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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齐齐哈尔市志稿·民政志》，在编写指导思想、体例结构、

记述范围和行文规范等方面，均按《市志编纂工作暂行规则》执行。

二、志稿篇目层次采用条目式结构，分志为志目，志目下按民政

机构、基层政权建设、行政区划管理、优抚安置、支前战勤、救灾救

济、社会福利事业、社会福利生产、收容改造、婚姻管理、殡葬管理、

盲人聋哑人协会次序，共设1 2个类目和专记。类目下共辖52个条

目。条目为记述实体单位，前后加【】号。部分条目下辖子目，其标

目用黑体字。

三、志稿记述范围，限于齐齐哈尔市区，不含市辖县。但个别涉

及到县的内容，不受此限制。

四、志稿以记述为主，结合内容选配有关照片和表。

五、志稿记述内容(含统计数字)的上限为清康熙三十年(1 691

年)，下限断至1985年末。

六、志稿中数字均按原始资料各历史阶段币值、度、量、衡、面积

等单位，采用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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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齐齐哈尔建城至清末，齐齐哈尔城统归黑龙江将军和副都统

管辖。为维护封建统治，有关社会民政事宜，均由将军衙门和副都统公署直接管理。主要

是建立保甲、赈济灾民、管理墓地及游民等。

光绪十三年(1887年)齐齐哈尔城兴办保甲。10家编1牌，10牌为1甲。不设甲长，统

归佐领专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黑龙江省城划分省城警察辖区，将警防东、西、南、

北、中五段，改划称东、西、南、北、中区。宣统三年(1911年)将5个区改划为一、二、三、四4

个区。

自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至清末，齐齐哈尔遭受重大的自然灾害90余次，当局为缓

和同灾民的矛盾，维持社会秩序，曾采取开仓放粮、免额赋、动员慈善施舍等措施进行赈

济。但因政事腐败，官员私吞，灾民受惠甚微。对流落齐齐哈尔街头的灾难民、乞丐等，虽

多次设收容场所，但都未解决社会游民问题。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省城齐齐哈尔开创商埠后，京津等地娼妓来齐为业者日多，

省城巡警局指定在省城南建“永安里”，对妓馆集中管理。

宣统二年(1910年)两湖(湖南、湖北)客籍人在齐齐哈尔办的“同乡会馆”首先办起

“两湖义地”，从此以民间组织管理丧葬事业兴盛起来。

民国时期的军阀统治阶段，驻齐历任军阀和行政长官，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和社会秩

序，均由省会警察机构和市政机构管理民政事业。

民国10年(1921年)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实行保甲制。民国17年(1928年)黑龙江省

城市政公所将原一、二、三、四警属区划分为4个市政区，原水警区划为五区。

民国初年在省城齐齐哈尔设常平仓1处，存粮10万石。但因连年受灾，农业歉收，仓

粮只减不增，到民国18年(1929年)仓储粮出光后，仓房拆除。

民国3～4年(1914--1915年)黑龙江省巡按使朱庆澜，在齐创办黑龙江贫民博济工

厂和黑龙江女子教养院，接收贫民和收养各地送来的孤儿。

民国18年(1929年)省城兼商埠市政局设立城南官公共墓地，并公布《死亡埋葬管理

规则》，统一管理丧葬事宜。

民国20年(1931年)“九·--]k”事变后，齐齐哈尔人民群众，奋起支援驻齐守军抵抗

日本侵略军的“江桥战役”，出民工、马匹、车辆，运送物资，保证了“江桥战役”的后勤供应。

在沦陷阶段，日伪统治者为镇压人民群众，加强法西斯统治，由齐齐哈尔市公署管理

社会事业和民政工作。

民国23年(1934年)伪满洲国强制实施保甲制。民国27年(1938年)伪满齐市公署实

施区制。区下设保，保下设甲。建立国民邻保组织，全市区设置11个区、183个班、l，998个

一】一



组。 ，

民国23年(1934年)伪满萍齐哈尔市政局举办“义仓”，以备荒恤贫之名，行掠夺之

实。遇有灾害发生，饥民乞食络绎吞绝。根本无粮赈济灾民。民国23年(1934年)伪满齐齐

哈尔市政局接管伪满黑龙江省公署贫民博济工厂，民国26年(1937年)更名为博济院后，

院的房屋被当局占用，经费和生产收入被官吏侵吞，院民则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

民国26年(1937年)伪满市公署在船套子屯建火葬场，为日本人和其它外国人死亡

火化之用。民国27年(1938年)伪满市公署公布《齐齐哈尔市公共墓地使用条例》，成立市

墓地事务所，开始办理丧葬事务。

人民政权建设阶段，民国34年(1945年)齐齐哈尔市政府成立后，设立民政工作独立

职能部门，加强人民民政工作。解放初期，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进行民主建政工作，废除

