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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盛世修志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厉代不衰。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编史修志己刻

不容缓。为编写好<(潍坊市民政志》，我局成立了民政志编

写小组，在市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指导帮助下，经过三年多

的努力，终于出版了这部((潍坊市民政志》。值此，我谨向

编志人员和为本志书提供资料、参与审阅志稿的同志，表示

诚挚的感谢。

在编写志书中，编志人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各项民政业务为内容，力求用新

观点、新方法，编写新志书。为获取翔实可靠的资料，编志

人员不辞劳苦，广征博采，通过调查走访，查阅卷宗，搜集

了近l 0 O万字的资料，经过鉴别筛选，整理了4 0万字的

资料长编。尔后请从事民政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审阅，然后发

到各科室，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反复研究，斟词酌

句，三易志稿，方得告竣。

《潍坊市民攻志》，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我市民政工作的

兴衰起伏，真实地反映了全市民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是一部

可供咨询的智力工具书。不仅便于后人借鉴，而且可以使从

事民政工作的同志，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精力，掌握行业

特点，获取最多的信息，全面熟悉情况，吸取经验教训，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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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面广量

之编志人员

，在体例、

和同志们不

O万字，是

惠及后世，

利用它，使

其应有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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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 例

一，《潍坊市民政志》(以下简称本志)以资治、教

育、存史为根本宗旨，为地方民政专业资料性著述，是一本

可供咨询的智力工具书，对指导民政业务有较强的借鉴意

义。

二、本志以事业分类，以时记述，横排竖写。在文体上

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在体裁上以志为主，记、传、图，

表、录、照并用。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三，本志上限为l 8 4 O年，下限1 9 8 5年，基层政

权，行政区划上溯到商代。断限以内详近略远、详独略同，

突出地方特点，业务特点，采取记物、记事和记人相结合的

方法，寓论于史实记述之中，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的统一。

四、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括号内夹注中历纪年，时间，

数目字、部队番号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五、对历史上曾经主管的业务，如人事，劳资，民族宗

教、侨务，古迹、土地征用，知青安置，成户下乡等不列正

志，个别在大事记和杂记章中简述。

六、鉴于民政工作的多元性、复杂性，方设(<总述》

章。分列潍坊概况，民政史略，民政机构、组织系统等节，

以显地方特点及概述民政事业的发展和民政机构的组织演

变。

七，本志设杂记章，以记述不能单独列章和临时性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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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章，综合记述著名烈士和先进典型，以

0

局所辖八处下属尊位独立成章，以突出其不

图表，均按章编码。



第一章 总 述

第一节 潍坊市概况

潍坊市位于山东半岛东部，地跨东经l l 8
o

l 0 7一一

1 2 0。0 l 7，北纬3 5。3 5 7一一3 7。2 6 7。东与青

岛、烟台市接壤，西与东营、淄博市毗邻，南与临沂地区相

连，北临渤海莱州湾。南北长l 8 8公里，东西宽l 6 4公

里。总面积1 7，3 0 2平方公里。境内南部多山丘，北部

为平原。气侯温和，四季分明，土地肥沃，资源丰富，胶济

铁路纵贯东西，公路成网，交通方便。据1 9 8 5年统计，

全市共有l，8 6 6，1 1 O户，7，8 8 8，9 O 4人，

平均每平方公里4 5 6人。总人口中，男4，0 l 8，7 5 8

人，女3，8 7 O，l 4 6人，农业人口7，0 4 9，6 8 3

人，非农业人口8 3 9，2 2 1人；绝大部分是汉族，其余

还有回、满，壮、朝鲜、蒙古等2 4个民族。

潍坊市历史悠久，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已发现

的有百余处，说明早在六千年前，这里就有民族部落居住。

公元前十一世纪，武王伐纣克商，封吕尚于营丘，建立齐

国I封东楼公子杞于安邱杞城，建立杞国，封兹舆期于介

根，建立莒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相兼并，莱、夷，

纪、莒，杞等国，先后并予齐。直至秦以前，潍坊市除五莲、

诸城、和安邱县南部地区外，皆为齐地。
。

秦王政(秦始皇)二十六年灭齐，统一中国，设郡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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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潍坊市西部各县属临淄郡，东部属胶东郡，南部属琅琊

郡。西汉时期，郡国相问，原来的齐地析置为北海、齐，琅

琊3郡和高密、淄川国。公元前l O 6年(汉武帝元封五

年)设青州刺史部，诸城，五莲一带属徐州，其他诸县属青

州。l 3 7 6年(睨洪武九年)，改州为府，昌邑、寒亭、

坊子、潍城隶属莱州府，其他属青州府，并一直沿袭到清代

和民国初年。

岔；笤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潍
坊市分属青河区、鲁中区，滨海区。解放战争时期．，属胶东

区、渤海区、鲁中南区。

l 9 4 8年潍坊市解放后，设潍坊特别市和昌潍特区。

特区辖潍县、昌乐、安邱，寿南，益临5县，后辖9县，

l 9 5 O年吕潍特区与潍坊特别市合并，称昌潍专区，潍坊

特别市改为县级市，全区辖1 5县、市。l 9 7 O年昌潍专

区改为昌潍地区，1 9 8 1年7月，昌潍地区改名为潍坊地

区，l 9 8 3年l 0月地改市后，潍坊市辖潍城、寒亭、坊

子3个区和安丘、五莲，诸城、昌邑、益都、临朐、寿光、

曷乐、高密9个县。县(区)以下共有l 8 6个乡，l 0 2

个镇，7个街道办事处。

潍坊市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

中国共产党的刨始人之一王尽美-， 曾领导过这里的革命斗

争。大革命时期，潍县的庄龙甲、王全斌， 寿光县的张玉

山，马保三都是这里早期的共产党员，为党的事业做出了贡

献。解放战争时期，潍坊人民参军，参战，踊跃支前，特别

是著名的潍县战役，在解放战争中，铭志史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市人民积极投入了社会主义

