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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民政志》是根据中国共产党沈阳市委员会，沈阳市人

民政府1983年3月16日关于编纂沈阳地方志的指示，由沈阳市民政

局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编纂这部志书的目的在于提供历史的

借鉴，使民政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填补地方志

的一个空白，为后人留存史料；以充实的内容反映新旧社会民政事

务的区别，为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

资料。

《沈阳民政志》的编写工作始于1983年104，竣稿于1986年

6月，历时二年又八个月。全志四十余万字，上限一般起自1840年，

下限截至1985年。

这部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清末以来沈

阳市民政事务的本来面貌及演变过程，反映了民政工作的本质，特

点，规律和经验教训。遵循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凡有历史

价值和有现实意义的新旧史料，均尽量采用。重点记述了建国三十七

年的民政工作，并突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政工作的新变

化和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民政工作的改革情况。对建国后一直由

民政部门主管或现在主管的工作，志之较详，对历史上曾管过，已

交出或早已结束的工作，原则上不录或摘要记入大事记中。

在编志过程中，我们曾查阅了本局的全部档案及国家历史档案

馆，省，市档案馆，省，市图书馆的有关历史资料，走访了从事过民政

工作的一些老同志，收集了约六百万字的民政史料。对这些广征博采

来的资料，我们以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进行了考证，鉴别，去

伪存真，取其精华。对旧社会出于为统治阶级服务，带着阶级偏见

n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和封建色彩的糟粕，以及建国后的一些不实之词，均予剔除。

在志书结构上，除概述和附录部分外，按民政工作的性质，范

围，依次设立了民政机构，行政区划，基层政权建设．．优待抚

恤，复员退伍和离休退休人员安置、社会救济、救灾，收容遣送，社

会福利事业、社会福利生产，殡葬改革、婚姻登记，盲聋哑人协

会、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城镇居民下乡、社会改造、理论信息，干部

队伍建设和大事记等19个条目，分门别类地横向排列，再以时为序记

述其历史沿革与现状。在文体上，以记述为主，并适当地夹叙夹议I

兼用了志、记，传，录，图，表等各种体裁。
·

《沈阳民政志》力求运用正确的观点，翔实的资料，科学的方

法来体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反映时代特点和地方特

色，以发挥其“资治"、 “存史"、 “教化"的作用，为社会主义

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由于编辑人员的政治，理论，思想，文化水平和经验有限，加

之某些历史资料又较匮乏，成书时间短促，其中错误与遗漏之处在

所难免，热诚期望各界人士及专家不吝赐教o

《沈阳民政志》是一部集体创作，。除编写入员外，不少局内外

的同志提供了许多资料和帮助，谨表示诚挚的谢意l

《沈阳民政志》编纂委员会 、

1986年6月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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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民政是国家为民施政的社会行政事务。在我国历史上，各代均有不同称谓的民政管

理机构，执掌不同的民政职能。旧社会的民政工作是为维护其对人民群众的统治与剥削

服务的。新中国的民政工作，是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社会保障的一部分和行政管理的一

部分，通过这些工作，为人民谋利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
’

中国民政历史悠久，迨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始在清朝中央政府设立专职

机构民政部。翌年，奉天省设民政司，民国时期先后改为政务厅、民政厅。清末、民国

时期沈阳的民政事务，由省主管。。九·--／k黟事变后，伪奉天市政公署行政处掌管民

政事务。国民党沈阳市政府设有民政局，另有社会局也掌管一部分民政事务。各个朝代

民政的内涵不尽相同，但一些基本的民政事务，如基层政权，行政区划，荒政、救济等

等，基本上都沿袭下来。沈阳地区自清末至解放前百余年间，辽河，浑河水系经常泛滥

成灾，饿殍遍野，大批灾民流离失所，卖儿鬻女，走投无路。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当

