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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3月18日参加《大同市民政志》稿评审会的老领导老同志合影



山西省民政厅战新厅长参观大同市精神病院工疗场

节民政局长陈寿昌到农村看望社会福荆院在农村

寄养的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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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革命烈士纪念塔落成典礼

1951年市政府为志愿军功臣

郑二道家门前挂匾 烈士丰沣遗像



1950年大同市生产教养院对收容人员进行教育情景

市光荣院服务员为烈属老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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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大同市民政志》现已出版问世，这是我市民政工作的又一大

事，它标志着我市民政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同时也将为民政

工作的承前启后发挥重要作用。

其实，民政工作历史源远流长，在我国从西周时代起，即有属于

民政事项的行政管理活动。其后，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统

治地位，都重视民政工作。虽时代不同，制度迥异，但都设有专管民

政工作的机构或专管工作人员。然而历代民政工作情况，在旧志中

记载均甚简略。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一诞生那天起就把民政工作列为政

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置民政

机构，专管民政工作。我市从1949年解放后，市、区、乡都设民政工

作部门，专抓此项工作。在四十多年的历程中，除了十年动乱，民政

机构和所管事业遭受浩劫外，广大民政干部一直围绕党的中心任

务，上为中央分忧，下为万民解愁。在基层政权建设、行政区划、救灾

救济、优抚安置、社会福利、收容改造、婚姻登记、殡葬改革、禁烟禁

毒、地名管理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成绩。这一成就，只有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才能取得。与建国前各个历史时代的民政工作有着本质上

的区别。

为全面、系统、科学地记述民政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各

项民政工作的辉煌成就，反映民政工作的经验和规律，期使民政工

作更好地为实现祖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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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民政局

本着详今略古、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的原则，编写了这部民政专志，

这是大同历史上首部民政史料书。虽然其中还存在一些缺点和问

题，但基本上为现在和将来从事民政工作的同志们提供了一些参考

的历史资料。

现在我国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变革时期，全

市各级干部和职工都在积极投身在这项如火如荼的事业中，民政干

部理所当然地要适应这一时代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继

续努力做好各项民政事业工作。。特别是民政工作同社会生活有着广

泛联系，涉及到社会问题的诸多方面，因而各级民政部门在工作中

除了努力争取各有关社会力量参与协助外，全市各有关部门和人民

群众必须大力配合、支持、协助各级民政部门搞好民政工作，为更好

地谱写出我市民政工作的新篇章而奋斗。

程步云

1994年10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

详今略古的原则，存真求实的方针，记述大同市近现代民政工作的

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为清末(有的上溯到事情的发端)，下限切至1985

年底。

三、本志除概述、大事记、志余外，共分13篇、37章、29节。

四、本志体裁以述、志、记、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

五、本志按照“以类系事，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横分门

类，纵述史实，以横为主，纵横结合。

六、志中所记货币、金额，大同解放后至1955年‘3月前为旧人

民币，与新币的比值为10000：1。度量衡均换算为公制。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图书、旧志及经过印证的采访实录。

八、新中国建立后，大同’市的行政区划，因1984年已出版《大同

市行政区划沿革资料汇集》，故本志只记述主要情况，未详述。

九、志余篇系继下限之后，记1986年至1993年间民政工作有

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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