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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东营市河口区民政志》即将付梓，这是河口区建区以来第一部民政工作

专业志，意义深远，值得庆贺。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东营市河口区民政志》的问世，得益于

改革开放、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和民政事业的蓬勃发展。这部民

政志采用志的体裁、志的语言、志的结构，全面、真实地记载了河口区20年来民

政事业沿革、发展的历程，其观点正确，资料翔实，文风朴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点和地方特色，是一部资料性、思想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地方专志文献，对于更

好地认识、研究、发展民政事业具有很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建区20年来，全区民政系统干部职工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

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克服建区较短、基础薄弱、经验不足等不利因素的

影响，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求真务实，团结实干，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全

区民政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各项工作实现了新的突破。特别是在社会救助、

双拥共建、救济救灾等单项工作上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有些还作为典

型在全省、全市加以推广。

民政工作担负着行政区域内优抚优待j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拥军优属、

军队离退休干部及退役士兵安置、婚丧管理、基层组织建设等多项重要的社会

职能，其工作的多元性、社会性和群众性决定了与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这就

要求民政系统的干部、职工充分发挥好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特别是

要做好社会困难户的救助帮扶，让这一特殊群体时刻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

温暖，维护社会繁荣稳定。同时，也希望社会各界、各个阶层进一步增强对民

政工作的认识和理解，更多地关注和支持民政工作，努力将民政事业推向持

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应河口区民政志编纂委员会之约，撰此短文，权且为序。

河口区人民政府区长 钐本皇
二oO四年三月十二日

n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二

序 二

《东营市河I：1区民政志》经过一年余的编纂，三易其稿，终于付梓成书，

这是河口区民政工作史无前例的大事，也是河口区的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可

喜可贺。

通过编辑《东营市河I=I区民政志》，对河I=1区建区20年间的民政工作进

行了系统、全面的总结回顾。当认真回顾20年间的工作时，我们感到，国家

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而党

和国家的各项惜民、爱民的方针、政策的顺利贯彻落实，都与民政工作有密切

的联系。．

河口区地处黄河三角洲的北部前沿，北、东两面临渤海，人称“祖国最

年轻的土地”。其地域位置特殊，行业结构特殊，区境内有胜利油田9个二级

单位及济军生产基地，河El区土地辽阔，地下油气资源宏厚，年油气产量占胜

利油田近50％；其人口结构特殊，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胜利油田全面勘

探、开发，以及近年来经济发展需求，外来人El大量汇人。区内人El源自全国

20多个省、市、自治区，是一个多方言、多风俗、多地方传统的特殊地区。

在这片独特的行政区域，民政工作更具独特的意义。

《东营市河口区民政志》通过对“机构沿革、行政区划、乡镇村庄、人民

生活”的记述，展示河口区的历史与发展；通过对“人VI、姓氏与民族、移

民与开发迁入、基层政权建没、地名管理、双拥工作、社会救灾救济、风俗民

情”的记述，’展现河口区的地域特点；通过对“计划财务管理、优待抚恤、

安置工作、婚姻管理、殡葬管理、信访工作、残疾人工作、老龄工作”的记

述，体现河口区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民政及相关工作的方针、政策；通

过对干部队伍自身建设、各项规范化制度建设的记述，体现民政工作的拓展创

新；特别是对“五保”供养、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自

然增长机制、“三老”优抚对象医疗救助、“阳光190”社会救助工程的记述，

充分展示了河口区民政事业的全面发展，体现了河口区民政工作者开拓创新、

与时俱进、团结拼搏、干事创业的孺子牛精神，融入了社会各界关心支持民政

事业的深情厚谊，更体现了各级党委、政府对民政事业的高度重视，显示了河

口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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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河口区民政志》在编辑工作中，得到了河口区史志办公室的全力

支持，特别是在技术、人力上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在志书即将出版时，深表谢

意。

希望《东营市河口区民政志》的出版发行，能为河口区的经济发展、能

为建设美丽富饶的黄河三角洲增添姿彩，能为河口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

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河口区民政局局长

’

鸟士岛
二OO四年四月十八日



凡 例

凡 例

一、《东营市河口区民政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

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地方性、行业性的和谐统

一。秉笔直书，客观地记述东营市河口区民政局20年的工作。

二、时间断限，上限原则起自1984年河口区成立，个别情况适当上延，

下限断至2003年。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对建区前境内发生的事情简略追述。

三、体裁使用记、述、志、录、图、表等，以志为主。述概通志，记为大

事综记，志记各股室、部门的事业梗概，择其要点，详述其实。录为附录，辑

存各类文献。图为地图、照片。表随文穿插，个别表下限断至2000年。

四、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择境内历史上发生的有关民政工作

大事、要事、新事进行记述，以此展示河口区民政工作及地域历史发展的线

索。

五、志以类从，横排门类，纵述史实，依据部门行业分工，体现地方、行

业特点而记述。采用章、节、目三个层次进行记述，个别目难尽其义之处，另

加无序分目记述。特殊情况，层次服从内容。

六、人物记述，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生人人志以事系人。为表彰先

进，志内设先进人物简介；为记载历史，对区民政局股级以上干部进行简介，

将民政局工作人员全员列表人志，将乡镇、办事处民政部门主要负责人人志。

为褒扬革命先烈，收录境内革命烈士英名录。对全国知名烈士姚占岭设传略记

述。

七、资料来源，本志所有资料均来自河VI区民政局档案室，有关工作记

录，老领导、老同志Vl碑资料及《河口区志》相关资料。有关数字使用河口

区统计局年报资料。

八、语言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数字用法按国家颁布的《关于出

版物上数字使用试行规定》，计量单位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

符号的规定》记述。

九、纪年采用公元纪年。

乙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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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记载范围以河VI区2003年底行政区域为准。 ‘

