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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县长 崔玉金

单县。古称单父，历史悠久．编纂地方志，有着优良传统．

我县民政工作，自民国二十年建立民政科始，至今已有60年的历史．为探索民政工

作的规律，借鉴历史经验，发展我县的民政事业，县民政局在上级部门的关怀支持下，

在县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成立了《单县民政志》编纂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自一九八

四年开始编写工作．

《单县民政志》共分19章5l节，计24万字。垓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本着详近略远的原

则，力求章节分明，结构严谨．以翔实的资料，朴实的文字，突出民政工作的特点。全

面总结了我县民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

和资料性的统-，是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民政志。

一· 我县民政事业，通过几代人不懈努力，取得长足的发腱。《单县民政志》的出版，

是我县民政工作的一件大喜蓼，对我县的民政工作，有符碴要的借鉴作用．寄希望现在

战斗在民政战线的同志们，发扬漪人精神，学习11i『人经验，继承前人的光荣传统，锐意

进取，奋力拼搏，再续我县民政工作的新篇章． ．



单县民政志编纂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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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书的纂写，上限一般自民国初年，个别地方追溯到滴代更远一些，下限至

1985年，有的地方，为记事清楚，廷伸到198s年上半年．

二，本志书的纂写为：概述、建置沿革、行政区划．基层政权，抚恤，革命烈士褒

扬、拥军优属、救灾救济、社会福利、复退军人安置，婚姻登记， 殡葬改革， 土地征

用、民政信访、风土民情、民政工作大事记，民政事业费等共1 9章52节24万字。

三，不为生人立传，本志立传者，大都足比较著名的烈士，全部烈士，记入革命烈

士英名录。 。，

四．本志所涉历代称号，沿用历史称谓，虫¨唐、宋．元，明．清、中华民旧等．朝代

纪年，以帝号记之。民国时期，以汉字记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公元阿拉伯数

码标记。组织名称、职务，地名演变，据史照录。

五、本志资料来源，大都来自本局档棠和县档案局档案；有的来自省、地、县和有

关部门的史：占资料；有的足有关同志的砸I忆记录。l_j14篇幅所限，故未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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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民政工作，历来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奴求社会时期，已开始了生产救灾，慈善等项工作。随着国家的出现，历移J各代，

均设有民政机构。唐朝时期，《新唐二持-百官表》仓部习条有“以义仓，常平仓，以备

区年”的记载。《宋史》户部和右曹的职务中，有“以义仓赈济之法，救饥谨，恤艰

阢”。明期时期，改为“民仓”。清乾隧五十年，创办了一些慈善组织。据《单县志》

记载：在县治酉f订隅，设养济院，光绪三十四年，有正额孤贫34名，浮额8名，每人每

月银三钱。在县治』匕门外设普济：兰、育婴院，有房屋73间，置地1 9顷21亩。民国期间，

民政工作已毛错r地方自治人员的任免、户政，难民救济、社团登记、编制保甲等。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政部门协助政府进行土地改革，民

主建政，战争功员，抚恤革命烈j==和优待革命烈土家属的工作，组织人民群众支援前

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记后，民政工作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政部门承担

着基层政权建设、行政区划、抚恤，拥军优属，救灾救济、社会福利，复退军人安置，

婚姻登记、殡葬改革等工作。1957年单县大水，民政部门协助政府，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抗

洪斗争，发动生产自救，发放救济粮款。民政工作与亿万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同军队的

建设关系极为密切。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说：“民政工作是做人的工作”； “民政部

门是人民群众的组织部”．吁毅同志电说： “民政部门是一位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上

为中分忧，下为群众解愁”。

十年动乱期间，我县民政工作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忧破坏，在广大人民

群众的支持下，民政工作也有了新的发展。l 968年，建起了一座火葬场，开展殡葬改

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进行了拨乱反正，纠

正了。左”的错误，政治上安定团结，开创了民政工作的新局面。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

