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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福安的民政事业历史久远，

占有重要地位．为存史，资政、

编印了这本《福安民政志》．

内容丰富。在福安地方史上

育人之目的，我们组织力量

这本志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科学性．民政部门工作内容庞杂。头绪繁多。业

务范围广泛。但是本志在叙述过程中不是事无巨细，面面俱

到。而是抓住民政业务的主要方面，纪事为主，依事分类，

横排纵述，详略得当，比较科学地反映事物的内在联系，使 ．

福安市历史上特别是解放后卯多年的民政工作眉清目秀，一

目了然．

其次是准确性．本志书的编撰者认真严谨，言必有据，

为充分占有材料查阅了许多档案资料和其他有关资料，对志

书内容持科学的审慎态度，务求其真．遇几说并存现象，编

撰者均反复比较，去伪存真，力求准确地反映历史原貌。
。

再次是现实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历史不外是各个

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

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

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

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马恩全集》第三卷第51-52页)

今天的民政工作是昨天的继续和发展，由于志书比较科学、
’

准确地记述了福安民政工作的昨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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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现实工作的借鉴意义和对青年一代的教育意义就不言而

喻了．

志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民政部门的档案资料并

非每一年都很详备，给资料的系统性造成了不少“缺口”，尤

其是初解放时的一二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档案资料的

不足和短缺更是十分明显。又由于民政部门历年的统计方法

变化比较大，给史料的运用造成很大的困难。比如“文革”前

将春夏荒和冬令救济作为“社会救济”统计，“文革”后则将它们

全部计入“灾害救济”之中。又如1957年社会救济经费中包含

春夏荒救济、自然灾害补助、渔船民救济、小城镇救济、少

数民族救济、老区基点村土特产补助、老革命群众特殊生产

生活补助、残老院经费等计8个具体项目，如果"-5年没有分

项注明各具体经费的数额，今天要想利用它来进行归类统

计，真是束手无策了。

民政工作是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调节社会

矛盾、巩固国家政权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福安民政志》忠

实地记述了历史上特别是解放以来福安的民政工作的各个主

要方面，它的编撰和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在此谨向

为志书付出辛勤劳动和热情帮助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谢意。

并敬请读者对书中的不足和错漏提出宝贵意见。 ．

福安市民政局局长林乃进

1993年9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前’言

民政工作是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属于上层建筑范

畴，其大量_T-作起着调节社会矛盾的作用．新中国的民政工

作作为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社会保幛的一部分和行政管理的

一部分，重要性更显突出．广大民政战线的同志以“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

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为出发点。

肩负重任，默默奉献．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取得

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无疑都已成为我们

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很值得好好总结．

抢救、保存和整理历史资料，直接为民政工作服务，为

认识福安的有关市情服务．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是

本书的编撰动因．笔者通过大量的收集、查考、调查，甄别

等工作。力图在尽量广泛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和整理史料，科学，准确地反映福安市

历史上特别是解放后四十多年的民政工作的主要方面．在编

撰过程中，得到福安市民政局各位同志的热情帮助和福安市

档案局以及其他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本书还得到市委、市

府领导同志很大的关怀．笔者就此一并致谢．

地‘方志是传世之作，有较高的质量要求；现时期编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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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包括专业性的地方志应属历史科学的范畴，具有存

史、资政、育人的重要意义，各方面的要求更高．由于笔者

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加上资料来源有限，编写时间

短促，虽反复修订，错漏粗疏和欠妥之处仍在所难免，敬祈

读者批评指正。

编撰者

1993年8月



凡例

一．本志主要记述1949-1990年福安民政工作的各个主

要方面．所采用的资料原则上截至1990年．f2月31日止，个

别情况酌情适当延伸．1949年以前有关民政事务的一卉些情况

视情在有关章节中适当进行叙述．并根据事件之巨细和资料

的多少决定文字之详略． ．

二，本志正文共分J3章锣节，纪事为主，依事分类。

横排纵述，略古详今．另有。概述’作为本志导读，。大事记”以

弥补章节体之不足．大事记上起宋淳桔五年(j“J年)下迄
1993年4月．

三，本志资料来源主要是福安民政部门历史上自成的档

案资料和福安市档案馆藏的部分民国档案以及有关史籍．志

中所采用的数字全有来历，若遇几说并存现象，优先考虑统

计报表数字，同时多方参照．比较，甄别，去伪存真，择善

而从；个另0情况难以认定者则几说并列．

四．本志图表较多，为行文和印刷排版方便，所有图表

均依次安排在所在节目之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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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福安于宋淳嵇五年(1245年)建县，公元1989年11月3

