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朦r—一-013808茴肃省豳。，萧咱口第九卷民政幽壁薹!i≥霍鍪兰譬o≯洳⋯静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甘．肃省志
第九卷 ＼

民政 一．．—L—·．．—．JI．．·．√曲

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甘肃省民政志编委会

·甘肃人民出版社



(甘)新登宇第Ol号

，，。 ’a，，^

“ 。

“·气气
，

、

茸
“：f

／

责任编辑·翟红梅

封面设计臭祯

版式设计．叶文

一
裴双伍

， 甘肃省志

第九卷

民政志

：兹乏嚣麓：编纂甘肃省民政志鳊委会一”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8l号)

甘肃省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x1092毫米l／16 印张56．75 颡．42 字数810，000

1994年12月第l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l——3，000

ISBN 7—2矩一01442-4／K：23l 定价：95．00元I

I限国内发行1



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组成人员名单

主任：l王秉祥l

副主任：穆永吉陈绮玲李文辉姚文仓韩志德徐尚和

顾问：}杨植霖l葛士英
。

主编：夏荣生

副主编：魏琦郝玉屏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忠正王顺王世文I王秉祥I王国祥王爱彦

王福洪邓成城支克坚田真刘郁采陆浩

李文辉张九超张志清张炳玉陈可言陈绮玲

杨应忠杨若愚吴泉祖郝玉屏钟永棠姚文仓

郭琨郭方忠夏荣生徐尚和韩志德燕斌

穆永吉魏琦魏庆同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甘肃省志·民政志》
编纂领导小组

王凤鸣

李春发

(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业俊 王龙宽 王世英 刘积祥

李越 李全文 吴同俊 吴树桥

陈宗荣 陆卫东 张和清．赵鹤龄·

程正明 裴双伍 魏向阳

《甘肃省志·民政志》编辑室

主 编：李春发

副主编：刘积祥 裴双伍 于业俊

编写人员：刘积祥 裴双伍 于业俊 吴树桥

张忠健 潘虎仁 张柯兵



兰
JĈ

． 一 ． 、-．王秉祥。一+_
“ 、 一

在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和重视下，经过5年多的努

力，《甘肃省志》终于相继出版问世与读者见面，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我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硕果，意义极为深远，值得

庆贺!
一

。

、
、

。甘肃省位于黄河上游，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她历史悠久，

幅员辽阔，矿藏丰富，民族众多，位于祖国腹心地带。面积居全国第

七位。，境内地形地貌类型复杂，多高原和山地。河西走廊地势平坦，

绿洲与沙漠、戈壁参杂分布。省内有陇山、岷山、龙首山、祁连山、马

鬃山等众多名山。比较大的河流有450条，分属黄河、长江、内陆河

⼀⋯～』⼀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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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流域，9大水系。黄河干支流有洮河、湟水、大夏河、渭河、泾河

等；长江干支流有嘉陵江水系的西汉水、白龙江等：内陆河流域有石

羊河、黑河、疏勒河。土地资源丰富，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动物种

类繁多，野生稀有珍贵品种达90余种。几种稀有金属储量居全国首

位，水能资源雄厚，地热资源多处发现。万里长城西起于此，中西交

通古道横贯东西。‘甘肃是中原连系西北乃至中西亚的咽喉和纽带，

陆上交通贸易比较发达，境内有许多中原同边疆兄弟民族的茶马互

市。在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远古时期，甘肃省气候比较温暖，湿润，草木丰盛，河流纵横。《尚

书‘禹贡》中所导9川，有6条源于甘肃。考古发掘的大量文物证

明，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在甘肃活动。新石器时期的

文化遗址，在甘肃已发现千处以上。远古时黄帝北逐荤粥至崆峒，登

鸡头山，虞舜迁三苗于三危。甘肃是周、秦的发祥地。周时，秦人先

祖定居于今天水一带，因养马有功，受孝王封于秦。秦昭襄王置陇西、

北地郡。秦统一全国后，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长万里，世称。万

里长城一。汉武帝使张骞通西域，遣霍去病开河西，置河西四郡，徙民

实边，发展军屯、民垦，促进了河西走廊由游牧向农耕的转变，开拓了

中西贸易的。丝绸之路一。这样甘肃的畜牧业、农业开发较早，并在

我国的政治、军事和交通、贸易史上有着重要的贡献。甘肃历史上曾

建立过许多国家。东汉献帝至南朝梁元帝时，氐族杨氏建立仇池

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多发战争，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出现了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的。五凉一政权。隋唐时期是陆