保甲制，建立民主基层政权，重新编划区、街(村)建置。收容改造游民，解放妓女。对旧址

会遗留下来的游民、乞丐等，通过劳动教育，安置到农村或工厂企业就业。全市区分期分批

取缔了盟所妓院，妓女解放后都得到了妥善安置。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组织军属生产自

救，创办3处军属生产企业。建立西满革命烈士陵园(1965年改称齐齐晗尔烈士陵园)．褒

扬革命烈士。大力支援解放战争，动员l，400余名青年参军参战，2，000多名担架队员到

前线为战勤服务，调动大批军用物资、汽车、马车支援前线，动员市民捐款、献钢铁、晒干

菜、缝制军服军被等供应军需，保证了解放战争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的民政工作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民政工作的主要任

务是搞好基层政权建设、行政区划管理、优抚安置、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救灾救济、社会福

利、婚姻管理、殡葬改革等。

为适应这一工作任务的需要，市政府对民政机构进行过多次调整和加强。建国初改市

社会局为民政局，内设4个科室。“文革”中间民政局撤销，先后成立市革委会民劳组、民劳

局。1972年恢复市民政局，内设7个科，定编29人。1985年地市合并后，民政局扩编，内

设9个科室，定编61人。随着机构的调整加强，民政工作不断深入开展，为制约人们的社

会行为，调整社会关系，改革与规范社会习俗，启动多种积极因素起到了显著作用。

基层政权建设工作。根据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和城市工作的需要，对基层政权组织形

‘式进行过多次的调整。建国初改街、村为街道居民委员会。1954年改称街道办事处，市郊

成立乡人民委员会。1958年改称人民公社分社和人民公社管理区。1965年又改称农村人

民公社。1967年各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当时16个农村人民公社分别成立公社革命委员

会。1983年撤销人民公社，分别建立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1985年共建立乡

(镇)人民政府22个，街道办事处44个。

行政区划管理工作。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的。从1949年到1985年，市

政府根据每个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的需要，进行几次较大的行政

区划调整。到1985年，市区划分为龙沙、建华、铁锋、富拉尔基、昂昂溪、碾子山、梅里斯等

7个区。市区与邻县从1955年至1985年共发生22起行政区划纠纷，市政府与有关县政

府根据省和国务院关于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的有关文件规定，先后妥善处理9起，稳定

了群众情绪，推动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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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抚安置工作。在市委和市动府领导下，市区人民继承和发扬了拥军优属的光荣传

统。在新年、春节、。八一”建军节等重要节日期间，举行座谈会、联欢会，深入部队走访慰

问。拥军优属的“三化”经验已在市区扎根，在全省推广。1967年为缅怀在革命战争和建设

中牺牲的先烈，建立革命烈士灵堂和纪念碑，从1946年至1985年，先后在市区内修石碑

6座。为保证优抚对象的生活需要，采取群众优待和国家帮助以及扶持发展生产等措施，

保障他们的生活和勤劳致富。自1950年起，根据国家有关褒扬条例的规定，对市区的牺

牲、病故、残废军人按时发放抚恤金，体现国家对他们的关怀和生活上有所保障。1950年

至1985年，全市区安置复员退伍军人2．8万余名，他们已成为四化建设中的一支骨干力

量。为使军队离退休干部安度晚年，1981年修建干休所(家属住宅)，先后安置离退休干部

52户。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茸区共动员163名青年赴朝参战，672名担架队员，664名技

工、医生赴朝为战勤服务。捐献飞机5架、大炮1门，加工炒面i77万斤。动员妇女缝制军

装、、陂服、子弹袋等供应军需。为迎送过往部队的饮食供应，设立“军人饮食供应站”，从

1977年到1985年为接待部队过往人员供餐424次，11．4万余人。

救灾救济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救灾救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在抗灾抢险和救

济工作中，帮助人民群众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特别是在1951年和1983年的嫩江洪水、

箱大暴风雪袭击的抗灾救灾中，组织动员一切力量沧险救灾，保障了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

产安全，保证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对城市孤老残幼等困难户，实行临时困难救济和定期定

