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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自隋并皇十一年(公元5 g 1年)设府治以来，一直是，
二各个封建朝代的府，县治所；民国时期，是县j镇政府所在地；‘。

新中国成立后，又是地区、县，镇(市)人民政府及解放军某部
．机关所在地．各个历史时期，惠州都有一定的民政事务管理工

作。但在剿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民政工作是以剥削人

’民，压迫人民，维护和延续其统治地位为目的的．新中国诞生

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政工作是以帮助人民解决匿难，为
?人民谋福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民政部门是管理国

家民政工佐的政权机关，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而开展工作的。我

作为惠城区民政工作的领导千部，很希望有一部惠城区的民政专

业志书，籍以鉴古识今，革故创新，充分发挥志书。资治，教
北，存史”的作用，更好地开拓惠城区在新时期的民政工作．

．．

1 9 8 6年l 2月，‘在惠州市(今惠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的领导下，我局成立了惠州市(今惠城区)民政志编写组，由
，槲-正．剐局长担任编写组正，副组长，并抽调4名写作能力较
强的同志(其中2名是军休所退休干部)为组员．1 9 8 7年初

开始了惠州市民政志的编写工作。编写组的同志发扬吃苦耐劳和

探入细致的工作作风，认真查阅了广东省、惠阳地区(今惠姐
市)，惠阳县及惠州市(今惠城区)各级档案馆有关的民政历史

档案共l 7 0多卷；查阅了有关历史报刊资料共l 0 0多册：查

阅了五三二Oo部队进驻惠州以来的群众工作大事记并搜集了部

分照片；走访和信访革命老同志及知情者共5 2人．共搜集原始



文字资料约8 0万字，口碑资料约l 0万字。编写组的同志经过

二年的艰苦努力，予1 9 8 8年底写成了《惠州市民志初》督

稿，共l 7万字，经广泛征求意见和评议，数易其稿，于1989年

下半年脱稿送惠城区地方志办公室终审。

民政专业志，以真实的民政史料，反映惠州民政工作的历史

和现状，上追溯到l 3 7 4年，下记叙到l 9 8 7年．我们惠城

区各级民政工作者，可以从中研究惠州民政工作的发展规律，．进

一步提高民政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知识化水平，增强对民政工作

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为发展我区民政事业而努力奋斗，． √

， 《惠州市民政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劲有关单位和许多同志

的支持和帮助，在此·并表示感谢f由于我们民政局领导及编写
人员思想文化水平有限，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请各级领导和

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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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沿革“⋯⋯⋯⋯⋯⋯⋯⋯⋯⋯⋯．．．⋯⋯⋯⋯(39)

节归善县户房⋯⋯⋯⋯⋯⋯⋯⋯⋯⋯⋯⋯⋯⋯(§9)

节‘惠阳县民政科⋯⋯⋯⋯⋯州⋯⋯．．．⋯⋯⋯⋯(39)
’

’·+第三节惠州镇人民政府民政科⋯⋯⋯⋯|．．．⋯⋯⋯⋯(40)
。

第四节。惠州市民政局⋯⋯⋯⋯⋯⋯⋯?⋯⋯⋯⋯⋯一(41)

笫=章一行政区期⋯⋯⋯“‰i⋯”⋯⋯⋯⋯⋯⋯⋯⋯⋯⋯(45)
； 第一节建置⋯⋯⋯小“而⋯⋯⋯一⋯⋯⋯⋯⋯⋯⋯(45)

’， ：。j一 惠州镇⋯⋯⋯⋯⋯⋯⋯⋯⋯⋯．．．．．．⋯⋯⋯⋯(4,5)

，’二’’’惠州市⋯⋯⋯⋯⋯⋯⋯⋯⋯⋯⋯⋯⋯⋯一⋯(47>
， ’t’第二节‘区划⋯⋯一⋯⋯⋯一‘⋯⋯⋯”⋯⋯⋯⋯⋯⋯·(48>

5，：一 ’市区⋯⋯⋯“．⋯．．．．．．⋯⋯⋯⋯⋯⋯⋯⋯⋯⋯(48)

