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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四季青志lntroduction一、《杭州四季青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史实，在资治、教化、存史等方面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二、本志编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符合志书基本体例的前提下，努力创新，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三、本志由述、记、志、图、表、录诸体构成。卷首列总述、大事记。按横丰llEfl类，纵述史实，分列5编27章，章下设节、目。人物简介、附录为条目式。图照、表格随文设置。四、本志上溯不限，下限于2009年底。部分记述和表格采用2010年资料。按明古详今、略远详近的原则，重点记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和现状。五、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下限年四季青街道政区为主，“街道”、“辖区”为简称；兼顾1996年前四季青镇(乡)政区，“四季青”、“境内”为表述形式；个别需越境记述的事物，则作适当变通。六、凡在四季青地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不受籍贯限制，以人物简介、立表和以事系人方式记述。因本地域历史人物资料匮乏，故本志不设人物传。七、历史纪年采用历代通称，如宋、元、明、清、中华民国，并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解放前后”指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前后。同一名称，首用全称，后用简称。八、本志文字、数字、计量单位等按国家规定的统一规范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些计量单位，延用当时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项数据以区统计局正式公布的为准，统计局缺项的，采用主管部门的。工农业总产值按国家各个时期规定的不变价计算。九、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类档案、图书、报刊、旧志、文物等，一般不注明出处。直录史籍文献，则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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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键1989年12月至1992年6月任中共江干区委书记S寿甲彳存柔卿往昔兵谨考



徐志祥1992年8月至1995年10月任中共江干区委书记占哆或漕圭中百硅莹是彳降乏轻1



乏，移g万；寸·弓≤王永昌1997年6月至1999年11月任巾共江TⅨ委{5记兹鼍裁__§9勿＼J曼恿!，匆骺夕．．拈r以游名参诲管钲杰丽锘磊引q扮鱼



推动纠季美展彳：越花伟髫刎Pf王海超1999年11月至2003年8川任巾共汀卜区委书记



暨军民2004年1月至2006年12』=】任巾共汀l‘K委{Ilt2渤，渖汐霉，目闩专冲丐写邓毒毒百灸缸



杭州四季青志TheFirStPerfaIce中共江干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徐立毅钱塘江畔，四季常青。历史上的四季青辖地，其凤凰山麓筑有五代吴越国王宫和南宋皇城．时为两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钱氏捍海塘、清代鱼鳞石塘到当今可抗御百年一遇潮患洪灾的钱塘江标准堤坝，见证了当地乡民不畏艰险、战天斗地的豪迈；从垦涂造地、沧海桑田到现代化的新城拔地而起，诠释了四季青人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四季青”之名源于境内悠久的蔬菜产销历史，史籍有庆春fl#F“绝无居民，弥望皆莱圃”、“横塘一境，四季常青”的记载。1958年辖地成立人民公社时，以“四季青”命名。长期以来，四季青以“服务城市、富裕农民”为方针，为丰富杭城居民的“菜篮子”供应作出了突出贡献。与此同时．四季青立足城郊优越地理位置，积极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实现了乡村工业的迅猛发展和专业市场的迅速崛起，奠定了经济强镇和市场太镇的地位，曾获得全国“十佳乡镇”等殊荣．是江干经济建设的排头兵。2000年以来，随着城市化进入快速推进期，特别是杭州市委作出“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战略决策和建设钱江新城的重大头定以来．四季青的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市民、村民变股民、村庄变社区等一系列重大变革从此拉开r序幕。始确函哟氲尊，q≯t姑一糯葛鑫蠹盘==j妻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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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四季青撤镇建街。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和经济快速发展．“田畴万顷．一望无际”的传统菜乡，一跃成为杭州现代化大都市的核心街区，四季青地域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厦高楼拔地而起，道路宽畅车水马龙，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新型农转居公寓鳞次栉比．社区配套设施更新完善，为市民宜居创业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健全的社会保障．稳定的社会环境，多彩的文体活动，经常的文明教育．有效促进了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如今的四季青街道，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各项事业协调推进。作为杭州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的核心区域和前沿阵地．我们有理由相信．四季青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更加灿烂。在“大都市之标志巍峙江干，跨世纪之工程壮观海甸”之际，欣喜地看到《杭州四季青志》问世。此为江干史志事业的又一硕果，可喜可贺。该志溯瞰四季青地域的历史人文，如实记述了四季青从公社、乡镇到街道的转型过程．反映了城市“菜篮子”基地向现代化大都市中心街区加快转变的时代特征，撷取收录的许多民情风俗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尤其是随城市化推进消逝的昔日风物，予以翔实地记载下来，更具有弥足珍贵的存世价值。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是当今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于此，冀望全区上下围绕建设“城市新门户、都市新中心”战略目标，在“枢纽城区、创新城区、低碳城区、人文城区”的发展实践中，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史志工作者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尽心尽力地当好宣传员、记录员和服务员，编好江干地情书，为后人鉴古知今写下更多“存史、资治、教化”的精品佳作。确．王故2()Il‘{4k冀h“女捕二瓣?m㈦塑，



