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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芝果这民政志} (1986'"" 2005 )卷就要出版了。这部志书的问世，增添了芝

果民政文化的新内容，填补了芝家lK改革开放以来民生发展史与人本理论研究的空

白，丰富了芝果人本文化和民生历史宝库，

成果，是广大瓦政工作者政洁文化生活中的

区民政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又一丰硕

。

果历史久远，秦代称"之果"。 靖、唐、宋、金、元、明、清朝分别隶属文

、卒子、福山县;民国初期为福山县烟台特别区。 1934年设烟台特这， 1938年设

立嬉合举台 1983年8月，在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中，撤销县级建支烟台市，设

烟台市芝采区，席、烟台市的行政区域为芝采区什政lK域，跨年11 月 i 窍，

正式挂牌对外办公。据白石村和芝水村古遗址出土的古人遗物考证， 7000年前，也

可追溯到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氏族社会时期，就有人类在芝果在域活动，她

们在东和东南的群山中衬猎，在芝来湾和芝水湾等古海湾中捷鱼，在玉

顶古港口周围聚族而居，繁衍生息，他们被称为"白石人"和"芝水人"。在唐·

圣历年间至清朝初年，芝采眩已形成了众多的居民运 O 他在]共自劳动，相互关心，

抵御着各种风险，克服着种种现雄，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芝

来区的当代人建设现代化域市、坊建等口进社这奠定了基础。

古朴善良是芝果人的本色。一代代的芝采人相信"天埋在心，人皆有之无

论是为官、经商、务农都有一颗博爱之心，都会以稳月武之口他们在有限的经济条件

下，筹敖赈灾，兴办福利机梅，为急难者解埠，为 眩，为老弱者供衣食，为

可归者提挟居窍，以此行善有德，尽最大的可能帮助硝者;他们以自己是芝果

人为荣，以建设芝亲为己任，节衣缩食积累资金修马路，

挠，珍本埠，架挤梁，兴办公益事止。

口，办学挠，建医

建立武政主TL韵，统一管理民政事业，是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赏大举椅心

早在拭目战争胜利之初，中共烟台工委就成立了烟台市民政机鸪 1983年在烟台地

运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 ~帝、烟台市整建制改建为烟台市芝采区，与此相适应，黑熔

台市民政局更名为烟台市

机钩几经更名，职能不断调

区民政局。尽管在建区近30年的时 i冯主，芝果这民政

但是，管理拉动民政事止发展的职绝始终没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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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民政工作者一代代的更替，但是，广大民政工作者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

策，心系芝果民众，为群众送温暖，不新创新民政工作的统支传统和扰良作风没有

变1-也钉无论春夏秋冬、风霜雷雨，始终奋斗在民政工作岗位上。为了深入贯彻党

的关注民生、保!璋民生、改善民生的战略决策，芝采区民政局正确掌握尧如政府的

政策，坚持"以民为本，为瓦解菌，为民服务"的宗旨，带领广大民政工作者不斯

开拓民政事业发展思路，建立了科学的民政工作机制，创新规范了社团、婚姻、收

养、地名、福利机构登记管理方法，积极探索了社区建设、先抚安置、慈善救助和

居家养老新珞子，用一颗颗爱民亲民之心，托起弱势群体的希望，燃起伤残、孤寡

人群生命之光，用默默无私的奉献激活乐善好施之传统美德，使身处绝境的人们回

归美好人间，开创了芝景区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甜局面，为打造

烟台"首善之ß" 做出了积极努力 G

人类社会在前进中不断地创造和续写着历史。建这以来，芝果这民政事业快速

发展，取得了前用未有的成就，为芝来区民生的保障和改善，为芝采区的稳定和发

展做出了和极贡献。为了记载芝呆在民政事业这一段最世历史，继续推进全区民政

事业的发展， IR 民政局以高度的责任感，拖着对历史主贵的态度，在续志中实事求

是地记载了 1986年至2005年二十年均芝呆在民政事业发展的历程，延续了芝采区武

政事业的历史。修志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善举。这项工作不仅有利于丰富

芝采区历史文化宝库，有利于我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是我们给子孙后代留

下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合

民政事业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才能不断发展的光彩事业。今天芝采区民政事业

是昨天的延续和发展，如果没有一代代的民政工侍者积裁探索、艰苦奋斗珩丹创的

民政事业基础，就不可能有今天民政事业的发展，更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c "说

史为鉴，知兴替 "C 我们要在新的影势下做好保障民主、改善民生的民政工作，就

必须借鉴历史经验。希望这部志书能成为教育新一代民政L作者的生动教材，用老

一代民政工作者制造的武政事业辉边成就激励新一代民政工梓者。我相信，在中共

芝采区委、芝来 ß人民政府的正确接导下，通过全区民政工作者积极努力，芝果这

民政事业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灿烂，芝采区人武的生活会更加美好c

烟台市芝采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012年3丹

信 y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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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总结老一代民政工作者在实践中创造的经验，继承发扬他们全心全意为人

