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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编撰《德化街街道志》，是于1985年5月开始的。由于任务艰巨，时间紧迫，力量不

足，使编志工作受到影响。通过不同形式的采访、座谈和翻阅报刊、史料，把搜集到的资

料，经疏通分类，整理，去伪存真，吸取精华，之后，便纳入《街道志》之中。目的在于

“存史、资治、教化后人"给子孙后代提供鉴古通今的历史依据。

这本《街道志》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则，采用新观点，新材料、新的方法和体例，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详今略昔’’之精

神，尽繁记载了辖区在各个历史阶段和各方面的发展沿革过程，为今后“修志"、“续志"

奠定了基础。

此书在编写过程中，由于办事处党委的关怀和支持，区方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和帮助，

从1986年6月起经过五年的努力，终于试写脱稿。从时间要求上，上限清末民初，下限至

1990年。全书共7篇、39章，51节、372页、图表24张、共计73000多字。

建国前，由于政局不稳，历史资料很难收集。建国后的资料，因缺乏严格的文档制度，

文件资料管理不善，散失较多，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时期，很多资料付于一炬，给编写工

作带来很大障碍，相当一部分珍贵的史实资料，无处查寻。

加之编写水平低，知识面窄，疏忽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知情者，提出宝贵

意见。

最后向支持我们工作，提供资料的部门，单位和个人，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志原为办事处地方志办公室陈志泓、于华、盂凡忠搜集材料、编辑、．誊写成稿的。因种

种原因，未能付印，拖至1991年。故又续写1986至1990年部分情况，形成本稿付印。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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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德化街办事处，位于郑州市中心，二七区的东部，是全市较繁华的商业中心。属旧城

区，管辖东起南下街、西至福寿街(不包括福寿街)、南到大同路(不包括西段)，北达二

七广场、西大街西段，共有19条自然街组成，面积为0．25平方公里，居住着汉、回，满，

蒙，维5个民族3，344户，9个居民委员会，80个居民组，10，840人，其中男性5，405人，女

性5，435人，汉，回人口，分别占辖区人口的90％和8％。

辖区有企事业单位共200家。其中，国营商业32家，集体商业79家，个体户42家，工厂14

家，旅栈业19家，行政机关9家，学校2所，区属医院2所，诊所2所、电影院1座。

具有悠久历史的德化街、被誉为上海的“南京路”，北京的“王府井"。在长达400余米

的南北大街上，商店云集、鳞次栉比，有烟酒、糕点、五金，交电、服装鞋帽、钟表眼镜，

百货土杂、乐器，邮电等20余个行业，高、中档商品、琳琅满目。

中共11届3中全会以来，在党的改革，开放，搞活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办事处党政领

导，增强了经商意识，1980年办事处经济工作开始崛起。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的特殊因

素，从原来年产值几十万元，利润不足5万元的落后局面，经过努力奋斗，深化改革，引进

人才、给企业注入了活力，截止1986年底，办事处工商业年总产值营业额猛增到2650万元，

为1980年的23倍，利润达到65万元，为1980年的13倍，连续4年跃入二七区先进行列，成为经

济实力较好的单位。

二七区委，区人民政府等党政机关位于辖区，是二七区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

具有民族风格的二七纪念塔，矗r、上在辖区北端二七广场中央，日迎三千游客，进塔缅怀

革命先烈的英雄业绩。攀塔俯瞰郑州全景，成为省城一颗灿烂明珠，给郑州增加了光辉色

彩。

辖区在清末民初，归郑县城厢区许辖。1927年，北伐胜利后，冯玉祥将军的国民革命军

占领郑州时，将郑县城厢区，改为郑县第一区署。

1942年(民国31年)春，国民党为加强其统治，推行“裁署设镇"新宪制，把第一区署

的十三个联保，分别为。维新、博爱、德化、长春，豫丰、大同6镇。

于同年秋，因连年灾害，人口骤减，又将6镇并为3镇。即。博爱并维新镇，长春并德

化镇，大同并豫丰镇。

1947年(民国36年)冬，国民党郑县县党部为搞竞选，决定把德化镇，豫丰镇合并为大

同镇。

1948年春，再次恢复德化、豫丰两镇。同年10月郑州解放，辖区撤销镇制隶属于郑州市

第2区公安2分局直接领导下的第9，10两个派出所。(亦称裕元里派出所和延陵街派出

所)。于1952年正式成立德化街街政府。 ，

一

1955年，将街政府更名为街道办事处。 ，

1958年8月中旬，德化街，大阿路、二马路3个办事处，组成德化街人民公社。同年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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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又与西太康路人民公社合并，定名为太康路人民公社。

