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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作为一种思想和社会活动，起源很早，历史悠长。在原始公社

时期，就开始孕育未来民政事务的雏形；到尧舜禹、夏商周时代，民政胚

胎已经清晰显现；以后长期的封建社会逐渐发展演进，形成了完整的民

政体系。至于“民政”一词的独立出现，则相对时问要晚一些，它始见于

唐末，频见于两宋，到清末1906年出现了独立的民政专管机构——民

政部。可以得知，民政活动几乎是伴随着人类社会产生就出现了，当然

其初始阶段可能是朦胧简单不确定的。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推演，民政

的内涵、功能不断发生变化，但“民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的，是始终

以社会基层民众为对象，以民政管理为手段，以缓解矛盾、稳定秩序、巩

固政权为目的的一种社会活动体系，这一点在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也

不会改变的。

与其它专业性的志书有所不同，编写一部地方民政志，必将较多地

涉及本地区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社会、行政、文化、军事、生活、习

俗、人物、事件等诸多方面的历史演化，这是由民政工作的性质、特点所

决定的。由于本溪市建市较晚(1939年)，其后设置及行政区划又几经

变更，有关民政事务及其它相关方面的历史资料比较匮乏，无米之炊，

巧妇难为，所以<本溪市民政志>对1948年本溪解放前的记述很是简

略，这是无法弥补的；但这不等于在曾发现过古人类遗址的满、汉、朝鲜



族等诸多民族世世代代生息繁衍的燕东大地上没有民政活动，好在修

志有一条“详今略古"的原则，勿须过多取舍，<本溪市民政志》也就自然

地体现了“详今略古"这一要求。

真正为民排忧解难、彻底服务于人民的民政工作，只能是存在于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中。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民政工作

才可能发生本质性历史性的变化。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科学地载述总结建国50余年来本溪民政之历史，展示民政之要

略，探索民政之规律，鉴昨以资今，据今以瞻前，这对策励我们不断做好

新世纪新时期的民政工作大有裨益，也为后继者弥补了有史无记、考无

旧章之缺憾。

编纂<本溪市民政志>，始于1985年，其间断断续续，又断长续短，

前后历时17个春秋，经过数十人的艰辛耕耘，终于在新世纪的第一个

春天里完成了第一卷(1977年以前的部分)的总纂合成、定稿付梓工

作。下一步将一鼓作气，乘势努力，明年春天可望第二卷(1978年一

2000)问世存史。

在<本溪市民政志>编纂过程中，得到了有关单位和人士的关心支

持，尤其是热心提供资料，指陈疏漏，方使<民政志>第一卷得以今日之

面容亮相。在此谨表谢意，并请继续给予帮助。

2001年5月



凡 例

一、<本溪市民政志>是记述本溪地区民政事业发展史事的史料性

著述，它将对本市民政工作起到“资治”、“教化’9．66存史"的重要作用。

二、本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

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全面反映本溪民政工作历史现状与特点。

三、本志本着详今略古、横排门类、纵写史实、述而不论、实事求是

等原则，记述了本溪民政工作的概况。

四、本志设有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机构沿革篇、行政区划篇、

基层政权和自治组织篇、优抚安置篇、本溪英烈篇、救济救灾篇、社会福

利篇、婚姻管理篇、殡葬管理篇、其它等10篇、3章、74节。概述为本志

之纲，综述大势大略，展现全貌。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辅以记事本末体。

五、本志体例，采用志、记、述、传、图、表、录等综合体裁，以志、记为

主体，辅以图表和照片。在语言文体上采用现代语体文，以记实为主，

各种称谓、纪年、数据、史地名称等大都沿用历史称谓和公元纪年。在

文字上力求文风严谨、朴实、语言简洁。

六、本志断限，原则上上限自1840年，下限为1977年末。各种事

物名称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并括注简称；或使用简称，括注全称。

七、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不为生人立传。立传英烈为对本地区事业

贡献较大者，次之可做简介或名录。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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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志地域范围以现在行政区划为准，其业务范围按1983年国

办公厅发布<民政部门的主要任务和职责>的规定及其新增由民政

主管的业务记述，对历史上曾经管辖，以后交出的工作不予记述。

九、数字，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有关部门规定执行，数量，

整数、分数、百分比均用阿拉伯数字。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市档案馆、市图书馆、<本溪市志>、<本溪县

志>、<桓仁县志>、<本溪日报>及部分口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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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民政工作的内涵是依据国家赋予的职

责：解决社会问题，调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发展社会民主，促进

社会稳定，实施社会服务，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权益的社会行政

管理工作。民政工作的外延为多项专业构成，其中包括：基层政权建

设；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婚姻管理；社团登记；殡葬管理；地

名管理；行政区划等项工作。这些专业工作还可概括为三个一部分即：

属于政权建设一部分，属于行政管理一部分，属于社会保障一部分。因‘

为民政工作体现在诸多领域，直接对象是人民群众，且工作职能多维

化，所以民政工作构成了与其它工作相区别的具有社会性、群众性、多

元性特点，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中国的民政工作与历史上的民政工作有本质的不同。在历史发

展变迁的漫长过程中，民政工作的内涵、外延也在伴随历史不断地调整

变化，呈现出不同的阶级属性，但是无论怎样变化，民政工作始终是国

家政权对国家事务实施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溯自1906年(清光绪32年)，清朝廷设立了民政部，有了统一管理

