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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

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文明程度，公益福弄13事业成为一

个窗口。 ’

鸟鲁木齐市儿童福利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大的一家集养、治、教、康复

为一体的功能齐全的汉语系儿童福利院。

这所成立于1947牟的儿童福利院，历经53年的兴衰沉浮，在党和人民政府

的关怀下，不断发展完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中焕发出

勃勃生命活力，各族孤残儿童在这所儿童院享受到了优越的生活待遇，每年都有

许多孤残儿童从这里走出，或考入高等学府，或参军入伍，或进入社会自食其力，

或康复成为健康儿，许多孤儿被国外人士颁养i

特别是近年来，在自治区、鸟鲁木齐市各级政府的重视下，鸟鲁木齐市儿童福

利院已发展成为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的一所著名的现代化儿童福利院，与全国各地

的儿童院，与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和许多国家建立了良好关系，往来交流频繁。

作为鸟鲁木齐市凡壹福利院主管单位的市民政局，以党的民政事业各项方针

政策不断引导儿童福利院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无论在硬件建设上，还是在人员

素质科学管理上，予以全力支持，取得了显著成就。

从封闭式管理刭开放型管理的转变，又使市儿童福利院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领

域，完成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儿童福利组织接轨，使乌鲁木齐市儿童福利院更具

时代特色。

这部《鸟鲁木齐市儿童福利院院志》的编纂完成，实在是一项有意义的工程，

市凡童福利院的同志们做了一件多年来想做而又没能做成的大好事，从而结束了

儿童福利院五十多年来没有史志的历史。

列宁说过一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历史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这部院史向我们再现了老一辈儿童福利事业

工作者艰苦创业过程，再现了那个年代人的思想情愫，再现了当年那种感人的劳

动场面，向今天的人们展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的精神风貌，向后人传递着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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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信息：辉煌来自昨天艰辛的劳动和汗水。

一部史志，是即将下岗的哨兵对前来接班的战士交割的一本真实记录，这本

记录将被永远地交割永远地延续下去。

乌鲁木齐市儿童福利院院史，记录了儿童院自成立以来历任院领导的名字，

这些曾为新疆儿童福利事业做出过贡献的老同志，现大都是耄耄之人，许多人已

经谢世。应该说，这部志的编纂是非常及时的，及时地将这些尚健在的老同志把过

去的每一阶段的历史有可能真实地记载下来，显得尤为重要。
’

作为一本珍贵的资料，也给后人提供了一个查阅溯源的版本，为民政档案充

填了翔实的材料。

作为一本书籍，给社会提供了了解儿童福利事业发展史的文字资料。

随着我国经济腾飞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明与进步成为社会发展主流，儿

童福利事业已经成为社会文明的一个窗口。党和政府越来越多地给予孤残儿童以

关怀和支持，社会各界也越来越关心孤残儿童的生活与成长，体现了我们这个社

会对孤残儿童的关爱。

优美的环境，完善的生活设施，孤残儿童们在鸟鲁木齐市儿童福利院幸福地

生活着。在这部院志的后面，后人将会以更辉煌的儿童福利事业成就，续以更加美

好的文字。

再次感谢儿童福利院全体干部职工的辛勤劳动!

感谢为此付出辛勤劳动的主笔作家；

感谢这部院志的诞生!

鸟鲁木齐市民政局局长：王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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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理位置

概 述

一、基本状况

乌鲁木齐市儿童福利院地处乌鲁木齐市西郊22公里处的小地窝堡乡境内，

乌——昌公路右侧800米处；东靠乌鲁木齐国际机场，西毗昌吉市，南邻火车西

站，北接五一农场；环境既有田园之俊朗风光，又有都市园林之幽静，院区绿树环

抱，为市级花园式单位。

2．基本建设

乌鲁木齐市儿童福利院总占地面积20573平方米，另有140亩耕地。其中绿

化面积9400平方米，建筑面积3400平方米；院区由2栋2层楼房、6座组合式平

房组成，设计新颖别致，各建筑由长廊相连；另有运动活动场、花坛、葡萄长廊及车

库、锅炉房等辅助设施相配，生活功能齐全。

3．孤残儿童收养

乌鲁木齐市儿童福利院额定床位200张，截止2001年底，实际收养孤残儿童

238名。其中残疾儿童占在院儿童总数的86％，年龄层次为。一25岁，适龄入学率

为100％，就读学校情况：小学生1—6年级21名，中学生1—3年级3名，高中生

1—3年级1名，中专学生3名，研究生一名。

4．在职职工：
弋

2001年职工总数78名。男33名，女45名。

文化结构

本科生8入，大专生59人。

5．发展历程

从1947年新疆育幼院成立之日起，儿童福利院至今已经历过53个春秋。53

年来，儿童福利院的发展历程大约经历了这样四个阶段：

从1947年建院到1966年，为创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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