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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市民政志》的出版，是我市民政事业发展史上值得庆贺的一

件喜事。
’

民政工作历来是人民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沟通党和政府

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是稳定社会的重要机制。建国以

来，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在全市民政战线的干部职工的辛勤努

力下，民政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对于保障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安定

和经济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

新形势下，常熟市的民政工作不断开拓前进，在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救

灾救济、优抚、“双拥"以及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受到了民政部、省民政厅和苏州市民政局

的表彰。

为了反映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民政工作的职能和发展状况，使之前
， 可稽查，后资借鉴，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民政事业，我局专门建立了《常熟

市民政志》编纂委员会，组织编纂人员，在广泛征集资料的基础上编纂

初稿，前后经历了三个寒暑，四易其稿，并经审核后才付梓出版。在编纂

过程中，得到了各级领导，包括我市、局的离退休领导和老同志以及市

地方志办公室的支持和指导。民政部、省民政厅、苏州市民政局以及我

市党政领导特地为本志亲笔题词，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继往开来，求实创新’’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我们要在邓小

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进一

步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开拓前进，充分发挥民政工作“上为中央分忧，

下为群众解愁"的作用，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努力做好各种

社会调节工作，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把我市民政工

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

． 常熟市民政局局长 陆关金

1 994年9月

侈
， 7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常熟各个时期民政事业发展的史实为依据，

本着“详今略古”、“求实、存真”的原则，力求翔实地反映常熟地区民政

工作的全貌。

二、本志断限时间，上限为1911年，下限为1990年。为了反映近几

年来我市民政事业的发展状况，本志设1991年至1994年上半年的大

事记，以作为本志内容的补充和延伸。

三、本志以章、节、目体排列表述，全志设11章，38节，60目，卷首

设有序言、凡例、概述，并辅以图、表、照片等。

四、本志资料采录于有关历史档案、文件、统计报表、书刊以及各种

法令、法规等，并调查走访知情人，凡入志资料均经过筛选、考证。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按《江苏省志编写行文通则》办理。民国

及以前的历史纪年用当时年号括注公元，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1955

年3月1日前流通的旧人民币币值，均已折算成新人民币，文中不再加

注。

六、本志所列革命烈士英名录，包含籍属本地的和牺牲在常熟境内

的外地籍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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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

概 述

常熟位于江苏省东南部，地处长江三角洲前沿，东濒上海，南倚苏州，西邻无

锡，北临长江，与南通隔江相望。全境面积为1251平方公里，1990年人口1032888

人，辖11个镇，23个乡，3个农林扬，5个街道办事处，668个行政村，110个居民委

员会。 ．

常熟有悠久的文化历史，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虞山、尚湖

被列为国家太湖风景名胜区的重要景区之一，虞山又为国家森林公园。古琴川河

穿城而过，连缀起众多的雅园幽巷、名胜古迹，构成独特的吴中风情，是太湖风景

区旅游胜地。

常熟境内地势平缓，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物产富饶。昆承平原产粮，沿江平原

产棉，河湖荡泊产鱼，濒临江海又宜捕捞，故素以“鱼米之乡’’著称。交通发达，水路

有申张、苏虞、锡虞、澄虞4条航线，分别与上海、苏州、无锡、江阴、张家港通航。陆

路204国道和苏十王公路穿城而过，农村已实现乡乡村村通公路。东行100公里

至上海，南行38公里至苏州，西行45公里至无锡，北行40公里至张家港，境内行

驶17公里通港路到达浒浦港，可由汽渡直达苏北南通市。

常熟民政机构及其职掌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占有重要的地位。清末，1911年

11月，常熟、昭文两县合并为常熟县，即成立常熟县民政署，由民政长主政，集户籍

丁口、赈灾救济、礼俗风尚诸民政要务于一身。民国期间，常熟始设民政机构，民政

署改称知事公署第一科。掌理：赈济、抚恤、禁毒、慈善事业、改良风俗、保甲户籍等

事项。民国元年(1912年)常熟建立了县立贫民习艺所，并相继建立了公办、民办义

局。以减免田赋，以工代赈、购粮平粜等办法赈济灾民。从民国12年开始，虽经历

了多次较大规模的维修海塘、治理江堤，但由于治标不治本，难于阻抗严重自然灾

害，慈善事业机构为数不少，但施舍微细粮物，无济于事，故境内灾民、贫民、游民、

流浪乞丐比比皆是，贩毒、吸毒、扒窃、娼妓等社会劣迹到处可见，官场腐败，社会

混乱，人心思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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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 述