全国民政工作的机关。从此结束了历史上民政工作由“民部”、“户部”、

“礼部99、66吏部”等诸多部门分管的格局。翌年，奉天行省设民政司，为

掌理全省民政工作的专管部门。1906年本溪县建治后，尚未有统一专

管的民政机构，民政事务由县行政公署户房掌管。1910年(清宣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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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由伪县政府、伪市政府行政科掌管。日伪政权的民政机构是对人民

和革命志士血腥镇压的机构，完全是殖民统治的工具。

1946年5月，国民党进占本溪市区。国民党统治时期，民政工作

分别由民政科、社会科掌管，当时国民党建立的“贫民救济院"、“冬令救

济委员会”，对灾民“施粥"，发放救济物资等活动，实际上是为了装饰门

面，缓解阶级矛盾，或者中饱私囊。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三年内战，给

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反动政府控制下的本溪，工商倒闭，物价暴涨，

民不聊生。当时的民政工作只是徒具形式。

解放前的民政工作，无论是清末、民国、伪满、还是国民党统治时

期，民政工作都是统治阶级剥削、压迫人民的工具，为了安民、治民虽然

也有一些“救灾、赈济"之举，但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救助，从根本上说

是为了维护统治地位，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只有新中国建立后，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才使民政工作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有了根本

性质的区别，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成为为人民谋福利，排忧

解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民政事业o

1948年10月，本溪解放。同时恢复了本溪市建制，成立了本溪市
·2，



人民政府，下设民政科。新中国的民政工作根据党的总路线、总方针，

紧密围绕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开展各项工作，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

发展、完善。

解放初期，民政部门配合公安部门开展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

工作。民政科参与指导郊区各村进行了民主建政，在城区协助各区建

立街道居民委员会，收容、教养流浪街头的游民、乞丐，救济优抚对象和

社会贫民，组织以工代赈，创办社会福利生产基地；对农村的优抚对象

和社会贫困户，坚持发动群众互助为主，政府辅以必要救济的方针，组

织农民对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实行代耕和包耕制度，并配合公安部门

开展封闭妓院、收容改造妓女和禁烟禁毒工作；还承担管理人事、劳动、

行政区划、地政、户籍、社团登记、宗教、民族等方面的事务。这期间的

民政工作对医治战争创伤，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特别是保证

经济恢复和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国家进入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建设时期，民政工作任务仍然比较繁

重、艰巨。抗美援朝期间，本溪是抗美援朝的前沿阵地，战勤支前、拥军

优属是民政工作的中心环节。动员组织大量战勤民工和工程技术人员

开赴朝鲜战场，担负前线战勤重任，支援了战争的胜利。同时在后方，

形成了群众性拥军优属光荣传统，组织创办社会福利生产厂点：军属合

作社、军属被服厂、军属印刷厂等，吸收安置了大量的烈军属贫困户参

加生产自救，以解除参军参战人员的后顾之忧。对农村无劳动能力或

缺少劳动力、畜力的烈军属及战勤民工的土地，给予代耕，确保他们的

生活不低于一般群众o

1958年“大跃进”时期，民政工作曾一度有过失误。一些民政干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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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帽子横加批判；民政干部大批受到迫害，被下放到农村插队落

户，或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民政业务被撂荒；社会救济被当成物质

刺激、金钱挂帅，遭到批判，而导致救济工作削弱，救济人员减少，贫困

群众愈加困难；经营了多年的民政福利企业全部按行业移交给有关

业部门，此后不再安置四残人员，淡化了福利企业的性质和特点；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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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产生活得不到保障，社会福利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1968年市民

政局被撤销，民政工作由当时的本溪市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内设民事组

负责掌管o

“文革”期间，虽然民政工作遭到如此厄运，但是拥军优属活动，还

坚持做了下来。本溪是一个有着拥军优属光荣传统的城市，一些基层

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文革”期间也一直坚持开展经常性的拥军优属

活动，形成了良好的风尚和优良传统。

1972年，市民政局恢复后，各项民政工作开始逐步恢复；但是在极

左路线干扰下。一些民政工作仍然难以正常开展o 1976年“四人帮”反

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民政工作开始出现新的生机

活力。1977年2月至6月，市民政局对城乡优抚对象分期分批进行普

查，结合普查为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优抚对象平反，同时进一步

解决了优待劳动日面偏窄，标准偏低的问题。全市在“文革"中解体的

基层优抚组织都得到了恢复健全，建立了工作制度。社会救济工作也

基本恢复了正常。各项救灾救济款、物、粮都能按标准、范围及时发放到

贫困群众手中。同时，社会福利生产也出现了较快发展的势头，截止

1977年底，市、县区直属福利企业已发展到11个，职工总数2060人，

安置四残人员370人，安置比例占生产人员总数的18％，福利生产的

性质、方向逐步明确，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稳步增长。

新中国建立后的民政工作，依据国家赋予的职责，在各个不同的历

史时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保障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方

面，在调节人际关系、实施社会服务、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在巩固国防建

设，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做出了重

j|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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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贡献。成绩来源于依靠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来源于社会各界力量

的参与支持，来源于民政部f-j自身建设的加强，广大民政干部诚实劳

动，无私奉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党和国家面临着新的形

势，百业待兴，从思想上、工作上都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民政部门同

样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此，民政工作要不断研究、探索新的发

展途径，注重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造出新的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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