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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编民 政

第一章 机 构

清朝初年，全县的民政事务由县丞主管。

清中期至清朝末年县衙设户房辅助县丞管理

民政事务。民国元年(1911年)，县国民政府建

立后，由县署、县政府第一科兼管民政事务。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安次县建立抗日

民主政府，下设民政科。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8月，安次县人民政府建立，内设民政科。

1949年，安次县人民政府设民政科，负责建政、

优抚、救灾、征地等政务，1955年改称安次县人

民委员会民政科。1958年底，安次县并人武清

县，民政科同时并入。1961年，安次、武清分

设，安次县人民委员会民政科重新恢复。1968

年，民政科更名为安次县革命委员会民政安置

组。

1973年7月，安次县革命委员会民政安置组

改建为安次县革命委员会民政安置局。1974年6

月改称民政局，局内设优抚组、社救组、办公室；

1975年增设阶级复议组。1980年，民政局下设机

构调整，内设一室(办公室)、两股(优抚股、社救

股)、—组(成份组)。

1983年7月，撤销安次县建制并入廊坊市

(县级)，民政局随之并人，局址在解放道42号。

局内设办公室、优抚科、社救科、复员退伍军人

安置办公室、宗教科，下属单位有光荣院、殡葬

管理所、福利厂。1984年8月增设城福科。

1985年4月，宗教科从民政局分出建立民族宗

教委员会。1987年11月，民政局增设民政经

济管理服务站、社团科，全系统干部职工133

人，其中局机关38人。

1989年4月，廊坊地区改建为廊坊市，县

级廊坊市改名为廊坊市安次区，民政局更名为

安次区民政局。1993年，民政局下设办公室、

社救股、建政股、优抚股、城福科、复员退伍军

人安置办公室、地名办公室。下属单位有：火

化场(殡葬管理所)、光荣院、福利厂、革命烈士

陵园。全系统干部职工145人，其中局机关31

人。1998年2月，全系统164人，其中机关30

人，内设11个职能科室。10月，残联从民政局

分出单设机构。2000年10月，区划调整后，民

政系统共有干部职工154人，其中机关24人。

2002年6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处划归劳动社

会保障局。2003年10月，局机关设办公室、救

灾救济股(同时挂捐赠办公室和扶贫办公室两

块牌子)、优抚安置股、基层政权社会事务股、

双拥办公室、区划、地名、社团办公室和老龄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共7个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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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优抚安置

第一节拥军优属

一、支前

清光绪二十六年(1990年)，在境内爆发的

义和团运动中，安次人民参加并协助义和团打

败西摩尔率领的八国联军侵略军，取得“廊坊

大捷”的胜利。民国六年(1917年)，安次人民

配合冯玉祥军队在廊坊至万庄一带，打败张勋

企图复辟帝制的辫子兵。

抗日战争期间，参军支前，配合抗日队伍

打击日寇。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平津战役

期间，安次县委成立战时支前委员会，统辖民

兵、担架、大车三个团，并从解放区抽调区干部

20人、村干部44人、学员22人、小学教员50

人、2个民兵连，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支援

解放平津的战役。全县各村街成立支前委员

会，设正、副主任，下设供给组、动员组、监督慰

问组。当时，负责运粮的“万辆大车”昼夜不

停；民兵帮助部队修工事、送伤员、恢复交通、

维持社会秩序；妇女为战士做军鞋，洗衣服、碾

磨面。在整个平津战役中，安次县共计组织支

前民工3．4万人，大车1200辆，担架3000付，

供应粮食621万斤，猪肉55万斤，食用油7500

斤，马草70万斤。

1951年，抗美援朝运动中，全县各界人士

共计捐款6．61亿元(旧币)。是年10月15日，

征召志愿兵，支援抗美援朝战争。1979年，对

越自卫反击战中，组织各种慰问团27次，社会

各界捐赠慰问品18000条、件，折款4万多元。

二、拥军优属

解放战争时期，全县各级组织和广大民众

开展多种多样的拥军优属活动。慰劳作战部

队，为军烈属、回乡伤残军人“代耕”，保证他们

的基本生活等。1949年至今，每年的“八一”、

“春节”两大节日，党委、政府领导都会同有关

部门领导组成几十人的慰问团，慰问境内的著

名烈属、特一等伤残军人、复员退伍人员和驻

廊部队的官兵，并对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参

战官兵家属进行慰问。各乡镇、街道办事处也

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多方解决优抚对象的

困难。

1987年，全市共组建拥军优属服务组织

3000余个，参加活动的大约有5万人次，为部

队解决实际问题400多件，并为优抚对象解决

修、住房款60万元，解决木料40立方米，提供

平价化肥、生活用煤100多吨。设立了500多

个军、烈属和军人优先服务窗口，为优抚对象

解决医疗费160多万元，党政机关在实践中探

索出一条“共教、共育、共管”的拥军之路。1988

年8月，民政局会同天桥西办事处负责人远赴

河南许昌武警支队慰问当地部队官兵。是年，

河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授予廊坊市民政局

“拥军优属模范”称号。

1991年8月29日，成立由区长为组长，驻

军、区直有关单位组成的30余人的双拥领导小

组。是年10月22日，安次区委、区政府下达

《关于开展创建双拥模范区活动》的决定。1993

年2月，安次区人民政府被命名为市级双拥模

范区。是年9月30日，安次区人民政府下发

《安次区军人抚恤优待实施意见》。

1999年至2003年，“双拥”被纳入政府年度

重要考核内容，坚持一把手亲自过问，及时调

整和充实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四套班子

领导和乡镇、街办处在每年的“八一”、“元旦”、

“春节”期间，组成慰问团对辖区内驻军和烈军

属、伤残军人、老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

普遍走访慰问，送去米、面、油及慰问金，为廊

坊市“全国双拥模范城”的“三连冠”做出了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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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2003年，全区安置军转干部41名，安置家

属就业27名，建立军、警、民共建点26个，为烈

军属、伤残军人、老复员军人做好事13250件，

给部队官兵写慰问信1450封，送慰问品12450

件，解决军人子女入学入托、退役士兵安置及

各项优抚工作。

第二节优待抚恤

一、群众优待

1949年，县民政部门对农村中的贫困户优

待采取代耕土地的办法，把无劳动力或缺乏劳

动力的优待对象的土地包给劳动力充裕的农

户进行代耕、代种、代收，一包到底。对只有半

劳动力的贫苦烈、军属，自己劳动力所不及的

部分土地予以代耕。民政部门代耕办法采取

“业耕法”。按人畜分配负担数目，由代耕户和

被代耕户双方自由结合，责任到人。1952年，

县民政局根据《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

优待暂行条例》，在全县规定优抚对象、优待方

法和范围，对生活不能自理的困难烈军属发放

补助粮。

1956年，农业合作化后，全县农村普遍推

广优待劳动工分制度，实行劳动记分制，收益

按工分分配，优待形式由代耕土地改为优待劳

动日。优待对象为无劳动力或缺乏劳动力的

烈军属；生活困难的残废军人、退伍老红军；带

病回乡长期不能劳动、生活有困难的复员退伍

军人；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有困难的

孤老复员军人。优待标准按全家人口计算，保

证其生活水平达到或高于当地一般群众生活

水平。优待劳动El一般采取春评、夏查、秋兑

现的制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逐步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群众优待改为现金优