局倒行逆施的统治下，物价飞涨，米珠薪桂，失业者，饥饿者更比比皆是，尤其是社会

上的鳏寡孤独、盲聋哑残，．无人过问，许多人沿街乞讨，在寒风凛冽的冬季，饿死、冻

死街头者不计其数。尽管当时统治阶级也有所谓的“救助行政芦，“慈善"事业，给

过黎民百姓一点施舍，却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加上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往往就有

赈无实了。那时，仅“救济院彦的掩埋车，每天就运出二十多具尸体，在旧社会经营了

五十多年的同善堂(救济院)，也只剩下了二百多名骨瘦如柴的孤老残幼。·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11月4日沈阳市人民政府即设立了民政机构——社会

局，翌年初改为民政局。几十年来，它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

解放初期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大力进行了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民主建政工

作，收容，救济、疏遣安置了五万多名各类流浪街头的人员，组织了六万余名失业人员

和贫民以工代赈，禁绝了烟毒，封闭了妓馆，并对旧慈善团体，迷信职业者，游民等进符

了改造，解决了旧政权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承担了

极其光荣而又艰巨的拥军支前任务。同时，在人事，行政区划，地政、户籍，社团登

记，宗教，民族，侨务，移民等方面也进行了大量工作。这期间的民政工作，对医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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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创伤、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特别是对建设人民民主政权、夺取全国解放和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保证经济建设的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3年进入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以后，民政工作以优抚、安置，救灾，救济

为主要任务，积极配合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工作。这期间，安置大最复员军人参

加工农业生产，并动员他们在各条战线上发挥骨干作用，在农村，依靠集体和群众互

助，解决了贫困户的生产，生活困难’在城镇，着重组织群众性的生产自救，市、区、

街办福利生产单位多达千余个，职工四万六千余人，为广大烈军属、贫困户，盲聋哑残

人员就业打开了渠道。但是，在“大跃进"的影响下，福和j生产面铺得过宽，把一些不

属民政部门安置就业的群众也吸收进来，其后根据上级指示进行了调整，收缩，将多数

福利工厂移交工业部门管理。在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时期，重点抓了灾民救济、盲目流入

城市人员的遣送、安置和养老，儿童等福利事业的发展与整顿，帮助人民安排生活，渡

过了暂时困难。此外，还承担了选举、建立和加强城市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具体

事务以及殡葬改革，婚姻登记、劳动教养，工读学校等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批判所谓“福利主义’’，使民政工作遭

到很大破坏。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被搞乱，各级民政机构被撤销，许多老干部被批

斗，大批民政干部被下放农村走“五七"道路I民政企业、事业单位分别被迫交出，下

放，撤销，民政企业积累的资金被上收挪用，许多优抚、救济对象遭到迫害，取消了优

待，救济。1972年虽恢复了民政机构，但仍受极左路线的束缚，工作未能步入正确的轨

道。

粉碎“四人帮黟以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民政工作经过拨乱反

正，清除“左"的影响，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发挥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

作用。特别是在城乡经济体韫U改革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民政工作坚持把改革放在首

位，冲破旧框框，开创了新的局面，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

1979年以来，参与了县，社两级直接选举，并承担了政社分开、建立乡政权和村民

委员会的工作。迅速发展了街办福利工厂，安置了更多的盲聋哑残人员就业。同时，随着国

家经济建设的发展，相应地调整、提高了优待，救济标准，改善了优抚、救济对象的生

活。根据党和国家提出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1983年全国民政会议确定民政部门承

担基层政权建设、优抚安置，救济救灾，社会福利、行政区划、殡葬改革、婚姻登记等

工作。1984年以来，为适应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进一步端正了民政业务的指导思

想，这就是。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扶贫扶优，治穷致富，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保障和

基层政权体制，为实现新时期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在工作中逐步实现了五个转

变，即；第一，由单纯的生活救济满足于解决温饱问题，转变为既保障优抚、救济对象

的生活，又注重扶持他们发展生产，勤劳致富，使农村八千余贫困户摆脱了困境。第二，

由包揽过多，独家经营承办，转变为依靠社会力量，．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办好福

利事业。农村已实现乡乡都有敬老院，城区街道就地就近新办起13所敬老院，出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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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厂办福利厂和双扶(扶贫扶优)经济实体，从而开拓了社会保障的新领域。第三，由

