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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经过编写同志的艰苦努力，

海阳县《民政意》今天问世了，这是全县民政战线值得庆幸的一件

事情。 -’’⋯
民政工作历来是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现阶段，民政都门

承担着基层政权建设，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行政区

划、殡葬改革二婚姻登记等项工作。这些工作的完成，对社会主义 ．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

⋯． 政工作，民政部门在每个革命时期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因此，用

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编写一部《民政意》，既是服务现

实之需要，又是惠及后世之必备。

编写的同志力求把《民政志努编得好一些，但因海阳战乱频

。
仍，史书典籍多有散失，档案文献残缺不全，给编写工作带来了种

种困难，甚至棘手难展。幸有老干部，老军人和老民政工作者，不 ．

辞倦劳，忙中抽暇，提供线索，撰写文稿，对编恚工作做出了很 一

大贡献，更蒙县志办的同志认奠指导，热情帮助，在此一并感

谢。

编写《民政惫》是激硕新的习作，加之编写的同志水平有限，



错漏之处有所难免，敬祈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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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

凡 例

本志主要内容分为大事记，机构设遥沿革、优抚、复退安置、

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区划、殡改、选举、婚姻登记等，其中优

抚、安置、社会救济部分写得较详。

二．．体裁：

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五种体裁，以文字记叙为主、

图、表、照片分别列在有关章节之后。

记：按年编写大事记，统贯民主建政以来，民政工作之重大事

件。

志：用通俗明台的文字，分类记叙民政工作的概况。

传：记载著名革命烈士传略。

图：用绘图．．照片，如区划图、人物照片、文物照片等，标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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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难以表达的内容。

表：将各种统计的数字归纳为表格。志内不足立传的模范人物

也以表歹4。

三、资料：-一’水’-1 i

(一)来源：一是查阅历史资料、档案资料；二是采访、信

访，三是取旧县志的有盆部分。

(二)去取：凡有关资料，均经多方考证，反复推敲，去伪存

莫，去粕取精。拜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断纵写，经纬结合，纵

横交错编纂而成。

四、篇目安排：

本志采用章、节、目三级结构，共十四章三十七节。

五、断限：

本意上限一般写到清代，下限至一九八五年。机构沿革，行政

区划，从本县建遥时写起，自然灾害部分向上延伸到公元六二七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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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事求是：

本意坚持以马歹4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数字、人名、地名，时间力求

准确无误。行文力求朴实，精练，简明。不夸大浴美，不贬低苛

求，避免使用模棱两可的词语。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述而不论，

寓褒贬论断于事实叙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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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政工作概述

民政的概念是伴随民政事务和民政机构的产生而出现的，在特

定的历史阶段有特定的内容，概括起来说，都是国家对人民的一部

分社会事务进行行政管理。但过去的民政与我们现在的民政它的本

质涵义是迥然不同的。查《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两汉均将

户口、风俗、傅籍、更役、恤流民、乡三老、徙豪族，治豪猾、戒

奢侈，劝民桑、禁厚葬、瘗遗骸，假民田苑、恤鳏寡孤独等列入民

政门类。清代有关地方民政、警政治安、疆里版图、救灾救济、营

缮公用、户口户籍、风教礼俗等项皆属民政范畴。中华民国时期，

县政府设民政科(一科)掌管科长以下职员的任免、考核、监督，

训练；根据民政厅的行政法规拟定实施计划；规划区乡行政区划；

调查，改良乡士风俗，推行地方囱治和进行选举；办理赈灾、抚

恤、社会救济；考察礼制宗教；保护文物、古迹、名胜；处理劳资

争议、主佃纠纷及社团立案等事宜。民主政权建立以来，民政仍是

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耍担负着优抚、复退安遣、生产救灾，．社

会救济，社会福利、民主建政等项行政事务。就其性质而言，毛泽

东明确指出“民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

追溯本县民主建政四十多年来的民政工作历史，大体可分为四

个阶段’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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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抗日战争静解放战争时期，民政工作主耍是动员参

军参战，调拨民力支援前线，抚恤优待烈士家属，照顾抗(军)

属，安置残废、复员军人，救济战灾人民，建立基层民主政权，巩

固革命根据地o

’第二阶段，建国初期，民政工作主要是发动荤众生产囱救，节

约备荒，解决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及优抚．．安遥、

民主建政、基层选举等。
。

第三阶段◆国家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主耍是认真贯彻

执行国家颁布的民政法律和条例，使优待抚恤工作形成制度，使复

员军人得到安遥，使人民战胜灾荒，使困难户和孤老残幼的生活得

到保障，、并负责婚姻登记，殡葬改革，行政区划，收容遣送等事

宜。“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民政政策、方针被搞乱，民政干部

受打击，优抚对象遭迫害，使民政工作受鲥很大损失。
’

第四阶段，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民

政部门的主耍任务是优抚、复退安遣，生产救灾，社会救济和社会，

福利，并承办行政区划，婚姻登记，殡葬改革及党和政府交办的其

它事项。从l 9 7 9年开始承担县社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

的具体事务。1 9 8 2年基层政权建设又是民政部门一项重耍任务。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政工作出现了新局面，扶贫扶优，福

剩事业'．优抚安置，开拓了新路子，取得了新成绩，使民政工作逐．

步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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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工作大事记

194'1年(民国兰中年)