待，平均标准为60。200元不等，由各村街视自

身情况掌握。同时，现役军人也分得一份责任

田免交征购。1980年，大王务公社在全县率先

实行群众优待乡统筹制度，年统筹优待标准为

300元。这一先进典型多次受到省、市领导的

肯定，并作为示范予以推广。1982年，全县对

义务兵家属实行普遍优待。1986年底，各乡镇

全部实行以乡(镇)为单位的统筹优待，优待标

准由各乡镇自定，一般为200—600元。是年

底，对城镇非农业义务兵，分别按每人每年300

元给予优待，款项从本级财政中列支。是年，

共有农村优待对象2524户，总计优待款74．5

万元，户均295．18元；城镇非农业义务兵320

人，合计优待金9．6万元，人均300元。

1993年9月30日，规定现役军人在服役期

间立功受奖给予增发优待金，即荣立一等功奖

500元，二等功奖200元，三等功奖100元。是

年底，全区共有立功人员31人，兑现奖金3300

元。是年，根据农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优

待统筹标准普遍提高到600元以上，经济条件

较好的乡镇最高达1200元。从1980年城镇非

农业义务兵实施现金优待开始，到1993年底，

累计有3129人享受优待，财政累计支出优待金

93．87万元。优待金由乡镇统筹发放，优待标

准为当地上年度人均生活水平，优待面达

100％。超期服役的按实际服役年限给予优待。

对入伍到西藏服役的士兵在原来基础上再上

浮20％的优待标准给予优待，户口给予农转

非，退役后安排工作。

从2002年起，优抚金、农村义务兵优待金

纳入区级财政预算，实行由区级统筹统一发放

的办法。农村义务兵优待金按每人每年1500

元的优待标准由财政局拨付到民政局，再由民

政局拨到各乡镇民政所发到义务兵家属手中。

在职职工入伍，优待金按本人基本工资发给，

经费由所在单位或本系统统筹落实。对待业

的非农业户口青年入伍，年发优待金300元，经

费由区政府统筹解决，由民政局统一发放。义

务兵在部队荣立一等功优待金加发1000元，二

等功500元，优秀士兵50元。对生活困难的义

务兵家属由政府出资给予临时优抚照顾，并明

确规定对所有优抚对象本人一律免交农业税、

社会集资和各种义务负担，对优抚对象子女实

行学杂费减免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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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抚恤

对“三属”、“残疾军人”实行抚恤，对老复

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实行定期定量补

助。

(一)牺牲病故抚恤

牺牲病故抚恤是指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和

病故军人、在编无军籍职工以及人民警察、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参战民兵，民工等。民政部

门根据以上人员的死亡性质，按国家规定标

准，发给一次性抚恤金。1949年至1979年，民

政部门严格按照上级抚恤政策，对全县抚恤人

员抚恤。1979年以后，由于经济相继增长，抚

恤标准也经历多次调整。民政部门每年支付

一次性抚恤金6万元。

“三属”抚恤标准增长一览表

表20—2—227 单位：元／月

、、＼年份项目—＼ 1994 1996 1998 2000 2001 2002 2003

烈属 75 85 93 1加 160 200 265

城

镇
因公牺牲军人家属 70 80 88 135 155 195 260

病故军人家属 65 75 83 130 150 190 255

烈属 55 65 73 120 140 165 195

农
因公牺牲军人家属 50 60 68 115 135 160 190

村
病故军人家属 45 55 63 110 130 155 185

注：根据河北省民政厅、河北省财政厅、冀民优[199415号、冀民优[1997]l号、冀民优[199812号、冀民[2001]87

号、冀民[20021203号、冀民[2003]143标准执行。

“三属”抚恤是对辖区内的革命烈士家属、

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病故军人家属进行抚恤。

“三属”凭军人生前所在部队团级以上机关出

具的通知书到民政部门办理抚恤，民政局按标

准向其家属发给一次性抚恤金。革命烈士按

80个月工资标准计发，根据2000年10月1日

起实施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因公牺牲军人

按40个月工资标准计发，病故军人按20个月

工资标准计发。对符合享受定期抚恤条件的

发给定期抚恤金。2003年，安次区的抚恤标准

为：家居城镇的烈属每人每月260元、因公牺牲

军人家属每人每月255元，病故军人家属每人

每月250元；家居农村的烈属每人每月195元、

因公牺牲军人家属每人每月190元，病故军人

家属每人每月185元，对以上“三属”中的孤老

人员在现有标准基础上每人每月另增加5元。

(二)伤残抚恤

伤残抚恤对象是辖区内参战致残的伤残

军人、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工作人员、伤残民兵

民工等。伤残等级按国家规定分为四等六级。

伤残抚恤金发放标准统一按民政部规定执行，

先后经历1984、1988、1991年等多次调整提高。

1984年12月，对特一等伤残军人全部办理非

农业户口，供应商品粮，并对符合条件的特一

等伤残军人配偶、子女同时办理农转非手续。

1993年，对辖区内的92名贰等以上伤残人员

全部享受公费医疗待遇；对6位特壹等伤残军

人，每人每月分别享受50元护理费；对26名贰

等甲级以上在乡伤残人员每人每月享受ll元

粮油补贴。是年底，全区共有伤残军人340人，

其中在乡252人，在职88人。有特等1人，壹

等6人，贰等甲级25人，贰等乙级88人，叁等

甲级109人，叁等乙级111人。以上人员伤残

抚恤金，全年累计13．4万元。

1994至2003年，在乡贰等乙级伤残军人全

部享受国家公费医疗待遇，由区卫生局负责；

叁等级别伤残军人伤口复发治疗费用由区民

政局负责。对在职伤残军人按所在单位因公

(工)伤残职工相同生活福利、医疗待遇。革命

伤残军人乘坐国营火车、轮船、长途公共汽车

凭《革命伤残军人证》享受半价优待。在乡伤

残军人发放副食价格补贴，享受群众优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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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全区共有革命伤残人员在职56人，在

