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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写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

’，1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按照一j
i，。 其本来面目，以科学的态度本着新的观点、新的方法，详今略古，

。 言简意明的原则，客观地反映不同时期安阳民政事业的全貌。
≯ 一， 入志史料，上限于1912年(有的追朔到清代中叶)，下断

．． 1987年底。全书由概述、大事记、民政业务三部分组成，实为安． ．

’

阳市第一部纵述民政事业发展的史集。望能通过它的出版，起到
“

。；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关心民政事业的积极作用，使安阻市民政工

一作不断得以全面发展和创造更大的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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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民政局局长 张文博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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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安阳市民政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张文博 ‘t

一 ’成员：王克振李守温陈泽浩

。? ，冯仁杰姚恒顺t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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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安阳市民政志》编辑室

‘．

●．_ #，，

．
．

．’主任：陈泽浩 ，一 r．． ：．一

：- ，

‘ ‘

‘

。副主任：马建设马德顺 田中和 ，

主笔；王谋辅
“

’

一

． 编辑：王谋辅李治平赵琪
‘

审稿：马德顺常建中

，’校对：王谋辅李治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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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1)

大事记⋯⋯⋯⋯⋯⋯⋯⋯⋯⋯⋯⋯⋯一⋯⋯⋯⋯⋯⋯⋯⋯·(7)

第一章，建制沿革一 +一I：。I。1一’一。“ 一
’

二第一节安阳名之演变⋯⋯⋯⋯⋯⋯一⋯⋯．．．⋯⋯⋯(55)

’第二节．民政机构与管理j⋯⋯⋯⋯·：：”。o⋯⋯厶．．．⋯·(56)。

-”．1历代民政机构⋯⋯⋯⋯．．．⋯⋯j⋯⋯i”⋯⋯⋯⋯“(56)

。2+’民国时期民政机构设置”：⋯⋯⋯⋯⋯⋯一!⋯⋯”，(w)

：“：3新中国成立后民政业务及机构设置“⋯“_⋯⋯·≮58)

4区、乡民政机构设置⋯⋯⋯⋯⋯⋯·⋯⋯⋯⋯⋯“(60)

j，，5民国时期历任县长及解放后民政工作人员职名⋯¨”
’

⋯⋯·⋯⋯⋯⋯⋯”⋯⋯·····⋯⋯⋯⋯j⋯⋯⋯··；·(60)

第二章行政区划 !，‘。t
．

’，一’ 。

，，第一节安阳城廓疆界⋯⋯⋯o一⋯⋯⋯⋯⋯⋯⋯⋯(81)’

‘’第二节解放前境域演变?⋯⋯⋯⋯⋯⋯．．．⋯⋯．．．⋯”(82) ，

’‘1清末区划⋯”：⋯⋯⋯⋯⋯⋯⋯jk“⋯·：⋯⋯⋯⋯(82)。’

2民国时期区划⋯⋯⋯⋯⋯⋯一⋯¨⋯⋯⋯⋯⋯⋯一(82) 。，

“3抗日战争时期区划⋯⋯⋯⋯⋯⋯．．．⋯⋯⋯⋯⋯．．．(84)L^

4解放战争时期区划⋯⋯⋯⋯⋯⋯．．．⋯⋯“⋯⋯⋯(85) 。；

‘第三节解放后境域演变⋯“⋯⋯⋯⋯·；⋯⋯⋯⋯⋯“(87)

j l市区扩大⋯⋯⋯⋯⋯⋯⋯⋯⋯⋯‰小⋯⋯⋯．．．⋯(88) ．‘

。．2市区调整⋯⋯⋯⋯⋯⋯．．．⋯⋯⋯··：⋯⋯⋯⋯；⋯：·(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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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基层政权 ．

，

概述 ⋯⋯⋯·”⋯⋯⋯⋯⋯⋯⋯⋯⋯⋯⋯⋯⋯⋯⋯(95)

第一节废除保甲制⋯⋯⋯⋯⋯⋯⋯⋯⋯⋯”j⋯⋯⋯(97)

第二节建立街道办事处设立居民委员会⋯⋯⋯⋯⋯(100)