1960年春，又划分为郑州市二七人民公社，德化街分社。

1961年9月，撤销城市人民公社建制，恢复街道办事处名称。

口十年动乱一期间，改名为“中二七路街道办事处。一

1980年，再次正名为德化街街道办事处至今。



大事记

1950年X月，德化街群星舞台老板，无理开除两名看门的职工，经店员徒工筹委会提出

抗议后，该剧院老板老老实实作了认错检查，开除的两名职工，即复工上班。

1951年×月，在郑州市第2区符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南下街代表陈冬枝等27人，提议在南

下街成立青年妇女夜校，开展识字活动，得到区政府的支持。

1952年2月7日，全市各界代表及工人，14000余人，在二七广场，举行纪念“二七"，

公祭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司文德，汪胜友二烈士，并公审“二七"惨案凶犯张世荣大会。

1952年3月29日，全市7万余人，公审杀人犯李玉成、马桂枝，王明生，为“五反”运

动中，积极揭发资本家不法行为的店员张满场，报仇雪恨。

1952年12月，郑州市第2区德化街街政府正式成立。

1952年12月15日，德化街街政府，通过民主协商，实行无记名投票选举，选出刘增福、

沣秀玲(女)、马魁忠，耿文华(女)、魏玉珍(女)、巴金环(女)、吕爱花(女)、张

喜乐等同志，光荣出席郑州市第2区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沣秀玲同志

当选为市级人民代表。

1956年1月26日，全市18万人在人民公园举行联欢大会，热烈庆祝我市对农业，手工

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进入社会主义城市。

1958年8月中旬，德化街人民公社正式成立。 ·

1958年11月德化街人民公社与西太康路人民公社合并，定名为西太康人民公社。

1958年初冬，毛主席在郑州期间，亲临德化街“京都老蔡记馄饨馆"品尝中州传统风味

小吃。

1959年8月，中共西太康路人民公社委员会常委会，监察委员会，光荣诞生。

195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硒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来德化街公

社所在地，视察工作。

1960年6月，中共二七人民公社德化街分社委员会建立。
’

1961年9月，城市人民公社解体，恢复街道办事处机构和党支部组织机构。

1 963年春，保寿街，和平街被省市授予“卫生模范一条街’’光荣称哆。

1966年7月， “十年动乱"开始。

1969年，中共二七区委，二七区人民政府，迁到我辖区苑陵街15吁办公。

1971年9月29日，雄伟壮观的“二七纪念塔"落成，塔高14层，63米。采用双丰梁并联

式，塔顶有钟楼，楼顶有一米见方的五角星，象征“二七”精神，永放光芒。

1975年夏，驻马店地区发大水，为支援灾区人民，我辖区人民积极参加救灾活动，并募

捐各种物品8000余件。

1976年4月，清明节，数以万计的群众，自发在二七纪念塔前，向革命先烈、向敬爱的、：

周总理敬献花圈、白花，以示哀思。 r。，
， ，．，



1978年月7 30日，夜。突然暴雨，德化街中段路东，

公私财产损失殆尽，幸免人无伤亡。
。

1980年11月27日，全辖竖选出王峰先等19名代表，

1981年10月，中共德化街办事处总支委员会诞生。

镶牙、修表，水果三家营业房塌陷，

参加二七区第7届人民代表大会。

1982年3月，全国第一个文明礼貌月活动中，全体干部走街串港，深入到家庭院落，积

极宣传，落实文明礼貌月活动。

1982年4月，全国第3次人口普查工作开始。

1983年5月，办事处二I：会委员会成立。

1983年5月31日，夜，突降火雨数小时，二七纪念塔地下室进水，二七广场东北角和德

化街刘胡兰门市部发生塌陷，1人死亡。 ．．

1983年6月，办事处主任美永明I司志在全市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巡回报告。

1983年9月13日，德化街曙光照相馆3名临时工，合伙奸污外地妇女被处决。

1983年11月，全辖区为临汝县灾区捐献各种衣物万余件。

1984年4月，铺设德化街地下管道动工，6月底竣工。

1984年7月底，按照年轻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4个条件，选拔的新领导班子，

王忠义、王双保、熊承钰、张东海到职。

1984年8月1日，办事处住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工作中，被河南省人民政府、武汉军区