，·一(一)’桥西⋯⋯⋯⋯⋯⋯⋯⋯⋯⋯．．．⋯⋯⋯⋯(48)
’

-，， ’(=)’桥东⋯⋯⋯⋯⋯⋯⋯⋯⋯⋯；⋯⋯⋯⋯”(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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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叫⋯⋯⋯(51)
i 4，： (一_)惠环镇⋯⋯·：⋯⋯⋯．．．．’．⋯⋯．．．“，．⋯⋯⋯·(51) --

：h：(二)河南岸镇⋯“⋯⋯⋯⋯．t．⋯⋯⋯⋯⋯⋯⋯·(51)

，．j⋯(三)三栋镇⋯⋯⋯⋯⋯⋯⋯⋯⋯．．．⋯¨⋯．．．⋯(52>、一

o。．⋯；⋯’(四)汝湖镇⋯j⋯⋯“⋯⋯⋯“．．．．．．··：⋯·．·‘⋯·?·(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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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金口镇⋯⋯⋯⋯⋯⋯⋯⋯⋯⋯⋯⋯⋯⋯(53>

第三节市区路．街、巷，居民住宅区⋯⋯⋯⋯⋯⋯(59> 、，

第三章基层政权⋯⋯⋯．．．⋯⋯⋯⋯⋯⋯⋯⋯⋯⋯⋯⋯⋯(63)，
’

第一节晚清时期⋯⋯⋯⋯⋯⋯⋯⋯⋯⋯⋯⋯⋯⋯⋯(63> ：
、 第二节民国时期⋯⋯⋯⋯⋯⋯⋯⋯⋯⋯⋯⋯⋯⋯⋯(63>‘ r

．．，．一．． 府城镇公所⋯⋯⋯⋯⋯⋯⋯⋯⋯⋯⋯⋯⋯⋯(64>

，．r二 ，县城镇公所⋯⋯⋯⋯⋯⋯⋯⋯⋯⋯⋯⋯⋯⋯(64>

三，．环城乡公所．．．⋯⋯⋯⋯⋯⋯⋯⋯⋯⋯⋯⋯⋯(64>

．．． 四 。四维乡公所⋯．．．⋯⋯⋯⋯⋯⋯⋯⋯⋯⋯⋯w(65)-，‘

五 仁爱乡公所⋯⋯⋯⋯⋯⋯⋯⋯⋯’：⋯⋯⋯⋯‘(65>t’

，第三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一：．．．⋯⋯，．．“⋯⋯(65)- ，

一 惠环镇人民政府⋯⋯_”⋯⋯⋯⋯⋯⋯一⋯‘(67>7-

一。．二． 河南岸镇人民攻府“_⋯⋯⋯⋯．．．一⋯⋯⋯’‘67>

．
’三 三栋镇人民政府⋯⋯⋯⋯⋯¨．⋯”·”⋯⋯”⋯(68>

’

．． 四 汝潮镇人民政府⋯⋯”．t．．．--二⋯．．．⋯⋯⋯．-t⋯(68> ‘‘

， ．五 小金口镇人民政府OQ O O O O,OBI⋯”⋯⋯⋯⋯⋯⋯·(68)

． 第四节．市人民政府派出机构‘．-．⋯⋯⋯．．．⋯．-．⋯⋯⋯(69>

·，一一．桥西办事处．．．脚⋯一⋯⋯⋯⋯⋯⋯⋯⋯⋯⋯(69>

，． 二 桥东办事处．，．⋯⋯．．，⋯．，，．，．一w⋯⋯⋯⋯⋯(70>～
r。 三 下角办事处⋯⋯”⋯⋯_⋯⋯⋯⋯⋯⋯⋯⋯·(70) Ij

薹四囊优抚安置．．．⋯．．．⋯一⋯_⋯⋯⋯‘?⋯⋯⋯⋯一⋯·(7l>

． ：：彳二节，。囊雯三鬈毒；：：：：：：：：：：：：：：：：：：：：I：：：：：：：：：：：：：：：{；：； ?习t，，一，-表功纪念建筑⋯．．．⋯⋯⋯⋯．．．⋯⋯⋯⋯⋯⋯(71) 1
‘， ‘‘j‘ ．，‘一)纪念。马安之役“死难烈丰⋯⋯⋯⋯⋯⋯(71) 1，'1

