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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表彰，历年都被省、市评为先进单位。



政通人和，社会主义建设日新月异地

发展。

左边：上图为县城伊山路一瞥，中图为

贯穿县城的盐河航道，下图为建设中的开

山岛村。

右边上图为县城北大门，下图为新沂

河大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矽0氅
欣欣向荣的民政事业。

左上图为民政大楼，右上国为灌云康复医院门诊楼，中左图为烈士纪念碑，中右图为殡葬服

务楼，左下图为灌云县宁海乡敬老院，右下图为灌云县伊山乡敬老院。



灌云军民共建活动扎扎实实，连续两次被省

命名为。双拥模范县”。

左上图为灌云县委、县政府向驻灌部队赠送

锦旗，左中图为伊山乡组织妇女给子弟兵送鞋垫，

左下图为军民鱼水情，上图为地方政府慰问部队

官兵，下图为市、县领导慰问、看望在疗养中的残、

复、转人员。



序

灌云县第一部《民政志》经过编撰人员的辛勤劳作，终于问世了，这是广大民

政工作者，也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事。《灌云县民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按照社会主义新方志关于详今略

古的要求，对1912～1994年的民政工作史料，进行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考证

核实，尽量体现民政工作的特色，寓思想性、时代性、科学性、地方性于一体，是民

政工作一部较好的史书，具有“存史”、“资政"、“教化”多种功能。这项重要的精神

文明建设工程，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灌云县民政志》，系统地记载了自民国元年建县以来，沧海桑田的演变，勾勒

民政史发展的轨迹。民国期间，灌云这块地区由于天灾人祸，农业十年九歉收，广

大贫苦农民饥寒交迫，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时虽有民政机构，但民灾而政不济，

据国民党灌云县政府1948年1月份的灾情报告称：“入夏以后，淫雨达两阅月，河

道失修，宣泄不畅，以致沟河盈溢，顿成泽国，所有农作物悉采告淹没，稻粟不登民

食，奚资迨至秋间，受灾人民始则捕捉鱼蟹，继则采食草种，现时则率掘苻根以充

饥，编芦絮以蔽体，苟延残喘，兹也时届严冬，天寒地冻，采掘不得，无法充饥，衣衫

寸结，难以御寒，在此饥寒交迫下，全县人民已有十之七八陷于断炊待毙之绝境，

哀鸿遍野，饿殍载道。’’这是旧社会灌云县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新中国建立以后，

特别是三年恢复时期(1950'---1952)，赈灾救济，恢复生产是民政工作的首要任务。

广大民政工作者，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废寝忘食忘我工作。各级党组织

和人民政府，在大力抓好救灾的同时，还注重把救灾、抗灾、减灾、治理灾源并举，

组织全县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掀起波澜壮阔的抗灾和治水斗争，彻底消灭了

蝗灾，基本消除了洪灾、潮灾，逐步建立和完善水利配套工程体系，不断扩大高产

稳产农田，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继而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和社会保障措施，

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壮大，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活富裕。时遇灾年，不见灾荒，

全县城乡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

《灌云县民政志》以翔实的资料，记述了灌云人民近百年来，在各个历史时期

建树的丰功伟绩。抗日战争时期，全县人民为驱逐外侮，捍卫国土，不畏强暴，浴血
——1——



奋战，树起一座座不朽的丰碑；解放战争时期，灌云县人民参军参战，前仆后继，视

死如归，奏出一支支威武雄壮的凯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灌云县人民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艰苦创业，’描绘出一幅幅锦绣蓝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奔小

康的道路上，全县人民发挥聪明才智，改革创新，开拓进取，谱写出一首首壮丽的

诗篇。灌云县人民是英雄的人民，《灌云县民政志》立传21人，入英名录1232人，

诸多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

们是灌云县人民的优秀儿女，也是灌云县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灌云县民政志》在编写过程中，编写人员历经十个寒暑，几易其稿，付出了艰

