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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民政志稿评审会于1994年3月18日在青岛革命烈士纪

念馆召开。右起于瑞卿、张瑞臣、周志公、阵明前。

参加青岛民政志稿评审会全体同志合影

整



青岛市民政局局长、青岛民政志编纂垂员台王

任宗慧辨同志在审阈志稿。



青岛民政志编委会部分成具合影。左起陈晴

前、夏乐顺、干林明、张积桓、于瑞卿、卞明立、

张瑞臣、辛悦伟、盖王成、李玉泽、王球章、

秉承康

青岛市民政局编志办公室部分工作人员合影。右起

赵 阳、王茂恒、王承章、黄继业、王志宽、李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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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民政志》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记述青岛地区民

政工作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作。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按

新方志体系要求编写而成的民政部门的专业志。编写这

本志书的目的在于总结青岛市民政工作的经验，探索民

政工作的规律，为今后民政工作进行有效决策提供历史

借鉴和参考，不断开拓民政工作的新局面，为青岛市的两

个文明建设服务。
’

《青岛民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记述青岛民政工作的历史与现状。本

志断限，上起1891年，下迄1990年，重点记述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青岛民政工作开展情况。为彰明因果，部分内容记述

作了上溯或下延。本志记述空间范围，为1986年青岛市

行政区域，以市区为主。市辖各县(市)有关民政工作内

容在各有关章、节、表中予以记述或简介，以反映青岛全

市民政事业发展的全貌。本志体裁有述、记、志、图、表、

录，志体为主。其结构设篇、章、节，横排门类，纵写事

实。为便于读者了解民政事业发展概况，在篇首设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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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本志资料采搠于各类档案、图书、报干IJ、旧志、

文件及调查采访实录，一般不注明出处，不作注解。鉴于

诸多因素，有的资料无法搜集，难免缺漏，待续修时补正

充实。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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