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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政工作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各级

人民政府都有领导与管理民政业务的职能机构。新中国成立后，

东城区域虽几经变迁，但都设有民政机构或有部门负责民政工

作，并把民政工作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回顾东城区民政工作 46 年的历程，它先后担负着基层政权

建设，居民委员会建设，优待抚恤和烈士褒扬，复员、退伍军人和

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接收安置，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福利生产，行

政区划，婚姻登记管理、殡葬管理，残疾人事业等项工作任务。在

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北京市民政局指导下，全区广大骂政干部

职工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建设地T政权，巩

固人民革命成果，救济灾荒安定社会，支持恢复生产，开展福利

生产和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等方面都做出了成绩。中国共产党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民政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也积极地进行了改革，发生了一系

列可喜的变化。根据党对干部"四化"的要求，一批年富力强、具

有一定管理水平的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岗位。 1984 年 6 月组建东

城区民政局后，建立了岗位责任制，狠抓了干部的在职培训，加

强队伍建设。注意人才引进和培训，注重梯队配备和群体结构的

合理性。机关干部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由 1984 年 6%上

升到 1995 年 65%。广大民政干部树立首都意识和创一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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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意改革，奋力进取。社会各界对民政工作有了进一步认识，更

加关心民政工作，并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基层政权建设、社会保

障事业和行政管理不断拓展新的内容，民政经济蓬勃发展，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有较大提高。为维护首都的社会秩序，促进安

定团结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为东城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起到了积极作用。

纵观东城区 46 年的民政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有些经验

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为了"以史为鉴"，我们编写了这本《北京

市东城区民政局大事记》。编写本书主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作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记述，言简意明，

述而不论，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本书主要记述上级机关和领导同志对本局及本区民政工作

所作的重要决定、指示:重要会议事项;有关民政工作方针、政

策、规章制度的制定、贯彻实施 F体制的改变，机构的设立、撤销、

合并，局领导干部(建局前为科)的任免以及民政工作的重要业

务活动等工作。内容全面，资料翔实，可给人以启示。既可供领

导借以"资治"、"辅政"决策重大问题，亦可使广大民政干部了

解民政工作规律，都有禅益。

本书的编写体例为编年体。上限 1949 年 2 月 5 日，断至

1995 年 12 月 31 日。由于缺乏经验，又限于编寨水平，书中疏漏

不妥之处，敬请读者见谅，并望指正。

编者

1998 年 7 月

.2. 



目录

第一区0952 年 9 月改为东单区)…... .•...••••........•... ( 1 ) 

一九四九年….......…………………...............….. ( 1 ) 

一九五0年…..........................................……( 8 ) 

一九五一年…….....…......………........….......…. (1 6) 

一九五二年......……................….............……. (23) 

一九五三年…........….......…..............….......… (29)

一九五四年.......……..........…...............………. (3) 

一九五五年….........………...............…........…. (39) 

一九五六年….......…...................…….........…. (45) 

一九五七年…..................…......….............….. (49) 

一九五八年…...............….............….........….. (52) 

第三区0952 年 9 月改为东四区) ... ... .•. •.• •.• .....……. (53) 

一九四九年..........................…........….......…. (53) 

一九五0年…….......…..... ...•.. .•. .•••..•.••.••.•••. .•• (58) 

一九五→年………….......…..............….........… (62)

一九五二年...................................….........…. (69) 

一九五三年…........................…................….. c7 3) 

一九五四年……..............….......………........…. c7 9) 

• 1 • 



一九五五年.................................…............... (82) 

一九五六年….........…..................…............... (86) 

一九五七年..............….........…...................... (90) 

东城区0958 年 5 月) .•. ...•.• ... ...….....…................ (93) 

一九五八年….......................................... .....• (93) 

一九五九年................…"…...............…......... (97) 

一九六0年.............…................…................ (103) 

一九六一年..............…........…........…............ (107) 