辛的劳动，倾注了大量心血。本志得以付梓，还承蒙老一辈民政工作者及各方面人

士的热情关怀和精心指点，借此机会深表谢意。

我深信《灌云县民政志》的出版，它将为我们做好新时期的民政工作，探索发

展规律，制定发展策略提供重要依据，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

务，为振兴灌云经济服务。

灌云县民政局长万锦富

1996年4月



凡 例

一、本志分四部分：志幕(序)，志纲(包括概述、大事记)，志体(共十五章六十

节)，志尾(包括附录、编后记)。
‘

二、断限：上起1912年，下迄1994年。个别章节因叙事需要有所变更。
t 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直叙史

实，叙而不论。

四、志文除援引文字外，均以现代汉语记述说明。凡引用原文的均加上引号。

五、编纂方法，按建国后的民政工作范围，横排门类，纵向叙史，设章节相辖。

六、本志中选编的烈士传略，除收录灌云籍烈士外，也收录了个别亲属现居灌

云的外地籍烈士。

七、民国时期政府称“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称“抗日民主政府”

和“人民政府”，抗日战争时期的日伪政权称“日伪政府"。“建国后"、“新中国成立

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八、货币、度量衡：新中国成立以前均沿用当时名称和单位；新中国成立后，用

国家统一规定的计量单位。

九、纪年：全书统一用公元纪年，新中国以前夹注朝代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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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云县简介

灌云县位于江苏省东北部，东经119。037至119。487，北纬34。12’至34。39’之间。东临黄海，

西接沭阳、东海两县，南以新沂河与灌南县交界，北与连云港市区毗邻。南北宽44公里、东西长

73公里，总面积1876平方公里(包括省属两个农场一个盐场411平方公里)。其中水面196平

方公里，耕地面积158万亩。海岸线长32公里，潮间带上滩涂面积25000亩。县境地势平坦，

属淮北平原地区。辖伊山、板浦、杨集、燕尾等7个镇和18个乡，2940个自然村。据1981年人

口普查，全县83万余人，到1994年，增至95．8万人。多为汉族。其中回族等少数民族1000余

入。县委、县政府驻伊山镇。

灌云县始建于公元1912年(民国元年)，以南有灌河，北有云台山而命名．建县前地域属海

州。虞、夏、商时属徐州；西周时属兖州；春秋时属鲁境。秦代实行郡县制，因境内有朐山，故名

朐县。初属薛郡，后属郯郡。汉代改郯郡为东海郡，后经历代更替，县郡名称几经更易．至公元

549年(东魏武定七年)首设海州。这一带仍为胸山县。元朝时朐山县，隶属淮安府海宁州。明

朝初年，改海宁州为海州，并废胸山县，隶属淮安府。清袭明制．1724年(雍正二年)升海州为直

隶州，直隶江苏布政司。乾隆年间，江苏分设江宁布政司，海州属之，直至辛亥革命。

1912年初，撤州建县。4月析海州为东海、灌云两县，均隶属江苏省徐海道，灌云县治始设

于板浦。1927年废撤徐海道。1933年12月，江苏省政府划全省为若干督察专员行政区，将灌

云、东海、沭阳、赣榆四县划为“东海行政区”，于次年3月正式成立“东海区专员公署”和“第八

保安司令部”。1935年1月，江苏省政府决定，将灌云县第七区及东海县沿海地区划出成立连

云市。

在抗日战争时期，灌云县的建制沿革比较复杂。1939年(民国28年)3月日军侵占后，在板

浦建立灌云县伪政权，隶属于淮海省。同时，国民党灌云县政府转入盐河西颜马庄，后转盐河东

兴隆庄、宝和庄，抗日战争胜利后才迁回板浦。1940年8月，中共建立灌云县第一个民主政权

——灌云县政府，1941年5月16日至1942年6月改称东灌沭办事处。1．942年6月28日．撤

销东灌沭办事处，成立灌云县政府。

1945年(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县政权虽在板浦恢复，但全县大部分村镇已是

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当时县政府设在三星镇(杨家集)，后经3年解放战争，灌云县全境解放，