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

福安市地处福建省东北部。位于北纬26。4 7-27。24 7、

东经119。23 7--119。52 7之间；东邻柘荣、霞浦二县，西连周

宁县。北毗寿宁县和浙江省泰顺县，南接宁德市、‘三沙湾．全市

总面积1880．1平方公里，其中海域滩涂面积占151．20平方公

里．1990年全市分8个镇11个乡，下辖449个村委会和20个

居委会．总人口530069人，男287185人，女242884人；农村

人口449016人，占总人口的84．7％．

福安市是全国畲族聚居最为集中的县(市)，全市有3个畲

族乡，畲族人口56872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1．6％．福安还是

一个著名的老苏区，1934年在溪柄镇的柏柱洋成立了中共闽东

特委和闽东苏维埃政府，全市2107个自然村中老苏区2081个．

占98．8％；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全市被国民党反动派烧毁

的村庄有312处，被灭绝的自然村的283个。1937年7月以前

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有2l52人．

福安市现有民政工作的特定对象，如烈属、军属、革命伤残

军人、复退军人、社会困难户、五保户等共20万多人．占总人

口的38％． 。

福安建县之后，历代封建王朝皆由县官一人包揽一切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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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设置专门的民政机构。由于旧中国生产力水平低F，广大人

民生计维艰，加上福安特定的地理条件，水患旱灾严重地威胁着

福安人民。历代官府均设义仓(社仓)，储备积谷，以应灾年赈

济之需，缓和阶级矛盾。据史籍记载，清朝乾隆年问福安县就有

社仓20余处。此外，还设常平仓，丰年以较高价收购剩谷，凶

年以平价售出，以平抑谷价，维护社会安定。明清两代福安还没

有养济院、保婴堂等，均是官府设立的慈善机构。地方官员和乡

贤还出资捐造许多。义冢”，用以收埋荒骸野骨或供贫寒人家收埋

之用。

民国初期县政因袭清制。民国十六年(1927年)后福安县

始设民政科，主管地方自治、行政区划、礼俗宗教、社团登记、

地政、兵役、禁烟、户籍、选举、赈灾、救贫、慈善以及其他部

门不管的民营公用事业．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初期)福安县将

慰劳前方将士、优抚出征抗战军人家属、抚恤伤亡、褒扬烈士、

收容遣送难民等列为民政工作的重点，设立相应的专门机构，具

体负责。民国时期福安还有振济会、难民救济分会、冬令救济委

员会等机构专事救灾救济工作；救济财物来源主要是义仓、积

谷、募捐，辅以政府拨款．民国时期政府设立的慈善机构有儿童

教养院、康乐新村、救济院、麻风院等，其中救济院规模较大，

历时较长，解放后为人民政府接收改造．此外还有教会设办的慈

善机构，如天主教会的仁慈堂和真福医院、基督教会的陶清学校

和圣教医院等．民国时期由于政治黑暗、吏政腐败，民政事业成

效甚微．

解放后民政工作成为人民政府的一项重要的业务范畴，受到

极大的重视，县政府专设民政科，管理民政．民政科成立以来。

全体绳敢干部以。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为宗旨，忠于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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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急人民群众之所急，想人民群众之所想，在县(市)人民政

府和上级民政部门的直接领导下，在人民群众包括广大优抚．救

济等民政对象的大力支持下，做了大量工作，多次受到人民群众

的肯定和上级机关的表彰． ，

解放后福安的民政工作大致可以分为4个时期．

一、1949一1955年

这一时期福安县人民政府初建，民政部门的工作特别繁重，

工作重点主要放在民主建政、行政区划、老区工作、宣传贯彻婚

姻法、拥军优属、救济救灾等方面．
7

福安县在接管旧政权之后，立即着手新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建

设，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在基层废除

保甲制度，建立新的区乡政权．解放初期各乡以农会代政，1953

年以后各乡镇先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了乡镇政权．

在民主建政的同时，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废弃保甲疑1分．

全县重新划分新的区乡． 、

老区工作主要有老区建设。烈士评定、烈属抚恤、老区救济

等方面。其中烈士评定工作量大、问题复杂，到1955年底拐步

评定烈士1500余人．

1950年我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后福安县大张旗鼓地开罹宣

传贯彻工作，到1953年底基本禁绝了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封建

陋习，建立了新的婚姻家庭制度．

解放初期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拥军优属工作意义重太．

这一时期群众对烈军属的优待采取代耕形式．每年元旦、春节和

八一建军节的拥军优属活动和平时的拥军优属工作相结合形成制

度，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拥军优属的新风尚．

社会救济和救灾工作的重点放在老苏区和烈军属困难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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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针是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

