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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辞旧迎新，欢渡2006年元旦佳节之际，《临邑县民政志》正

式出版，为我们全面了解临邑县民政事业的发展历程，总结经验，

推动新时期民政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是一部典

范的好志书。

民政事业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民政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她

在保障人民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促进社会公平、和谐，维护社会

稳定，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跨入新世纪，民

政工作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任务越来越繁重，作用越来越重要。全

面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鉴，对于指导新时期民政事业的健

康发展，促进民政工作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最需要帮助

的困难群众服务，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推动全县经济和社

会各项事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盛世修志，惠及后人。《临邑县民政志》的编撰正值我县深入

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落实“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新的发展时期。新的形势、新的任务给民政事业的发展注入了

新的生机和活力，提供了新的机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结经

验，资政育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相信新世纪的民政工作必将

为我县加快建设小康社会，推动三个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7乙／．一、．’，

临邑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中(列矽L
I

200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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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临邑县民政志》编纂成书，旋即付梓刊行。这是临邑县有史

以来的第一部反映各个历史时期民政工作的专著，也是全县民政系

统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更是全县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文化

成果，令人为之欣喜。

临邑县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地域文化。早在四千多年前的

新石器晚期，我们的祖先就在这片万古广袤的荒原上繁衍生息。公

元455年(刘宋孝建二年)置县，迄今已有1500余年。在漫长的历史

长河中，以勤劳勇敢著称的临邑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和宝贵生命创造

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描绘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1840

年鸦片战争，国外列强的魔爪伸向中国，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了临邑的

沃土，具有民族气节的临邑人民，为驱逐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不屈

不挠的伟大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凯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有4387名青壮年加入人民军队

奔赴前线，干部群众踊跃支前，涌现出一大批支前先锋、拥军模范、战

斗英雄，数以千计的优秀儿女血洒疆场，气贯长虹，在革命战争史上

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为子孙后代追慕景仰。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临邑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

号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工农业生

产和其他各项事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显

著提高，国泰民安，盛世空前。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民政工作也同

其他工作一样，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一

系列方针政策、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改革开放、锐意

进取，各项民政事业成绩斐然。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的五年，是民政

系统依法行政、规范管理取得重大进展的五年；也是民政部门自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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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殳明显加强的五年。五年间，社会救助体系全面建立；基层民主政权

建设进一步加强，城市社区普遍建立和不断完善；双拥工作广泛深入

开展，硕果累累；优抚安置政策进一步落实；民间组织管理制度不断

创新；区划地名和勘界工作成果显著；社会事务和社会福利事业长足

发展；民政部门的自身建设进一步加强。民政事业的大发展，为临邑

经济的全面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临邑县民政志》的编纂工

作就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开展起来的。

编史修志，资政育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盛世修

志，志载盛世，历来如此。今天编写民政志，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太平盛世的盛举，也是全体民政干部职工的夙愿。志书的出版，是

民政部门向全县三个文明建设献上的一份厚礼。

《临邑县民政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按照修志原则，全面系统地记载了临邑民政事

业的历史与现状，客观地反映了民政事业发展的变化轨迹、规律和

经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临邑社会发展的历程和特点。为广大民

政工作者今后深入研究民政工作，进一步推进民政事业发展，提供了

系统性、科学性和权威性的教材。同时，也为社会各界进一步认识与

了解民政工作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我们热切希望本志书出版后，能

充分发挥其资政、存史、教化的社会功能，服务当代，惠及后世。

编修志书，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文化建设工程。《临邑县民

政志》之所以能够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编纂出版，除了全局干部职

工的共同努力、、编委成员的积极工作及局志办公室人员无私奉献辛

勤劳动之外，还得益于各级领导给予的极犬关怀和热情指导，以及

兄弟县、市、区民政部门的鼎立相助。对此，谨表诚挚谢意。

志书出版在即，草书片言，权以为序。

． 1 ．、 一斤

临邑县县长助理、民政局局长刁爿笔砷 ∥芝
7∥

200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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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思想。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

述临邑县民政局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

一。

二、时间断限。上限起自1840年，下限终止2004年，个别事例适当下延

至2005年。为保持首部志书资料的历史性和完整性，对某些事物的记述适当

上溯。

三、体裁。本志采用述、记、志、图、录等多种形式，以志为主体。卷首

设序言、凡例和彩色图片专辑。正文首设概述、大事记；中设专志、横排门

类，纵述史实；末设附录。图表、彩色图片随文而设。志的结构采用章节体，

章下设节、目、子目。章首均有小序，有的补述事物沿革；有的点明主旨；有

的阐述章节特点。

四、行文原则。本志行文按《山东省新编各级地方志书行文规定》执行。

记事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坚持运用“直书其事，寓观点于记事之中”

