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刨诸(军)言鞋墼并甘呵碰酱雪(中)讲岳王窜干旭蚪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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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春节，县领导与民政局领导慰问县武警中队、消

防中队并与／盘-j：们座谈。
前排左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瞿彩云、县委副书记陈文彬

县政协主席张达明、副县长王梅芳。后排左一：县委宣传部长
唐成海

永胜镇敬老院五保老人生活楼



五保老人在镇江市参观游览

油坊镇敬老院服务人员待老人如亲人．精心照

顾五保老人生活。



来桥镇贫困户钱凤英，经扶持从事养殖业．辛勤劳动
84年评为省“--／＼红旗手”。图为她与女儿一起劳动



扬中市革命烈士纪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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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中市殡仪馆外景



!政局受上级表彰部分奖状习i。吐矗。 l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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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扬中建置九十周年、改名扬中县八十周年、欢庆

撤县设市之际，《扬中市民政志》编纂完成了，这是扬中民

政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f

《扬中市民政志》比较全面翔实地记述了扬中自清光绪

三十年(1904)太平厅建置至1994年撤县设市90年来民

政工作的历史事实，反映了扬中民政沿革、行政区划、政

权建设、优抚安置、救灾救济、农村社会保险、社会福利、

社团管理、地名管理、婚丧管理及其他社会事务等方面的

基本情况，重点记叙了解放以来扬中民政工作取得的成绩。

筚路蓝缕，创业维艰。志书中的每一段记述，每一项统计

数字都充分反映了党和政府对民政工作的重视和关心，无

不凝聚着各级民政干部的劳动和智慧。这里，谨向解放以

来所有从事过民政工作的同仁，支持民政工作的各有关部

门、各级干部，以及一切支持民政工作的志士仁人，致以

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谢意!

总结民政工作历史，我们更加缅怀为了人民解放事业

前赴后继、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我们真诚地向烈士英灵，

向扬中全体烈军属，现役军人，复员、退伍、转业军人，革

命伤残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以及他们的家属，致以崇



高的敬意!

志书有“利民、资政、教化、存史’’的功能，我们编

写这部民政志，旨在保存史卖，为后人研究民政工作历史

提供依据；让读者能从民政工作的历史事实中，认识到不

同社会制度下民政工作的实质，以及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从事民政工作

的同志充分认识民政工作在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中的地位

和作用，以高度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心，开创新时期民政

工作的新局面。总之，我们愿《扬中市民政志》能起到前

有所稽，后有所鉴，激励今人，启迪后代的作用。

志书编纂过程中，中共扬中市(县)委、市(县)人

民政府领导都很重视，市(县)委党史办公室、市(县)政

协文史办公室、市(县)地方志办公室、市(县)档案馆、

市(县)统计局等有关单位和一些在民政部门工作过的老

同志、民政局现职工作人员都积极提供资料，提出宝贵意

见，编写人员也认真搜集资料，精心撰写，为志书的完成，

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谨此一并致谢l

原扬中县民政局局长 杨恒荣

扬中市民政局局长 蒋茂军

1994年12月



凡 例

一、本志为扬中民政工作情况的资料性著述。其编纂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本着实事求是、存

真求实，和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的原则，直叙史实，述而

不论。

二、断限：上起清光绪三十年(1904)太平洲建太平

厅，下迄1994年扬中撤县设市，个别内容适当上溯或下延。

三、本志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采取横排门类、纵

向叙述的结构方式。卷首设题词、照片、地图、序、凡例，

主体部分设概述、大事记，并按民政工作内容分章，下设

节，节下设目，全志共12章36节；卷末为“编后”。

四、本志纪年，解放前采用朝代年号或民国纪年，加

注公元纪年；解放后采用公元纪年。“解放前"、“解放后"

以1949年4月22日扬中解放为界限。

五、本志资料来源：市(县)民政局(科)历年档案

资料；扬中市(县)地方志办公室、中共扬中市(县)委

党史办公室、扬中市(县)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

员会、扬中市(县)档案馆等有关单位保存的资料；江苏

省档案馆、镇江市档案馆及丹徒、丹阳、泰兴、武进等县

档案馆所藏解放前档案资料；有关单位和人士提供的材料



等。各种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民政部门的统计数据和有

关档案资料为据。

六、本志所列货币、金额及度量衡，解放前均用当时

名称和单位编制，解放后均用现行人民币值和法定度量衡

单位计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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