杭州四季青志TheSecondPerface—1。oEl日■=——_。．Ⅲ㈣秽；j■四季青街道领导重视、组织到位、人员落实、保障有力，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编志文100余万字．集图照450余幅，出色地完成《杭州四季青志》的编纂出版，这是我区“盛世修志”的叉一成果．值得庆贺。四季青一地曾经是杭城东郊的著名菜乡，其蔬菜生产的历史宋籍即有记载，千年菜乡．名闻遗迩。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20世纪末的50年里，四季青作为杭城蔬菜和副食品生产基地之一，在省、市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指导下，干部群众以建设城市“菜园子”、服务群众“菜篮子”为己任．生产上市的四季蔬菜和肉禽蛋奶等副食品，盛时曾达到杭城居民年消费量的1，4以上．为保障城市供给，提高和改善杭州市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作出了重大贡献。四季青地域位于杭城东南，城乡交错的地理特征，使其受惠于城市的建设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江干区首例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就发生在四季青辖地。由此，四季青成为江干区最早进人城市化的乡镇。改革开放后，四季青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得到持续快速发展，一跃成为经济强镇和市场大镇，依托城市建设发展的辐射是其独具的优势之一。现在，随着杭州城市建设抉速发展．四季青已经被城市化推进的热潮所融人，千年菜乡转型为杭州大都市的中心街区。撤镇建街后，其政府职能也由农业农村工作转变为城市建管及各项民生事业。历史的演进，时代I12堑ii堑至：i：i蔓：：＆釜蛰．。釜叠区盏垂§醯＆卜，



的变革．社会的发展．使四季青地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巍峙于钱塘江畔的杭州大都市核心区——钱江新城即为其I：1新月异的写照。以上内容，《四季青志》都有翔实的记述，读之发人深思、耐人寻味、令人鼓舞。尤其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四季青围垦．四季青人民弘扬了不怕困难、不怕艰苦、不怕劳累的精神，在沧海变桑田的奋斗中．取得可歌可泣的战绩．围垦的沿汀大片土地．为今日钱江新城的开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此外，《四季青志》还对辖地的文化遗存、人文民风等做了深入挖掘，记载下来存于史册，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四季青志》贯占通令，存真求实，科学地记述r四季青的一方地情．较好地反映了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以及四季青的地域特色。整部志书纵贯城郊农村向都市中心街区转型变化的主线，所记述的城乡口变是江干区城市化发展的缩影，这是该志书的鲜明特色．也是其价值之所在。当前．江干区在实现“城市新门户、都市新中心”的战略日标中，正处于区域经济的大发展期、城市建设的大推进期、社会事业的大提升期，随着发展空间的进一步打开，城区成型、功能提升的不断加快，人I=I职业、产业结构、土地及地域空间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如农民转为居民、产业转型升级、撤村建社区、征地拆迁安置等等，使以往的一些事物变化或消逝。因此．收集保存即将消失的资料，研究整理其发展规律．书写记录好发展变化的历程，将其编以存史、用以资治、寅以教化，使人们熟知我区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演变，从而生发热爱、振兴江干之激情．投身于把江干建蹬得更加繁荣富庶的事业，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也是城市化推进中当务之急需做好的一项文化工作。在此，希望各街镇、各部门借鉴《四季青志》的编纂经验，在我区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中．进一步重视做好史志工作，编写出更多质量上乘的街镇志、专业志。襁鬟曩i矗上垒王蠡釜誊。i五生-丑



杭州四季青志TheThirdPerface中共江干区委常委四季青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敏“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街忐．乃一方之实录，是记述自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风土与人情、历史与现状等的地方科学文献。，盛世修忐，以励后人。每座城市．每个地区．都是在时代的脚步中寻找着自己发展的脉络。四季青街道，概莫能外。，“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历代四季青人以“奔竞不息、勇争一流”的四季青精神，艰苫创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用一路前进的脚步印证着这个名字的生机和活力。四季青秉承白然山水之恩惠，东濒杭州湾，南邻钱塘汀，西偎风凰山．北望皋亭⋯，叶1贯古运河。区域建制秦至宋代，属钱唐(塘)县；宋至清代，屡有变迁；解放后区域建制也几经拆分归并。1958年始以“四季青”为名建立人民公社；1984年8月建立凹季青乡；1994年9月．撤乡建镇；2002年8月成市四季青街道。牛于斯，长于斯的四季青人，是否还汇得那片滩涂中填起的土地．是否还记得昔日脚踩泥十背朝灭的生活是如1u』一步步在城市化的进程巾发生改变。忆往占．凹季青人肩挑手拉，同滩造田，*修石瑚河道；披星戴月，精耕细作，提高时蔬品质；放水养鱼．涵养财源，增强丁业、市场发展后劲，最终赢得了“杭城菜篮子”、“T、№大镇”、“市场强街”等种种美誉。、纛。。≯鍪?墨写簿瓢：■磐1。》j囊》_@藩帮蕊



序看今日．四季青人抢抓机遇，迎难而卜钱江新城雄姿显现；高楼林立，智者纵横，楼宇经济大力发展：商贾云集，往来穿梭，现代服务业蒸蒸口上。删季青在一次次攻坚克难、改革履新中实现了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浓墨重彩地描绘着杭州城市新中心绚丽的新画卷。展未来．六十余年奋力拼搏．六十余年时境变迁，六十余年风雨征程，四季青从农村走向城市．四季青人从农民变成市民．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完美的蜕变。在新的发展时期，面对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新的希望，网季青，将勇立潮头、蓄势待发，全力勾勒杭州城市新中心、中央商务区核心街道的美好蓝图。纵览《杭州四季青志》，无论内容、体例、类目、资料以至行文，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不溢美，小隐讳，本着“详今明古，立足当代，回首过去，展望将来”的原则，科学取舍，丰题突尚，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四季青街道的自然风貌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人物等方面的历生与现状，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完备。无疑是一部激励全街道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热爱家多．教育子孙后代的历史教材．是四季青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杭州凹季青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各级领导和号家的具体指导，各部门单位的通力合作．主笔者知情善事，众手成志。它的问【If，是一项功在当今，惠及子孙的大事，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在此，我谨代表街道党【委、办事处向芰心、支持街志编纂，为编纂作出贡献者．致以最诚恳的谢意。志成之际．欣然命笔，以抒贺忱。是为序。j办∥2(}II／]k嘲瞄．舭瓣‰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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