’’⋯(二)纪念廖仲凯⋯⋯．．．⋯⋯．．．．．．⋯⋯⋯⋯”一”(72) +。

二；t、 ‘’三)纪念东征阵亡烈士⋯⋯⋯-．-．．．⋯⋯⋯．．．⋯(73)
-， ‘。．．‘四)纪念邓仲元”⋯⋯”，⋯．．．⋯⋯⋯．．．⋯．．．⋯”(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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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纪念孙中山⋯⋯⋯⋯⋯⋯⋯⋯⋯⋯⋯⋯⋯(74)
：· (六)纪念国民党独九旅抗日阵亡将士⋯⋯”．．．‘(’75)

． 附录．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75)

．(七)纪念东江人民革命烈士一⋯⋯⋯⋯⋯”⋯·(76)

，． (八)纪念邓演达⋯⋯⋯⋯·：．．．⋯⋯⋯⋯⋯⋯⋯·(76)
， 二一“．编写烈士英名录⋯⋯”．t．⋯⋯⋯√⋯⋯⋯⋯·(77)

，． 三： 追悼瞻仰⋯!⋯⋯⋯⋯⋯⋯⋯⋯·?⋯’．．⋯．⋯⋯(85)

；：，．(_)追悼东征军阵亡将士⋯一．．．·：⋯⋯⋯Ⅵ⋯·(85>

，(二)追悼对越自卫还击战牺牲的烈士．．．⋯⋯⋯(85)

、，(三)瞻仰纪念先烈的建筑⋯⋯⋯⋯⋯⋯⋯⋯⋯(85)

、第二节抚恤¨⋯⋯⋯⋯⋯⋯⋯⋯⋯⋯⋯．．．⋯⋯⋯．．．(85)

一。，牺牲病故亲属抚恤．，．·⋯⋯⋯⋯⋯⋯⋯⋯⋯，·(85)

(一)清末民国时期的抚恤⋯⋯⋯⋯．．．⋯⋯⋯⋯(8蜃)
．(二)新中国建立后的抚恤⋯⋯⋯·：⋯⋯⋯⋯⋯·(88)

二 ，残废抚恤⋯⋯⋯⋯⋯⋯⋯⋯⋯⋯．．．⋯D@@oQJ@@q(95)

：-。。第三节拥军优属⋯⋯⋯⋯⋯⋯⋯．．．·?⋯·⋯⋯⋯⋯⋯(100>
。

．一．．拥军⋯⋯_⋯⋯．．．⋯⋯⋯⋯．t，⋯⋯．．．⋯⋯．．·(100)
’

，二 优属⋯⋯⋯⋯⋯。⋯“∥掣“一⋯⋯⋯“．．．⋯⋯·005>

’j” i ：．(工)政府补助⋯⋯⋯⋯川‘⋯⋯，㈠⋯··!：⋯⋯⋯(105)

q ．、i (二)群众优待⋯⋯⋯⋯⋯⋯⋯⋯⋯⋯，．．⋯⋯⋯(110)
o

．： ·．(三)生产扶持“?⋯⋯⋯⋯⋯．．．⋯⋯。：?⋯：：·：“：··(114)

：；；? ＼，第四节安置⋯⋯．．．．．-．．，一．．．．．．⋯⋯一⋯⋯⋯⋯．．．．．．(I 14)
■ ‘、

i _，⋯复员退伍军人安置⋯⋯⋯⋯⋯⋯⋯·t．．⋯⋯“(114>

一、． 、+(一)志愿暴安置⋯⋯⋯⋯．．．，．．一·⋯⋯．．．⋯．t．“(1 15)
· 一。；o (二)义务兵安蕈一．．．．．．．．．⋯．．．一⋯⋯⋯⋯一⋯(¨6)

