兴盛；社

，会凋敝，民政事业则衰落。同时民政事业的繁荣昌盛，又对社会进

步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云县民政志》满载百年成功与收获，凝结众人智慧与心血。在

此，我真诚感谢使此书成志的所有志士仁人。 ，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全县各级民政部门及广大民政干部要

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认真总结经验，结合云县县情，实事求是，

大胆改革，扎实工作，为充分发挥民政职能，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而
努力奋斗。愿云县的民政事业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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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云县人民政府民政局局长李德明

正当云县各族人民以高昂的激情跨入世纪之交，以崭新的精

神风貌迎来社会、经济全面进步，并以宏大的气魄担当起迈向新世

纪历史任务的时候，《云县民政志》问世了。这是云县民政系统的一

大喜事，也是全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硕果，令人欢欣鼓舞，可喜

可贺! ．

捧读此志，步入云县民政事业发展的历史画卷。云县民政已

100多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政工作的社会稳定机

制作用Et益加强。县级民政机构不断完善，乡级民政从无到有，全

县民政人员从2至3人发展到50多人。民政业务从单纯的拥军优

属、救灾救济发展到九十年代的几十项工作，特别是“八五”期间以

及进入“九五”以来，民政工作不断改革创新，领域不断拓宽。民政

部门在对民政常规工作常抓不懈的同时，着力实现民政经济、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勘界工作“三突破”，优抚安置、“双拥”工作开创了

新的局面。县乡福利事业的建设，推动了民政经济的发展。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政府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职能

得以加强。从讲政治的高度，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的高度，提高对勘界工作的认识，全面启动勘界工作，为保持边界

地区社会安定，保证人民群众和睦相处，安居乐业奠定良好的基

础。总之近50年的艰苦奋斗，民政工作硕果累累。民政工作之所

以迅速发展，缘于有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有一支锐意进取，大胆

创新，深化改革，素质高、业务精的民政干部队伍。

志书为经世致用。之作，编纂的目的在于存史、资治、教化。今

天，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汹涌澎湃，民政工作既面临着难得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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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也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掩卷沉思，我们受到启迪，随着社

会的发展与进步，民政事业El趋繁荣，任务日趋艰巨。民政干部职

工只有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切准时代的脉膊，方

能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希望全县民政干部抓住机遇，解放

思想，迎接挑战，把民政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为改革、开放、

稳定作出辉煌的贡献。

开卷得益，我们对编纂此志付出辛劳与智慧的所有人员感激

之情油然而生。值此，对《云县民政志》编纂工作给予高度重视的各

级领导，给予鼎力支持的全县民政干部，特别是为此志成书付出心

血的编纂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1

1998年lo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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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云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黄崇亮

在《云县民政志》即将告竣之际，我为之作序，内心感到欣喜。

我接触民政工作多年，深知民政工作是与稳定民心、稳定社会、稳

定政治相关联的一项重要工作。历代统治阶级都很重视这项工作。

云县早在民国25年(1936)就设立了民政科，专管民政工作。但是

民政工作真正发挥社会稳定机制的作用，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之后。四十多年来，作为县人民政府重要职能部门的民政局，在

基层政权建设、社会救济、农村救灾、复退、离退人员安置、优待抚

恤、社区服务、行政区划、殡葬管理、婚姻登记、收容遣送、社团管

理、有奖募捐、地名管理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云县虽然地处

偏僻，但在历史发展中却以自已特有的风貌推动着社会发展、经济

繁荣。爱国将领叶荃，为推翻封建帝制，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董

文英为保卫祖国神圣的领土而血洒台儿庄，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

秀儿女，是故里乡亲的骄傲。而革命烈士纪念碑的建立，收容遣送

站、敬老院、福利公司、残疾人联合会的成立，残疾人运动会、残疾

人文艺调演中获奖，“11．6”地震后省、地救灾物资的下拨及云县各

部门各单位捐钱捐物支援耿马、沧源、双江抗震救灾等，则推动了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体现了共产主义的互助精

神，反映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精神风貌。

《云县民政志》以朴实流畅的文笔，生动翔实的史料，客观地实

事求是地展现了云县民政一百多年的历史，记载了民政部门为党

和政府分忧，为人民群众解愁的实绩。而且由于民政涉及面广，内

容丰富，几乎牵连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因而读者又可借助它了解云

县一个时期的社会状况。鉴往知今，更重要的是志书通过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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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反映民政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给入们以深刻的启示：民政工作

