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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委员 王亚旭(民政局长) 。

。

副主任委员 张学仁(副局长) ：，
、

． 刘风光(秘书科长) 。

。

。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一
’ ’

、

卢廷友 刘 成 齐元亮 李全华

，

。 李庆荣。 武心尧 赵宜利 姜德富 7一

， 徐友志 ’唐善娥 程学东
。

编写办公室成员。 ；。
，

。

。’，

‘

一 主编、主笔 刘风光
‘

，，

r

^

工作人员 ，

，。

’

。、 刘颖 朱庆国 李秉健 尉东敏
’

’，

9

。’
’ 朱锦玲 李建军 何发展 李志同、

’

7

尹爱国。 。
。

，

·．顾
“

问 (按姓氏笔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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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泉洪、水李范民三

伟锡，，

沈张
东臣．

立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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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

～

≮



女
， 4。

’
I

，

，

』，

● ，
，．

， 7
。 7 r●

’

·

。

J

。

，

-
·

．

’

+．。

’

， ’

，“+}
； ，

’

，
々

。

。

。

々
”

， ，。

。’

一

。 序 。

t。

；．^
“。‘．’

，
， ，

-
。

。

’r ：，

，‘ 我市地方志修志工作，历经五个春秋，终于进入了收获季节．由市民政局负责，刘风 。

，’

’’无同志主笔，主编的《连云港市民政志》由南隶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市历史土正式出 ：’‘、

．‘一， 版的第一部专业志书；是值得我们庆贺的。。 - j ，

。 ’：。i 。

。

^。 修志，历代皇朝都给予重视，逢盛世志则兴。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内忧外患，饱受战，
。，

。

乱之苦。’解放后叉曲折多磨，地方志的修编停顿了几十年。ZO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了政 ，’

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新时期，地方志的修编工作被党和政府提到了重要议事日 ，
，’，

， 程上来。近几年，全市数千名专，兼职修志工作者进行了艰辛，繁杂的劳动，目前70余部 ，{
+．

e
。+。 专业志都正在开花结果。《连云港市民政志》率先出版，故然是民政部门、修志工作者的 。‘’

、

， 成果，也是全市人民的财富，同时，它对全市修志工作硌将起到启迪和推动作用。
”

，。

*

。

‘

。， 民政是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民政事务是政府重要的基础工作，．搞好民政工作，更是， 。·-

。’ 人民政府为人民的本质，特征的体现。民政部门承担了行政区域的划分，社区服务，社会 ，

。
一 福利，社会保障，扶贫，。救济救灾，优抚安置，社团，地名，婚姻、殡葬等几十项管理 ，

．。． 和服务职能，要把这涉覆到上下几千年，．浩繁纷杂的史料在这有限的志书中准确的记录反 ·。，1 t

’

映，确非易事。因此，修志工作者的奉献也与此书同存的。3，’。
1

，

‘

， 。。
；

一

我简要地翻阎了一遍这部《民政志》，感到很有份量。编者整理，记录了连云港市民’．
，

，‘

? 政事业发展几千年的渊源和轨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连云港这块土地历代的兴衰和变一·Ⅳ7
r’ 革；比较详细地反映了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市民政工作丰富的内涵，重要事件，“’ f。，

和重大贡献。《民政志》无疑是研究我市民政工作最翔实，最全面，最权威的史料，将对’ 、 一

。‘ 我市今后的民政工作和社会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这对于研究史志和民政的人士，’．，⋯，“t

。2 对于要了解历史，成为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连云港市干部，群众、，《连云港市民矗志》是值．，’ ，。，

得一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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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民政志》是根据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委员会，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关于编集 ，．

， 地方志的指示，在中共连云港市民政局党委领导和连云港市地方志办公室指导下编纂的。 ，

这是连云港市第一部民政专业志书。编纂这本志书之目的，在于提供历史的借鉴，为后人*

留存史料，并以翔实的史料，充实的内容反映民政的悠久历史及其在不同朝代，时期发展

轨迹和过程，以使人获得启迪，这是本部志书的宗旨。 ，

《连云港市民政志》的编纂工作始于1987年12月，脱稿子1991年2月，历时3年又两 ，

个月。全志40余万字，上限一般自清初，下限截至1988年．
““

。 ，

’
”

。

这部志书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5，

’

全面，系统地记述清初以来连云港市民政事务的面貌，概况及演变过程，真实反映民政的

社会地位，本质、特点与经验教训。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历史上有价值的旧史料尽量采
‘

用，而重点则记述1949年10月1日建国后的民政工作，对历史上由民政负责，后己交出或 一，

结束的工作，一般不入志，而载入大事记．对在历史上曾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民政业务则适‘
、

当予以记述。
‘

，
+

、
，

”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查阅了市档案馆，市局档案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市博物馆‘ ， ：．

档案，资料1908卷，查阅史书，地方史志218本卷，共收集，摘录筮j480万字民政史料。在‘ ．

占有充分资料的基础上，以严肃，认真，科学的态度进行分类、鉴别，考证，取舍，以求 ，，

真实地反映历史本来面貌。此后便谋篇布局，由刘风光执笔撰写全志。其中“基层政权与 。、

社会组织情况表’’，“市区和县烈士名录"、“乡村敬老院一览表矽由尉东敏汇编i。。
‘

4

r

“民政福利企业情况表"、“历年收容遣送情况表"由刘颖汇编。“，‘ 。

“
， ，

在志书结构上，除大事记和附录部分外，按民政工作的性质，业务范围，设立了行政

区划、基层政权及社会组织、民政机构、优待抚恤、复员退伍和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灾’

