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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黎平县委书记 杨胜勇

黎平县人民政府县长 闵启华

国运昌盛，政通人和，百业兴旺。黎平第一部民政工作系统史

料——《黎平县民政志》即将成书出版，这是黎平县民政史上的一件

大事、喜事。谨在此书出版之际，表示热烈祝贺。

盛世修志脚，爰以资治，古者“国有史、邑有志”，以“镜往事，诫

来兹，鉴兴废，考得失”，所谓鉴古知今，继往开来。《黎平县民政志》

记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至2005年五个朝代712

年黎平县的建置沿革和行政区域变化，详细地记载了黎平民国时期

的民政工作，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6年来黎平民政工

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这对于我们了解黎平民政工作的发展、变化，

在今后的工作中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更好地开展民政工作，具有

现实指导意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近段时间以来，县民政部门和参

与修志人员按照县委、县人民政府对修志工作的安排部署，积极开

展民政志书的编撰工作。在资料收集过程中，编志人员不辞辛劳，

先后到贵州省档案馆、黔东南州档案馆、黔南州档案馆、镇远县档案

馆及黎平县档案馆查阅上万卷档案和图书，收录整理百余万字资

料，为编撰《黎平县民政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民生问题，把民生工作放在一切

工作的首位，从而拓展了民政工作的层面，丰富了民政工作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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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工作作为“为民之政”、“安民之道"，是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管

理之基"和“施政之要"，县委、县人民政府通过民政这一渠道，把党

对弱势群体的关怀送到千家万户。如1996年7月、2001年5月发

生的两次全县性的重大洪灾，县委、县人民政府及时组织力量深入

抗洪抢险第一线，为受灾群众发放救灾物资，与他们共克难关，鼓舞

了受灾群众的士气，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谱写

了黎平县抗洪抢险的新篇章o 2000年11月8日，地坪乡归伯村发

生重大火灾，在省州的关怀，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县民

政工作者的努力下，仅两个月就全部完成房屋重建工作，并解决了

受灾群众生产生活等问题o 2004年4月2日，由香港中旅(集团)

公司援建，省、州民政部门投资，政府划拨土地修建的黎平县中心敬

老院和社会福利院，于当年竣工。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120个铺

位，服务功能齐全，已发挥社会效益。目前，全县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做到应保尽保，农村特困群众得到及时救助，农村医疗、住房问题逐

步缓解，军属、烈属、伤残军人、复员军人等优抚对象优待、抚恤、定

补资金大幅度增长，人民安居乐业，政通人和。

祝愿黎平民政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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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平县民政志》记载1912--2005年黎平县93年的社会变迁

和民政工作的历史。涵盖行政区划、基层组织建设、优抚安置、灾害

救济、社会福利和行政事务管理等方面工作。

民政机构是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是联系群众的渠道和桥梁。

民国时期先后设置第一科、民政科、社会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先后设立民政科、民政局o

21世纪初，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提出“以人

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拓宽了民政工作领域，民政部门承担

人民政府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的历史责任。民政工作由以往的单纯

救灾救济型向扶贫开发型转变，采取措施，加大对乡村极贫户、五保

户救助力度，帮助住窝棚、山洞的贫困农户建房，组织移民搬迁，投

资开发耕地，营林造林，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推广实用科

学技术，使部分贫困户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实现温饱，奔上小康，实

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开创民政工作新局面。

长期以来，黎平县人民政府重视民政工作，加强县内社会行政

管理，在疆域划分、边境勘界、地名管理、基层组织建设、老龄福利和

维权、婚姻登记、社团管理、丧葬改革、弃婴收养、流浪人员收容遣

送、乞讨人员救助等方面作出了成绩。民政工作树立了人民政府在

人民心中的良好形象，促进了社会安定和社会和谐，体现了社会主
——1——



义制度的优越性o 2005年，政府对救灾救济，社会福利，优待抚恤

等民政事业经费的投入达1168万元，是1951年民政经费的280

倍、1985年的14．7倍，整体提升了优抚对象和社会弱势群体的生

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保证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与社会各界

人民一道共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果o

《黎平县民政志》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编排有序、图文并茂、可

读性强，是一部全面了解黎平县社情民意的历史资料书和工具书。

值其出版之际，序以贺之。

黎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何龙清

二oo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详近略远，着重记述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黎平县民政工作史实。

二、时限，上至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下至2005年，各史事上下限

不等齐。

三、采用章、节、目排列，编年体记述；以志为主，兼用照片、图、表、附录等

表述。

四、历代年号用原称谓，小写方块汉字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年

号，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阿拉伯数字书写。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称建国前或解放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称

建国后或解放后。

六、Ck事记》用编年体记载，同年大事，按时间顺序分条记述，不另书年；

时间跨长的，用记事本末体记述。

七、重大寨火，指受灾20户以上，或因灾死亡1人以上。

八、记数，用阿拉伯数字；万以上数字，一般只取小数点后两位。

九、地名，采用《黎平县地名志》称谓；有些地名用字，沿用习惯书写符号及

读音，如“高孑子(nil)”、“蒸(b6ng)洞”、“弄凸(b6ng)”等。

十、行文以1986年重印的《简化字总表》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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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州、县领导关心民政工作

2004年12月，省民政厅厅长郭猛(左四)，

州民政局局长王涛．视察大稼村寨火后重建漪

况。

1997年6月28日，省民政厅厅长(现任省人^

副主任)杨序项(左二)、察看大稼村滑坡灾害现场，

慰问死者家属，赠送慰问金。

2003年，州委书记刘光磊(右三)．在县领导陪

同下，视察黎平城关社区建设。

2005年．省民政厅副厅长刘邦华(中)、州民政

局副局长顾明先．在县政协副主席蒙启芝、县民政局

副局长王先菊陪同下视察开泰社区。



县委书记杨胜勇视

察南泉社区民族刺绣厂。

县委书记橱胜勇

(右一)，看望地扪村灾

民，赠送慰问叠。

一香港中旅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学武(前一)，由

县委书记陪同，深入贫困村访问。



副县长何龙清(中)，老龄

办主任陆新民．慰问百岁老人

程杨氏，并蹭送慰问金。

县长闻启华(右一

慰问县武誓中队官兵。



灾害与救济

1995年7月，洪州村发生严重水稻病虫灾

秧苗发黄枯死。

1996年，永从村遭受洪涝灾害

被洪水淹没．一片汪洋。

l
一

中坝稻田

2001年5月26日，坝寨乡路团村被洪水围困。

副县长何龙清到高屯察看被风暴吹倒的房屋场景。 稿规穆民村遭受冰雹灾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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