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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新绛县民政志》着手编写于l 9 8 6年7月，几经易稿，．：于

l 9 8 8年1 0月问世。志书后汇集了两个附录，即l一9 8 9年、
1 9 8 T年新绛县民政大事记，以补史料之不足。 ．

这部志书的断限是1 9 8 5年。1 9 8 5年、正值建国后的第

三十七年，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 9 7 8年1 2月。l 8日

至2 2日)后国家宣布改革的第七年。这就。是我们编纂这部专业志

的当时的时代背景≮ ．

。-

民政志作为地方志(简称方志)的组成单元，理应。补史之

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但由于新绛县民国前久为

州治，解放岳又历经分县、合真， “大跃进一时并曾撤治，而后又

复恢复县治、史料散失、回溯闺难。因此我们只好略古详今、疏漏

难免；其次，民政部门业务复杂，牵涉面广。不少篇目、既不能则

减．又不便详陈，如复退安置中的兵员征集与军事志交叉，婚姻登

记中的婚礼沿革及殡葬改革中的丧葬旧俗与社会志交叉等等、又不

能不薄此厚彼。

作为专业志书，应该是从事本门专业人员的信史，俾能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但除了专业人员层外，还应考虑到一般读者层，这

样才能使专业志具有更大的实用性。为此，我们在许多章节里、对
、

．1·



具体业务项目作了必要的提示，一些开创源渊还加了脚注和解说，

似嫌累赘，但对面向社会而言，却不无有益．

解放后，民政工作如同其它工作·样，多次遭受。左一的干

扰，特剔在“十年动乱鼽期间、民政部门又被肢解，几陷停摆。根

据求实存真原则，我们客观地叙述了当时的民政原貌，如： “文

革I’j期阆的、!三支两军?，’o。三年建成大寨县”、．“公共食堂大锅

饭”等等。同时对民政工作牛前某些失误也作了实事求是的概括，

如婚姻登记中退还计划生育押金、烈士褒扬串通过复查撤烈追烈。

j。。八十年代是我们国家在各个领域进行改革的．时期，民政工作在

此方针指弓l下也反映了这个现实，而中心议题就是要在“七五”期

间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雏形，所以对优抚安置、双扶致富、集体供

养、福利生产、社会保险等条目，都不惜重墨浓彩，重点标出。目

的在于。存史哩、 “资治”j使后来者能够通’晓本专业工作的发展

脉络，对民政业务的兴衰起伏、成败得失、艰难曲折的起始历程能

有·个全面的理解。’ ．
，．

‘j’j．‘ j．

?7

j“．。在本志编纂过程中，县志办领导同志对全书的布局、篇目与体

例。给予了重要的关注k捂案局工作人员对提供资料又大开方便之

门；_-些尚还健在的业邑离退的民政科i局领导也不厌其烦地多次

为我们搞回忆0提线索，．均曾大力鼎助。藉此刊行t'口-J世，我们。并

致谢。 ?j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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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民政机构沿革