：
。 =．．、军队离体退休干部安置．．’．．，-t．⋯·⋯⋯⋯⋯··(122>

，”第五节．老区建设。：⋯⋯⋯⋯⋯⋯”⋯⋯⋯⋯一⋯⋯”(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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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驻军拥政爱民⋯⋯⋯⋯⋯⋯⋯⋯“⋯⋯!⋯⋯⋯(124)

。⋯抢险救灾⋯⋯⋯⋯⋯⋯⋯⋯⋯⋯⋯⋯⋯⋯⋯(125) 。l『

7、 (一)抢救水灾风灾⋯⋯⋯⋯⋯⋯⋯⋯⋯⋯⋯⋯(125> ‘：

’

(二)支援抗旱⋯⋯⋯⋯⋯⋯⋯⋯⋯⋯⋯⋯厶⋯。(128) 一‘．，

7(三)抢救火灾⋯⋯⋯⋯⋯⋯⋯⋯⋯⋯?⋯⋯”：‘?(129>
’

’ ’

’(四)抢救受伤群众⋯⋯⋯⋯⋯⋯⋯⋯．．“⋯”“‘(129)
4

二．支援地方社会主义建设i⋯⋯⋯⋯⋯⋯⋯．．“,(129) ⋯

。． (一)支援工农业生产_⋯⋯⋯⋯⋯⋯⋯⋯⋯．．．(129) ‘．

，

r‘(=)支援绿化及水利建设⋯⋯⋯m⋯⋯⋯⋯⋯(130)
’

(曼)支援宣传教育事业⋯⋯⋯⋯”：”：⋯⋯一⋯(130)
。‘

，三‘维护社会秩序⋯⋯⋯⋯⋯⋯o⋯⋯⋯⋯一．．．“(13 I)

四 军民共建精神文明⋯⋯⋯⋯⋯⋯o⋯⋯⋯⋯‘(13I)

第五章牡会救济．、．．⋯⋯⋯⋯⋯j⋯⋯⋯⋯⋯⋯⋯⋯⋯^⋯(133)

。第一节7城市救济⋯⋯⋯⋯⋯⋯⋯⋯^∥⋯⋯⋯⋯⋯·(133)
r 一 孤老残供养⋯⋯⋯⋯⋯⋯⋯⋯．．“⋯二⋯⋯⋯(133> ”

’。，二一困难户救济⋯⋯⋯⋯⋯⋯“。一⋯⋯⋯⋯⋯⋯(135> j

．一‘三，、扶持生产自救⋯⋯⋯⋯⋯”丫⋯⋯．．“⋯⋯⋯“(140)

’+一第二节j农村救济⋯⋯““⋯⋯⋯⋯““⋯⋯“。⋯⋯r．．(141)

，-+一，’五保户供给⋯⋯⋯⋯⋯⋯⋯⋯⋯m⋯⋯n⋯·(141)
二 困难户救济⋯⋯⋯⋯⋯⋯⋯’⋯⋯⋯·．．．⋯⋯⋯(144)‘ y

c一，三。扶优扶贫⋯⋯⋯⋯⋯⋯⋯⋯⋯⋯⋯”“⋯¨”(148) ．

； ， 第三节精减退职老弱职工救济⋯⋯⋯⋯“⋯。．．⋯⋯：(153>， ：
第六章灾害救济⋯⋯“⋯⋯⋯⋯”：：⋯⋯⋯⋯．．．o⋯⋯”(154)’ 。一

∥第一节水灾风灾救济⋯÷⋯⋯⋯一⋯⋯⋯⋯⋯⋯．；．”(155)1‘‘

．． ：第二节旱灾：’虫灾：雹霜灾救济““·：⋯⋯：⋯⋯⋯(164)7’
，

， 第三节饥荒疾病救济⋯⋯⋯⋯⋯⋯⋯⋯⋯⋯⋯⋯．．．(161)

ljfi录一’。接受国际援助⋯⋯⋯⋯⋯⋯⋯··：⋯⋯⋯⋯⋯(1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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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支援外地灾害救济⋯．：．⋯⋯_⋯⋯⋯⋯⋯⋯·(1 7Z)

