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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民政志》出版了，这是我区民政史上的一件大事。

“盛世修志肌，。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传统。 “国。有史，’邑

有志”，以“境往事，诫来兹，鉴兴废，考得失”。历代封建王

朝深知“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

周村区民政局遵照上级有关“修志”指示，抽调干部，’聘请

编写人员，‘成立了周村区民政志编写办公室，在中共周村区委、’

区政府和局党组的领导下，在淄博市民政局民政志编写办公室和 。，

周村区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采取“边采、边访，边写，，的方

法乙时经两年，编写出了二十五万字的周村区《民政志》。，

一一本志书的编写，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党的十二大会议精神，按照“三新"的

要求，尽量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本着“详今略 一

古矽， “厚今薄古"的原则j依据历史资料，去伪存真、博收精

’华、使所取资料准确系统、表文图文并茂二力求反映出周村地区

民政工作的历史面貌和现实状况。 、。 ．一-’

“ ’

二

．j本志书上限一般写至清末，但没有“一刀切"。因周村地域，

1945年以前，一直隶属长山县，是该县的一个镇。地域窄小，人口仅

在三，四万人左右，因之历史资料奇乏。1958年后，从邹平，淄 ，

川陆续划归十个乡镇，但其历史资料皆为原县所取。据此在写法上，

则采取了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方法，贯通古今时序推移地进行记

述；下限到1985，个别章节为将问题记述清楚，延续到1986年，使

“志书’’更加充沛，内容更加翔实，力求起到“资政、教育、存史"
的“三大”作用； 一’

，
．

金书总的布局为章节式，共分十六章，六十节，下分条目，计

二十五万字。这是我区有史以来第一部民政工作系统的史纪，它对

我区的民政工作具有现实借鉴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的刊行，将为我区民政事业的开拓j有所
励展宏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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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周村区《民政志》编写办公室

1989年6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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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求是，一详今略古、用语准确，简明流畅、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为1840年-，下限为1985盆F-个别节章到1986

年；本着“立足现代，侧重现代、因事而异、上溯古代"的原则，

使志书力求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

四、行文层次：全志书共设十六章和附录，分章、节，目三个

层次记述，根据需要个别目以下设细目，部分章在正文前加概述或

小叙，借以概述本章内容或提示记述重点。 ．，’．

五．．记述形式j，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之以图、表、照片和附录，

使本章所述更加清晰充沛。
‘

，

，六：纪年方法：年代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书以全称；世纪、王

朝纪年，’农历年月，。一律用汉字表示；历史纪年，4先用阿拉伯数

字，再用汉字在括号内注明通俗习惯称谓。

七，引用文献、法规，其中数字按原文书写，不加改变，但为

了印刷形式上的统一，将其原文数字竖排改为横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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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民政概述‘、

一．：， ·第一节，民政概念的由来 ，． ；

。。

一、民政一词的起源‘。 “- ．、
。，

’： 上古时代没有“民政”一词，民与政两个字不连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民字古代，

‘是泛指被统治的庶人。‘即通常说的老百姓。．关于政字，除了表达政治的涵义外，通常用。。．。。

一来表达政务，政事．’有一般的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意思。民和政的这些含义对民政概
‘’

1·， 念的兕成是有一定影响的。’．‘， 。， ，z 。。．．．，，‘ ， ．- ；

’。⋯．我国最早使用“民政’’、一词的是南宋徐天麟编撰的《西汉会要》和《东汉会要》，

两个会要将户口、风俗、傅籍、更役、乡役、泛役、复除，置三老、尊高年，赐孝悌力
：’· t田钱帛、恤鳏寡孤独、恤流民、徙豪族、奴婢，治豪猾、杂录、乡三老、乡亭长、甓