必要的救济．社会福利工作主要是将旧社会留下的。救济院”改造

为。生产教养院。(后改称。残老院”)。

=、1956-1965年

这一时期福安县民政工作的重点是优抚复员、社会福利、救

灾救济和少数民族工作。

优抚工作的重点在落实。二战”时期的烈士评定和烈属追恤，

同时开始对体弱无劳动力的优抚对象实行定期定量补助。这一时

期认真处理历年复员安置工作中的遗留问题。随着农业合作化高

潮的到来，农业合作社优待劳动日代替了群众代耕的优待办法。

1957年底，复员军人的接受和安置工作基本完成，此后退役的

义务兵本着从哪里来到那里去的原则处理。

1958年创办福安县烈属养老院，各人民公社办起敬老院。

三年困难时期敬老院名存实亡．1961年福安县办起精神病院、

孤儿院和收容遣送站，这些社会福利机构和烈属养老院予1965

年收归福安专区民政局管理．1958年在。大跃进”和。大办工业”

的高潮中办起了二百余家社会福利厂，甚至提出。苦干七天、全

县消灭贫困”的神话式口号，这些企业到1961年被大批压缩，仅

余的一家社会福利总厂到1965年也下马停办．

1960--1962年福安县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侵害，’加上

。大跃进”带来的许多人为问题，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福安县

积极组织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同时对当时流行的严重威

胁群众健康和社会生产力的水肿病、宫脱病、闭经病、儿疳病采

取了紧急措施．经过全民艰苦奋斗，终于闯过难关，．迎来了国民

经济的全面好转．

1956年国务院正式承认畲族的民族成份后，扶植少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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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发展畲区经济成了民政部门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直到

1983年l 1月福安县民族委员会成立之后，民族工作才从民政部

门分出． ·。

．

、

三、1966-1976年 ，

，

1966年后福安县和全国各地一样进入十年。文革。时期．。文

化大革命。取消了民政科，到1970年后始设民事组，负责民政工

作。这一时期民政部门的正常工作受到严重的破坏，民政业务主

要是优待抚恤、复退军人安置、救灾救济等方面，并且受到极

喧”政策的严重干扰． ，’． ：+
，

·

。

四、1977年以后 ．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福安县的民政工作在拔乱反正中得到全

面恢复和发展．1977年福安县设立民政局，除搞好优待抚恤，

复退军人安置、生产救灾、社会救济等民政业务之外，加强了基

层政权建设和社会福利工作．。

1978年福安县恢复了中断12年之久的社镇人民代表大会．

1984年福安县改公社为乡镇，重建乡镇政权，加强了对村

(居)民自治组织的指导，行政区划相应做了调整．

这一时期的社会福利工作有很大的发展．1977年扩充了精

神病院，1982年起办起了6所乡镇敬老院，1985年宁德地区将

原地属光荣院和社会福利院下放福安县管理。1979年社会福利

厂重新开办，此外乡镇社会福利企业也有相当规模的发展．至

1990年止全市共开办乡镇社会福利企业20家，市直属的社会福

利企业有4家．

1983年以后，根据民政工作是。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社会保

障的一部分，行政管理的一部分4的精神，福安县民政工作进一

步得到加强，同时扩大了许多业务范围．1989年以后福安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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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门按。小政府大服务’的发展方向．以转变职能，运用法律手

段和行政手段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为核心，以加强管理，提高工

作效率为重点．进行改革，理顺关系，建立科学的行政管理体

制．目前。福安市民政部门的主要业务除基层政权建设、优抚、

退伍军人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之外，还有重点扶持农村贫

困户、接收和安置军队离退休干部、地名管理、社团登记和管

理、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和婚姻管理、残疾人事业、殡葬改革和

管理。以及社会福利有奖募捐等等． ，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民政部门的业务将逐步走

上法制的轨道。民政工作的社会作用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深刻意

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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