量救济，自1950年至1985年，救济近lo万人次．国家拨救济款295万元。对市郊农村的

芑弱孤寡残疾的困难户和“五保”户，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困难情况，采取补助劳

‘动日、临时困难补助、实行“五保”、举办敬老院以及生产扶贫等措施，保障他们的生活。

社会福利事业。从1950年至1985年，先后成立生产教养院(后改称养老院、敬老院、

社会福利院)和精神病人疗养所(后改称精神病人疗养院)。从1970年至1985年国家给社

会福利院和市精神病疗稚院分别拨款2 45．7万元和157．2万元。

社会福利生产。从1949年到1954年，先后办起军属被服厂、糖果厂等企业。1956年

后又办起聋哑木器厂、盲人按摩诊所等企业，安置盲聋哑残疾人300人。·1958年，随着“大

跃进”运动的发展，市区社会福利企业发展到365处，生产人员4，755人。后来经过精减调

整，到1963年剩有16处，职工1，027人。1967年根据市革委会指示，民政部门仅有的5

处社会福利生产企业分别交给有关单位。1973"年民政局重办社会福利生产企业4处，职

工220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福利生产企业发展较快，到1985年市区有社会福

利生产企业28处，职工2，842人。

自流人口收容遣送工作。1957年市政府针对盲目流入齐市的自流人员增加的情况，

加强了收容、遣送和安置工作。自1958年一1985年不完全统计，收容14．8万人，其中遣

送回籍的8．7万人，就地安置就业的6．1万人，促进了城乡的安定和工农业生产。

婚姻管理工作。1950年、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和第二部《婚姻法》颁布后，在

向垒t“区人民群众进行反复宣传教育的同时，加强婚姻登记工作，认真调处婚姻纠纷案

件，保护军人婚姻．指导和帮助群众实行计划生育，使《婚姻法》在千家万户得到了落实。自

一3一



1950年到1985年，全市区经婚姻登记机关审查，符合《婚姻法》规定批准结婚登记的30

余万对，办理离婚登记的2万余对，恢复结婚登记的7，000余对，申请离婚经过调解和好

的6万余对。经法院等有关部门检查处理破坏军婚案件28起。在全市区自主的、合法的

婚姻已居于主导地位，民主、团结、和睦、平等已开始成为婚姻家庭关系的主流。

殡葬改革工作。1950年成立市公共墓地管理委员会，公布了《齐齐哈尔市公共墓地管

理暂行规则》，整顿义地，建立双合屯公共墓地。1958年建立市火化场，统一管理火葬。

1964年成立市殡葬管理所，统一承办火葬、土葬、迁葬、寄存骨灰等殡葬服务项目。在。文

革”中，随着破“四旧”的进行，大搞丧葬改革，提倡火葬，使殡葬改革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先

后在富拉尔基、碾子山区建立火葬场。1972年建立齐市革命公墓，维修大乘寺大雄宝殿和

天王殿做革命公墓骨灰堂。1978年市革委会召开“龙沙区平坟深葬现场会”后，到1981

年，通过平毁坟包、大力推行火葬，基本上取消了公共墓地，限制了土葬陋习，到1985年市

区殡葬火化率达94．8％，实现了火葬。

盲聋哑人工作。1963年，齐市盲人聋哑人协会成立后，围绕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

务，根据盲人聋哑人的特点，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技术学习、组织生产劳动等方面做

了很多工作。“文革”期间协会遭破坏，工作瘫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协会恢复，通过

有关部门协助，在安排盲聋哑人就业、举办技术培训、组织自谋职业、开展文体活动等方面

取得很大成绩。有的运动员参加省、全国和国际比赛，获得了优异成绩，为齐市、为祖国争

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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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构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清廷将墨尔根副都统移驻齐齐哈尔城。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墨尔根迁将军府驻齐齐哈尔城。齐齐哈尔城地方军民一切受治于

副都统和将军。有关灾赈恤抚之大事，皆由副都统和将军上奏朝廷请谕处理。光绪三十三

年(1907年)施行新政，设黑龙江行省公署，由黑龙江省城巡警局管理齐齐哈尔市政，仍没

有独立的民政机构，也没有专职官吏掌管民政事务。有关民政事宜均由将军或有关机构管

理。

中华民国时期，在军阀统治阶段，有关民事亦由省会警察机构和市政机构隶属的科室

掌管；在沦陷阶鼹，有关国民邻保组织、社会事业、福利设施，及军事优遇等事项，由市公署

行政科社会股办理。 ·

解放后，1945年11月，齐齐哈尔市政府成立民政科，1949年7月改称社会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适应新形势下民政工作的需要，市社会局改为市民政局，