第一节 科局设置

l 9 3 8年3月5日，日本侵华部队攻陷新绛县城，愿阁伪政

教新绛县政府，逃迁封吕梁山内的一个小山村一一下川(属乡宁

县)．当时在妇县政府内设四科，第一科主管民政。

l 9 4 5年5月，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冀鲁豫边区太岳军区开辟

了新绛县的汾南民主地区，戗建膏新绛县抗日民主县政府，；(初驻

一郭家庄，后移文侯村，最后迂苏陬)。同年8月^曷’寇宣布无条停

投降后，改称·新绛县民主县政府嚣，隶大岳兰分区；l 9 4 5年

^-八·一五”抗战胜利后，新绛县城复归阎伪政权窃据，称“新绛

县政府”；各行其政。，l 9 4 5年9月，晋绥边区吕梁行署成立，

派军夺取了新绛县汾北大部地区，并组设起“新绛县政府。，隶吕

菜十分区．这一时期的阎伪县政府设六科(民政、财政、教育、建

设、地政、社会)，民政为第一科。人民县政府设三科(民政与教

：，j『、·财政与建设、司法)，民政属第一科．

：．1 9 4 7年4月7日，太岳部队解放了新绛县城。同年4月7

日起，由太岳军区创建的。新绛县民主县政府”移驻城内，执行全

毒的地方政权职能。民主县政府设第一科，主司民政与教育．

由于时处解放战争时期，形势需要，晋冀鲁豫和晋绥两边区政



府联合会议央定，自l 9 4 7年8月起，将新绛县以汾河为界划分

为两个县治：汾南称“绛南县”(兼管闻喜北垣2 8个村)，汾北

称“新绛县”。 “绛南县一民主县政府驻文侯，设民政科； “新绛

县”民主县政府驻席村，设第一科．这样就出现了历史上短暂的新

绛一县两治的格局。

1 9 4 8年8月，“绛南县’’奉命裁并于“新绛县”，重组新绛

县民主县政府，同时决定将．．膏绛南县一原管闻喜北垣2 8村返还闻

喜县。自此起，新绛县恢复了战前辖域∥县治中心仍设驻城内，改

称“新绛县民主县政府”，民政机构遂改第一科为民政科。

1 9 4 9年5月，民主县政府改组为县人民政府，民政科的设

置仍旧。唯民政业务兼及户政、地政、民族、宗教与侨务。并自

1 9 5 1年3月起，奉命兼管了交通(1 9 5 4年l 2月，县人民

政府改为县人民委员会)．

，
l 9 5 6年7月，交通科另设，有关业务移交通科。同年3

月，民政科奉命又将户政业务转给县公安局．

1 9 5 7年5月，县人委决定将劳动科与民政科合并，改建民

政局．一年后，即l 9 5 8年5月，劳动业务由民政局分出，另设

机构。

1 9 5 8年1 1月至1 9 6 1年l 1月期间，奉国务院命，将

曲沃、襄汾、新绛三县合并，建帑J侯马市，新绛县民政局随之归

并。 ．

， ．

，

1 9 6 1年l 2月，新绛县建制恢复，重建民政机构，初设民，

政科，旋改民政局．



l 9 6 7年4月，“文革"中“一月风暴”后，县人委改县茕、

矮，县民政局改民政办公室，并改由县革委综合部领导。之后，由于、
综合部撤销．，又将民政办自l 9 6 9年1 2月归属县革委办事组领

．导。

1 9 7 7年8月，粉碎“四人帮”后，经县革委决定，恢复民

一政局的建制．

1 9 8 1年8月，县七届人大通过，并报上级改县革委为县人

．民政府。民政局直属县人民政府迄今． ．

第二节 人事系列
’

县民政局(科、室)通常设正职一人，．副职一至二人，另配誊

干工作人员组成，承办民政业务和政府交办的其它任务。
由于民政业务面宽事杂，按性质将其分为民政、安置、优抚，

：社会四大项分别管理；又由于民政事业费的支付额大类繁，基层表

报又量多项杂，故特设专职会计兼统计一人；鉴于历年来民政信访’

络绎不绝，在办公室另置专人接待；七十年代后期，因社会保障体‘
系的开创，又兴建了社会福利生产与“双扶"服务中心。

乡、镇政府级，各设民政助理员协助乡、镇长办理本乡、镇范围‘

：的民政业务，并指导所属各居委、村委民政开展工作。

村委级，解放初期设有优军委员或优军委员会，建国后又演变

为优抚委员或优抚委员会。l 9 5 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确定管理。

区(前为行政村，后改大队)设民政委员或民政委员会，主办事项

：扩大为拥军优属、复退安置，婚丧改革，生产救灾、 。五保”供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每民事调解等．

总计，全县从事民政工作的干部(包括脱产与不脱产)，长辫

以来在2 5 6人左右，历年来县局曾多次通过鼻以会代培一或专汀

培训方式对这支队伍进行了自身建设和提高。遗憾的是“十年动’

乱一期问，民政部门受封冲击，干部调离，机构裁并，建制打乱，

，各项工作一度受到严重影响。

， 党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切拨乱反正，民政王作始复置于’

