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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民政志》控两个参春努力，现已完稿躅世。它是连江县

部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载民政历史资料的地方专业志。

历代政权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解决各方面社会同

的工作部门。尽管厉代政权更迭，各个时期的管理范固

有所不同，但其同性质的机构都始黟存在。过去，由于历史的局限，

’． 有关民政的活动记载甚少，皂P使是旧县志，也只是从不同角度反映一

些褒拐忠烈、赈济灾荒等方面的内容。现《连江县民政志》追溯了唐

朝以来一千多年的民政史实，客观地反映了各个肘期民政的活动范

圉，突出地记载了连江人民在近代追求社会变革和抗御自然灾害等方

面的斗争精神，实事求是地再现了各个朝代政府对人民疾苦所杀取的

态度，以大量史实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为人民"

这样一条颊扑不破的真理。

本志各章节资料翔实，结构严撞，主次分明，钯、志、录、图、

表俱备j可为今后民政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与教亩4，亦可为

本地四化建彀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的科学依据。我们把它当作一朵民

政之花献给大家，敬持有关专家及蓣者们指教。

黄德振
，

1 988年1 2月



凡 例

一，《连江县民政志》是一部记述连江县民攻工作历史事件的地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辩、正唯物主义和历

持实事求是精神，本着详今略古原则进行编写。

三．本志上限溯自唐朝大中元年，即公元847年，下限至公元l 98

1988年J 2月．

四、本志所载。民国”系中华民国简称； “党1指中国共产党；

简称；解放前、后，指l 949年8月l 6日连江解放前后。

五，本志以大事记为经，分门别类为纬，运用志、记，图、表，录、照片等综合体裁，

以志为主，按章，节，目为序编写．

六，年代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朝代年号记载，括号内注以公元时问；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I

七、数字记载：按1987年国家颁布《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八．1949年以前币制较乱，有关币制记载，均按当时资料所载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期旧币制已折新币．

九，志内表格．按章排列，前注章号，后注表号，如表2—3，即第2章第3表。

--2=。



述

一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广州起义。的殉难烈士有9名，人数占广州黄花岗72烈士的八分之一．三、连江县是闽东地

区革命的发源地和中心地之一，是连罗革命领导人杨而菖烈士亲手开辟的老苏区．土地革命

时期．邓子恢，陶铸，叶飞等，亲临县境指导革命斗争。1933年前后，中共连江县委领导全

县老区人民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建立县、区、乡，村四级苏维埃政府。部分地区还实

行了土地改革．四，连江县是闽东少数民族聚居地之一．县内有畲族乡1个，畲族行政村10

个，畲族自然村78个．

目前，全县有7镇12乡．255个行政村．737个自然村。其中定为老苏区乡镇的有16个

(含畲族乡1个)，定为老苏区村的有134个(含畲族村28个)，定为老游击区村的有59个

(含畲族村4个)，定为革命基点村的有86个(含畲族村15个)，定为革命一般村的有200

个(含畲族村9个)．

《连江县民政志》，着重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政郫门开展各项工作所经历的

历史事实和经验教训，必然反映县内具有的特点，可为今后连江县民政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1 9 8 8年1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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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记

章

获村)划归罗源场．

九月大水，冲毁民房，皇帝下诏赈恤．

宋元丰四年(1081年)

割招贤里(今丹阳附近)归罗源县管辖．

宋乾道四年(1188年) ，

二月至八月，久旱不雨，谷种不能入土．发生大饥荒．皇帝下诏赈灾．

宋淳丰右二年(1242年)

知县游义肃建平粜仓济民．

明洪武五年(1372年)

县城王步下街(今建国路)建。养济院”供养孤身老人，后废．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

编造县赋役名册，立图甲制．

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

江夏侯周德兴入闽防御倭寇，移亭角(今定海)巡检于蛤沙，移荻芦巡检于北茭，设把

截寨，于光临里。蛤沙．北茭建城．并建定海堡．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

夏旱，秋饥。巡按御史何维柏负责赈灾．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
‘

十月，因行开垦荒坡之令，调移沿海渔民于内地．

清康熙七年(1688年)