害救济，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生产、社会福利事业，婚姻，盲人聋哑人协会、收容遣送·
’

改造、殡葬，人物等14章，共51节，132目。志书采取横排竖写，4以时系事，使之符合志书

体例’’在文体上为语体文，以叙述为主，寓褒贬于客观叙述之中，亦夹有适当议论，兼用 ，一“

志，记，传，录、表等体裁。 ’t ，

，

《连云港市民政志》是全市民政工作者共同努力和有关部门支持的结果。在编纂过程 ，

’，

中，顾问、编委和评委多次审议，四易其稿。市地方志办公室给予热情关怀和具体指导，使，。

得《连云港市民政志》率先脱稿，被市地方志办公室立为全市修志的典型，并被推选参加
’

江苏省修志展评会．对此，实表不安和惭愧。因学识和经验有限，加之某些历史资料匠 ，’

。

乏，成书时间仓促，其中错误遗漏之处在所难免，衷心希望社会各界赐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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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f⋯⋯⋯⋯⋯⋯⋯⋯⋯⋯⋯⋯⋯⋯⋯?⋯⋯⋯⋯⋯。·(、I) ，，

前言⋯⋯⋯⋯⋯⋯⋯⋯⋯⋯⋯⋯⋯⋯⋯⋯⋯⋯⋯⋯⋯⋯⋯·‘j⋯⋯⋯⋯⋯⋯小⋯”<2一 。。，。“：

概述⋯⋯⋯⋯⋯⋯⋯⋯⋯⋯⋯⋯⋯⋯⋯⋯⋯⋯⋯⋯⋯⋯⋯⋯⋯⋯⋯⋯⋯⋯⋯⋯Z。(1)。。，

大事记⋯⋯⋯⋯j⋯⋯⋯⋯⋯⋯⋯⋯⋯⋯⋯⋯⋯⋯⋯⋯⋯⋯⋯_⋯⋯“⋯⋯．．．⋯⋯⋯(譬)
f ’

第--i行政区划 ，

+

，。。，。 ：，一。。 ，。‘一 。 ‘．t’。
；

7

简述
‘

。 ，

j ； ， ’， 。，

’

第一节历代政区⋯⋯⋯··：··：⋯⋯⋯⋯⋯⋯⋯⋯⋯⋯⋯⋯⋯⋯⋯⋯⋯⋯⋯：⋯⋯¨(49)} '一

第二节市区⋯⋯⋯⋯⋯⋯⋯⋯⋯⋯⋯⋯⋯⋯⋯⋯⋯⋯⋯⋯⋯⋯’P’：⋯eZ—qio“⋯(58)
一+

。

第三节，市辖县⋯⋯⋯⋯⋯⋯⋯⋯⋯⋯⋯⋯⋯⋯⋯⋯⋯⋯⋯，·■’·：⋯⋯⋯．-。⋯⋯：一：(61) 。：’j一

．第四节边界争议⋯⋯⋯．．．⋯⋯⋯⋯⋯⋯⋯⋯⋯⋯⋯⋯⋯⋯⋯⋯⋯⋯⋯⋯一⋯“(63)。一

、第五节地名管理⋯⋯⋯⋯⋯⋯⋯·¨⋯·：⋯⋯··⋯⋯⋯⋯⋯⋯⋯⋯⋯⋯⋯·：⋯⋯t’5 66) t

。，；’+

第二章基层政权及社会组织 ． ．．4， ．。’
t。 。，

“

简述 。

t

9

’1。 ¨_。‘·。麓’善。：。

第一节里、保甲、阅邻⋯⋯⋯⋯⋯⋯⋯⋯⋯⋯⋯⋯⋯⋯⋯⋯⋯·：⋯⋯⋯．．．⋯··?·(80)、 ．、 9，‘

．第二节区(市)，乡，镇⋯⋯⋯⋯⋯⋯⋯⋯⋯⋯¨⋯⋯⋯一“：“⋯⋯⋯⋯⋯“”(82)。， 。

第三节村、居民组织⋯⋯⋯⋯。⋯⋯⋯⋯⋯⋯⋯⋯⋯⋯⋯⋯⋯⋯··?⋯⋯⋯‘：⋯．．．：(95)*《 。

第三章民政机构 ’， ，。
。 。．{” 。。 ’，

’

简．述． 。 f
， 4。 ，’， I f t，m

p 、}，+： 、一。j

第一节沿革⋯⋯⋯⋯⋯⋯⋯⋯⋯⋯⋯⋯⋯⋯⋯⋯⋯⋯⋯⋯⋯⋯⋯⋯⋯⋯⋯“(136)，-t’
第二节司职⋯⋯⋯⋯⋯⋯⋯⋯⋯⋯⋯⋯⋯⋯⋯⋯⋯⋯⋯⋯⋯⋯⋯⋯⋯⋯⋯⋯t。(140) ’+：，‘’

第三节人员更迭⋯⋯⋯⋯⋯⋯⋯⋯⋯⋯⋯⋯⋯⋯⋯⋯⋯⋯⋯⋯⋯⋯⋯⋯．．．一，(142)． ，‘
_

第四章优待抚恤
7

．。 4。

， ， j；? ，”’√7
。1。

简述
．。

·，‘ ，一 。；，
～‘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国家抚恤⋯⋯⋯⋯⋯⋯⋯⋯⋯⋯⋯⋯⋯⋯⋯⋯⋯：⋯·：⋯⋯⋯⋯⋯2⋯’气‘150)