，伍、劝农桑、假民田苑、赐民爵，赠醇、崇孝行’_戒奢侈，荒政、蔡厚葬，痊遗骸等列

，一一，入民政门类，形成了初步的民政概念。但是官方学者真正普遍使用民政的概念是在清 。一、

。代，．1它将地方行政、’警政治安、疆里版图、救灾救济、营缮公用、户El户籍，风教礼俗+

一、+和卫生防疫等都概括在民政涵义之中。因其涉及广大人民，当时官方上下往返行文需要 +。

。’。 运用j露布公众，致使“民政，，一词成了一般词语，从此官方学者到民间都普遍实用起

“民政万一词。 ，‘

。

+，，，

。

．一，

，t j ‘t。一有史以来，“民政，，一词这个概念，在内容上有一定的继承性。综其涵义就是国家，-，5，

．对人民的一部份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进行行政管理；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也具有不．
。

同的政治概念，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其民政概念就是统治人民的意思，而在我们共

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里，民政的概念则是帮助人民解决困难，为人民谋福一 ，u，

一、。益o⋯‘一“‘J””’⋯1一“，”。1 t’ 、“一 j

。；1^，，

，7。。 。，。、， ．4，。I，’’，； 。’‘．，，，’，；’⋯．，。．．．． 。。 ．；；’?，‘，} ●’， ， 一÷ 。，， ⋯·
，

_4 -{

． 一二j民政工作萌生与发展，’ ， ’一’一+
～

， ‘7‘ ．÷

‘’ ‘-‘
’，+，

1‘’‘7，

一．?：。0，，据《周礼》记载：西周(公元前十。世纪至公元前七七一年)的中枢机构按天地四时 ，。．～。‘⋯

一～⋯。分天，地，。春÷夏、“秋、冬六大官员，其中地官大司徒的职权范围：⋯’⋯一*。¨‘?⋯√-i。，

，。I，j’E+．’，+1、领土疆域’；-。：j：i，?一|、’．一．一“．。’、一；，：’ ，1‘。’j一’w∥～ 一～’。。|，’．；‘。、一：j

-‘’‘．一．：：2、。行政区划；’·：√．‘=，‘ ‘； 5，-‘．1 z■．j’ 一．-．一÷，‘』、、一?。。’， 7，‘一，．‘·
⋯

一 3、户口：“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

a’． 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鬣疆而沟封之，设其社’√、 ．

N 稷之遗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一．，+。 。． ，，， 4—

4；一 。，．、4、基层政权；．“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阅l使之褶受，四间为族，使之．+，|

1． 一。 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l五党为：!槲，使之相嬲，五州为乡，’使之相宾’’t。．，～‘ ，，

／。|f r‘ ¨ -。 f。 ．’j，，￡ 、， ⋯ t- ． +十，．’’。‘‘，。

．◆
。‘

i 6’．’。。’：‘7：’一j I：7 -⋯’’，}， o√，一。?：。i。l j。■一、，i：‘． ■
·

h-一．：‘ 。t。一-。 ⋯+’?，：，一7／ ，．7 7，、⋯-．∥一‘-．：o j t!：-

：j，√ 。‘；⋯√．5。‘：’√，，√。，⋯，?，。．／乙／ ≯。 。，一：⋯’一。
：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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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救灾：“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目散利，二曰薄征，三日缓刑，四日弛力，
五日舍禁，六去日几，七日眚礼，八日杀哀，九日蕃乐，十曰多馁．十有一日索鬼神，

十有二日除盗贼’’。 ～．一

6、社会救济：“以保息六养万民，一目慈幼，二日养老，三日振穷，四日恤贫，

五日宽疾，六日安富"。 一

7，礼俗：“以本俗六养万民，一日微官室，二日族坟墓，三曰联兄弟，四日联师

儒，五日联朋友，六日同衣服”。

8、移民：“大荒大礼，则令邦国多移通财、舍禁、弛力、薄征、缓刑，，。

根据上述记载，我国的民政事务，早在西周目期就开始了，以后在历代封建社会中，

虽然随着各个朝代的兴衰和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的变化，民政的业务内容有增有减，

