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优抚安置>>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优抚安置>>

13位ISBN编号：9787508729701

10位ISBN编号：7508729706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出版社

作者：董华中 编

页数：31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优抚安置>>

前言

　　民政乃国政，连着国计、系着民生，是我国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
古老而常新的工作。
60年来，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成长与壮大，我国民政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巨大成就，发挥了不同时期的历史作用，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肯定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
　　知往鉴今。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编辑出版《新中国民政事业》丛书，全面总结60年来民政工作取得的成就
与经验，深入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政工作面临的形势、主要任务与推进思路，对于不断深化对
民政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切实加强对民政工作的前瞻性部署，团结和鼓舞各级民政部门和民政干部在
新起点上奋发进取、扎实工作、开拓创新，继续开创民政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回顾60年民政事业发展历程，最大的成就是构建了解决基本民生的网络体系，从制度上破解了困
扰中国数千年之久的百姓温饱难题。
——社会救助逐步实现了全覆盖。
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专项救助制度相配套、临时救助为补充、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新型社会
救助体系基本建成，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编织成形，困难群众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自然灾害应急救援体系目趋完善。
各级救灾应急预案和应急物资储备系统普遍建立，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制度规范实施，救灾标准大幅提
高，减灾救灾科技支撑和应急保障能力切实增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回顾60年民政事业发展历程，最大的变化是落实了城乡居民民主权益，实现了人民群众民主、有
序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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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政策法规为保障，双拥共建为带动，深化安置改革为动力，国家抚恤与社会优待相结合的优抚
安置工作格局加快形成。
抚恤补助标准持续调整提高；退役士兵安置改革逐步深化；军休人员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拥军优
属活动广泛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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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附录附录一 优抚安置大事记附录二 优抚安置有关政策法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优抚工作的通知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优抚对象及其子女教育优待暂行办法关于印发《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医疗保障办法》
的通知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试行）伤残抚恤管理办法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
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暂行条例民兵民工伤亡
抚恤暂行条例革命烈士褒扬条例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关于
对《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三条第（四）项“因执行革命任务遭敌人杀害”的解释关于对《革命烈士
褒扬条例》第三条第（四）项“因执行革命任务遭敌人杀害”的补充解释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对全国
烈士纪念建筑物加强管理保护的通知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管理保护办法民政部关于批发革命残废军人
休养院等四项优抚事业单位管理工作暂行办法（草案）的通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关于人民
解放军1950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节录）复员建设军人安置暂行办法国务院关于服兵役取得军龄的人
员转业后计算工作年限和龄问题的决议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关于革命军人的军龄如何计算工龄的问
题国务院关于处理义务兵退伍的暂行规定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民政部、总政治部关于全国开发使用
退伍军人两用人才现场经验交流会情况报告的通知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民政部
、总参谋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伤病残义务兵退伍和安置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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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官退出现役安置暂行办法》的通知民政部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中央军委《征
兵命令》和《退伍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优待安置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
门《关于扶持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优惠政策的意见》的通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退役士兵安
置工作的通知民政部、总参谋部关于做好患精神病义务兵和初级士官退役移交安置工作有关问题的通
知军用饮食供应站供水站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军用饮食供应站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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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宗室贵戚无军功者逐出宗室属籍，自然也失去了宗室的特权。
　　据载，在这种政策下，有些军功突出者甚至达到了食邑数万家的程度。
秦统一六国以后，征兵制虽然未变，但全国性的征兵不曾进行，战争中征发的对象主要是六国降卒、
罪人、奴隶，后来发展成所谓的“七科谪”（罪吏、逃亡者、赘婿、贾人、父母或祖父母有“市籍”
者。
秦始皇、汉武帝都曾征发这些人去作战）。
对这些人的征发，本身就有一种让他们戴罪立功的原始蕴意，所以立功者役后均有某种优待。
比如判死罪者征发为兵可以免除死罪，退役后成为自由民；在押囚犯如果愿意戍边，则不仅赦罚，而
且允许其妻子与他们一起落户定居；凡战死军士的子孙由国家收养、训练，并为之组建专门的“羽林
孤儿”作为皇帝的贴身卫队；汉高祖还规定对从军吏卒，依据其功劳大小分别给以免除徭役、世世免
役的优待，等等。
这些优待足以使他们服役之后的身份得到提高。
　　由于长期奉行鼓励军功的政策，秦末汉初，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一个以军功获取官爵的军功地主阶
层，他们大肆兼并土地、强买民宅、任意蓄奴，甚至强迫自由民为其提供无偿劳役。
如曾经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而拒绝汉武帝为其建造府第的大将霍去病，战后竟为其生父“买民
宅奴婢”。
而这还只是颇知廉耻的谨慎举动，至于一般的军功地主就更是胆大妄为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以一定代价替代服役的复除制度。
商鞅变法中规定，努力耕织致粟帛多者得“复其身”，即免除本身的徭役和兵役。
秦始皇时又规定迁到琅邪台的3万户可以免12年徭役；迁到丽邑和云阳的8万户可以10年不事役；汉初
甚至允许农家出钱雇人代役或交纳一定数额的钱财即得免除徭役、兵役。
这种制度实际上是普遍兵役负担原则的重要体现。
但同时，这项制度也说明当时军人的利益未能得到完全保护。
照理，部分人为免除兵役所付出的代价应该被补偿到服役的军人身上，并体现在其退役安置的优待之
中，但史料中并无这方面的记载。
军人利益被肆意侵犯的另一种表现是战争过于频繁，兵源总是吃紧，普遍征发，甚至男女同时参军的
情况时有发生。
这些超义务的兵役负担似乎同样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
　　总之，从安置角度来看，汉武帝以前基本上以还复原籍原业为唯一的安置途径，而且除因军功而
起的优待以外，没有任何差别。
存在的问题是，军人安置中应该具有的某些优待未能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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