群众优待⋯⋯⋯⋯⋯⋯⋯⋯⋯⋯⋯⋯⋯⋯⋯⋯⋯⋯⋯⋯⋯⋯⋯⋯⋯⋯；。(154) 一j■

拥军优属⋯⋯⋯⋯⋯：⋯⋯：：⋯⋯·-：⋯⋯⋯⋯⋯⋯⋯⋯i一⋯⋯⋯⋯⋯一。，(156) 一。。，

彰显⋯⋯⋯⋯⋯⋯⋯⋯⋯⋯⋯⋯⋯⋯⋯⋯⋯⋯⋯⋯⋯⋯⋯⋯⋯⋯⋯⋯’(159) ，’ 一’

第五摩复员退伍和军队离退休千部安置 ，- ，，，．-，’， ，。，，。
?。～。

j^

筒述4
⋯

，

，
，

+{r，≈，。‘，
。’V’

第一节志愿兵⋯⋯⋯⋯⋯⋯⋯⋯⋯⋯⋯⋯⋯⋯⋯⋯⋯⋯⋯⋯⋯⋯⋯一o∥⋯吒，r．164> ，

第二节义务兵⋯⋯⋯⋯．，．⋯⋯⋯⋯⋯⋯⋯⋯⋯⋯⋯⋯⋯⋯⋯⋯⋯⋯⋯⋯⋯一；(165)。

第三节军队离退休干部⋯⋯⋯⋯⋯⋯⋯⋯⋯⋯⋯⋯⋯⋯⋯··¨⋯⋯⋯⋯·一：··：一(165)

第四节其他⋯．，．一一⋯⋯⋯⋯叫一．¨一⋯⋯⋯⋯⋯t．tt．．⋯．．．，t．．．．⋯⋯⋯m⋯’(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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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灾害救济
。。

。简述 ．

／ 第一节水灾⋯⋯⋯⋯⋯⋯⋯⋯⋯⋯⋯⋯⋯⋯⋯⋯⋯⋯⋯⋯⋯⋯⋯⋯⋯⋯⋯⋯
。

第二节台风、海啸灾⋯⋯⋯⋯⋯⋯⋯⋯⋯⋯⋯⋯⋯⋯⋯⋯⋯⋯⋯⋯⋯⋯⋯⋯

一。第三节冰雹灾⋯⋯⋯⋯⋯⋯⋯⋯⋯⋯⋯⋯⋯⋯⋯⋯⋯⋯⋯⋯⋯⋯⋯⋯⋯⋯⋯

4‘。 、 第四节早、虫灾⋯⋯⋯⋯⋯⋯⋯⋯⋯⋯⋯⋯⋯⋯⋯⋯⋯⋯⋯⋯⋯⋯⋯⋯⋯⋯

。 ，’。。 第七章社会救济。

．‘ 简述 一
’

“t- 一 第一节国家救济⋯⋯⋯⋯⋯·：⋯⋯⋯⋯⋯⋯⋯⋯⋯⋯⋯⋯⋯⋯⋯⋯⋯⋯⋯⋯·

’。 5第二节社会救济⋯⋯⋯⋯⋯⋯⋯⋯⋯⋯⋯⋯⋯⋯⋯⋯⋯⋯⋯⋯⋯⋯⋯⋯⋯⋯
“ 4

第三节国际救济⋯⋯⋯⋯⋯⋯⋯⋯⋯⋯⋯⋯⋯⋯⋯⋯⋯⋯⋯⋯⋯⋯⋯⋯⋯⋯

，t t第四节扶贫⋯⋯⋯⋯⋯⋯⋯⋯⋯⋯⋯⋯⋯⋯⋯⋯⋯⋯⋯⋯⋯⋯⋯⋯⋯⋯⋯⋯
’

第八章社会福利生产 ， 一

‘

2、 简述 ’-

’

(169)

(174)

(176)

(176)

(177)

(181)

(186)

(186)

。‘第一节企业⋯⋯⋯⋯⋯⋯⋯⋯⋯⋯⋯⋯⋯⋯⋯⋯⋯⋯⋯⋯⋯⋯⋯⋯⋯⋯⋯⋯(189)

， 第二节管理机构⋯⋯⋯⋯⋯⋯⋯⋯⋯⋯‘⋯⋯⋯⋯⋯⋯⋯⋯⋯⋯⋯⋯⋯⋯⋯⋯(191)

第三节效益⋯⋯⋯⋯⋯··：⋯⋯⋯⋯⋯⋯⋯⋯⋯⋯⋯⋯⋯⋯⋯⋯⋯⋯⋯⋯⋯⋯(192)

第九章社会福利事业 ．

。
‘

’

，

， 简述 一 ‘一 ．

t
“

二

第一节养(救)济院⋯⋯⋯⋯⋯⋯⋯⋯⋯⋯⋯⋯⋯⋯⋯⋯⋯⋯⋯⋯⋯⋯⋯⋯(208)

_t 第二节城市福利院⋯⋯⋯⋯⋯⋯⋯⋯⋯⋯⋯⋯⋯⋯⋯⋯⋯⋯⋯⋯⋯⋯⋯⋯⋯(209)
‘

第三节农村敬老院⋯⋯⋯⋯⋯⋯⋯⋯⋯⋯⋯⋯⋯⋯⋯⋯⋯⋯⋯⋯⋯⋯⋯⋯⋯(211)

