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麟



宜春市民政
． I▲
．■▲

J曲

宜舂市咒政局赠阅

宜春市民政局编

一九八九年十月



序 言

民政事务之发生，渊源攸久，轩辕氏专“抚万民，度四方?’

夏禹以前的“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西周以后，民政事务

的纪载，更为详细。历朝历代，，民政工作均属政府工作的主要组成

部分，最早以“民政”命名的国家机构，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公

元1906年’)：
。' ’

‘

“民政”的涵叉，目前尚无定论，清代民政的涵义有两种l一是

“为民之政”’二是“卫民之政”。总而言之，历代民政部门都是为

各该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政工作在

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同时，还增加了为人民服务的新内容。1983

年9月，第八次全国民政会议将民政工作概括为“三个一部分”，

即政权建设的一部分’行政管理的一部分，社会保障的一部分。

新中国诞生以来，宜春民政在医治战后奁J伤，完成新民主主义

革命、稳定社会秩序，建立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和发展国民

经济、创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中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可喜的成就，特剐是二十世纪的八干年

代，宜春民政工作经过探索改革有了四个转变：(一)由单纯生活

救济，满足解决于温饱问题，转变为既保障民政对象的生活，又注

重于扶持他们发展生产，勤劳致富。(二)由民政部门包揽过多，

独家承担，转变为依靠社会各部门的力量，多渠道、多层次、多形

式办好民政事业。(三)由只讲社会效益，忽视经济效益，转变为

既讲社会效益，又讲经济效益。(四)由依靠行政手段，逐步过渡

到依靠国家立法。从而掀开了宜春民政史上的新序幕，各项民政工

作都有新的突破和创新，其中。扶贫扶优，开发使用退伍军人两用

人才，殡葬改革，社会福利等民政单项，先后荣获中央、省、地领

导部门授于的“先进单位”锦旗一十八面。
‘

当今太平盛世，我们广集资料、多方甄考，去伪存真，分门剐



类，实事求是地将各项民政事务纪载下来，这对民政工作的继往开

来，光前裕后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叉。

我躬逢盛世，在主持民政工作的时候，能够参与修志蛊举，感

到非常荣幸和自豪，兴奋之下，书写三言两语，聊以代序，自知水

平不足，错误难免，谨盼四方贤达，不吝赐告，是幸。

觞哆·分
1989年10月1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实

事求是的原则。

二，本志内容统合古今，详今略古。上溯事物起源，下迄1987

年。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表、录体裁。时间为经，门类

为律，横排门类、纵写史实。

四、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档案、图书、报刊和有关单位，人士提

供的史料，经考证后采用。数字书写，按国家颁布的1987年2月1

日起实行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计量单位一般

用当时的通用单位。

五，历史朝代称号，一律沿用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简称“建困前(后)”、 “解放后”专指1949年T月17日

本市解放时至同年9月30日。使用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年号，加注公

历年份、年份一概使用全数。 ’

六，鉴于建国后本市建制有几次分合、机构亦有变动，记述事

物对，按当时本来面貌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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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养市人民政府

宜春市民政局



全省扶贫扶优

先进单位奖旗

伞省民政系统

先进集体奖旗

全省开发使用退伍军人

两用人才先进单位奖旗

宜春地区民政工

作先进单位奖旗



民政局领导总结开发使用两用人才经验

军队离退休干部愉快交谈



福利院老人颐养天年

宜春市收容遗送站



宜春市殡葬管理所

江丰革命烈士墓



西村镇分界退伍军人果园场改造低产桔园

宜春市福利一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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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亭乡福利厂

西村光荣院



革命老区一丰顶山敬老院

宜春市改革农村救灾t作，全市*办救灾扶贫互助

储金会∞oo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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