乡150人，共发放伤残抚恤金3l万元，伤残补

助费8万元。

(三)国家补助

定期定量补助：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拨

出专项经费，按不同对象和条件定期向优抚对

象发放一定数额的生活补助费。定期定量补

助对象包括无固定经济收入，家在农村的烈士

家属、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家属(含父母、配

偶、子女等)。1954年以前入伍的在乡老复员

军人以及长期不能参加生产劳动，带病回乡退

伍军人等，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拨出专项经

费，按不同的对象和条件定期向优抚对象发给

一定数额的生活补助费。1984年以前，县内定

补对象一般只限于烈属、因公牺牲、病故军人

家属以及个别生活比较困难的老复员军人和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等。1984年12月，全市共

有定补对象为502人，其中“三属”定补256人，

人均每月定补款10元，全年定补款约3．3万

元；老复员军人239人，人均定补款每月8元，

全年定补款2．2万元；带病回乡退伍军人7人，

人均每月定补款5元，全年定补款约4000元。

从1985年1月起，根据民政部、财政部文

件精神，“三属”定补改为定期抚恤，抚恤标准

人均每月提高到25元，全年定期抚恤款增加到

8．1万元。1986年12月，市民政局对解放战争

时期以前的复员军人全部给予定补，定补标准

平均为11元，全市总计716人。1987年7月，

开始对抗美援朝时期入伍的老复员军人办理

定补手续，复员军人定补人数增加到854人，人

均每月定补标准为12元，全年累计发放定补款

13．3万元。1989年1月至1993年底，先后两

次调整定补标准和定期抚恤标准。1993年底，

“三属”抚恤标准平均每月提高到50元，全年定

期抚恤款约11万元；复员军人定补标准提高到

平均每人每月25元，全年定补款26万元。

1999年，区民政局为解决老复员军人的生

活困难，从每人每月平均37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110元。2000年以来，以创建新一届“双拥模范

城”为契机，多次加大地方财政投入，大幅度提

高在乡老复员军人定补标准。2003年底，全区

老复员军人268人，年龄最小的75岁。定补款

标准达到平均每人每月150元，即抗日战争时

期入伍的老复员军人定补标准每人每月155

元，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复员军人每人每月

150元，1949年至实行义务兵役制前入伍的老

复员军人定补标准为每人每月145元。在部队

期间立功受奖、服役时间长、贡献较大的适当

提高补助标准、对复员军人中的孤老不愿入光

荣院的适当优厚照顾。对年老体弱在乡老复

员军人享受定期定量补助后，仍有困难的给予

不定期、不限额的临时补助。对带病回乡的老

复员军人及退伍军人除享受定补外，每人每年增

加400元药费补助。对居住在城镇的老复员军

人生活困难的一律纳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对复员军人中的五保户送到光荣院集体供养。

临时补助：临时补助的主要对象是在农村

的孤老优抚对象，个别遇到特殊困难的优抚对

象也适当给予补助。每年的春节、春荒、冬令

期间，各级党委、政府和民政部门都发放临时

救济粮款，优抚对象优先享受。各乡镇政府民

政所直接面对优抚对象，民政局按经济条件每

年适当分配各乡镇一部分临时补助款，由各乡

镇政府民政所掌握使用，遇到特殊情况，补助

款额较大时，由各乡镇申报民政局审批。

1981年以前，对各类困难优抚对象临时补

助金额较少。1981年至1989年，平均每年临时

补助款4万元。1990年后，由于各种抚恤金定

补款不断提高，临时补助款略有减少。1982年

开始对“三属”及带病回乡复员退伍军人全部

实行医疗减免，财政部门由最初每年支付5万

元到1988年增加到支付40万元。1989年以

后，采取了药费补助、定额包干的办法，每年区

财政支付药费包干补助款30万元，款项由民政

局掌握使用。1996年，共发放临时优抚款12

万元，70％以上优抚对象得到数额不等的补助。

2000年，全区临时优抚款超过20万元，90％以

上优抚对象得到数额不等的临时补助。2002

年，民政局下拨临时优抚款共计25万元，为优抚

对象修危房36间，为132户优抚对象解决了治

病难问题，其中对患重病住院优抚对象给予大额

款项救助(杨税务乡小北市村退伍军人李文海，

2002年5月患尿毒症急需治疗，先后到廊坊、天

津等医院治疗，住院费5万元。为解决其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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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有关部I'-J卒l"贴11000元，乡里捐款5000元，市