1街道组织演变⋯⋯⋯⋯⋯⋯⋯⋯一⋯⋯⋯⋯⋯(100)

2街道组织的职责范围⋯⋯⋯⋯⋯⋯⋯⋯⋯⋯·：·(135)

7第三节建立农村乡政权设立村民委员会⋯⋯⋯⋯⋯(135)

．1农村基层政权演变⋯⋯⋯⋯⋯⋯⋯⋯⋯⋯⋯⋯(135)

，2乡人民政府的职权及村委会任务5⋯⋯．⋯⋯⋯⋯(158)

第四章优抚安置 。 二一 。j．
，

第一节．民国时期征兵和抚恤⋯_，⋯⋯⋯⋯⋯“⋯⋯·(159)

1征兵⋯⋯⋯⋯⋯⋯⋯⋯⋯⋯⋯⋯⋯⋯⋯⋯⋯⋯(159)

．j 2抚恤⋯⋯⋯⋯⋯·⋯⋯⋯··⋯⋯⋯·j⋯⋯⋯·：⋯”．(160)

i。，3抚恤标准⋯⋯⋯⋯⋯⋯⋯⋯．．．⋯⋯“”⋯⋯⋯·(161)

第二节解放前后的支前工作⋯”⋯⋯⋯⋯一⋯””⋯_，(176)

f：二，1、建立军事供应站函⋯．^．一⋯．．．⋯．．，·．．．·⋯⋯⋯⋯“(178)

j，2设立复员退伍军人转运站⋯⋯．一2⋯·?·一．．．叩”(180)

’，第三节解放后各时期的征集及优待抚恤⋯·”⋯⋯⋯’(181)

*l褒扬革命烈士，⋯⋯⋯⋯⋯．⋯⋯⋯⋯⋯一⋯⋯⋯(183)

一。(1)烈士陵园建立⋯⋯⋯⋯⋯⋯⋯⋯⋯．．．⋯⋯⋯⋯(184)

：，(2)编印革命烈士英名录⋯⋯⋯⋯⋯．．．⋯⋯⋯⋯⋯(186)

， ，(3)著名烈士简介⋯⋯⋯⋯．．．．．．“⋯⋯⋯⋯⋯⋯一?”(186)

⋯2伤残。牺牲、病故抚恤⋯⋯⋯⋯⋯⋯⋯⋯⋯¨⋯(189)
‘

(1)残废人员抚恤标准⋯⋯⋯⋯⋯⋯⋯⋯一⋯⋯”(203)
．2．



．“ 、一(2)牺牲、病故抚恤标准⋯⋯⋯⋯⋯⋯⋯⋯⋯⋯．．．一(218) 、．

’

：’73．优待补助⋯．．．⋯⋯”⋯⋯⋯⋯⋯⋯⋯⋯⋯·‘⋯⋯(222)
’

+。

⋯． ’“(1)国家补助⋯⋯⋯⋯⋯⋯⋯⋯⋯⋯：⋯⋯⋯；⋯·(222)⋯7，。

：’‘(2)群众优待·“⋯⋯⋯一⋯⋯一⋯⋯⋯“⋯⋯”“(224) ，

。(3)农业集体化后的优待形式⋯⋯’⋯o⋯⋯⋯⋯(224)

(4)农村生产责任制变更后的优待形式·⋯⋯⋯“(226) ’，～

’’ ‘4|。拥军优属t．．⋯⋯⋯⋯⋯⋯⋯⋯⋯⋯⋯⋯!．．．：⋯．·(226)
‘

-一 5历次“双拥”代表会⋯⋯⋯．．．⋯⋯⋯⋯：⋯⋯⋯”(227) ，

‘， j。6优待对象普查登记⋯⋯⋯⋯⋯⋯⋯⋯⋯⋯⋯_(231)．
二

～ +：第四节j复员退伍军人安置⋯一⋯⋯·：⋯⋯⋯⋯⋯⋯一(239) ^

‘
‘。。1复退军入安置工作的演变。⋯⋯⋯⋯“⋯⋯o(239)“1

’

