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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

昌市地方志

篇》的基础上编纂的。 。盛世修志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其目的，通过对民政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作全面．系统、科学的

记述，．。镜往事、诫来兹+j鉴兴废，考得失一．，以发挥其。资

治”、．“存史一， “教化”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

。。

《南昌民政志》的编纂工作始于1987年6月，竣稿于1990

年l 2月，历时三年半。金书廿五万余字，上限起自1840年，有些，
‘5

部分追溯到更远的年代，下限截至1989年底。在编纂过程中， ．

j我们查阅了解放后市民政局的全部档案，并到省，市档案馆．’

图书馆及湖北、北京，南京、。重庆、大连等省，市图书馆，档

案馆查阅有关资料。走访了从事民政工作的老同志．老领导数

十人之多，，共收集了约一千万余字的历史赘料。对这些资料我’
’一

们认真进行了考证，鉴别、按照民政业务分门别类进行整理，

去伪存真，取其精华。 ，

‘

《南昌民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地、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清末

：

；；呵矗疆疆驴龟。．∥|哥一r|-j㈠～卜∥l卜}嘛博kF^麓黟

5。^麓～0

，。



、

Ⅳ前言 、

簟 以来南昌市民政工作的演变过程。遵循。详今略古，立足当

代一．的原则，重点反映和记述了建国四十年来南昌市民政工作

的特色，并突出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民政工

作新的变化以及民政工作贯彻改革开放方针所取得的成绩。

全书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分机构、。行政区划．基层

t 政权建设、优抚、退役离退休人员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

o? 。福利生产，收容改造，婚姻登记、殡葬事业。管理，理论信息

’?“!?一信访等十三章四十三节。志书在结构上，．采取横排竖写，以类

k，一_!i系事，事以类从，并适当地夹叙夹议；在体裁上有述、记，

0；：(；志，图表等，以志为主；在文体上，’为记叙文。全书力求做到

’47+¨实事求是，用数据说明问题。运用正确的观点，翔实的资料，科

素：， 学的方法，来体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南昌市民政志》的出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市民

，，'．’·’+；政工作者共同努力和有关部门支持的结果。在编纂过程中，我

彦，j；， 局已离退休的老同，-&心-梁克珊，邹凤芝，贾武宿、张志毅、郜大

．tf 璋、．傅浩群等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并得到省地方志编辑室

．?：i．’朱祥清主任、江西师范大学许怀林副教授，江西省民政学会

郭仲元秘书长，市地方志办公室曹东华，‘邓觐镛副主任及吴金

同志等专家，学者的帮助和具体指导；在此仅表示诚挚的谢

0i一 意。
{

，： ．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历史资料匮乏，时间短促，错误

和遗漏在所难免，热诚期望批评指正。 ，

，

、，

· 南昌市民政局编志办公室 ，

＼

，． ．“、． 一九九b年十二月



4．本志书上]硬1840年，、少数章节记叙适当追根溯源，4下，

限为1 989年。
‘

4．

5．’本志书＼采用现代语体文叙述，引用古文，档案等资’

料，必要时照录原文＼以存原貌，注明出处，以备查考．

6．各类表格数字，＼般引用市统计局数字或上报省民
政厅的年报数字·各年数据的统计除说明外，均以当年南昌市

管辖范围为统计范围．凡涉及币值及价格，解放前的均为时值

时价，解放后的除注明外，一律折成人民币新币计算。

7．历史朝代，时间，数据的书写均按1987年2月1日国

家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凡称解1

。放后即为1949年5月22日以后。

／L



概’ ：述

‘ 羁’
．．

、 秘’

0‘_ √F，
’

一鼍’ “

南昌民政历史悠久。早在宋淳熙七年(1180)，南昌设有“江西运司养济

r一一j院铲，收容街头“病而无归者”。清朝，南昌府设有管理民政事务的机构及民间慈

，’'‘’善团体。民国十六年(1927)4月，正式设立民政机构一一南昌市政委员会民政
’。 ，： 局，掌管民治、赈恤、户政，地政．蔡政等社会行政管理工作，从民国十八年起，南