并有不同的所辖范围，以及制度和做法，但是一些基本的民政事务，如行政区划、基层

政权、荒政、救济⋯⋯等等，始终是断断续续地做下来的，到清朝末年，由于人民革命

运动力量的逐步扩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的影响，民政的业务范围更加扩大

了，内容更加复杂化了，它不但包括了一些历电传统性的民政事务，而且把相当于现在

的公安、司法、行政、城市建设、卫生和测绘等也都包括了进去，由此可以看出，民政

事务管理强弱它关系着邦国兴衰的大事，因此历代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延续其政权都设

有民政机构。 ．，t

一 ．c
一

1，‘
，

，
●

。．三、历来民政机构的设置及其沿革 。。

一

我国民政工作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据史资记载，在奴隶社会时期，即已开始了生

产救灾．慈养等项工作。随着国家的出现，在两千多年前即设置了民政机构，历朝各-．

代，皆有此项建制，汉朝设置了户部和尚书民曹，三国至唐叫户曹和民部，到唐永徵
‘’

初，因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民’’字，改为户部，五代至清一直沿用这个名称，但至清

朝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也就是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后，清朝政府一

感到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内受人民革命运动的压力，改良主义的维新旗帜，戊戌变法

运动的冲击，清朝政府为了缓和这些矛盾，发布了“仿行宪政"的“上谕"，撤销了沿隋

唐设置的六大部，改设十一部。宣布“巡警民政之一端，著改为民政部”，这是我国历史

上最早的在中央设置的第一个民政部。民政部机构的梗概： “设置大臣、副大臣，左右 ，，
·

丞、左右参议及承政厅、参议厅和民治、警政，疆里营缮、卫生五司。民政部大臣掌主 -。’

版籍整饬风教、绥靖黎物、以奠邦治，副大臣二之，民政掌编审户口，兼司保息乡政，

警政掌巡察禁令，分稽行政司法，疆里掌经界图志审验官民土地j营缮掌陵寝、‘修治道 j?

路，并保守古迹祠庙，卫生掌检医防疫，建置病院，所辖：予审所(后隶大理院)，’路工 ．．

局、教养局、俱遴员分治之"。 ．。

‘r ，⋯ ⋯4=一一一． ．。． 。。’，～j’

孙中LLI领导的辛亥革命，于1911年推翻了清王朝，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设有内务’‘‘’：

部、管理民政事务。1928年蒋介石纂夺国民政府后，改内务部为内政部，管理全国内务

行政事务。’内务部下设五个司。即：民政、统计、土地、警政，礼俗等．五司分辖：民
一

政司，掌地方行政及经费，地方行政区划，地方官吏之任免考核选举、地方自治、征兵
’

征发账灾，’救济、慈善及国籍事项，土地司掌土地征收、移民实边、水利调查测绘及水

源水道保护、水灾防御、疆界整理、图志征集编审事项，警政司掌警察制度厘定及其机关
’ ，

●’
，．

_。z

”

