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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编写《沾化县民政志》(以下简称本志)的指导思想和

原则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详今略古立足

现代，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

(二)本志主要记述县内的社会行政管理，即是：民政事务、民

政机构、民政对象。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政，是与历史上的民政有本

质区另9的崭新的民政。概括的说：人民政府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自

觉解决部分社会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调节部分社会关系的社

会行政管理。民政现阶段的工作内容是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社会保

障的一部分、行政管理的一部分。

(三)本志资料的来源一是查阅省、地、县的档案和旧志书报

纸，二是采访，社会调查、信访。

(四)民政工作内容比较复杂，情况多变，故设立概述简要说

明各个时期的工作情况。

(五)本志采用的体裁是：志、记、表、录、图、传六种形

式。志：用通俗的文字分类记述有关民政业务领域内的各个方面。

它是志书的主体部分。记：按年(1 935—1 987年)编写民政的社

会、经济、政治、军事、人物的有关统计表、大事记。表：各种统

计数字归纳为表格形式，以利对比。各类数据来源主要民政档案，会

计报表及统计局的数字。图：用图和照片，使文字表达的内容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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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真实。录：烈士英名附录于内，与正文互相补充，使其永垂青

史。传：记载县内有关著名烈士英雄事迹等。

(六)本志篇目安排采用章、节两级结构，全志共分十九章五

十节。各章内容基本按事编排以横为主，间有时间分节。 从时间

上，分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固前后)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

时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民政工作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份，在各个不同的历史

时期，民政部门都承担了十分繁重的任务，为推动党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

用。

战争年代，沾化县民政部门紧紧围绕党的“扩充武装”，进行

战争，消灭敌人，建立政权”的中心任务，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参

军，支前、优抚等，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

建国初期，国家面临的任务是医治战争创伤，建立和巩固各级

人民政权，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

根本好转。为了实现这一总的目标，民政部门积极配合区乡等各级

政权组织，安置移民、逃荒要饭无家可归的游民，道巫神婆等人就

业，扶助受战争破坏的贫苦户兴家立业等。这对医治战争创伤、荡

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对稳定社会秩序，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

政，都起了重要作用。

三年恢复时期结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己经在全国范围内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既将开始。这时候。国内社会的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



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党中央及时地提出并组织实施了对城市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则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此

间，沾化县民政部门办理了乡、区、县选举人民代表。建立和巩固

基层政权的日常事务，进行社会救济，帮助灾民度荒，安置复员转

业军人积极参加合作化运动等。这对调动全县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

道路的积极性，促进“三大改造”的完成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等方

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国内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时期，沾化

县大量的民政工作是依靠社会和集体力量，进行优抚，救济发展社

会福利等。在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时期，民政工作对帮助人民度

过暂时困难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沾化县民政部门和民政工作

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与摧残。粉碎“四人帮”以后，沾化县民政工

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较好

地发挥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作用。一是承办县、社(乡)直接

选举人民代表‘；二是普查登记优抚对象，平反优抚对象中的冤假错

案，改进定期定量补助，调整和提高抚恤标准，加强烈士褒扬工作

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战士、干部的抚慰；三是安置退伍军人，扶

助他们安心生产勤劳致富，四是救灾、扶贫。这对农村搞活经济，

完善农业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十多年来，民政工作极为繁博、限于案卷散失，资料奇缺难

考，未能罄其，所有为憾，此简记梗概，以此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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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建制沿革

第一节机构设置

一、历代民政机构设置

我国设置民政机构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西周时代(公元)

前十一世纪)设地官大司徒，其职权为： “掌建邦土地之图，与其

人民之数”，组。五家为比，五比为阊，’四问为族，五族为党，五

党为州，五州为乡”， “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 “以保息六养．万

民，以本俗六安万民”， “大荒大扎，则令邦国移民通财、、舍禁，

驰力、薄征、缓刑”等。汉朝设置户部和尚书民曹。据《西汉会

要》和《东汉会要》记载，把户口、风俗、属藉、更役、乡役、泛

役、复除、置三老、赐孝悌力田钱帛，恤鳏寡孤独、恤流民、民

伍、荒政、禁厚葬等列入民政部类。三国至唐朝称户曹和民部，到

唐永征初又改为户部，五代到清朝一至沿用这个名称清康熙六年省

设民政司，县设民政分司管理财赋、民政。中华民国初期中央设立

内务部，1928年改为内政部。1 936年修正《内部组织法》，其中规

定：民政掌地方行政、行政区划、地方官吏任免、户藉、选举、地

方自治，赈灭、救贫、慈善，国藉自来水和不属其他部门职掌的民

营公用事业等工作。各省均设民政厅，城市设民政局。县从民国初

年开始设民政科。

据《沾化县志》记载：沾化县于民国初年设知事衙门，下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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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两科，后又添设总务、财政两科，各科置科员1人，录事

