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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

地方

赈济

龙江

过程

晚期，逐步取消封禁，放荒招垦，山东、直隶(今河北)、河南等省灾农民不断

流入黑龙江地区，民户日趋增多。遂添设民官，建立府、厅、州、县，管理民

事。为犒赏征剿沙俄侵略者的清军，清廷于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下谕，

令科尔沁十旗将进贡牛、羊等物全部送往“黑龙江军前’’受用。对镇守边陲和

抗击敌人阵亡或因公殉难的清军将士，朝廷按例“恤赏"。军营年老残疾官弁、

兵丁，发回各旗和各地方安置。齐齐哈尔、呼兰、黑龙江(即瑗珲)、三姓、宁

古塔、阿勒楚喀各城普遍建立义仓或备用仓，，积谷备荒。发生自然灾害，奏请

朝廷批准蠲免应缴银粮或贷放仓粮接济灾民。因黑龙江将军衙门距京城数千里，

奏折途中耽搁或朝廷不按时批阅，灾民无粮断炊，往往得不到及时救济。男女

婚嫁仍沿袭封建习俗，并且普遍存在自幼订婚和早婚的陋习。对鸦片烟毒，朝

廷虽有禁令，但因清政府无能或因官员吸食和从中肥饱私囊，种植罂粟和吸食

鸦片者愈禁愈多，严重危害着人们的身心健康。

清末，清朝统治者迫于政权摇摇欲坠的形势，宣布“预备立宪"，实行官制

改革。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设立民政部，除接管巡警部职掌外，将户部

所掌疆理、户口、保息、拯救、旗人过继归宗；礼部所掌臣民仪制、风教、方

术；工部所掌城垣、公廨、仓廒、桥道工程及工程报销；吏部所掌文职官员过

继归宗、复姓改籍等事，均并入该部管理。民政部成为全国公安、内务、民政

的最高首脑机关。依照‘‘官制改革’’，并经朝廷批准，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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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年)，东三省裁将军改建行省，黑龙江行省公署始设民政、提法、度支、提学四

司。巡警归民政司兼办，并将从前之工司并入。民政司掌管地方自治、编计户

籍、保息、拯救、厘正礼俗、保存古迹、测量地面、审订图志、划分区域、卫

生、警务、教练和修建衙署、城隍、学堂、仓廒、河渠、桥路工程等事项。蠲

免赈抚属度支司，原户司管理之恤赏并入度支司。为了保卫、巩固边疆和加强

地方管理，黑龙江地区普遍添设民官，到1910年(清宣统二年)，今黑龙江省

境内的府、厅、州、县、旗已增加到43个，并在府、厅、州、县、城镇和乡实

行所谓地方自治，进一步强化了对民人旗户的统治。对镇守边陲以身殉难的清

军官兵均予抚恤，但需奏报朝廷议岛往往拖延一二年，遗族不能及时获得恤
银。在一些较大的城镇兴办了救济院或济善堂，但国家没有专项经费，仅靠募

捐维持开支，收容人数有限。婚丧嫁娶，始行倡导改革。因缺乏具体措施，封

建习俗仍占统治地位。男婚女嫁须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殷实富户和士

绅可娶三妻二妾，而寡妇则受封建礼教和宗法观念束缚没有改嫁自由。人死依

封建迷信习俗殓葬。富户和官绅为显示财富和权势，设灵堂，摆道场，大操大

办。贫苦人家无力操办丧事，只能从简殡殓送至荒郊埋葬。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1912年1月建立了中华民国。按照中华民国临时大