，

-， ，一2’有关安置工作规定．．．⋯如⋯⋯．．．一⋯⋯·，：⋯m(241)
“

， 3～接收安置⋯⋯⋯⋯⋯⋯“⋯⋯⋯⋯⋯⋯⋯⋯⋯·(245) ．

第五章+社会救济～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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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旧制社会救恤⋯⋯⋯⋯⋯⋯．．．⋯⋯⋯⋯⋯⋯(24”．。
一--

j。?’l救恤事业溯源⋯．．．⋯⋯小⋯⋯．．，⋯⋯⋯⋯⋯“(249)

。 ．7·2’民国时期的救恤设置⋯⋯一⋯⋯⋯⋯⋯⋯⋯⋯(251)
‘

；

’、。，
3 民国时期的赈济措施⋯⋯⋯⋯⋯⋯．．．“一∥⋯·’(252)

，．‘ 第二节解放后城市社会救济⋯⋯⋯⋯⋯⋯⋯⋯⋯⋯，(253) 。

1城市社会救济对象和范围⋯⋯⋯⋯⋯⋯⋯“西(254)

2救济标准和方法⋯．．．⋯．．．⋯⋯⋯⋯⋯⋯⋯⋯⋯(254)。
’

，． 第三节解放后农村社会救济⋯⋯⋯⋯⋯⋯⋯叫⋯⋯．(257)
。

。．

．

’

1农村社会救济对象和范围一一⋯⋯⋯⋯⋯⋯⋯‘(258)

供给、补助标准和作法⋯：一⋯⋯⋯⋯-⋯⋯⋯．．(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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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村扶贫⋯⋯⋯⋯⋯⋯⋯⋯⋯⋯⋯⋯⋯⋯⋯⋯(261)

第四节移民安置⋯”⋯⋯⋯⋯⋯⋯⋯⋯⋯⋯⋯⋯⋯·(265)

‘l安置人口界限⋯⋯⋯⋯⋯⋯⋯⋯⋯⋯⋯⋯⋯⋯(266)

一’2建房补助标准⋯⋯⋯⋯⋯⋯⋯⋯⋯⋯⋯⋯⋯⋯(266)

3经费及安置情况⋯⋯⋯⋯⋯⋯：⋯⋯⋯⋯⋯⋯”(267)

第六章灾害救济
!

第一节清末以来自然灾情大事考⋯⋯⋯⋯⋯⋯⋯⋯(269)‘

一第二节 民国时期救灾情况⋯⋯⋯⋯⋯⋯⋯⋯⋯⋯⋯(279)

第三节解放后的救灾工作⋯⋯⋯⋯⋯一⋯⋯⋯⋯⋯(280)

第七章社会福利事业 ．

。 一
。

。第一节。社会福利事业概述⋯”⋯⋯⋯⋯⋯⋯⋯⋯∥·(289) ．

，第二节，安阳市社会福利院⋯．．．⋯⋯⋯⋯⋯⋯?⋯⋯”(290)

第三节安阳市儿童教养院⋯⋯⋯⋯⋯．．．⋯⋯⋯⋯?”(293)

第四节安阳市按摩医院⋯⋯⋯·：⋯⋯⋯·一一_¨⋯·、(295)_

第五节安阳市盲聋哑学校⋯⋯⋯⋯．．．⋯⋯“⋯⋯．．．(297)，；

第六节安阳市盲人聋哑人协会一⋯⋯”7．．．．．．_一⋯(300)
‘

‘第七节．残疾入抽样调查⋯⋯⋯⋯⋯⋯!⋯⋯⋯⋯_“(303)
。

第八章社会福利生产 ，

_， 一。，

；1概述⋯⋯⋯⋯⋯”·⋯⋯⋯⋯⋯⋯⋯⋯⋯⋯⋯⋯⋯(304)
‘

2生产人员⋯⋯⋯⋯⋯⋯⋯⋯⋯⋯⋯⋯⋯⋯．．．⋯⋯(305)

、，3生产管理⋯⋯⋯⋯⋯⋯⋯⋯⋯⋯⋯⋯⋯⋯⋯⋯⋯(306)

