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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明清时期，无锡县有关救济、救灾、礼俗等地方民政事务，均由知县统管。辛亥革

命后，无锡成立锡金军政分府，设民政部。后实行军民分治，民政部分出单独成立民政

署，设民政长。民国元年(1912年)11月，民政署改为县知事公署，设县知事，处理全

县政务，掌管民政事务。北伐后，成立无锡县政府，下设三科，民政事务归第一科掌管。

抗日战争胜利后，无锡县政府下设民政科和社会科，掌管民政事宜，民政科掌管地方自

治、保甲、选举、褒扬抚恤等，社会科掌管救济、救灾、慈善公益事业等民政事项。

无锡解放后，市人民政府设民政局，承担全市基层政权建设、优抚安置、救济救灾、

社会福利等各项民政工作，不同时期各有其不同的工作重点。

解放初期，市民政局以建设巩固新政权、医治社会创伤为重点，废除保甲制度，建

立区、乡(镇)人民政权和居民委员会；开展拥军优属，组织支援解放军南下和抗美援

朝斗争，接收改造旧慈善团体，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国民党散兵游勇、明妓暗娼和流浪

街头无依无靠无法生活的灾难民、残老人员，分别进行收容教养、安置和遣返原籍；对

城市贫民和失业工人组织以工代赈、生产自救、困难补助；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的宣传贯彻，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建立新的婚姻登记制度。

1953年后，国家进入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时期，围绕社会主义建设，无锡的民政

工作以优抚安置、社会救济为重点，发展社会福利生产和社会福利事业。通过各种形式，

在全市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和退伍复员军人中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发挥

优抚对象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农村对烈军属的优待由实行代耕转为优待劳动

日．全市的生产自救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积累了经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吸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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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生产自救、福利工厂生产劳动的对象，由烈军属、社会困难户发展到社会闲散人员

和盲聋哑残疾人员，困难户生活普遍得到改善。1958年起，生产自救逐步实现向保障性

社会福利生产过渡，是年，市民政局直接兴办以安排盲聋哑残疾人就业为主要方向的11

个社会福利工厂。这一时期，敬老院、婴幼院等社会福利事业也有新的发展。同时，改

建火葬场，建立殡仪馆，开展推行火葬、破除迷信的宣传教育工作。

60年代初期，无锡城市社会困难户逐年增加，农村外流人员也增多，虽然国家正处

于暂时困难时期，政府对困难户仍然及时进行救济，并扩大救济面，增发救济款。1960

～1963年收容遣送农村外流人员35719人次。

“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优抚救济被动应付外，其他民政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

直至1976年后，各项民政事业才逐步趋于正常。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无锡市的民政事业得到全面发展。福利生产从城市发展

到农村，各种福利工厂由市、县民政部门兴办，发展到街道、乡镇办以至村、院(敬老

院、福利院)办，逐步形成以市、县福利工厂为先导，以乡镇、街道福利工厂为主体，村

办福利厂和居民委员会副业小组及残疾人个体从业为补充的多层次、多形式城乡社会福

利生产网络。全市的各项社会福利事业也由单一的民政部门办，向动员社会力量多渠道

举办的方向发展。城乡对社会孤老普遍实行包养，至1985年底，全市共建立孤老包护网

27个、包护组565个、乡镇敬老院55个；市属社会福利院等贯彻“供养与康复并重”的

方针，向社会开放。在农村，广泛开展扶贫扶优，1981～1985年，全市共扶贫3万户，发

放扶贫资金520万元。在扶贫中，采取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相结合，

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重点扶持与一般扶持相结合，扶贫与救灾相结合的办法，发

挥当地优势，实行分类指导，落实优惠政策，拓宽扶持渠道，开展科技扶持，建立帮扶

制度，使11264户(累计)脱贫，有的贫困户成了专业户、富裕户。农村义务兵家属由

重点优待向普遍优待发展，推广以乡统筹、优待改革的办法。复员退伍军人的安置，采

取按系统包干分配、对口安置、择优分配和先安置、后入伍、定优待等办法，1981,-一1985

年共安置2642人。1982年开始，开展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至1985年底，全市军民

共建点已发展到290个。1982年发起争创模范居委会活动，至1985年，每年都评选出一

批模范居委会。婚姻登记加强法制建设，培训登记员186人。殡葬进行改革，实行火葬，

1985年全市火化率达99．58％。

自1950～1985年，全市共支出民政事业经费66075578元，其中优抚费支出

17072523元，社会救济福利费支出34436664元，自然灾害费支出3678311元，离退休费

支出10888080元。民政工作的开展，起到上为国家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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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基层政权建设和群众自治组织

第一节区人民政权建设

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无锡

市人民政府按指示着手筹建区人民政权。1951年8月，市第一届第六次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作出关于建立区一级政权组织的决议。10月27日，经苏南人民行政公署批准，正式建