单纯对收养对象的生活供养，转变为供养与康复相结合，各福利事业单位开展了多种形

式的康复活动。第四，由只讲社会效益，忽视经济效益，转变为既讲社会效益，又讲经

济效益。改革了民政企，事业的管理，实往经济承包，服务承包责任制。1985年企业创

利润首次超过1000万元，事业单位扩大了收养，收治范围，增加了经济收入。第五，

由依靠行政手段为主，逐步加强法制管理，制定了一批有关民政方面的法规性条

例。同时，整顿，加强了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促进了社会的综合治理，在改变干

部结构，提高干部素质、加强民政理论研究和信息反馈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果。

沈阳解放后三十七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民政工作遵循‘‘上为党分忧，

下为民解愁才的原则，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及时送到人民心中，通过发放巨额救济

款，物，兴办社会福利生产共安置八万余民政工作对象就业，建有百余所福利供养单

位，有效地保障和改善了烈军属、残废军人、复员退伍军人、困难户、盲聋哑残等人员的生

活，并使老有所终，幼有所依，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民

政工作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为鼓舞部队

士气，促进国防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做出了贡献。

展望我们伟大祖国的发展前景，进一步做好新时期的民政工作，有着重大的意义。

沈阳市现有烈军属．复员退伍军人，盲聋哑残人员和社会贫困户等共计三十余万人。他

们有的需要国家和社会提供生活保障，有的需要妥善安排和照顾，还有些民政工作是面

向全体人民的。民政工作是一项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工作，只有把民政工作纳入党

的中心任务的轨道，立足于本职，自觉地围绕，服务于中心任务，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民政部门如今承担了大量的社会保障工作，随着社会的发展，以社会保障事业为主体是

民政工作发展的总趋势。目前，各级民政部门正以改革创新的精神，逐步扩充和完善城

乡基层社会保障体系，在实践中不断更新观念，努力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扯会保障

制度，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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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机构

清末以前，沈阳地区历代都未专设民政职能机构。为加强对地方行政的管辖，

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设置奉天府，特设府尹、府丞，除辖所属厅、州、县外，直接

管辖盛京(今沈阳)重镇的民政事务。1875年(光绪元年)以后，由盛京将军兼管奉天

府尹。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撤府尹置知府统理民事。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在划

奉天行省时，始专设民政机构——民政司，作为向全省施政的职能部门之一，省城的民政

事务也由其管辖。民政司内分民治，疆理、营缮，户籍、庶务等五科。民政司使为张元

奇。民国以后的民政机构，官职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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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

I



年 月 主管机构 官 职 名 备 注

19 12年--1913年 司使吴震泽(5月免职)、
．(民国元年一民国二 奉天行省民政司
年) 孙百斛(7月任)

1914年(民国三年) 奉天巡按使公署 厅长孙百斛．荣厚，毓 内设·总务，内务、教育，实
政务厅 鳞(6月任，10月辞) 业四科·

厅长史纪常f 9月假)， 内设t两处，四科，有总务，
1915年(民国四年) ∥ 金世和(代) 内务、教育、实业科和执法处，

机要处。内务科三股负责民政
业务。

厅长金世和(4月免职)，
1916年(民国五年) ∥

金粱(4月任)

1917年(民国六年) 史纪常(5月任)
奉天省长公署政 厅长金梁(4月免职)，

务厅

1918年(民国七年) ∥ 厅长史纪常

厅长史纪常(8月免职)， 民政业务(区划，选举，赈
1919年(民国八年) ∥ 魁升(8月任) 恤救济!慈善事业，婚姻等)