、i ．’ 一．、：’ ’。

，

‘

。 。7 ． ，。

I．‘

‘



设置，警察官吏任免考核、警察经费、教育及行政察警，外事警察、国防、出版登记事

． 项；礼俗司掌厘定礼制、审订乐典，改良风俗、纪念典礼、褒扬、保存管理名胜古迹，
。

管理登记寺庙、僧道和教会立案等。1936年又将原设的民政、统计、土地、警政，札俗 、。

’等五个司，调整为总务、民政、警政、地政、礼俗等五个司和统计处，其中，民政司掌 7．、

，， 地方行政、，行政区划、地方官吏任免、户籍、选举、地方自治、赈灾、救济慈善，国籍、
“

．自来水和不属其他部门职掌的民营公用事业，警政司掌警察制度之厘定、机关设置，警

察官吏的任免考核教育i行政警察、征兵征发、地方自卫、出版品登记及著作权的注 ，⋯

册，地政司掌地政机关组织及经费、地政人员之训练任免、考核、奖惩、土地调查、测 ，’，

量登记、土地使用、土地估价及土地税率、土地征收、都市计划及建筑事项、‘移民实

．：边；礼俗司掌厘定礼制、审核乐典、改良风俗、纪念典礼、褒扬事项、名胜古迹及古物

调检登记、保管、先哲，先烈祠宇及寺庙僧道管理登记、宗教团体管理；统计处掌民

政、警政、土地、礼俗等统计，户籍变动及人口出生、死亡等统计，统计材料编制、刊
7。” 行及其他内政统计事项。 ， ，，’ 。_ 一一‘

各省设民政厅，城市普设民政局，民政厅除秘书室外，设五科。掌管事项繁多，如县 -，

一⋯‘，’+，市行政官吏任危i登记、考核，辞职，离职、视察、监督，编拟行政法规、训练公务人‘

员、县市行政区划、地方经费，风俗调查，纠正改良、考察礼制宗教、褒扬恤典，调查 ．

“

．保存古迹古物名胜祠庙、公共卫生，卫生机关设置监督指导，防疫、医生药店检查及医

药人员考核、赈灾、社会救济、烟赌禁政、劳资争议、主佃纠纷、取缔高利贷、县、乡
：，’ ．仓储、工会立案、人民团体的立案与监督、绥瑶化黎，合作事业、地方自治、选举、监。?’

，督保管地方公款公物，区乡镇的编制、县市地方武器等等。 ， ～，一

，．‘．．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于1931年开始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同年11月7日，在．

，。江西省瑞金县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中央。+，，。

工农民主政府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内务部等十四个院、部、会

一·j组。成立了人民委员会，推选出九名中央执行委员，主管各方面工作。内务人民委员是．
’

．九名委员之一。’各省苏维埃政府也设省的内务部，城市苏维埃则设内务科。、 j
， -’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将“苏维埃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抗． ，|，’，

·日战争时期，在敌后逐步建立了陕甘宁、晋察翼、晋绥、晋翼鲁豫、，山东和华中等抗日j，

．-- t根据地，同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抗日民主政权—二边区政
“‘

j 府，边区政府设置民政厅(处)。边区政府下的行署设立民政处，专署和县则设民政科主。‘

j‘ 管民政工作。《晋翼鲁豫边区政府组织条例》规定：“民政厅掌理行政人员、任免，土

，、 地行政，选举、户籍、卫生行政、赈灾抚恤、优待保育、社会救济、婚姻登记，礼俗宗 -

．． 。o教、+劳资及佃业争议、战争动员、军事支差：人民团体登记、’取缔娼妓赌博盗窃缠足、
一t 禁烟禁毒、动员人民及其它有关的民政事项"，晋察翼边区行政委员会民政处的工作范 ‘一，．

，’4 围更为广泛，如：“各级政府的建立，撤销，改隶j合并、t各级政府及村政机构的改革 ’。

·。

与健全，各级政府编制经费、颁发印信，．购枪买马、干部任免、调动、．考核、奖惩，训，。 一

、一 ．’练、褒恤、保险、救济、行政区划、社团、民族、宗教、社会礼俗√社会治安、．妇女、 o；

。’一婚姻、儿童保育，敌伪工作，卫生行政，‘户籍、禁烟禁毒"等均属其掌管范围。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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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了政务院，下设内务部，管理全

国民政工作。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也都设立了民政部。各省市自治区设民政厅，大

城市设民政局，专署和县设民政处、科，民政机构遍及全国。 ’一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召开第·次全国民政会议，确定了民政工作任务：“民·

主建设，优抚、复员安置、社会救济、生产救灾、困难补助、地政、户籍、国籍、行

政区划、。边界纠纷，社团登记、婚姻登记、民工动员、’移民安置、游民改造、老区建设、+

宗教．侨务，，等，建国初期，在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稳定社会秩序，建立巩固民主政权，