知县金以盍建社仓(即义仓) -“

清雍正二年(1724年)

。在县北万福堤建。育婴堂’，设慈幼局负责管理，收养贫户无力养育的婴儿．

清雍正四年(1726年)

夏旱，饥，知县刘良壁捐米赈粥．七月大风雨连日不止，大水泛滥成灾。近江居民漂没

三分之一，溺死290余人．县奉旨免纳田赋银140余两，发仓谷3000余石赈济灾民．

清乾隆二年(1737年) ．t

八月十五日．飓风袭击县境，死人畜无数．全县奉文赈，贷并免纳田赋， o

同年，遵诏增』J11县。普济堂”，救济孤贫人数计增12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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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笼隆六十年(1795年)

夏大饥．灾民以草根掺糠及碎米为食，斗米360钱．

清同治五年(1866年)

九月二十八日，夜，城内崇云铺王巷(今816西路)发火，延烧3条街．

清光绪+年(1884年)

七月，中法海战后，瑁头长门建一座“昭忠祠”，供祀守土阵亡将士．

清宣统元年(1909年)

正月地震，六月旱，七月台风，八月大雨，九月蝗灾，禾稼损失惨重．乡民联合

灾未果。续禀之，始集款1z，000串(每串千文)，赈济90余村灾民。

清宣统二年(1910年)

三月，县设自治筹办处于武圣庙，处内附设自治研究所．

五月，县城设禁烟公所．知县王荣绶为所长．举人吴庭枨为副所长．

六月，县设平粜所，购洋米，按平价粜给饥民．

同年，县设董事会，将全县划分为19个自治区，均成立自治会，以所在地乡名为

的名称．

清宣统三年(1911iF,-)

-71廿五日，吴适带领22位连江籍志士参加。三·二九广州起义”．其中9人殉难．英

名刻上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碑中．

中华民国(以下简称民国)元年(1912年)

全省行政机构变更，废府设道，连江县属闽海道管辖．

民国五年(1916年)

七月三日与八月一日，两次台风暴雨，洪水暴涨，城中深丈余．秋，大歉收．

民国七年(1918年)

农历元月初三，城郊白沙村地震，地裂二．三丈．宽二寸余，倒塌民房数间．有许多煤

渣状黑砂喷出地面，约数秒钟。

同年七月，大水，城内一片汪洋。省拨救灾款千余元，商会会长陈利潮竟将此款私放高

利贷．

民国十二年(1923年)

林祥谦警卫林开庚(瑁头拱屿人)，在汉口。二七。大罢工中英勇牺牲，被尊为。二

七4烈士．

民国十四年(1925年)

旅省进步学生声援上海。五，三十”惨案，回乡宣传并组织反日示威游行．遭镇压，死

亡1人，伤20余人．时称。建和惨案。．

民国二十年(1931年)

十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巡视员邓子恢亲临透堡发动减租抗债斗争．

同月，由香港回江苏．浙江的侨胞50人，因船遇狂风逗留筱埕，县赈济会资助旅费每人

5元，并电请省侨会拨款5000元救急．

一2一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
、

四月一日，全县17个自治区缩编为8个区公所，区设区长1人．

六月十七日，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至官坂合山村主持成立闽中工农游击第一支队，

六月二十九日，杨而菖从中共福州市委领回红旗一面及军号．扑刀，弹药，在合山村护

国寺宣告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三支队正式成立．
‘

同年夏，东岱刘坂村发生龙卷风，一时雷电风雨交加，毁屋拨树，将舢舨卷向天空．禾

稼损失数十亩。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8月1 1日．中共连江县委组织担架队和临时后方医院，抢救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

队伤病员．

同年，县建立保甲制度，以lo甲左右为1保，若干保成立联保办事处．全县建有41个联

保办事处(后并为37个)．联保办事处设主任1人．

同年，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派87师一个旅的兵力到连江镇压革命，并在各乡组织。剿匪

义勇军’．发。良民证”．

民国二十励年(1935年)