置县人民政府于大伊山。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灌云县政权隶属淮海行署，后改苏皖边

区第六行政专员公署。1949年改为苏北行署淮阴行政区。1953年属江苏省淮阴专署。1983年

3月1日，实行市管县新体制，灌云县划归连云港市。

灌云县境有大伊山新石器遗址等古迹近10处，出土文物有陶器、玉器、骨器及历代文物

5000多件，据考证早在6300多年前灌云境内就有人类祖先活动。商朝大臣伊尹曾在境内的伊

芦山居住，山下的伊芦乡是西楚霸王项羽麾下名将钟离昧故里。伊芦山及其句芦山、芦石山称

“三芦”，据传韩信为楚王镇于三芦就是此地。伊芦山有吴越时期的军事设施藏军洞360个，在

县城西北有龙苴古城遗址。相传楚汉相争．汉将韩信攻取齐地，西楚霸王项羽派大将司马龙苴

在此筑城迎敌而得名。龙苴古城遗址处尚有汉墓碑、古汉井等物。古城占地面积400亩，呈正

方形。历史上首设的海州郡及东彭城郡治都于此。

～1一



灌云县名人辈出，清末有武状元卞赓，武榜眼张大中，文化名人许乔林、许桂林，名著《镜花

缘》作者李汝珍，现代有科学家汪德昭、汪德耀等。

灌云县海产资源丰富，除盛产海盐外，海产品有马鲛、黄花、带鱼、乌贼、对虾、海蟹等。境内

地势平坦，只有西部局部地区为条岭地。另有大伊山、小伊山、伊芦山、西陬山、张宝山、罘山等，

其中大伊山最高，海拔226．6米。山林资源有马尾、油松、杨树、槐树等。南北走向河流有盐河、

叮踏河、一帆河、官沟河等；东西走向河流有新沂河、善后河、东门河、五图河、车轴河、烧香河

等。河流均可通航与排灌。县内交通有省属公路4条和公路支线20余条，形成网络，北接陇海

铁路，东临黄海，与邻县、市、省均可相通，县内各乡、镇都通汽车。境内平原有利于农业生产。粮

食作物有水稻、三麦、玉米、大豆、山芋等，经济作物有棉花、花生、蔬菜等。工业有农机修造、化

肥、电子、食品、酿酒加工等。各乡镇都有中小学校和卫生院。

解放前，因水利不兴，水、旱、蝗等自然灾害频繁，粮食亩产不足百斤，总产一亿多斤，工业

只是城镇有一些手工作坊，人民生活涂炭，盗匪丛生，饱受灾荒、饥饿、病痛之苦。解放以后，党

和政府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和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49年全县粮食总产75430吨，工

农业总产值3795万元，人均97元；1966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1774万元，粮食总产214380

吨，人均169元；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增

产幅度较大，市场经济繁荣；1985年全县工农业产值55873万元，粮食总产479133吨，棉花

17697吨．人均收入上升到472元；1994年全县工农业产值18．23亿元，人均收入增到1055

元。灌云县为全国对外开放县之一，通过内联外引，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奋进，灌云经济必

将取得不断地更大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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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灌云境域民政工作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朝，中枢机构就设置“地官大司

徒”，掌管疆域、户口、赈恤、救济及礼俗等事务。其后，历代名称虽有变异，但其业务和机构仍长

期存在。历史上以“民政部”命名的中央机构，始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民国时期沿用

清制，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立民政机构。
。

民国时期的灌云县政府，将主管民政工作的机构列为第一科，其业务范围甚广，包括区、乡

干部任免考核、地方自治、选举、褒扬、恤典、赈灾及社会救济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对民政工作极为重视。灌云县民政部门遵照毛主席关

于“民政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和朱德委员长关于“民政部门是人

民群众的组织部”等指示，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50年代围绕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医治