。第四节’精神病医院⋯⋯⋯⋯⋯⋯⋯⋯⋯⋯⋯⋯⋯⋯⋯⋯⋯⋯⋯⋯⋯⋯⋯⋯⋯(212)

第十章婚姻
’

一+7 ’
“‘ ‘

／ 1简述
’ ‘ 、

， 第一节结婚⋯⋯⋯⋯⋯⋯⋯⋯⋯⋯⋯⋯⋯⋯⋯⋯⋯⋯⋯⋯⋯⋯⋯⋯⋯⋯⋯⋯(226)

第二节离婚，复婚⋯⋯⋯⋯⋯⋯⋯⋯⋯⋯⋯⋯⋯⋯⋯⋯⋯⋯⋯⋯⋯⋯⋯⋯⋯(231)

第三节特殊婚姻⋯⋯⋯⋯⋯⋯⋯⋯⋯⋯⋯⋯⋯⋯⋯⋯⋯⋯⋯⋯⋯⋯⋯⋯⋯⋯(232)

第十一章盲人，聋哑人协会

简述 、

第一节沿革⋯⋯⋯⋯⋯⋯⋯⋯⋯⋯⋯⋯⋯⋯⋯⋯⋯⋯⋯⋯⋯⋯⋯⋯⋯⋯⋯⋯

．第二节活动⋯⋯⋯⋯⋯⋯⋯⋯⋯⋯⋯⋯⋯⋯⋯⋯⋯⋯⋯⋯⋯⋯⋯⋯⋯⋯⋯⋯

’第三节盲人、聋哑人代表会议⋯⋯⋯⋯⋯⋯·?⋯⋯⋯⋯⋯⋯⋯⋯⋯⋯⋯⋯⋯·

第四节残疾人抽样调查⋯⋯⋯⋯⋯⋯⋯⋯⋯⋯⋯⋯⋯⋯⋯⋯⋯⋯⋯⋯⋯⋯⋯

第十=章收容、遣送，改造
’

简。’述+ 。

第一节流民清查⋯”：⋯⋯⋯⋯⋯⋯⋯⋯⋯⋯⋯⋯⋯⋯⋯⋯⋯⋯⋯⋯⋯⋯⋯⋯

．第二节收容，改造⋯⋯⋯．．'⋯．．'⋯Ⅲ．．．．．t⋯⋯⋯．．．⋯⋯⋯⋯⋯⋯w⋯⋯⋯⋯
’

～
’

2
’

(235)

(236)

(238)

(238)

(241)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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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遣送⋯⋯⋯⋯⋯⋯⋯⋯⋯⋯⋯⋯⋯⋯⋯⋯⋯⋯⋯⋯⋯⋯⋯⋯⋯⋯⋯⋯(245> ．一

。

，

第四节禁烟、禁毒⋯⋯⋯：⋯⋯⋯⋯⋯⋯⋯⋯．：⋯⋯⋯⋯⋯⋯⋯⋯⋯⋯⋯⋯⋯(249)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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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 j
·

，，。， 民政足国家用行政手段解决和协调社会事务，为民施政的政府职能部门。详察中国之一。‘t

，一民政，．自古至今，各朝代均重视民政事务，设立不同称谓的管理机构，执掌不同的民政职
’

， 能，虽作用和性质与今之民政有本质区别，但其基本业务内容，如基层政权和社会组织， ，

。，行政区划、荒政，社会救济，救灾、婚丧礼俗等始终未变，有着历史继承性。‘新中国的民“。
‘

，

， 政工作，为政权建设，社会保障和行政管理的一部分。，通过这些工作，解决社会问题，；，“4 ：

’二r ’e“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一 t，。，
，

： 。x“I
’。

’， 0 20世纪初，’西方民主民权思想广泛传播，迫使清政府予1906年(光绪32年)在中央始，‘ 。·
，

一 设民政部，。江苏省设民政厅，。海州直隶州之民政事务由知州执掌。其时民政事务有赈济、；’ ， ．；

‘。‘ ，仓储，’整饬风化、除害、行政区划，户13户籍，义冢等基本事项。民国期间，国民党东海。。 ，””+

一 县政府设第一科专司民政，。为县政府管理民政之机构。第一科主事各级选举、区乡保甲政．．
。

+r务，乡、镇长任免，行政区划?户籍，人13调查，民事纠纷，礼俗宗教，社会福利、救济’ ’。，。

’

救灾，土地、人13，公共卫生等，，集政权，。人事，社会福利等为■身，被称之为“第一肥· r， t，

． 缺∥。肥官而穷民：国民党统治下的东海县地区，妓院遍设，烟馆繁多，鳏寡孤独，盲聋
。

，。一 哑残无人过问，流浪乞讨者甚众。所设之贷款所j救济院名存实亡；施行以工代赈等多为当，一 一

，

。

权者中饱私囊。民问慈善事业之施舍也乃杯水车薪。．；’。。， 一，‘
。， 一。r

， 、，。

。

’

。 1948年11月．9日，新海连地区解放。，1949年3月，新海连特区专署设立民政机构一·。一- ’．

，’ 民政局，是新海连人民政府最先设立的职能部门之一。民政局作为市政府的重要部门，在+。 7|．’“

， 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围绕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各项工作，卓有成效地完 。 ?