总统令，黑龙江巡抚改为黑龙江都督，行省公署改为都督府。但“官名虽更，职

权依旧"，民政机构名称及其职掌不变。1913年1月，临时大总统公布《划一各

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推行“军民分治’’，建立行政公署，设内务司(原民

政司)，职掌民政事项。1914年，按照《省官制》的规定，全国各地方以省为名，

不再称“行省’’。省行政公署改为巡按使公署，裁撤内务等四司，改设政务厅，

全省民政事务由政务厅管理。随着政权更迭和社会发展，黑龙江地区城镇收养

孤老残幼和为贫民施食的救济、慈善事业有所发展。民办和社会团体举办者居

多，官办者较少，有的只能季节性施粥。省署号召积谷备荒，多数县因开垦较

晚，“积谷维艰"，未建义仓。遇有灾年，城乡讨要饥民和乞丐，屡见不鲜，及

至寒冬有的则冻饿而死。省内一些地方种植罂粟者与清末相比有增无减，城镇

烟馆林立，鸦片瘾者日益增多，许多官吏、乡绅皆吸鸦片，以致烟毒泛滥。较

大城市和一些县城虽然建立了游民和乞丐收容机构，但收容人数有限，许多乞

丐则自行集中成立“花子房’’，靠讨要维持生命。1929年，省长公署改为省政府，

复设民政机构，职掌考核吏治、官吏任免、统计、宣传、地方自治、户籍、选

举、地政、灾赈、社会救济、行政区划、市政村政、警政保卫、公共卫生、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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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移民、礼俗、宗教、保存古迹古物等事项。这诸多所谓民政事项，多系为

统治阶级服务的地方行政管理事项，纯属施政于民的事项较少。一些地方虽有

灾害却不见官署拨款，赈济仓粮则借贷的多，散放的少。应河南省的请求，黑

龙江省于1929年第一批接收河南受灾移民24 968人，分别安置到龙江、讷河、

肇东等18个县(局)。第二批因安置有困难未满足河南省提出的移民计划。到

1930年，黑龙江地区各城镇收养残老、孤儿和贫民习艺工厂等社会事业单位发

展到50多处，多系孤老、孤儿和贫民生产混合的综合性救济、慈善事业，条件

较差。
’

1931年“九·一八一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及其所扶植的傀儡政权，为了对

中国人民进行严密统治，逐步把省区划小，到1939年，在黑龙江地区设置了7

个省。在城乡普遍建立以保甲制和街村制为基础的基层政权，并实行“十家连

坐"制，严格控制中国人民的言行。伪省、市、县公署在大小城镇普遍设立鸦

片烟馆，实行鸦片专卖，使瘾者吸食鸦片成为合法化。日本侵略者则从鸦片专

卖中大获其利。公开允许开业的妓馆，分布在大中城市和广大小城镇，到1938

年黑龙江地区登记在册的妓女近7万人。民国时期延续下来的社会救济性质的

养老、抚孤院(所)，多数被涂上殖民地色彩改为官办：但因经费拮据，勉强维

持，城镇仍有很多鳏寡孤独得不到收养和救助。1932年黑龙江地区遭受大水灾，

数十万灾民无家可归。伪满当局拨给哈尔滨和黑龙江省40万元大洋应急救恤，

但距灾民所需甚巨。灾民食不饱腹，四处逃荒，特别是哈尔滨市数万灾民避难

于南岗极乐寺一带，露宿街头，并因“恶疫’’流行，死亡2万多人。1941年至

一1943年，黑龙江地区一些地方遭受暴风雨和冰雹袭击以及江河泛滥，哈尔滨、呼

兰、双城、巴彦、木兰、拜泉、郭尔罗斯后旗等市、县、旗受灾农田减产三成

至八成。伪满当局不但不给灾民以生活救济，还强迫完成“出荷一粮。灾民只

能以糠菜充饥，用更生布和麻袋片遮体。有的灾民因采食野菜充饥中毒浮肿，有

的人外出讨要维持生命。1943年，仅哈尔滨、齐齐哈尔、鹤岗3地街头讨饭的

就有3 700多人。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黑龙江地区成为支援解

放战争的大后方。民政工作主要任务是动员群众参战支前，开展拥军优属，安

置荣病军人，建立街村政权，搞好干部调配，进行社会救济、卫生防疫和管理

民族事务等。在三年解放战争中，黑龙江地区动员支前战勤民工累计达32．2万

人，担架2．6万副，大车3．3万台，役马15．2万匹，随同作战部队抬担架、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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