、

昌市每年均举办冬令救济，其内容有施粥、施衣，办理冬令收容所等，经费靠各商

一．? ’户募捐。此外，一些社会上慈善人士办有慈善机构，收容少鼍的孤老残幼。但是，
⋯

由于政事腐败，官员舞弊，灾贫民得救济苔甚少，有的慈善团体也是育名无实。解
：’ 放前夕，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加之民政事务荒废，市区的灾难民多达
t， 4．5万余人，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

‘

’， 、‘。1949年5月22日南昌解放。6月7自，市民政局成立，从此j南昌市的民政工
一'‘一 作开始了新的里程。南昌解放至1954年，市民政繇门主要承担了政权建设，支前，

，_．。-一 救济、遣送灾难民、取缔娼妓、t改造游民等工作，同时还承担了人事、行政区划、

．．‘ 户籍，杜团登记、宗教民族事务、婚姻登记工作。这些工作，对予医治战争创伤，

，r一 稳定社会秩序，建立和巩固人民致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4
。

y一。
一、’ 1皂55,-．,1965年，民政工作的重点是优抚安置，救灾救济和发展}土会福利事业。

．产， 这一期间，安置了大批能t复员、退伍军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承担了繁重的救灾救

≯’济工作，’组织灾贫民生产自救，-举办和发展了社会福利事业。‘同：吁，进行了殡葬改
_ 革和婚姻登记工作。。1

‘’ 一
’7 ，．4

．

1 ’“文化大革命"中，市民政局被撤销，。民政工作受到严重f扰。】972年底虽恢

一一 复了民政饥构，但受“左"的思想影啊，民政工作发展缓慢。。 +。。

一r，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政工作进入到。个新的历史对期。市民政溶门主要

． P：“ 承担了基层政权建设，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行政区划，殡莽改革、婚

。i 姻登记等工作。这些工作是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行致管理的L部分、政权建设的一

，，：一部分。全市每年有直接民政对象100余万，其中社会保障对象(包括残疾人，“三无

、．}：对象"，灾民、贫困户)80多万，优抚特殊保障对象1l万多，社会服务对象(包括

¨j．=?殡葬．婚姻登记对象)10多万，民政对象占仓市人口的近三分之一。’’
‘

一_+· 4

市各级民政部门，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申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

持以改革为中心，努力开创民政工作的新局面；民政事业飞速发展，社会保障对象

生活安定，充分发挥了“上为中央分馋，下为群众解答修的社会稳定机制作固，

．峥



2·概述

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较快。在城镇，大力发展福利事业和福利生产。福利事业由

单一形式向多种形式、救济型向福利型、供养型向供养与康复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初步形成了以国家办的福利事业为骨干，以社会办的福利和社区服务事业为主

体的新格局。全市新建了4所城市福利院，累计共有6所城市福利院。其中，市属

2所，县、区属3所，街道集体办l所，收养550余人。并向社会开放，接受委托

代管老人。市区建有孤老服务包户组443个，残疾人服务组134个，家庭劳动服务

组924个，其它社区服务组织数百个。这些组织，为社会保障对象解决了大量的生活

困难，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

， 残疾人福利事业，已形成全社会关心的可喜局面。恢复建立了残疾人福‘利团

体，开展了盲聋症的普查和治疗，进行了残疾人三项康复工作。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兴建残疾人活动中心有奖募捐活动，募捐款达百万元，以盲人为主体的按摩医院发

展到3所。此外，在深圳、厦门开设了按摩分院。市内各综合医院及工厂职工医院

、设有盲人按摩室20余处。全市有按摩病床40,2张，从事按摩工作的盲人百余人。盲

人按摩事业在国内外享有声誉。

． ，福利工厂是以安置残疾人就业为主的社会福利企业。各级民政部门，采取多粲

，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方式兴办福利工厂。1989年，全市城镇有福利工厂132个，

是1978年的5．5倍，其中市办14个，区办47个、街道办44个，7工厂办11个、县办5

个、镇办11个，产值1．18亿元，利润831．4万元，分别为1978年的6．84倍和4．7倍，

，占全省城镇福利企业产值，利润的63．4％：62．3％。福利工厂有职工9820人，其中

残疾人4151人，市区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基本安置。1983—1989年，全市福利工厂