革命烈士普查，编印了《革命烈士英明录》；l 980年，建起了570平方米的革命烈士纪

念堂：进行了追烈评残，提高了优抚标准和定期定量补助；1985年，投资60余万元，重

修了《湖西革命烈士纪念塔》；开展了对五保户和常年困难户的普查登记工作，提高了

五保户的供养标准，大办了敬老院，开展了扶贫工作．

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政工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促进物质又明和精冲文明建设，为

祖国的四个现代化服务．



第二章大事记

l 937年、、

l 2月，中共单县县委在张寨成立。李毅任书记。单县县委举起抗日旗帜，发动群

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8年 ，

5月12日，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来湖西协助地方工作，建立了单县辛羊区抗日民主政

肃．
· l 940年

’

3月16日，中共单县中心县委在单县城东张寨，

抗日民主政府，选举了县长。

召开县各界代表会议，成立了单县

6月，单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张寨召开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选举高文蒲为抗日民主

政府县长。县政府下设民政科，杨海天任民政科长。t

1 942年

沏西专署颁布“减租减息”法令，派出工作组在单县搞试点．李贞乾专员深入单县 一

农村视察． ，
一

，。

’

。 1 945年
～．． ． 、、，

、

冀鲁豫军区所属部队，消灭了单县边境东马庄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24旅和部份日伪

军，人民群众慰问人民子弟兵。 ．·

7日5月，盘据单县的日伪政权复灭，单县解放．

中共单县县委及单县人民政府进驻单县城。

8月，单县召开军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 ，

． 11月，在县城东南琴台旧址，建立湖西区抗日烈士纪念塔。潘复生同志为纪念塔题 ．-

词． ·

‘

t —l 946年 ·

‘

8月28日，因国民党发动内战，单县民主政府北撤，国民党军队占领单县城。12 ：一

月，单县民主政府返回单县+，发动群众，‘坚持斗争。 ．· ·：‘ ‘

、：．

’、

1 947年、 、·

．

。 1月26日，4解放军第三纵队攻克单县城j单县第二次解放，中共单县县委和单县县 ⋯
政府进驻单县城．、 一1+

194§年 ．’一， ．一’、 7、、

10月，淮海战役开始，单县成立了支前委员会，全县出动民．1：担架，大小车辆，牲。 。

，1

， 2
～

’

～

o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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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运送军粮和伤员，支援前线。

12月2日，刘伯承、陈毅两位将军，路过单县，询问睁县支前情况，并留词赞扬单

县人民的支前工作。

， 1 949年

8月16日，召开全县烈军属．荣．复军人代表会议，贯彻优属政策。

冬，至50年春，除六区外，各乡均建立了乡政权。全县划为13个区，1个镇， 234

个乡。，

1950年

全县开展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活动。

7月，县建立转业建设委员会，开始接收，安置复员转业军人．

1951年

全县开展支援抗美援朝运动。

7月l 2日一16日，召开荣军评残会议，进行评残。

1952年 。

1月l 9日，县召开拥军优属模范代表会议，总结优属工作，表彰先进．选出出席省

优属代表lo人。 ．

重修湖西革命烈士陵园，修建五座烈士公墓和两座烈士单墓。

l 953年’