‘正式轨道，被列入各级政权机构的重要日程．八十年代初期，县民．

政举行了几次规模巨大的全县民政专门会议，藉以调整阵容，重张一

旗鼓。
‘

1 9 8 3年3月，县民政局为了进一步强化办事效率，建立了

民政局岗位责任制，明确个人职责，并于当年实行年终节约奖。根．

据德、能。勤、绩诸项考查结果，分别记分，按分奖励，浮动工资；

同年4月，又在全县各基层，开展了民政工作评比竞赛活动；7

月，召开了新绛县民政工作会议，会议认真传达和落实了第八次金一

国民政会议和第十五次金省民政工作会议的精神。会议提出“勇于．

改革，加快步伐，努力开铋新绛民政局面静的号召，这是为适应新‘

苈史时期、在理论上武装全县民政干部的重要的里程标志；此外，

县局还建立了各项民敢橙案。对分管韭务屡有创新，几次荣获省地

表彰，被授予。民政先进单位?称号。

兹将历届县局-(科、室)负责人录列于后。通过系列表，可玖

了解封新绛县民政部门走过的艰辛道路，并藉此表示后入对他们屠

律业绩的崇敬和怀念。



新绛县历盾I民政局(科，室)长系列表

隶属关系 科室名称 职务 姓名 性别 籍 贯 任职时间

晋冀鲁豫边区太 梁安民
岳兰专区新绛县 第一科 科员 男 1947．4

民主县政府 支毅侯

(1947．4—8，新绛县民主县政府设第一科，主管民政、

教育，新绛县分为绎南，新绛两县，绛南县设民政科，

新绛县设第一科)

晋绥边区十专区
新绛县民主县政 第一科 科员 梁安民 男

1947．8

I府
(1947．8，新绛县裁撤，统一为新绛县民主县政府．入

lo月，第一科改民政科)

∥ 民政科 科 长 南士奇 男 新 绛 1948．10，

(1949．5．新绛县民主县政府改新绛县人民政府，归

晋南行署，设中心县)

晋南行署

新绛县人民政府
民政科 科长 王晋文 男 垣 曲 1949．7

(1949．8．晋南行署改设临汾．运城二专区，新绛县归

属运城专区)

运城专署 卫平
新绛县人民政府

民政科 科长 男 新 绛 1949．10
(韩致敬)

副科长 吉福寿 男 洪 洞

，， 民政科 科长 仪庚德 男 新 绛 1951．1 2

，， 民政科 科长 杨克经 男 新 绛 1952．?
’

副科长 张明卿 男 新 绛

(1954．6，运城专署，临汾专署合组晋南专薯．新绛县

的隶属关系因而改变)

·5-



新绛县历届民政局(科、室，长系列表：：
I

l 隶属关系． 科室名称 职务 姓 名 性别 籍 贯 任职时间
1

l晋南专碧 民政科 科 长 吉光田 男 新 绛 1 954．9

}薪绛县人民政府
¨

’

副科长 张明卿 男 新 绛 ’

‘

} (1954．17，新绛县人民政府改称新绛县人民委员会，隶
； 属关系仍1日，迄1957．5，劳动科，民政科并为民政局)

!晋南专署 民政局 局 长 郝吉光 男 新 绛 1955．12

薄绛县人民季垦垒
il

； 副局长 张明卿‘ 男 新 ‘绛

；

l (1958．5，劳动业务由民政局分出)
一

I (。l 958．1 1，瓤绛县治取销，并入候马市，县民政局裁

} 搬(1’961．1 1，原新绛县治恢复，重建民政科，旋改民政
} 商)

局长 郝吉光 男 新 绛 t061．t2

薪绛县人民委员刽 一⋯局

}
’、

；

副局长 张明卿 男 新 绛
÷

，， 民政局 副局长 张明卿 男 新 绛 1663．12．
，

； (1967．4，。文革’中。一月风暴’后，民政局裁撤，

} 改建民政办公室，·县人民委员会改称县革命委员会，简

称骞革委，民政办朔厣县革委综含部)

。晋南专署新绛县
民政办 负责人 封俊良 男j·新 绛 1967．5

革命委员会综合部

(1969。11，县革委综合部撤销，民政办改属县荜委办事

组)
一 ，h一 一，一一1 ⋯一⋯

I晋南专署新绛县 师根荣 男 北 京 1969．12民政办 主任
簟命委员会办事组

·6·



新绛县历届民政局《：科、室)长系列表

隶属关系 科室名称 职务 姓名 性耕+ 籍 贯}任职时间
(I 970．．5，晋市专薯改分临汾，运城二专薯，新绛县又
回归运城专署)， ，

运城专署新绛县 民政办 主任 师根荣 男 北 京 I 97]．3革命委员会办事组

副主任 左龙泉 男 新 绛

，， ·民政办 主任 左龙泉 男 新 绛 I 97；．7

副主任 营秋龙 男 稷 山

，， 民政办 主任 左龙泉 男 新 绛 1972．10

副主任 郭吉华 男 洪 洞

(1 977．8。，粉碎“四人帮”后，重建民政局，直属县
革委)