上中西贸易丝绸之路繁荣的顶峰，也是甘肃政治、军事、文化的活跃

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举世瑰宝敦煌莫

高窟始建于苻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历经北魏、西魏、北周，至隋

唐已达千余窟，基本上形成了今天的规模。当时敦煌为我国西部最

重要的国际贸易城市。公元1038～1227年，党项羌在今宁夏、河

西及甘肃中部建立了西夏。元代创立行省制度，分全国为11个行中



书省。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取甘州、肃州首字，设甘肃

行中书省，治所设张掖，除辖今甘肃大部地区外(陇东地区属陕西行

省)，兼领今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这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出现甘肃省的行政区划。

甘肃省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共同开拓、建设了

甘肃。早在商、周时期，境内有氐、羌、戎。秦汉时期，月氏、乌孙、匈

奴都居住过河西走廊。魏晋南北朝时，匈奴、氐、羌、鲜卑等先后在

甘肃境内建立了前秦、西秦、后凉、南凉、北凉等政权。隋唐时期，突

厥、回鹘、吐蕃、吐谷浑也曾在甘肃居住活动。宋代，党项羌建立了

西夏政权。

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演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甘肃境内共

有汉、回、藏、东乡、裕固、蒙古、哈萨克、保安、土、撒拉、维吾尔等民

族。汉族、回族、藏族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东乡i保安、裕固族是

甘肃省独有的民族。 -’ ‘一‘

甘肃钟灵毓秀，人才荟萃。西汉。飞将军”李广，军事家赵充国，

东汉哲学家王符，三国蜀大将姜维，魏晋医学家皇甫谧，北魏尚书仆

射李冲⋯⋯均属⽢肃古代的民族精英。近百年来。中国的脊梁”亦

有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

中，甘肃有不少仁人志士英勇奋斗，前仆后继，流血牺牲j为中华民族

的独立和解放，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甘肃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他们的英名和业绩将永存人间。 ．-一

甘肃深居内陆，海洋暖湿气流不易到达，大部地区气候干燥，各

季的气候特点是：冬季风雪少，寒冷时间长；春季升温快，冷暖变化大；

夏季气温高，降水较集中：秋季降温快，初霜来临早。主要的灾害性天

气有干旱、冰雹、霜冻、风沙。甘肃也曾发生过多次地震、泥石流、滑

坡等灾情，给人民造成了严重灾难。 ，一

历史上甘肃战争比较频繁，争斗激烈，每次战争都对社会经济造

成很大程度的破坏。1937年至1944年间，兰州是日本空袭重点，先

-嘲糯涮L_——————二L厂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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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出动飞机993架(次)，炸死660人，伤680人，损失财产达当时的

币制64．8亿元。 一
t，

．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变迁。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

甘地区创立了陕甘边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

地。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三军胜利会师会宁城。陇东地区成为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八年抗战，解放战争，为中国革命做

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甘肃解放，陇原人民获得新生，甘肃进入了

_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由于长期战争造成了甘肃经济、文化、交通落

后，人民生活困难的局面。解放后，各族各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t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伟大转折。在指导思想上恢复了实事求是、一

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集中

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甘肃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

新的历史时期。全省在改革中前进，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都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是建国以来社会经济

发展的最好时期之ra从1979年到1988年，甘肃社会总产值由127

亿元增加到389亿元，国民收入曲53．6亿元增加到164亿元，1988

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91．8亿元，‘工农业总产值达288．6亿

元。这些历史的巨变，党和人民的功绩，都要浓墨重笔，永垂青史，启

迪人民。jp· 、 。 ，一1。。．-～ ．t 。
?一；

，，地方志是记述一个行政区域的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官修

书⋯，被称为。⼀⽅之总览”。修志在我国已有两千年历史，代代相传，

从未间断过，为历代所重视，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甘肃早期

的地方志书，据记载有汉代的《凉州异物志》、北凉的《凉州记》、晋代

的《西河记》、’唐代的《沙州志》、宋代的《沙州记》等，多数散佚或为

残卷。元代有《甘肃图志》，郭坤纂。清代、民国时期的地方官府都

!：生：]■溺懿溪霾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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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过专门机构编纂地方志书，仅通志就有：清代公元1728年到1736

年奉敕纂修《甘肃通志》，刘于义刊行，李迪等编纂，为《四库全书》

本。1908年至1911年纂修《甘肃新通志》，长庚监修，安维峻纂，全

书100卷。1929年至1936年纂修《甘肃通志稿》，1936年定稿，未

刊行，130卷，抄本120册，刘郁芬修，杨思、张维等纂。

党和政府对地方志的编纂利用极为重视。早在1941年《中共中

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就要求各根据地收集县志、府志、省志，

加以研究：还责成各地委、县委写名人列传。毛主席曾指出：“打胜仗

在知情势，如果把这个地方的山川气候、物产资源、风俗民情等情况

掌握好，就能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多次提出整理旧志和编纂新志的问题。1956年，国家把地方

志工作列入了全国科学规划：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编纂新方

志的热潮。1959年3月，甘肃省委成立了以张仲良同志任主任委员

的《甘肃新志》编纂委员会，写出了部分初稿。上述这些志书、志稿，

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时值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

