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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民政部门是圈家管理社会行政事务，解决社会问题的职能部

门，通过发挥应有的作用以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关系的协调。其

历史源远流长。

本区的民政工作，从史载明周到民国时期，多项民政事务，

一直缓慢地进行着。这个时期中的民政事务史实，对于人们识往

浆今，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建国后，民政工作成为各级政Jf于一

项重要的社会工作，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各项民政事业有了Ft

新月骨的发展．特别是在党的十一,7iij巾全会以来，民政工作，

在改革这个不断对经济和社会结构进行大i罚整的历史转变过程

【}J，根据不断发煺的客观形势构需要，在突破传统Jr{勺民政工作模式

的基础上，不断开拓进取，开驿了以社会保障为主体的民政工作

全新方位，、使民政事业得到蓬勃发展，取得r很火j勺成就：我区

的各级民政部J、j，通过进行攮层政权建没，保障公民权利，维

轷，．』，社会安定；通过社会保障工作，凋节了社会分配，以实现社

会公平；通过优抚安置工作，增进军民军政昂j结，促进了国防建

设；通过社乏--7,77政管理，协溯』’人际关系，促进了精神文明建

设，为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充分发挥了宅作为一种社会

稳定机制的功能，促进厂我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并给社会管

理，提影!了新的经验。

修史编志可以。r镜往事，诚本兹，鉴兴废，考得失”，具有

“资治、教fs4、存史’’等作，}』，尤以“资治"为要。编纂《信FFt

民政志》的目的，正在于此。这邡志书，运用历史u佳物主义干¨辩证

唯物主义自0观点，在占有大量翔实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本1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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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所作的客观、全面、系统、利．学的记述，着重

反映了建蚓以来我I夏各项民政一作的发展情况及其成就，是全区

各级民政部门和』‘大民政工作者数十年勤奋工作的结晶。它对于

人们，特别是民政工作者了解历史，更好地为深化民政工作的改

革lf百继续努力工作，对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密切军政军民，廷系，

发扬}f：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k义法制，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种文

明建设，推动我区民政事业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具

有较高的参考1'Jr值，

我区痢一部《信阳民政志》的出版，承担编纂任务的同志，

为此板了大量㈣工作，历时两年，数易其稿，终于将这部集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的图文并茂的志二括，奉献给人家，是

值得厌贺嘉许的。

汤 鸿 文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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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史编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史上早有“治天下以史

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之说。它纵贯古今，横陈百科，上对先

辈，下为子孙，继承历史，服务现实，是史书，又是政书。但纵

观我困各种志书浩如烟海，种类繁多，而《民政志》所见稀少，

尤其本区《民政志》，未闻有也。

《信阳民政志》，沿历史源流，据年记史。怀感叹之心，

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历代民政之概况；挥游奋之笔，书中华人

民共和国诞生后民政事业之业绩，为致力于民政事业之士树起丰

碑，彰之于世，以励后人。

此志书之编纂，其任甚艰。纵横揽索，又无援可鉴，唯赖编

志人员有志于斯，矢志匪懈，无馁无弃，百计搜觅。为访舆求实，

胃冰雪严寒，顶烈同酷暑；跋山涉水，登门百户；乱麻理绪，展

素绢而点墨，勤奋笔耕，编纂成数十万言之著，未负重托，实乃

辛劳可嘉。

本志付梓问世，可喜可贺，意在彰往昭来，遗荫后代，起到

存史、资治、兴业、教育之目的。愚怀略抒，是以为序也。

黄 川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志设章、节、目三层，用语体文据事直书，略古详

今，以时间为经，门类为纬，横排竖写。

二、本志上自清道光二十年(7840)，fF限1985年，为保持

有关资料的系统完整，个别章节不遵此例。

三、本志历史纪年，民围以前，朝，弋纪年用汉字书，括号内

注明公元纪年；民国元年(791 2)以后，一律采用公历。为节

省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称“建国前(后)”，

亦称“解放前(后)”。

四、本书以志为主，辅以必要的图表。大事记以编年体为

主，以纪事本末体为辅。

五、本志数字除个别情况使用汉字外，统计数字、图表、文

字等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六、本志书的历史纪年、古地名、官职等，均采用当时的称

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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