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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真实地反映济南民

政工作的历史与现状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二、本志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独略间的原则，反映时代特点，突出地方

特色，为认识、研究济南市情和进行国防教育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

文明和政治文明服务。

三、记述地域范围以 2007 年区划为准，涵盖县(市)区情况，涉及周围地区者适

当记述。

四、上限始于 1948 年济南解放，下限止于 2007 年;为了体现工作的完整性，有

些地方略有上衍下续。

五、本志结构一般分为章、节、目，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综合运用，

以志为主，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七、所用计量单位用现行计量单位换算。

八、援引资料原文需要注明出处时，在文后用括号注明。

九、统计数字，有关全市性的，以济南市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为准;属于部门或

企事业单位提供的，以其单位统计核定数为准。

十、对机构、部门、社会团体、会议等名称和专用名词的书写，在第一次出现时，

均用全称重复出现时用简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济南民政志 (1948-2007)}经过查阅大受资料和历时数月认真编

修，即将出版问世。这是一部会曲系统记述济南民政史志资料、回顾总姑

济南民政 60 年发展历程的重要文献，它的出版发行，在济南民政发展史

上具有十分紫典的意义 O

1948 年 9 月 24 日，济南解放后，济南特别市人民政府即组建济南

特别市民政局，几易其名，成为今天的济南市民政局 O "六十春秋挥手间，

芳菲四季绿堪染"0 60 年来，广大民政人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和历史使命，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有力支持下，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克服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边

步建立起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城乡社会救助、政拥优抚安置、社会精利服

务、专项社会事务等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 O 特别是在总结、借鉴以往经验

的基础上，勇于开拓、不断创新，椎出了"为民解难"十项服务，升展了"满

意在民政"活动，进一步充实完善了"以氏为本、为民解阁，以人为本、为

民服务"的发展理念，不断加大民政工作祉合透明皮、增强社会开放皮、

扩大社会森马皮、提高社会满意皮，企面建设和谐祉鼠、和谐村镇、和谐

家庭，积极争做构建和谐社合点力军，开创了民政事业的新局面，在民政

发展史上不断续写着新的辉烛篇章，为维护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巩

固国防和支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O

济南民政 60 年，是紧紧围绕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积极探索、开拓创新

的 60 年，是不断成长、发展壮大的60 年，是践行"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百

姓解愁"宗旨的60 年。 60 年的历史证明民政事业的发展得益于党中央

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伟大创举，得益于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恢复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的英明决策得益于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一如既往对民政事业

的有力支持 ;60 年的历史证明，民政事业的发展得益于经济社会的全面

发展，得益于各组政府对民政工作财政投入的不断提高 ;60 年的历史讯



明，民政事业的发展得益于几代民政人艰苦不懈的努力，得益于广大民

政干部职工的不断实践和创新。

《济南民政志 (1948…2007)~以冯列主义、也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吧个代表"熏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遵循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突出改革的原则，以翔实的历

史资料、严谨的科学态皮、淳朴的语言风格，真实地记述了济南民政发展

变化的历史变迁，记述了广大民政人为改善民生、维护民利、发展民主和

维护社会稳定所作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卓绝的工作，是济南民政事业建设

从允到有、从弱到强发展60 年的缩影 O 编鉴修志;此芳千古，明今鉴后资

政育人。悉心研读此书，领略历史，感恪现实，不仅有助于指导各级民政

干部的工作，而且作为可信可用的史料，走向民政后人进行革命传统教

育的好教材。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回首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展望

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济南民政人一定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以更

加昂扬的斗志，迎难而上、锐，意进取、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为"维护省城

稳定、发展省会经济、建设关丽泉城"作出新的更大的货献。

济南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市双拥办主任 污f平

2008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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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济南是历史文化名城因地处古"四读"之一一一"济水"之南而得

