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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民政志》在欢庆建国四十周年之后，终于编纂完成。这是常

州民政史上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它的问世，无疑对我们“研究过去、

调查现在，开创民政工作新局面"有着十分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

编纂民政志，是时代赋于我们的历史任务，是民政事业改革与发

展的要求。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省民政厅《民政志》编纂委员会的

统一部署和指导下，我们党委自始至终把这项工作列为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部分；列为民政部门思想，业务建设的一部分。经过几年来全市

民政战线同志们和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较好地完成了编纂任务。使

常州地区第一部民政专业志顺利诞生，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它既是常

州市地方志书中的整体组成部分之一，又是全市民政战线同志的一本

较好的历史教材。

‘常州历史悠久，但解放前，民政事业寥寥无几。解放后，在党的

民政工作方针指引下，许多从事民政工作的领导和同志，为开创民政

基业辛勤工作，开拓前进，创建了各项民政福利事业，并使之达到了

一定规模，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通过《常州民政志》

对近代常州民政演变和当代常州民政工作发展过程的记述，真实地反

映了常州民政的历史面貌和现实状况，便于我们总结经验，找出规

律，改革创新，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振兴中华，建

设常州服务!
‘

民政是历史的产物。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它是阶级统治的工

具9在社会主义社会，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为广



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行政性社会工作，有着多种职能和多重功能，任

务繁重而艰巨，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为了适应新形势与新任务的需

要，民政工作的改革必须深入，自身建设必须加强。《常州民政志》

的编纂完成，必将为全市民政工作的改革和民政部门的建设发挥出

它“资治、教化、存史’’的积极作用。

借此机会，祝全市民政战线的同志们继往开来，在未来的事业中

取得更新的成绩l在第九次全国民政会议各项方针指引下，共同为迎

接常州民政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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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常州市民政局委员会书记 张西文

1989．10．15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求实、存

真"精神，客观真实地记载常州民政史实。详今略古，古为今用。

二，本志基本断限上自1840年，下迄1987年。总述与个别条目出

于事物的完整性略作上溯下延。

三，本志采用条目式编写。设置类目，条目、子目三个层次，志

前设总述，总揽全局揭示特点，总述以下是各类目，类目前设简述，

提示大要，贯通内容。类目下为条目，用中括号。条目下为子目，用

小括号，均为记述实体。必要时在子目下设细目，用黑体字。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图，照，表、录等各种体裁，卷首设

序言、凡例、总述，大事记；主体部分共设十四个类目，具体记述各

类民政史实，卷末设附录，编后记。 ．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中数字除习惯或专用术语外，

一般用阿拉伯数字。解放前之纪年，采用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解

放后采用公元纪年。大事记体例采用编年纪事本末体。

六、载入本志革命烈士英名录的为常州市区和牺牲在常州的外地

籍的革命烈士。对五位著名烈士作了传略。

七、本志记述范围以常州市区为主(含郊区)，1983年市管县后，

有重点、有联系、有选择的记述市属武进、溧阳、金坛三县有关内

容，不作全面伸延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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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述

常州(解放前为武进县城)地处江苏南部，历史悠久。古称僖三吴

重镇、八邑名都"。自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升为郡治后，成

为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民政机构及其职掌也同样有着悠

久的历史和占有重要的地位。清代，知县集户籍丁口、赈灾救济，礼

俗风尚诸民政要务于一身，并先后设置户房、民政分局，巡警局掌管

具体事务。民国年间，武进县民政署、县公署、县政府先后设总务

课、第一科、社会科、民政科掌管户政、地政、警政，禁政和民治、．

赈济、劳军支战、公益卫生、慈善捐助、难民收容等民政事务。常州

城内自清至民国设置的济贫，养老、育婴、收容等救济慈善机构先后

约有36处，还有临时设置的一些赈务组织。但由于旧政府腐败，不加

管理，大都名不符实，流于形式，贫苦百姓受惠甚微。有的则为少数．．

政客、官僚所操纵，成为统治人民和愚弄人民的工具。解放前夕，流

浪街头的游民乞丐和无家可归、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的孤老残幼约

占常州城内人口的1．3％，高达2000人以上，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

艰难，民政事业奄奄一息。’