、4工资奖励⋯⋯⋯⋯⋯⋯⋯．．．”⋯⋯⋯⋯⋯⋯⋯⋯·(307)

5扶持与税收⋯⋯⋯⋯⋯⋯⋯⋯⋯⋯⋯⋯⋯⋯⋯．：．(308)

6民政企业改革⋯t．．⋯⋯⋯⋯⋯⋯⋯⋯⋯⋯⋯⋯⋯(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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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收容与改造·。：九‘：：。。”。‘．』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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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收容遣送⋯⋯⋯⋯⋯⋯⋯⋯⋯⋯⋯⋯⋯⋯一、(313)。．，
●

一

’ 、

一．1收容遣送站的建立与演变⋯⋯⋯!⋯．．．⋯．．．．．．”j(31”．
， · ，一

．， 2收容遣送站的性质与任务叩⋯⋯⋯¨⋯⋯”：⋯(31 6『)．， ，

，
， ^}

j 3管理教育⋯⋯⋯“⋯⋯⋯⋯⋯⋯-·一．．．⋯⋯⋯一(317)
·： ～ 一 唪 ’

，’4遣送和安置⋯⋯⋯⋯⋯⋯⋯m⋯⋯·i⋯⋯⋯⋯·(318)

第二节游民改造⋯⋯⋯⋯⋯⋯⋯⋯·?汕⋯⋯⋯⋯⋯·“(323)
。

第三节娼妓改造⋯⋯⋯⋯鬯⋯⋯⋯⋯⋯⋯⋯⋯⋯⋯(325)

第四节烟毒治理⋯⋯⋯⋯⋯．．．⋯⋯⋯脚⋯⋯⋯⋯⋯(327)
●

．第十章·婚姻家庭疗 t。． ．，7 二?√‘‘、 - 、囊

。，，。 ，5第一节婚姻制度沿革⋯⋯．：．⋯⋯⋯⋯⋯⋯⋯．．．⋯⋯(330)
。

；．

．．；．， 第二节婚姻登记．．．‰-．．⋯·：⋯⋯⋯⋯⋯．．．⋯⋯¨⋯·(331)
4’

。

童、第三节家庭关系⋯⋯⋯．．．⋯⋯⋯⋯⋯⋯⋯⋯⋯⋯⋯(340) ：，

， ，，‘第十一章殡葬事业．． ～，‘9。’ lh，i：’t— j，
”

“

第一节丧葬制度的演变·⋯⋯⋯⋯··!”西⋯⋯⋯⋯⋯(341)

’。。．第二节=安阳丧葬礼俗⋯⋯⋯⋯_⋯⋯⋯⋯⋯⋯⋯⋯(342)

t ．I，第三节殡葬改革与管理⋯⋯⋯⋯⋯⋯．．．⋯⋯⋯⋯⋯(345) 、：

，；

。

， 1兴建人民公墓⋯⋯．⋯⋯⋯⋯⋯．，．．⋯⋯．．．⋯⋯⋯(345)

．，
，， 一：2。推行火葬、改革土葬．．．⋯一_⋯⋯o⋯⋯⋯⋯⋯．，(346)

。、

．’ 。，-3 j现行火化收费标准⋯⋯”?⋯⋯⋯⋯⋯⋯⋯⋯”i(350)’

第十二章民政事业费． 。 ‘，’”

‘

： ‘．第一节民政事业费的作用和使用的依据⋯⋯⋯．．．o(351)‘
。

j’ 、第二节。民政事业费的管理使用原则和范围⋯⋯⋯⋯(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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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三节 民政事业费的发放方法、报销手续及有关管理制度
，

．

， ’

-
。

。，⋯⋯⋯⋯⋯⋯⋯⋯⋯⋯”⋯⋯⋯⋯⋯．”．．，⋯⋯⋯!(354)

1指标分配和款项划拨⋯⋯⋯⋯⋯⋯⋯⋯⋯⋯⋯(354)
‘

2报销手续⋯⋯⋯⋯⋯⋯⋯⋯⋯⋯⋯⋯⋯⋯．．．⋯(355)