医院为其减免医疗费5000元；葛渔城镇叁等伤

残军人王宝柱2002年查出患股骨头坏死，区民

政局一次为其解决了医药费8000元。)。

优抚对象统计表

表20一2—228

项 目 数字

户数 325

因公牺牲、病故军人家属
人数 1327

户数 1397
现役军人家属

人数 9562

在乡复员军人 744

在乡退伍军人 17073

在职 88

革命伤残人员
在乡 252

军人免药费补助人数 405

1999年至2003年，区政府出台《安次区“光

荣工程”实施意见》，动员社会力量加入“爱心

献功臣”活动，印制发放宣传品35000张，在报

刊、广播、电视办专题节目，在学校、驻军积极

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在开展“爱心

献功臣”活动中，区政府先后投入180多万元，

解决“三老”的生活难、住房难、治病难等问题。

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纷纷出资，对困难的“三

老”优抚对象开展“一帮一”活动。区政府每年

都重新确定24户困难优抚对象分别由24个区

直机关帮扶，解决他们的具体困难。1999年，

由区劳动局、调河头乡、第什里村合力出资5万

余元，为调河头乡第什里村老烈属王仲芳一家

盖起5间新瓦房。是年，区民政局被省双拥模

范领导小组授予“爱心献功臣先进集体”荣誉

称号。1999年至2003年，安次区建立了抚恤补

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颁布优抚对象医疗减免

办法等拥军优属政策，确保优抚对象的生活水

平与当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相适应。

附：

安次区光荣院始建于1958年5月，工作

人员6名，原址在码头镇济南屯村，1961年迁

入廊坊，1972年迁到烈士陵园内。1976年，陵

园拆迁，光荣院移至廊坊镇周各庄大队重建，

院内有宿舍、伙房等40间，总建筑面积749平

方米。1978年，院址迁到市区荣福街。1972年

以来，先后接收老人55名，其中烈属27名，残

废军人15名，复员军人13名。1992年，光荣院

进行翻新改造，投资67万元建成一座1300平

方米的仿古式二层单面楼，光荣院内设有老人

宿舍楼、游艺室等设施。1993年，光荣院内优

抚对象23名。其中烈属4名，伤残军人9名，

复员军人10名。是年，区光荣院被省民政厅命

名为省级甲级院。2000年区划调整，光荣院归

属广阳区管辖。

第三节 烈士褒扬

一、烈士陵园

座落在解放道与文明路交叉路口东北，西

与区群艺馆相邻，南侧为廊坊火车站、汽车站。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

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东北军除留一部分在东北

坚持游击抗日以外，大部分撤到华北地区。东

北军的六十七军在长城抗战时伤亡很重，撤到

关内后驻防廊坊。在军长王以哲主持下，为悼

念抗日阵亡官兵，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在

廊坊陵园西侧修建烈士墓，占地约3亩，四周是

土壕，里面靠南头修建一座大墓，园形，砖制，

中间层用石头垒砌，在石头上刻着阵亡者姓

名。墓内是阵亡将士骨灰罐，罐内有牺牲士兵

的姓名牌(实际是名誉葬)。墓东有座大碑，汉

白玉制做，碑名为“阵亡将士忠魂碑”。大墓以

北是军官小墓，每座墓前都有石碑，碑上刻着

牺牲者的姓名、籍贯、官职等，墓旁种有松树。

墓地的北头建有三间砖房，有专人看守，并负

责墓地的管理。

1958年lO月，在烈士墓东侧建烈士陵园，

占地518平方米，建筑面积348平方米，建有烈

士纪念碑、烈士骨灰堂各一座。烈士纪念碑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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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水泥结构，高10 5米，呈锥柱体，每边2

米，碑东面镶嵌着“革命烈士纪念碑”几个大

字，碑西面刻着“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牺牲的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和“安次县各界人民敬立”

字样。碑西侧的烈士骨灰幸存放t荇革命烈士

的骨灰。加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两次对陵

园重新修建。2003年，骨灰堂内存放142名烈

士骨灰。经过多年修葺，园内肃穆整洁，每年

清明节前后，各机关团体、部队、厂矿、学校等

单位都要组织人员前束扫墓，缅怀革命先烈。

20世纪60年代安次烈士陵园

’一、’’1C

20世纪70年代烈士陵园骨灰堂

二、发证列录

1949年，县民政部门时伞县的革命军人参

战或因公牺牲、革命工作人员对敌斗争或因公

牺牲、民兵、民工参战牺牲的授予烈士称号，发

放光荣纪念证。其中包括：革命牺牲军人家属

光荣纪念证、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

证和革命牺牲民兵民工家属光荣纪念证。1950

年，开始黉记，颁发光荣纪念证书。1980年6

月4日，国务院颁布《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县民

政局x-|f)L按条例批准为革命烈十的人员，全部

向其家属颁发由民政部统一印制的《革命烈士

证明书》，因公牺牲的不再授予烈士称号。1981

年，为全县728名烈士编写《烈士英名录》，】982

年，编辑出版《烈士英名录》。1983年，在换发

补发革命烈士证明书过程中，对符合条件的

320名烈上全部换发新烈士证明书。1984年至

2003底，共换发补发烈士证15人。

附：林枫烈士祭文

赫赫赶黄伟业，炳炳焕烂乾坤，人类进程

谁拔萃，问询千古证人。血内长城揭竿起，赢

得神州万木春。安次古属幽燕，历史欠远．古

往夸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多慷慨悲歌之

士．军阀争雄，列强肆掠，奸伪丧良，国难"-3

头。独王壮志烈烈烘云．铁马垒戈干斗牛，志

士胸怀民族大业．肩负国家安危。轩辕儿士铸

就铮铮傲骨，燕赵儿女一身浩然正气，舍家纾

难．戮寇同儿、．胆斗风尘。时遭奸细告密．志士

可杀不可辱。离离荒草落碧血．漠漠黄沙掩忠

骨，其英是炳跃千秋华夏=启后世承英烈长天

千古之精神，鼓动大鹏扶摇之伟志，殚心竭志，

自强不息，以报效我浩荡中华。

为告后辈．以志岁月，继起者斧石．炳英是

业绩与天地日月同辉，颂其德泽千古不朽。

林德章(号枫)一九一六年出生于中响1：7

村．一九三五年在通州师范学校毕业。一九三

七年“七-七”事变参加革命，一九三九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曾任三联县一联区秘书，区委委

员、区委书记等职。一九四二年农历三月被

俘．同年五月在北旺村惨遭日伪军杀害。牺牲

时年仅27岁，

廊坊市安次区人民政府敬祭

套元：二oo二年六月十八目

农历：壬午年五月十一日

撰文：布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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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2—229

第四节 复员退伍军人安置

1949～2003年复员退伍军人安置情况表

＼＼项目 当年复退 安置去向 ＼＼项目 当年复退 安置去向
＼ 总人数 回农村 安排工作

＼
年劈＼ 年纷＼ 总人数 回农村 安排工作

1949 57 46 11 1977 502 502

1950 121 119 2 1978 302 302

195I 55 52 3 19r79 300 300

1952 199 188 ll 19踟 440 440

1953 92 82 10 198l 790 790

1954 155 140 15 1982 565 472 93

1955 238 207 3l 1983 740 714 26

1956 135 92 · 43 1984 @3 626 67

1957 116 108 8 1985 2135 36l 1774

1958 1∞ 65 40 1986 687 567 120

1959 202 179 23 1987 537 466 71

1960 188 160 28 19踞 453 37l 82

1961 224 216 8 1989 430 321 109

1962 72 71 l 1990 563 447 116

1963 109 88 2l 199l 245 198 47

19|64 23l 206 25 19912 315 169 146

1965 104 98 6 1993 Z79 152 127

1966 63 59 4 19914 Z79 158 12l

1967 32 3l l 1995 331 204 127

1968 394 385 9 199|6 288 1凹 99

1969 835 835 199r7 23l 173 58

19r70 313 313 199憾 260 192 68

1971 441 441 19919 381 231 150

1972 13 13 2000 157 109 48

1973 924 924 2001 196 154 42

1974 219 219 2002 157 103 54

●

19r75 882 鹤2 砌 157 118 39

1976 84l 841

注：1．当年复员退伍总数包括干部和志愿兵；

2．安排工作人数包括复工、复职、升学等；

3．1985年2135人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352团集体转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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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安次县人民政府成立由武装、劳