立区一级政权，成立8个区人民政府，以数字命名，第一区至第五区管辖城区，第六、七、

八区管辖市郊农村。区政府下设文教、卫生、民政、调解4个股和秘书室。1952年7月，

市人民政府为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将第六、七、八区合并，建立第六区。

、各区建立后，于1952年7月和11月分别召开区的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民主协商、选举产生区协商委员会。1954年1---,2月间，经过普选，各区又分别召开第一

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区长、副区长和区人民政府委员。

1955年6月，区人民政府统一改称区人民委员会。7月，区名更改，第一区改名崇

安区，第二区改名工运区，第三区改名南长区，第四区改名西新区，第五区改名北塘区，

第六区改名郊区。崇安等5仑城区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

例》，分别建立19个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负责指导居民委员会工作和办

理有关居民工作的事宜。其中，崇安区辖有崇安寺、学前街、复兴路、新生路4个街道

办事处，工运区辖有周山浜、工运桥、亭子桥、东新路4个街道办事处，南长区辖有长

街、清名桥、谈渡桥3个街道办事处，西新区辖有西新、惠山、迎龙桥、丁埠里4个街

道办事处，北塘区辖有北塘、吴桥、江阴巷、顾桥4个街道办事处。郊区政府也建立黄

巷、中桥、保安3个区公所为派出机构。各区人民委员会内部，还增设了商业、工业、手

工业和粮油管理等科室。

1956年3月，郊区所属区公所撤销，翌年3月，郊区人民委员会改为郊区区公所，为

市人民委员会派出机构。1958年6月，5个城区合并成崇安、南长、北塘3个区，撤销

工运和西新两个区的建置和政府设置。所属街道办事处也相应合并为16个．其中崇安区

辖有崇安寺、学前街、复兴路、新生路、周山浜、工运桥、亭子桥7个，南长区辖有清

名桥、长街、谈渡桥、迎龙桥4个，北塘区辖有北塘、吴桥、顾桥、西新、惠山5个。7

月5日，无锡县划归无锡市领导，郊区并入无锡县。同年9一--i0月间，经崇安区复兴路

街道办事处试点，全市16个街道办事处分别成立城市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

．1960年5月，成立区人民公社，崇安、南长、北塘区人民委员会统一改称为崇安、南

长、北塘人民公社，郊区也新建太湖人民公社。根据工作任务，所属职能机构作较大调

整，一般设有秘书、文教、卫生、民政、劳动、交通、物价、经济计划等8个科室和重

工业、轻工业、手工业、商业、粮食、物资、农副业、城建、财政、税务、公安等11个

分局，以及科学技术普及委员会。编制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原以街道办事处建立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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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公社统一改为区人民公社的分社。1962年5月，全市各区人民公社和分社撤销。恢

复区人民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1965年4月，太湖区恢复郊区区名。

“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区政府一度被迫停止日常活动，实行军事管制。1968年3月

成立区革命委员会，下设政治工作组、抓革命促生产组、群众专政组和办事组。街道办

事处也相应建立革命委员会。

1979年底～1980年初，革命委员会撤销，重新恢复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始建区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随着区政府职能逐步扩大，区属部门逐年增多，至1985年，

区人民政府一般下设：办公室、计经委、人事局、劳动局、财政局、公安分局、商业局、

工商局、房管局、文教局、体委、卫生局、建设局、民政局、司法局、物价局，以及人

防、整顿、职业教育、基建、幼托、爱国卫生、计划生育等办公室。所辖街道办事处也

有调整和变化，至1985年底，全市4个区下辖27个街道办事处。其中崇安区辖有复兴

路、学前街、人民桥、亭子桥、周山浜、工运桥、崇安、上马墩、广瑞路9个街道办事

处；南长区辖有长街、谈渡桥、清名桥、清扬路、通扬桥、槐古桥、迎龙桥7个街道办

事处；北塘区辖有吴桥、西新、北塘、惠山、惠龙、北大街、顾桥、盛岸8个街道办事

处；郊区辖有中桥、青山湾、河埒3个街道办事处。

第二节乡镇人民政权建设

无锡解放后，市人民政府接管原乡、镇公所。1949年5月，以原有乡、镇为基础，建

立中一、中二、仁爱、靖复、大同、和平、锡治、忠孝、博爱、惠河、信义、惠山、开

原13个镇人民政府和湖山乡人民政府，直属市政府领导。各乡、镇政府设正、副乡

(镇)长2～3人，助理员3人。6月，开原和湖山两乡、镇划归无锡县，其他各镇于9月

全部撤销。1950年7月，成立郊区办事处。1951年1月，由无锡县划出部分乡，连同郊

区办事处所辖地区，重新建立兴竹、保安、新民、清名、芦村、扬北、山南、山北、黄

巷、五河10个乡人民政府，梨庄作为行政村直属郊区办事处领导。同年10月，区政权

建立，郊区办事处撤销，所辖各乡分属第六、七、八区管辖，范围有所扩大，时共设山

南、山北、沿河，黄巷、会龙、五河、梨庄、兴竹、保安、新民、芦村、扬北、清名、新

建、南桥、大桥、河埒、仙蠡、开原、梅园、湖山、青祁、扬西、溪南、塘山等25个乡

人民政府和惠山镇人民政府。1953年经过普选，26个乡、镇分别召开乡、镇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正、副乡、镇长和人民政府委员。1953年2月，惠山镇划归西新区，后改为街