的基本笔法和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突出反映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时代特色及民政事业发展的特点。数字用法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等七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计量单位原则上

用公制，个别的沿用历史习惯写法。

五、纪年方法。本着坚持以公元纪年。公历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农历用

汉字。文中的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六、机构、单位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用括号夹注简称，再次出现可用

简称。1958年一1961年临邑、济阳合并时机构名称的变化，只在大事记中记

述，各项民政专志一律从略。

七、资料来源。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县局和各级档案馆(室)、以及各

科室、各级志书、年鉴和有关图书报刊，一般不注明出处。所编资料均经反复

考证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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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临邑县位于鲁北平原，德州市东

部。东与济南市商河县相连，西与禹

城、平原、陵县为邻，南邻徒骇河与

齐河县、济南市济阳县相接，北以马

颊河与乐陵市为邻。地理坐标为东经

116。41’46"，北纬117。03 716"。南北

长58．5千米，东西宽30千米，总面

积1016．7平方千米。2004年全县辖

7镇3乡，859个行政村，1026个自

然村，12．4万户，51．9万人。人口

密度为每平方千米511人。

临邑县历史悠久，早在四千多年

前的新石器晚期，就有氏族居住。西

周、春秋时期属齐地，邑名犁(犁

邱、隰)。因位于古漯水之南，故又

名漯阴(今济阳县城西约40千米

处)。秦时推行郡县制，置漯阴县。

南朝宋，公元455年(刘宋孝建二

年)，将原漯阴县与著县(今济阳县

境西部)部分土地合并，取汉时东郡

临邑(今东阿)之名，侨置临邑县，

属魏郡。至此，漯阴县改称临邑县。

公元962年(北宋建隆三年)，移县

治于孙耿镇，约在北宋中期，县治又

从孙耿镇北移至现在的临邑县城。后

经历元、明、清、民国各个历史时

期，I临邑县置及境域面积均无多大变

化。但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战争

形势需要，曾先后将县属大部分地区

划归平禹、齐临、齐济、匡五各县，

县城东北局部地区，划归新置临北办

事处管辖。1945年，日本投降后，

恢复临邑县建置。1956年撤销德平

县建置，将原德平县的南二区划归临

邑县。从此，临邑县的境域面积延续

至今。

临邑县的民政机构始建于1939

年8月，时称临邑县抗日民主政府民

政科，1945年解放后称临邑县人民

政府民政科，1958年改称民政局。

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迄今半个多世纪。

近七十年来，在中共临邑县委、

临邑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民政

科(局)由几个人发展到包括残联

(即残疾人联合会、已单设)在内的

办公室、安置、地名、婚姻登记、财

务、优抚、彩票、政权、社会事务、

福利生产、救灾救济、信访、社区服

务、民管、殡仪馆、干休所等17个

科、室、馆、所；其工作范围由战争

年代的动员参军、支援前线、拥军优

属及民政事务调解，到1958年的婚

姻登记、基层政权建设、救灾救济、

优待抚恤、复退军人安置、社会福

利；1967--1976年期间逐渐增加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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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褒扬、行政区划、人口普查、土

