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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
刖 雷

民政意，是专门记述民政部门工作的意书。编写民政志，总结

民政工作的经验教训，从而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使民政工作

更好地服务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任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法库县民政意》，正是为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而编写的本县

民政工作的第一部志书。宅较翔实地记述了自法库建置以来民政工

作的历史和现状。全书共15章，共22万字。

“威世修意"。根据铁岭市民政局的部署， 于1987年9月，成

立了《法库县民政志》编写小组，旋却开展工作。工作人员草拟篇

目，查抄资料，采访老同志， 广征博采。历时11个月， 查阅了本

局、铁岭市档案馆、县档案馆有关法库县民政工作的全部资料，计

查阅档案310卷，达210：套万字。采访了口碑资料26人次，征集实物

图片15件，对各类资料进行了参证、鉴别与核实，反复修改，3易其

稿，于1991年成书。

本志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实

事求是，秉笔直书。上限起自1906年法库建置，下限止于1985年。

由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组成。大事记采用编牟俸和纪事

本来体相结合的方法记述， 民政业务按事以类从的原则， 横拼纵
拄，
与。

记述的内容，以现在民政部门管辖的业务范围为主，却概述、



行政区划、民政机构、 基层政权建设、选举、支前与复员退伍安

置、优待抚恤、囱然灾害救济、社会救灾、社会福利事业、社会改

造与收容遣送、婚姻殡葬、民政财务、人物、大事记等。过去民政

部门畲经管过的卫生、城建、劳动人事、户政、地政以及礼俗宗教

等，已早交出，有专业部门管理，本意不予记述。有关人物部分，

恪守生不立传的原则。纪年问题，一律以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以前，括洼当时的历史纪年。凡涉及建国后的行政区划，均

用当时的名称。

在编写本意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上级民政部门及法库县党政领

导的关怀和支持，全局同志共同努力，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县志办

公室、县党史资料办公室、县档案馆、县统计局竭诚指导，提供诸

多方便。一些同志提供了事类的口碑资料，谨此深谢!

《法库县民政忘》的编写， 由于时间仓促， 建国前的资料缺

乏，加之修志人员水平有限，疏漏和谬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

指正o

《法库县民政志》编写小组

一九八九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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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民政是国家实行民政事务的管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制度，它的任务不尽

相同。新旧社会的民政工作，更有本质的区别。

法库的民政历史悠久。1906年(清光绪32年)法库直隶厅设民事房；1907年(清光

绪33年)将民事房改为行政、会计两科，由行政科管理民政事务。中华民国建立后

(1912年)法库厅设一科，1929年又改为第一科，管理土地、户籍、救济、社会事业等

民政工作。1936年至1945年伪满统治时期，法库县公署设内务局，后又设行政科街村

殷，管理民政事务。1946至1948年，国民党占领法库时，法库县政府设民政科。旧社

会， “民政矽旨在维护统治，稳固政权，实是反动统洽阶级对人民实行专改盼工具。旧

社会贪官污吏，巧取豪夺j土豪劣绅，鱼肉乡里；战乱灾荒，连年不断。县境城乡劳动

人民深受其害，若遇灾年民不聊生。当时虽然也发放钱粮救济，经层层侵吞，灾民所得

无几。至于优抚安置，多是政令转发，少见实施。社会上的鳏寡孤独、盲聋哑残，更是

无人过问，许多人沿街乞讨，有的在寒风凛冽的严冬中冻饿而死。虽然也有民政机构和

“慈善"团体，但形同虚设，并未能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

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法库县建立了人民攻府，由秘书科战勤股负责民政工作；同年

12月设民政科。1948年2月法库彻底解放。由于社会制度的变革，民政工作的性质、 任

务也有了根本的变化。几十年来，它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

党的方针，政策为依据，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发动组织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摧毁旧政权，建立了新的基层政权。

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封闭了妓女院，禁绝了烟毒。同时，在行政区

捌、社会救济、地政、户籍、民族、宗教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这一时期的民政工

作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夺取全国解放和抗美援朝的胜利，发挥了积

极作用。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3年进入国家有计划地经济建设时期以后，

民政部门担负的任务主要是：优待抚恤、安置复员退伍军人、自然灾害救济、社会救济j

还承担了基层选举、基层政权建设，以及殡葬改革、婚姻登记等项任务。在农村，依

靠集体和群众互助，辅以国家救济，解决了贫困户的生产，生活困难。安置了大量复员

退伍军人。由于受“大跃进”的影响，在农村大办集体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影响了

群众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以后，根据上级指示进行调整。这一时期的民政工作，为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各级民政机构被撤销，

领导干部被批斗。批判所谓“福利主义力，民政工作遭到很大破坏。但是，由于一些工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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