第七章支援边疆建设⋯“．．．1一．．．!¨_”⋯：⋯掣⋯⋯v·．．⋯(173)

， 第一节支援雷溯半岛⋯w⋯⋯⋯．．⋯⋯．．．一⋯．．．⋯·(173)，
，第二节支援海南岛⋯⋯⋯⋯⋯．．．⋯⋯⋯⋯OOe O O"O ODO 0 00(174)

：第三节支援新疆⋯⋯⋯⋯⋯⋯⋯⋯⋯⋯．．_：．-．”⋯⋯(175>

第八章．社会福利⋯⋯⋯⋯”¨⋯⋯⋯⋯!⋯⋯⋯⋯⋯⋯⋯(177)

，，第-．节，弃婴难童收养⋯⋯⋯”?一?j⋯⋯”．．："⋯⋯⋯(178)

：．．第二节孤寡老残供养⋯?⋯i⋯j⋯⋯⋯⋯⋯：_．．．⋯_··(179)

、．：．_：社会福利院．．．_⋯⋯”?”?⋯⋯“：⋯⋯⋯⋯⋯(179)
，、 (--7-)历史概况⋯⋯⋯⋯??⋯⋯：⋯⋯⋯⋯⋯o⋯(179)

．<二)经费⋯⋯⋯⋯⋯⋯⋯⋯⋯⋯⋯⋯⋯⋯⋯⋯(183)

：· (三)副业生产⋯⋯⋯⋯⋯o⋯⋯⋯⋯⋯：⋯·n?·．(184)

一= 敬老院⋯⋯”⋯⋯⋯⋯⋯⋯⋯⋯“_⋯⋯⋯”(186)

．

⋯ (一)城镇敬老院⋯⋯⋯⋯⋯⋯⋯⋯⋯⋯⋯⋯⋯(t86)

：一。，．(二)农村敬老院⋯⋯⋯．．．⋯一⋯⋯⋯⋯⋯⋯⋯(186)

。√第三节敬老节⋯⋯⋯⋯一．．．⋯⋯⋯⋯⋯⋯．．．“二⋯⋯(189)

。r第四节．福利生产⋯⋯⋯⋯．．．⋯⋯．．．⋯⋯⋯⋯⋯⋯⋯(190)
一． 社会福利厂⋯⋯⋯⋯⋯⋯⋯．．．⋯⋯⋯⋯⋯．．．(190)

二‘．社会福利发展公司⋯⋯⋯⋯⋯⋯⋯⋯⋯⋯⋯(195)

第九章殡葬设革⋯⋯．．．⋯⋯⋯⋯⋯⋯⋯⋯⋯¨⋯⋯⋯⋯(196)

：1。．第．-节殡葬管理所⋯．．．⋯⋯⋯·⋯⋯⋯⋯⋯⋯⋯⋯“(196)

‘，一 +人员工资⋯⋯⋯⋯⋯⋯⋯⋯·：．．．⋯⋯⋯⋯⋯·(197)
，一二 ．职工福利⋯⋯⋯⋯⋯⋯⋯⋯·?⋯⋯⋯⋯⋯⋯·(198)

，o’j三 政治待遇⋯⋯⋯⋯⋯⋯⋯⋯⋯⋯⋯⋯⋯⋯⋯(198)

；．’第二节土葬⋯⋯⋯⋯⋯⋯⋯⋯“⋯⋯⋯⋯一⋯⋯⋯(199)
第三节火葬⋯一⋯⋯⋯⋯⋯⋯⋯⋯⋯⋯⋯⋯⋯⋯⋯(200、>

．‘。 一·火葬场设施⋯⋯⋯⋯⋯⋯一⋯⋯⋯⋯⋯⋯⋯(200)
i ’，．5．汐

f’
- I



f。 =1’火葬发展概况⋯．．．一．．．⋯⋯⋯⋯．．-⋯⋯．．．⋯(20s)