评为先进集体。民政助理员刘梅英同志抵达北京，’参加全国“双拥，，代表大会，受到党和国

家领导人李先念、王震、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张廷发、倪志福、秦基伟、胡启立等同

志的接见。

1984年8月20日，全辖区根据选举法，选出董永明、刘梅英等23名代表，参加二七区第

8届人民代表大会。

1984年10月9日，办事处在大同路居委会，成立全市第一家{：家庭劳动服务公司>，引

起社会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得到报界好评。

1984年11月5日，团中央书记胡锦涛同志到德化街妇女儿童用品商店视察，同团员青年

畅谈大好形势，号召团组织，在经济改革中发挥作用。

1984年11月，办事处辖区各企事业单位居民，为灾情严重的中牟县人民义捐各种衣物，

被褥两汽车。总件数9千余件。 ．

1984年11月，中共德化街办事处委员会诞生。

1984年12)J，在党t}l央“开放、搞活’’政策指引下，发挥各厂、店的主观能动性，全年

销售总额，突破1901)万元火关，位全区之首，这个数字是史尢前例的。

1985年2月(春节前夕)德化街华达女子理发店被盗纵火，烧死一人，抢走现金2000余

元。

1985年3月，办事处开始抽调力量，进行培训，对辖区房屋实施全面普查。

1985年8月，郑州市剐市长安思忠、副秘书长张立兴，在本办事处召开灭蝇、卫生现场

会议，推广德化街、解放路两个办事处的先进经验。

1985年lO月，辖区自筹资金，硬化路面，全部竣工。
7

1985年11月，郑州市第3批整党，在本办事处搞试点，正式宣布整党工作开始。

1985年12月5日，巾指委、中南巡视组副组长焦琦等同志，来我办事处视察整党情况，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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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重要指示。 一 ‘·‘ h

1985年12月20日，办事处党委书记壬忠义同志，在嵩山饭店·给全市，区、县，工交系

统，作整党试点经验报告。 i

圆满完成房屋普查任务。

1985年10月至1986年3月，在办事处党委和二七区房屋普查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经主

观努力和社会各方协助，全面完成了。全国第一次房尾普查任务"。共普查总户数2927户，

总人口10029人，总幢数2996幢．总建筑面积188208m2，使用面积82998m2，实际住人面积

76807m2，人均实用面积8．28m=，人均实际住人面积7．66m 2．人均居住面积7．64m2，先后

接受省验收组两次检查，市验收组两次检验，区验收组4次检验，均达到准确无误，受到上

级的好评。正式颁发了“验收合格证书’’。

整党工作胜利结束。

办事处整党建党工作于1985年11)120日至1986年4月30日，历时半载，胜利结束。此次

整党工作的重点。把全体党员的思想统一到党的11届3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

础上来。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

通过动员发动，正而教育，回忆对比，对照检查，使伞体党员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党性

观念和党员素质，达到了“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预期效果，全部

通过了党员登记。

居民身份证工作基本完成。
’

为维护我国的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社会秩序良好，国务院决定。从1984年起，在我国

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实行这一制度，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治

安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户籍管理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由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

活，，的经济政策，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交往活动，日益增多，实行这

一制度有利于四化建设。办事处于1986年5月至1986年12月22日，共花费7个月的时间，经

全体发证人员的一致努力，顺利地完成了发证工作的前期工程。

全辖区共有居民户3，329户，居民10，889人，16周岁以上人口8911人， 占总人f1的

81．83％，经核实登记，符合发证条件已打制卡片的8801人，占应制证数的98．75％。·

经济工作突破2000万元大关。

1986年是经济下作获丰收的一年。在市场竞争激烈、产品滞销、各种费用增大的情况

下，通过机构调髂、放宽、搞活等手段，以及令体商业战线职T团结奋斗，使年销售额突破

2100万元大关，利润获62万元，上交国税99万元，为历史所罕觅。被誉为：七区经济T作的

搿小巨人一。经济效益居全区之首。
L

●、

＼

’