地征用、殡葬改革等；1980年以后

又先后增加了地名管理、社会团体登

记管理、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农村养

老保险等；至2004年县民政局已发

展到全方位、多渠道向弱势群体提供

优质服务和社会不可缺少并与人们的

生活紧密相关的一个重要部门。在工

作中，她“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百姓

解愁”，先后开展了“双拥创城"、

“社会救助”、“民政联系户”等一系

列优质服务活动，多次受到中央、

省、市领导机关表彰和嘉奖。

临邑县地理位置重要，古为“用

武之地”、“京津咽喉”，是历代兵家

必争之地。县境在1942年抗日战争

最艰苦的时期是鲁西北被日伪分割封

锁的最零乱、抗日斗争最残酷的县境

之一。具有革命光荣传统，不屈不挠

的临邑人民，历史上曾多次暴发反对

外族人侵、反苛捐杂税、砸毁反动教

堂等革命斗争。抗日战争八年间，有

1362名青壮年参军参战，与日伪顽

寇进行殊死的斗争，其中688名为国

捐躯。解放战争期间，有3025名青

年加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转战南北，

58606名民兵参加担架队、运输队支

援前线，其中1066人光荣献身。建

国后，临邑人民继续发扬光荣传统，

又有许多优秀儿女参加抗美援朝及对

越自卫反击作战，为打击侵略者、争

取世界和平做出了卓越贡献。

临邑县是革命老区，拥军优属工

作基础较好。在长期坚持做好驻军的

慰问、照顾及开展联欢、 “共建”、

“创城"等活动的同时，还先后对烈

属、军属、革命伤残军人采取了代耕

土地、优待劳动日，粮款并优三种优

待形式。1956年合作化后，改为优

待劳动日。1980年农村推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改优待劳动日为优待

粮款。建国后，党和政府逐渐增加了

优抚对象的国家补助。2004年享受

补助的烈属403户、年户均600元，

复员军人1291名、年人均400元。

2001年，全县农村军属优待金实现

了县级统一发放。同时对烈士、牺

牲、病故军人家属和因战、因公致残

的革命军人、工作人员、民兵进行抚

恤；对失踪军人进行追恤。为褒扬英

烈，坚持每年定期对本县境内三处烈

士陵园进行修缮。跨入新世纪后，县

委、县政府与当地驻军协手开展了

“创建双拥模范城’’活动，先后开展

了“心连心，手拉手”、“军地共建”、

“爱心献功臣”、“国防教育”、“党管

武装”、“双四好’’等一系列拥军优

属、拥政爱民活动，收到了良好效

果。2002年临邑县被省委、省政府、

省军区命名为“全省双拥模范县”，

县民政局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全省

双拥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2003

年临邑县被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

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县”。

临邑县自1952年开始接受安置

复员退伍军人。按照“从哪里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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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去’’的原则及“妥善安置各得其

所”的方针，到1957年共安置抗日

战争以来的复员军人3616人。1958

年开始对退伍义务兵安置，至1985

年共接收安置9602人。因1978年后

实行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

度，1986年后既接收志愿兵安置，

又接收义务兵安置。至2004年共接

收安置转业志愿兵和城镇义务兵

3536人，均被安置到县内党政机关

和企事业单位工作；接收农村退伍义

务兵2417人，并对其进行培训，提

供就业机会和跟踪调查。

临邑县地形平坦，境内均为高、

坡、洼相间的黄河沉积平原，宜于耕

作。地势自西南向东北略有倾斜，境

内洼地面积3216万亩，占耕地面积

的21．29％。本县属暖温带半湿润大

陆季风气候，夏季降水集中，春秋冬

季节干旱少雨。历史上干旱、风沙、

冰雹等自然灾害频繁。旧中国如遇重

灾，官府虽亦有赈济、蠲免之举，但

由于层层盘剥克扣，与事无补，人民

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民兴利除

灾，努力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产技

术，尽量减少自然灾害的损失。若遇

灾情发生，即全力救助。与其同时，

对因病或其他各类意外事故造成困难

的群众、残疾人、孤寡老人分别给予

集体照顾，国家救济；对有大病无力

医治者，意外灾祸导致生活困难者，

给予临时救济或定期、定量补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

和政府继续加大救灾扶贫工作力度，

至2004年共计发放救济款2273．57

万元。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村民的日子逐渐富裕。对少数底

子薄、基础差或无劳动能力的群众，

国家实行“扶贫、扶艺、扶本’’的三

扶政策。帮扶困难群众学技术、上项

目。1990年以后，农村社会救济工

作制度初步形成。对有劳能力的困难

户，几经扶持，多数已经脱贫。对无

劳动能力的鳏寡孤独者，实行集中供

养和分散供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救

助。至2004年全县先后建立健全敬

老院10处，人院五保老人408人，

年人均经费达2600元。对特困户、

病灾户、残疾户国家采取区别情况分

别给予定时按季救济和临时救济。

1991年一1996年，全县共救济各类

贫困户4901户，17338人，发放救

济款204万元。1997年全县建立起

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常年特困户

救助制度。城乡社会救助工作逐步走

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2004年全

县救助农村常年特困户1713户，

3279人，年发放特困救济金42．6万

元；城镇低保1362户，3540人，发

放低保金172万元。对各类残疾人，

动员全社会协助，做好他们的康复、

教育、培训，就业等各方面工作。同

时积极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努力拓宽

残疾人就业渠道，至2004年底全县

已举办起中小型社会福利企业4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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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残疾职工75人。