很有必要用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和新的体例，编纂一部新

的甘肃省志。 ．’

，v 国家“六五”、“七五”计划，把编纂地方志列为哲学、社会科学的

重点课题，建立健全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国务院多次下文，把修

志工作正式纳入各级政府的工作议程。1983年5月，甘肃省第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视编修甘肃地方史志

的决议案》。省委于1984年2月决定成立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

会，负责组织省志编纂和指导州、市、县志的编写工作。省人民政府

批转了1986～1990年甘肃地方志编纂工作规划，指出：“编纂地方

志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功盖千秋的一件大事，

对于促进我省两个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省委、省人大、省政

府的主要负责同志亲莅省志编委会会议，作了许多重要讲话，带动了．

全省省级82个委、办、厅、局中的党政领导同志，形成了1600余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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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干部、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修志队伍，投入到编纂《甘

肃省志》的工作中去。出现了党委重视，政府主持，各方配合的修志

局面。5年多来，锲而不舍，艰苦奋斗，终于功业垂成。

《甘肃省志》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

础，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十三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路线、

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甘肃省志》以社会主义的

历史和现状为主体内容，尊重历史，服务当代，充分反映。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搿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建设新中国一这个现代历史发

展的基本规律，作为一方之信史，必须以翔实的资料客观地记述甘肃

的历史和现实。

．《甘肃省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卷、人物、附录共73卷组

成。概述综述省情，总摄全志：大事记纵贯古今，略古详今，记述省内

大事、要事：各专志门类齐全，横跨百科；人物志设人物传及烈士英名

录：附录收集单项性的重要资料。全志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

图文并茂，以体现时代特点。志书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引用可

靠真实的资料，包括各种档案、正史、志书、旧闻等，并经过精心筛选、

考证鉴别后载入，力求朴实、严谨、科学。新编《甘肃省志》是一项重

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全志约2000万字，是一部卷帙浩瀚的资料汇集

和百科文献。 ．‘

。

在《甘肃省志》出版发行之际，我们全体修志的同志怀着十分喜

悦的心情，把这部志书奉献给全省党、政、军和各界同志，为全面正确

地认识甘肃，借鉴历史经验，从中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以指导现实

工作。《甘肃省志》出自各行各业众人之手，限于编辑水平，疏漏不足

之处在所难免，多有不尽人意之处，希望各界人士予以指正。

1989年8月12日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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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志·

王风 鸣

《甘肃省志二民政志》在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经过

省民政厅和民政志编纂工作者五年的艰苦努力，今天与读者见面了。这是甘

肃民政史上的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借此机会，我向为编纂这部80多万字

志书倾注大量心血和付出辛勤劳动的工作人员表示祝贺，并向给予编纂工作

大力支持帮助的省档案馆、省图书馆、省统计局，省边界工作办公室、省残

联等单位、地县民政部门，以及帮助修志的同志敬表谢意。

民政历史源远流长。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伴随着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和发展而演变的。各个不同社会阶段的民政，既有

着不同的时代特点，又有着历史继承性。在阶级社会中，民政是由当时社会

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文化条件所决定的，又是从前一个社会中的民政发展而

来的。它体现着国家对民施政的一部分最基本、最广泛的行政管理内容，’是

i ’9r巷一州￥￡一。P一：：w≮’搿t。F4j七?
～：， ⋯。⼀ ⼆：， ，，毒～k，；日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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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为维持其统治所必须从事的一项重要事务。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的民政工作，虽然基本职能中也包含有赈灾济民、优待抚恤等现阶段

民政工作的一部分内容，但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役民、治民的工具，是为统治

阶级服务的，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民政与旧中国

历史上的民政有着本质的区别。现阶段的民政工作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社会

工作，服务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目标。它是党和政府广泛联

系人民群众的重要纽带，最直接地体现着人民的意愿，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

一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它担负着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群众解愁，

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调节人民内部关系，促进社会安定团结和国

防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光荣使命。它

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历史上任何社会的民政都不可比拟

的。纵观历史，民政工作的实践经验是极其丰富的，从它自身发展的进程表

明，我国民政有着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民政的基本发展规律揭示

了民政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发展程

度相适应；民政工作的任务和发展目标必须同党的总任务、总目标相一致；

民政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开

展。这一基本发展规律反映了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要适应生

产力，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不断在改革中前进的社会主义社会

发展规律，也表明了社会主义民政的基本发展规律是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

发现规律相联系并受它的制约的。。4 t。

’

。这部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

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鉴史资治的要求，用大量翔实、可靠的历史资料，概

述了甘肃民政自先秦以来兴衰更替、’’成败得失的历史过程。本着详今略古，

重在当代的精神，着重叙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甘肃

民政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成就，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民政工作在改革中创新进取，积极发挥社会稳定机制作用，为经济