4月9日县委在小店村召开两千人的荤众大会成立民主政府，

选举张维兹为县长。下设一、二、三科，一科为民政科，刘荣健首

任科长o

7月，抗日民主政府在根据地肉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在

政衩建设方面，实行“三三制"，县级机关七十一人中，革命力量

(党员)二十一人，进步力量(开明人士)二十一人，中间力量

(可争取者)三十人。之后，政府先后四次召开士绅名流大会。

10月，全县将旧有县辖六个区，改划为八个区。
。

冬，海阳县参议会在石现召开成立大会，选举刘子刚为参议

长，j-4梦溪为副参议长。

同年，久旱不雨，小麦几乎绝产，秋粮残产大半。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改一科为民政科，毕加荣任民政科长。

114 17日，日伪军二万余人向胶东抗日根据地拉网“扫荡”，

114 24日，合围马石山，菜、海、牟等地五百多名摹众残遭杀害。

事后，民政部门派员安遥慰问了受害家属。

1944J乒．(民国三十三年) ，

’‘8月，全县普遢推行公民登记，进行基层选举。县成立选举委员

会，各救会长张汇川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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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牙前县成立，海阳的郭城区，徐家店区及昌水区的二十

七个村庄划9j牙前县。
‘

同年，盖加年任民政科长。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

． 5月9日，日伪军窜入海阳嗑子山区，盘据一百零五天，烧，

杀、抢、掠，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无人区。

．’8月，日寇宣布投降后，海阳组织子弟兵团一个营，开赴前线。

9月，县成立救委会，调查八年抗战损失口共估价八亿零五百四十

九万零二百七十二元(北海币>。全县平均每人损失二千二百零六

元。

9月，全县发动一千名青年参军。

10月，海、阳县委、县政府迁至东村。

同年，联合国救济总署拨来三批救济物资，计有面粉二万一千

五百八十袋，衣服、药品、菜种、奶粉等九百七十八吨，发给小

纪、大山、行村、磊石等四个区的荤众，以及马石山惨案的受害者，

同年，首次安置荣、复、转业军人八十五人。

同年，为纪念胶东战斗模范王彩春，为国牺牲，将王彩春的家

乡王家泊村更各为·“彩春泊”。
．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

．春，为支援烈军工属春季生产，全县对四千五百五十五户烈军

工属实行春耕贷款，共贷十万零五千元，捐款六万元。

春，县成立了难民招待所，收容囱却墨进入海阳之难民四百三

十四人。

11月7日，为纪念抗日救国牺牲的烈士，在东村镇十字街口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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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抗日烈士纪念碑。

11月，全县动员_千四百一十_名青年参军。

12月，出担架二千三百九十八付，民夫四万六千七百一十二名，

支援前线。

．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2月，全县二千二百七十名青年参军。

2月，海阳县政府成立支前指挥部，全县组织了一千余人的子

弟兵团，支援鲁南战役，历时六个月，被誉为“支前模范县"。

3月16日，支前指挥部，下设民力调拨站，过往接待站。各区

设民政助理，荣优助理，乡、村设民政委员会。

8月，沿海受海潮灾，东海专署拨给牲口三十一头，救济款二

千六百万元。
’

同年，纪上林任民政科长。

秋，在大参军运动中，全县有五千九百九十名青年参军，五百

二十名参政。

，r 11月7日，蒋军五十四师及还乡团窜入海阳境内，在凤城盘据

三十五天中，杀害荤众七十三人，拆毁烧塌房子二千四百一十三

间，抢走，杀死大牲畜四百五十四头，猪羊三千零四十头，鸡鸭一

万九千七百七十七只，抢去衣物四万九千五百多件，粮食五百四十

四万斤。其它损失折款四百多万元。

12月11日j敌人由海上逃窜后，政府立即迭粮、贷款帮助难民

重建家园。

同年，县政府成立荣优科，徐彬任副科长。 、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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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遵照华东局“生产不荒一亩地，救灾不饿死一个人，，的

指示，动员全县人民掀起了生产救灾运动。

9月，海阳组织一千名民夫支援淮海战役，．．历时四个月，受到

华东支讨指挥部的表扬，荣获了奖状。

12月，组织担架一百付，担子二百担，民工共八百四十二名，

随军南进，历时九个月，荣获了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

12月，全县有一千余名青年参军。

1949年

春节，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兵团组织了家属慰问团，带慰问信七

千七百余件，小麦三万二千斤，来海阳各区慰问烈军属。

同年，转发了省制“烈士家属优待证，，、“革命军人家属荣誉

证"，“革命军人家属优待证，，，“荣誉军人抚恤证"、“复员军

人革命工作人员家属证，，。

7月29日，发生有史记载最大的海啸，全县二百六十七个村

庄，一万五千九百四十一．户受灾，五万四千余亩农田被淹没。灾

后，政府组织抢救队，奔赴灾区，发动荤众，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乡手减免被淹土地的农业税。。 、

8月，荣优科与民政科合并为畏政科，下设荣优股，战勤般．．

民政股，各股设股长一人，干事二人。

12月，全县首次全面检评残废等级，原有残废军人三千三百七

7十二名，有二百八十九名因康复，撤销残废证。全县残废军人，按

学区片划分了大组．村设小组。

12月，本县船工一百二十八人，乘船十八只，支援解放舟山荤

岛，舟山解放后于1950年7月复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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