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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县革命烈{：陵园凡

本县各界群众在烈上纪念掌前悼念革命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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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县革命烈士陵园纪念碑

赢定县，f年半生在县革命烈}：陵园瞻仰烈L荜；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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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7月28日封浜，江桥-槐浦乡地区蔗龙卷风袭击后，全

县人民发扬。一方受灾，八方支援”的精神．帮助灾区人民蕾建

家园。图为马陆乡干部群众帮助封浜乡救灾现场。

市县领导在嘉定县残疾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台上。



赢定县扎会搞利院

船定姓，S&}．乡敬老院



t海市谢明娟副市长慰问庸定县长袖

靠定县性月冰藕J残疾人在车阳



嘉定县松月球箱厂聋哑职【在车间装配冰箱。

嘉定县盲聋哑人协会组织残疾八进行乒乓球比赛



轺定县收容遗送站



叙 例

《嘉定县民政志》是嘉定县历史上第一部民政工作专业志。它历经

五年，四易其稿，终于仰赖众手，修成问世。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实事求是，力求全面，翔实．准确地反

映本县民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以期起到资治、存史、教化作用，为探索

未来民政工作的方向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本志以1983年第八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确定的民政部门的工作为

范围，篇目设置分为慨述，大事记．民政机构，建置区划、基层政权

和社会组织．县乡选举，优待抚恤、安置工作、赈灾救济，社会福利，

婚姻管理．殡葬改革．民政经费．传略名录12章。历史上曾一度管理

过现已划给其他部门管理的户政，地政，人事，劳动，禁政等工作。

仅在大事记里择要记述。 ·

本志采用纪．志，像，表、传、录6种体裁，以志为主体．图片

置于卷首。表格附于有关章节，以与正文互相补充。传略记录县内著

名烈士．外籍和县内其他烈士及战斗英雄．特等，一等革命残废军人

均以表列。出席省市以上民政先进会议代表、先进单位均列名单。
‘

本志时限上起清宣统三年(1911年)，丝1949笙．5月本县解放至

1987年为重点，对某些史实略作上溯下延，以明源流。

志中所记货币、金额及度量衡，民国时期均用当时单位名称l解

放后金额以现行人民币值计算，地亩沿用市制．其他度量衡均用公制。

历史纪年，解放前按旧纪年并央注公元纪年，1949年5月13日后

J{j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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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县民政志

本志编写过程中，县民政局领导和各股室的同志给予热情的指导

和帮助，县志副主编倪所安同志在百忙中审稿．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

见，县档案宿热情相助，提供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限于编者水平及部分档案资料残缺．错漏一定不少．恳请读者批

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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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县民政志

’嘉定县地处上海市西北郊．长江口南岸，始建于南宋嘉定十年

(1217年)。1987年全县有20个乡镇．271个群众自治村，49个居民委员会，

14．22万户，50．43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37．74万人，非农业人口

12．69万人，总面积483．75平方公里．其中可耕地45．8l万亩。新中国

‘+建立后．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1949～1987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由7698万元增至26．71亿元．其中工业产值由3746万元增至24．3l亿

元．农业产值由2731万元增至1．48亿元，林牧副渔产值由1221万元增

至9267万元。

民政工作是从奴隶社会教民，管民开始演化发展而来。民国时期

的民政，不仅包括地方行政区划，地方行政经费、地方官吏的任免

考核．选举，地方自治、征兵征发、赈灾、救贫、慈善及国籍事项．而

且包括地政、警政、弋治．司法，地方行政，保甲指导等内容。新中

国成立后．始由冶民之政”变为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对象．为社会主义

经济基础服务的“为民之政”。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民政工

作承担着基层政权建设、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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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

济．社会福利生产．社会福利事业．社区服务，农村基层社会保障探

索，行政区划，边界争议调处，社团登记管理、婚姻登记管理．殡葬

改革、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等工作．即政权建设一部分．社会保障

一部分，行政管理一部分内容。 ·

清末．本县始建县，市、乡议事会，名为“地方自治”．实为“皇

位永固”．加强君主统治。民国初年．沿袭清制．县乡选举．屡生舞弊。

民国后期．强制推行保甲制度．实行联保连坐．强化基层统治。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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