4， 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赋予的繁重任务。 ．叫 ，。 。‘，； ， ·．； 。i k 1；!一 ，，s7

，‘ ’在解放初8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民政部门承担了摧毁旧政权，民主建政工作。负责优 ∥；’}

。

e 待抚恤，复员安置，人事管理，救济救灾、行政区划，土地清丈，登记和土地证颁发，城，t一；

’。 。市房地产管理，’文物，户籍、地政．人口调查，民事纠纷、民族、宗教，，华侨，、移民1：收
， 。容j国籍：婚姻登记等工作，纽织贫民和失业人员互助互济，生产自救，，以工代赈，，封闭’’·-。4’

’妓院，’禁绝烟毒，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国民党散兵游勇，明妓暗娼，乞丐，游民和流落街 ．t

头无依无靠的灾难民，残老人员、孤儿进行收容改造、疏散安置或遣返’同时，广泛开展 ，’
．，

j ”．拥军优属活动，在民工支前，抗美援朝中进行了有效的动员。蜘织工作，，贯彻《婚姻法》，

．。 反对买卖婚姻，建立新的婚姻登记制度。在此期问，民政工作对医治战争创伤，稳定社会； 。
，。

7

。秩序，安定人民生活，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新政权，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
、

。

。， 重要作用。一⋯。。． -，+，，“一，，．；．，， 。o ，“7。 +，。c r‘’，
々

。

。，一

?
’

．“1953年后，国家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期。民政工作以优，‘ 7，，。t

待抚恤’．复员安置，救济救灾为主要任务，．同时还承担基层政权建设，地政，户政、园，， ，，‘

籍、行政区列，婚姻登记、游民改造等工作，积极配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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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在农村积极开展互助互济活动，发放救济粮款，解决贫困户的生活困难’在城市，．n，

组织贫民，残疾人员、烈军属和生活困难户进行生产自救。1954年兴办盐区竹器厂，‘竹藤
，。

条业厂等8家生产自救厂。1955年兴办鞋帽厂，煤球厂，粉条厂、绣花厂等7家生产自救。

厂。民政部门投资8万多元，有职T5400余人，为城市贫民、残疾人员，社会困难户找到 7一

、 了就业门路，也为进一步发展社会福利生产积累了经验。

， 1956年始，国家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在此之前原属于民政管理的业务，如．
、

人事、华侨、民族、文物等陆续交出。民政部门主要以优抚安置，社会救济为重点，重视
’

一‘发展福利生产和福利事业。1956年市民政局兴办直属制糖加工厂、工艺广，。麻袋厂等5家、， ‘、’、

福利工厂J 1957年兴办五金生产厂，硫酸钠生产厂等5家福利工厂I 1958年兴办跃进 、

．水泥厂，聋哑皮件厂，耐火材料厂等7家福利工厂，投资115万元。1958年7月，民政部门执
。

’。行人民公社发展和统一归口管理之精神，将25家福利工厂，职11042人移交有关部门和人民一 ·

“‘公社管理。市民政部门保留6个福利工厂。至1965年，除保留聋哑皮件厂外，其余福利厂，一 +。

‘一 全部移交给有关部门管理。优抚安置方面，多次召开优抚对象座谈会、代表会和积极分子， ．’’

‘

会议；发倡议书，对全市复员军人、烈军属进行社会主义总路线教育，开展社会主义劳动
4

竞赛活动。同时成立了殡葬管理处，建成殡仪馆，推行火化。60年代初，国家经济处于困．’ -

，难时期，民政部门对精简下放的老职工进行了定期或临时救济，重点抓灾民救济，盲流遣～

。．-送、安置工作，整顿残老院，力所能及的帮助群众渡过暂时困难。此多卜，还承担了选举。．．
。

建立和加强城市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以及婚姻登记工作。 。，．、 。，， ⋯_

‘，·”1966年后，10年“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泛滥，民政工作遭到极大破坏，’原市

民政机构被撤销，市民政局被改为民政小组，后并入人事局。民政工作的各项业务政策．方

_针被搞乱，’许多优抚和救济对象被批斗0迫害，取消优待、。救济。福利生产不能正常进 。

， ，行，唯有收容遣送较为正常。1976年11月，虽恢复民政机构，但搿左”倾流毒没有肃清，’加之 ，

’

-． 原有关政策不适应形势的发展，民政工作步履维艰，各项工作难以正常运转。 ’’。

7．’ 、一。。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政工作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实现

。’。 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始发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重要作用。9在服从于，“服务于

‘，· 党的总任务、总路线的原则下，民政工作进行了各项改革，冲破旧框框的束缚，开创了新 。

：。
～

的局面，攀登新台阶：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 、一‘

，。。， 。“ √， 。

，

e ．1979年，参与社，镇选举，“并承担政社分开，建立乡政权，建镇工作和建立村民委员 ：

、 ． 会工作。同时，提高了优待和救济标准，优抚和救济对象生活得到改善。1983年，’国务院4 ．’

一。’ ’办公厅颁发《民政部主要任务和职责》，规定民政业务范围为基层政权建设，优抚．’安；
’^

，． ‘置，，t农村救灾，社会救济、”社会福利，行政区划、‘婚姻登记、殡葬改革，社团登记、领导
? ’。

盲人=I聋哑人协会工作。连云港市民政部门围绕此业务积极开展各项工作。1984年后，“农村

， 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的经济结构出现了新变化，新

。
。 ；’格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逐步展开。为适应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民政工作确定在

i’；+ 农村以“双扶"(扶贫，扶优)，在城市以“双福"(社会福利生产0福利事业)封重‘
”