道办事处。

1954年6月，又从无锡县划入15个乡，全郊区共设40个乡人民政府。1956年后，

为适应农业合作化发展的需要，40个乡逐年合并为16个、13个，至1958年4月又合并

为8个乡。乡人民政府一般设乡长1人、副乡长1～2人，并设有民政、财粮、生产合作、

文教卫生、治安保卫、调解、人民武装等委员或助理员。

1958年9--,．10月，农村各乡建立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1962年，新建荣巷

镇人民委员会。

“文化大革命”期间，各乡人民公社和荣巷镇(曾更名卫东镇)均建立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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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4月，撤销革命委员会，统一为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7月，建立马山办事处，为

市人民政府派出机构，马山公社划归马山办事处。至1982年，郊区和马山办事处设有河

埒、太湖渔业、蠡园、大浮、扬名、解放、广益、山北、旺庄、南站、马山11个人民公

社管理委员会。

1983年3月，实行市管县体制。市辖3县1郊1办事处共124个人民公社。根据中

央关于政社分设、建立乡政府的决定，江阴县周庄公社，无锡县前洲、扬市公社，宜兴

县南漕公社，郊区广益、山北、大浮公社率先进行政社分设，后分批推开。至1984年上

半年，全市所有公社管理委员会均改建为乡人民政府，担负管理经济建设、社会事业和

民政、治保、调解、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职能。乡政府设正、副乡长2,---3人，配文书、

民政、司法、公安、生产建设(村镇建设)、计划生育、人民武装等专职干部。

至1985年底，全市共iii个乡、13个县属镇，均为一级政权，设人民政府并建立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

1985年无锡市乡镶一览表

所 辖 乡 镇
县区名称

乡 名 镇 名

石庄、璜土、西石桥、利港、申港、夏港、南闸、月城、桐岐、
澄江，周庄

江阴县 马镇、璜塘、峭岐、要塞、云亭、长山、山观、长寿、陆桥，新桥、
青阳、华士

祝塘、河塘、北涸、顾山、长泾、文林、西郊。共26个乡

东亭、查桥、安镇、羊尖、厚桥、坊前、梅村、鸿声、荡口、甘
露、东北塘、八士、张泾、东湖塘、港下、张泾、西漳，堰桥、前洲、

无锡县 洛社、华庄
玉祁、石塘湾、钱桥、藕塘、扬市、阳山、陆区、胡埭、东蜂、雪浪、
南泉、新安、硕放、后宅．共33个乡

丰义、新建、新芳、都山、扬巷，芳庄、邮堂、钮家、范道、宜
丰、徐舍、潘家坝、堰头，鲸塘、归径、元上、西渚、善卷、横山、 宜城、丁蜀

宜兴县 太华、茗岭、湖牧、袱东、川埠、大浦、张泽，新庄、新街、大塍、 张渚、和桥
洋溪、十里牌、铜峰、红塔、高塍、屺亭、扶风、万石、分水、南新、 官林、周铁
闸口、南漕、芳桥。共42个乡

河埒、蠡团、大浮、南站、扬名、黄巷、广益、旺庄、山北、渔郊区
港．共10个乡

马山办事处 马山

第三节基层选举

1953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选举法》。5月，无锡市人民政府和市协商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作出决议，成

立无锡市选举委员会，号召全市人民学习选举法，积极投入普选。6月，抽调IOO多名干

部分别在丽新纱厂工厂区、北大街商业区、同亿布厂居民区和黄巷乡、青祁乡等5个选

区进行普选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又抽调培训1000多名干部，在全市全面开展基层选

举工作。至1954年1月，全市6个区先后完成基层选举，平均参选率达87．8％，以无记

名投票等额选举的办法，共选出区人民代表249人。嗣后，各区相继召开第一届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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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

1953年后，每隔2～3年，举行一次基层选举，至1965年9月，共进行6次。1956

年进行第二次基层选举后，普遍建立人民代表小组，加强代表和选民的联系。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基层选举中断，直至1978年10月，才恢复民主选举制度，进行第

七次基层选举。

1981年，全市进行第八次基层选举，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代表直接选举的范围由原来的乡(镇)人民代表、市