名。位于山东省中部南依泰山北跨黄河地处鲁中南低山丘陵与鲁西

北冲积平原的交接带上地势南高北低总面积 8177 平方公里市区面

积 3257 平方公里是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大省一一山东省的省会也是全

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金融中心和重要的交通枢纽。济南市

辖六区、一市、三县，即历下区、市中区、槐荫区、天桥区、历城区、长清区、

章丘市、平阴县、济阳县、商河县，共设 73 个街道、61 个乡镇(1 1 个乡、50

个镇)。

1948 年 10 月，济南特别市政府民政局建立。 60 年来，其主要职能和

内部机构设置等由于社会形势需要，虽几经变化增减，但始终以党和政

府的工作为中心，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维护社会主义法

制、改善优抚和救济对象的生活促进国防建设、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人

际关系等基本职能一直没有变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

中，民政部门通过参加对社会收入的再分配，在扶贫济困，保障困难群

体、弱势群体生活，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济南解放初期，民政工作紧紧围绕医治战争创伤、涤荡旧社会的污

泥浊水、恢复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和支援解放战争展开。民政部门对

旧有社会救济机构慈善团体进行接管建立新的管理体制和工作秩序;

废除保甲制，建立民主基层政权;资遣灾、难民和国民党散兵，救济收养

孤老残幼，组织生产自救;开展优抚工作、拥军优属、支援前线、烈士褒扬

和牺牲病故抚恤;收容改造娼妓、游民、禁烟禁毒;调整行政区划，主管人

事调配、民族、宗教、华侨事务和婚姻登记工作等。

1957 年后，基层政权建设和行政管理方面的部分任务完成或交出，

民政工作的重点是救灾救济优抚和复员安置但在 1966 至 1976 年"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年动乱"期间，各级民政机构曾一度被撤销，在民政工作受到严重干扰的

情况下，优抚、救灾救济等工作仍坚持开展，直到 1978 年之后，在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精神指引下，各级民政部门机构陆续建立健全，

民政系统逐渐配套成型各项民政工作恢复发展并逐步走上正轨。

20 世纪 80 年代，民政工作定位在发挥稳定机制作用方面，即"民政

工作是有关社会保障的一部分、有关政权建设的一部分、有关行政管理

的一部分"0 20 世纪 90 年代，又进一步拓展到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权

益上。 1996 年，济南市民政局推出了"为民解难"服务活动，主动适应了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进入新世纪民政工作对

经济社会发展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济南市民政局坚持围绕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来思考和推进民政工作解放思想、干事创业、抢抓机遇、迎

难而上，民政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2002 年，在全市民政系统开

展"满意在民政"活动健全完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工作体系、城乡社会

救助工作体系、双拥优抚安置工作体系、社会福利服务工作体系、专项社

会事务管理工作体系建设推动了传统民政向现代民政的跃升。 2003 年

以来，民政工作在改革创新中求发展，提出了"以民为本、为民解因，以人

为本、为民服务"和"加大社会开放度，扩大社会参与度，增强社会透明

度"等民政工作新理念，最终提高了济南民政工作的社会满意度，推动了

各项民政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济南民政志( 1948-2007) >>编篡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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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设置

第一节 市民政札构

1948 年 9 月 24 日，济南解放 。 9 月 25 日，济南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

会设政务部分管民政工作。 10 月 26 日，设立济南特别市政府民政局，内

设民政、战勤、社会福利、人事、内务等 5 个科室。

济南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同志亲笔修改的庆祝济南解放的社论

1949 年 5 月 13 日，济南特别市民政局改为济南市民政局。 11 月，机

关内设社会科、福利科、民政科、秘书室三科一室。

1950 年，济南市民政局先后增设优抚科、市转业建设委员会办公

3 



费3
""' 

率先攻破济南内域的华野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二团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称号

1948 年 9 月

25 日，济南特别

市军事管制委员

会宣告成立

1948 年 9 月 28

日，济南特别市政府成

立布告，郭子化任市

长，徐冰任副市长

4 

1948 年 9 月

25 日，华东军区司

令部 、 政治部颁布

《约法七章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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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济南人民欢庆国庆十周年集会游行