一九六二年…….............................................. (110) 

一九六三年.............….. .,. ••• ••• ••• ...……............ (113) 

一九六四年........…….....................….........…. (20) 

一九六五年........…. •.•... .•. ••. ... ... ... ••• ••.•.. ... ... ... (122) 

一九六六年….......…...................................... (123) 

一九六七年........….........…...................... ...•.. (125) 

一九六八年….......…..... ... .•• ••. ..• ..••.• •.• .•. ... .•. ... (126) 

一九六九年................................................… (29)

一九七0年................….........….................... (130) 

一九七一年......…..............….......... ............... (132) 

一九七二年….......…...................................... (134) 

一九七三年..................................….........….. (37) 

一九七四年................................................... (142) 

一九七五年...................................………....... (1 45) 

• 2 • 



925837272744244102956 
4
·
E
d
F
b
F
D
E
U
E
U

巧
，
哼
，
。
。
。

o
n
y
n
u

咱
i

。
f
u
n
d
p
o
o
o
n
u
1
A
A

丛x
n
b

τ
i
1
A
1
ι
1
4
1
&
1
4
1
A
1
A
1
&
1
A
1
A
n
r
u
n
L
h
L
n
L
n
L
n
L
q
J
q
u
n
a
q
u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六
七
八
九

O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O

一
二
三
四
五

七
七
七
七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记

后

.3. 



第一区 (1952 年 9 月改为东单区?

一九四九年

二月

五日 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区工作委员会进驻第一

区，开始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工作。成立了以周仁为区长

的第一区人民政府，着手进行兑换金元券，收容散兵游勇，反特

反霸，反抢劫，反扰乱金融，清运垃圾，大搞清洁卫生，整顿摊贩，

整顿交通，募捐救灾，拥军优属，社会救济，组织生产就业，修房

修路，扫盲兴学，建立零售粮店，解决劳资纠纷，扶植工商业等一

系列社会改造和恢复发展生产的工作。区人民政府设一室三科:

秘书室(负责综合)、第一科(主管民政、工商〉、第二科(主管调

解)、第三科(主管文教)。全区管片划分为 20 个街政权单位，负

责各片工作。

十日 区长周仁召开国民党政权内一区区公署(又称区公

所)全体人员会议，宣布对旧人员处理的原则和具体作法: (一〉

每人填写履历表交区政府，然后进行个别谈话; (二)视旧人员职

位之主次及其在交接工作中的表现决定去留川三)本人之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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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去者去。审查结果，旧政权区长梁季述等 9 人思想反动，工作

消极，无真诚为人民服务之心，且官僚作风极大，决定撤职;李启

元等 7 人表现尚好，决定留用。

是月 各军管工作组先后在全区 20 个保辖区内召开群众

大会，宣布废除保甲制度，责令保甲长向人民低头认罪，悔过自

新，戴罪立功。对干事及保丁，根据其政治面目、工作表现和群众

反映，决定去留。全区干事和保丁共 81 人，经审查被撤职的 38

人，占 47%; 留用 43 人，占 53% 。

曰
"一

-
一六日 区人民政府转发了市民政局《关于处理难民还乡生

产路费问题的办法))，并发给全区各军管工作组《难民记帐后付

和乘车介绍信》各 200 张，以彻底疏散难民，使其回家生产。

八日 区人民政府转发市民政局《关于本市旧政权时所征

士兵家属优待办法的训令》。文件规定，凡取得解放战士入伍通

知书者，按革命军人家属对待，未取得该项通知的按一般市民对

待。

A 根据市人民政府批准市民政局拟定的《关于废除伪保

甲制度，建立街乡政府的初步意见>>，开始在第十一街(原十一

保)进行建立街政权的试点，抽调干部 10 多人，分成 4 个组，先

进行了 3 天的调查了解，召开座谈会，掌握群众的思想情况。然

后，正式建立街政权组织。该街有街长，副街长，民政，文教，财

政，户籍，秘书及合作社干部共 10 人。辖区有本司、史家、演乐、

干面等 4 条胡同，共 1624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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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日 在全区推广了在原十一保地区建立街政权的经