3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355)

4社会福利生产单位的财务管理⋯⋯⋯^⋯⋯⋯·(356)

5财务管理机构与制度⋯⋯⋯⋯⋯⋯⋯⋯⋯⋯⋯(356)

’第四节财务管理的沿革及事业费收支情况⋯⋯⋯⋯(357) ．

附录l安阳市革命烈士英名录⋯⋯⋯⋯⋯⋯⋯⋯⋯⋯(363)

．附录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军155师464团《烈士墓记碑

．． 文》⋯⋯⋯⋯⋯⋯⋯；⋯⋯··．．．⋯⋯⋯．．．⋯⋯⋯(409)

附录3为纪念安阳解放中共中央华北局致电勉励42军电文
’

●

；⋯⋯⋯⋯⋯⋯⋯，⋯⋯⋯⋯⋯⋯⋯”⋯⋯⋯!·⋯⋯·j”(410)
。 一

附录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总部致电嘉勉42军并号’

⋯ 。召继续努力整顿纪律的电文．．．⋯_⋯t．．．．．⋯．．·(411)

附录5解放安阳之役战果报导⋯⋯⋯¨⋯⋯⋯⋯⋯⋯(412)

． 一·(新华社北平15日电及新华日报太行版1949年1365
。’

．号文) 一， · 々

． _
j

—

附录6安阳攻城作战中歼敌缴获统计表．．．⋯⋯⋯．．．⋯(413)

编后⋯⋯⋯⋯⋯⋯⋯⋯⋯⋯⋯⋯⋯⋯·j⋯··≯⋯⋯⋯⋯(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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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工作在我国历史上均为国家行政机关工作的一部分。

无论西周时期所设的地官司徒，汉以后各封建王朝所设的民‘

-， 曹、民部、户部，以及清末、民国时期设立的民政部、内务部或内 。
，

‘民政部主管的各项民政工作，都是施行民政事务的重要职能部
、

。

一 《礼记·礼运篇》载，“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用所长，鳏

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些安民悠关的大计，都是通过民政

一j。 工作加以实施以解决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调解社会关系，促进社 ，
，

，

，：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九月统一改革官制，清政府
‘

?一 设置民政部，下辖承政厅(相当今之办公厅)、参议厅(议订法令

’‘事务，省由布政使司，县由户房署统管。民国初期，中央设内务

⋯ 部，省设内务厅，县设内务课。民国十六年(1927年)中央改设内。。． ．、

‘

政部，省改设民政厅，县改设民政科或第一科。旧时安阳一直为

‘地方府、县治所，所司民政事务相应扩大，凡有关地方官吏任免、
。1

， 行政区划、地方自治、疆界、选举、赈灾、救贫、户籍、．征役、褒恤、
”

．地征、警务、禁政、礼俗、宗教以及慈善事业、著作出版、社团登．．

||+i、≯。o i||j。一。氐f i、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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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二十二年(1933年)，方策撰修《续安阳县志》载：I民政志者，

一土地、二户口、兰行政区翔、四自治、五警务、六卫生、七仓储、

八救恤，其它分入社会志及宗教志篇。”

安阳地处豫北重镇，沟通晋冀鲁豫四省边陲，土地肥沃，物

产丰富，商贾云集，文化昌盛，历代京畿更迭，兴师动戈，素为兵

家常争之地，加之洹水泛滥，干旱莫测，致匪患猖獗，民不聊生。

辛亥革命后，又处于军阀割据局面，政府法制朝令夕改，县制为

地方势力所把持，虽有民政机构，也无法施展。以《续安阳县志》

载“救恤”为例，清创办栖流所，收容外来贫旅，或施放孤贫粮，民

国相继办有养济院、普济堂、妇孺栖流所，官办救济院，冬赈委员

会及旋饭厂，还有邑人集资义举施饭厂。虽举办有这些赈恤或慈

善施舍，总因政事腐败，官员私吞，则贫民受惠甚微，至解放前

夕，仅存有官办救济院，为人民政府所接收。?j ∥．． 、‘

综观漫长的旧社会，民政事务确有一部“民之憔悴予虐政?