‘， 点。在具体实施中，实行四个转变。第一，由单纯生活救济，满足于解决温饱问题，‘转为

。。．t、：。 既要加强社会保障，又要注重扶持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第二，兴办民政事业由主要靠民

．‘，一，：、政部门承办转为依靠社会力量、各部门力量，多渠道、多层次地办好I’第三：由只讲社会 ，

． 效益不太重视经济效益，’转为两个效益一齐抓’、筇四，。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擘管理逐步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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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精神病人工疗站、残疾儿童寄托站。福利事业单位发展第三产业，院办厂，以厂补

院，向社会开放，由救济型逐步向社会福利型转变。 ；，’ ， ：一。·，， }

．

， 优抚安置工作有新发展。农村义务兵家属普遍受到优待，优待标准为当地一个整劳力 ’．

收入的50％一70％，最低不低于50％。优待办法亦逐步改变和完善，初为优待工分，1982

年后改优待现金，由村统筹改为乡统筹’春评夏订秋兑现。1983年，对老红军，军烈属，
“

年老体弱生活有困难的复员军人和带病回乡的复员退伍军人提高定期定量补助标准。在安 ·

置方面，贯彻“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方针，‘对农村生活有困难的退伍军人；安排在社办．

一企业。城市则实行“按系统包干分配，，、“对口安置"和“择优分配，，的安置办法。广泛
’

开展军民共建活动，在有驻军的地方，军民共建点98个。同时，全市建立军人家庭服务中

心196个，切实为军人家属解决住房，子女就学等t．司ao
， ，

婚姻登记工作，按照《婚姻法》和《婚姻登记办法》管理规定，依法办事，培训婚姻

登记人员，并对全市非法婚姻进行清理，予以补办手续和作出处理。。市殡仪馆落实承包

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全市火化率稳中有升。
t

连云港市民政工作对象近6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5， 做好民政工作有着重大意 ，

义。民政工作具有社会性：群众性，多元性的特点，“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变

革而变革的工作。实践证明，只有把民政工作纳入党的中心任务，才能发挥重要作用。目 。

前，连云港市各级民政部门发扬改革创新的精神，更新观念，积极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

的民政工作，为长治久安，为推进连云港市现代化建设发挥更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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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兴二年(154年)

‘t 。t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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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7事

、 、

j．六月，东海胸山(今锦屏山)崩(’[1]《后汉书·桓帝本纪》)。

f∥ ：’ ．-．{r㈠ t
、．7

：{延衰九年(j66年)一．一。 ，．． ．

。

青，徐炎早(《同治徐州府志》)。

”，中平五年(188年) 。．

』2。洪：山阳(今淮安)：梁，沛，东海、琅琊大水(《淮系年表》)。
。

⋯。

，。，，· f!’一 ‘ ·．

’

、，，
’

． 魏景初元年(237年) 7，
‘

一·

’

。涝。九月淫雨，兖，徐等州大水(《淮系年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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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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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j ’，

。

·

，

一。西，：晋。q 1：、 r、．。 ，

。

， ．，

一。。．。 j．r，’，．。 一，、： 、‘ 。I。 。

。泰始四年(268年) ， j ；
一 。，

’

．

1一：；洪·。九月，声，‘徐，兖等州大水!《宿县志》、)· 、

．

’

一成宁三年(9-77年)．．’
’4‘ ‘

“洪。‘十月，音州，徐州，镜州大水．(：《淮系等表》)。，
“‘

’

， 。。

h元康五年(295年) ，％ t。 r ：

，六月，、东海雨雹，深五寸，’禾稼受害(《嘉庆海州志》)．
’

^

．

。，'元康六年(296年) ，‘

， 。一

、。-．19，东海早霜冻麦，欠收，。民饥(《古胸考略》)。

1 f， 。．。， 、．

‘一
· +

’

永争完年(301年)’。
’

，

。

¨早。白夏及秋，青、徐、苑每州大早((2]《光绪赣榆县志》)。

东 晋

大兴元年(318年)

七月，东海郡蝗虫肆虐。禾豆受其害，民困(《晋书·五行志》)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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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三年(537年) ． ，一 ，’ “～+’，‘
t 六月，朐山陨霜伤禾稼。欠收j民饥困(《隆庆海州志》)：t， 。

，

。

，

’ ： ’

：

隋’朝
，

。 。^4。

’“’7、

、

。
：

，
．。 ，一，

⋯

一：’
。

，‘，t一、

。 ，r

‘。 ，，“， “： ，’4。

“

开皇九年(589年)、
“

，

。 ．，t． ． 。．，

东海县令张孝征筑“捍海堰’’，在县西北三里。南北六十三里。高五尺。民免水患

’(《大清一统志》)。+
1‘ 一 -“

。。 ‘。“ ’⋯’。。 ．t

／ ★。 {
‘ ， ’

，

。

。 。
r| j ： ， ．

”

开皇十五年(595年) ’w
，⋯

‘
’

。

东海县令元暖在县东北三里造捍海堰，西南接苍梧山，东北至巨平出，长兰十九里，

t外捍海潮，内贮山水，民获浇灌之利(《大清一统志》)。 。，。：。，， ，；
f

’ 一 k ，‘

。
： ， h

大业九年(613年)
“

’ 、 一√～ 。'’／‘、5’，，F -

． 九月，东海人彭孝才聚民数万抗官兵(《炀帝纪》)。
“

，～ 。 ： 。
一

，。，

。 j
。 一

，

‘

大业十一年(615年) 。、 ： ∥。’一 。

十月，东海人李子通拥众抗官，渡淮自号楚王(《嘉庆海州直隶州志》)。、。、 。。1’