由二科负责。

1920年(民国九年) ∥ 厅长魁升 一

厅长魁升(4月免职)，
1922年<民国十一年) ，，

潘鹗年(代)
·内设·一，二，三，四科。

1923年--1926年 民国十二年(1923年)八月奉

(民国十二年～民国 ∥ 厅长王镜寰 天市政公所成立，并任命市长。

十五年) 本年始内设。总务、财政、工程、
卫生、教育、事业六科及技术处。

厅长王镜寰(10月离)，
1927焦 关定保(代)

∥

(民国十六年)

1928年(民国十七年) ∥
科。 ，

厅长关定保(7月免职)， 内设t一，=，三，四，五
陈文学(代)

；929年--1931年 厅设·秘书处，一，=，三，
(民国十八年～二十 辽宁省政府民政厅 厅长陈文学 四科。

年)

注l民国时期．省城的民政事务由省公署直管．1923年(民国十二年)成立的奉天市政公所·虽曾一度管理过

慈善事项．但奉天的主要民致事务．仍由省公署管辖．所以·这时期民政机构，官职将省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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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
处长张柏森，J

梁文书，陈桂森，l 第二课(社会股、救济殷)
耿熙旭(11月任)I

行政科(行政一股，二股， 清扫队负责墓地，
1938年 一 廖 社会股)保建卫生科(烟政 火葬场等

股，清扫队)

1939年 一 处长章俊民(6
行政科，保健科月任)

1940年 一 处长庞凤书 盯

禁烟、毒品划归卫1941年 一 一 行政科(行政股．社会股)
生处烟政股负赘

国民党统治时期民政机构、官职表

年月 机构名称 局 长 机构设置
．

备 注．

1946年 +沈阳市社会局 张海宽(3月任) 行政科、社会科、军

民政局(11月 刘维新
事科，户政科、合作

S月 指导室(下设秘书室，
改称) 会计室，视察室)

刘维新(5月病敝) 行政科，社会科、
．9月市政府成立社会

张健中(代理) 军事科，户政科，合
处，设二室二科，将民政

1947年 民政局 张吕午(7月任命) 作指导室
局社会科的救济、福利事

师连舫(10月任命)
业划归该处管理。翌年1
月该处撤销，其业务又并

乐鸣声(12月任命) 入民政局。

1948年 乐鸣声(8月病休) 秘书室，视察室，
社会局成立后，承担民

1月一 民政局 刘启坤(9月任命) 行政科，社会科，户 政局部分救济、福利事业

1948焦 社会局(8月 政科，卫生科、合作 等社会行政业务，局设秘

11月1日 1日成立) 王家驹 书室，福利、民运，组训指导室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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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民政局局长、副局长任职和组织机构表

定编
备 注年月 机构名称 局 长 副局长 机构设置与变动 人员

1948焦
秘书室，战勤科，民政科，社会科 71

11月4日 社会局 甘重斗

1949焦 民政局 甘重斗(12 高曙晖(2 人事处(5月增，设干部科．组织 71

(1月改) 月免本职) 月任命) 科’，秘书室，战勤科(6月撤)．民

政科、荣管科(6月增)，社会科

(9月撤)

1950焦 民政局 高曙晖(2 王俊峰(7 秘书室，荣管科，民政科，社会 88

科(1月增)，市复员委员会(9月
月任命) 月任命)

增)，战勤科(11月增)、人事处

(干部科，组织科)

1951焦 民政局 高曙晖 王俊峰 99 6月人事处荣军管理处(1月增，设秘书科、

组织教育科，抚恤科)，秘书室，
张坚(7 战勤科，民政科、社会科。6月4日

从本局划出，

月任命) 改定t办公室，民族科，社会科， 成立市人事局

民政科，战勤科，荣军优抚科

王俊峰 办公室，民族科，社会科，民政 1021952钮 民政局 高曙晖
张坚(12科，战勤科，荣军优抚科

月免本职) 市复员转业建设委员会‘1月增)