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的时代特色。所以，这是一部比较成熟的民政志书。我

相信，这部志书的出版发行，无论对于人们了解和熟悉甘肃的民政历史，’掌

握社会工作方面的知识，还是吸取和借鉴历史经验，研究和把握民政工作发

展规律，服务现代，指导民政工作实践，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是会起到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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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育、存史作用的。

现阶段，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民政部门作为政府管理社会行政

和社会事务的职能部门，肩负着基层政权建设、社会保障工作、社会行政管

理三个一部分的任务，工作的内容涉及到基层政权建设、救灾救济、扶贫开

发、养老保险、“五保”老人供养、拥军优属、烈军属和伤残军人抚恤优

待、伤残荣誉军人疗养、烈士褒扬及陵园管理、复员退伍军人和离退休军人

安置、军人过往接待、军地两用人才开发使用、社会福利生产、社会福利有

奖募捐、．发展残疾人事业、社区服务、社会福利院及精神病院建设、孤儿收

养、收容遣送、戒毒、社团登记管理、婚姻登记管理、殡葬改革与管理、行

政区划管理、边界争议调处、地名管理等三十多个大项，．与社会的稳定和各

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民政工作任重道远，有着广阔的发展前

景。民政部门的同志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思想，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建立适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经营机制，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加快民政

改革步伐，大力发展民政经济和社会保障事业，大力推进民政工作社会化和

法制化建设，提高民政工作整体效益，谱写出民政工作的新篇章。

本志书由于编纂水平，经验有限，错误、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

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 9 ．



箭 言
月IJ 罱

·民政志·

《甘肃省志·民政志》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

。重修地方志的形势下，在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和省民政厅党组的领导

下由省民政志编纂领导小组主持编纂的。由于省民政厅、省边界工作办公

室、省残疾人联合会的领导重视和有关处室的大力支持，特别是编写人员的

辛勤劳动，本志从1987年正式起步，经过组建机构、制定篇目、搜集资

料、集中编写、审查修改，历经五载，数易其稿，编纂成书。

新编《甘肃民政志轨既是省志的组成部分，又是独立的民政专志。在

继承发扬编纂地方志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努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

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尊重历史，依据史料，秉笔直书，实事求是

的精神，用新的思路、体裁如实记述甘肃民政事业的兴起发展，变化更替，

成败得失，注重反映当代特点和地方特色，为今后的民政工作提供借鉴，对
．

1

’ ，

．1 1．



萱亘

存史、资政、教育，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编纂过程中，广征博采，精心编纂。从1985年抽人查档起，先后搜集

复印资料约4000多万字。经过整理鉴别、分析考证、去粗取精、翔实致

用，编成志书80多万字。全书横排纵述，贯通古今，详今略古，分类设置

13篇49章131节和概述，基本上囊括了民政部门当今承担的任务。为反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陇东革命根据地民政工作，根据搜集到的

资料，视不同情况，专设章、节、目作了记述。

本志在搜集材料过程中，得到了省档案馆、省图书馆、省统计局等单位

和地、县民政部门的大力协助和支持，省民政厅、省边办、省残联有关处室

积极提供资料或抽人参加查阅资料，这里表示衷心感谢。本志编纂、评审过

程中，得到了有关专家、学者、教授及老一辈民政工作者的关心、鼓励和指

导，这里谨致诚挚的谢意。

本志是一部集体创作。由李春发担任主编，负责确定篇目框架结构、修

改定稿、通稿总纂。参加各篇章撰稿(按篇章顺序)的有：刘积祥：概述、

第三篇；张忠健：第一、五、八篇；于业俊：第二、七篇；张柯兵：第四、

六篇；裴双伍：第九、十一、十二篇、搜集整理照片；潘虎仁：第十篇；吴

树桥：第十三篇。

民政事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新编《甘肃民政志》仅以80余万字

记述了两千多年的甘肃民政工作，实难做到全面、系统、准确。我们编志缺

乏经验，实为尝试。由于编纂人员水平有限，加之有些史料失散，资料缺

乏，错误缺点，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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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政志’·

一、《甘肃省志·民政志》是甘肃省志的组成部分，也是记述甘肃民政

历史和现状的专业志。

二、新编《甘肃民政志》，横排纵述，横陈现状，纵述沿革，纵模结

合，尊重历史，秉笔直书，言必有据，述而不论，编纂而成。全书共设13

篇49章131节。书前增设概述，略述甘肃民政历史，反映发展演变状况，

以示提纲挈领之意。

三、本志书贯通古今，详今略古，重在当代。有些民政工作历史沿革较

长，依据史料记述到起步年代，最早追朔到春秋战国时期。下限断止1990

年。
⋯

四、本志记述内容，以当今国家赋于民政部门的任务范围，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后先后移交其他部门的工作概不记述。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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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志行政区域边界争议调处，以接壤地区双方政府正式签订的协议