县政府将所属的第一科改为民政科．

同年，撤销8个区公所，重新划为城关．丹阳，官坂3个区署，下辖37个联保办事处．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省将闽侯县所辖的瑁头以两的新道，拱屿、塘头，塘边。溪边，山兜，．竹岐，阳岐8个

村及壶江、川石两个岛划归连江县管辖．

同年，省设7个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连江县属第一区专员公署．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7月3日，苔菜乡遭日军飞机轰炸．房屋焚毁计有478户。514名灾民得到政府救济．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

2月13，14．18等日，瑁头，壶江，东岸．后沙，龙坞，定岐各乡，先后被日军飞机轰

炸．省协济会拨赈济款3，000元，分发灾民．

9月，县城首次遭日军飞机轰炸，东门兜圣人庙被炸毁．

11月21日，县属巽屿、北山两个乡划归罗源县管辖。

民国三十年(1941年)

农历二月初五，初六两日，日本飞机轰炸城关白石顶，临水宫(今816西路)，天皇前

(今爱国路)，西门兜(今中山路)等处，死16人．伤数十人。

4月19日连江沦陷。中共连江马透中心党支部组织。闽海抗日游击队”，下设i两个中

队．

5月1日，连江县维持会(日本傀儡政府)成立，章仕淦充当伪会长，负责向各村派侠

派粮．

9月3日，连江县光复．晨，日军飞机5架轰炸县城，十字街繁荣地区毁于大火，受

灾者达千余户．5日，维持会会长章仕淦被押至县体育场(今建为展览馆)公审，．立即枪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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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取消联保办事处，全县改为32个乡(镇)公所，次年归并为18个．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

县成立赈济会，办理战区灾民和地方贫民救济事务．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

3月，县设救济院，院址在东门外龙兴观及东岳庙后座．

游民习艺所。1944年9月，连江再次沦陷，院民遣散。

同年秋，大旱，稻田龟裂．谢真县长首次采用机灌抗旱，

水机，抢灌西门外至青塘一片稻田．

院内分设：养老所．育幼所．

指令县救济院赴榕购回1台幂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

9月28日，连江第二次沦陷．取消二等县编制，缩小机构。县政府下设一，二两科，民

政科并入第一科。 ，

10TJ，上山乡民13人，被日军用铁丝穿透掌心(称4斗门头’事件)，拖至县城西郊沙

滩用刺刀活活刺死，惨绝人寰。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

5月22日，县第二次光复，恢复二等县编制，县政府重新设置民政科．综理户政，保

甲，选举、社会救济，禁烟及其他民政事务。

同年．逮捕日伪县长黄建国，解往福州正法。

同年，重划乡(镇)公所，裁撤区署，县政府直接管辖乡(镇)公所．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

3月，全县补发前一年年关慰劳征属优待谷2，243户，每户得谷50市斤．

3月1日至3日，全县各乡镇进行人口清查。

春旱．至5月13日才降雨。6月全县遭狂风暴雨袭击．9月沿海地区又遭台风，海啸猛

袭．灾害频连，为30年来所罕见。省政府社会处拨款1，500，000元救灾．

秋，。救济总署下拨小麦、旧服装及少量蚊帐．肉类罐头救济战后灾民．

同年，建立保民大会、乡(镇)民代表会、县参议会等各层民意机构，卢振琦当选为参

议会会长。

民国三十六年(194"／年)

6月，为加强绥靖实施，将全县18个乡(镇)分为6个绥靖区．

‘9月，马鼻沿海地区发生海啸，海水冲毁浮曦至龙头约30华里的海堤。救济总署拨运大

米约400担，以工代赈．修复海堤．

12月，全省各县普遍制发国民身份证，县计发138，223人．

同年，另设官坂区署，专督马(鼻)，透(堡)，官(坂)、塘(1：i)．象(纬)，夏

(宫)、筱(埕)．定(海)．黄(岐)，苔(篆)诸乡(镇)及西洋．南北竿塘诸岛工
作．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