解放后，常州市民政部门在中共常州市委和常州市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积极贯彻上级民政部门的各项民政工作方针政策，大力开展各

项民政工作，建立了完全新型的、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民政工

作体系，发展了民政事业，成为社会行政管理和社会保障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份。列为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之一。

在解放初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常州市民政部门在大力进行民主



军支前的基础上，针对旧社会遗留的社会贫困现象，及时开

灾救济工作，积极进行社会改造，安定人民生活，逐步建立

政管理!奉制和工作秩序。在此期间，民政部门承担的主要任

管旧武进县有关机构、人员和“慈善事业”，废除伪保甲，

区域，建立基层政权；拥军支前，抚恤优待烈军属，慰问安

和复员军人；以工代诞辰，发放救济粮、款，全面开展救灾救

济工作；收容遣送改造流浪乞讨人员，安置社会孤老和其他残疾人

员；主持宗教、民族、侨务登记和人事、户口、土地的管理工作。

1953午后，户政、地政、人事等工作划出，民政工作以优抚安置、社

会救济、基层选举为主，同时开展生产自救，抓好婚姻登记、殡葬管

理和游民的进一步收容、遣送和改造工作。1956年以后的十年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各项民政基本业务进一步深入，重点发展了社会福利

生产和社会福利事业。(1)全市社会福利厂、组有了很大发展，形

成民政工业系统，产值、产量在全市工业中占有一定比重，为地方工

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最高年产值达12700万元，拥有生产人员18229

人，大部份民政工作对象走上了生产1作岗位。(2)社会福利事业单

位有了相应的发展。1957年生产教养院分设婴儿院，1959年单独设置

常州市敬老院和老残教养院，新建常州市精神病疗养院，1961年重建

常州市火葬场和殡仪馆，使民政福利事业初具规模。(3)优抚社会救

济工作纳入制度化和经常化的轨道。在合作化的形势下，郊区农村逐

步推行优待、供给、补助一起抓的新格局，形成春评，夏检、秋兑现

的制度。城区定期和临时补助、救济I￡作也得到进一步的改进和完
j上．

音o

“文化大革命"的10年间，民政工作机构和民政干部队伍严重削

弱，各项事业萎缩不前，正常的工作秩序受到干扰。 “文化大革命”