t

从1952年6月至1 953年1月，进行普选，建立乡人民代表大会及乡政府。

l 954年

，3月26日，单县的胡杨庄，董台子村，划归石易山县管辖．

7月，县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单县县政府改名为“单县人民委员会”。

全县外流人员1343人f

1 955年

9月1 5自，全县l 3个区，改为由区驻地村庄名称命名。

11月2日至12月20日，对全县烈军属进行调查登记。

全县统计有少数民族105户，548人。

1956年

3月进行区划调整，单县六区134个村划归砀山县，复城县的高韦庄区，高老家区

划归单县。

2月，移民至黑龙江省肇东，罗北，宝德三县。由干部带队，送往移民点．

1957年 ．

夏，特大雨涝，单县降水750．7毫米，单北平地行船，房屋倒塌甚多； 7月13日龙

卷风发生。灾情发生后，单县县委、政府，组织560名干部生产救灾。

1958年

春．县决定在浮岗区修建浮岗水库，并拨款安排水库区内的居民．

秋，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共建人民公社l 3处



5月至12月，全县共追恤抗美援朝以前失踪军人，国家工作人员，民兵民工4Il

‘名，发抚恤金42595元。 ．

全县各人民公社均办起敬老院。．

1 959年

全县1 3处人民公社调整为1 7处人民公社．

l 960年 ‘‘

、

对老弱病残的优抚对象，实行定期定量补助。‘

1961年

’对残废军人进行评残换证。

7月20日，县下达关于纪念“八一”建军节开展拥军优属的通知，并拨款Io月j亡．。

解决烈军属、荣、复军人口粮及住房困难。

秋，水．风，霜、雹，虫灾并行。
’

．‘ 7月连降雨月余，雨量646毫米，洪水遍地，桥梁冲毁，交通中断，水围村庄农

田．县成立生产救灾指挥部，组织干部，，深入社队安抚灾民． ，

t’。春节后，劳力外流，整个春季共外流劳力1 385人． 盘，

一’
”

。3月21日，县组织编写《革命烈士传略》． ；

。

l 964年，
，

‘

春节，开展优属活动，为优抚对象解决细粮、猪肉、点心、粉条、食油，白菜、寒
’

衣，款，挂。光荣之家”牌，匾，光荣灯，毛主席像，年画，对联。 ．

‘‘ 对全县五保户进行普查登记．

、
1 967年

取消县委，县政府，建立“单县革命委员会”．

l 968年

县投资5万元，在十里铺建火葬厂一处，全县推行火化．

1 976年 ，

9月，县成立殡葬改革领导小组，并发布《关于开展殡葬改革全面实行火化》的布

告．
’

1 977年·
7

．． +． 秋，县政府组成工作组，调查殡葬改革执行情况。一
‘ ／

，
7

1 979年 一．
’

1 979年 ‘+

春，全县划为27个公社。

县委，县政府给“对越自卫反击披中牺牲”的五名同志开追悼会，县设中心会场，

。 1’7处公社各设分会场。

4月，县组织工作队，对五保户和常年困难户进行调查。

9月，民政局成立编写《革命烈士传》领导小组，搜集烈士遗物，书信手稿，编写

烈士传略． c．，’ 、
，- 、，

1 980年

。湖西革命烈上纪念雀”建成，堂内设三个展吁，建筑面积为570平方米。
：

h ’

4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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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月，县民政局、县妇联，县宣传部，县司法局联合下达《关于新婚姒法宣传婴