民族务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根据这政府的部署，区民政局于2004年启动了《芝

采臣民政志} (1986 ~ 2005 )卷的编修工作c 编修人员历经6年的规范编修，琪，已成

书，近日将什梓出版。她是全区民政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区民政工作者献

给建区30周年的一份浮礼。 ß 民政局谨以此书，献给那些为了保障民生、玫善民生

而努力奋斗的前萃，献给那些为芝果民政事止发展而积极探索奋斗的后来者c

1985年至2005年，是我国波涌杜阔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时期，芝采区作为

烟台市改革开放的中心， ß民政局作为区政府重要的民生保障部门，始终站在改革

开放的前沿，这一时期民政事业也发生了许多大事要事c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关注民

、保璋民生、改善民生的战略决策，广大民政工作者正确掌握党和政府的政策，

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心系芝来区民众，以锐意改革的勇气，不断创新社商、婚

姻、战养、袖利札梅、地名、民舟、非企生登记管理方法;按政策规草房置复返军

人、军休干部和实施统抚政策;严格坚持坪残拉烈、低保留难家庭的审挑原则;科

学建立并实施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机制;依法探索了社区建设新珞子，积极组织开

展拥军优属活动;严格履行教济救助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爱心捂款的作用;不断

完善"五保刊供养和社会养老机制;人性化进行殡葬管理号在20多年的历程中，芝

果这民政工作者，默默无蜻地为芝果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着贡献，正是局为有

了他们的无私奉献，才开创了芝采区保障氏三豆、改善民生、构建和谐城区的新局

面 9 在回藏总结芝采区民政局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工作之际，我们仿佛听到广大民政

工作者在民政局党工委带领下，推动民政事业不断前进的脚步声，仿佛看到他们为

了开拓芝采区民政事业新局面而奋力拼搏的身影，仿佛阕到他们用辛勤工作所每

的社会和谐硕果的芳香2

"修史之难，无出于志" 0 {芝采 ß 民政志} (1986 - 2005 )卷，总挂了

1985年至2005年芝呆在民政工作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友展历程，横及民政局所辖各

企事业单位发生的大事要事，具实地记载了区民政局带领广大民政工持者所走过的

20年尤辉历程及卢布取得的伟大成就，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民政事止在不断发展中创造



的经验。全书编自科学，体倒得当，资辛辛丰言，卷扶浩繁，具有科学性、资料性、

时代，谁如部门特点，具有较高的存史、资政、育人情链。在这部志书的主离修过程

中，得封了烟台市民政局，这委、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的鼎力相助，得到了区民

政局老领导、老问志的大力支持。结志书什辑出版之际，我代表芝采区民政局党工

委向所有为这部志书编修做出货献的羊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惑诲。

胡锦涛再志将出 u认真回顾20世纪的历史，总结成功的经验和挫析的教新，又宁

予我们开拓更加美好的新世纪是十分重要的 c 今天芝来区民政事业是昨天的延续

和发展，如果不了解昨天，就难以花握今天，更不能开刽美好的明天。《芝采区民

政志~ (1986""" 2005 )卷的出版发行，为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词，不断

椎动芝呆在民政事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区民政系统各单位的领导干部要认真

组织阅读这部志书，从中或取营养，正确认识和花挠民主支事业发展规律，胜任历史

所戚予我们的职责，不辜负区委和区政府的重托，克愧于会在人民的期望c 广大民

政工作者要认真学习考一代民政工作者的工作方法，继承和发扬老一代民政工作者

的优良传统和先良作风，牢记历史琦蚊子我钉的责任，严格段行自己的职责，不断

提高业务工作素质，在辛勤的工作中树立民政人的形象， )有汗水和努力谱写自己人

生的历史，走出一串串内光的脚印。展望未来，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垫持

以人为本原尉，不踹改革完善民政工作札制和方法，经过企区广大氏政工作者的努

力，边来区氏政事业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灿烂辉埠。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建区以来，芝;农民民政事业进入了历史盛世时期。为了

记载这一段盛世历史，前两任领导班子启动和实施，了修志工程，我有幸承继前任修

之愿，并得以躬督《芝果这民政志~ (1986""" 2005 )卷续志成书，实为一生之

幸。撰此短文，为之序

中共烟台市儿童福利院委员会书记 . 
ι I 二

中共烟台市芝采区委民政局工委招飞~~手:
烟台市芝果区民政局玛长 ,,.....,- ,/ 

2012年3月



凡例

一、 《芝果 E乏民政志》编基原则:坚持实事求是，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豆义观点，客观真实地记述芝呆在武政工作和民政事业发展的历程。

