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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编史修志，

就是为了存史，资政，育人。在这个意义上，《衡

阳市民政志》的编修是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

史价值的。 ’ +

．

’民政工作源远流长，自西周以来；不论朝代

r如何更迭，社会如何变化，体现民政职能的工作．‘

。却总是有增无减。为了准确记述民政事业的兴衰

^．、起伏，．揭示民政事业发展的规律，《衡阳市民政、’
，·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

·。谱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t
主义的认识论，同时秉着实事求是，去伪存真，详

今略古，博收精华，反映现实，有益后世的原则，．

、．充汾运用大量可信的史料，突出民政工作特点，”
以严谨朴实的文字，较详细地记述了晚清以来衡

阳境内的行政区划、基层政权建设、优抚安置、救

灾救济、社会福利、收容遣送、婚姻和殡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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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民政机构设置和变更等各方面史实，从而反

映了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政府对人民疾苦

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反映了衡阳市解放以来民政

工作所取得的．巨1去成就，讴季了。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丰功伟绩。

1

，．t《衙阳市民政志》．的编修工作起自1987年，

是年春，中共衡阳市民政局党委专门召开会议，

研究1《衡阳市民政志》的编写工作，组成了编纂r

委员会，设立了专门编写班子，由一位副局长任

主编，t．负责本志的编写。历六年寒署，搜集近六

百万字的资料，编写出．25万余字的志稿，其问’叉．

几易其稿，，才修订完蔚。编写中，r市民政局机关
和所属单位、各县(市)j区民政局许多同志给予
了大力，支持，、提供了有益的资料，：衡阳市地方志

墉纂委员会办公堂，具体指导本志的编写，使表

志从内容到篇目、、‘体例．、文字均能基本上达到要

。求0，i。、’r‘。卜，c．二+H。?。，-’：t，一，?

1。《衡阳市民政惠》是衡阳境内有史以来第一

部完整地记述民政工作的地方：茎i专业志。它的

编修完成，标志着境内民政工作有了一个贯通古

今的总结f有了二个供境内全体民；t．r--作者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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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界人士学习借鉴民政工作的教材和范本。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衡阳市民政志》将以其不可替

代的作用而长立于史册之林。

读完本志，我们强烈地感觉到，时代在前进，

社会在进步，体现时代进步和社会文明的民政工

作内容越来越广泛，越来越突出了它的社会性、

群众性和相对的永恒性。使不了解民政工作的了

解、关心民政工作；使奋斗在民政战线的各位同

仁更加激发出高昂的工作热情，更有成效地做好

民政工作。

我们热烈祝贺《衡阳市民政志》的编修出版，

谨向为本志编写作出贡献的同志表示由衷的敬

意。

是为序。

、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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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说 明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

想，坚持求实存真、详今略古、述而不论的编写原则和方

法，力求反映出事物的全貌和历史的真实。

二、本志是衡阳市民政工作专业志，以大事记为经，

以各章为纬．以文献辑存殿后，体裁上可分为纪、志、传、

录四大部分。为了充分反映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对衡阳

市民政工作做出的重要贡献，特设立《先进单位和先进个

人简介》一章。 ．

三、本志上限不作硬性规定，下限至1988年，个别地

方延续到了1989年。

四、本志以下限年衡阳市行政区域为记述范围，同时

’突出记述城市民政工作。由于衡阳市自1983年后才实行

市管县体制，为表述准确，1983年前称“境内"，1983年后

称“全市”；1983年以前的衡阳市。系指管辖城区及郊区

的衡阳市，1983年以后的衡阳市系指管县的衡阳市；。市

区’’指衡阳市之城区及郊区．“城区"指衡阳市城南、城北、

江东三区；表中所列数据，除特别标明者外，为“境内斗、

“全市"所有。
。

五、本志编写过程中，得到衡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办公室和湖南省民政志各位领导和专家的具体指导，在

此深表感谢。

1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种档案、文书、报刊、书籍，未

能一一注明出处，特此说明，并向为本志提供资料的单位

和个人表示感谢。

2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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