动、民政等部门组成的转建委员会，负责全县

复员退伍军人的接收安置工作。1957年，县民

政局开始安置退役义务兵。1958年，转建委员

会改为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负责复员退

伍军人的安置工作和研究解决复退军人安置

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对复退军人进行政治

思想教育，组织生产就业，解决复员退伍军人

在生产、安家中有关土地、房屋、农具等困难。

1973年1月21日，成立安次县复员退伍军人接

收安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1984年10月，成

立军地两用人才介绍所，全市有15个乡镇建立

了两用人才联络站，负责介绍有一技之长的战

士到各用人单位工作。是年，全市共接收退伍

军人665人，其中回农村598人，对67名城镇

户口的退伍战士，本着“区别对待，合理安置”

的原则进行妥善安置。其中，共介绍28名司机

和1名卫生员、1名放映员、6员炊事员到用人

单位工作。1984年至1993年，共接收两用人才

2246名，开发使用1066名，推荐工作530名，回

农村当村干部200名，勤劳致富450名。

20世纪50年代至1993年，境内复员退伍

军人的安置工作，本着“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和“妥善安置、各得其所”的原则，大多数复员

退伍军人回到农村，安心农业生产，其中很大

一部分人担任农村基层领导干部。民政部门

每年都为退伍军人解决建房和生活用煤等实

际困难。1983年至1993年，共接收退伍战士

6969名，属城镇户121分配工作的2710名，回乡

务农的农村籍战士4259名。

1994年至2003年，全区共接收安置退役士

兵2437人，其中非农业退役士兵787人，农业

户口退役士兵1650人。对家居城镇和符合安

排工作的退役士兵采取按系统分配任务、包干

安置原则，做到专业对口，用人所长，区别对

待，合理安置。1994年至2003年共安排806

人，全部安排到机关、事业、效益较好的企业等

单位，保证退役士兵的第一次就业，其中对荣

获二等功以上的和有伤残等级的农村籍退役

士兵安排工作19人。对农村籍退役士兵积极

开发两用人才使用，推荐廊坊市保安公司、烟

草公司、开发区等地工作，使两用人才开发使

用率达到95％。对带病带伤回乡生产、生活困

难的由村里给予照顾，并享受群众优待和国家

补助。符合安排工作的复员退伍军人自2000

年起实行待分配期间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即每

月发放待分配期间的生活费直至分配工作。

1994年至2003年，共有183人领取了待分配期

间生活费15．5万元。．

第五节 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

1980年，全国军队退休安置工作会议后，

县民政局接管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的安置工

作，并于1985年建立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站。

1986年，共接收军队离退休干部7名。1988

年，为军队离退休干部建休养所l处，并在董村

西南为军队离退休干部建住房32套，占地

2642．53平方米，附属设施用房140平方米。同

时，为军队离退休干部随迁家属和子女都安排

合适工作。1992年3月，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

站改为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1986年至

1993年底，共接收军队离退休干部28人，退休

志愿兵3人，无军籍职工3人，共计34人。

2002年12月，根据廊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下达第三批军队(武警)无军籍退休退职职

工安置计划的通知》，成立接收安置领导小组，

按有关政策于2003年1月将其全部纳入医疗

保险，工资及福利纳入工资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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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社会救济

第一节赈济扶贫

民国十六年(1927年)，县政府设赈济分

会。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设难民赈济委员

会，办理救灾和鳏寡孤独与难民扶助工作。当

年实支赈济经费2．1亿元(旧币)。翌年，赈济

支出2．5亿元(旧币)。

1950年，安次县政府成立难民救济会。救

灾坚持“以工代赈”原则。1951年，受洪水灾害

全县发救济款7000万元(旧币)，发放救济粮

350吨、衣被3200件。并且组织群众开展副

业、手工业生产，贯彻生产自救的方针。1951

年至1959年，共发放救济款85万元、衣被1．5

万件，其中1957年以工代赈折款18万元(水利

工程)。

1960年至1963年，境内相继发生饥荒和水

灾，全县共死亡2152人，为赈济灾民、难民，共

发放救济款105万元，发放救济粮4800吨，修

复水毁房屋4500间，发放救济衣被12850套

(件)，政府返销灾民粮食2．6万吨，群众互济解

决4800户20150人的生活困难。1963年8月，

河北省中南部地区遭受罕见的大水灾，全县组

织2万名民工到前线抢险，农村腾出l万多间

民房，安置静海、大城等县灾民35000人，为灾

区寄养牲口2547头，县社队负责人曾三次组织

慰问团到灾区慰问，县直各单位捐款2088元，

粮食9107斤，衣服287件，鞋帽、袜等734件。

全县农村从1963年开始实行“五保”制度，城镇

增加对精简老职工的救济。

20世纪70年代以后，救灾开始实行“依靠

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互助互济，辅之以

国家必要的救济和扶持”的政策。“文化大革

命”期间，除大灾以外，每年发放救济灾款15。

25万元，社会救济款8～15万元。各种款项由

县民政部门下拨到各公社，再由公社直接发到

救济对象，并由公社到县民政部门核销。1976

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县内，全县共有

27人死亡，损毁房屋5649间。当年共发放救

灾款150万元。帮助灾民修复房屋5506间，发

放救济衣被4005件套。并组织灾民生产自救，

发展生产。

1978年至1984年，共发放救济款75万元，

帮助51200户。为158700人解决灾后生活困

难。从1985年开始，对农村困难户实行定期定

量救济，当年批准享受定救困难户125户，379

人，户月均发放5．7元，1986年增批145户。

1987年，全市共有356户，1065人享受定期定

量救济，月发放定救金2030元，以后总户数和

发放总金额不变，由各乡镇视困难情况，自行

调剂，报民政局备案。

1988年11月29日，全市实行救灾体制改

革，开展农村救灾合作保险试点工作，各乡镇

成立救灾经验互济会。1989年下半年，开始在

仇庄乡进行试点工作，并开办农作物保险、农

民住房保险、农村劳动力意外伤害保险等三项

业务。1990年，全区发展到7个乡镇，并由原

来的经验型改为救助式。1991年，华东地区发

生严重水灾，各级政府组织捐款活动，共接收

群众及部门捐款215688．79元，粮票2888斤，

衣服1500件。1988年至1993年，累计收取互

济金117．5万元，发放赔付救助金190。8万元。

同时发放救灾款37万元，发放社会救济款54．3

万元。

1994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

三十二条规定，当年，区政府安排救灾专项资

金15万元。全区社会救济困难户2041户，

5306人，分别占总户数的0．8％，占总人数的

0．83％，临时救济3987人次，定期定量救济96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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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发放集体补助金4万元，发放社会救济费