1953矩 民政局 高曙晖 王俊峰 一 141

1954年 民政局 高曙晖(5 王玉(4月 办公室，民政科，优抚科，社会 105

月免本职)
任命)

科，民族科(it月撤)复员建设

王俊峰(5 科，生产管理处(12月增)
’

月任命)

1955年 民政局 王俊峰 王玉。 办公室，民政科，优抚科，社会 93

科，复员建设科、生产管理处(11

月撤)

1956焦 民政局 王俊峰(8 杨德秀(1
5月定t办公室，人事科，优抚 10C

月免本职) 月任命) 科，社会科，民政科，复员建设科

王玉(8 武荣夫<2

月任命) 月任命)

1957年 民政局 王玉 杨德秀 办公室，人事科，优抚科，社会 82

武荣夫 科．民政科，复员建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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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年月 机构名称 局 长 副局长 -机构设置与变动 定编
人员 备 注

1958年 民政局 王玉 杨德秀 办公室．人事科、优抚科，民政 76 定编人员数

武荣夫 科，社会科，社会福利生产办公室 含盲人聋哑人

黎明(58年 (6月增)、劳动教养科
协会人员数，

任命) 下同

黎明
1959锃 民政局 王玉 6月定·办公室，人事科，社会科、

79

杨德秀 民政科，优抚科，生产科，福利救

武荣夫(9 济科，保育科，生活服务科

11月定·办公室，人事科、民
月免本职)

政科，社会科，优抚复员安置科．

生产科，城市救济福利科，农村救

济福利科

黎明洪林1960年 民政局 王玉 ∥ 80

(6月任命)

杨德秀

1961正 民政局 王玉 黎明洪林 一 58

杨德秀

1962正 民政局 王玉 付科(7月 ■ 70

任命)

黎明洪林

杨德秀

1963年 民政局 王玉 付科黎明 4月定·办公室，人事科、民政 73

科，优抚科，社会科、农村救济福
洪林杨德秀

利科．城市救济福利科

1964年 民政局 王玉(6 付科 党办．组织部，宣传部，监委， 96 12月撤销福

利事业科，成
月免本职) 黎明(6月 工会，团委(均在lo月增)，办公

立城市福利事

汪烈(6 免本职) 室，人事科，民政科、优抚科，社 业处

月任命) 洪林 会科，福利事业科，劳动工资科．

杨德秀 来信来访科．财务科(3月增)，

生产办公室，基建办公室、招待

所，城市福利事业处(12月增)

1965年 民政局 汪烈 付科洪林 118

一

杨德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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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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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机构名称 局 长 副局长 机构设置与变动
定编
人员

备 注

1966年 民政局 汪烈 付科洪林 118
一

杨德秀

1967年 民政局 汪烈 一 一 118

1968年 秘书组 组长· 副组长·
组内设-民政，侨务，民族、统 15 市革命委员

7月一 民事组
邓耀三(70 陈俊智 会成立，民政

1972年5 (1968年
年免本职) 邹复海(70 战，宗教及市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

局撤销，业务

月 孙秀会(70年任命) 公室 由市革委会办

12月改) 年任，11月免
王文达(69 事组民事组负

本职) 年10月任命) 责至1972年5

王知任(71 月止

年任)

1972年 主任· 办公室、优抚安置组、’民政组， 65民政局 副主任，

革命委员 李欣
5月5日 五‘ 张盘新 事业组，政工组，财务组百 陈俊智

197．3盈 ， 主任· 副主任。 办公室，政治部(组织科，宣传 65

张盘新(12
陈俊智

科)．优抚科、民政科，社会福利
赵树民(4

月免本职) 科、民族事务科，计划财务科月任命)

李欣(12月 方昭(4

任命)
月任命)

张树军(11

月任命)

1974焦 一 主任。 副主任· 詹 65

李质 陈俊智

赵树民方昭

张树军

1975钜 一 主任· 副主任· 68
一

李欣 陈俊智(6

月免本职)

赵树民方昭

张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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