内设4个科，定编32人。1954年按照省政府关于调整机构的精神，民政局改称民政科，内

设3个组，定编18人。7月，市人民政府改称市人民委员会，民政科同时改称民政局，内设

3个科，定编18人。1967年市革委会成立，1969年设民劳组，1970年民劳组改称民劳局。

1972年市革委会设民政局，内设7个科，定编29人。1980年市革委会改称市人民政府，民

政局内设7个科，定编33人。1985年地市合并后，市民政局内设9个科、室，定编61人。

【齐齐哈尔市政府民政科】

民国34年(1945年)11月24日，成立齐齐哈尔市政府，市政府设一室六科，民政科为

各科室之首。同年12月31日，根据上级指示，市政府实行战略性转移，民政科随同市政府

撤离齐齐哈尔市。

1946年4月24日，市政府迁返齐齐哈尔市区恢复工作。民政科于26日公布办事规

程17条。科内设：民政股、社会股、工商股，编制11人。主要任务是民主建政、扶助工商、

开展生产自救、接管慈善单位和义地事务。在三年解放战争中，组织动员人民参军、参加战

勤服务，在人力、物资上支援前线。1948年11月13日，民政科改为社会科，内设民政股、

社会公益股、战勤股、人事股、外事股。编制11人。除负责上述工作任务外，又增加外侨管

理事务和基层干部任免。

【齐齐哈尔市政府民政局】 ·

1949年7月26日，社会科改为社会局。同年儿月30日，社会局改为民政局，内设民

政科、社会科、干部科、农业科(由建设局划归市民政局)。编制32人。1950年为支援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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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朝需要增设战勤科。这时期主要任务是动员战勤民工，接待慰问伤病员，组织捐献飞机、

大炮和军需物资供给，组织烈军属、荣复军人进行生产自救；发放社会救济，收养孤老残

幼；宣传贯彻婚姻法，开展婚姻登记等工作。1951年7月按照省政府文件精神，成立市人

事局，撤销民政局干部科。1952年6月按照省政府关于调整机构的文件精神，市民政局改

为市民政科，编制为18人。内设民政组、农业组、社会组。1952年12月29日按齐人字85

号文件精神，将农业科从民政科划出，成立市农业科。

【齐齐哈尔市人民委员会民政局】

1954年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市人民政府改称齐齐哈尔市人民委员

会，按现行编制市民政科改称民政局，内设秘书科、民政科、优抚救济科。编制18人。这时

期工作任务是拥军优属、优抚安置；社会救济转同社会福利事业；生产自救转向社会福利

生产，以安置盲、聋、哑、残疾人就业为主的福利生产。1957年市人委移民办公室移交市民

政局，改称移民科，负责移民安置和移民村屯建设资材供应调拨工作。1960年初移民科交

市劳动局。同年4月，嫩江地区专员公署与齐齐哈尔市人民委员会合并，市民政局除负责

市区民政工作任务外，还负责12个县的民政工作。

1961年9月嫩江地区专员公署恢复，地、市分开，市民政局内设秘书科、优抚科、民政

科、社会科。编制21人。工作任务是拥军优属、安置复员退伍军人；城乡社会救济和自然

灾害救济i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收养鳏寡孤独、无依靠的老弱残幼；兴办社会福利生产，安

置盲、聋、哑、残就业l依法管理婚姻登记，殡葬改革；收容遣送等工作。

【齐齐哈尔市革命委员会民政局】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民政局同其它机关一样陷于瘫痪。1967年4月

4日成立市革命委员会，1969年设民劳组(民政、劳动)。1970年，改设民劳局。1972年9月

设民政局，内设秘书科、政工科、民政科，优抚科、社会科、企事业科、民族科。编制29人。承

担优抚安置复员军人、救灾救济、社会福利事业、社会福利生产、归国华侨、民族事务、行政

区划、婚姻管理、殡葬管理、退休管理等项工作。

【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民政局】
‘

1980年7月根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市革委会改称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

府民政局内设秘书科、政工科、民政科、社会科、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优抚科、企管科。编

制38入。同年，民族科划归市委统战部。1982年为加强侨务工作和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管

理，增设侨务办公室、军队离退休干部管理科。1984年，侨务办公室划归市政府。同年，为

贯彻“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法”，促进基层民主政权建设，成立基层政权建设科。

1985年j月，嫩江地区行政公署与齐齐哈尔市政府合并，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民政

局内设办公室、政工科、社会科、优抚科、民政科、政权科、企管科、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

室、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管理办公室。编制61人。市民政局在管辖市7个区民政业务的同

时，还管理儿个县的民政业务。市民政局在新的历史时期承担着基层政权建设、优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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