或上级政府、领导机关裁决的文件为准，记述边界线走向，余皆不记。

六、本志所记地域范围，以现行甘肃省行政区域为准。‘历史上的行政区

划，建置沿革涉及邻省区的，尽量不记或从略记述。

。 七、本志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录和照片，文体除引文外，一律为语

体文，记述体。 ，‘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历史文献，各类档案和有关单位、处室提供的材

料，经过去粗取精，考证鉴别后记人的。资料翔实可靠。

九、志内称谓，历代和民国时期沿用通称，皇帝年号用汉字，民国时期

用阿拉伯字书写，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陇东革命根据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通用公元纪年，行政区划、地理名称及历代政权机构、官职，均用当

时的称谓，有据可考的，注明相当于现今的称谓。

十、志内各项统计数据，一般采用统计部门的数字，有些民政业务因未

列入国家统计项目，则采用有关业务处室核实认可的数字。

十一、志内所用币制，因历代各异，变更频繁，只能按当时流通货币如

实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1955年3月，全国流通旧人民币，

为反映历史面貌，仍用旧人民币。1955年后一律用新人民币记述(旧人民

币l万元折合新人民币l元)。

十二、志内所列附表，以篇为单位编排顺序号。

十三、志内注释，采用脚注方式，当页编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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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胡耀邦同志在高台县

烈士陵园瞻仰董振堂烈士纪念亭



1990年民政部长崔乃夫在甘肃视察民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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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甘肃省委书记顾生池在“双拥”先进来彰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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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阎海旺在“双拥”先进表彰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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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3月，副省长穆永吉在甘宁边界营盘水察看现场

民政厅长饶凤翥、副厅长张汉相

慰一司敬老院孤寡老人



1991年6月，民政厅副厅长、边办主任胡培玉

在甘宁蒙三省区边界线交会点协议书上签字

民政厅副厅长张 玮赔同埃塞俄比亚国家

救灾局局长塞拉尔参观哉省社会福利工厂



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民勤街居

委会广泛开展居民自我服务活动

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民勤#

居委会进行法律咨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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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矢阳地区党政军领导给华池县

红军光荣院退伍老红军拜年

现行使用的各种优抚证件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烈士纪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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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甘肃省召开兰州市军队离休干部授动大会

甘肃省军队离退休干部俅养昕



九八万年全昌市群众抢修被暴雨毁坏的公路

一九九0年天现
遭圣地震灾害现场

、古演县



九八五年在张掖地区召开甘

肃省农村敬老院工作座谈会

兰州市社会福利院老^

开展螟乐活动

武都县蛳子山按符桔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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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甘肃省伤戎人体育

运动代表团参加全国第二届

伤残人体育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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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建制沿⾰⋯⋯⋯⋯⋯⋯⋯⋯．，⋯．．