办事处党委、纪律检赉委员会，两年来无信无访受赞扬。
j

中共德化街办事处纪律检奁委员会，在党委和上级纪枪部门的直接领导下，狠抓党员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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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党纪、党性》教育，提高了党员的素质和政策水平，在端正党风、促进民风转变方

面，取得了较好地成绩。党员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令蔚然成风。两年来，全辖

[Kso余名党员，没有违法乱纪和以权谋私等行为，达到无信无访，受到省、市、区组织部门

的赞颂。

荣获二七区先进办事处光荣称号。 ·

1986年，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办事处党委和办事处领导的率领下，经过全

体干部和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团结奋斗，使经济工作、计划生育工作、城市管理工作、街

道卫生等工作，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被二七区委，区人民政府、授予先进办事处光荣称号。

1986年6月，郑州市旧城改造对西大街西头(延陵街口以西)实行拆迁。计拆迁办事处所

辖的德化街卫生院、德丰纺织品商店、洞庭酒馆、灯塔饭店和西大街居委会办公室5处房

屋。卫生院经办事处与区卫生J16协议，并入区卫生防疫站，自负盈弓，’其集体性质不变。德

丰纺织品商店与德祥、德顺后改为德华纺织品公司。洞庭酒馆与灯塔饭店撤销。居委会办公

室东迁。 、

1986句-：7月25日凌晨，德化街16号，工艺草制品厂营业部，发生特大凶杀案件，罪犯王

玉春、张保围，r'1国建三人，乘夜间值班人员不备，进入该茜业部，将值班人员杀死，抢走

现金，公章、自行车和高档商品。案发后，公安部门组织力毽进行侦破，把主犯王玉春验明

正身，予以处决。张、白二犯因年龄不满十八周岁，处尢期徒刑。

1986年，办事处搬据区委、、区政府部署，开始实行干部招聘制度和日标管理责任fbtJ,

签订了承包合同，开展了纠正经济违法活动自查和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虽未查出阍题，

但通过教育和检查．提高了认识，建立、健全了制度和堵塞了漏洞。

1986年，随着办j葬处经济工作的跃进，办事处解决了职工的住房问题，在工人新村购房

5套、建新街购房7套、延陵街6套，在善结街32号院建房21套。

1987年，办事处为弥补在旧城改造中失去的营业场地，在银行贷款350万元用于基建投

资，在德化街兴建金玫瑰商场，在恒业大厦投资80万元，在亚西亚商场投资50万元，在中州

商场投资 万了亡，在苑陵商场投资 万元。投资总额近600万元。

1987年5月26日，二七区人民法院在办事处建立德化街人民法庭，庭长郭爱华。至1990

年底，共受理案件274件，已审结271件。 +’

1987年7月，办事处主任王双保调区工业局任局长兼党委书记，张东海同志升任办事处

主任。

1987年度，因经济和各项工作成绩显著．被区委、区政府授予“先进办事处’’锦旗一

面。

1988年2月，实施党委换届。选举产生中共德化街办事处第二届委员会，有7人组成。

王忠义任书记，张东海、胡文广任副书记，熊承钰、王荣峰、刘会瑞、趣苍洋为委员。

1988年6月1日，办事处成立德化街工商i亍攻笛。理办公室，主任郝绍宏。职责是监督，

管理个体接点，查处违章案件，年收入约75000元左右。

1988年1lYJ 14日上午，市、区总工会对德化街办事处系统工会创建先进。职工之家一活

动进行验收，实得96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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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锄。派出所指导员韩玉贞和民警马国营在出差途中发生车祸，民警马国营以身殉
职。