十一、名称称谓，文字较长的名称称谓，首次用全称，再次出现用简称或

括号加注。



概 述

概 述

河口区为东营市所辖区，位于黄河三角洲的最前沿，是中国第二大油田

——胜利油田的主产区，境内油气年产量约占整个胜利油田总产量的50％。

2003年底，河口区辖三乡三镇一个街道办事处，土地面积广阔，行政区划面

积2365平方公里，海岸线长254公里，境内有济南军区生产基地和胜利油田

9个二级单位及若干独立三级单位，人口20．21万人。

民政工作是国家对社会进行行政管理的重要方面，工作范围涉及基层政

权、社区建设、社会事务、社会保障等诸多领域。承担着“上为政府分忧，

下为百姓解愁”的政府职能。建区后，河口区民政局全面担负着境内基层政

权建设、双拥工作、优抚优待、社会救济、救灾、社会福利、拥军优属、退役

军人安置、民政信访、婚姻登记与管理、殡葬改革与管理、基层政权建设、地

名命名等社会性工作。全区民政部门严格遵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

旨，经过近20年的努力，民政事业得以全面发展。

基层政权建设。在基层政权建设工作中，先后开展改社建乡、简政放权、

村民自治、居委会建设、乡镇规范化建设、社区建设等项工作，村民自治工作

中进行7次村委会换届选举。2003年，全区有村委会178个，居民委员会49

个(含油田)。

优抚优待工作。1985—2003年，河口区民政局累计发放优抚优待款592．7

万元，优待11642户次。对优恤对象发放定期定量补助金438．7万元，定期定

量补助8356人次。发放抚恤金12．3万元，抚恤1113人次。1994—2003年，

河口区共接收、安置立功、伤残军人50人，带病回乡63人，回农村安置退伍

军人706人，区内安置工作459人。优抚优待工作得民心、顺民意。

社会救灾救济工作。河口区境内主要有旱、涝、风、潮、雹、震等自然灾

害。据《河口区志》记载，1984—2003年，累计发生的灾害达54起，每年都

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发生。每当自然灾害发生，民政工作全面承担着及时进

行查灾，如实报灾、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发放救济粮、款、物，核查救灾方

针、政策的执行情况，对救灾工作进行全面总结等一系列工作。1986—2003

年，共发放救灾救济款1240．53万元，及时展开社会捐助工作，1984～2003

年，累计捐助资金116．7万元，捐助衣物66．73万件。其中对外捐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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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4万元，衣物48．33万件。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7年10月和1998年4月，河口区分别实施城

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8年，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户(以下简称低保户)

781户，发放救助款22．09万元；城市低保户403户，发放低保款10．29万元。

1998—2003年，累计发放农村低保费189．35万元，低保户8189户次；发放城

市低保费167．8万元，低保户8323户。认真解决精简退职老职工的生活困难，

对精简退职老职工生活困难给于及时救济，1984—2003年，累计救济精简退

职老职工204人次，下发救济款12．7万元。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1992年7月至1999年5月，河口区民政局承担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任务，至1999年累计投保30156人，收取保费614．8万元

(2000年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划归河口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1992

年，河口区农保工作获“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先进单位”荣誉称号，1993

—1996年，获东营市人事局、市民政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先进单位”荣誉

称号，1997年获山东省民政厅“全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社会福利事业。建区后，“五保供养”、“敬老院建设”、“收养登记与弃婴 ．

安置”、“社会福利生产”、“福利彩票销售”等项工作全面展开。2003年底，

全区有乡镇敬老院5处，全区有“五保”老人414人，其中集中供养90人，。

供养标准人均1500—2000形年，分散供养324人，人均供养标准1000形
年。2003年底，境内社会福利企业4处，共有职工200人，其中残疾职工103

人，占生产人员总数的47．7％。1987年6月，全区开展有奖募捐活动，1994

年开始销售中国福利彩票，至2003年，共完成即开型福利彩票销售410．3万

元。2000年5月开始电脑销售福利彩票，至2003年全区累计销售电脑福利彩

票4464万元。1987～2003年共筹集福利基金597．3万元。

婚姻管理工作。婚姻管理是人民政府在婚姻领域里的依法行政行为，民政

部门是人民政府行使婚姻管理的职能部门。建区后，建立健全和完善婚姻登记

管理体制，在全面宣传贯彻《婚姻法》的同时，认真进行婚姻登记管理工作。

1985—2003年，全区共办理结婚登记35474对，共出具婚姻证明265份。全·

区女性初婚年龄为23．52岁，男性为24．54岁。离婚登记945对，办理复婚

112对。在婚姻管理工作中，大力提倡婚俗改革，1994～2003年，累计为100

多对青年举办集体婚礼，提倡婚事简办。在婚姻管理工作中严格执法：依法对

违法婚姻进行清理。

殡葬管理。建区后，民政工作认真贯彻1985年2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

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认真执行市、区政府关于执行火化的暂行规定。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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