基层政权是设在最低一级行政区

域的国家机关。解放前为保甲制。新

中国成立后，政务院于1950年2月

公布了《区公所和人民政府组织通

则》。临邑随即建立健全了区、乡基

层政权机构(乡级为政府，区公所为

县人民政府派出机关)。是年，全县

建立81个乡(镇)人民政府，各乡

(镇)设乡(镇)长1人，文书1人；

乡(镇)以下设村，每村设村长1

人。翌年春陵县林子区、姜坊子乡划

归临邑。至此全县辖92个乡(镇)

政府。1954年全县实行民主建政，

规定乡(镇)长(包括副职)、政府

委员，由基层选举产生；乡(镇)设

民政、财政、公安、粮食、生产、文

教、卫生等七个委员会；取消村长，

由乡(镇)人民代表推举1人，负责

村的工作。村级组织自1984年底开

始建立村民委员会，至2004年共进

行了8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

是年全县辖乡(镇)11个，村民委

员会859个，村委会干部达2364人。

建国前，临邑县实行的是封建婚

姻制度。1950年5月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实施，提倡恋

爱、婚姻自由，由县、乡的民政机构

负责婚姻登记。1950年至1959年全

县共办理婚姻登记23184对(含复

婚)，离婚登记325对。1980年9月

第一次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颁布，至2004年全县民政系

统依法办理婚姻登记111221对，办

理离婚登记1217对。建国前，民间

丧葬充斥封建迷信，全部为土葬。建

国后，为减少墓地对农田的占用和便

于机械化作业，开始推行以村为单位

公墓。为推动全县殡葬改革的深入发

展，1969年县财政投资8万元，开

始筹建县火化场，于1975年5月建

成启用。是年全县开始推行火化，至

1984年全面展开。1985年至1989年

全县死亡11472人，火化尸体11151

具，火化率达97．2％以上。1991—

2004年全县死亡44655人，火化尸

体43985具，火化率高达98．5％以

上。1998年县财政先后投资382万

元将原火化场迁址县城北部6公里

处。新殡仪馆占地16600平方米，设

施齐全，环境优美。翌年8月县殡仪

馆被民政部命名为国家三级殡仪馆。

1998年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团

体登记管理条例》。翌年，临邑县民

政局启动社团登记管理工作。至

2004年，已对69个社会团体依法进

行了注册登记。1996年8月中央决

定民办非企业单位(简称民非)统一

归口由民政部门登记管理。1998年9

月25日，国务院颁布《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条例就民

非单位的管辖、登记、监管和处罚等

事项作出明确规定。2001年6月临

邑开始启动实施，至2004年先后注

册民非单位306个。

临邑县的区划地名工作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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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在此以后的十年内先后两

次对全县村址、村名进行普查和补

查，并通过普查对全县1026个自然

村、20个乡镇的地名进行了标准化

处理。1990年地名工作由城建委移

交县民政局。1998年9月始县城区

地名管理工作全面启动。历时二年零

七个月，对县城区内的47条主次干

路，350条巷(胡同)和所有小区、

门店、居民住宅进行了系统化、标准

化命名、更名，并设置高标准的标志

牌，为城区居民的生产、生活和日常

交往提供了方便。1999年3月开始

对县级区域界线堪定工作。历时一

年，率先在全市完成了三条线，200

千米的县级界线堪定工作。2000年

一2004年，县局连续五年出色地完

成了对所有县级边界线的联检联查工

作，受到省、市表彰。

社会福利事业是民政部门的一项

基础性工作。它包括有奖募捐、电脑

福利彩票发行和收养登记等项工作。

临邑县有奖募捐工作始于1987年10

月首次自主发行即开型彩票，至

2003年与国彩公司联手发行，先后

举办大奖组7次，累计销售彩票

1291万元，募集福利公益金284万

元；2000年至2004年销售电脑福利

彩票3080万元，募集福利公益金

397万元，为民政事业发展奠定了雄

厚的物质基础。为保护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扶助孤幼，1991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颁布。翌