解放后，中共常熟县、市委和县、市人民政府对民政工作极为重视，分别于

1949年5月与1950年6月先后设置了县、市人民政府民政科，作为政府的重要职

能部门，从“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要求出发，围绕各个时期的中心，通

过基层政权建设，社会保障和社会行政管理等工作为广大民政对象服务，有力地

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充分发挥了社会稳定机制作用。

在解放初期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展了基层政权建设，从废除保甲制度入

手，建立了乡(镇)、街道办事处及村(居)民委员会，接管和整顿了民国时期的慈善

事业机构，建立了新的社会福利事业机构，治理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垢，进行禁

毒、改造娼妓、游民、乞丐等，对流散于社会的孤老残疾、弃婴进行收养和管理，维

护了社会安定。在遭受历史上罕见的严重自然灾后，民政部门积极组织广大灾民

开展生产自救及赈灾活动。1949年至1952年之间，全县共发放救济粮122．5万公

斤，并组织社会互济，支援灾区，安排好灾民生活，确保了恢复生产。对革命烈士、

革命军人家属进行了优待抚恤，并广泛开展了支前和群众性的拥军优属活动。《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实施婚姻登记，废除了封建婚

姻制度。清理积柩，改革土葬，推行火化，移风易俗。这一时期的民政工作，对安定

受灾人民的生活，稳定社会秩序，建立人民民主基层政权，支援国防建设，恢复国

民经济起了积极作用。

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着重开展了优待抚恤、复员退伍安置、社

会救济、生产救灾等各项业务工作。随着农业合作化制度的推行，农村实行“依靠

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互助互济，辅之以政府必要的救济和扶持’’的方针，积

极帮助因劳动力少或遭受不幸事故而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贫困户解决生活上的

困难。对农村丧失劳动能力、无依无靠的孤老残幼实行“五保"(保吃、保住、保医、

保葬、孤儿保教)供给。城镇实行“依靠基层，生产自救，群众互助，辅之以政府必要

的救济’’的方针，对无依靠、无生活来源的孤老和丧失劳力的残疾人员给予定期定

量救济，对无固定收入生活有困难的居民采取临时救济的办法，以维持他们的基

本生活。对6D年代精简下放的老职工和生活困难的老复员军人实行定期定量补

助。群众性的拥军优属活动和社会救济工作逐步趋向经常化、制度化。这一时期的

民政工作，对保障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安定和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发

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的10年间，民政机构被撤并，民政工作和民政事业受到严重干

扰。由于广大民政基层干部的坚持，对优抚安置、社会救济等的日常业务工作仍得

以继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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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我市民政工作通过拨乱反正，逐步转入正常，特别在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新形势下，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前

进，各项民政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二!j。：’——女权建设。
配合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政社分设，实行了乡管村的新体制，强化了政府

部门工作，促进了经济工作的发展。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通过试点，普遍进行村、居委会的换届选举，健全

村、居委会的组织机构和各项工作制度，积极开展创建先进居委会和示范村活动，

并对村、居委会主任进行了业务培训，提高了素质，促进了村、居委会自我教育、自

我管理、自我服务功能的发挥。 ’

‘

二、开展了社会保障工作。

改革救灾、救济工作。实行救济与扶持相结合，积极扶持农村贫困户发展生

产，脱贫致富。实行救灾与保险相结合，动员农民积极参加家庭财产保险，改变了

受灾后单纯依赖国家救济的状况。

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社会福利从救济型向福利、康复、开放型转化，城乡建立

了社会福利院、精神病院、颐养院、敬老院36所，形成了服务网络，特别是农村五

保户的供养政策得到落实，入院供养的比例逐年提高，生活不断改善。、

兴办社会福利企业。随着乡镇工业的发展，全市福利企业得到逐步发展，乡镇

福利企业从打破了一乡一厂的格局以后，1990年已发展到148家，安置残疾职工

5992人，安置率达到74．82％，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进行了社区服务工作。形成了对老年人、残疾人、烈军属、青少年幼、康复医

疗、社会治安、便民利民等各类服务系列，推进了公共福利事业的社会化。

建立福利基金会。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筹集基金，用于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从