的历史，偶有改良倡施“仁政”．，但都不熊从根本上克服封建社会

固有的阶级矛盾，致社会一片混乱，人民怨声载道，长期处于焦

虑不安之中。 ， w；’，．’

、V 一

，．

t’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安阳市人民政府设民政局(1949

年5月为市政种，1950年底为民政科，19s9年改为民政局)，为

市政府重要职能部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承担了繁

重而光荣的任务。 ．
i j

“ “
i

．．在1949—1951年三年的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民

政部门担负的任务是：(1)接管旧政权安阳县政府有关民政事

项，建立新的民政业务管理体制和工作秩序}(2)开展优抚、救济



工作，包括拥军优属、支援前线、烈士褒扬、牺牲、病故抚恤、复员

，， 转建安置、遣送流散在本市的灾民、难民、乞丐及散兵游勇、举办

孤老残幼的收养救济，建立生产教养院，组织生产自救，发放社

．” 会救济；(3)开展民主建政，建立基层政权，包括废除保甲制度、

建立居民、村民组织及基层选举；(4)对旧社会遗留下的娼妓、游

，， 民、嗜烟毒者进行改造；(5)行政管理工作包括行政区划调整，社

团管理登记、民族事务、侨务事务及婚姻登记、人民公墓等。这一。，，

时期民政部门以优待抚恤、复员安置、社会救济及生产救灾为主

要任务。随着民政工作方针的转变，自1955年以后，属于基层政

4． 权建设工作，民政部门“只能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承担一部分具

·体的组织工作和技术工作。"、7．‘ 一√ ：； ⋯， t

．．‘

7． 1956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十年中，原属民政部门担负的 +

部分行政管理工作逐步交出，如宗教、侨务工作于1964年移交

市委统战部，自此，民政部门着重以优抚安置，社会救济、救灾及
‘

政府交办的有关事宜为民政之主要业务。在此期间，群众性的拥 ，

一 军优属活动持久开展，成为良好的社会风尚，救济事业以举办多． 。

”’

种形式的福利生产组织，吸收烈军属、复员军人、城市困难户、社 ：。

会闲散人员和盲聋哑残疾人员开展生产自救，以作为社会救济 j

，：。“’： 的根本途径。在这些福利生产厂、组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一些
‘

， 以安排盲聋哑残人为主的社会福利工厂，从而解决了他们生产、’

， ，?生活上的困难j，对在1959年一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流入城市
‘

的农民及196l—1965年精简退职的老弱病残职工的生活困难 一。

问题，通过收容遣送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他们得以返乡安置

和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为安定社会秩序，巩固国防，保障人民正

j。 ／7 。。

’

·3· ， ·

， ／
。

‘

．

一
。

．一 。

‘

j。I：』 jj

·? 。一
．

。

i’ ．



常生活，支援国家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

崩文化大革命”期间，1969年中央撤销内务部，从省到基层

民政机构相继削弱，原民政业务工作归其他部门代管，市民政则

隶属于市计划委员会领导，设民事组，为市计委的办事机构。

1972年民政、劳动合署办公，定名为“市革命委员会民政局”，至

1973年民政、劳动分署后，始恢复并开展专业工作。1978年2

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设立民政部，从而恢复并理顺

了各级民政部门的隶属关系和业务范围。特别是1978年12月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新时期中，民政工作迈开了改革步伐，基层政权建设，优抚

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行政区划，婚姻登记，殡葬改革等工

作，为民政主要业务。这些工作“有的属于政权建设的一部分，有

的属予社会保障的一部分，有的属于行政管理的一部分”，在为

这三个一部分工作中，努力做到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_^．社会保障方面：1985改进郊县农村优抚对象的优待办法，