17．75万元。1995年，针对区内夏、秋两季连续

6次发生风雹、洪涝灾害，造成7983户，33931

人的缺粮问题，区政府先后下拨救灾款76万

元，为灾民解决实际困难。同时，发动群众生

产自救，开展以副补农活动，新增大棚菜种植

1050亩。鼓励支持吸收缺粮户到乡镇企业、个

体户参加劳动以工代赈。1996年，发动86个

单位捐款8．57万元，35个单位或个人捐赠衣

物7．5l万件，为贫困户修复住房108问，解决

口粮10万公斤。在以工、副补农活动中，865

人从事副业生产，920人出外打工，新种植大棚

菜1950亩，小麦播种面积新增12800亩。区民

政部门并先后下拨各类救灾救助款86．56万

元，其中，口粮救助50．4万元，农房救助33．6

万元，劳动力救助2．56万元，对五保户、困难

户、三无户、烈军属实行重点救助。廊坊市民

政局、财政局先后5次给安次区下拨救灾救助

资金65万元(救灾保险定额补贴款21万元，救

灾款44万元)。区民政局1996年共下拨救灾

救助资金98．6l万元。

1997年共下拨救灾款163万元，其中，省

级97万元，区级30万元，乡级36万元，解决了

部分村街冬令期间灾民缺粮等困难。是年，全

区共有9个乡镇，324个村街，7．2万户、3l万人

参加了农村救灾保险，收取互济金37万元。廊

坊市民政局、财政局共4次给安次区下拨救灾

救助资金72万元，其中救灾保险定额补贴款

24万元，救灾款48万元。区民政局全年共下

拨救灾救助资金107．4万元。是年底，全区共

有17076户灾民和困难家庭领到救灾救助资

金。1998年，救灾款列入区级预算30万元，列

入乡级预算36万元；全区五保供养率达

100％，入敬老院率46％，五保供养标准为3200

元／年；全区8个乡镇，278个村街，8．1万户，共

28．5万人参加了IZl粮互济保险，收缴救灾保险

互济金40万元；下发春荒救灾款38万元。

1999年，针对全区历史罕见的旱灾，先后下拨

救灾款54万元，并为部分遭受风雹灾的村街下

拨恢复生产化肥10吨，用于恢复生产。区委、

区政府四套班子领导成员于2000年元旦、春节

期间深入到受灾最严重的6个乡镇走访慰问灾

民群众百余户，发放慰问款13万元，救灾面粉

8吨。2000年，全区发生旱灾，因灾缺粮人口

45602人。民政局先后下拨救灾面粉236吨，发

放救灾款57万元。是年8月下旬至9月初，区

委、区政府领导带头参加救灾捐赠活动，共有

55个单位、9608人捐款139766元。2001年，下

拨救灾款物18万余元。2002年11月底，下拨

救灾面粉80吨。2003年4月中旬，下拨救灾面

粉80吨，发放救灾款36万元。在解决重灾民

缺衣少食问题的基础上，于年底又下发救灾面

粉100吨，对三无户、特困户、重灾户发放棉衣、

棉被。

1994～2003年救灾救济款发放表

表20—3—230 单位：万元

＼项目 国家 互济金 互助金 被救农民
＼ 投资额 收缴额 救助额 户数 人数年毋＼

1994 50 20 70 懈2 10612

19915 50 22 71 5100 17850

1996 9l 2l 93 6512 2：'792

19卯 55 37 52 4420 17356

1998 84 40 112 4218 14763

1999 68 56 49 7843 27450

2000 32 38 15772 55204

200l 70 67 4460 15614

2002 108 84 潞 19500

2003 80 77 姗 17242

合计 688 196 713 63325 218383

注：2000年区划调整后互济金未收缴。

第二节抗震救灾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以后，各

级党委迅速组织全县干部、群众投入抗震救灾。

县委常委当即分为三线作战，县委书记彭

庆彬指挥全县救灾行动；副书记和8位常委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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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分赴受灾严重的7个公社和重点厂矿，检查