第⼀节春秋战国时期⋯⋯⋯⋯⋯⋯⋯⋯

第⼆节秦汉时期⋯⋯⋯⋯⋯⋯⋯⋯⋯⋯

第三节魏晋南北朝时期⋯⋯⋯⋯⋯⋯⋯

第四节隋唐五代⼗国时期⋯⋯⋯⋯⋯⋯

第五节宋元明清时期⋯⋯⋯⋯⋯⋯⋯⋯

第六节民国时期⋯⋯⋯⋯⋯⋯⋯⋯⋯⋯

‘第七节中华⼈民共和国成⽴以后⋯⋯⋯

第⼆章县、市沿⾰⋯⋯⋯⋯⋯⋯⋯⋯

第⼀节兰州市⋯⋯⋯⋯⋯⋯⋯⋯⋯⋯⋯

第⼆节天⽔市⋯⋯⋯⋯⋯⋯⋯⋯⋯⋯⋯

第三节⽩银市⋯⋯⋯⋯⋯⋯⋯⋯⋯⋯⋯

第四节⾦昌市⋯⋯⋯⋯⋯⋯⋯⋯⋯⋯⋯

第五节嘉峪关市⋯⋯⋯⋯⋯⋯⋯⋯⋯⋯

第六节庆阳地区⋯⋯⋯⋯⋯⋯⋯⋯⋯⋯

第七节平凉地区⋯⋯⋯⋯⋯⋯⋯⋯⋯⋯

第⼋节陇南地区⋯⋯⋯⋯⋯⋯⋯⋯⋯⋯

第九节定西地区⋯⋯⋯⋯⋯⋯⋯⋯⋯⋯

第⼗节武威地区⋯⋯⋯⋯⋯⋯⋯⋯⋯⋯

第⼗⼀节张掖地区⋯⋯⋯⋯⋯⋯⋯⋯⋯

第⼗⼆节酒泉地区⋯⋯⋯⋯⋯⋯⋯⋯⋯

第⼗三节临夏回族⾃治州⋯⋯⋯⋯⋯⋯

、 第⼗四节⽢南藏族⾃治州⋯⋯⋯⋯⋯⋯

第三章现⾏政区⋯⋯⋯⋯⋯⋯⋯⋯⋯．．

第⼀节省辖市⋯⋯‘⋯⋯⋯⋯⋯⋯⋯⋯⋯
‘

，’第⼆节⾃治州⼀⋯⋯⋯⋯⋯⋯⋯⋯⋯⋯

第三节地区⋯⋯⋯⋯⋯⋯⼀⋯⋯⋯⋯•

第三篇⾏政区域边界争议调处⋯⋯⋯

第⼀章⾏政区域边界争议沿⾰⋯⋯．

第二章甘肃省与邻省(区)之间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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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调处⋯⋯⋯⋯⋯⋯⋯⋯⋯••

第⼀节⽢青边界争议调处⋯⋯⋯．．．⋯⋯

第⼆节⽢蒙边界争议调处⋯⋯⋯⋯⋯⋯

第三节⽢陕边界争议调处⋯⋯⋯⋯⋯⋯

第四节⽢宁边界争议调处．．⋯⋯⋯⋯⋯•

第五节⽢川边界争议调处⋯⋯⋯⋯⋯⋯

第三章甘肃省内县与县之间边界争议

调处⋯⋯⋯⋯⋯√⋯⋯⋯⋯⋯⋯．

第一节民国时期甘肃省内界务纠纷处理

⋯⋯⋯⋯⋯⋯⋯⋯⋯⋯⋯⋯⋯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甘肃省内边

界争议调处⋯⋯⋯⋯⋯⋯⋯⋯⋯

第四篇基层政权建设⋯⋯⋯⋯⋯⋯．

第⼀章基层政权沿⾰ ⋯⋯⋯⋯⋯．

第⼀节清以前⽢肃基层政权沿⾰⋯•⋯••

第二节 民国时期⽢肃基层政权⋯⋯⋯⋯

第三节陇东⾰命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甘肃基层

政权建设⋯⋯⋯⋯⋯⋯⋯⋯⋯．．

第⼀节基层政权的建⽴与发展⋯⋯⋯⋯

第⼆节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第三节城市基层政权建设⋯⋯⋯⋯⋯⋯

第四节群众⾃治组织建设⋯⋯⋯⋯⋯⋯

第五节基层民主制度建设⋯⋯⋯⋯⋯⋯

第五篇优待抚恤⋯⋯⋯⋯⋯⋯⋯⋯⋯⋯•

第⼀章伤亡病故抚恤⋯⋯⋯． ．．⋯⋯

第⼀节范围和标准⋯⋯⋯⋯⋯⋯⋯⋯⋯

第⼆节恤⾦发放⋯⋯•’⋯⋯吖⋯⋯⋯∥••

第⼆章残疾抚恤⋯⋯⋯⋯⋯⋯⋯⋯⋯”．

第⼀节历代⽢肃伤残官兵抚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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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六章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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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八章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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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肃伤残官兵抚恤⋯⋯

陇东革命根据地革命伤残人员抚

恤⋯⋯⋯⋯⋯⋯⋯⋯⋯⋯⋯⋯⋯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甘肃革命伤

残军⼈抚恤⋯⋯⋯⋯⋯⋯⋯⋯⋯

优待⋯⋯⋯⋯⋯⋯⋯⋯⋯⋯⋯

历代⽢肃官兵家属待遇⋯⋯⋯⋯

民国时期⽢肃出征军⼈家属优待⋯

陇东⾰命根据地烈军⼯属优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甘肃烈军属

优待⋯⋯⋯⋯⋯⋯⋯⋯⋯⋯⋯⋯

国家补助⋯⋯⋯⋯⋯⋯⋯⋯⋯．．

临时补助⋯⋯⋯⋯⋯⋯⋯⋯⋯⋯

定期定量补助⋯⋯⋯⋯⋯⋯⋯⋯

红军优待⋯⋯⋯． ⋯⋯⋯⋯⋯⋯． ，

褒扬⋯⋯⋯⋯⋯⋯⋯⋯⋯⋯⋯

历代⽢肃褒扬⋯ ⋯⋯⋯⋯⋯⋯

民国时期⽢肃阵亡官兵褒扬⋯⋯

陇东⾰命根据地烈⼠褒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甘肃烈士褒

扬⋯⋯⋯⋯⋯⋯⋯⋯：⋯⋯⋯⋯••

烈⼠⋯⋯⋯⋯⋯⋯⋯⋯⋯⋯⋯

烈⼠简介⋯⋯⋯⋯⋯⋯⋯⋯⋯⋯

县团级以下烈⼠名录⋯⋯⋯⋯⋯

拥护军队⋯⋯⋯⋯⋯⋯⋯⋯⋯⋯

民国以前⽢肃劳军⋯⋯⋯⋯⋯⋯

陇东⾰命根据地拥军⋯．．．．⋯⋯⋯

中华⼈民共和国时期⽢肃拥军⋯

⽀援前线⋯⋯⋯⋯⋯⋯⋯⋯⋯．

历代⽢肃⽀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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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节民国时期⽢肃⽀前⋯⋯⋯⋯⋯⋯