’第四节殡葬礼俗⋯⋯⋯⋯⋯⋯⋯⋯⋯⋯⋯．．．⋯i⋯“(200)
、 ·’一 ’厚葬陋俗⋯⋯⋯⋯⋯⋯⋯⋯“一⋯一⋯⋯”⋯(206>

一=．。筒葬新风⋯⋯⋯⋯⋯⋯⋯⋯⋯⋯⋯⋯⋯⋯⋯(20s)

第十簟收容遣送⋯。0@0@0@@m o w·a oB u@@@@@@o e o J o gtlg⋯⋯⋯⋯⋯’(213>

第一节鲇所设置⋯⋯⋯⋯⋯⋯⋯⋯⋯⋯⋯⋯⋯⋯n(213)
+第=节收容⋯⋯⋯⋯⋯⋯⋯⋯⋯“⋯⋯⋯⋯⋯⋯⋯·(214>

一 收容对象⋯⋯⋯⋯⋯．．．“⋯⋯⋯“⋯⋯⋯⋯”(214>

=；‘ 收容办法⋯⋯⋯⋯⋯⋯⋯⋯⋯“：⋯⋯⋯⋯⋯(216)

三 管理教育⋯⋯⋯⋯⋯⋯⋯⋯⋯⋯⋯⋯⋯o⋯·(213)

第兰节遣送⋯⋯⋯⋯⋯⋯⋯：⋯⋯⋯?⋯⋯⋯⋯，“⋯‘(220>

第+一章婚姻登记⋯：o⋯⋯⋯⋯⋯⋯⋯⋯⋯⋯⋯⋯⋯··(223> j

’第一节机构⋯；⋯⋯⋯⋯⋯⋯小⋯小⋯⋯⋯⋯⋯⋯··(224>’，

第二节登记⋯⋯‰⋯⋯m⋯“·-@OO a·,OO@iD B O⋯“，m一．(225>
’

一“‘结婚登记m⋯一·mm⋯“：⋯⋯⋯·工⋯⋯⋯··(225> ∥
．一 {二，：‘离婚登记．．．：“．⋯一⋯mm一·j·j⋯Ⅲ‘⋯栈⋯"(227) _‘’

三‘’⋯复婚登记⋯⋯⋯．．．m．．．．．．．．．一⋯⋯⋯“’·：-·(229> 、。‘

，“7 j四“涉外婚姻登记⋯⋯⋯。⋯．-．”⋯·：U@4·I O@⋯j⋯(23 1)‘．。
7

第三节证件⋯⋯⋯⋯⋯⋯√⋯⋯^⋯⋯⋯一“⋯⋯⋯(233) 。．

第十：章残疾人事业⋯⋯⋯⋯⋯⋯“⋯一“k⋯一·；⋯⋯(235) ，

。 ’第二节组织机构⋯．．⋯⋯·”．-．m厶“‰⋯m⋯。一⋯⋯(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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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j

辖地域：民国上‘请代惠阻县。．归善县资料同惠州混在f起无法划； 。

分的也一并录入。‘-l毛)j．o、：。’‘j： X ，： 。

、 3、在编写内容上，。详今略古，：详特略同，寓观点于记叙之
中，突出反映惠州解放以来各项民政工作的成就及其发展：’

．4、民政历史资料的搜集：本志书上限无统～规定，下限规

定为l 9 8 7年。大事记写到l 9 8 9年止．’
‘

’

：6、本市郊区各镇的民政史：从该镇划归惠州市(镇)管辖

之时起入本志，并适当追溯其历史。 ’：‘』．7，

6 i．本书除了大事记和概述外，按民政历史内容横分门类，’

纵向记述。
’

。’。。j

7，与民政工作密切相关的内容小如部队拥政爱民，抢险救

灾等列入本书附录。， 、o、，{一‘：j‘¨．．
·

t 8∥晚清时期以帝王年号纪年，：民国时期以民国纪年(均夹

注公元)，解放后以公元纪年．：j，。。’．、

9，写历史用历史地名(夹注今名)一，写现状用今地名。

，一10，度，量，：衡除录原文外，‘·律用公制。解放初期的人民

币额，换算为新人民币额． 。i二‘j。∥．。 ．’