区人民代表扩大到县人民代表，选举办法从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选民1人提名，3人

以上附议都可提出代表候选人名单。经试点，对代表候选人的确定，摸索出“群众依法

提名，照顾选区特点，层层协商筛选，根据多数意见，采取好中择优”的做法，全市4个

区共选出区人民代表746名，其中工人175名，占23．45％；农民100名，占13．40％；

知识分子157名，占21．04％；干部156名，占20．91％；军人3名，占0．40％；归国华

侨6名，占0．80％；其他149名，占20％。各区相继召开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

1984年1月，全市进行县(区)、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崇安、南长、

北塘和郊区4个区选出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江阴、无锡、宜兴3县选出县第

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无锡市基层选举情况一览表

愁 全市人口 选民 划分选 平均 剥夺选举权 产生代表数

总 数 总数 区数 参选率 人数 占选民 县 区 乡镇
(人) (人) (个) (％)

(人) 总数(％) (人) (人)

1953 511466 288361 115 87．8 1834 0．636 249

1956 524797 280723 134 94．3 1013 0．361 550

1958 589375 285292 404 95．51 1906 0．925 1339

1961 1235472 659252 2243 89 9745 148 1167 7518

1963 606075 313482 581 95．7 1258

1965 618681 322000 662 687 1267

注：(1)1961年选举包括无锡县。(2)空格为缺资料。

无锡市两届县级直接选举情况一览表

愁 全市人口 选民 划分选 平均 剥夺选举权 产生代表数

总 数 总数 区数 参选率
占选民总 县、区 乡、镇

(人) (人) (个) (％) 人数
(人)数(％) (人)

1981 764463 543861 453 99．10 23 0．004 746

1984 4008449 2738205 1171 99．87 2493 0．091 2171 10016

注：1984年选举包括江阴、无锡、宜兴3县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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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民委员会

1949年12月～1950年5月，无锡城乡开展民主改革运动，全面废除保甲制，在城

区居民中建立起2129个居民小组。

1952年10月，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十万人口以上城市建立居民委员会试行方

案》，经二下塘、崇安寺两地区的试点，在全市建立56个居民委员会，为群众自治组织。

以纯居民为主要工作对象，协助政府开展宣传教育，做好社会治安调解和组织生产自救

等工作。居民委员会由地区居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主任、副主任和委员，设治安、文教、

卫生、调解工作委员会，按地区建立居民小组。

1955年7月，各区街道办事处建立后，居民委员会作了调整，划小为172个。1966

年2月，又在近郊的行政户中新建7个居民委员会。各居民委员会下设福利、计划供应、

文教卫生、治保、调解5个常设委员会。

“文化大革命’’期间，居民委员会只设主任、副主任和内勤，不设委员，活动主要围

绕阶级斗争进行。

1982年，市民政局等10个单位联合发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十好”(执行政策

联系群众好、治安秩序维护好、民事纠纷调解好、环境卫生管理好、生活后勤服务好、移

风易俗宣传好、五好家庭活动好、计划生育执行好、青少年教育抓得好、文体活动开展

好)为内容的争刨模范居委会活动。明确居民委员会工作以．“安定团结、环境卫生、有

利生产、方便生活一为指导思想。当年，刑事发案率明显下降，违法青少年经过教育，有

65％得到转化，民事纠纷也比上年下降30％I居委会干部走访居民总户数达74％，为居

民办了7000多件好事。这一年全市评出29个模范居委会。

1983年，市区各居民委员会普遍进行改选，96％的居委会由退休干部和退休工人担

任正、副主任，文化素质有较大提高。改选后的居委会统一下设民政福利、治安保卫、调

解、城建卫生、妇女等5个常设委员会。争创模范居委会的活动也逐步推广到江阴、无

锡、宜兴3县。

1984年，全市各居民委员会开展以治安秩序好、环境卫生好、邻里团结好、计划生

育好、家庭风气好为内容的创建文明小组、文明大楼、文明大院活动，运用。军民共

建”、。干群共建”、。厂地共建”、。城乡共建”等新形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年底，全

市共评出模范居委会84个、文明小组1077个、文明大院(楼)569个。至1985年，全

市共有居民委员会476个，其中市区341个。当年，各居民委员会又运用各种形式，组

织居民自己教育自己，提高政治思想素质，并针对居民的不同需求，建立家务劳动服务

网络，提供多种服务，帮助排忧解难。至年底，全市居民委员会共举办托儿所和幼儿园

469个，收托儿童10961人，组织孤老包护组445个，对631名孤老进行专门包护；开办

商业网点和食堂1241个，开设方便医务室111个，增设方便车517辆I有效地缓解了城

市居民的入托难、吃饭难、看病难。是年，被评为模范居委会的有10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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