第三节陇东⾰命根据地⽀前⋯⋯⋯⋯⋯

第四节中华⼈民共和国时期⽢肃⽀前⋯

第九章优抚事业单位⋯⋯。⋯⋯⋯：．

第⼀节荣誉及退伍军⼈疗养机构⋯⋯⋯

第⼆节军⽤饮⾷供应机构⋯⋯⋯⋯⋯⋯

第六篇复员退伍和离退休军⼈安置⋯．．

第⼀章安置机构⋯⋯⋯⋯⋯⋯⋯⋯⋯⋯

第⼆章复员退伍军⼈安置⋯⋯．：．．．⋯

第⼀节裁汰、除役、退役军⼈⋯⋯⋯⋯

第⼆节志愿兵与复员⼲部⋯⋯⋯⋯⋯⋯

第三节义务兵⋯⋯⼀⋯⋯⋯⋯⋯⋯⋯⋯．

第四节伤残军⼈⋯⋯⋯⋯⋯。⋯⋯⋯⋯⋯

第五节军地两⽤⼈才⋯⋯⋯⋯⋯⋯⋯⼀

第六节复员退伍军⼈⼯资待遇⋯⋯⋯⋯

第三章军队离休退休退职⼈员安置⋯

第⼀节致仕与退役军官⋯⋯⋯⋯⋯．．⋯．

第⼆节军队离休退休⼲部⋯⋯⋯⋯⋯⋯

’第三节军队离休退休⼲部服务管理⼯作⋯

第四节军队⽆军籍职⼯⋯⋯⋯⋯⋯⋯⋯ ．
·

‘第五节地⽅退休退职⼈员⋯⋯⋯⋯⋯⋯

第七篇救灾扶贫⋯⋯⋯⋯⋯⋯⋯⋯⋯．

第⼀章•⾃然灾害⋯⋯⋯⋯⋯⋯⋯⋯⋯．．

第⼀节清以前⽢肃⾃然灾害⋯．．．．⋯⋯⋯

第⼆节民国时期⽢肃⾃然灾害⋯⋯⋯．．．．

第三节陇东⾰命根据地⾃然灾害．．．⋯⋯

第四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甘肃自然

灾害⋯⋯⋯⋯⋯⋯⋯⋯⋯⋯⋯⋯

．第⼆章赈荒救灾 ⋯．．．⋯⋯⋯⋯⋯⋯．

第⼀节清以前⽢肃赈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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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节民国时期⽢肃灾荒赈济～⋯⋯⋯

．，第三节陇东⾰命根据地救灾⋯⋯⋯⋯⋯

。’第四节 中华⼈民共和国时期⽢肃救灾⋯

。；第三章扶助农村贫困户发展⽣产⋯⋯

第⼀节分户单项扶贫⋯⋯⋯⋯⋯⋯⋯⼀

j 第⼆节扶助经济实体⋯⋯⋯⋯⋯⋯⋯⋯

，’7第三节高寒阴湿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 ·j

√：、 一． 贫⋯⋯⋯⋯⋯⋯⋯⋯⋯••：⋯ ⋯

第⼋篇社会救济⋯⋯ ¨⋯⋯⋯⋯⋯⋯．

‘第⼀章贫民救济⋯⋯。 ⋯⋯⋯⋯⋯⋯⋯

第⼀节定期救济⋯．．．⋯⋯⋯⋯ ⋯⋯⋯••

；．‘第⼆节临时救济⋯⋯⋯⋯⋯⋯⋯⋯⋯⋯

‘ 第三节救济标准和发放办法⋯⋯⋯⋯．．．

第⼆章难民救济。⋯⋯⋯⋯⋯⋯⋯．．．⼀

’’ ‘第⼀节历代⽢肃难民救济⋯⋯⋯⋯⋯⋯

．，第⼆节：民国时期⽢肃难民救济⋯⋯⋯⋯

⼀第三节陇东⾰命根据地难民救济⋯⋯⋯

’’第四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甘肃难民救
“

“济 ．．．⋯⋯⋯⋯⋯⋯ ⋯⋯⋯⋯⼀

，。第三章游民救济与改造⋯⋯⋯⋯⋯“

⼀，第⼀节⽣产教养院和游民劳动习艺所⋯

第⼆节游民安置农场⋯⋯⋯⋯∥⋯⋯⋯

，，。第三节游民收容改造⽣活待遇⋯⋯⋯⋯

第四节戒烟所⋯⋯⋯⋯⋯⋯⋯⋯⋯⋯⋯

；第四章其他救济 ⋯⋯．： ⋯⋯⋯⋯⋯⋯

第九篇社会福利⋯⋯⋯⋯⋯⋯⋯⋯ ⋯“

第⼀章．社会福利事业，． ．⋯⋯‘⋯⋯⋯

第⼀节清代⽢肃社会福利事业⋯⋯⋯⋯

第⼆节民国时期⽢肃社会福利事业⋯⋯
j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甘肃社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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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旦 茎

