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州阕致恚

巾翻襄夔。黝-激藏



徐州民政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徐州民政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朱涛
’

副主任委员：王振桓 亓开俊

委 员：王家义 吴开善 郑绵成 张洪亮

辛守田 嵇友金 金永寿 崔维孝

刘廷源 张邦云 崔洪富 袁学信

刘克涛 吴子信 袁传志 王根生

董永琪 ．尹新生 冯如全 韩东洲

王冠文 沙兴甫． 吴民 梁正义

姚清岭 秦祯发‘周耀东 刘月芝

孙仁智 陈玉杰 郑新华 赵福信

孙耒玉 孙长功 侯宜明 刘玉柱

仲继刚 张秀珍 张明勋 宋华远

孙胜明 范兰华 江红

徐州民政志编纂办公室

主 任：亓开俊

副主任：金永寿



徐州民政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朱涛
’

副主任委员：王振桓 亓开俊

委 员：王家义 吴开善 郑绵成 张洪亮

辛守田 嵇友金 金永寿 崔维孝

刘廷源 张邦云 崔洪富 袁学信

刘克涛 吴子信 袁传志 王根生

董永琪 ．尹新生 冯如全 韩东洲

王冠文 沙兴甫． 吴民 梁正义

姚清岭 秦祯发‘周耀东 刘月芝

孙仁智 陈玉杰 郑新华 赵福信

孙耒玉 孙长功 侯宜明 刘玉柱

仲继刚 张秀珍 张明勋 宋华远

孙胜明 范兰华 江红

徐州民政志编纂办公室

主 任：亓开俊

副主任：金永寿



徐州民政志编纂人员

主 编：江红

主 笔：金永寿
’

主要编纂人：江红 金永寿 仝道弘 刁绍勋

赵桂俭 吴丰满 张忠雷 吴民

参与搜集资料：段世栋 梁家谦

校 对：金永寿 仝道弘 刁绍勋 赵桂俭

摄 影：冯一兵 刘正新 薛成

美 编：冯一兵 江红
。

制 图：张殿宝 王殿云 周维俊 沈昭伦

吕子才 刘美芝 刘跃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绪 ，引

“民政工作历来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民政部门都承担了繁重的工作，对完成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任务起

了重要的作用。民政工作属于上层建筑，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为党

的总任务服务。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政部门承担着基层政权建设，

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行政区划、殡葬改革．婚姻登记

等工作。这些工作，有的属于政权建设的一部分，；有的属于社会保

障的一部分，有的属于行政管理的_部分⋯⋯做好这些工作，有利

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促使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有利于鼓舞

部队士气，促进国防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保障优抚，救济对象的生

活，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利于发扬共产主义道德风尚，促进精

神文明建设。因此，民政工作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实现

党的新时期的总任务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重要工作”。

民政部部长 崔乃夫

(1983年4月在第八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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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徐州市民政局局长 名绣
／

第一部《徐州民政志》终于问世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好事!

民政工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行政管理工作，它有着悠久的

．历史，应当加以研究和总结。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今天的中国

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

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

份珍贵的遗产”。《徐州民政志》的编纂出版，就是继承和发扬中

华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结果，这无疑符合全市民政工作者、民政服

务对象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也是承前启后，有益当

代，惠及后世的千秋大业。

《徐州民政志》的出版，对于我们认识昨天，建设今天，开创明

’天，总结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研究认识民政工作的特点，规律及

其地位和作用，探索建立符合徐州实际的民政社会保障制度和体

系。深化民政改革，进一步推进民政事业的发展，克尽．“上为国家

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天职使命，必将会起到．“资治，教化．存

史”的作用。 ．

一w

‘

《徐州民政志》的编纂工作，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准绳，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立足现代，贯通古今，详今略古，存真求
实，努力使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相统一，用翔实的史料客观地