．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民政部门灼工作是首当其冲的，．它围强党的各个时期的中心任
，务，开展了资遗安置大量战俘，和国民党的散兵游勇，疏遣了大批流入城市的灾民和贫

。苦农民积极组织城市贫民生产自救，收容了大量流浪街头、无依无靠、无法生活的老，一

残、儿童，改造了所有旧的慈善集团，处理了所有外资津贴的救济机关，实行禁烟禁

毒，封闭妓院，收容改造妓女，乞丐和游民。 ? 一9 。

。1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随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程，民政工作则以优抚：复员安 ；’

‘置，救灾，社会救济为主要业务，同时还承担了些政权建设中的具体事务和行政区划、’

收容迁送，婚姻登记、殡葬改革等。～：． ：。 ，|．，：，
”

．’．
j 一 4”．

’

，经济建设时期，民政工作，在继续加强对优抚．复员安置、救灾救济工作的同时，’

发展了社会福利生产和社会福利事业，随着国家机构的调整，中央决定将户政，地政。．．‘

移民等工作交有关部门主管。 一’一，， } ，’， ．彳 ：

t一：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中，内务部于1969年被撤销，中央政府失去了主管民政
．．+ 的专职机构，民政工作的一些方针，政策被搞乱，许多民政干部；}fi优抚对象遭受诬陷、

打击，迫害，民政工作受到很大损失。一 ．- ， t，⋯ ‘r}，、
一 t’一

■’I+‘，。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2月五届人大通过新宪法，决定设立民政部，对各级民

政部门作为业务指导，确定了民政部门主要业务：优抚、复员安置、‘生产救灾、社会救

济i社会福利、行政区划、婚姻登记，殡葬改革以及党和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从，．'’

，、1979年下半年民政部门还承担了县社两级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的具体事务，1982年h‘，’j 1．

’． ；中央决定把基层政权建设列为民政部门的一项主要任务。， ．， ‘_。。 ，’

，|。：：。。．四个现代化建设时期民政工作的任务，7在内容上具有三个要素。即：要充分反映民+
一。 政工作的本质特点，耍反映民政工作的目的性，要反映实现任务的主要手段。1982年7 7一．‘

￡。月26日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上提出了新时期民政工作的业务指导思想是：。“解放思想i一；5j。’

改革仓Ij新、扶贫扶优j治穷致富、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事业和基层政权体制，为 i 7。

- 实现新对期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矽．。1983年4月第八次全国民政会议确定，在新的j ，‘

，历史时期民政部门主要任务是：基层政权建设，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行政√；1 ，

+：‘区划、殡葬改革，婚姻登记等等，这是新时期民政工作任务的概括表述，’是新时期民政 ■+

’-’工作任务的丰富和发展。’ 一．”．：， 。一’”。7：”，、”+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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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民政工作的性质
∥

’，。

i～ ?

4 ‘

，’‘q‘t · ’ ‘’， ， 4‘ ● 』 ‘’

．一，。 ，社会主义社会民政工作的性质，就是民政工作区别于其他工作的特殊的本质，民政工·’-

作的具体业务较多，从表面上看，‘这些工作之问似乎没有什么共性，不应共存一体，，但

一，⋯，+』：4．7、，～，'，“1．√1 i—f_’，：，7．．‘一，_，’|。⋯ i。’j．|_- ，’



深入探讨，它们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具有共性，其共性就是所有这些工作，都是面向·

‘社会上的人。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民政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朱德同志也说过：“民政部

’门就是人民群众的组织部，人民群众有什么困难、确什么问题，就找民政郝f-I"。陈毅同志

也说过：t“民政部门是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老一辈革命家的概括论述，为我

，们分析民政工作性质特点，奠定了思想基础，这种做人的]二作，是以政治的，思想的、

物质的多种形势来实现，而又都是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性质。归根到底，民政

n‘部门的各项工作都属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范围。⋯，t。 -· ，

，．一

⋯“

民主不能仅仅理解为民主生活，首先是国家阶级性质的根本翩度。作为国家制度的

民主，同时也就是专政。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讲到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