获部优产品8个，省优产品15个，部，省，市科技进步奖5个，填补国内空白产品

1，个，出口产品11个。 。

在农村，实行救济、救灾与扶贫相结合，1980—1 989，年，市民政局共拨救灾款

1300余万元，安排了580余万名灾民的生活。在保障灾民、贫困户生活的前提下开展

扶贫工作。采取治标和治本相结合、国家力量和浊会力量相结合，经济手段和行政

手段相结合，．个别扶和连片扶相结合的办法，使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1989年，‘

连片扶持的8个特困乡、17个贫困乡人平均年收入为412元和460元，分别比1981—

1983年人平年收入增长319％，259％。同时，还积极探索在农村建立基层社会保障

制度，进行了建立五条保障线的尝试，即。建立以互助储金会为主体的救火扶贫多

功能保障线，以福利工厂为中心的残疾人就业保障线，以敬老院为依托的五保老人

保障线，以保险为主要内容的救灾保障线，以优阮安置为内容的特殊保障线，1989

t年，．全市建立五条保障线的乡镇49个，村村建有互助储金会，储金总额995万元。

1984年以来，互助储金会累计投放资金2909万元，扶贫57084户，脱贫14379户I建

立农村福利工厂及经济实体262个，安排了1951名贫困户及残疾人就业，有51个乡镇

建立了五保服务中心，建有敬老院93所，供养五保老人908人，统筹五保金的乡镇27

个，每年，全市有30余万农户参加保险，扶助优抚对象脱贫4719户，扶助退伍军人

兴办经济实体56个。，

优抚特殊保障工作越做越好。对优抚工作进行了一系歹n改革，将农村义务兵家

iI



(包括郊区)火化率达99．95％，比1979年提高了9．78％。1987年lo月开始，南昌、

新建、安义，进贤的县政府所在地的城镇居民火化率由2％上升为lOO％。婚姻登

记工作朝着法制轨道迈进。今市实行了婚姻登记员制度，培训登记员101名，建立

了婚姻登记档案。1978一t989年，依法办理婚姻登记245731对，离婚登记5506对，

复婚登记1221妒：为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调整了部分乡镇的行政区划。改进了收

容遣送工作，根据乞讨人员成份变化状况，实行严格管理，区别对待，收容分片包

干等办法，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市区主要车站、码头、餐馆，很少发现乞讨人员，

为社会治安管理作出了贡献。 ·
、

加强了基层政权的建设。对街办的现状进行了调查。整顿和加强了居委会，配

齐了居委会干部，解决了365个居委会办公用房，建立健全了居委会代表会议制度，’

为居委会干部提高了补贴标准，发展委办企业及服务点494个，居委会工作走上正

．轨·在农村，完成了政社分设及建立乡政权的工作，建立了村民委员会，进行了

建村公所的试点。全市开展了创文明居(村)委会活动，1989年涌现出市级文明居

(村)委会111个。。 ，

民政部门自身建设不断加强。对各项民政工作实行了目标管理，这一作法，受

到市政府和省民政厅的肯定和推广。财务管理为民政事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四十年累计开支民政事业费1．19亿元。民政干部队伍基本实现革命化，年轻

化，专业化，知识化。对乡镇(街办)民政助理员定期进行了培训，开展了民政理

论研究，信息报导工作。建立了兄弟民政局协作鄹，为民政工作的改革探索了新珞

子，扩大了民政工作的社会影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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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一二——————一———————，—————————————o：～
四+年来，南昌市民政工作以社会像障工作为主体。今t后，随着文革的不断深’

入，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社区“社会保障基础工程，，，加强基层政权建

设，是南昌市民政工作的重点。’目前，南昌市各级民政部门，正以改革创新的精

神，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将民政工作落到妻处，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
体系，发挥重要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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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

8月 南昌大火，延烧880余家。

： 1670年(清康熙九年)