一

点》。

1 981年

县发放扶贫款，扶持农民脱负致富。
’． 春，民政局组织全县民政助理员在李半庄公社进行财务大检查的试点，总结经验，
一

在金县开展则务大检查。

1 982年

一 县下达《关于烈军属，残废军人，复员、 退伍军人优待办法》的又件． 即三号

一 文。

夏，在张集公社召开全县付社长和民政助理员参加的优待兑现现场会。

： 民政局在李半庄公社召开精减老弱病残职工普查现场会。

春节前夕，县委、县政府组成四个慰问团，登门慰问现役军人及优抚对象。
． 1983年

．～‘ 春节期间，县召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大会。

全县统计有五保户老人2658人，供养形式有三种：一．入敬老院；二、集体供应，

分散生活；三、亲友分其责任田代养。
-一- 一 1 1月7日凌晨，菏泽、明发生5．9级地震，单县受地震危害， 县成立救灾指挥

高；，组织干部赴灾区救灾。

～
1 984年

2月，全县进行体制改革，取消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分设。

1 985年

1月，县成立重修湖西革命烈士纪念塔小组，开始重修，1 2月建成。

5月11日胡耀邙同志为纪念塔题词。

。 春节前夕，民政局拨款慰问烈军属，荣复转退军人，发动群众给守卫南疆战士写慰

问信，赠纪念品，并慰问守卫南疆战士家属．

5月，民政局成立编纂民政志领导小组，组织编写人员，开始编写《单县民政

志》．

一 县成立退伍军人军地两用人材介绍所．

12月28日一29日，在丁楼，时娄两乡为守卫南疆牺牲的烈士李庆轩，张建业开追悼

。j 会。

杨德志，舒同分别为“湖西革命烈士陵园”题词。

一二 lo月11日，原安徽军区司令员吴大奎原湖西武工队长李汝太来湖西陵园瞻仰。

一、 1 986年

．

’，‘ 宋任穷为“湖西烈士纪念亭”题词。

： 4月25日，县举行“湖西革命烈士纪念塔”落成典礼。省委书记梁步庭亲自揭幕并讲
一 。％ 了话。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秦和珍参加揭幕式并讲了话。

‘

县委县政府抽调l l 7名干部， 组成9个为时3年的扶炎工作队，分赴9个乡镇抉

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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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疆域人口和建置沿革

第一节 疆域人口

单县古称单父，相传这里是帝舜师单卷的故居，故此得名．

夏商时期，古单父地的归属固不可考。两周时期，古单父疆域分属极。郜，宋三

。目。春秋时代，单境设营和防．鲁隐公十年六月，今单县这块土地，为鲁国的单父邑．秦

始皇建成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后，实行郡县制，单父邑改为单父县，此为建县之

始．
‘

一

西汉时，单境内设单父县及平乐县。王芥新朝建立，改单父县为利父县．东汉光武

．帝刘秀统一后，撤平乐县设防东县．三国时期，单父县恢复原建制。

西晋时，单父县属济阳郡，今单县北部则属山阳郡昌邑县。安帝义熙七年，予单

．父故地侨置离孤县。南朝宋孝建元年，置北济阴乔，郡治设单父城。北齐文宣，毫：天宝七

年，撤北济阴郡与离孤县。

隋文帝开皇六年，恢复单父县、单父境内置高乡，凿成二县，不久，并入单父县。

光化二年，砀山置辉州，次年，州治移单父城。后唐同光二年，改辉州为单州，州治∥，

设单父城。

北宋建隆元年，升单州为团练州。南宋高宗建炎元年，降单州为散州。贞观四年二

月，升单州为防御州，治所设单父城。蒙古完宗二年，设单州和单父县，后撤单父县，

并入单州．至元二年，复置单父县，并把砀山奠城两县地并入，次年，一二县又从单父分

立出去。此仍为单父县疆域．元，移j设单父县和单州。、

明洪武元年，裁单父县，其地并入单州，次年七月，降单州为单县，单县由此定名至

今． ．·

清初，沿袭明制，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多承旧制，疆域未变． ‘t

“七七”事变后，1938年设山东省十一专署于单县城．单县沦陷后，国民党十一专

署和县政府转移农村于单西，西南、西北和南部边沿地区活动。中国共产党在单东南建

立抗日根据地，并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这对，在单县境内，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国民

党和日伪顽杂三方对峙局面．
’

抗战开始后，抗日民主政府疆域逐渐扩大．1939年，建立成曹工委，1940年为成、

曹，定。单四县边区工委的活动区。 (1943年在地建立成曹县扰日民主政府． 1945

年．与虞城北部合并为复程县．)1941年，在单北和单东北建立中共曹芳工委和办事

处。(1943年与金乡南部合并为金曹县)．1942年，又于单县西南部，建立单西南工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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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办事处，(1 944年改为临河县，1 945年改为单贾县)。l 9 4 4年，遂以单县之吴溜．．蔡