多年来的战争创伤，开展拥军支前、优待抚恤和救灾救济，帮助贫下中农发展生产，安家立业等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还在安置复员、转业军人，发动优抚对象投入互助合作高潮和“三大

改造”运动，特别是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帮助灾民渡过灾荒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政工作受到冲击和破坏。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灌云县民政工

作围绕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积极改革创新，认真做好优抚、安置、救灾、救济、扶贫、社会福利

等工作，充分发挥了民政工作对社会的稳定机制作用。

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灌云县民政部门在贯彻改革社

会救济的工作中，既考虑当前，又着眼于长远，改单纯救济为扶持生产，大力扶助农村贫困户发

展生产勤劳致富，积极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为残疾人员提供就业门路，将有限的民政救济经费

改为无偿救济和有偿周转相结合，发挥了更好的作用。据实行扶贫以来的15年统计，通过各种

渠道共集结扶贫资金达1258万元，使全县110个贫困村改变了面貌，开始走向富裕道路。由于

举办社会福利生产，使1800多户的残疾人员和特困户得以就业从而自食其力。

在推动移风易俗、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也取得一定成效。1984年2月，在全县范

围实行殡葬改革，废除了千百年来的土葬旧俗，不仅减轻了丧户的经济负担，而且有效地保护

了耕地，从而造福当代，惠及子孙，多次受到省、市主管部门的表彰。随后针对群众在婚、丧、喜

庆等红白事中滋长的礼仪增多铺张浪费现象，在全县普遍推行了红白理事会组织，广泛宣传、

提倡丧事简办，喜庆事俭办，取得较好效果。同时兴办县福利院和乡(镇)、村敬老院，有力地促

进了树立崇尚尊老和养老敬老的社会新风。

本志对民政工作的各项记载，充分反映了做好民政工作可以密切党和人民的关系，体现社

会主义的优越性；增强军民鱼水情，鼓舞部队士气，巩固国防；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巩固人民

民主专政；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搞好改革开放，发展工农业生产，为早日实现四个

现代化作出贡献。也有力地表明旧时代的民政，是统治者的治民之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

政，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民之政。



大事记
(历年自然灾害另列)

民国元年(1912年)

4月，析海州直隶州为东海、灌云两县，灌云县治设在板浦。首任民政长沈臧寿(南通人)，

时为省议员。

是年，板浦“同善堂"慈善机构，设义仓、义学、育婴堂，对社会贫苦者施赠粮食和医药，并收

养弃要。

民国二年(1913年)

灌云县的陈百川、武同举(南城人)当选为首届江苏省议员。

民国三年(1914年)

全县行政区改11镇为6市14乡。

民国五年(1916年)

灌云县王发蒙、武同举当选为第二届省议员。

民国六年(1917年)

美国在响水口设立耶稣堂，并逐步向田楼、新安镇、板浦等地发展。

民国八年(1919年)

灌云县的吴月波、杜叔鸣当选为第三届省议员。

因特大饥荒，板浦张松如等人，设粥厂41处，开义仓放粮20余万斤，赈济灾民。

民国十七年(1928年)

县政府设一、二两科，第一科掌管民政事项。

民国十／L年(1929年)

灌云县政府任命张一之为民政科长。

全县改设10个区。
、

民国十九年(1930年)

灌云县政府任命陈仲瑾为民政科长。

国民政府颁布县市组织法，灌云县政府根据该法，在县以下设区、乡(镇)、阎、邻。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

灌云县政府设一、二、三、四科(即民、财、建、教四科)，其中第一科即民政科。

灌云县划归“东海行政区誓管辖。

民国：十三年(1934年)

全县实行区、乡、保、甲制。

民国二十四年(193S年)

灌云县第七区划归新建立的连云市。区划事宜由民政科长阎海宁主办。

省公布普查人口，灌云县为699106人。 ．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

许君碧任灌云县民政科长。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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