：?12月 特寒，雪深数尺，行人多冻死。

1～，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

一：巡抚安世鼎在进贤门外创立育婴堂，每

年收弃婴200—300名。

1724年(清雍芷二年)

!。．清政府在进贤门外设普济堂，收容孤老

400名，、 。．
．

．，、⋯ 1743年(清乾隆八年)

8月1日 大风拔木，本年，南昌饥，

施粥赈济。 r，

、：t：．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
．7 5月新建县大水，’圩堤尽坏，米贵民

，多饥残。

'848筚(清道光二十八年)’

大水灾，四至六月淫雨，七月鄱阳湖水

逆流而上。新建县圩堤高卷水深数尺，低者

水深丈余。．中旬，狂风连作，冲毁房屋，淹

死人畜无数。水面浮尸相接，多者一处竟达

．

17具t
，、

+， ～j，
，

· 1856年(清咸丰六年)
‘

I，秋大旱，蝗飞集田问细雨，居民多取食

之，或饲露猪鸡。蝻子遗地团如粟，民予冬
’

月掘之，多者数于斗。 ，

1862年(清同治元年)

，r正月进贤冰冻，坚冰厚达6—7寸，

安义上年冰雪，树木皆枯。秋犬疫，死者数

千人。

S月17日 南昌教案发生，法国天主教i

堂传教士罗安当，在南昌强行索地要房，同

时虐待育婴堂之婴儿。是日，南昌群众捣毁

’育婴堂，教堂及罗安当的坐船。7．'’一”o
“

1863年(清同治二年)’。～7 j

9月9日 夜大雷雨，平地水深丈余，

居民多溺死。 。- ·

’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5月 大水；南昌城数州，民皆避居城

上。 ‘， 。i’j?’。

1912年(民国元年) 一：．

5月28日 南昌各界妇女召开大会，禁

止溺死女婴，宣传提倡天足o．一_e

”月废南昌府，建立省，县两级政权”‘

．1914年(民国三年)’÷～J，。

7月n日 设豫章道，道尹公署设在南

昌城，领南昌，新建、进贤等23个县o-道的

行政长官为道尹o’一， ～r-一．’ ，。。

1926年(民国十五年>；
t

9月12日 守城军阀为了阻止北阀军进

城，在城内放火，十余里绕城街市，．一片火

海。大火烧了两天两夜，民房烧毁一万余

户，数万居民无家可归。 一·一j．

12月 南昌城正式设市。成立南昌市政

厅，t民国十六年改为市政委员会，十七年改

为市政府。 -’．j々

1927年(民国十六年)一

4月市政委员会设民政局。．?’：*

8月1日 凌晨，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

开始，南昌人民积极开展支前。拂晓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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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取得胜利，歼敌6千余人。

2日 南昌五万余人，在省体育馆召开

庆祝起义胜利和革命委员会成立大全。向起

·义部队捐献现洋壹万元。

5日 数百名南昌人组成运输队，为起
· 义部队运送物资。 ． 。

1929年(民国十八年)

+1月．南昌成立省会临时冬赈委员会。

市区设东、西、南、北四个施粥厂，向贫民

施粥。 一

，‘ 1月1日成立江西省区救济院，办理

南昌市之慈善事业，下设育婴、孤儿、残

废．养老、施医等所。经费大部分靠房镐租

金及社会人士捐助。

是年成立南昌市乞丐收容所。

1981年(民国二十年) ．

0月6日 市冬赈委员会派员弱各施粥

厂调查，东施粥厂职员在施粥期间，私吞米

4石，其他各厂也有类似贪污之行为，但不

了了之。 ，

’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

‘2月1日 裁撤南昌市政府，有关市政

事务交省各厅办理。民国二十二年八月，恢

复南昌市政委员会，九月正式办孙民国二
’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南昌市政府正式成立。

8月 江西省会公安局在南昌市编组保

甲，全市56000户，编116个保，2368个甲。

．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T月8日 本市暴雨成灾，街巷多被水

淹，花园角、令钛庙等62冬街巷，积水达尺

余深。南浔铁路停车。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
1月14日 惠外龙王庙大火，烧民房