命委员会领导。

1972 年 3 月，济南市民政局革命委员会成立，内设办事、政工、社

会、优抚 4 个组 。此后几经调整完善。至 1986 年济南市民政局已设有优

抚、社会、民政、福利、秘书、老干部等十几个科、室 。 下设过军接待站、盲

人按摩医院、社会福利厂、济南电器厂等 11 个直属事业单位。 1985 年，

济南市离退休干部第一、二 、三休养所技人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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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经济南市经济委员会批准，济南电器厂西厂更名为"济南

电器二厂"隶属关系不变。 5 月，根据《关于调整地名工作领导体制的通

知》精神，济南市地名领导委员会办公室由济南市规划局平行移交到济

南市民政局 。

1989 年，济南电器二厂与山东省邮电器材公司联营，增用第二企业

名称"济南电缆厂飞同年，撤销市盲聋哑人协会、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

立济南市残疾人联合会由济南市民政局代管直至 1997 年 。 后设立济南

市聋儿康复中心 。

1990 年，成立济南市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济南市

民政局，为正县级事业单位。

1991 年，经济南市计划委员会批准成立济南市殡葬服务中心 。 同

年，济南市离退休干部第四、五、六休养所技人使用 。

1992 年，经济南市委批准，济南市民政局党组织改为党委。 经中共济

南市人民政府机关工作委员会批准 中共济南市民政局机关工作委员会

改为机关党总支。经济南市总工会批准，建立济南市民政局工会。 同年，经

济南市政府批准，济南市公墓管理处更名为济南市殡葬管理处。 成立济南

市殡葬服务公司、济南市福利企业公司和济南市婚姻综合服务中心 。

1994 年，济南市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

称"双拥办")从济南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平行移交，与济南市

济南市政府召开第十次全市民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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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合署办公 。 1996

年 11 月，济南市民政

局加挂"济南市双拥办

公室"的牌子 。 济南市

双拥办内设秘书处、综

合处两个职能处室 。 同

年，设立济南市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事业管理

处，为副县级事业单

位，同时撤销内设的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办公



圈
窒。 11 月 24 日，济南市政府在济南东郊饭店礼堂召开第卡次全市民政

会议，全面贯彻第十次全同民政会议和第二十次全省民政会议精神，总

结全市前五年的t作确定今后五年的任务加快全市民政工作改革和

发展步伐，更好地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 。 大会表彰了 2 个民政

t作先迸县(区)、26 个民政丁a作全优乡镇(街道)、 13 个民政工作先进单

位、76 名民政先进工作者。

1996 年全市机构改革济南市民政局内设办公室、优抚处、基层政权

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处、 .mF 一.C.. L.'.一一一一...-:::z:q:甲咽'

救灾救济处、社会事务处、

事业处、退伍军人、军队离

退休干部安置办公室、地

名委员会办公富、社会福

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办公

室、福利生产办公室、计划

财务处、组织人事处(挂离

退休干部t作处牌子)等 13

个职能处室。 同年，济南市 1998 年 9 月 24 日，济南解放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丰 t区服务中心成立。 在八一礼堂召开

1997 年，济南市慈善总会办公室成立，为正县级事业单位。

1999 年 6 月，济南市民政局办公室增挂"济南市民政宿查大队"牌子。

1999 年，济南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七、第八休养所成立并投入使

用 。

2001 年，机构改革中，济南市民政局机构有所变动，内设处室缩减

为门个。 其中，济南市双拥办公军变为济南市民政局内设机构，原设的

两个处室合并为双拥工作处;撤销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处，成立济南市民

间组织管理局，内设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处

和综合监察处 。 原事业处和福利生产办公室合并为社会福利处;市地名

委员会办公室更名为区划地名处;基层政权处更名为基层政权和社区建

设处;取消市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办公室成立济南市福利彩票发

行管理中心 。 同年，在历城区殡仪馆基础上建立济南市莲花山殡仪馆;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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