一的民主时，强调要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其意义就在于保卫国防，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的国家政权，必须加强军内外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我军每个战斗成员都具有高度的自我

t牺牲精神，1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革命的作风，使人民群众树立国防观念，为国防建设出‘，

努，为保卫袒圈献身，。使我军始终保持坚强的战斗力和雄厚的后备力量。毛泽东同志的，‘一

人民战争思想，仍然是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军队和人民之闻的团结，人民对军队的’+

全力支援，仍然是力量的源泉和胜利的保证。民政部门主管的烈士褒扬，优待抚恤，退

伍军人安置和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管理等工作。在以上各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是鼓舞部

队士气，推行义务兵役制不可缺少的工作，也是发扬革命传统，提高人民群众的爱国主

’义思想和国防观念，。加强军民军政团结所必需的工作。也是建设人民军队、巩固人民民。

’主专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

， -；
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并由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这种形式，充分体现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

是任何国家政体和民主所无法比拟的。党的十二大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7

义民主的任务，民政部门承担的基层政权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建设工作、选举的日常

工作，以及地方政权建设、行政区戈Ⅱ等，它们分担着改革和完善国家政治体制和行政管

理体制，发展基层社会生活群众自治的任务。

民政部门主管的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婚姻登记等，其任务就是为实施宪法有关规

定保障公民从国家确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穗l婿嫡自幽、结社自由的权利。这是社会

主义民主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的重要标志，在社会主义阶段，为了逐步减少在遵守按劳

分配原则的情况下，还存在着物质不平等的因素，国家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部分中提取

，一定比侈li的社会保证资金，使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能够得到 ．

实际的帮助，在一定程度上平等地享受不断增长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福利。并通过宪

法，立宪使公民的这种权利得到保证。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表现。 ‘．

综上所述，民政工作属于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政治范畴，但它又具有“三性，，，即社

会性、，政治性、行政性。所谓社会性，通常所谓社会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

。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总体，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我国的民政工作具有明显的社会性，

首先因为它的特点，是根据社会主义的性质，‘实行国家对社会的管理，是一种具有社会

性的社会工作，同时也由于它的特点是通过各项业务，为人民谋福利，成为党和国家联

系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纽带。这种社会性反映在它的全部活动宗旨与活动特征上。如基“

层政权建设、社会保障，行政管理，拥军优属，改革旧的社会札俗等等。即要作好社会调



查，交流工作经验，又要当好党政领导的参谋，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所谓政治性，民政工作厉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贯彻党的总路线、总任务和方针

政策，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政工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

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明确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为党和国家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的方向，这些都是民政工作的政治性
的根本所在。 。

一’j

。-所谓行政性，民政部门作为国家的行政机关，行政性自然是它固有的属性，不论政

权建设、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都是通过不同的行政活动，发挥社会工作的功能，保证国

家职能的实现。如：优抚与退伍军人安置、审批烈士，评定填发残废证，制订定期定量补

助标准，办理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婚姻登记工作等。民政部门在其行政管辖权限之内，

依据宪法、法律、经上级政府批准，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如决议、决定，规定、命

令、通知、通报、公告、布告、公函、信函等等，民政部门可以运用国家的强制力量维护

这些法规文件和具有法规效力的文件推进工作开展，并且用以支配和管理民政事业经

费，从物质上保证民政工作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所以说民政工作是通过一部分政权建

设，一部分社会保障，一部分行政管理，调整社会关系，处理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

的社会行政工作。 ．， ．

第三节 民政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

一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政工作对医治战争创伤，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解决旧社会

所不能解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对稳定社会秩序，建设人民民主专政政权都起了重要作

用。在抗美援朝中，各级民政部门通过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参军参t战，拥军支前，和优

抚、安置工作，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

发展。

，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在全国胜利完成以后，国内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工人阶级，

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党中央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