“，l 9 8 8年1月．原惠州市改为惠州市惠城区，但本书

记述的是1 9 8 7年前的惠州市，‘故本志名称仍为《惠州市民政

志》。．，’1 j0■{j一．一o、：：1：：一：。r“

· l 7·

。秒乙



述

秦始皇三_}‘三年(公面前2 l 4)季南北朝时期，．。惠州
后属于博罗，博罗、欣墨所辖。．隋文帝开皇十_年!(5．6 1

始设循州府治，五代南汉刘岩元亨元年(9 1 7)，改为祯州府

治，宋天禧四年(1 0 2 0)改称惠州，宜至现在。

惠州的民政事务，清代由归善县户房署掌管。民国时期，由

惠阳县内务科(后改一科、民政科)掌管。赈恤是民政事务里要

内容之一，清代有官办赈恤，如养济堂．普济堂、育婴堂，民国．

时期有福利脘、．安老所，难童教养所等慈善团体。但在封建统治

时期的惠州，这些官办或民办的赈恤救济对广大贫苦群众，．有如

杯水车薪，遇到重大灾荒固然是饿殍遍地，平常时期也时有因贫

病饿死街头的现象。
。‘

曳

惠州子1 9 4 9年l 0月1 5日解放后，成为惠阳地区，惠7 j

阳县，惠州市(镇)政府及驻军机关的所在地。枣州民政部门的
机构名称：隶属关系几经更迭，但一直是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承担着繁重而光荣的任务。 ，

。I 9 5 0一一l 9 5 6年，惠州民政部门兼管劳动管理事：．，

务，主要任务有；接管本镇旧的民政机构．福利救济等事业单位’ ：r

及外国在惠州的慈善事业，建立新的民政管理体制和工作秩序； o，

结合失业救济，以工代赈；废除保甲制度，4开展市政建设广基层7
政权建设；拥军优属，支援前线，‘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资遣难『．

民和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娼妓．游民，禁
烟禁赌；审查社会团体，整顿慈善团体；组织抢险救灾，进行婚

．2．



、

姻登记等．这一时期的工作以基层政权建设为主导，带动各项任
务的完成． + ．．．a 、

2 1

1 9 5 7年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九年中，惠州民政部门着重予

，优抚安置，社会救济等方面的工作．兴办福利事业．对无依无靠
韵孤老残幼，在城镇的收养：在农村的宴行。五保’．三年经济
姻难时期，民政部门的任务特别繁重．妥善处理了大批盲目流入
城市的农民，收容遣送大批外流逃港人员．为避免惠州出现逃

荒，饿死人的现象，把生产自救作为社会救济的根本途径．积极

组织烈军属、困难户、社会闲散人口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服务劳
动。这些工作，对安定社会秩序．保障人民正常生活，巩固国

钫，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
．．

⋯文化大革命”中，惠州市民政科一度被撤销，由。惠州市

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生产组“等临时组织兼管民政事务．这一对

，期的民政工作受到极大干扰，许多方面的工作陷于停滞，唯有复

j员退伍军人的安置工作得到特别加强．由于各地经济建设遭到严

重破坏，盲流和逃港人数增加．收容和强行遣送的工作特别繁

．重。 ，

。
。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l 9 7 8年l 2月中国共产

党第十·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政工作消除了。左”的思想影响，

迈开了改革的步伐，民政于部队伍注意向革命化．年轻化．专业

化．知识化全面发展．通过多种形式的培调和业务学习．提高民
．．政干部的素质，’谚实按照民政工作是，。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社会
保障的一部分，行政管理的一部分。的荽求，开展各项工作，．

。l 9 8 4年，市机关机构改革后，民政局继续贯彻执行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备项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锐意改革创新，立足于打基础，办实业，在。三个一部分。

特别是社会保障方面，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 。

’ ： ·

‘

．3·



在政权建设方面，进行了政社分设．撤区建镇．撤乡建村o’’