记述孓七十多年来徐州民政的历史和现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徐州

民政工作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徐州民政志》还突出地展现

了徐州解放后民政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年来围绕党的中心任务



所取得的瞩目成就和经验教训。体现了徐州民政工作的社会性，群

众性、行政性、复杂性的特点、以及时代性，地方性：专业性和开

拓性的特色。

在民政志编纂过程中，得到市档案局，图书馆。党史办等有关

部门和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作，得到市地方志办公室同志的热情关

照和具体指导，得到原地市民政局历任党政领导和有关老同志．老

领导以及县(市)、区民政局同志的热心指导和帮助。局编志办公

室全体同志为编好这部志书，寻找大量线索，查阅浩繁史料，务臻

博洽，反复筛选，精心编纂，历时两年零五个月，才得以付梓。

盛世修志，自古亦然。愿这部志书为开创徐州民政工作新局面，

促进徐州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建设有中同特色的民政社会

保障事业．起到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的作用。欣庆之余，谨作

此序。

一九九。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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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序纵向记述，-：体裁形式系用语体文记述，，以志记述为主，辅以记，。：． ．'』

“。7．，，。传、录，‘表j图和照片等。大事记则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结合方!：■、：；

式按年月记述，。词月同日发生的大事，首条注明月日，其下以“△”

标明。i凡无确切年、。月、j日时间的，则放在年，“月末。．：’一，。j

五：’《徐州民政志》编修时间：原则上上限为1912年，下限至

1985年，但有部分章节内容上限追溯到；匡荤重羹奏囊!薹薹冀?‘季主霎=一。 ；? 一?

羹蓁鎏薹雾冀冀羹羹霎|。囊薹茎蓁蓁蠢‘刊羹霎；3囊霪冀4=窭萎|!i雩 ，规定每

个被保险人的最高保险金额以5000元为限o ·j

六、同一被保险人，不论同时或先后投保简身险多份，其保险金额总和

如超过人民币5000元者，保险公司应按照保险单签发先后次序计算，其超

过限额的最后一份保险单的全部保险金额仍负责任，但其余超过限额的各

份保险单的保险金额，不负责任，只还给保户已缴付的全部保险费。

第七章保险手续和保险费的给付

第九条说明

保险手续中应该明确的几点：

一、投保单是签发保险单的主要依据，也是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重要手

续。由于投保时不验体，所以规定投保人应当据实填明被保险人的年龄和

健康情况，并答复有关健康情况的询问，以便保险公司审核能否承保，因而

属隧，o；；，，。；i

r；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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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共建活动为工作重点，积极参与承办县(区)，乡芒社)直接选举工作，、7全面

。普查登记优抚对象-平反冤假错案，搞好烈士褒扬，。改进定期定量补助，：调整

I和提高优抚标准，积极开展拥军优属和“兵民双放心”活动，一进一步做好救灾

‘， 救济和复退军人以及部队离退休干部安置工作等。同时，这÷时期对探索社会 1
一

保障，城乡扶贫．发展民政经济：搞好基层政权，殡葬改革，．婚姻登记等都进
。|

．行了改革创新，对行政区划，收容迁送和民政福利事业单位等也都有了加强和、 ，

， 发展，各项民政工作都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尤其是“双拥”、军民共建工
二

’。作从1981年来徐州几次参加过全国性“双拥”报告会和双拥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 。t受到国家民政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表彰。1988年12月；在纪念淮海战役胜利，

。’40周年之际为褒扬徐州军民双拥成绩，江苏省政府．省军区授予徐州市≤双拥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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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四十多年来，徐州地区民政部门根据各个历史发展时期和实际情况，应 ．1

时立事，应事系人，为国分忧，为民解愁，．；坚定地服务于社会上最光荣和最因．
、

难的两部分人，这就是一部分受党和人民所崇敬的光荣之人_二烈军属．残废“。
，

’

复员，退伍，转业建设军人，．另一部分是需要收容，安置、扶养和救济的人，
‘

尤其是在社会上无依无靠、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的鳏寡孤独的老人(即五 ．

“．’ 保户)，无家可归的孤儿和无法自理和维持生活的残疾人，盲，聋、哑，痴呆， ‘，j

肢体残疾等，民政部门习惯总称前者为“优抚对象”，后者为．“三无对象”和

·． “四残人员”。随着社会时代的推进，国家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民政对象的
‘ ’

i类别，优抚，济贫、扶残，救灾和安置也在不断扩展和变化，促使徐州民政事 ·．

业在任务，内容，项目以及工作方法上都应时制宜地相应发展和变化，逐渐获 ；。

‘

。得了更完善，更丰富，更广泛的社会效益，并不断拓展了民政经济效益。特别 j

“ 是到八十年代初，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徐州各项民政工 j
’