107栋，商店97户，住户110户，烧死9人，

失踪1人。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

’8月6目 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窝被杀

．害·同月=十日，市社会局局长熊同华因

‘‘共党嫌疑，，被杀。

1936年(民国=十五年j

8月1日 扩充市区，南至朱姑桥，东

至广阳桥，北至淡斋庵，西至丁家村，今日

由市政委员会接管。全市总面积较前增加一

倍余。

10,q市政委员会选定乌石桥附近建南

昌市公墓，再底整理竣工。

11月20日 市政委员会确定在五台庵

处筹建殡仪馆，拨经费1．2万元，但一直未建。

1987年(民国二十六年)

8月15日 日军轰炸机、战斗机共14．

架，第一次轰炸南昌市，投弹十枚，炸死6人。

是月 成立非常时期救济委员会南昌市．

支会。在市区设立被炸难胞收容所，收容被‘

炸难民数百人。，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

’市政府决定疏散市民，对贫苦无力撤退．

者发给难民证，凭证可搭乘舟车。市区有外

地流入的难民十万余人，当局只发给难民证

l千余张。 ，

i

1989年(民国二十八年) ’

3月15日 南昌市市长公布抗战以来日

机空袭市区有关数据，共空袭49次，投弹

2559枚，被炸431处，炸毁房屋661栋，震倒

1417栋，t死592人，伤745人。

27日 南昌沦陷。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

10月 汪伪国民党中央赴江西灾区调奄

灾情：南昌市区10万人，无衣无食者占23％，

南昌县12万人，无衣无食者2s％，新建县13

万人，无衣无食者24％，安义县6万人，无

农无食者22％，进贤县5万人，无衣无食誊

13％。

1'月 市区划为四个保甲区。’

． 1941年(民国三十年)

a月 当局强迫862名难民做苦力，清

理市区垃圾，为目军修军事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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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 成立日伪“南昌市政府一。 。4月7日 成立南昌市救济协会．，。‘

， 是年南昌县有灾民93710人，只为 ， 是年市区有暗娼149人【不包括挂牌

13225人散赈。’每人法币3元，其余8力人 一妓女)，其中，11—15岁33人，16—20岁81

未傲囊。 。． 人l 21—25岁31人，26—30岁17人，3l一35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

11月市区居民19595户，被编成十个

保联，11Q个保． ·

1045年(民国三十四年)

。 9月15日 在南昌的日军被解除武装，+

是月，南昌市政府恢复。 一一

10月市区划为5个区，103保，1340甲。

·11月 成立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南昌

。。 赡务工作队，办理南昌市之善后救济．
· ·‘12月 《江西省抗战损失调查总报告》

栽，抗战八年，南昌市区房屋被毁35205栋，

． 占抗战前房屋总数45214栋的77．9％，南昌

市区死亡1225人，南昌县死亡43376人，新

建县死亡4430人，进贤县死亡3109人，+安义

县死亡8230人。

，·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2月 市区改划十个区。每个区公所设

民政，户籍，警卫、文化、经济五股，配有

正副区长，共定职员13人，警役11人。．

IS月难民代表50余人，写信控告江西

‘省啜济会主任许德瑗侵吞赈款数百万元的贪

污行径。 一

‘

8月设立难民寄宿区8个，1后增加到

12个．
+

10月本市难民达4．5万余人。

，12月 成立冬令救济委员会。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1月1日 市冬令救济委员会公布，本