灾情，稳定情绪，安排生活；留在机关的常委带

领部、室负责人赴地区和县医院慰问伤病员。

县委机关干部和县直各局的领导分成6个小分

队，赶到受灾严重的社队进行慰问。县交通局

局长、公安局局长、交通队队长立即安排，调动

汽车14辆，保证物资、下乡干部的运输和伤病

员的抢救。水利局领导主动安排汽车带队赶

到北田庄，把18名伤病员送到县医院，及时进

行抢救。县物资局和商业局的干部职工，坚守

岗位，妥善安排，保证受灾社队抗震物资和生

活用品的供应。地震发生第二天，县委、县政

府为受灾社队送去了苇席5000片，塑料布1000

斤，提灯308盏，生活用煤40吨。

正在县里开学习会的各公社书记、副书

记，立即返回公社，领导抗震救灾。大王务公

社受灾比较严重，党委成员全部深入到村，逐

个检查，挨户安排。南尖塔公社党委立即召开

紧急党委会议，研究抗震救灾措施，分头逐村

检查灾情。会后，又召开紧急大队党支部书记

会议，落实措施。各公社社直干部职工，迅速

组成了抗震救灾小组，分赴到受灾大队，帮助

村街支部开展抗震救灾。

全县各大队党支部及时召开紧急支部会

议和党员、团员、民兵、骨干会议，具体落实抗

震救灾措施。灾情较重大队成立抢险队，抢救

受伤群众，安排社员生活。受灾较轻的大队，

一方面宣传教育群众注意防范，另一方面发扬

共产主义风格，积极支援兄弟社队。大王务公

社景村大队党支部知道北田庄大队灾情严重，

立即组织了近50名基干民兵在支部书记的带

领下，赶赴到北田庄大队协助抗震救灾。

28日下午，县委根据抗震救灾形势，又召

开了紧急常委会议，组成以县委书记彭庆彬为

组长、副书记汪世琨、王福生为副组长的抗震

救灾领导小组。下设抗震救灾指挥部，加强对

抗震救灾工作的领导。各公社党委也相继成

立了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由书记挂帅，全体委

员参加，下设宣传、治保、医疗、后勤、办公室等

办事机构。

29日，中共中央给地震灾区人民的慰问信

广播后，县委常委除留两名负责人主持机关工

作外，其余9名常委分赴到重点社队、工厂，组

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讨论，鼓舞广大干部群众

抗震救灾的斗志。受灾较轻的大队，认真贯彻

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积极防震救灾的同

时，努力发展生产。码头公社大郑庄大队，组

织了600名劳力和350名学生，割杂草40万

斤，为种麦准备肥料。

地震发生以后，全县干部群众，把唐山等

灾区人民的困难当做自己的困难，从人力、物

力各方面尽最大努力对受灾大队进行支援。

1976年7月28日晚，县委接受了为地震灾

区供应烙大饼的任务，各公社和县直接受任务

后，积极采取措施，领导亲自抓。全县先后共

加工大饼41999斤，捐献衣服4917件，鞋126

双，现款605元，并购买各种服装636件，及时

送到唐山灾区。水利局长仇连英、体委副主任

粟宪武每人捐衣40件，水泥管厂厂长李希奎捐

衣27件，县修配厂团支部副书记孙金兰不仅捐

出12件衣服，还给灾区写了慰问信，并捐现款

100元。

为支援灾区，全县调动28辆汽车抢运支援

唐山救灾的中转大米650吨，运送各种食品547

吨和各类救灾物资近千吨。

1976年9月1日，县水利局机井队司机刘

万元、西化营大队党支部书记刘乃臣、东储大

队妇联会主任刘秀凤代表安次县参加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唐山地震抗震救灾先进单

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华

国锋、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云等出席大

会，并同代表一起合影留念。

第三节 救济精简老职工

1962年1月1日至1965年6月9日，全县

按政策对精简下放、回乡务农的4365名老职工

中生活确有困难的，由民政局给予社会救济。

1974年，经过普查，全县有退职老职工4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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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具备条件的70人经批准后享受原标准工资

40％的救济。“文化大革命”时期，其救济工资

坚持继续发放。1975年，给32名下放老职工

发放40％救济费7552元。1976年，全县享受

40％救济费的有15人，民政局支出3719元。

1977年，享受40％救济费的有8人，支出2724

元。

1983年，继续补办享受原标准工资40％救

济对象98人，享受定期定额救济的74人。

1984年，在补办40％救济工作中，对其中165

名够条件的给予享受原标准工资40％救济，共

拨款5．3万元；对269名不符合条件，但生活确

有困难的，从1985年开始每年从地方财政拨款

2．6万元，给予定额救助。同时，对因地区差和

工资证明不实的l 10名享受人员的救济费进行

调整。1985年，对不符合条件，但生活确有困

难的249人，实行每人每月12元的定期救济。

1999年，全区享受原工资40％救济的221人。

第四节 扶持贫困户

1980年开始扶持贫困户，以救济和发展农

副业生产为主要形式。主要对缺乏劳动力、经

营能力差以及有其他特殊困难的贫困户，除国

家给一定的救济外，集体也给予必要的扶持，

并发动和组织群众相互帮助。1981年4月，成

立“双扶(扶贫、扶困)”办公室，并对全县贫困

户进行普查。全县共有困难户3498户，17760

人，困难户占全县农业总户数的5％，人口的

4．2％。全年共下拨扶贫周转金33355元。

1982年至1986年，累计发放扶贫周转金26．8

万元，扶持贫困户2841户、10324人。每年脱贫

户数500至700户。1984年，在码头公社孙披

庄成立扶贫储金会，扶持资金1000元，群众自

筹资金5000元，实行无息无偿和有息有偿使用

相结合的办法，帮助其脱贫致富。此外，在重

点贫困村，实行重点扶持的原则，帮助建立村

办企业，安排群众就业，增加劳动收入。

1987年至1993年，贫困户逐渐减少，农村

扶贫以自扶和互扶为主。贫困户收入标准随

着农村经济发展不断增长，1985年人均收入在

150元以下，1989年人均收入在200元以下，

1993年人均收入在300元以下。2003年，全区

贫困户人均年收入达到2500元。

1996年，对城区1440户居民家庭生活及收

入状况进行调查摸底，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

1997年7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正式

实施，确定的保障对象为“三无人员”，即“无劳

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扶养赡养义务的

居民”，保障标准为月人均130元。资金由市财

政承担60％，区财政承担40％。全区共有低保

户27户，78人。

1998年，全区共有低保户88户，226人。

保障对象从“三无人员”扩大到“三类人员”，即

增加了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或失业救济期满

仍未能重新就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的居民和在职人员在领取工资或最

低工资、基本生活费后以及退休人员领取退休

金后，其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的居民。1999年7月，全区有低保户126户，

351人，保障标准由人均130元调整到月人均

170人。2000年10月区划调整后，全区有低保

户184户，月发保障金19732元。2001年，全区

低保户778户，2285人，月发保障金83874元，

全年累计发放45万元。

2002年2月，区政府将低保所需配套资金

94万元列入当年财政预算，为全区920户，2786

人月发放保障金110476元。2003年，新增低保

对象384户，1225人，月发放低保金比年初增

加了46740元。是年6月，改变保障金的发放

渠道，由原来的民政助理发放改由银行发放。

由于生活水平提高或户口迁出等原因，全年注

销低保户47户。通过扩大范围、提高保障标

准，全区共有低保户1034户，4012人。是年12

月，月发保障金202917元，占非农业人121比例

的5．56％，月人均补差50．6元，全年累计发放

203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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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社会福利