6月中旬，暴雨成灾，溪洪猛涨，县城西郊尽成泽国．水位顿增三丈余，灾情惨重．

年底，县举行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严灵峰当选为国大代表．

同年，连江县财政困难，缩小机构，裁减人员；社会科并入民政科．改称第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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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二，．一，
8月1 6日，连江(除马祖列岛)全境解放．9月6日．县人民政府成立．下设民教科．

11月．分为民政，教育两科，民政科兼管司法和人事工作． ，

11月20日，县成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县长郑得山为主任．11月28日至12,,eJ

1日召开县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一

1950年 ·

5月1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姻登记工作，正式归民政科管理．

10月24日，。连江县复员安置委员会”成立，由政．军．群领导干部组成．主任由县长

兼任，下设供应．宣教、调安。行政4股．。。

11月20日，六区红下村发生火灾．县拨大米350担及衣服等救灾物资．

12月底，废除保甲制度，建立人民政权，。将18个乡(镇)公所．178个保．改为8个区．

85个乡(镇)．各区设民政助理员1人。
‘

、

1951年 ，

1月，省民政厅优抚处处长王萍带领省、县民政干部．到透堡乡(省代耕工作先进乡)
进行代耕试点工作．

春节期间，全县首次开展拥军优属活动，为烈军属赠送光荣牌1，350面． ．．

同年．全县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传教育活动．发动群众捐献金属器具，甩于

购置飞机．大炮，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 ～

12月初，县召开革命老根据地(以下简称。老区”)人民代表会议．

1952年 ，

1月．城关地区包!l办烈军属澡堂，洗补服务处和酱味铺等3所福利事业．

4月，调整县复员安置委员会，并改称为“复员转业建设委员会。．

11月8日，成立。连江县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委员13名，王明章任主任，贾培

芳任副主任．该组织于1954年4月奉令撤销．

，’1 1月中旬，县召开老区人民代表会议，首次评定全县老苏区基点村和一般村．

12月27日，县召开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正哥4县长．

1953年

1月19日，县召开第一次优抚模范代表会，评出19名县拥军优届模范。

7月，举行全县第一次普选，历时8个月，完成97个乡(镇)基层选举工作，选出正副

乡(镇)长，并建立乡(镇)人民委员会。

19548 ：，’ ：

5月，台风袭击定海，黄岐沿海地区。翻船溺死渔民34人．县拨救济款，并对重灾户进

行慰问。
。

6月21日至25日，召开县第一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出席代表251人．

10)1 13日至16日，县召开第一次烈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建设军人代表会议，出席代表

143人．
．

1955年 ‘

12月2日至4日，县举行第一届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将区人民政府改为县人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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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的派出机关一一区公所，镇人民政府改为镇人民委员会，乡人民政府改为乡人民委员

会．?
1

．．： t
’： ．⋯ ，‘

1956年 ．． '．。
-．‘-：：‘ ： ‘：

5月7日，闽侯县琅岐岛的闽琅，吴屿，金沙、龙凤、云龙、公婆等6个乡(镇)，划

为连江县敖江区管辖。(IoH 6日又移归闽侯县)

5月21日，罗源县上杭乡的涤头，叶洋两村，划归连江县文砾乡管辖．
’

9月，‘县境连续遭受3次台风袭击，死5人，伤IoA．，政府拨款91，000元救济灾民．

．_ 同年，农业合作化后，对缺乏劳动力，生活无依无靠的鲧、寡、孤、独及残废社员，实

行。五保”(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
。

1957年 一一

． 春，杨而菖烈士遗骨安葬仪式在透堡乡举行。一 ．

8月1日，举行“连江县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有l，900余人集会，并首次进行悼