敢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进入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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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发展时期，全市人民锐意进取z为振兴潍坊经济，实

现到本世纪末经济翻两番而立志改革，开拓前进，在“四

化，，建设的征途上做出了新贡献。

第二节 民政史略

民政工作是我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置于中国共产’

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巩固人民民主

政权服务。它的业务范畴概括起来说，是政权建设的一帮

分，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行政管理的一部分。

民政工作历史悠久， 上可追溯到人类进入“文明时

代抄。远在殷，商时期，就有了优待因战伤残勇士，抚恤将

士遗属之举。西周(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七七一年)的

中枢机构设地官大司徒，职掌领土疆域、行政区划、户籍，

基层政权、救灾、救济，礼俗、移民等事务，为民政工作的

早期阶段。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划定疆域，将全国划分为3 6郡

县z则是我国早期的行政区划。尔后，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

中，随着各个朝代的兴衰和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变化，

民政的内容有增有减，但一些基本的民政事务，‘如行政区

殳l、基层政权、著政、救济等，一直沿续下来。到了清朝末

年，．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民政业务范围

更加繁多，l 9 0 6年(光绪三十二年)，首次在中央政府

设置民政都。民政部掌管；地方行政、警政治安、疆域版

图，救灾救济、营缮公路、户口户籍、风教礼俗，卫生防

疫、古迹祠庙等。民国时期·，除上述业务外，把地方官吏任

免、选举、慈善事业，移民就本、禁翘禁毒、出版登记，劳

7



资争议，主佃纠纷都列为民政。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权建立后，民政工作主

要任务是：选举，交通，优抚、救灾、救济，户政、卫生

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管理：人事，地攻、户籍，卫

生，劳资、选举、优抚、战勤、支前、救灾、救济、婚姻和

社团登记、取缔改造娼妓和游民、禁烟禁毒等。

l 9 4 8年4月潍坊解放初期，党和政府赋予民政的光

荣职责是～代表政府接管，改造伪政权，动员参军、r出夫
支前，放赈济贫，抚恤阵亡将士家属，安置伤残荣军，组织

社会福利生产，改造乡保旧政。

l 9 4 9年l O月新中国成立后，民政工作的主要业务

是：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民主建政．区划调

整，土地征用，婿姻和社团登记、人事调配任免，劳资，民

族、宗教，侨务、古迹管理、禁烟禁毒，取缔娼妓及游民遣

送改造等。随着行政管理逐步走向专业化，人事，劳资、民

族、宗教，侨务、古迹管理、土地征用等工作先后从民政分

盥。同时，增加了扶贫扶优、五保供给、殡葬改革、四残人

员安置、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和精减退职老职工救济等业

务；并在一定时期内分管过支边移民、知青安置，城镇下乡

户等事项。第八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后，确定民政部门的任

务是。基层政权建设、行政区划、优椤按置，救灾救济、社
会福利，殡葬改革，婚姻登记等等。这样民政业务不f更更加

规范化，有的还在延伸、扩展，主要是向社会保障方面发展。

民政工作是社会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上为中央分

忧，下为甜众解愁，，。它的主要对象；一是最光荣的人，通

称优抚对象(包括烈属、军属、残废、复员、退伍军人和军

队离退休干部)，二是社会上最困难的人，通称社会困难户

(包括灾、贫民、吗残人员，和鳏、寡、孤、独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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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5年统计，全市共有优抚对象2 6 4， 5。5 0户，

l 0 5万多人，各种困难户l 3 9，8 7 7户，5 5 9，3 O 8

人，一两者相加约占全市总人口的2 0％。民政部门只要通过

各项具体工作，把这两部分人的工作做好了，对振兴潍坊，

建设“两个∥文明，将起到巨大作用．

第三节 机构设置

“民政’’一词始见于南宋徐天麟所编的《西汉会要》。和

《东汉会要》两部著作中。从历史上看，有了民政事业，然

后才有民政机构。民政机构是国家或集团从事民政工作的组

织形式，属于上层建筑。中央设置民政机构始自西汉，当时

叫户部，至唐则称曹部和民部。唐永徽初年(公元6 5 0

年)，因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民黟字，又改为户部。同

时，府设户曹，州设户司，县不设专职民政机构，由地方主

宰一邑的官员兼理。1 9 O 6年(光绪三十二年)，清中央

政府始设民政部，州、县民政机构属户房或户司。1 9 l 3年

(民国二年)，州、县级废除沿袭6房建制(史、户，礼、

刑，兵，工)，改称四科，民政为第一科。国民政府在中央

设内务部，后改为内政部，省设民政厅，市设民政局，县设

民政科。日伪时期地区一级称“道尹公署矽，设总务课，分

管民政o ，

人民政府建立后，苏区根据地设内务部，省设民政厅，

行署设民政处(科)，县设民政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后，国务院设内务部，省设民政厅，专署，市、县设民政科

(局)。文化大革命期间，内务部被撤销，省以下虽有民政

机构的设置，但己不起职能作用。l 9 7 8年后，国务院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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