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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篇　政　治

第一节　县人民武装部

一、机构

乡城县人民武装部（简称“人武部”，下同）是同级地方党委的军事部门和同级地方政府的

兵役机关，接受上级军事机关和同级地方党委的双重领导。1990年8月，根据参动字〔1990〕54号

文件要求，乡城县人武部收归军队建制，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乡城县人民武装部，为正团

级单位，隶属四川省甘孜军分区，设军事、政工、后勤3个科和办公室。2005年，乡城县3个片区工

委、12个乡（镇）中，除黑达片区、学竹片区外，均配备了专职人武部部长，享受正科或副科级待

遇。1991年～2005年，乡城县人武部历任部长为四郎达吉、曹其铭、孙礼、张青康、牟文高；政委

为仁青、熊朝军、赵定成、李超、李建松；副部长为苟立学、彭错、袁家祥、布泽仁、韩源、王永

全、吴乾志。

二、民兵    

1991年～2005年，经过县人武部的几次调整，全县实现了民兵规模适当、布局合理，并逐步

把民兵工作重点放在了提高民兵质量上来，每年都要对新任职民兵干部进行30天训练（含3天政治

教育），有所侧重地安排训练内容，使参训兵力始终保持在实力总数的80%以上，做到了人员、

时间、内容、效果“四落实”。还从“基干”民兵中择优挑选，组建了县、乡、镇3级民兵应急分

队。据2005年统计，全县18岁～35岁的服预备役总人数4 685人，“基干”民兵总数为600人（含退

伍军人81人，地方专业技术人员51人），编为2个营，12个连，38个排，114个班。同年，确定预征

对象128人。全县建立健全民兵党团组织16个，机关民兵应急分队94人，辖3个排，设立了临时党支

部、团支部和军人委员会。

三、国防教育

1991年～2005年，乡城县国防教育委员会通过广播、板报、挂图、橱窗、讲座等形式开展国防

教育，共开展大型教育活动8次，印发各种教育资料、图片23 00余张，图书310本（册），受教育

群众达1.69万人次，举办专题报告会4场，受教育民兵3 600人次。 在县委党校开设国防教育课，每

年对拟任区科级干部进行1～2次系统的国防教育，年培训干部350人次。在中小学开设了国防教育

课，利用新生入校的时机，对中小学生进行国防常识教育，每年培训学生500人次。增强了全民国

防观念，提高了全民国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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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城县  志（1991年～2005年）

四、兵役

1991年～2005年，全县共征集义务兵11次132人，县人武部自成立以来无一例退兵现象发生。

全县登记在册的应征公民有128人。15年来，共安置退伍军人68人。

五、拥政爱民

1991年～2005年，机关民兵应急分队参加抢险救灾和完成急难险重任务9次，组织民兵治安

小分队参加维护重大节日和敏感时期的社会治安8次268人次，参加义务巡逻和养路护路11次198人

次，参加抢险救灾46次5 320人次，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力量。

六、营房建设 

2000年以前，乡城县人武部营房属于20世纪50年代部队修建的旧营房。2000年5月至12月，筹

集资金98万元，修建1栋人武部干部宿舍楼。2003年，新建1栋2 313.49平方米的人武部办公用房、

民兵训练基地综合楼，完善了300余平方米的综合训练场，种植绿化草坪300平方米，新建120米的

营区围墙。

七、支援地方建设

1991年～2005年，共组织发动民兵1.5万人次，为“三老”人员和“五保户”修房造屋、挑水

劈柴、抢收抢种，修筑便民公路15处30余千米，疏通人畜饮水渠12处2 800余米，抢修被洪水冲毁

公路50余千米、桥梁8座。干部职工主动为联系点、建卡户捐款3.5万余元，衣物280余件（套），

粮食1 500余千克。发动民兵植树1.5万余株，修路90余次，搬运土石方2.3万立方米。

第二节　武警中队

一、军事工作

1991年～2005年，武警乡城县中队严格按照军队基层建设纲要，紧紧围绕新时期部队建设总体

要求，贯彻“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方针，采取精讲多练、循序渐进、因人施教和开展练兵竞赛

活动等方法，着力提高军事素质，为打击犯罪、处理突发事件和担负临时勤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乡城县稳定工作提供了可靠保证。武警乡城县中队历任队长为王尚利、李其民、毕太禄、贾秀

山、万应栋、周林军、刘怀忠、赵长山；历任指导员为张云清、李长林、王尚利、梁明学、贾秀

山、任成科、刘建清、唐爱军、李吉生。

（一）看守勤务

1991年～2005年，武警乡城县中队执勤工作广泛开展“三个一遍”活动，和目标单位签订《安

全责任书》，落实“挂牌执勤”、“双向监督”和“联系日”制度，完善监督机制和部分执勤设

施。长期羁押犯人在30人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