二二、收录时 F!l :上琅始于1986年 1 月 1 苟，下 F民止于2005年 12月 31 El区民政局

领导、党工委咸菜任职时间下琅延至2012年3月。大事记和志内采用的照片资料，下

眼延至2012年3月 c

二、札构收录:这民政局、区残联、区老龄委必公室、区地名委员会办公品、

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区民政局所属的区军体所、区军体二所、草殡仪馆、黑社会椅

码一院、区社会福利二院、区婚姻登记处、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管理处、烟台

缝切机针厂、烟台武政工业供销经理部、区社会福利公司、烟台老年公寓，还有社

会，办的主要福利企业、养老机构及各街道办事处(镇〉敬老院和lR辑读学校等G

四、记事;二商:全lR婚姻、收养、地名、殡葬、区划、勘界、民间组织管理，

"现拥"、安莲、烈士褒扬、坪残才比烈、优待抚拉与补助，社会福利、养老济孤、

福和j企业、福利彩票、残疾人事业与老静工作，基层自治组织与城市社区建设，域

乡位保、抗灾救助和民政事业费管理等。志书中所称"境内"拉芝采区辖;三内。

1994年10月初家镇划如某山区，本志记i杠和统计的初家镇当年情况和有关数据，均

截止到年底q

五、本志纪年:历代年号纪年和民国纪年直前，括注公元，纪年Q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局公元纪年旬以阿拉伯数字书写的年、月、目表示公历，以汉字书写的

年、月、日表示农历合凡使用 1901- 2000年的资料，均咯 "20世纪"清二字。

六、机构称谓:本志收录期内，在记述具体内容时，凡渎及到各单位或自治组

织名称变史，极据该内容的时间，芳在更名前到用原称谓，若在更名后则用现称

谓口机构名称首次出现采用合称，再次出现到采用习慢简称。

之、人物立传:本志为芝果区 1986 -- 2005年牺牲的烈士立持 Q 对在世的一等



功、二等功英雄和拥军统属等模范人物，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未予立传G 其

名字和有关事迹，只在有关才季节件了简卉♀

八、本志采用志、迫、记、传、商、表、录等体载，以志为主，卷首设概述和

大事记，卷本设附录。正义以类系锅、事以类从、按事立志的恶则，其结构分章、

节、商、子目四个层次

九、区委、区政府(含县级部门)以上机构投予收录单位及个人的荣誉称号在

志书中作了记载，区民政局及这直部门每年表彰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因数最大多，

本志书未收录。

十、志中的"优抚对象

伍军人、转业军人、老红军、离退休军人的习'璜称谓。

十一、志书中拭录的民、龙经济困鼠，为应属正科级事业;在柱，在黄务街道办事

处辖区，与行政区划元--''-

十二、本志资料和数据来自局札关、局直属单位;来自市、区有关部门和街道

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档案、统计资料和搞自报刊、专著;部分采且当事人口这

资料，经鉴别核实后入志。志书资料除引 1号恶丈外，均不注明白处。



宫、、、τ

1999年 1 月 22 日，国家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 ( 中 ) 在山东省副省长陈抗甫 ( 左 )

陪同下视察芝果区婚姻登记处

1999年 1 月 22 日 ， 国家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 (中 ) 在芝果区委副书记 、 区长

于 慧敏 ( 右 ) 及烟台市民政局局长滕维忠 ( 左 ) 陪同下 ， 视察芝果区只楚镇敬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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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4月，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张德江 ( 右 ) 在芝果区社会福利一院看望院民

知 至止

1990年9 月 17 日，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张德j工(前 ) 视察芝果区社会福利企业

-一烟台精益钟表眼镜公司



1996年 12月 12月，国家民政部副部长范宝俊 ( 右 ) 在山东省民政厅厅长王彦善

( 左二)陪同下，到芝果区只楚镇低保户家i万贫问苦

2002年8月 13 日，山东省副省长王军民 (前 ) 在烟台老年公寓视察



2005年2月 28 日，国家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 ( 左 ) 视察芝果区珠矶老年公寓食堂

2006年 10月 26 日 ， 山东省副省长李王妹 (左二 ) 看望烟台老年公寓老人井送慰问品



2007年9月 12 日 ， 政协山东省委副主席、省慈善总会会长i射玉堂 ( 中 ) 在省民政厅

党组成员 、 省慈善总会副会长李玉亮 ( 左一 ) 和市民政局副局长赵喜强 (左二 ) 陪同

下 ， 视察区慈善总会

2009年9月 23 日，国家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 (左二)在烟台市委常委、芝果区

区委书记刘延林 ( 右二)、 烟台市副市长王国群 (右一)、 芝果区区长高庆波(左

三)陪同下 ， 视察芝果社会福利院。



2010年8月 28 日 ， 政协山东省委副主席栗甲 ( 中 )、 常委郭新民 (左二)、

惠寂林 (右二 ) 等领导在芝果区视察慈善工作

1993年7月 ， 山东省原副省长马连礼 (右 ) 在副区长潘玉耕 ( 左 )

陪同下 ， 到芝果区社会福利一院视察工作



2001 年7 月 27 日，山东省民政厅厅长开凤海(前排右二)、

副厅长李吉忠(右一)、副厅长李森(右三)在芝果区珠E几老

年公寓昕取工作汇报

2009年9月，烟台市委书记孙永春(中)在烟台市委常委、芝果区区委书记刘延

林(左二)、区长高庆波(右二)陪同下，到芝果社会福利院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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