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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年，用有

奖募捐筹集的福利资金，

兴建的3500平方米的长

治市社区服务大厦。

长治市军队离退休干部在参加体育运动会

长冶市募委会、长
垒高拒壬i『彩酉曾符由^

＼～．



膊。

V一九八。

年。市民政局局氏

任玉清(左三)带领

民政局二}二部职工．

在市迁送站——砖

场自烧砖瓦兴建民

政局办公大楼。



一九九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左一)在太行太岳烈士陵园。

一九八四年九

月。部省联台凋在

组在长治市时．民

政部李宝库同志同

省民政厅厅长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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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民政志>是一本记载长治市民政工作历史发展的专志．

长治市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处．在尧舜时期，长治是

曩冀州之域，属帝都笺内"。东周时，韩在长治附近置上党郡，为韩之别都．明清置

潞安府．辖八县。明嘉靖八年(1529年)，潞安府郭置长治县(取长治久安之意)．

长治之名由此开始。

长治市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总部就设在长治市的武乡县．

当时有一首歌曲，霰颂老区人民踊跃参军的情况，其中有两句是：搿母亲叫儿打东

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当时长治的民政工作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

新中国成立至今．长治的民政工作同全国的民政工作一样，在每一个时期都

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服务中心，开展工作．发展壮大．

‘长治市民政志》正是长治民政工作发展历史的重要记载，其上限为一九四

五年．下限为一九九五年．它对于许多不了解民政工作的同志是一部好的教材；

对于从事史料研究的同志是一本翔实的资料；对于从事民政工作的同志更ll是进

行科学决策：科学管理的重要参考．

民政工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行政工作，有着极为丰富的工作内容．《长

治市民政志》所记载的拥军优属、救灾救济、政权建设、敬老爱幼、扶弱助残等诸

多内容。反映了长治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在民政工作中所表现的革命风范和

共产主义道德风尚，从而激发从事民政工作的同志更加热爱本职工作，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

‘

以史为鉴知兴衰。《长治市民政志》所反映的民政工作的发展历史，也使我们

从一个侧面了解长治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特点．这对于把握长治社会发展的客观

规律．做好今后的各项工作．是有所裨益的。

· 一九九五年七月

<注：李宝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 ．

序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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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民政历史概况 ·1·

第一章‘概’，述

． 第一节民政历史

， 概况
h

，

，长治民政工作历史悠久。据《长治

县志(卷六)》记载，唐朝“开元12年帝

封泰山还过潞州问民疾苦宴劳偿赐故

、 旧有差”，“六月泽潞大旱，帝设坛宫中

亲祷暴立3日”，。开元20年帝如潞州

赐高年粟帛给复3年”：
‘

又载，明朝“永乐元年诏潞州等处

无田民分丁赴裕州垦荒’’，‘‘永乐23年

大旱禾尽稿人相食’’到了“23年岁荐

饥疫作饿殍盈野，遣刑部侍郎何乔新

赈济’’。

“嘉靖14年，春不雨至5月，秋8

月霜岁大饥疫作，城中死者三万余人，

诏户部员郎王之辅赍帑金赈济’’。。

清朝顺治8年一5月‘‘淫雨伤倾颓

民屋，诏伤免亡丁徭’’。雍正9年“秋

·旱，知县郭麟捐俸，遣绅士分给贫民’’。

“乾隆24年早饥，时斗米银五钱。知县

吴九龄劝富民输粟粜平’’。

清末同治8年4月早、7月北石

槽24村雨雹伤禾、赈恤如例：，

用帑银一千两知县李焕扬捐廉二

百五十两助赈。 ，

光绪4岁荐饥蠲免夏秋粮发仓曾

赈。 ，．

据载：1919年，长治大旱成灾，街

上乞食者比比皆是。此时天主教堂支
。

起大锅每日中午施舍米粥，直至秋收，

每日来食者不下数百人。

1921年，潞安天主教堂修道院院

长、荷兰籍神父吴泰山回国带来五位

荷籍修女，为建立医院、养老院、婴儿

院做准备，遂后相继来潞安之荷籍修 ．

女至10多余人，其中精通医务者德戊

德、毛拉、倪风等，遂在潞安天主教堂，

初立门诊，之后又招收了一批愿献身

教会事业的天主教徒、贞女。“仁和医

院”略具规模。’

1925年，长治各中等学校组成了

联合会进行罢课，在各街集队游行示

威，高呼。打倒美、英帝国主义’’的口

号，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随后上海派

一个姓韩的同志来长治为死难烈士募

捐。
‘

同年，由外国传教士兴办的“天主，

教慈善医院”开业(地址在原晋东南公

安处)。 。．

1928年，由范××在长治市开设

贫民工厂，收留因生活困难，无职业的

贫民。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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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由于资料残缺，未能综观长治民

政的全部历史，但亦能从中略知长治

民政事务乃国家对民解救困难，为民

谋利的行政管理这一特点。也可看出

历史上的民政事务则是统治阶级为维

护和延续其政权服务的。

长治民政工作唯有在长治解放

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真正成

了解决人民困难，为人民谋福利的行

政事务管理部门。

．第二节解放后民政机构

组织沿革

1945年10月8 Et长治解放，长

治市政府建立，机关设在长治市大北

街路东。

1946年5月，长治市政府正式建

‘制。市政府机关迁至长治市南街稷山

府后，增设了职能部门机构，民政机构

为社会科。

科长：卢士辉 系广东省佛山镇

人
．

副科长：秦统兴 系山西省长子

县人

其主要工作是干部人事、社会行

政改造管理、转业退伍军人接受安置、．

过路军人招待所、市政设施(即政权建

设)、结婚登记等工作。

1948年，长治市为长治专署代

管。

同年6月，长治市政府社会科改

为市政科。

科长：李正 系山西省平定县人

(或昔阳县)

副科长：李树仁系山西省黎城

县人

民政主要工作为：发动群众参军

参战、拥军优属、支援前线、组织土地

改革、贯彻土地法大纲、纠偏、颁发土

地证、组织农业互相合作、社会救济、

民事纠纷、婚姻登记、统战、组织民主

人士学习、卫生、人事、劳动就业、名胜

古迹管理等工作。

1950年3月，长治市人民政府改

为长治工矿区人民政府。民政机构为

民政科。

科长：原钰系山西省左权县人

杨百庆(原钰调走后任科长)山西

省交城县人

1 953年7月，长治人民政府由专

属改为省属，民政机构仍为民政科。

科长：郭英系山西省长治县人

副科长：王廷魁 系山西省黎城

县人

其民政主要工作为：优抚、复员安

置、社会救济、救灾、组织社会福利生

产事业、民族宗教侨务、政权建设、土

地征用、婚姻登记、行政区划等工作。

1957年8月，长治民政机构由民

政科改为民政局。

局长：文棋系山西省垣曲县人

副局长：马德顺 系山西省平顺

县人 一

1958年7月长治市由专区代管，

民政机构仍为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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