． 由过去村筹村管改为乡筹乡管”，统筹留成，平衡负担。，1986年7

月确定郊区、县优待2．5万余卢，现金530余万元。开展农村扶

贫扶优工作，从发展生产入手，由单纯的生活救济，改施以为坚

持治本与扶志相结合的办法，因地因户因人制宜发展多种经营，

广开商品生产门路，举办经济实体，结合农优办法，扶持优抚救

，济对象和扶助农村贫困户(注：生活水平在年人均收入120元以。

下的)，给予资金贷款，提供信息，发展生产，先解决温饱，而后走 ．。

致富道路。1984年，全市五县(安阳、汤阴、林县、浚县、淇县)及

市郊区集资93，方余元，扶持11270户，占应扶持户的34．9％，
． ． ·4·

’
’



V，经过扶持，均解决了温饱问题。1986年区划调整，五县(安、汤、． 。。

’’

林、内黄、滑县)及市赧区93个乡全面开展了“双扶”工作。社会

福利事业及福利生产初具雏型。1985年除改善市社会福利院生。 ·

。

活条件外，对收养人员开展了自费代养业务，由救济教养向供养 ．．

。■ ．康复发展。1987年县乡先后建立39个敬老院(其中乡办28所， ： ’。．

．，

1· 村乡11所)，设床位449张。对五保户的供养，由分散供养，逐步 ?

一． j 转向集中供养，使之欢渡晚年。社会福利生产，1979年撤销局生‘ 。

一 一产科，成立民政正业公司，1987年撤销工业公司成立局福利生 t‘：

产办公室，负责指导和统一管理局属企业及福利生产，使134名 ’、

～。
。 盲聋哑残人员得到了安置，1987年工业总产值292．84万元，实

‘

现利润12．53万元。同时积极推广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经验，使
+‘

，‘ 不少退伍军人在服役期间掌握一技之长，仅1986j1987两年推 ，。

．，-”荐、协助聘用军地两用人才1710人，使之退伍后备得其所。建立：’， 一

’。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为军队离、退休千部服务，1979年建所 ，

’7

至1987年，除按规定将部分红军及地方老干部移交老干部局
+。

外，使111名军队离退休干部携眷得到安置。 ． T、’
。

．

一’j 基层政权建设方面：随着形势的发展，市区街道组织进行调

整，1987年底市区街道办事处为21个，共辖居民委员会201‘ ，

‘。、 t。。。个。1983年lo月，撤销农村人民公社，重建乡政府和村民委员’ ．

。

会：’是时计市郊区5个乡、辖145个村民委员会，盅县设乡(镇)．‘

88个，辖3080个村民委员会。 j n。1。 ．；’ 。：．．。‘。t
‘

’‘

’：行政管理方面：贯彻执行新《婚姻法》和省制定的《婚姻登记

‘实施细则》，市局负责涉外婚姻登记，区、乡民政部门负责办理当
4

地结、离婚及复婚手续。加强殡葬改革，促进火化事业的发展。为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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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做好盲人聋哑人的工作，调动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为实，

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于1978年重新恢复建立市盲人聋哑人

协会，正式开展工作。 ．。j
，，

- 一‘；，
一

‘．为实现新时期所赋予的任务，根据1983年第八次全国民政

会议精神和民政部提出的民政工作各项方针，积极开展各项业

务，即在优抚工作方面，全面贯彻“思想教育，扶持生产，群众优

待，国家抚恤”，以保障优抚对象的生产、生活；复员退伍安置工

作，本着“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的原则，把安置重点放在农村，

以充实农村的骨干力量。对城镇退伍军人，继续执行“按系统分

配任务，包干安置”的办法，为安置就业探索新路子；救济救灾工 ．

作。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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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扶贫“五保”工作方面，积极帮助贫困户

发展农副业生产，树立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信心，逐步达到脱’一

贫致富的目的。对农村“五保”户要因地制宜地做好供养工作，积
’

极举办敬老院和其他形式的养老事业。在城区以“双福”为重点，

对社会福利生产和社会福利事业要在巩固中求发展，努力提高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坚持福利生产的改革，推行适合盲聋哑残

人员特点的经济责任制，以体现社会福利工厂的特色。福利事业

要提倡国家、集体、个人一起办，积极推广以街道为主体的多层

次的城市社会保障网络的经验。遵照这些方针，在实施各项民政

事务中，本着以社会保障为主体，为全面改革服务，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精神，从而推动了民政工作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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