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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州市西湖篷浞政蠢刍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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芨零斋丽奁疆囊惹{}人大fc表第一选区残票愚l

图为省委副书记刘枫，副省长许行贯在投票
选举区人大代表。

民政部副部长潘友请(前中)在区委书记罗丽娟
陪同下到古荡镇视察工作。

，。区塞罂笺量璧塑彗垩謦坠：．塑争垦耋毒望熊星生 1990／￥：，古荡镇被国家民政部授予中国乡镇之星。
(右)，区长董自强和副区长姚树新向军营送慰问品。

志愿者服务到军营。



位于转塘镇凌家桥狮子山麓的吴继坤、孙育
基、王贤清三烈士墓。

徐锡麟烈士墓

陶成章烈士墓

位于南天竺的浙军攻克金陵阵亡诸将士幕。



贫困广家庭住的草房。

坐落在西湖乡茅家埠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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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齐全的转塘镇敬老院。

乡镇福利企业杭州西湖静电粉末金属天棚厂。

⋯垄譬墅娈譬委，实行以副补院，图为转塘镇敬 西湖区第一座公墓。杭州午潮山公墓。
老院牧场养的肉猪。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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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西湖区委：区人民政府和市民政局的领导与关怀下，经编

写组同志多年努力，几易其稿，并经审评会议通过，编审组审定；我区

有史以来第一部《民政志》终于在香港回归祖国、党的十五大召开的

大喜之年出版了o
。

民政工作源远流长，内容历经变化，对象日益广泛。新中国成立

后，党和政府把民政部门列为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之一。毛泽东同

志曾说过：“民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o朱德同志也说：“民政部门

就是人民群众的组织部"，“人民群众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就找

民政部门”o西湖区民政部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努力为人民服

务，在拥军优属、社会救济、民主建政、婚姻登记管理等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区民政工作更加生气

蓬勃，在发展社会福利生产、优抚安置、军民共建、灾害救济、扶贫扶

优、五保供养、残疾人福利、社区服务及殡葬改革等方面，有新的发展

和突破，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四十多年来，区民政部门忠诚履

行“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职责，对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

众的联系，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促进社会安定，都发挥了桥梁和纽带

作用。
‘

《西湖区民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

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全面系统地记载了我

区民政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民政工作的社会性、f群



众性、多元性特点，达到了观点与材料的统一，为各级领导、有关部门

和从事民政工作的同志提供了一份可贵的历史资料。本志部分章节

通过今昔对比，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记事立传，赞颂

了英烈先贤为国家兴亡、人民幸福和伟大理想而奋斗献身的崇高精

神；还在相应章节里，介绍了西湖区丰富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这

是一部颇具特色的西湖民政工作资料书，也可作为·本爱国主义和

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
”

借鉴历史，继往开来。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党

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认

真贯彻民政工作的方针和政策法令，不断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

启迪新观念。继续发扬孺子牛精神，深入实际，体察民情，勇于探索，

善于创新，把我区的民政工作做得更好，为西湖区的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o ，

‘

谨向关心支持本志编纂的领导和有关部门，向全体编纂工作同

志致以衷心感谢!’-
。’

西湖区民政局局长

一九九七年十月

潮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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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断限时间，本志上限为民国时期，有的追溯到民国以前；．下限．

为一九九O年，少数史料延伸至一九九二年o

二、编排内容，按民政业务共分十二章四十一节，节以下根据内

容需要设目，以文为主，辅以图表o

． 三、所用纪年，解放以前用当时通用纪年，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

年；解放以后用公元纪年。

四、引用的法律、法规、文件和各种名称，均用全称书写，再次出

现时按习惯简称。

1五、币值及度量衡，均按当时的名称和单位编列o

．六、用规范化汉字和语体文、记述体撰写。

七、本志中各种报表数据，均以西湖区计划经济委员会和西湖区

民政局的报表为准。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区、市档案资料，有关编志单位整理核实

的史料、报刊以及有关人士提供的回忆资料，经考证鉴别后载入，为

节省篇幅，不再注明出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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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区位于杭州市西部，因境内有西湖而得名。秦时置钱唐县