‘} _
、

1自r
，≈ 。，●

}、。L、 ’、～J●_ J

大业十三年(617年)
，，

n，
。

，

，’

，’。，’j，。 t，

“

。一

天下大早。江淮数百里，水绝无鱼(《古胸考略》)。‘． +。。，

． ，’‘；

’

。 ，

·

。

’

。

≮
’

’

。，’
““

。：‘ -。7．^ ， ● ～
”

_。

唐 朝
“ ’

1 ”
，；

。 ㈠j
1

。

二

贞观三年(629年) 。 ，
1*。，7 t’：8’ ， i p’，_

‘ ‘

洪。秋，徐、泗、沂等州大水(《淮系年表》)。 ．。 ．。： ，

。，
1

，。 贞观十年(636年’-)。’ b。 ’：一，t f，一i‘f’i p’㈡，，l’t，^ ‘。“

洪。关东及淮海旁二十六州大水(《嘉庆海州直隶州志》)。 ： 一。’ ．，e

’

一。 1’ t h “ “

^

．‘

’ ’
’

q
t’

’

，

。

贞观十三年(639年) ，， ， 。，，t，：i。’t ”、
，r

。
’，

洪。淮海及二十八旁州大水(《古胸考略》)。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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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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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 H I l’。’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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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开元十四年(726年)；，。
～

。h ：，r ，‘，
’1 {，，‘：4 ，

海州刺史杜令昭在州东二十里筑永安堤，北接山，南环城，长七里，以捍海潮，·免水

患，民得益(《唐书·地理志>>，《大清一统志》)。 ， ，～ ，r

’

。

。

潮。九月三日．海州海潮暴涨，百姓飘溺，人财损失无数(《海州志》)；～。、． ．

’

，

‘’

‘．t。-。 ’，：，：’
’

一 ，

长庆元年(821年)
。

，

“ ，， t

二月，海州海水冰冻，南北二百里，东望无际((3)《唐书·五行志》，1《隆庆海，
j 。州志》)． t，·一

，’，、
一’

。、， 一，一*，、
，

』

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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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历元年(825年>
‘ 4

，
■

。洪。秋，海州，兖州大水淹害禾稼，，民饥(《嘉庆海州直隶州志》)。
，

‘ t
，

太和二年(828年)
*

一 洪。夏，海州、兖州等州大水淹稼(《嘉庆海州直隶州志》)。

开成二年(837年) 一 。

。

*六月，海州，兖州蝗灾，禾稼受害(《古胸考略》)。
。j ，

’

} 。

开成五年(840年) ，
．

夏，海，青．兖等州螟蝗害稼，民受其苦(《古朐考略》)。
· -· r

9大中十二年(858年)
’

，+’，’
’‘。

海州锋州大水．水深五尺，淹害秋稼(《古朐考略》)。
r’

’ ， ’

宋 朝
。’

’

rl

●

建隆三年(962年)
9

、． 。

四月乙亥，海州大火灾，烧数百家，死者十八人(《古胸考略》，《海州志》)。

建隆四年(963年)5 ．

。

七月，海州冰雹伤稼。民困(《古胸考略》)：
’

‘

’

■

f
’ ‘ ～

’。

咸平二年(999年)
’

舂，淮扬军早(《民国徐州府志》)。 ，

J。
‘

十

； c

治平二年(1065年)
‘

／
海州知州孙洙行免役法。时春旱徭重，洙三上奏，免其税赋役(《大清一统志》)。

t

～
，r 。

熙宁元年(1068年)

春旱。蝗灾。知州孙洙继行免役法，集民开漕渠兴水利，灭蝗上奏(《大清一统志》)。
’

‘·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

金人南侵。魏胜募义兵三百收复海州。

(《续修海州志》、2《大清一统志》)。

，
～

‘

。 嘉定元年(1208年)1 ．

海州大饥荒(《宋史·五行志》>。

山东之士响应。金兵数十万累攻而不能克
、

， 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
。

。

海州、赣榆冰雹伤稼，官府免足年税粮(《古朐考略》)。
p_ ‘

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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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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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二
1

嘉定十六年(1223年>，
，一 、_。 ， 。。4 ，

。

。r ，l
‘

，，一、海州杏饥荒(登宋史：五行志?)：，
。

。 ，。。7

。

，

。。 、‘‘
．． ；‘：1

， ‘
4

，

· ’

，一、，孽 ．，．
-。。

。．～· ；‘
。’ ㈡～’。’。：

·，

’

’

太祖十九年(1224年)
‘

‘

“。

‘、，． ，． ．；

’- ’

，’4 7“：略晕)，：2’-‘+ I，f
^+，t

。‘ 』 。

：
’，’

。。：，： ，。，’：]‘。：{
．一’

1 。十月：海州复行屯田法(《海州志》‘)。
、。 f’+ ‘。： ·

，

-+、

k
。 甫 宋

4

。 ¨‘ ，。 7。’ 1，|，‘
。，‘、

；

t‘

。’。。景炎元年(1278年)．，?：， 。，。?～t。．。，．。t’。’‘。‘ ’．。

’