堂区为依￡，建证砀山县。1 945年，建立筵城县委和墨政府。这时，今单县县境分属单

县，金曹、成武，成曹、，睨城、临河．砀山七县。

l 945年，单城解放，在肇南边沿地区成立单姿‘1：委和办事处(县级)。1 946年撤销

金曹县，原属单之部分疆域划归单县，一度划归成武艺潘庄．北平两小区重新划归单

县，原单县之白浮图，防城两保全部，三十里铈、高乡、大义，津于、罗集，侯娄．辛

兴等保之一部或大部≯：属成武县。

解放战争期间，今单县之县境分属单县、单甓，砀山、虞城、复程五县。

1 948年，单县全境解放。l 949年，黄河故遭以南(包括原单县南泉保大部)划归豫

皖苏行署。虞城县的一个半区划归单虞县，后撤销单善县，其地并入单县。单县城关区

划为县级单位。l 956年，撤销复程县，其东部地区划归单县至今。

单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菏泽地区东南部，东邻；工苏省丰县，西和西北与曹县、成武毗

连，南隔黄河故道与安徽省砀山，河南省虞城，商丘棚望，北靠金乡，为苏鲁豫皖四省

结合部。东径一百一十五度吗十八分至一百一十六度二十四分，北纬三十四度三十四分

至三十四度五十六分之间。最大横距五十公里，最大纵距三十三公里。单县公路四通

八达，交通方便。全县总面积一f‘，、卜ij上；d_lJ■公里，土她匝积二百四十万亩。辖七

区．八镇、三十个乡，二千四百八十六个自然村。一九八三年人口统计9lo，500人， 境

内居民以汉族为主，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点八八，回族l，033人，多居住城西郊香

椿园，满、白、水．苗，徭、壮以及外国人入籍耆共l 5人。县委． 县政府住城关

镇。 ，

第二节建置革沿

我国的民政工作自占存之，两千多午前，随着国家的出现，即设置了民政机构。汉

朝设置了户部和尚书民曹，三国至唐Hq户曹和民部。唐永徵初。因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

“民”，改为户部，五代至清，一直沿用这个名称。．清朝末年(光绪三十一年，1906 ，

年)设置民政部，民国初年，设内政部，民国十八年(1929年)，改为内务部，．省设民

政厅，县设民政科。

单县民国元年，县设知事衙门，县长称知事长，也称民政长。由民政长主管民政工

作。民国十九年，县知事衙门，改为县行政公署，下设一、二．三科。 第一科设民政

科，主管民政工作．民国二十年，县公署奉命改为县政府．第一科改为民政科．



■·

单县民国时期民政官职表 附表(3一1)

科长姓名 民国年号 公元时间 备 注

马安廉 十九一二十三 1930．12一1934

程缓之 二十四一二十六 1935．8—1937

张筠青 二十七一二十八 1938．1一l 939．3

裴庭芝 二十八一二十八 1939．4一1939．6

孙振夫 二十八一二十九 1939．7一1940．1l

李伦初 二十九一三十五 1940．1 2一1946
●

齐浴增 三十六一三十七 l 947 —1 948 ，

1940年，单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杨海天同志任民政长。

这时，单县境内并存有单西南办事处(县级单位)，建有抗日民主政权，设有民政

科长。

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政权建设逐渐扩大，王洪祥同志任单县人

民政府民政科长，工作人员有5人。1965年，民政科改为民政局，工作人员8人。随着

形势的发展和工作任务的需要，1985年，民政局人员已扩大到16人，民政局设党组和正

付局长。下设秘书股、优抚股：社会股，复退军人安置办公室、会计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区级设民政助理员。建国后，区级仍设民政助理员，村

设民政委员。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公社设民政助理员，生产大队设民政委员，1984

年体制改革，政社分设，乡镇设民政助理员，村设民政委员或民政调解员。

建国前单县民主政府民政科长更迭表 附表(3—2)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备 ．注
‘

科长 杨海天 1940．6—1942．7

科长 李旭华 1942．7一1943．7

付科长 朱锡九． 1941．10一一1943．2

科长 齐泮才 1943．7—1944．6

科长 左守善． 1944．6一1945．5

科长 齐芹轩 1945．5一lgL46．9

科长 罗子昂 7 1949．12一1949．2 兼科长、 ．·

科长 王洪祥 ．1949．3——194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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