市急待救济者3万人以上，冬赈经费需2亿

元，募捐仅得米5527斤，币0．268亿元，与

需要数相差甚远。 ．

是月 本市设立庇寒所，因入所贫民超

过原定100人的限额，．善后救济分署扣除救

济物资不予发给该所。、

岁6人，36—40岁1人。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一．／

1月26日．经当局调查，南昌市有贫健

34791人，拟对14000人予以救济，其他人不

予救济。 ‘．

，： f

12月23日 近日毛雨蒙蒙，气温渐降，

街上乞食者不但增多，而且不少难民成群龉

队，向大商店挨户乞讨，求得残羹藕食充
饥。。 。；}t．。

是月 山东、河南等省流入南昌市的学、

生、难1是10761人。

1949年 ：i j

5月22日 南昌解放，解放军先头部从

进入城区。市民纷纷拥向街头，夹道欢迎·

8月3日 各界群众五万余人，．举行庆

祝解放和欢迎人民解放军大会。 o》、

6日 南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豫
正人为主任委员。 ．，

7日 南昌市人民政府成立，·邓飞，豫

南生任正副市长。 ． ，一：‘

同日 南昌市民政局成立，设千都，民

政，社会，战勤、地政五个科； 。 ’?。一

21日 市人民政府决定，调整市4区区

划，将原10个区划为7个区，其中城区设6

个区，市郊设2个区，于次月建立了7个区

公所。
‘

， ．+

8月1日 省市各界人民群众五万余人

隆重集会，庆祝“八二修建军节。
’

6日‘各界代表千余人在中山纪念堂举

行追悼会，纪念革命先烈方志敏殉难“周年．

10月7日 市人民政府发出收容乞丐通

告·组织有关部门统一行动，‘收容乞丐。．、

13日成立南昌市救济总会(1951年改

名南昌市生产教养院)，选出委员25人，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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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民政局领导。
”