1989年3月，．区委、区政府召开表彰会，授予德化街办事处“1988年目标管理优秀单

位，，锦旗一面。

1989年4至6月，社会上发生游行等，办事处，派出所积极维护社会治安。9月28日，

区委、区政府召开表彰会，授予德化街办事处“制止政治动乱，维护社会安定先进单位"锦

旗一面。

1989年6月，开办了德化街夜市，已发展50多户，主要经营砂锅、-手-v_捞面等地方风味

小吃。

1988、1989]掰年，办事处荣获“二七区统战工作先进单位"称号。1989年《河南统战>

介绍了办事处统战工作经验。

1989年，德化街办事处信访工作已连续5年无集体上访、越级上访，无积案， 荣获区

．“信访]：作先进单位”称号。

1989年度，德化街办事处荣获区“纪检工作和纪检信访工作双先进单位”称号。

1989年3月2日，区计生委召开双先会，表彰德化街辖区13个先进集体、20个先进个人。

德化街办事处辖区已连续6年无计划外生育和大月份引产，被荣记集体三等功一次，王忠

义、张东海、熊承钰、刘蒽、刘菊芬5人记个人3等功1次，发有奖状和荣誉证书。

1989年度，办事处系统工会，由“会员之家"晋升为“先进会员之家"，被区总工会授

予“民主管理先进单位"称号。

1989年度，德化街办事处拥军优属工作荣获市级先进集体称号。老妈妈拥军服务队荣获

区先进集体称号。

德华(原德祥，德丰、德顺)纺织品公司金玫瑰商场和金玖瑰酒店、宾馆子1988年10月

6日试开业后，于1989年全面开业，正式投入使用。

1989年5月19日，德化街办事处成立了法律服务所，副区长楚宝善等参加了成立大会和

代表区政府授牌。 ·

迎存灯花厂新建三层楼生产房于1989年7月竣工，投入使用。

1989年8月，原党委书记王忠义调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任局长兼党委书记，新任党委书记

李国安和办事处副主任党属群剑职。

19894F12Jj，办事处机构调整后设党委办公室、行政办公室、计划生育办公室，第三产

业办公室、城错科，街政科、劳动服务公司和财务室8个部门。

1989年度，办事处档案钎理工作，经区档案局验收上等级，定为二级档案室。

1989年-通过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验收，德化街办事处已连续4年被授予市级文明单

位称号。

1989年9月17日，12市卫生大检在。德办辖区的市级文明单位保寿街居委会荣获第1

名。lo月I 1日代表二七区参加市环卫局’I王生检查，被评1白第1名，得奖金100元。

1989年度，郑州市召开区街工作表彰会，德办辖区的市级文明单位大同路居委会第三产

业收入已连续两年逾万元，荣获市政府授予的“先进居委会"锦旗一面。

1989年12月至1990年2月底，在全辖区进行了区人大换届的选举工作。共选出出席区第

10届人代会的代表lO人。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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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月14日凌晨3时，武英里34号居民丁智华家失火，办事处、派出所奋力抢救。

事后，募捐783．90元、180斤粮票，区民政局救济50元、30斤粮票，安排了受灾居民的生

活。

1990年4月29日，办事处成立了环卫站，各居委会成立了环卫组，对辖区环卫工作有很

大促进，荣获“先进单位"称号。

1990年5月市月季花展，办事处荣获“先进单位黟奖I lo月菊花展和全年绿化工作；亚
西亚商场荣获“先进单位，，奖。

1990年4月至8月，在全辖区进行了人口普查登记工作。在7个阶段7项指标上无一差

错，均达到最高标准，荣获靠区人口普查宣传先进单位，，和“人口普查优秀单位，，称号。

1990年6月12日上午，办事处召开“四学一评"演讲会，有7名同志分别代表各方面在

会上发言。

1990年度，办事处辖区计划生育工作荣获区、市“红旗单位”称号。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5．42‰，在全国第4次人口普查中，列为郑州市第2名。全辖区单位和居委会全部建立了计

生协会，延陵街居委会计生协会被列为市、区示范点。

1990年度，办事处实行一级财政。根据二七财字1990年7号文件精神，办事处于1990年

6月21日成立财政所，同时建立护税协税组织和征税办公室。1990年收税55500元。

·8。



第一篇政治篇

政治篇是“志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载着办事处党组织和行政机关自建国以来，

在区委、区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贯彻落实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自

身组织机构的沿革变化等。
：

’

第一章办事处

德化街办事处，是二七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根据1954年公布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

织工作条例》中规定，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一、开展好民政福利事业，二、指导居民委员会

工作，三、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39多年来，在实际工作中，随着政府机构的扩大，其任

务远远超出上述三条职权范围。它作为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一，要执行本级政府和上级政府

的决议、命令，规定、措施，二、确保陶家的法律、法令制度等在本辖区内得到贯彻执行，

三、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和人民的合法财产，四、负责本辖区的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