要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要充分发挥社会稳定机制作用，必

须争取和依靠党委政府的领导，动员和依靠社会力量走多层次、多

渠道、多形式的发展路子。《云县民政志》确实是一本观点正确、体

例完备、资料翔实、特点突出的专业志书。它的编纂成书，是一项服

务当代、惠及子孙的大好事。在此，我谨向关心支持编纂此志的领

导和有关人员，为编纂此志丽茹苦含辛、孜孜笔耕的编写人员和收

资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十年规划和“八

·五”计划，勾画了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二步战略

目标这样一个宏伟蓝图，民政事业是这个蓝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纵观云县民政事业发展的历史．成就巨大；展望云县民政事业发展

的未来，前景辉煌。愿此书的出版对云县民政事业的发展起到鼓舞‘

和促进的作用，愿广大民政工作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为促进云县

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作出更大的努力，做出更大的贡献：

199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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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四
、

云县民政局局长石安柱

民政工作是人民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悠久，是古

今中外各国政府不可缺少的重要部门。从表面看，仅仅只是称谓和

各个历史时期政府交办的工作范围大小不同丽已，但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政，与过去和其他各国民政有着本质的区

别，它的服务范围和对象更加广泛和具体，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慈善

机构，而是全心全意为入民服务，解决众多社会问题的部门。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经多次指出：“民政工作就是做

人的工作，不要怕麻烦”。“民政部门就是入民群众的组织部。人民

群众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就找民政部门”，“民政部门的工作很

重要，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了民政

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1983年第八次全国民政会议，把整个民政工作概括为：政权

建设工作的一部分，社会保障工作的～部分，行政管理工作的一部

分，从而进一步指明了民政工作的性质和范畴。

民政工作涉及面广，任务多而忘杂，全国第九次民政会议确

定，大的工作任务有：基层政权建设、优抚安置、烈士褒扬、救灾救

济、社会福利、扶贫扶优、社会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行政区划、

地名管理、婚姻登记、殡葬改革管理、残疾人工作、社团登汜管理、

社会有奖募捐、军队离退休干部接收管理等Z2项，加之在各个历

史时期，根据形势的发展与需要，政府交办的任务还更多。

民政工作所接触的事，多为社会问题，是馋决社会问题较多的

部门。困而，它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学，调整人际关系，缓解社会矛

盾，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发挥稳定社会机制

●●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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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

1950年2月，县人民政府成立，紧接着建立了民政科。40多年

来，民政机构经历了从建立、合并、再建立再舍并的过程，民政队伍

从d,N大，开始仅有一、二人，以后五、六人，至今已有十多人；乡级

民政，从代办到有专人一至二人的加强过程，民政业务从开始的单

纯拥军优属，救灾救济发展到现在有二、三十项工作。特别是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政工作也实行改革，为适应全国改革开放的步

、伐，第七次全国民政会议提出了：扶贫扶优，创办经济实体，加强福

利事业和企业等改革措施；变单纯救济为扶持生产，由输血型到造

血型，变只讲社会效益为既讲社会效益又讲经济效益；变包揽过多

为依靠社会力量；变单纯行政手段为依法办事。从而使民政工作进

一步拓宽了路子。

《云县民政志》的撰写，是云县民政部门的一件大事，它倾注了

编纂人员和广大民政战线职工的大量心血，它以大量的数据史实

呈现于社会，翔实地记述了民政部门在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为

人民做了大量的好事和实事，同时反映了全县广大民政干部前赴

后继，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始终为民分忧解愁的历史。 、

此志的出书，为研究云县民政工作的历史，借鉴历史，服务现

实，为今后进一步开展民政工作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更上一

层楼的作用。 一

’

。

这次民政志的撰写，得到退休干部杨念祖、宋纪元、李兆伟等

老先生及县民政局参与民政志编写人员的全力帮助。对他们废寝

忘食、辛勤笔耕，在6个月内就完成本志初稿编写的只争朝夕精神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佩。但由于时间的漫长，机构、人员的变更，历

史资料的不全和遗失，增加本志编写的难度，不足之处也是难免

的，请广大读者给予批评和谅解。’

1989年12月12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记述云县民政工作的历

史和现状。

二、本志分别用述、记、志、传、录及图表等体裁综合表达，其中

以志为主。

三、本志按照章节体编纂，章为领属目，节目为纵述目。

四、本志上限追溯到有史料可查的年代，下限到1996年(部分，

图片资料延至1997年)，而记述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民政工作。 ，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之记事本末体。

六、云县行政区划几分几合，志中涉及的区划名称，以当时的

区划名称作真实记叙．

七、云县自然灾害频繁，各种灾害年年不断，本志仅记述重大

灾害。

八、烈士英名录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省政府批准和

认可的烈士英名。

九、本志文体为语体文。历史纪年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书公元年号。志文中所记几十年代，均指二

十世纪。

．十、本志编纂分两段进行，即1988～1992年完成记述下限至

1990年的志稿编纂，为铅字打印稿；1997年延长记述下限至1996

年，并完成整部志书的修订，交印刷厂印刷出书。为尊重历史，本志

的编纂人员分两段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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