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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汇民政志》内容简介：自清雍正四年（1726年）建县后，据史籍记载，雍正、乾隆年间，已设有
育婴堂、广善堂、养济院等慈善机构，收养和救济弃婴、孤老等贫困人员。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把社会救济、优抚、社会福利、社会服务等列入民政工作重要议
事日程。
从1949年5月建立县民政科到建立区（县）民政局的整个时期内，民政工作不断得到加强。
解放初期，民政工作为巩固新政权、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出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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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王春松（1923-1944年）惠南镇西门街人。
1942年3月，他毅然放弃小学教师的工作，参加了抗日武装的“暂三纵”。
同年6月，调到总队所设的第二期干部训练班学习。
8月，王春松转入第一期教导队学习，毕业后分配在浙东三北游击司令部警卫大队二中队任文化教员
。
1943年6月，王春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他担任警卫大队二中队副政治指导员，以后又调五支队九中队任政治指导员。
1944年2月11日凌晨，游击总队在四明山区余姚县的前方镇与国民党挺进第四纵队田岫山部激战，王春
松率领全连战士向敌人勇猛还击，以刺刀、枪托与敌拼搏，战斗十分激烈，田岫山部被迫退守前方镇
据守。
拂晓，敌人在附近的一个营偷偷袭来，在腹背受敌的紧急情况下，王春松再次率部冲锋，不幸中弹壮
烈牺牲，时年22岁。
张于道（1911-1944年）新场镇人。
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张于道参加革命后，利用新场绸布店股东身份，在中共浙东区委敌伪军工作委员会、新四军浙东纵队
敌工部、中共浦东工委伪军工作委员会领导人吴建功、金子明、朱人俊等先后单线直接领导下开展地
下工作，曾任中共地下组织新场联络站负责人，浙东镇海伪军工作负责人（支部书记）等职。
从事上层社会的统战工作，搜集日军、敌伪、顽军的情报，利用社会地位掩护中共领导干部，配合筹
建浙东游击根据地和浦东地区游击队。
张于道家——张信昌绸布号，曾是中共地下组织联络点，常以此搜集情报，转运物资、书报、掩护中
共领导干部，曾到张信昌绸布号住宿和联络的干部有吴建功、金子明、朱人俊、方晓、张晓初、陈文
祥、胡骏、洪舒江、张大鹏等。
原中共川沙县委书记肖望在川沙暴露后，即到张信昌处隐蔽，并由张于道介绍打入伪税务所、镇公所
和新场小学从事秘密工作。
1942年，张于道受组织派遣带领一支小武装，打入浙江镇海伪警察大队，以策反伪军。
1944年10月，张于道在执行搜集敌情任务途中，病故于湖北省老河口市。
徐黎（1921-1945年）又名申其琛，六灶镇申家宅人。
1937年，他怀着为国报民的志向参加抗日部队。
1938年9月，在延安“抗大”学习的长兄沈萍（申其新）给他来信，要他去陕北参加革命。
他绕道温州、丽水、南昌至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几经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进入“抗大”第
二期学习。
在此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7月，抗大毕业后分配到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工作；次年4月调往新四军第四师当文化教员，7月
，在盐城抗大四分校政治部工作。
1943年底，申其琛奉命和爱人回到浦东，并改名为徐黎。
起初，他在淞沪游击第五支队当文化教员。
1944年春，调至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六中队任指导员兼中队长。
在徐黎领导下，队伍迅速扩大，发展到80多人。
这支部队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在北蔡立达村、横沔朱家圈和坦直桥等战斗中，打得很出色。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浦东伪军司令顾桂秋拒不向抗日游击队投降，集结600多人在李
家桥，依靠丈余高的围墙和炮楼负隅顽抗。
游击队决定围歼这支伪军。
8月16日，围歼战斗打响，徐黎率六中队担任攻打敌司令部的重任。
凌晨2时，徐黎率部解除了敌外围武装，开始攻打敌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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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汇民政志》是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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