1987年至1990年，全市筹集基金836．9万元，无偿用于农村敬老院修建和完善设

施，改善五保户生活以及对贫困户的危房、生活补助达233．4万元。

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从1988年至1990年3年间，全市有奖募捐券销

售净收入90．7万元，无偿资助各种福利项目以及有偿扶持福利企业，促进了社会

福利事业的发展。

改善了优待抚恤工作。义务兵实行了先安置后入伍，为复退安置工作开辟了

新的途径；农村优待逐年提高，城镇兵实行普通优待；军人家庭服务中心普遍建

立；对退伍军人的住房和生活困难重点进行帮助解决；老复员军人和烈属的定期

定量补助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对国防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成立了“常熟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处"，各

镇分别成立了相应机构，配备了专职人员，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工作，到1993年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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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收缴保险金达2000余万元，为发展社会保障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

三、改善了社会行政管理工作。

根据国家体制改革的要求和我市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参与撤乡建镇、撤乡

并镇，增设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以及撤并村民委员会等，进行调查研究和论证

报批工作，促进了城乡经济繁荣。

认真贯彻新颁布的《婚姻法》和《婚姻登记办法》，培训婚姻登记人员，严格依

法执法，进一步健全婚姻登记管理制度，促进了婚姻登记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

学化管理。 ，

深化了殡葬改革。建立了殡葬管理所，投入资金扩建了殡仪馆设施，加强了墓

地管理，乡镇普遍建立了村级公益性小公墓或骨灰堂，提倡丧事简办，文明治丧。

开展社团登记管理。按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开展社团清理

整顿复查登记工作，保障社会团体的合法权益，发挥了社团在各行各业中的积极

作用。

加强了地名管理工作。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进行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处理，

会同公安、交通部门更新了路牌、门牌，建立和健全了地名档案，使地名管理逐步

规范化。

认真做好遣送收容工作。配合公安部门对外流人员进行审查教育和遣送，严

厉打击犯罪分子，促进了社会治安和综合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建国后，我市民政事业的发展，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为人民谋福利的宗旨，在

做好各种社会调节工作的基础上，保障人民权益，调动积极性，促进了社会进步和

经济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市民政事业将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克

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进一步开拓创新，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作出新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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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政机构与职掌范围

第一节职掌范围

民政工作的职掌范围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据《周礼》记载，西周(公元前十一世

纪至公元前771年)的中枢机构按天地四时分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大官员。其

中：地官大司徒的职权范围中有八个事项；(一)领土疆城；(二)行政区划；(三)户

口；(四)基层政权，(五)救灾；(六)社会救济；(七)礼俗；(八)移民。清末光绪三十

二年(1906年)发布了“仿行宪政’’的。上谕"。撤销沿隋唐制设的六部，改设十一部，

宣布“巡警为民政之一端，著改为民政部"。民政部职掌立版籍，整饬风教，编审户

口，巡警禁令，行政司法，经界图志，审验官民土地，陵寝，修治道路，保守古迹寺

庙，检医防疫，设置病院。民国21年(1932年)《内政部组织法》规定，内政部管理全

国内务行政事务，其中：民政司之职掌：(一)地方民政及经费，(二)地方行政区划，

(三)地方官吏之任免考核，(四)选举，(五)人口户籍，(六)征兵征发，C-I：)赈灾救

贫及其他慈善事项，(八)移民及国藉事项。

与内政部相适应各省均设置民政厅，城市普设民政局。掌管事项繁多，诸如县

市行政官吏的任免、登记、考核、辞职、离职、视察、监督，编拟行政法规，训练公务

人员，县市行政区划，地方经费，风俗之调查，纠正及改良、考察礼制宗教，褒扬恤

典，调查保存古迹、古物、名胜、祠庙，公共卫生，卫生机构的设置、监督、指导，防

疫，医生药店之检查及医药人员之考核，赈灾，社会救济，烟赌禁政，劳资争议，主

佃纠纷，取缔高利贷，县、乡仓储，工会立案，人民团体的立案和监督，地方自治，选

举，监督保管地方公款公产，区乡镇的编制，县市地方武器等均属其职掌范围。民

国35年(1946年)1月经江苏省民政厅核准之。常熟县政府暂行办事细则”规定：

县长以下分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军事、地政及社会等七科。民政科掌理：(一)

保甲户籍事项，(二)选举事项，(三)禁烟禁毒事项，(四)卫生行政事项，(五)褒扬

抚恤事项，(六)其他有关民政事项。社会科掌理：(一)社会福利事项，(二)救济事

项，(三)宗教事项，(四)风俗改良事项，(五)合作行政事项，(Tk)人民团体之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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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事项，(七)其他有关社会事业事项。