五、管理好本辖区民政，治安，卫生、城市、绿化、民调以及自身的经济工作等。

第一节 办事处的建立

1948年10月22日，郑州宣布解放，彻底推翻了蒋家王朝在郑州的统治，摧垮了其县、

镇、保、甲专制制度。起初，实行军钎制度下的街闻制，即区辖街，街辖闾。全区共有19条

街，250个阊，136条大小街道。辖区归属二街(德化街)街公所领导。1950年实行政户统

一，直属公安二分局第9、第10两个派}B所臀辖(也称延陵街派出所和裕元里派出所)，此

时党政一切工作由派出所主管。为搞好社会优抚，救济，区政府给各所配有一名民政助理员。

1952年，实行政，户分治。建立了德化街街政府，编制干部5—7人，有街长、副街

长、内外勤干事，辖15条自然街。党政工作由街政府统一领导，其具体工作内容：治安保卫、

民笋调解、劳动就业、民政救济、爱国：卫生，妇女工作，青年团工作及扫除文盲工作，共8

项，俗称“8大委员会"。

I．-j时，各自然街道本菥因地制宜，以片为点，建立了各街的时事政治读报小组。街政府

成立后，又在原读报组的基础上，组建了居民委贝会。 ．

1955年根据城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将街政府更名为街道办事处。

第二节

行政机构编制见寝。’
’

办事处行政机构的沿革

．? 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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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以前行政编制表

街 政 府 派 出 所

编 书 街 副 ‘。一 编 所 指 副 民
制 般 制 导 所人 街

干 人
数 记 长 长 邝 数 长 员 长 警

、’

6 1 1 1 3 16 l 1 1 13

1957年编制表

办 事 处 派 出 所
————

编 书 主 副 ’。一 编 所 指 副 民
制 般 制
人 主

干 人 导 所

数 记 任 任 部 数 长 员 长 警
——1- ～ ，

6 1 1 1 3 10 1 1 l 7

主要工作任务，除抓好政治运动外，具体负责比政、治安、卫生、调解、优抚、救济、

生产自救及青年团和妇联工作，并指导各居民委员会工作的具体开展。 ·

办公地址：善结街7号(即现粮店)。

1958年8月15日，德化街、大同路、二马路三个办事处组成了德化街人民公社，同年11

月与太康路人民公社合并，更名西太康路人民公社。1960年春，划为二七人民公社德化街分

社。办公地址迁到该街9号院。

其机构与设置：

机 构 编 制 人 员

社委会 社长I正2甚Ⅱ、 秘书1人， 干事1人。

生产部 帮肇1．叁、． 金计1人! 统计1人、 工业干部4人。
农业干部1人、 副食品干部1人。 ．

。

文教卫生部 部长1人， 干事2人。

生活福利部 部长1人、 干事4人。

人民武装部 部长1人。

政法部 部长1人、 民警6人。

1961年9月，城市人民公社解体，恢复街道办事处建制后，其编制见表。

办 事 处 派 出 所

编 书 主 副 一 编 所 指 民
制 般 制
人 主

干 人 导

数 记 任 任 部 数 长 员 警

8 1 1 l 5 7 l 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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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主要工作任务除日常党政工作外，在人民公社化大办工业的基础上，白手起家，

因陋就简，办起了几个刍形小厂<如t纸袋广、童装厂，服务队等)，办事处才有干部分工

管理。

1962年建立工业组，具体负责办事处的经济工作。
’

1970年以前办事处机构情况1 ． ．

办事处

．．．．．．．．．．．．．．．．．．．．．．．．．．．．．．．．．．．．．．．J1．．．．．．一一．L一 一一-—— 一J一一
办勤f l街l+f财j’i l．

公兼

室民

l内政|

1971年增设人防办公室，

1978年工业组改名为联社，

1980年增设计划生育办公室，

道l
l

组I

业I

组I

1981年5月恢复爱卫会办公室，

1981年8月增设市政，绿化、环卫办公室，

1981年10月成立劳动服务公司，

1983年3月成立工业公司，商业公司，劳动服务公司，

1985年3月设办事处人武部，

：-1985年4月设司法办公室，

即形成目前办事处行政机构的规模。

。办事处1986年机构设置情况

务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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