’总路线。1953"年国家开始了确计划的建设。这个时期的民政工作，帮助烈军属和复员转

业军人积极参加合作社运动，做好乡、县省(市)选举人民代表的日常具体事务，对在社

． 会主义改造中被淘沐下来的人员组织好生产自救或进行社会救济，帮助大批灾民解决好

生活困难和其他一系列工作，在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调动亿万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

道路的积极性，促进三大改造的完成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政工作大量地依靠社会和集体力量进行优抚、．救济，大力

．发展社会福利生产，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对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到了积极的配合

，，作用。在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时期，民政部门帮助人民群众渡过暂时困难起到了重要。

作用。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平定西藏叛乱和粉碎蒋帮妄图窜犯大陆的军事冒险中，

民政部门做了大量的支前、民工动员和战后抚恤工作√为保卫祖国做出了贡献。．

一十年动乱中民政工作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与摧残，粉碎“四人帮’’以后，民政工作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努力发挥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作用。承办县(区)社两级直接选举的具体工作，普查登记优抚对象，平反优抚

对象中的冤假错案，改进定期定量补助，调整和提高抚恤标准，落实普遍优待政策，加

强烈士褒扬，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支前、抚慰，在接受安置退伍军人，扶助他们勤劳

致富，农村救灾救济、扶贫，以及城市整顿社会福利生产和社会福利事业，收容遣送流



～
．j

证明书、召开优抚对象代表大会，欢送、欢迎老【lI防御作战参战部队；作好了生产救灾J、
社会救济、五保供给，扶贫扶优等等。这些工作起到了“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
愁"的积极作用o|，

．

．．’⋯
．‘+，

今后，我区的民政工作，要紧紧依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

策，在不断发展了的新形势下，向更高更深的方向发展，为振兴周村经济、提高人民的

生活水平，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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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村，在第一次解放(1945年8月28日)前，原辖于长山县j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

。开为商埠。历时数百年，享有“旱码头"，“金周村’’、“天下第一村’’之称，因地处

军事咽喉要道，清朝以来，常驻有重兵，据嘉庆《长山县志》记载：防官二人，——在

周村，马兵弓箭手十六名，步兵弓箭鸟枪手三十五名，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周村

驻有国民党一个步兵师，日军占领时，侵略者将周村视为胶济线上集结军队的重地之

一o
： ．’，‘

。 ‘：． 。7。．． ’‘，： √

，1945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解放周村，．经山东分局批准，，将周村建为特别

市，辖于渤海行署。1946年6月、1947年2月，周村第二、三次解放，都称周村市。

’1948年3月周村最后解放，正式建立健全了周村市政权，俟后，经1961年j 1970年几次“

区划调整，从邹平县，淄川区划入了几个公社，．形成了周村区现行区域范围。据1985年

统计局资料载：有3个街道办事处和11处乡镇，总人口266t 181人。．。

三个街道办事处，设26个居委会(王村滇1个)，71，524人。其中，丝市街处事处：

11个居委会j 19，642人，丝绸路办事处：7个居委会，31，576人，下河街办事处：7

个居委会，’12，543人。宝山分局7，763人。、 ．‘ √

“

十一个乡镇，计216个村委会，194，657人。 ++ 。
，、

周村乡：12村，27，406人
’

。 。

‘．’．南阎乡：34村，21，329人 ． 一 ．， ，一一 ‘。。，
。

。张坊乡：11村，10，256人‘ ．：
。’ ，。

一南营乡：12村，10，401人

．，大姜乡：17村，14，636人。
’

．’， ，’

高塘乡：14村，11，130人

贾黄乡：16村，13，338人

八里乡：．23村，15，418人

彭阳乡：21村，14，397人

萌水镇：36村，28，547人

王村镇：20村，27，799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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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二节．民政局党组织沿革，。。 ， ，j’，

． 周村区民政局党的组织建设。1981年3月份以前建有党的支部，设支部书记，支部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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