年，我县开展收养工作。期间国家先

后几次修订《收养法》和收养登记办

法，县民政局始终以法律为准绳，严

格按程序办好每件手续。至2004年

全县共办理收养登记手续271件，合

格率达100％。

民政工作的实践证明，坚持党的

领导，坚持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坚

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勤政

为民，坚持为最困难的社会群体服

务，民政工作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不

断发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实

际情况出发，动员和依靠群众，走国

家、集体和个人相结合的路子，民政

工作才会有坚实的群众基础；解放思

想、更新观念，坚持改革创新，与时

俱进，大胆探索，勇于实践，才能使

民政工作充满生机和活力。展望未

来，任重道远，前途十分广阔，只要

民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继续发扬“孺

子牛"精神，无私奉献，辛勤耕耘，

拼搏进取，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做出

一流的工作，就一定能谱写出新时期

临邑民政工作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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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840年

六月 大雨。临邑、德平、德

县、商河、陵县、平原、禹城、济阳

等县均受水灾。有的村房屋倒塌、庄

稼被淹、陆可行船。多数村庄奉诏缓

新旧钱漕。

1844年

是年，临邑遭受特大涝灾，秋粮

减产五成以上。

1847年

是年，临邑县遭受夏季涝灾、秋

季旱灾。

1854年

是年，秋季临邑县遭受水灾，狂

风、大雨。

1855年

秋，黄河在河南省铜瓦厢决口，

河道北徙，黄水到处泛滥，使临邑、

济阳、禹城、商河等县受灾，庄稼淹

没，房屋倒塌无数。

1875年

春、夏，临邑大旱，小麦无收，

秋减产。

1876年

是年，临邑、德平、德县、济

阳、平原、商河大旱。多数村草根树

皮被人吃净，疫灾蔓延，病死多人。

1877年

春、夏，大旱，临邑、德平、德

县、济阳、平原、商河等县成灾，瘟

疫流行，饿死人甚多。

1879年

是年，大雨，诸水泛滥，临邑受

水灾。

1883年

是年，黄河决口，临邑受灾。

1885年

是年，黄水北侵过临邑，受水

灾。

1889年

是年，黄水溢过临邑，泛滥成

灾。

1890年

是年，黄水泛滥成灾，临邑受灾

较上年轻。

1892年

是年，黄河决口，北溢，临邑受

灾。

1894年

是年，六月初七未时大风并雨

雹，临邑受灾。

1895年

是年，临邑秋涝成灾，岁欠。

1896年

是年，五月初五，烈风疾雨，大

雨连续数日，成灾。



大事记

1897年 1921年

是年，六月初九，大风拔树，十 是年，雨水过多，五谷遭淹，高

三日各湾水溢。 阜地秋收亦减产。

1899年 1927年

是年，黑风起自北方，晴不辨

人，居民昼燃灯火。受风灾。

1900年

春、夏重旱，秋涝，临邑、德

平、德县、济阳等县均成灾，颗粒无

收。

1901年

是年，大雨，庄稼受损，成灾。

1902年

是年，六月瘟疫盛行，人死无

数。

1906年

是年，五月十二日大风拔树，各

湾水溢，俗称水啸。

1907年

是年，七月初二雨雹，禾稼被

击，减产过半。霍乱盛行，人死无

数。

1908年

是年，春大旱，五月下旬始雨，

播种。

1909年

是年，春大旱，三月二十日损霜

杀麦，半收。

1915年

六月中旬，有飞蝗，自北而来，

遮天蔽日。

1917年

是年，大旱，五谷减收。

8"--9月，大旱，降水量不足200

毫米，秋禾干枯，颗粒未收。

1934年

是年，先旱后涝，谷有虫灾，秋

收甚欠。

1939年

8月，建立临邑县抗日民主政

府，设立民政科，第一任科长尚精

诚。

1941年

秋临邑县推行合理负担为保

障抗日军政人员的物资供应，中共临

邑县委根据边区的经济政策，决定在

全县推行合理负担。其方法是，以人

为计算单位，以户为负担单位，以村

为实行单位。除特困户无力负担、特

富户应有捐助外，其余均按照实际收

入情况分十等，合理负担，但最多者

不超过全部收入的35％。这一政策

首先在二区的营子、宫家、羊栏、吴

家、王芦家等村庄实施，继而在全县

推行。同时，县委还在部分群众基础

较好的村庄实行减租减息和优抗政

策。

1942年

四月 县区武装保护灾区运粮车

队由于连年干旱，灾荒严重，加之

敌人实行“三光’’政策，群众生活困

难，卖儿卖女、逃荒要饭者甚多。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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