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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绵隅市志丛书之三_卜九

绵阳市民政志

四川省绵阳市民政局编

‘一九九五年·绵阳‘／



座落城区南河路20号的绵阳市军队离休
南河休养所。



一九八九年囊工的烈士纪念馆



989年近少．辟渣县城的碑潼儿重福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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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1；：绣优姜的江油市E-台镇农柠礅老院



板市政砰爰-5先：造的居民委最舍在舍上领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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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琦市茶厂一一先进的民政福利企业

江曲乖茅厂率先使厄先进亍严管理手段}由J视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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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发行社会福利奖券的热闹场面

绵阳市一九八八年首次发行社会福利奖券以来，历年成绩列奎省前茅迎来省社会福利奖券发行工怍

研讨会在三台县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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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民政志》是我市第一部专门记载民政工作的资料书。

值此出版之际；浅义几言，用以作序。 ．

盛世修志，历代如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经济发展，百业兴旺，人

．民生活，显著提高。可说是欣逢盛世，得以修志成书，完成了前

人未有之举。《绵阳市民政志》的问世，值得为之庆贺。

。民政”一词，始于南宋。省以下民政机构，则始于近代。而

民政工作内容，自国家产生以来，历代统治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

维护其统治秩序，都少不了此项工作。由于阶级本质的区别，解

放前历代统治者之民政，实为。管民之政”。所施办法，乃为其压

榨、剥削人民而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当家作主。

民政工作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真正的。为民之政”。已故领袖

毛泽东教导t。民政工作就是作人的工作，不要怕麻烦”，朱德委

／员长称·。民政部是人民群众的组织部”，陈毅剐总理讲。民政

工作是“上为中央分优，下为群众解愁”。民政部门承担着基层政权

建设、行政管理。社会保障的三个一部分工作。为最可爱的人，

最困难的人排忧解难。广大民政干部始终鞠躬尽瘁地为完成国家

赋与的光荣任务而忠贞不渝。解放以来， 全区历次辖县至19 90

年共用民政经费2．9亿元，1985年建市至1990年全市用民政经费

0．71亿元。鲜明的数字，说明了。为民之政”的实质。

从1935年建区设署，经历了专区、地区、到现在的绵阳市。

五十多年来，民政鲞实，浩繁无穷，但无专门记载。现经修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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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数度寒署，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厂集资料，筛选

斟酌。本详今略古，去粗取精之原则。纂成《绵阳市民政志》，载

入史册，以鉴古励今，发挥其资治，存史、教化之功能，为社会
主义服务。

治郡国者以史为鉴，治郡县者以志为鉴。属信史之《绵阳市

民政志》，置之案头，一可吸取前人经验教训，二可增强只有社

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之信心。激励我们在新形势下，使民政工作更
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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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厚满

1993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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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断限l本志上限1912年，对一些重点事物可略作追述，

下限至1990年。

二、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1985年2月建立四川省辖绵阳市

所辖区域为主，以市级活动为重点，兼记辖县情况。历史上直隶

绵州，第十三行政督察区，绵阳专区等行政区，本志略作表述。

因绵阳市政区多有调整，在记述历史上的今绵阳市辖区范围时，

分别采用。绵阳市辖区一、。绵阳市辖各县”和。全市”等称谓，以示

区别。

三，本志内容分卷首、正文，卷尾三个部分，卷首含序言，

凡例、概述、大事记，正文以章、节、目层次排列，随文附设图

表，卷尾含附录，编后记等。

四，历史纪年·清代以帝王年号纪年，括号内注公元纪年，

中华民国时期采用民国纪年，建国后以公历纪年，公历年一律用

阿拉伯数字。

五，人物记述，按“生不立传、可以入志”的原则，对生人采

取因事系人的办法于以记述，先进模范人物以省政府以上授奖为

限记述。

六、数字用法，基本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出的《关于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专用词语，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和。建国后”，绵阳县的解放时间为1949

年12月21日，以当日为准，其前后时间简称为。解放前”和。解放

后”。机构名称首饮出现时用全称，以后则采用通用的简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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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律直书姓名，必要时冠以职务、职称。

七、计量单位，原则上按中国国际单位制推行委员会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方案(试行)》执行，个别事

物要保留各时期的习惯用计量单位，仍然使用，不于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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