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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的统治阶级都离不开民政工作，尽管其形式不同，机构各异，其根本目的只有一

个，为巩固其统治政权服务．因此，历来统治阶级的民政，实质是“害民之政”。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家性质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人民是

国家的主人，新中国的民政，必然是“为民之政”．

为了比较系统的掌握塔城地区的民政史料，总结经验教切I，使民政工作更好地为两个

文明建设服务，为深化改革和开放搞活服务，为四化建设服务，给全区各族人民提供一份

比较完整的历史资料，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塔城地区民政处在中共塔城

地委和地区行署领导下，成立了“民政志”编写领导小组，编写了“塔城地区民政志一．本着

详今略古的原则，力求突出建国后的民政工作。

本志共分十四章五十五节，共约40万字。另刊塔城地区行政区划地图一幅，照片109

幅。内容包括：民政机构、行政区划、基层政权建设、优抚安置、社会救济、移民安置、社会福

利、收容遣送、婚姻登记、殡葬改革、民政财务等各方面。本志运用了大量史料，反映了民政

工作和变化过程，集中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政工作关心群众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

谋利益的重大作用，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民政

工作，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贯彻了“两个离不开”的思想，加强了民族团结，牢固的树立了

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事实为依据，

按照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实事求是的反映历史，并尽量做到明辨是非，彰因果，辨得失，

不妄加评论，尽可能避免政治化倾向，使志书充分发挥稽古鉴今，彰德训来的作用．

本志对三区革命时期的民政工作，根据现有资料，进行了简略的叙述。对新中国成立

以后的民政工作，力争做到纵不断、横不缺、突出重点，务求周全。此外，还根据新疆各个时

期民政工作的侧重点和不同时期的特点，作了较详细的记载。

本志资料，从1984年开始收集，编写人员多次在档案馆、图书馆等史料集中的单位，

查阅文卷、档案共200余卷(册)，近600万字。摘抄登记卡片三千多张，近90万字。走访

知情人士50余名，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近百次，精心编纂，反复修改。从1987年3月

完成初稿后，数易其稿，直到1991年底始基本完稿。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上级民政部门和地区党政领导的关心和指导，得到地区党史

办和各县民政部门的支持。地区民政处党组书记、处长冯义兴同志对编写工作关怀备至，

为编写人员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解决了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并予以及时指导，保证了编志

工作的顺利进行。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各单位的有关人员的关心、指导和帮助，籍此表示感谢。

由于编写人员的水平有限，错误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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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

容有增无减，有不同的范围、制度和做法。但是一些基本的民政事务，如行政区划、基层政

权、荒政、救济工作⋯⋯等等，始终是断断续续地一贯做下来的。我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

地社会以后，不仅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而且带有殖民地的色彩。到了清朝末期，在人民革

命运动力量的逐步扩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民政工作的范围也相

应扩大，内容也更加复杂．它不但包括一些历史传统性的民政事务，而且也把相当于现在

公安、司法、行政、城建、卫生和测绘等项工作都包括了进去。综观历史，民政事务的管理关

系着邦国兴衰。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延续政权，都有民政事务管理。

我国在历史上首次在中央政府中设置民政部，是在清末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

年)，撤销沿唐设制的六部，改设十一部，宣布“巡警为民政之一端”，而“著改为民政部”。民

政部设置大臣、副大臣、左右丞、左右参议及承政厅(相当于现代的办公厅)、参议厅和民

治、警政、疆里、营缮、卫生五司，掌管全国民政事务。1911年辛亥革命后，成立了南京临时

政府，设置内务部，1928年，改内务部为内政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中央人民政府设置内务部，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将内务部撤销。1978年

2月，五届人大通过新宪法，正式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作为国务院的职能部门，指

导全国民政工作．

第二节全国解放前塔城地区的民政工作

塔城地区的民政机构的建立始于何时，无从查考，据史料记载，元朝成吉思汗西征

时，曾到达塔城地区，对塔城地区所到各地，实行了专制的封建统治，除各地都驻有元兵

外，并派元人分住到户，对其所谓的“异民族”进行监视。清朝时期，为巩固其统治地位，虽

曾主张：施仁政州行王道”，但在其“以夷制夷”的总方针指导下，对当地群众实行“安抚”政

策，笼络当地各民族的上层人物。遇有重大灾害，虽表示对灾民“关心”，实质还是防范。民

国时期，专署及各县政府内都设有内务科兼管民政工作，实行拯灾救民，名为拯民实为害

民，遇有灾害，在募捐救济的借口下，贪官污吏，本民族中的上层权贵，乘机勒索中饱私囊，

灾民们仍挣扎于饥寒交迫之中．

1945年7月31日，三区革命军进入塔城，同年8月10日成立了人民行政科，隶属塔

城行政公署，主要工作业务：灾害救济、基层选举工作、人事、劳动．

人民行政科的编制：1945年至1946年是5人；1946年至1948年是7人；1948年至

1950年是11人。

附件：1945年8月至1950年塔城行政公署人民行政科干部花名册。



1945年8月至1950年塔城行政公署

人民行政科干部花名册

姓 名 性别 族 别 工作起止时间 职务

富扎依力 男 吾孜别克 1945年8月至1946年 科长

塔力哈提

阿布德加帕尔
男 塔塔尔 1945年8月至1947年 副科长

塔力哈提‘

阿布德加帕尔
男 塔塔尔 1947年至1948年 科长

哈布得力木拉提 男 哈萨克 副科长

胡赛音马扎阔夫 男 塔塔尔 1948年至1950年 科长

叶斯木哈买提 男 哈萨克 1945年8月至1949年 ?

热衣西发 女 塔塔尔 1945年8月至1946年

阿布拉·黑尤木 男 吾孜别克 1945年8月至1946年

夏吾克得 男 塔塔尔 1946年至1947年

阿勒腾 女 1949年至1950年

哈比什 男 哈萨克 1949年至1950年

阿布得热依木·

肉孜玉夫
男 维吾尔 1949年至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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