建国以后，民政工作是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能工作，民政机构遍及全国。其职掌

范围随着阶段性的变化，有其不同的内容和要求。

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民政会议，确定民政工作

的任务有：民主建政、优抚、复员安置、社会救济、生产救灾、困难补助、地政、户政、

国籍、行政区划、边界纠纷、社团登记、婚姻登记、民工动员、移民安置、游民改造i

老区建设等。当时宗教和侨务也是民政工作内容之一。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民政工作以优抚、复员安置、救灾和社会救济为主要业

务，并承担了政权建设中的具体事务和行政区划、收容遣送、婚姻登记、殡葬改革

等工作。国家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以后，县民政部门在继续进行优抚、复员

安置、救灾救济等工作的同时，发展了社会福利生产和社会福利事业，把地政、户

政、宗教和侨务工作分别划归有关部门管理。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中，县民政部门被撤销，民政工作的一些方针政

策被搞乱，使民政工作受到很大损失。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重新恢复设立民政部门，确定以优抚、复退安置、

生产救灾、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为主要业务，并承办行政区划、婚姻登记、殡葬改

革、收容遣送等项工作。1979年县民政局承办了县社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

选举的具体事务工作。1980年开展了全县地名普查工作。1982年起又承办了军队

离退休干部的接收安置工作。1983年第八次全国民政会议以后，民政工作的各项

任务总的概括为“三个一部分’’即：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行政管

理的一部分。具体内容有：城乡基层政权建设；村(居)民委员会建设；优待抚恤和

烈士褒扬；退伍军人和军队离退休干部接收安置；农村救灾和社会救济；社会福利

生产；社会福利事业；社区服务；农村基层社会保障的探索；行政区划；边界争议调

解处理；社团登记管理；婚姻登记管理；殡葬管理；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容遣送；社会

福利有奖募捐以及指导残疾人联合会工作，协助老龄委员会工作等。同时，还要从

事民政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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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民政机构

一、机构设置
．；

(一)民国时期

清末，辛亥革命奋起，江苏宣告独立，常熟光复。1911年11月7日，常熟、昭文

两县并为常熟县，设立民政局为县行政机关，由局长主持县政。是月15日，常熟县

民政局改称常熟县民政署．由民政长主政。

中华民国建立．元年12月(1912年)县民政长改称县知事。民国2年1月，县

民政署改称县知事公署，下设四个科，第一科职掌民政工作。民国16年3月23日

国民革命军北伐抵常，接管县公署，是月26日成立常熟县临时行政委员会，设民

政股。7月撤销临时委员会，建立常熟县政府，民政归入第一科。民国26年11月侵

华日军侵犯常熟时，县政府解体。

常熟沦陷时期，民国27年9月，国民党重建常熟县政府，流动于县西北境时，

设第一科(民政)。1940年8月，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在徐市成立常熟县人民抗

日自卫委员会，设有民政科。日伪时期，民国26年12月由汉奸组成“常熟县自治

委员会"，翌年7月伪自治会改称。常熟县知事公署一，下设民政科。民国29年9月，

伪知事公署改称“常熟县政府"，仍设有民政科。民国34年8月抗战胜利，伪政权

瓦解。9月，国民党重建常熟县政府，下设民政科。民国36年10月调整县政府机

构，民政科又改称第一科。

(二)建国后；

1949年4月13日，中共常熟县委员会，常熟县政府在苏北如皋白蒲举行成立

大会。并在苏州地委常委兼中共常熟县委书记李凌主持下研究确定干部配备名单

和渡江后接管政权的准备工作：

1949年4月27日常熟解放，4月29日，随军进入常熟的南下工作队边接管、

边建立政权。同年5月3日，常熟县、市人民政府同时宣告成立，县府设民政科，市

府未设工作机构，由县兼管。1950年6月常熟市人民政府经苏南行政公署批准正

式办公，并设立民政科。1958年4月，随着撤市建镇的体制改革，市民政科撤销后，

城区民政业务由虞山镇民政科办理。1962年7月，县级机关整编，将县民政科、人

事科、监察室合并，改为常熟县民政局。1964年1月24日又将人事、监察业务划

出，另设县人事局。1966年开展。文化大革命"。党政机关受到冲击，不能正常行使

职能。1968年3月30日成立常熟县革命委员会。同年9月又将人事局、民政局合

并为一个革命生产领导小组。12月又撤销，民政纳入常熟县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内

办公。1969年8月成立民政劳动小组，归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领导。同年12月，劳

动业务划出。1971年2月23日，民政与上山下乡办公室合并，设立常熟县革命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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