民国十七年(公元1 928年)，知事衙门改为行政公署，下设

第一，第二两科o．’第一科掌管民政事项。‘7每科科长一人，由省民政

厅委任之。科员一至二人，由县长委任之。录事三人，雇用之。民

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彳子政公署改为县政府，下设一、二、

三、四、五个科，其中第一科为民政科，直到新中国成立。第一科

(民政科)先后主管乡(镇)保地方自治人员的任免、’行政区划、

优待抚恤、兵役，户政、难民救济．’一慈善感化，地政、仓储，禁烟

禁毒，著作出版、礼俗宗教，社会团体登记j卫生防役、 防空防

袭、武装警察、司法调解、选举事务和战争动员等。 日伪统治期

间，伪县政府设民政科：’管理户政地方治安，为日本侵略军效劳。

二，建国前解放区民政机构

中国共产党于1 921年(民国十年)成立，1 931年(民国=十

年)开始建立工农联合政府，中央设内务部，省设民政厅，县设民

政科。据《晋冀豫边区政府组织条例》规定， “民政厅掌理行政人

员任免、土地行政、选举，户藉、卫生行政，赈灾抚恤、优待保

育，社会救济．婚姻登记、礼俗宗教。劳资及佃业争议、战争动

员、写事支差，人民团体登记，取缔娼妓，赌博，盗窃，禁烟禁

毒、禁止缠足，动员人民及其他有关的民政事宜"。。

清河区我军于1 941年(民国三十年)1 o月解放义和庄1 942年

(民国三十一年)1月5日，经根据地11万民众普选132名代表在

七区太平镇举行大会，选举产生了沾化县行政委员会，后改称沾化

县抗日民主政府，下设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粮食科、 武装

科、土地局。1944年5月，渤海区行署根据当时根据地尚被敌人分

2



割的形势，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决定在沾西部和阳信、无棣东部的

三县边区建立沾阳棣边区县政府(抗日战争结束，该县撤消)，．下

设民政科、财粮科、工商科、司法科、教育科、公安局。民政工作

的主要任务是动参、征集民工、征收军粮、军鞋袜及其他军需物

资。另有收容避难人员、转运过境军队和物资、安排烈军属、组织

生产救灾，发放救灾款和抚恤金等。

1 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9．月沾阳

棣边区县政府撤销。1 o月，在富国召开了沾化县人民代表大会，选

举了县长，重新公布了政府工作人员。同时，沾化县抗日民主政府

改称为沾化县人民政府，下设民政、工商、财粮、实业、地政、司

法、教育、卫生、秘书九个科，农林、邮电、公安三个局，另有推

进社银行办事处等。民政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参军参战，征集民

工军需物资、拥军拥属、抚恤补助、救济安置。1 947年后，主要任

务又突出了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动员大参军等。

三、建国后民政机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沾化县人民政府设民政科、正

副科长各一人，科员、办事员五至六人。1950年开始建立民政经费

管理体制，民政事业费列入县予算、由民政科协同财政科管理。

1 951年开始，民政事业费由民政科掌管，这也是新中国民政机构的

特点之一。当时，民政部门的主要工作是战后军人I优抚、复员退伍

军人的收容安置、伤病残战士的安置、拥军优属、生产救灾、社会

救济、社会福利、婚姻登记、民主建政等。

1958年前各区都有民政助理。1958年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县

民政科改称民政局，各公社普设民政助理员一人。



1962年县民政局再次改称民政科，科里人员编制逐渐扩大，工

容亦日趋复杂，新增加的项目有：人口普查，土地征用、移民

，殡葬改革、陵园公墓的管理等。

1967年文化大革命。夺权”后，建立沾化县革命委员会下设后

生活安排组，分管民政工作。1970年，后勤部生活安排组改称

指挥部民政组。

1972年10月，重建县民政局，迄今再无更动。

附：1 987年沾化县民政局人员登记表。

1987年沾化县各乡镇民政助理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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