·’{

r；i～’!言季二嚣萧：8纛雨雹伤≤。洲。二考毫；>卜，。：·’j，j‘：0√，√，，‘V’1闰十一月，海州，赣榆雨雹伤稼。民困(《古朐考略》)。 “：‘‘
⋯’

“：’； ， ’。

+ 尸月’掣蝗誊!《黧雩略”；-。：，．一。．。．一．“，。-_』。。o 4。，‘。．，。t‘争 ^ 。 、o、 自
。 。★ 。 ’ ‘ ’’’‘ {

J
’

’p 4

十：月，海宁、目句山。淮安等县大水(《嘉庆海州直隶州志》)。：：
‘

0，。 ：
。

．

。，一 ：、大德四年(1300年)t，、 ：，
’

、：，4 7 ，’。8，。一
。{’ _

，，，’、

1 ’。

l大德八年(1304年) 。’

?
t： 。i“ ‘·一。’，

a

’。‘。。，。

， _。八月，．怀仁(今赣榆县)等县雨雹(《光绪赣榆县志》)。 t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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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历元年(1328年) 。

，
。

·

：一，”：。。 。
。’

， 秋，海宁州大涝，民饥，免田租(《古胸考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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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

’

’，，
一

，． 。：7 』‘

海赫知府杨昶建馁民仓，便晶之兑运。交兑慎在城府外，‘不久便废’(《海角志≥>。’；

。 ’(后)至元五年(1339年)。，，’
’

；、 。 、

， 。。“。’·i‘’七月，沂、沭两河暴涨，、决堤害稼(《古脾考略》)。一 ，。

． ’．j． 一

’

、

一．‘。 ∥，。、至正=年(1342-年)，．。，，’ h≯，’． 。 ，，；，，：- ，-‘。“

。“o。． ／{十月，．海州飓风；海水涨，伤亡人无数(《元史’·五行志》：《嘉庆海州直隶州’。

、’ 。‘

}

+志》；)。 ’。

，

’，

。

’√，{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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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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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至正十四年(1354年) j

，。’j。 ， ；4。’，，一t，．，，。；’．，_
一 ’一

十一月。淮安路，海州地震【《元史·五行志》)。’： ，

’

’一．

。8{+。’，，，、量主兰十六年(1‘366奄Z)+， ，。．t

。·
’ i ‘，4㈠

r’

三月j海州地震，声如雷，赣榆县吴山崩。民受害(《元史·五行志》。)。“一 。． ，

。

’

， 』。
一

，t．· ；i，，#。，≥‘。
， ·

≮。。， ，‘5，‘’，， ，
1； 。‘·，。：。

；’
、’

，，一 ，

．
一

， 』。
。

，4．‘ ；i，，9一’≥ 。

’

≮一。， 一+

3，’’，t ， t’·一-：’
，

、。

。，7 ，

．

-一．!明 朝t’：
4

。。． 。； ⋯。 ·， ：．。．一。。，．
。’

。+，。_．1洪武二年(1369年) ，。，'，．，?，，’，，。1{。．； ，；w，、；7▲：； 。

t。r

。，’’一一t’ 海州知她陈德辅在治西北创建养济院(《续修海州志》)。9， ，，

’’

：。。
，’

‘，，、-
一· ，

‘

， √ 。‘√。。。，j 4、，÷， ’，。

‘，，‘， 洪武三年(1370年)，4，“，；．+，，“，，÷。、，一。‘“‘，。7；{’t。、
，．t ，‘斟：海州知州陈德辅在治西普照寺旧地建城隍庙(《续修海州志》)。 ，。．’

、
，

．’”t j知州陈德辅在治西北创建通济仓，有廒房三十七问([4)《续修海州志》)∥ 。⋯，一：、，‘

4一。’7．，⋯，‘。7苏午(i；7薄)-一。、，；j’：，。。，◆■j’_。：+0、‘：：¨；，，，一-
；，

。 知县马希颜在治西北建养济院，正房三问，门扇一问，东西廊房各三问。知县徐可达’’

重修，增其衣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t，l j‘。一、 。‘：rt，’。”。；‘ ；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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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j ， 洪武九年(1376年) “，
”‘一“

+’*， ；’’、 ，f。，¨0。?
，

海州知州田植在海州北门外三里许创建社稷坛。同年，’又在海州南门外四里许建风云

。，

一。 “雷电山川坛(《续修海州志》)，· ，， ，

：01 1‘一
，

+，

* l
’ ’

·

。’、 ，： i：_1
t”；。 ，； 洪武=十三午．(1390年)， ：

，
， ：‘“，一n 7

。“ 海州知州李敬德，，创建新坝仓，大伊镇仓，博望镇仓，平陵埠仓。丰年储谷，。灾年赈
‘’

济。四五年后“四仓"倾(《隆庆海州志》、《续修海州志》)。
‘7

·

j ，’’

“

o’ 。。

·《 ，。一扎“。 4，‘

， ，
’

t

0 ， 正统六年(1441年)
’

．‘

，“ j，、

’

“’’t

，一
’， 海州大饥。海州人段兴纳粟一千石，李荣纳粟一千石，李明善纳粟五百石助赈(《隆t

7

，。。‘一 ，庆海州志》j。
’

．

，
6”。”。 。1

。+。j 7一 。，一
，'

’， ：’
。一。川 ’7一．’。。 ：一。

，．j：。， ’；景泰四年(1453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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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海州知州董鼎重修功：德辅所建养济院；正虏一问，东、西、南廊房共二十四间‘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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