祭．

同日，省，地组织老区工作组，到县协助调查处理老区问题。

le58年

9月3日，福安专区在县召开民政工作现埸会议。代表们先后到城关镇和坑园乡参

观．

9月，实行政社合一，全县17个乡(镇)先后成立人民公社，以原乡(镇)名称为人民

公社名称、
‘

loR，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慰问团第三分团40余名代表，到丹阳、黄岐，

瑁头等地慰问前线军民．

10R 8日，县透堡敬老院正式成立，入院老人43人。县民政科发给定期定量养老金。

IoHl8日，东岱镇发生大火，该镇主街道的店铺居房全被烧成平地。县拨救济款5，000

元，并放贷、募捐帮助灾民，

Io月30日．县召开。老区追恤户和老区代表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牺牲的烈

士的直系亲属，分期发放追恤费． -一 r：

同年年底，西洋，东涌两岛划归霞浦县管辖、

1959盔

3月6日，山西省人民慰问团第二分团一行60余人，到县慰问前线军民，

8月3日，朱山驻军中士张灼坚，为扑灭八一茶场火灾而英勇牺牲。县为表彰他的事迹，

在他献身的地点建石刻纪念碑，碑文为： “舍身灭火救林，英雄忠烈永存”．

8月底，全县遭第九号强台风袭击，闽侯专署拨救济款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9月，县首次选出雷向进(小沧公社社长)，雷千金(坡西公社妇联主席)为少数民族

赴北京参观团代表。

同年．人民公社化后，全县先后成立46个敬老院，院民达874人．

同年．改建透堡乡。寺厅”为老区礼堂。

同年，创办敖江旅社，安排优抚对象就业人员52人．1965年下半年，该旅社无偿移归商

业部门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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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i创办透堡莲花芯老区农林场，王水莲(杨而菖烈士母亲)任场长． 。

1960年 一．_：

6月，全县遭狂风暴雨袭击，8月又遭台风暴洪袭击．前后计倒塌房屋219栋，i死亡1 1

人，重伤87人．闽侯专署拨款47，396元，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1 。

lo月。县在瑁头山兜留云寺内创办。精神病疗养院”一所，归民政科管理∥后迁址敖江

都安，改名为。连江县神经病院。．于1968年5月划归卫生系统管理。

1961年’ 。

1月16 El，筱埕大队发生火灾．烧毁．拆掉1 1个单位及民房计104栋，418间，受灾133

户．537人。国家拨款及其他物资救济灾民。 ”、

11月13 El晚，县木器厂发生火灾，省市派消防车赶到现场抢救．灾后．县拨救济款

10，000元及救灾物资． ，

同年，进行首次全县性的优抚对象普查，建立了完整的档案资料．

同年，5位革命老同志创办。合山老区农场t，郑敢任场长． ：1’

1982年

8月6 El与9月6 El，两次台风袭击县境，计毁房237栋，毁船12l艘，死13人，伤11

人；水稻绝收2，295亩．国家拨款20，127元救济灾民。

1963年 ．。．，

9月12日，全县遭台风正面袭击，刮倒民房124问，损坏民房4661间，倒毁仓库17栋．折断

电杆无数，国家拨款43，748元救灾． ·-

同年，连江革命烈士纪念碑扩建为革命烈士陵园。

同年，安排105名复退军人．分别赴福安，周宁，寿宁等县参加财贸系统工作．

1964年

9月，县选出安后畲族代表雷金珠(男，中共党员，生产队长)，赴北京参加。国庆观
礼团”。

9月20 El，省少数民族参观团一行50人到县参观丹阳公社飞石大队安后畲族生产队．
1 1月26日，凌晨，浦口街发生大火，烧毁房屋l，1 75间，拆、炸房屋135间，死亡3人，

重伤9人。国家拨款lo，ooo元及其他物资救济灾民．灾后，县组织49户，223人迁移蓼沿公社

的周溪，首占、大沧等地安家落户．

1965年

，5月，北茭大队出海捕鱼的渔船，遭国民党军队炮击，死1人，伤3人．县全年拨海难救

济款35，000元，救济渔区受难灾民．

同年，改建原。透堡农夫会”旧址(林氏宗祠)为。透堡农民暴动纪念馆”．

1966年 一

4月，县民政科开始办理精简退职老职工的救济工作，每月救济金标准为原工资40％．

6月16日，强台风在沿海一带登陆，死伤47人，房屋、仓库、船只，木材等遭重大损

失．省拨款80，000元救济灾民。

1967年
’

全年3次受旱：3月6日起旱29天，6月1 7日起旱43天，8月23日起又早68天。灾情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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