验，要求在四月份全区 20 个街通过深入的群众工作和细致的酝

酿筹备，均建立起街政府。

是月 对贫苦市民，特别是生活困难的烈属、军属和革命工

作人员家属进行了急赈，截至三月底，共发急赈粮 1. 2 万斤。

A 郭秀亭任区人民政府第一科(主管民政、工商)科长。

四月

六日 华北军区政治部通知 z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办公地

址设在东四北什锦花园 11 号(原吴佩孚住宅)。

十六日 区长周仁在全区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在全区建立街

政府的报告。要求在彻底摧毁保甲制度的基础上，广泛发动群

众，进行民主选举，建立街政权，并就代表如何产生，保甲人员如

何处理以及干部团结等问题做了分析和说明。

是月 通过民主选举街长建立街政府08 个)为街道一级

政权，受区人民政府领导。

五月

二十四日 区人民政府发出通知，为收容乞丐及小偷扒手，

决定成立乞丐收容处理处，要求对其中有劳动能力的施以训练，

参加生产;对无依无靠的老孤残幼，加以收容，长期救济。要求 6

月 2 日前收容完。收容地点是王府大街路东救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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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二十二日 根据市民政局要求调查名胜古迹的通知，第一

区经过调查，共有 10 处，其中有三关庙、观音寺、清真寺、清泰

寺、吕祖庙、万寿关帝庙、成寿寺、贤良寺、清华寺等寺庙 9 处，国

立北京大学博物馆 1 处。

二十八日 区工委会议研究了组织烈军干属生产问题。全

区烈军干属共 720 户， 2809 人，如按优待条件，共需粮 2. 96 万

斤。工委决定建立烈军干属工厂，以减轻人民负担.

是月 根据市民政局的布置，进行了烈军干属情况的调查。

到 6 月底，共有烈属 2 户，荣誉军人 11 人，军属 554 户，干属 156

户，共 2809 人，其中享受优待补助的 140 户， 395 人.

A 赵清玉任区人民政府第一科(主管民政、工商〉科长.

七月

+六日 根据市军管会《关于改革区街政权及公安派出所

的决定》和市政府《撤销街政权令>>，区政府改称"北平市人民政

府第一区区公所"，成为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同时，撤销街政

府，各街政府与派出所合并。各公安派出所设民政干事一、二人，

负责基层民政和居民工作。

二+四日 第一区区公所，下设一室五科，民政科(8 人)。

三十一日 根据市委宣传部关于纪念"八一"建军节的部

署，区委决定:发动干部和群众写信、捐款对全区烈军属进行慰

问，并号召节衣缩食，支援前线。捐款交区民政科。 "八一"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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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由区长周仁讲"八一"建军节的历史和意义。

八月

九日 结合慰问烈军属，为 496 户， 2188 人发了购糖证，解

决他们购糖的困难。

是月 发动各机关干部开展劳军运动捐款，结合慰问军干

属，发购粮证，解决贫苦军属和贫民购粮困难问题.

九月

二十七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定于北平，并改北平为

北京。从此，原北平市各区都改变称谓。据市政府通知"北平市

第一区"自 9 月 27 日起改称"北京市第一区"，新印章自 10 月 1

日启用。

+月

+四日 根据市救灾总会的指示，第一区由区委会、区公

所、区公安分局和区工会等单位组成了区救灾委员会z各派出

所、居民组长、积极分子和较为开明的有产阶级组成募捐救灾小

组，分别进行工作。召开居民会宣传城乡互助、恢复生产、巩固工

农联盟的重大意义。募捐重点是有宅门的富有者。

同
月

十

二+日 区委书记周仁同志召开有关干部会议，针对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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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价上涨研究如何与投机粮商作斗争的问题，要求组织好合作