第一节福利机构

明洪武七年(1374年)，在县城东门外建养

济院，收养境内孤老残废，安置贫病流民。洪

武九年(1376年)，在养济院旁建安乐堂。

民国时期，县政府设救济院，院内设养老

所、孤儿所、残废所、育婴所、施医所、贷款所，

其救济有名无实。

1949年后，各级人民政府对缺乏或完全丧

失劳动能力而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残及其

他困难户，建立敬老院、养老院及福利工厂。

1984年12月，民政局增设城福科，管理城

市福利事业。1987年7月，建廊坊市福利院，

当年开始收养市区内的20名孤寡老人和弃婴。

其中孤寡老人17名，弃婴3名。1993年，院内

收养弃婴8名。2003年收养弃婴5名，全院弃

婴总数达到37名。

第二节五保户供养

1950年，农村孤老户分得土地耕种收入，

实行群众互济，政府给予必要的救济。1956

年，全县实行对生活无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

社员保证吃、穿、住供应，保证年幼受教育和年

老死后安葬。1960年后，逐步形成保吃、保住、

保穿、保医、保葬(对孤儿保教)的五保制度。

1980年，全县有五保户425户，537人。集

体供养金每年5万余元，国家救济金2．3万元。

1983年，对五保户情况进行普查登记，共有应

保户708户，816人，已实行五保的498人，集体

供养金6万元，国家救济2．5万元，应保未保的

318人。1991年，对全区五保户再次普查登记，

有五保户784户，893人，已实行五保供养的

728人，应保未保的73人，集体供养金20余万

元，其中国家救济6万元。1993年，全区有五

保户346人，其中，集体供养184人，供养标准

不低于全区平均生活水平。

1994年，农村五保供养户479户，575人，

其中孤老544人，孤残28人，孤幼3人。在已

保的479户，575人中，集中供养104人，分散供

养471人(村供村养的207人，村供亲养的86

人，亲供亲养的83人，其他情况的95人)。每

年集体供给金额35万元，其中用于敬老院五保

户的28万元，用于分散五保户的7万元；国家

补助金额7．5万元，其中用于敬老院五保户的

6万元，用于分散五保户的1．5万元。是年，全

区19个乡镇的五保供养机构全部实行了五保

供养经费统筹，共有入院五保户198人(孤老

172人，孤残23人，孤幼3人)，敬老院工作人员

57人，床位254张。其中，有院办经济的敬老

院13所，年产值39万元，年利润15万元，各级

政府补给敬老院改善生活资金15万元。全区

散居五保户有410户，471人，生活所需全部实

行乡镇统筹，院办经济收入9万元用于老人生

活，6万元用于改造敬老院。

1996年，全区农村五保供养户有627户、

803人。乡镇敬老院由1994年的19所因合乡

并镇减少为14所，入院集中供养老人117人，

入院率达到26％，61名敬老院工作人员为人院

老人提供全面服务。经费实行乡镇统筹，院办

经济和种养业等综合性收人解决。1999年。全

区敬老院种、养殖年纯收入达20万元。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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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五保供养率达到100％，人院率46％，年供

养标准3200元，人。14所敬老院中，有省甲级

敬老院2个、市级先进敬老院4个、乡镇改建敬

老院2个。院办经济全年收八35万元=2(】00

年，全区农村五：保供养人数达到830人，其中五

保老人690人，残疾人130人．孤儿lo人，按年

供养标准3200元／人。14所敬老院有老人120

人，五保人院牢达到61％。新建省甲级敬老院

1个．改建敬老院1个。敬老院多种经营全年

收人20万元。

2001年10月，区划调整后，全区有敬老院

9所(其中，码头镇和葛渔城镇各两所敬老院，

落牮镇没有敬老院)，工作人员36人。全区“

保供养人数848人，其中孤寡老人745人，残疾

t人J25A，孤儿IoA。集中供养】40A，供养

标准为年人均1700元，经费由税费改革以前的

乡镇统筹改为区财政统一下拨。2003年12月

底，全区五保供养人数855人，荩中五保老人

782人，残疾人135人，孤儿15人。全区有省甲

级敬老院5所，分别是杨税务乡敬老院、东安庄

村敬老院、调河头乡敬老院、葛渔城镇敬老院、

东沽港镇敬老院．全区分散供养761 A，供养

表2n4—23

标准年人均12(10元

乡镇敬老院老人的业余生活

994～2003年“五保”情况一览表

泌 五儡对象 分散供养
集中供养

户 人 村供村养 村供采养 糸供亲葬 自 保

1994

322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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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福利企业

1983年创办民政局“属福利厂。当年产值

11万元，固定职工22人，其中残疾人员13人。

1984年12月，全市有残疾人13452人。1986

年，设民政经济管理服务站，负责民政经济管

理。是年，局直属福利企业产值104万元，职工

117人，生产人员93人，其中残疾人47人，占全

厂职工人数的51％。是年，全市有社会办福利

企业2个，产值670万元，利税39万元，生产人

员127人，其中残疾人101人。行业有染整、食

品、电线、石膏天花板、纸制品。1987年，局直

属福利企业产值184．7万元，利税34万元。社

会办福利企业3个，产值779．3万元，利税56

万元，生产人员136人，其中残疾人106人。行

业增加了印刷。1988年，直属福利厂产值

225．4万元，利税29．8万元，残疾人52人，固定

资产由原来的29万元增加到51万元。社会办

福利企业增加到5个，产值963．9万元。生产

人员353人，其中残疾人176人。行业增加了

电器、机械加工。

1988年，国家对福利企业免税，企业效益

明显提高。1989年，直属福利企业产值263．4

万元，残疾人员从业人数增加到56人，固定资

产增加到89万元。是年，全区社会办福利企业

7个，产值1141万元，利税96．7万元，残疾人增

加到299人。行业增加了保温材料制品。1990

年，直属福利企业产值267万元，并投资240万

元引进WJ6卜1600瓦楞纸箱生产线，填补了廊
坊市三层五层瓦楞纸板生产的空白。全区社

会办福利企业年产值1174万元，利税85．37万

元。1993年5月，直属福利企业又增加了造纸

车间，降低了原料成本。是年底，产值961万

元，利税9l万元，固定资产650万元，自有资金

200万元，职工160人，其中残疾人74人。社会

办福利企业6个，总产值1375万元，利税65．87

万元，固定资产1169万元，流动资金819．3万

元，占地面积51200平方米，行业有纸制品、食

品加工、塑料制品、保温材料、染整等。2003

年，全区共有福利企业8家，干部职工680人，

残疾人360人，年产值9200万元。产业有纸

箱、塑料制品、黏合剂、电子仪器、半成品加工、

标准件等。其中，社会办福利生产单位7个，生

产人员400人，年产值1200万元。

附：廊坊市福利厂

始建于1983年，是以安排残疾人就业为主

的集体企业。企业占地20亩，建筑面积2500

平方米，职工130人，其中残疾人50名。产品

以生产内外贸纸箱纸盒、浮雕石膏天花板、民

用电线为主。1986年创产值104万元，利润15

万元，产品销往北京、天津、内蒙古、黑龙江、宁

夏、山西等省、市。该厂加工的纸箱、天花板的

质量达到国家标准，为外贸包装定点厂。工厂

建立了残疾人协会，组织残疾人学习文化、培

训技术，提高劳动技能。培养他们自强自信精

神。1988年国家对福利企业给予免税照顾后。

企业效益明显提高。1989年，全厂残疾人员增

加到56名，固定资产增加到89万元，产值

263．4万元．利税28．2万元。

1990年，投资240万元引进W．陶卜1600瓦
楞纸箱生产线，填补了廊坊市三层五层瓦楞纸

板生产的空白，保证了名优产品出口所需包装

箱的质量，使月产值由过去的不足30万元，增

加到100万元。是年，创产值267万元，利税25

万元。1993年5月，福利厂又新建造纸车间，

年产值961万元，利税9l万元。就业职工增加

到160人，其中残疾人74人。1997年，建成

1160平方米的办公楼一栋。1999年，建成

10000平方米的职工宿舍楼2栋，改善了96户

职工的居住条件。

2001年4月9日，廊坊市福利厂对外称廊

坊市纸箱厂。2003年，企业建筑面积1．5万

米，职工发展到280人，其中残疾人82名。固

定资产5800万元。自有资金4000万元，生产能

力2000万平米。年产值8000万元，利税600万

元，纸箱厂拥有1600型纸板生产线、2200型电

脑智能纸板生产线、台湾产电脑成型机、模切

机和完善的检测仪器。下属企业包括纸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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