系列的有关工作。‘进一步加强基层选举工作的组织领导，“提高基

层干部文化水平和思想政策水平，充分发挥他们在基层政权建设

中的作用。i。。’’’’|·rj、，’ 。一⋯卜7 ．
． 、』．- ⋯+’

：? 在社会傈障方面，把社会救济和优抚安置，逐步向多层次多一，
。方位的劳动福利型和生产自救型发展，安置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 ．一

和优抚对象就业j积极扩大惠州市社会福利厂的生产规模!加强

经营管理，使该厂利润逐年提高，。1 9 8 7年利润已达2 8万 ，．

、元，为今后市开展社会福利事业提供了资金创造了条件。．
：‘

福利院在不断改善住房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同时，充分发挥甩
’

围山地多的优势，已种各种果树5 0 0 0多棵，扩大了养鱼，‘养

鸡，养猪场所。现已开垦荒地4 5亩。福利院正从救济型、温饱

’型向福利型转变，并为今后扩大经济实体打下基础。各镇敬老院

鼬条件，逐渐改善，：真正做到使鳏寡孤独者老有所养。’， ■

：． 为了落实对义务兵家属的优待政策，保障城镇孤老病残人员。

， 及农村五保户的生活供养，‘从l 9 8二4年起，把原来由居委会，，

生产队(自然村)统筹优待和供养改为由区(办事处)乡(镇)

政府统筹优待和供养。实行按义务兵军龄对其家属进行优待，凡

立功受奖者，按立功等级给其家属颁发奖金。义务兵立三等功以

上者(包括农村的)，’退伍后优先安排工作：积极扶持农村的贫 J

困户和革命老区人民，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

营，“并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给予支援气使他们尽快脱贫致富． ．

F“成立了盲人哑聋人协会。在盲聋哑人中开展文化教育。思想 ．，

教育．1疾病康复治疗，组织文娱体育浯动，安排就业等．全市城
镇盲聋哑肢残人员就业人数共l 8 6入。，。 一‘

“’成立了军队离休退休安置办公室和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
所，完成了第一，=j三批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建房和接收进驻任

√

，，

4

，

●



、、

行政管理方面，认真贯彻新婚姻法，制订具体实施细则，I

想政治工作和制订有效的行政措施，严禁私婚．．早婚．重
行殡葬改革，积极推行火葬，城镇废除土葬，山区限制土

断提高殡葬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一殡葬所已实现经费自给

有余．加强收容遣送工作，发现一个收容一个，为安定社会秩序
，作出了一定贡献。。j 。o⋯． 。√ 。，，

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政部门仍将继续承担政权建

。设，社会保障和行政管理这。三个一部分”的工作，发挥稳定机

+制作用，更好地为全面深化改革服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j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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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清雍正九年(1 7 3 1)
。

，

广东布政司惠州府，辖归善：博罗，海丰，陆丰，河源

川。长乐．兴乐，和平、永安，连平州．惠州府城在今惠州市桥’

西，归善县城在今惠州市桥东。
‘“

●

、7

清光绪元年(1 8 7 5)、 ，‘

是年，设广东布政司惠嘉潮道惠州府，辖归善、博罗，海丰、

河源．龙川，长乐，兴宁．和平，永安、连平州．

‘。清光绪六年(1 8 8 0) ’

秋，惠州建育婴堂于经历署旁(今中山公园)，收容孤儿难’

童．育婴堂于1 9 2 0年并入仲元医院． 一

民国元年(1．9 I 2)7·

撤销府制．归善县改称惠阳县，县机关称。知事公署”，设

在惠州。惠州府，县两城及城郊均归惠阳县管辖．省县之间设惠 -

州绥靖处． ．

民国2年(。I 9 L 3)。．’，， ：·’。。’1一‘。

是年，惠阳县知事公署设总务，财政．教育、实业四科．由

总务科办理自治，赈恤．行政等民政事项．

惠阳县县以下政权设乡(镇)，原归善县城称鹤峰镇，原惠

州府城称鹅岭镇．
’ ’

’?6：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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