社，使大多数劳动人民吃上粮食 z同时研究了冬季救济问题，对

极困难户发给救济粮和棉衣。

十二月

五日 根据市民政局颁发的《北平市移民察北办法》和《北

平市疏散人口办法>>，从 10 月份以来，生产就业分指挥部进行了

大量工作。据统计，已去东北煤矿当工人的 40 人，去河北、察哈

尔、绥远各省小学任教的 39 人，去东北担任会计统计工作的 5

人，参加治河工作的 417 人，去察北、绥远移民的 130 人，还乡生

产的 227 人。其中帮助解决路费问题的 77 户、244 人，补助车票

的 144 人。

十二日 从 11 月 21 日开始的冬令救济工作结束，共救济

了 264 户， 48.5人，发粮 1.66 万斤，棉衣 36 件。

七日至十七日 区长苏捷两次就区政权机构问题写信给副

市长张友渔、市民政局局长董放勤，以及市委副书记刘仁同志。

12 月 16 日又以第一区公所名义就此问题给市政府写了报告。

信件及报告的内容说，在北京这样一个 200 万人口的城市，只有

市一级政权机构是不妥当的。如此做法，使市政府忙于事务，而

区公所对一些能做的事又无权去做，以至许多重要工作被延误，

有助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危险。建议区公所改为区人民政

府，成为一级政权机构。

二十二日 区公所全年组织革命家属生产的情况: (一)洗

衣组，资本总额为口小米(即张家口伏地小米)10 斤，为民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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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洗衣被 386 件，职工 19 人。(二)革命家属被服厂，资本总额为

口小米 3500 斤，拆洗缝制各种衣帽1. 2 万件，职工 50 人，临时

工 217 人。(三)革命家属煤球厂，资本总额为口小米 5000 斤，全

年摇煤球 60 万斤，职工 18 人，积累资金 7877.34 元，折合小米

1. 3 万斤。(四)革命家属豆制品合作社，资本总额为口小米 1200

斤，日产豆腐 20 斤左右，豆浆 10 磅左右，职工 4 人。以上参加人

员最多时 308 人，最少时 32 人。资本总额共为口小米 9710 斤。

是月 据统计，第一区共有烈军干属 1216 户， 6992 人，享

受物质优待的累计 929 户， 2618 人，全年发粮 5.2 万余斤。

A 据区烈军干属机关职工消费合作社总结 :9 月 1 日开

办时有社员 500 人，年终增加到 5232 人。销售细粮576.65斤，粗

粮 5 万余斤，煤炭 93. 65 万斤，日用品 37.35 元。总计全年销售

金额1. 49 万余元，毛利 2872.23 元，费用 847.78 元，获纯利

2024.4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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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是月 整顿了第一、第十三派出所军属组织，补选了组长和

代表.发出了军干属社员证 665 份。

A 对贫苦市民进行了调查。共调查 91 户，其中需要救济

的 73 户。本11介绍免费医疗的 56 人，介绍投考就业的 943 人，

介绍长期工作的 7 人。

二月

二十七日 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区政权组织机构问

题>>，区公所下设 1 室 6 科，其中民政科设民政、社会、优抚 3 股。

是月 革命家属被服厂本月完成制衣 3090 套，每部机器日

产 3 套，返工率已由开始时的 97%降低到 29.4% ，并扭亏为盈，

已盈余小米 510 斤。革命家属煤球厂由于调整了内部组织，减少

了开支，由计时工资制改为计件工资，本月也有盈余。

A 到 2 月底，全区共有烈军干属 1475 户， 6200 人。在春

节期间，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在春节期间开展拥军优属运动周

的通知》精神，召开了军属代表座谈会，组织了联欢会，向前方子

弟兵写信 173 封。同时，为 692 户发给了一次性优待粮 2.53 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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