利事业⋯⋯⋯⋯⋯⋯⋯⋯⋯⋯⋯

社会福利⽣产⋯⋯⋯⋯⋯⋯

民国时期⽢肃济贫⽣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甘肃贫民生

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甘肃社会福

利⽣产⋯⋯⋯⋯⋯⋯⋯⋯⋯⋯⋯

第三章残疾⼈社会福利事业⋯⋯⋯⋯

第⼀节残疾⼈调查⋯⋯⋯⋯⋯⋯⋯⋯⋯

第⼆节残疾⼈组织⋯⋯⋯⋯⋯⋯⋯⋯⋯

第三节残疾⼈社会活动⋯⋯⋯⋯⋯⋯⋯

第四节残疾⼈康复⋯⋯⋯⋯⋯⋯⋯⋯⋯ ．

第⼗篇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

第⼀章民国时期⽢肃社会团体⋯⋯⼀

第⼀节社会团体管理⋯⋯⋯⋯⋯⋯⋯⋯

第⼆节社团登记⋯⋯⋯⋯⋯⋯⋯⋯⋯⋯

第二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甘肃社会

团体⋯⋯⋯⋯⋯⋯⋯⋯⋯⋯⋯⋯‘

第一节 调查接收旧有团体⋯⋯⋯⋯⋯

第⼆节恢复社团的统⼀登记管理⋯⋯⋯

第⼗⼀篇婚姻登记⋯⋯⋯⋯⋯⋯⋯．．

第⼀章婚姻管理⋯⋯⋯⋯⋯⋯． ⋯⋯⋯．

第⼀节婚姻登记机关⋯ ⋯⋯⋯⋯⋯⋯

第⼆节婚姻登记⼈员⋯⋯⋯⋯⋯⋯⋯⋯

第三节婚姻证书⋯⋯⋯⋯⋯⋯⋯⋯⋯⋯

第⼆章婚姻登记⋯⋯⋯⋯⋯⋯⋯⋯⋯⼀

第⼀节结婚登记⋯⋯⋯⋯⋯⋯⋯⋯⋯⋯

第⼆节离婚登记⋯⋯⋯⋯⋯⋯⋯⋯⋯⋯

第三节涉外婚姻和华侨港澳同胞、台胞

婚姻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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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婚姻执法检查⋯⋯⋯⋯⋯⋯ ．

第四章⽢肃少数民族婚姻习俗⋯⋯．．．

第⼗⼆篇殡葬事业⋯⋯⋯⋯∥⋯⋯．．

第⼀章．殡葬管理⋯⋯⋯⋯．．．．⋯⋯⋯
‘

第⼀节清代⽢肃殡葬制度⋯⋯⋯⋯⋯⋯

第⼆节民国时期⽢肃殡葬管理⋯⋯⋯⋯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甘肃殡葬管

理⋯⋯⋯⋯：⋯⋯⋯⋯⋯⋯⋯⋯••

第⼆章殡葬改⾰⋯⋯⋯⋯⋯⋯⋯⋯．

第⼀节推⾏⽕葬⋯⋯⋯⋯⋯⋯⋯⋯⋯⋯

：第⼆节改⾰⼟葬⋯⋯⋯⋯⋯⋯⋯⋯⋯⋯

第三章殡葬设施服务⋯¨ ⋯⋯⋯．

第⼀节运⼫⼯具⋯⋯⋯⋯ ⼀．．． ⋯⋯⋯

．，第⼆节防腐设备⋯⋯⋯⋯⋯、⋯⋯⋯⋯⋯

． 第三节⽕化炉式⋯⋯⋯⋯⋯⋯⋯⋯⋯⋯’

：．第四节丧葬服务⋯⋯⋯⋯⋯⋯⋯⋯⋯⋯

第四章⽢肃少数民族丧葬习俗 ．．．⋯⋯

第⼗三篇地名⼯作⋯⋯⋯⋯⋯⋯⋯

第⼀章地名机构．．． ．•⼀⋯⋯⋯⋯⋯⋯．．

。第⼆章地名普查⋯⋯⋯⋯⋯⋯⋯⋯⋯⋯

第三章地名管理⋯⋯⋯ ⋯⋯⋯．．．．⋯．．

第四章地名档案⋯⋯⋯⋯．：．⋯⋯⋯⋯⋯

，第五章地名⼯具书的编辑出版⋯⋯⋯

编后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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