“日市人民政府重划辖区，将市郊的

’6‘7两区取消，分别划给南昌县、市属第

：|2，3区管辖o

29日·上午9时20分，本市吊桥街发生

火灾，市民政局刘克文局长率领干部20余

人，协助第4区区公所成立“被难市民登记

所印，处理灾后事宜。

¨月11日 宣布废除伪保甲制度和区公

所，在公安分局内设立民政股，开展有关工

作拼‘：

’：’ 是年为支援解放军南下，全市完成支

前军鞋6万双，军柴1838887斤，担架150

村。’ ，

1950年

8月3百 上午11时许美蒋飞机一架侵

入南昌市；在顺外半边街投弹6枚，炸毁民

房16间，死8人，伤14人。民政局即时派员

进行善后救济o

4月20日 成立革属麻织厂，吸收革属

一215人参加生产自救o

’30日 成立失业工人生产救济委员会，

曲市劳动，民政、工商，公安、工商联等单

位组成，统一办理失业工人登记救济工作o

，．，●月9日 在南站设立南昌市处理难民

临时办事处，·救济、遣散难民。
· t’8月4日 市民政局成立复员军人接待

站。

是月中旬成立市公益财产管理委员

会，管理同乡会，试馆、祠堂309个，店面
房屋675栋，地皮16740方丈，良田48亩，社

会救济事业单位18个o

9月9日 上午7时半高桥发生火灾，

受灾233户813人，烧毁民房40栋，政府发出

救济米2万余斤，并帮助部分灾民解决住房

困难。 ‘，，

p．．10月25日 为了支援皖北，苏北．河

北、河南等地的灾民，南昌市开展灾民寒衣

劝募运动，共募集寒衣33114套送往灾区。

”月成立疯人收容所，收容流落街

头、无人看管静疯大60名。 ’| 。√

．1951年 ，o⋯

1月4日 成立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

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管制委员会， ，

处理委员会和登记处。 ? ⋯．

同日 本省首批志愿赴朝服务的12位白

衣战士起程离赣，奔赴抗美援朝前线一‘

13日 召开全市首届烈军工属代表会

议，到会代表68人，由刘克文局长作一年来

优抚工作总结报告，邓飞市长到会讲话。大

会成立革属委员会，选出委员27人。

19日 召开由各界代表组成的春节拥军

优属工作会，布置劝募慰问工作。2月2日

开始慰问驻市部队和烈军工属。 _
。

2月3日 省政府拨粮6．2万斤救济本

市贫民过春节，当日市民政局干部及公安分

局民政股长深入各区调查，定出救济等级。

二月四日始即向贫民发放米票。

25日 南昌市移民70户计257人至新淦

县落户，参加农业生产。 ． ：，． ．!-

8月1日 开始办理全市社团登记，至

7月15日止，共登记社团180个。。
‘

同日 市人民政府抽调干部30名，组成

建政工作队，在榕门路试点建立街，坊基层

组织。 ．‘

28日 成立市优抚委员会，邓飞市长任

主任委员。市内6个区分别成立优抚分会，

各坊，乡成立优抚小绍。 ，，·

8月1 H 庆祝“八一。’’建军节，市区

各影剧院免费3天招待驻市部队指战员。

9月27日 成立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

公布各区名称及重划区域地段，并任命备区

正副区长。 i，。t

10月23日 开始成立街公所，年底建街

公所24个。

11月5日 市人民政府第36次行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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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通过了“贫民救济工作计划刀．j。， 19日 市民政局在第6区熊坊乡_市单

． z2 El“江西省人民救济分会南昌市支会 高挢街，江西染织厂进行贯彻婚姻法试点．．。

成立。 ，一

‘．：12月14El 成立南昌市贫民医疗救济委

员会，聘请委员44人，选举邓飞市长等15人

为常委。翌年7月1日；贫民医疗工作移交

各区办理。1953年8月1日废止贫民免费治

疗办法j ，，’，

+j“：i V 1

1952年

1月7日 市人民政府通过了“南昌市

公墓管理所组织通则’’：

“i!艺月25日一抗美援朝以来，本市各界人

民捐献人民币164．86亿元(旧币)，可购战

斗机9．98架。- 、

：S月27日 省生产救灾委员会号召全省

各级政府机关，团体工作人员；每人每El节

约r两米，用以救济贫民。

．4月1日市转业建设委员会成立。

T月9日市禁毒委员会成立。

，‘?II旧 市红十字会移交市卫生局领导。

是月 接管省民政厅老残所，改名残老

=所。，一

'O月13日 召开市革属及优抚工作模范

会议。，评出革属模范5名：优抚工作模范2

名，并分别给予奖励。
’

28日 市政府决定在街道中开展民主建

政运动。选择1区北湖街，2区积谷仓街，

3区离桥街，4区三眼井街进行试点。

一12胄28日．公安机关逮捕了14名罪大恶

极的老鸨、龟头，台基、钓台。分两次收容

了67名妓女交新生妇女教养院教育改造。

18日至次年1月15日对市区贫民情况

进行了调查，共有贫民4516户，1416"6人，占

市区人口4．2％。 。‘’ ‘

j‘。．。 1953年

1月 由民政局管理的部分公房．代管

出租房屋交市地政局管理，以解决房荒问

题。
．J

2月2日市政府决定l一，成立“南

昌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在全市开展

，宣传婚姻法运动’二，市人民法院成立婚姻

法庭，各区设立调解股，街道成立调解委员

会。

2月12日各界代表I千余人，组成7

个春节慰问大队，携带大量猪肉、香烟、果

品等，慰问驻市部队及伤病员。当晚在南工

剧院举行盛大的春节联欢晚会。
。’

24日 市政府通过“街道居民代表大会

组织条例矽和“街道居民委员会暂时办事细

则"．街公所撤销。 一 ，

12 El 省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和省人

民广插电台联合举行贯彻婚姻法运动大会，

南昌市收听群众近40万人次。各区人民政府

成立贯彻婚姻法办公室，在全市广泛开展宣

传活动。
⋯

。

8月17日．成立水上区人民政府。 ·

9月1日 根据中央指示，将救济工作

及生产教养院交省救济分会领导。 1．

1954年一 j

8月22—25日 召开南昌币第一次民政

工作会议，参加会议代表120人。 o‘j
．

4月5日省、市党政主要领导及各机

关、团体、民主党派，部队的代表共80余

人，前往瀛上烈士墓区举行祭扫活动．‘。

·．19日 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落成，面

积1千8百平方米。 ．，．
√、

28日成立市救济分会。7月26日与市

民政局合署办公。 ·

。’，

6月南昌市发生大水灾，市郊受灾面

积达8．5万亩，占耕地面积73．3％，受灾人

1339946人，占郊区人口64．5％。 ”．。

T月6日 组成以市长张云樵为团长的

慰问团，携带救济粮、医疗队及慰问信3千

封，分赴各灾区进行慰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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