运城专署
民政局 局 长 左龙泉 男 新 绛 1977．8新绛县革命委员会

副局长 靳志学 男 新 绛

!(1妫1．1-．鋈城专署改运城行署；I 981：．8，新绛县革委
改县人民政府)

运城行署 民政局 局 长 左龙泉 男 新 绛 1981．g新绛县人民政府

副局长1靳志学 男 新 绎

斟局长 周河星 男 新 绛

，， 民政局 局 长 周河星 男 新 缂 1982．3

副局长 靳志学 男 薪 绛

融局长 杨晋峰 男 临 汾

●， 民政局 局 长 周河星 男 新 绛 1984．4

副局长 原作林 男I新 绛：

注：本表所列备届负责人的任职时间，以正职任期为准，其副职

太员媳钰职时阀不一定与正职相同．

·7·



第三节+民政业务

民政古义，内涵甚多，择其要者有领土疆域、行政区划、户籍-n

久口、基层政权：息荒救灾、社会救济，礼俗乐典、移民通财等，

咤关系着社会安定，邦国兴衰，历为统治阶级所倚重。

民政部门，我国自隋唐起置设户部，向为六部之．首(按六部。

即：户。、吏，礼、兵，刑、工)。后延至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l 9 O 6年)，戊戍变法后，改户部为民政部，主办民治(地方～

．行政)、警政、疆里(疆域版图)、营缮(陵寝寺庙)、卫生(检医

防疫)等政，是我国民政设部之始；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设

内务部，1 9 2 8年国民党政府改内务部为内政部；第二次革命战

争期间，我党各工农政府均设有内务部。抗日战争时期，各边区政

府设民政厅(处)，职司业务繁多，举凡行政任免、土地行政、选

举、户籍、卫生行政、赈灾抚恤、优待保育、社会救济、婚姻登记、

礼俗宗教、劳资争议、战勤动员、社团登记、取缔娼妓、禁赌查

盗、提倡天足、禁烟禁毒等都是它的工作任务。

．1 9 3 3年，阎锡山在山西省实行了县长制，改县公署为县政

府、县知事为县长。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科，旋称第一

二、三、四科。抗战胜利后，阎统区的县政府下设民政、财政、教

育、建设、地政、社会六科。

民政业务或民政事务历有演变。l 9 4 9年建国后，中央人民一

政府政务院初设内务部，省、地、县分设民政厅、处、科《大城市+

设民政局)，根据1 9 5 0年内务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民政会议确j



灾民政业务为：民主建政、优抚、复员安置、社会救济、生产救

灾、困难补助、地政、户籍、国籍、行政区划、边界纠纷、社团登

记、婚姻登记、民工动员、移民安置、游民改造、老区建设、宗教

侨务等。

“文革”中， 1 9 6 9年内务部被撤销。粉碎“四人帮”后，

1 9 7 8年中央重建民政部，确定民政部门的主要业务是：优抚、

复退安置、生产救灾、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并承办行政区划、婚

姻登记、殡葬改革以及党和政府交办的其它任务。l 9 7 9年，民

政部门又承担了县、社两级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的具体事项．到

1 9 8 2年，中央又将基层政权建设工作列为民政部门的重要业

务。1 9 8 3年4月第八次全国民政会议确定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民

政部门的主要任务是：

(1)基层政权建设；

(2)优抚安置；

(3)救灾救济；

(4)社会福利；

． (5)行政区划；

(6)殡葬改革；

(7)婚姻登记。

这七项任务被概括为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社会保障的一部分和

行政管理的一部分。而总的任务则是处理社会矛盾，调整社会关

系，维护与发展社会的安定团结。

我县民政部门的机构沿革，从科到办到局，，历尽沧桑，备尝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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