作重点转入到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坚持改革．开拓创新} 。、“j

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是解放以来民政事业发展较快，成绩显著。形势最好 ·j
j。· 一的时期之一，拥军优属工作顺时刷新，“双拥”，军民共建活动更加广泛深入； j

一福利事业机构基本配套．福利生产单位纵横钩勒，开始形成社会保障体系网络； j
一1

社会救济救灾既抓治标更抓治本，由单纯发粮钱式的输血型转为治穷致富式的

。
造血型；扶贫扶优，安置残疾人员等由过去单靠民政一家包揽转为依靠社会力

’

1

量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发展民政事业；改变民政部门历来以社会效益为

． 主，’转入发展民政经济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时并举；以及注重加强民政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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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工作，实行网络化管理等等，都标志着民政工作从封闭僵化的模式中解脱
“

’

出来，走上了放开搞活的新路子，呈现出新时期的政业特色。为徐州民政事业
’

“‘史开创了新的局面。徐州近百万贫民，灾民中大多数摆脱了贫困，基本达到了
。

温饱水平，部分正向小康生活迈进r。绝大多数优扶对象生活相当或高于当地群，

众生活水平f 7“三无对象”．“四残人员”收养：教养．安置，就业数显著上．

一 升，生活有了保证，可以说，‘，全市二百万民政对象基本实现了老有所养，幼有 ．

所育(教)．残有所用、贫有所扶：难有所助．病有所医，灾有所救；而且相 ，

’

当部分民政对象有消费者转为生产者。使他们的能量转化为生产力，为社会刨

t造物质财富，为国家为人民减轻了经济负担。一 一．

-^’

一

。· 彰往昭来，新中国成立后四十年的民政事务工作，，确为徐州的党和政府分一：
‘

了忧，。为人民群众解了愁，为继续开创新的民政事业奠柱了基石，为实现新时
． 期的总任务、总目标和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了大量土作，有

：些业绩如社会福利生产、拥军优属、扶贫扶优城乡五保等。已经荣载于全省，? 。

全国的先进史册。展望未来，徐州的民政工作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徐州发挥．一

更大的作用。， ．， ．’

’

“

．。

7
．

。

t 一 。
一

．

’

．

- j

5



事+记i串 I．L二．，

‘ - J
． 一

。

．_
。t

一

，，

。’

， ：l 9 I 2年- +-
．一

、。

。

_．
～

．

，

’1 ，

、

2月11日：国民革命军北伐进抵徐州、’丰县，雎宁等地，颁行改用公历及 ，

．’ 剪发，放足．7禁止吸食鸦片等政令。。。 ”，
‘。：’- 4二1

’
．

． ．3月 徐州府改称铜山县，徐州城为新设的铜山县县治所在地；邳州改州’ ，‘

一。 为县，各县知县改为民政长。县以下行政区划改为市乡制。
’

。“

。 。

， 4月3日 上海民军石柱义率众约200余人，进入睢城，‘委派张醴泉为睢 j o

， 宁县民政长0．。‘
。 一一 7 7’’

．’”。

‘

： ! 。

：’ ‘5月 南京民国临时政府派沈贞随光复军张宗昌部z到丰县成立革命政
， 。’¨

府，沈任民政长。 ，

． ．

一 ． 。。 n

’9月1日 徐州地区各县，市．乡议会全部成立：‘ 。‘． ：
、

，
． 本年铜山县没大彭(即徐州城区)，’马沟、敬安、柳泉，单集、房村6 ．．

-

。市；．黄集，+毛庄，板桥，。大吴、汴圹，棠梨，榆庄，一汉王，车村、贺村．佟村，

“。 宝光12乡。。
‘

。

．

。
r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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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中旬睢宁大雨成灾j’有的地方水深4尺。当年灾荒严重，农民多外+
‘

’

。
． 流。与此同时，伤寒病流行，数万人死亡。“ ， ’．

：1 ．_．7月19日 王少华被推选为铜山县代理民政长后不久，军阀张勋部队由兖
’

4+ 州卷土重来，威逼王筹措给养等，，王坚决抗争后百般无奈，‘坠楼自尽j徐州各 ．．

．

． 界为纪念他，将县署街改为少华街。 _”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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