于灵隐山下，汉时为会稽郡西部都尉治所。宋至清属钱塘、仁和县。

民国初年属杭县。民国十六年(1927)建置杭州市始为市辖区至今口

是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浙江省人民政府所在地。

西湖山川秀丽，历史悠久，是举世闻名的风景旅游胜地。著名风

景点有“西湖十景”、“西湖新十景”和“灵山幻境”o文化古迹有四、五

千年前的老和山麓新石器时代遗址，建于东晋的灵隐寺，北宋开宝年

间的六和塔，五代、宋、元各代石窟造像、经幢和碑刻，南宋岳飞墓和

建于清初珍藏《四库全书》的文澜阁以及历代民族英雄和革命烈士陵

墓、纪念牌坊、陈列馆等，又为湖山增色生辉。北宋诗人苏轼有诗赞：

“水光潋滟睛方好，山色空濠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

宜”o西湖处处都是景，步移景换，变幻多姿，犹如仙境，令人流连忘

’一

迟o

然而，素有“天堂”之称的杭州西湖，在解放前，由于国民党政府

的反动统治，政治腐败，经济衰落，战祸相续，灾荒频仍，民不聊生。

国民党西湖区公所虽亦搞些救济、赈灾，但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

每遇大灾，灾民流离失所，四出逃荒讨饭，有的卖儿鬻女，吃草根食树

皮，甚至冻饿致死，景象十分悲惨。民国二十三年(1934)特大旱灾，

田地谷物无收，西湖区灾民7840人，纷纷进城求乞，流落街头，无安

顿之所，情殊堪怜。解放前夕，松木场、清波门等地到处可见破烂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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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游民、乞丐教以千计。全区2万余人口，断炊半断炊的失业人员、

摊贩、船民和贫困农民达2500余人，占全区总人口的10％以上。

解放后，西湖区人民政府就把民政列为一项重要工作，并于1952

年7月设置民政科，担负起“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职责，

努力为人民谋福利，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四十余年来，做了大量

工作。 ，

’

!j．。

：。．i
i

在解放初期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民政工作围绕党的中心任务，

积极参与民主建政，土地改革，摧毁保甲制度，建立乡、村人民政权和
r●

'’。

街道居民委员会；组织失业工人、城市贫民以工代赈，生产自救，努力
’

?

做好社会救济工作，收容遣送流浪乞讨人员；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活
ii：·’

动，做好支前劳军和优抚工作，优先介绍城区烈军属就业，搞好农村

烈军属的代耕；发动群众捐献飞机大炮争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大力宣
●

●

传贯彻《中华人民共扣国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

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新婚姻制度；积极

宣传殡葬改革，推行火葬，改革封建落后的丧葬习俗等等。为医治战

争创伤，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安定社会秩序，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o 。

‘

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政工作依靠社会和集体力量，

进·步做好优抚、安置、救灾和社会救济工作，积极发展社会福利生

产和社会福利事业。优抚安置工作做到经常化、制度化；社会救济贯

彻“生产自救，群众互助，辅之以政府必要救济"的方针，对农村无依

靠无劳动力的孤老残幼由集体实行“五保"，即保吃、保穿、保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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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葬(孤儿保教)。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重点帮助贫困农民医治

浮肿病，扶持他们发展家庭副业；认真做好生活困难的精简退职回乡

老职工的救济工作；积极创办民政福利工厂，吸收安置一部分有劳动

能力的聋哑盲残人员就业，使他们成为残而不废的劳动者。这对贯

彻落实国民经济“巩固、整顿、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进一步稳定社会

秩序，保障人民生活，巩固国防，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中，民政机构被撤销，民政工作方针

政策被搞乱，许多优抚对象和民政干部遭到诬陷、打击和迫害，使民

政工作遭受了严重损失。但优抚安置、救灾救济和婚姻登记等工作

仍持续进行，从未间断。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拔乱反正，

清除“左”的影响，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遵照第八

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确定的任务，结合实际，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锐

意改革，开拓创新，使民政工作的各个方面，都有新的进展和突破，为

稳定社会、服务四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基层政权建设方面，根据区委、区府的统一部署，改变人民公

社体制，实行政社分设，先后建立了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并

将祥符、转塘、古荡乡改为镇建置。调整了灵隐、西溪、北山街道办事

处的管辖范围，增设了翠苑街道，新建了49个居民区。指导村(居)

委会依法进行换届选举，健全了村(居)委会的组织机构，建立和完善

了各项制度，使基层群众组织的“三自”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同时。承

办了区、乡(镇)两级人大代表选举的具体事务工作，促进了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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