后期的1973年，社会救济经费达到12．52万元，是1966年“文化大革

命”初期的1．84倍，社会救济补助对象大量增加，鳏、寡、孤、独及

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对象，生活保障受到严重影响。盲聋哑残人的就

业安置人数只占有劳动力的65．4％。

1976年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市民政部门根据

党在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任务和总目标的要求，进一步明确

了新时期民政工作的性质、任务、特点和要求，加强了民政机构和民

政干部队伍的建设。在第八次全国民政会议和金省第十三次民政会议

精神指引下，不断探索，勇于实践，逐步实现了民政事业由国家包办

向国家、集体、个人一起办的转变，I由救济型向社会福利型的转变；

由单纯供养向供养与康复并重的转变；由封闭式管理向开放式管理的

转变，’使常州民政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历史新阶段。

在社会保障方面，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发展社会福利事业

和基层社会服务保障体系。逐步形成了以国家举办的社会福利事业单

位为依托，以街道居委员会为支撑点，以社会化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服

务网络。为推进全市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发挥了其他部

门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期间，市区区、街道两级都建立了社会保障

委员会和基金会，18个街道建立了老年人活动中心。以社会福利院为

依托，共有227个孤老包护组和5所街道敬老院和福利院，并着手建

造全省第一家老年公寓，积极向社会开放。精神病患者的收容，已逐

步发展为群防群治，全市组建起57个丁疗站和284个看护组，使精神

病患者基本上都得到相应的管理和服务，精神病人收容所已发展成为

体育，文娱、劳动，药物，心理相结合的功能齐全的精神病专科医

院。残疾人福利也有了重大发展。1986年新建成420平方米残疾人活动

中心‘，．为全市残疾人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娱乐、体育活动场所，残疾



体育、文艺比赛，多次在国内外获得荣誉。在社会关注下，残疾儿

童福利工作进一步开拓，积极举办培智学校和低能班，开展读书康复

活动。儿童福利院己办成残疾儿童的康复中心。

1986年，国家科委、民政部等21个部委确定我市为全国社会事业

发展综合示范试点城市之一。民政事业和社区服务网络的规划与发展

受到部、省领导的肯定与赞扬。在三县农村以双扶(扶贫．．扶优)为重

点，以一厂(福利厂)一院(敬老院)一所(军地两用人才介绍所)为基

点，初步理顺和沟通了农村各社会职能部门的相互联系和协作，发挥

了各部门在开展农村基层社会保障二亡作中的作用，探索和创建了一

批农村社会保障委员会，储金会、基金会，开展了扶贫救灾保险，

增强了农村基层社会保障工作的整体能力。自1983年开始扶贫以来，

至1987年全市累计扶贫23343户，投入扶贫资金730爹；万元，脱贫率达

47．4％，部分贫困对象开始走上了富裕的道路，单纯的救济已为积极

的扶持所代替。农村老人也由分散供养逐步向集体供养过渡。全市

141个乡镇已建敬老院118所，入院五保老人1743人，占五保老人的

20．98％，供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社会福利生产作为安置残疾人的主

要途径，已成为社会保障事业的重要支柱。通过深化改革，社会效益

与经济效益逐步提高。1988年全市城乡福利企业达384个，安置残疾

职工9837人，占职工总数的42．77％，年产值达5．5亿多元，年创利

2619．34万元。形成了以市，县民政部门直属企业为骨干，以街道、

乡村福利企业为基础的社会福利生产网络，壮大了民政经济力量，为

残疾人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安置场所。特殊社会保障的优抚事业在改革

中不断完善。城镇义务兵普遍实行了优待，军人家庭服务中心普遍建

立，普及率达96％。开发使用军地两用人才和先安置、后入伍为复员

退伍安置工作开辟了新的途径。投资190爹；万元落成的烈士陵园，列



为全省重要的革命纪念地之一。投资180万元的军供大楼，为军队的

供给和需要作出了贡献。

在基层政权建设方面，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

展努力打好基础。全市民政部门参加了政社分设和建乡工作，实行了

镇管村的新体制，强化了政府部门．工作和经济工作，促进了生产力的

发展。与有关部门配合开展乡镇干部培训工作，．帮助乡镇理顺各种关

系，明确职责，提高了工作效率。群众自治组织进一步整顿健全。经

过试点，在全市农村贯彻落实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结束了农村长

期实行行政管理的历史。城市居民委员会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和制度

建设，颁发了《常州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暂行规定》，建立了街道居民代

表会议制度，开展文明居委活动，推进了基层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在社会行政管理方面，为促进社会环境和道德风尚的好转，实现

社会行政事务的规范化，法制化作了积极的探索与改革。．殡葬事业在

改革中逐步发展。全市殡仪馆已发展到9所，火化率稳定在98％以

上。移风易俗，节约治丧已深入人心。殡葬设施进一步完善，服务措

施进一步加强。城区的殡葬服务网络和农村的红白理事会，把殡葬管

理工作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轨道。婚姻登记加强了法制化，规范化建

设，清理了违法婚姻，颁发了《婚姻登记实施细则》，增强了群众的法

制观念和执行《婚姻法》的自觉性。收容遣送工作为社会的综合治理发

挥了重要作用j维护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行政区划更趋合理，调整了

区，乡建制隶属，进行了以区带乡的试点，适应了城乡建设发展的客

观需要。城乡地名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开始了正常化的管理o

‘随着民政工作的改革和开放，全市民政部门的自身建设得到了加

强。干部队伍基本稳定，职T．素质不断提高。甘作奉献的职业道德和

“孺子牛"精神进一步发扬，团结，进取，实干的精神风貌已在干

-§·



部、职工中逐步形成。与此同时，各局属单位的环境面貌也有了根本

改观。自1981年以来全系统共投入基本建设资金987．65万元，建筑面

积达到39680平方米，建造职．【宿舍121套，多数单位的职工住房问题

已得到解决。

第九次全国民政会议指出： “参与社会环境治理，充分发挥稳定

机制的作用；是时代赋于民政部门的任务。"今后我们将更加自觉地

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强化社会稳定系统的管理，充分认识民政工作“上

为国家分忧，下为群众解愁”这一特色，做好各种社会调节工作，保

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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